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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我国近代历史上第一所高等实业学堂 ) ) ) 福建船政学堂的考试制度有着鲜明的特点。从考试这一视角来

研究福建船政学堂, 分析当时实施这项考试制度的时代背景、历史条件、具体措施及其给社会带来的巨大贡献。这

对我们今天高等职业教育考试制度的改革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和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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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the first h igher vocationa l schoo l in the modern h istory o f our country, Fujian Ship Po litics Schoo l has

sharp-cut characteristic on its ex am inat ion system. W e study the Fujian Ship Po litics Schoo l in the v iew o f its exam-

ination system, analyzing the tim e background, the historica l cond it ion and the concrete measure and the tremen-

dous contribut ion w h ich brought to the soc iety of its ex am inat ion system. It has important reference use and the

practical significance to the reform ation of h igher vocationa l education exam ination system to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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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试,随着社会和教育的发展,不断地根据时代

的要求进行调整、改革和创新, 在人类社会的进化过

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考试也成为教育管理的重要

手段, 不仅规模扩大,而且发生了制度化的演变,功

能和体系都得到了扩展。当今世界, 科学技术和社

会生产迅猛发展,世界各国政治、经济发展对教育的

促进和国际竞争对人才的需求日益迫切, 全球化的

教育改革风起云涌。各国教育改革的重要内容之

一,是更好地运用考试进行教育、教学的评价。与此

同时, 教育改革所树立的新的发展观、质量观和人才

观,也引发了考试制度的深刻变革。在某种意义上,

考试制度改革还成了教育改革的突破口, 以实现提

高质量、追求卓越的教育目标。在中国,自古至今的

考试制度改革对教育乃至整个社会的发展关系

重大。

八十年代以来, 适应社会经济发展对人才和教

育的要求,我国提出了 /大力发展高等职业教育0的
目标和导向。高等职业教育如何完成预期的目标和

使命,对教育理论和实践的探索都提出了新要求。

高等职业教育的考试制度改革是其中一个非常重要

的内容。福建船政学堂作为我国近代历史上第一所

高等职业学校,为当时的清政府培养了大批专门的

人才,其在考试制度方面更有独到的一面。因此,研

究福建船政学堂的考试制度, 对当今高职的考试制

度改革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和现实意义。

一

创建于 1866年的福建船政学堂 (求是堂艺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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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我国近代第一所高等实业学堂 (也就是今天我们

所说的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福建船政学堂是在

/中学为体, 西学为用 0和 /师夷长技以制夷 0的思想
背景下由洋务派大臣左宗棠倡议创办的, 它的办学

宗旨十分明确,就是培养中国造船和驾驶的专门人

才。福建船政学堂在课程设置、教学制度和教育管

理等各方面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创建, 创办了前学堂、

后学堂,后来又根据需要创办了艺圃 (这是中国第

一所高级技工学校 )。从办学成果看, 福建船政学

堂圆满完成了预定目标, 培养了我国近代第一批造

船、航海和科技文化方面的专门人才。严复、萨镇

冰、詹天佑、邓世昌等一批毕业生还对中国社会的近

代化发展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我国著名教育家潘

懋元先生认为,福建船政学堂在建立高等教育体制、

为国家培养高级专门人才、促进中西文化交流上发

挥了极大的作用。它的办学体制及其模式, 对今天

的办学还有参考价值。
[ 1]

福建船政学堂在开办之初遇到了巨大的阻力。

在当时的洋务运动热潮中,各省纷纷开设机器局、造

船厂, 进口外国机器, 雇请洋人制造机器, 以达到

/船坚炮利0的目的。 1866年 6月 25日,闽浙总督

左宗棠奏请在福建马尾创办船政局, 内设船政学堂

(求是堂艺局 ),明确提出必须培养中国自己的造船

人才。这一提议不但遭到顽固派的反对, 也受到了

来自洋务派的阻力。他们反对设立船政学堂的理由

是:造船不如买船,招收不识外国语言的学生学习造

船和驾驶,花费巨大,不如聘请洋人当船长、中国人

当水手。左宗棠在 5详议创船政工程折6中说: /兹
局之设,所重在学西洋机器以成轮船,俾中国得转相

授受, 为永远之计, 非如雇买轮船之徒济于一时可

比 0 [ 2]
,明确提出: /夫习造轮船, 非为造轮船也, 欲

尽其制造驾驶之术耳; 非徒求一二人能制造、驾驶

也,欲广其传使中国才艺日进, 制造驾驶展转授受,

传习无穷耳。故必开艺局, 选少年颖悟子弟习其语

言文字, 诵其书, 通其算学, 而后西法可衍于中

国。0 [ 3]
在这一背景下, 要给反对派有力的还击, 更

重要的是要实现培养中国的造船和驾驶人才这一目

标,必须通过学堂的教学成效来体现。招生入学,是

学堂各项工作中的首要工作。能否选拔一定数量和

质量的学生关系到教学的顺利开展, 关系到上述教

育目标的实现。因而, 招生可以说是关系到学堂荣

辱兴亡的关键问题。福建船政学堂不仅顶着这一压

力,还面临着两大障碍:一是封建社会官办教育的阶

级限制;二是社会对这种新兴教育形式的排斥和抵

触。因此,福建船政学堂的创建及后来取得的巨大

成果是非常不易的。

二

重学轻术是我国传统文化的一个突出特点。

5礼记#王制6说: /凡执技以事上者, 祝、史、射、御、

医、卜及百工, 凡执技以事上者不贰事, 不称官,出乡

不与士齿。0汉代后, 与封建官僚体系相互应和的

/罢黜百家, 独尊儒术0的思想体系和选士制度, 使

儒学成为教育体系中的唯一 /正途 0。元代学者马

端临在 5文献通考 6自序中说: /古之用人, 德行为

首, 才能次之, 虞朝载采亦有九德,周家宾兴,考其德

行, 于才不屑屑也。0 [ 4]
虽然西方列强通过鸦片战争

用 /坚船利炮 0打破了中国闭关自守的大门, 但 /学

而优则仕 0的思想根深蒂固, 读书人都希望通过读

书、考试跻身于封建统治阶层,以此光宗耀祖。对学

习实用技术和科学知识,则视为 /奇技淫巧 0不屑一
顾。在这种体制下,实学教育的困境首当其冲地在

招考环节上表现出来,而学生素质如何又关系着学

堂的办学目标能否实现。

(一 )在招生考试方面

清朝末年,即使是在突破了科举教育的藩篱,以

培养实用人才实现富国强兵梦想的洋务学堂中, 仍

然摆脱不了封建时代官学教育的影子,学生入学有

明显的出身限制。 1862年成立的京师同文馆基本

上是在八旗子弟中挑选学生, 招生方式是 /应由八
旗满、蒙、汉闲散内, 择其资质聪慧, 现习清文, 年在

十五岁上下者, 每旗各保送二三名0 [ 5]
。福建船政

学堂在招生政策上,突破了同文馆对出身资格的入

学要求,以学生本人素质为选拔标准, 实行公开招

生, 打破了身份限制。学堂明确提出: 凡 /性慧夙有
巧思者, 无论官绅、士庶, 一体入局讲习 0 [ 6]

。除由

本地考选聪颖子弟外,还从广州、上海等沿海通商口

岸以及香港的英国学校中挑选优秀学生。招生考试

时均要通过自由报名、统一考试,不但要参加笔试,

还要经过面试并通过体检。考生必须对中国的传统

文化、伦理道德有一定的了解,并能写出一定水平的

文章,后期录取的新生还要求有一定的外文基础。

学生入学时由各生父兄及本人具结担保,并规定肄

业期内不准请长假或改习他业,以便学得专精。这

些招生规定改变了洋务学堂开设初期招生无统一章

程, 生源水平不一的随意性局面。另外, 左宗棠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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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艺局初开, 人之愿习者少, 非优给月廪不能严

课程, 非量予登进不能示鼓励。0 [ 7]
因此, 福建船政

学堂在招生时以优厚的待遇吸引学生, 对学生实行

优厚待遇,学生在五年的学习过程中,一切膳宿及患

病医药费用都由学校供给, 每人每月另发月规银四

两,以便赡养家属。通过一系列的措施,福建船政学

堂选拔了大量优秀的学生, 教育质量得到了有效地

保证。

在学生的选择上, 福建船政学堂注重不同专业

对学习能力的不同要求,分前、后学堂。前学堂习法

语,专学造船;后学堂习英语,专学驾驶和管轮制造,

/招考文学聪颖子弟学习制造及驾驶管轮, 名曰艺

童 0,管轮专业的学生主要从香港和上海招收具有
几年实践经验的青年, 其中有些已是熟练的技术工

人,因此他们到校后进步快速, 学习成绩突出。1868

年 2月前学堂增设绘事院, 即设计专业。因为日意

格认为造船的关键不在具体操作, 而在 /画图定
式 0、/心通其理0,所以特开两处画馆, /择聪颖少年

通绘事者教之 0, 培养船体、船机的绘图设计人才。

1868年 8月,学堂又创设艺圃, 分为两堂, 一为艺徒

学堂, 一为匠首学堂, 课程各为三年。招考年龄在十

五至十六岁之间膂力壮健、资质聪慧的学生,名为艺

徒。这是由于船厂的中国工匠与洋人教习语言不

通,且技术较精的工人都是中年以上, 脑力衰退,不

可能 /探赜通微 0。要实现中国人自己造船驾驶的

目标, 学堂还必须培养年轻的高级技术工人。

福建船政学堂还有一项特别的招生制度, 即实

行储才备选制。学堂除了招收完预定名额的学生

外, /此外并尚挑有年幼聪颖儿童,造册存记, 令其

在家候传,以备后学堂挑补及前学堂艺圃两处鲁钝

生徒剔退者之用。0[ 8]
这就保证了学堂充足的后备

生源。

对学堂毕业生的去向, 5求是堂艺局章程 6规

定: /各子弟之学成监工者、学成船主者, 即令作监

工、作船主, 每月薪水照外国监工、船主辛工银两发

给,仍特加优擢, 以奖异能。0由国家负责安排工作,

量才录用,而且享受高薪, 这一措施增加了学堂对优

秀生源的吸引力,对提高学生学习积极性,促进教学

工作起了很大的作用。明确的选才要求、储才规定,

并辅之以优厚的待遇, 且对毕业生的出路作了详细

的规定,使船政学堂的生源质量有充分的保证,对教

育教学的开展提供了有力的支持。

(二 )在学业考试方面

要实现教育目标,靠优厚的待遇是远远不够的。

船政学堂在课程设置、教学管理都有独到的创建,学

堂实行分科教学, 教学目标十分明确。在教学过程

中, 考试制度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船政学堂通过考试

实行淘汰制,保证了教育的质量。首先,注重日常检

查督促。艺局内挑选 /明干正绅0,由总理船政大臣

委任,常住学堂内对师生教与学的情况进行检查监

督, /稽查师徒勤惰 0, /亦便剿学艺以扩见闻 0。其

次, 注重学业考试, 奖励分明。学堂规定: /开艺局

之日起,每三个月考试一次, 其学有进境考列一等

者, 赏洋银十元,二等者无赏无罚,三等者记惰一次,

两次连考三等者戒责,三次连考三等者斥出,其三次

连考一等者, 除照章奖赏外, 另赏衣料以示鼓

舞。0[ 9]
对学习成绩优异的给予奖励,学习成绩差的

进行处罚,既严明了学堂的教学纪律,也调动了学生

的学习积极性。第三, 突出实践能力的考核。学堂

的学生都必须参加大量的实践训练和实习, 造船专

业每天都安排数小时让学生深入车间,熟悉各种机

器的结构和性能, 了解车间每一部门的生产活动和

生产管理知识;驾驶专业有专门的训练船进行航海

实习, /去时教习躬督驾驶, 各练童逐段誊注日记,

量习日度、星度, 按图体认,期于精熟。归时则各童

自行轮班驾驶,教习将其日记仔细勘对。0 [ 10]
艺徒上

午入院学习船身、轮机各种绘事,下午赴学肄业, 时

时派赴各厂历练, 三年后大考, 制造精熟者升为工

头, 成绩优异者入匠首学堂深造, 将来可以升为管轮

工程师。每逢考试,主管船政的大臣都要亲自到场

视察并颁奖,而对在学表现不好, 性情懒惰或资质不

堪的生徒随时斥革,决不姑息, 目的在于 /务期学有

专长, 廪无虚费, 以仰副我圣主陶育人才之至

意0 [ 11]
, 使学堂的经费没有白费,培养的是确有专长

的人才。

据日意格统计,从 1866年开办时各专业有学生

300多人,至 1874年只剩 193人,淘汰了近一半。
[ 12]

福建船政学堂能培养出一大批优秀人才,与严格的

考试制度不无关系。后来建立的高等实业学堂有许

多都沿用了福建船政学堂的考试制度。

三

福建船政学堂采取遍贴告示、公开招生,唯资质

聪颖而取,打破了贵贱等级。数十年相继不辍,培养

出大批人才, 为中国近代造船、航海、天文、航空、铁

路、机械、矿冶、文化、教育等行业  (下转第 76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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忆,获得了真正意义上的心理平静,找到了属于自己

的幸福,与保罗# D手拉手走向新生,走向溶和。

5宠儿6是一本关于忘却痛苦与罪孽、重新找回
失落的东西并用爱将它们编织进新生活的小说,它

旨在向人们传递这样的信息: /尽管愤怒的死去的

黑人的苦难是美国黑人不可逃避的心理遗留问题,

但他们可以通过直接面对它和团结起来放松它对他

们可怕的钳制,从而将自己从这一问题留下的创伤

中解救出来。0正如作者在小说中通过双关语 pass

on暗示的那样, 黑人的苦难历史是应当被 / pass on0
( 具有 /往下传 0和 /忘记0双重含义, 本文作者注 )

的,应当既被当做历史遗产一代代 /往下传 0, 又应

为了现在和未来被 /忘却 0 [ 3]
。只有恢复历史, 黑人

才能记住自己的根,寻回自己的民族身份;只有忘却

历史, 黑人才有可能考虑和创造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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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接第 71页 )  做出很大贡献。福建船政学堂

的考试制度能发挥出重要的作用,靠的不只是条文章

程上寥寥数语的考试规定。明确的办学思想、准确的

办学定位、科学的课程设置及雄厚的师资力量, 构成

了考试制度的作用平台,共同对人才培养奠定了坚实

的基础。福建船政学堂在育才上的成功对福建以至

全国产生深远影响, 以后各地办新式科技学堂, 在办

学方针和教学管理方法上大多引船政学堂为圭臬。

福建船政学堂在当年变法图强的教育改革中, 突

破了传统学堂的束缚, 以培养高级技术人才为目标,

成功地运用考试制度为教育教学服务。招生考试以

教育目标规格为出发点,以学业考试作为教学管理的

有力手段,突出了高等职业教育考试制度的特性。从

福建船政学堂的考试实践中还可以看到, 考试制度改

革是一个系统工程。它不仅要求制度本身的科学和

严密, 以促进教育目标为中心, 还需要有相应的制度

环境, 需要教学制度、管理制度等各个方面的配合。

教育观念是影响考试制度作用发挥的重要因素,明确

的办学思想和高水平的师资队伍,对考试的实施有至

关重要的影响,这对今天的高考改革和高职招生考试

改革仍有历史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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