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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留日教育是民国时期留学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 留日学生的学科和专业结构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 以此为

对象, 考察和分析民国留日留学生所学学科专业特点及其成因, 并试图分析民国政府在留日学生学科和专业结

构不断完善过程中的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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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tudying in Japan w as an importan t componen t of studying abroad in the period of R e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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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高等教育近代化是以清末学习西学为起

点的, 除了举办新式学堂学习西学之外, 晚清政府

还积极提倡出洋留学, 揭开了中国近代留学教育的

序幕。留学教育的作用是通过学生学习的专业体现

出来。民国时期, 留日教育是以晚清留学教育为基

础, 留日学生之多, 规模之大, 影响之深, 也仅逊于

留美。另一方面, 受国际和国内的政治环境的巨大

影响, 民国时期的留日教育高潮和低谷交替出现,

表现出强烈的波动性。

一、民国留日学生学科和专业概况

1912 年民国成立, 政府和社会各界对留学教

育十分关注。工商界提出,“我国工商学识尚在幼稚

时代, 欲谋工商业之发达, 要熟悉各国工商情况, 输

入各国工商知识, 则选派学生出洋实习之举, 实为

振兴工商业当今最要之图”[1 ],“学成归国, 崇其学

位, 不入仕途”[2 ]。这些提议为改变晚清时期留日学

生专业相对单一的局面做了准备。在此思想指导

下, 民国初年的留学生广泛学习实用专业, 留日学

生李裕考入大阪高等工业学校, 他回忆说:“大阪高

工当时在日本是较有名的高等学府, 主要课程有:

采矿学、矿政法规、测量学、普通冶金学、电气冶金

学、水银冶金学、金属冶金学、金属组织学、火药学、

合金学等。”[3 ]这些都为中国早期工商业的发展造

就了大批的实用人才。1914～ 1915 年留日活动又

迎来了新的高潮, 学生此时的学习科目已经十分广

泛 (见表 1) , 其中工科包含的专业非常的广泛。

1923 年奉天省制订的奖励自费留学生办法, 其中

专业也已经十分详尽, 文科和实科都有, 所分布的

学校的层次也很分明。一般的学校、高等专科和大

学分科很细, 甚至有些专业如蚕丝、火药已近乎

琐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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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1914～ 1915 年留学日本官费生学习科目统计

学科 法政 农 工 商 医 师范 陆军 海军 文 理

人数 110 61 290 62 144 137 22 1 9 17

(资料来源:《中华民国第三次教育统计图表》[4 ])

　　经过民国初年的发展, 留日学生学习科目呈现

多样化趋势, 但各专业或学科的人数分布极不均

匀, 虽然较晚清时期重文轻理现象有了一定的改

观, 但文科的比重仍然很大。为改变这一现象, 发展

中国的自然科学和应用科学, 国民政府于 1930 年

召开第二次全国教育会议, 通过了《改进全国教育

方针》, 颁布了相应的留学政策对公费生和自费生

的学科选择进行了一定的干预, 有意识地加大理、

工、农、医等自然科学及应用科学比重, 同时压缩

文、哲、政治、艺术等科的学生规模。经过几年时间

的发展, 留日学生科目文理科比例失调的局面有了

一定的改观。从 1930～ 1936 年留日学生学科分布

中清楚地看出这一转变过程。这 6 年中理科留学生

为 6 206 人, 而文科留学生为 7 758 人, 虽然理科人

数仍然不及文科, 但差距已明显缩小, 留日学科结

构日趋合理化。

二、民国留日学生学科分布特点及原因分析

1. 留日学生学科变化的趋势是从注重文科到

文科和实科并重

从清末到民初直至 20 世纪 40 年代, 在留日学

生广泛的学习科目中, 文科一直占有很重要的地

位。据清末出使日本大臣杨枢在奏陈兼管学务情形

折所云[6 ]: 光绪三十年 (1904 年) , 留日学生已达

1 300 余人, 而学文科者 1 100 余人。当时的文科即

师范法政与普通科, 并不是后来和现代大学分科之

文科, 但从本质上看还是属于大范围的文科。到

1906 年, 湖北留日学生入高等以上学校者共有 96

人, 其中学法政、高等师范、高等商业的共有 89 人,

学习实业专科的只有 7 人。而据统计, 1907 年在东

京帝国大学学习的 35 名中国留学生中, 习法科者

18 名, 习农科者 10 名, 习文科者 3 名, 习理科者 2

名, 习工科与医科者各 1 名。总计习人文、社会科学

者 21 名, 占 60% [7 ]。民国时期, 文科学生在留学教

育中的比重还是很大, 据统计 1929～ 1932 年我国

派赴各国留学生中文科类 (包括文哲、法政、教育、

商业等) 学生占全部留学总人数的 56. 8% , 而实科

的比例只有 37. 2% [8 ]。就留日学生而言, 1931～

1936 年, 文科学生总数还是在实科学生之上。

民国初年政府开始重视实用学科的作用, 据

1916 年留日学生监督的报告[9 ]: 公费生留学科分别

为农科 53 人、工科 392 人、商科 64 人、医科 179

人、师范科 109 人、法政科 180 人, 其他各科 109

人。可以看出民国初年的留日运动中工科和医科已

经成为公费学生的重要选择。清末法政、师范速成

科畸形发展的局面已基本改变。随着民国政府发展

实业, 科技救国意识不断增强, 对实科的重视程度

也日益增强。30 年代颁布的《改进全国教育方针》

对留学教育做出相应的改革, 涉及留学科系的政策

规定:“以后选派国外留学生, 应注重自然科学及应

用科学, 以应用国内建设的需要, 并储备专科学校

及大学理工农医等学院的师资。公费留学生应视国

家建设上的特殊需要, 斟酌派遣, 每次属于理工农

医的, 至少应占全额十分之七。自费留学生得依本

人志愿, 肄业任何学科, 但学理工农医者, 应尽量先

叙补公费或津贴; 学文哲政治艺术等科者, 非至大

学毕业入研究院时, 不得受国家补助。”[10 ]这在更大

程度上促进了实用学科的发展。到 30 年代末, 文科

和实科的差距进一步缩小, 完全改变了清末文科畸

形发展的局面。

2. 法政科在留日学生学习科目中占重要比重

法政科是清末和民国时期留日教育中文科的

最主要组成部分, 可以说, 留日学科结构中注重文

科实际上是法政科比重大的体现。清末文科的畸形

发展就是法政和师范科的发展, 尽管清廷学部曾于

1906 年通令各省一律停送法政、师范科学生, 但这

仅仅是限于公费生, 自费生中选择读法政科的人数

仍然很多, 这也一直持续到民国时期。同样还是在

1916 年留日学生监督的报告中, 记载的与公费生

相对的自费生的学科结构如下: 农科 30 人、工科 44

人、商科 43 人、医科 70 人、师范科 6 人, 法政科 346

人, 其他各科 701 人[11 ]。法政科学生的人数远远超

过其他各科。直到 30 年代末, 法政科的比重之大还

很明显。1931～ 1936 年 6 年之内法政科的人数就

占了这一期间留日总人数的将近三分之一。文科尤

其是法政科在留日学科中比重如此之大是基于以

下原因:

(1)现实和政局的影响。一方面, 清末政府以便

学即用, 在留学教育中大力提倡速成教育和普通教

育, 从而满足政府变法和兴办新式学堂对法政科和

师范科人才的需求, 这种政策上的导向直接影响到

留日教育中出现的法政热和师范热, 甚至延续到民

国时期。另一方面, 由于政局变动变动, 晚清时期各

政治领袖或政治势力的代表者例如康有为、梁启

超、孙中山等在流亡或潜入日本时, 积极宣传其政

治主张和革命学说, 客观上促进了留日学生政治意

识的发展与强化。中国近代著名的政治团体如华兴

会、光复会、同盟会等都在日本产生, 其主要成员都

是留日学生, 孙中山与黄兴等人更是于 1914 年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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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在日本亲自创办法政学校, 招收中国革命人士,

培养革命干部。另外, 日本对中国发动的数次侵略

战争激起了留日中国学生的强烈反抗, 有的学生弃

学回国, 有的学生更是直接在日本举行和参加反日

活动, 这样赴日学习成为不少爱国青年救亡图存的

选择, 他们或直接参加政治活动, 或进入法政学校

学习, 客观上促进了法政科的大发展。

(2)“学而优则仕”传统观念的影响。通过科举

进入仕途是中国古代知识分子长期以来的固定做

法, 这种“学而优则仕”的观念在近代中国仍然根深

蒂固, 影响到中国人的“思维定势和深层心理结

构”[12 ]。清末废科举后, 国内兴起“法政热”, 据民国

初年教育部总务厅编《中华民国第四次教育统计图

表》所载, 1912 年法政专门学校占全国专门学校数

的 57. 6% , 法科学生占全国专门学校学生总数的

77. 7%。这种倚仗研修法政科以达到读书做官、进

入仕途的做法无不是“学而优则仕”观念的体现。这

也必然会影响到留学生的学科选择, 出现留日教育

法政科大发展的局面。

(3)留日学生自身条件的限制。有学者研究认

为, 由于清末留日学生中年纪较大的传统绅士占有

比较大的比重, 他们所受经史教育与近代自然科学

教育相差甚远, 基础较差, 一时难以衔接, 而研修法

政科对普通教育的基础要求不高, 因此许多人纷纷

避难就易, 学习法政科[13 ]。笔者认为, 留日学生中的

另一重要队伍——平民阶层子女, 也由于可能先前

在国内所受教育训练有限而面临同样的问题。

3. 留日学科体现出强烈的实用精神

民国政府以建设国家, 发展工商业为目的积极

提倡留学教育。民初, 中国工商界曾议定派员出国

留学之事, 当时议定的办法有两种[14 ]: 一是由国家

选派, 所派学生“以派至各国工场商场实习练习为

宗旨”,“资格以工商业甲种专门学校毕业, 或从事

工商业至五年以上”者为合格。二是由工商界选派,

“由工商部通令全国各工场、商会自筹经费选派学

生出洋”。中华全国商会联合会也决定: 各省商会联

合会应设法筹款, 多派商家子弟出洋留学工商, 或

入本国学堂, 精求实业[15 ], 最终确定了留学生的选

派和学科的选择要根据国内需要决定的指导思想。

随着社会和留学教育的进一步发展, 科技救国、实

业救国等观点深入人心, 留学教育学科务实趋势愈

发明显, 民国政府除继续继承清末的中央各部对口

专业人员的留学派遣做法之外, 30 年代后期, 各省

也开始通过调控留学科目对本省急需的专业与人

才加以扶植。一直紧缺的专业如化学、电气、机械、

建筑、纺织、水利、畜牧等应用学科得到较大的发

展。

4. 留日学生学科专业受输出国和接收国影响

较大

留学教育是中国近代文化转型的重要推动力

量, 两个国家两种不同的文化, 相互交流必然受各

自原有文化的影响。从前面的分析中不难看出, 留

日学生在学科选择上不仅受输出国 (中国) 的传统

影响, 而且受输出国当时的政治经济形势制约。国

内的政治形势除了影响留学人数外, 还深刻影响着

留学生科目的选择。晚清时期留日学生集中在军事

等专业就是一个好的例证。学习军事科是国家面临

危亡、抵御外辱的直接结果。国民党政府成立之前,

各地军阀混战, 为培养个人势力, 各地军阀、官僚都

曾派学生留日。例如, 1927 年唐生智任第四集团军

总司令兼湖南省主席时, 就先后向日本派遣过 20

多位留学生, 且每人每月都能得到 70 日元的补贴。

奉系军阀对留日自 1916 年之后重视有加, 到 1918

年时已达到 150 余人。这批学生中学习军事和武备

科的较多。而到了民国 30 年后, 国民政府统治相对

稳定, 政治形势的缓和使得留日学科中学习军事和

武备科学生的数量开始下降。

而作为接收国, 日本的政治、经济形势和教育

的发展状况也对中国留日教育产生巨大影响。日本

在 1860～ 1867 年 8 年里, 先后派出留学生 150 人,

赴英国、德国、法国、俄国、荷兰、香港等地学习, 所

学的专业有海军、造船、医学、土木工程、理化、矿

山、铁路、政治、经济等, 几乎全部为近代西方的科

学文明。中国在鸦片战争中的失败震动了当时的日

本, 使其重视对西方军事技术的引进, 并开始创办

工厂、研制兵器、制造军舰。最重要的一点, 日本与

中国同根同源, 却在遭遇外敌入侵后依靠明治维新

迅速强大, 这对于想要利用维新变法挽救国家的晚

清政府有着巨大的吸引力。与此同时, 为实现吞并

中国的野心, 日本积极鼓励国内学校接收中国留学

生, 大力发展教育中的现代科学文明, 为对现实的

需要提供知识和技术上的支持, 留日教育固而逐渐

达到高潮。但随着对欧美等国留学教育的深入以及

日本对中国的一系列侵略与扩张, 中国留学教育的

重心也由日本转到了欧美。

三、民国政府对留日学科、专业的政策调节

从清末政府开始向日本派遣留学生到民国 30

～ 40 年代, 留日学生的学科结构经历日趋完善的

发展过程, 这主要表现在两方面: 首先, 随着社会发

展和留日运动的不断深入, 留学生学习科目的广泛

性和多样性进一步加强, 已逐渐包括了自然学科、

社会科学和应用学科等众多领域, 复杂性和学科深

度也不断提高; 其次, 各种学科在整个留日学科结

构中的比例日益合理, 学习理、工科的学生比重逐

渐上升, 已取得了与文科学生同等重要的地位。学

科结构的完善特别是文科和实科比例趋于合理除

了与社会变革和社会发展对实用学科的需要不断

增强有关之外, 也与民国政府对留学教育的积极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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励和有效管理密不可分, 其中通过颁布法令和制定

政策加强对学科选择的管理在这一过程中具有重

大的意义。民国时期政府通过政策引导留日学生学

科结构不断完善主要有以下三方面:

1. 通过奖励政策鼓励和引导所需专业的发展

清代和民国时期的留学生就分官费和自费两

种, 自费学生一切费用原则上由本人自理, 对待自

费生, 政府采取自愿政策, 除了对自费学生的资格、

经费筹措、毕业及归国等事务做出规定外, 一般不

对自费生学习的科目做出强行要求, 但为了规范和

促进整个留学教育的发展, 政府也运用奖励手段对

自费生进行引导, 这在完善留日学生的学科结构过

程中尤为明显。20 年代, 奉系当局对留学活动十分

重视, 除积极向日本派遣官费留学生之外, 还通过

奖励等方法鼓励青年留日, 1926 年颁布奖励自费

生的办法规定: 凡能考入奉省所指定日本大学和指

定学科的本省自费生, 按等级分别奖励 600 元、500

元、400 元。这客观上促进了国家或当局所需要的

专业和学科人才的培养。

2. 制定强制性政策, 严格控制某些专业的发

展规模

民国时期对留学科别结构的改革是按限制文

科和鼓励理工科发展的思路, 通过刚性政策的调控

来实现文科和理工科的均衡发展。1930 年第二次

全国教育会议召开, 就留学教育方面通过了几项原

则, 其中一条就指出要改革以前选派留学生漫无标

准的缺陷, 确定以后留学生的选派要注重自然科学

和应用科学。根据这些原则, 教育部颁布了《国外留

学规程》46 条, 以各省市留学教育为重心, 对公费、

自费生的资格、管理、服务等作了详尽的规定。在学

科选择方面, 规定公费生的派遣应注重理、工、农、

医等专科, 这些科目的人数至少应占总数的 70% ,

至于文科等专业公费生原则上一般不予派遣。自费

生转为公费生者也以这 4 科为限。1938 年 6 月, 国

民政府行政院又颁布《限制留学生暂行办法》, 对留

学学科做出更加严格的要求, 规定学科只限定于

军、工、理、医等科的研究, 文法诸科除特殊需要外

一律严加控制。

3. 中央和地方政策相结合, 促进地方经济发

展所需要专业和人才的发展

清末留日公费生除国家之外, 各省也有派遣,

加上数量庞大的自费生, 使得对学生的管理一度出

现混乱状况, 到 1914 年 1 月, 教育部按留欧教育管

理条例, 颁布《经理留学日本学生事务暂行规程》,

连同《留学日本自费生执行规程》一起对留日学生

进行管理, 从此, 留学生的管理开始有章可循。《国

外留学规程》颁布后, 国民政府曾一度扩大了地方

权力, 特别是在留学生遣派和学科选择上将更多的

权力下放到地方。各省遣送留学生名单由省长公署

划到各省教育厅。由于地方在留学科目上有了一定

权力, 地方的积极性得以动, 各省开始制定和颁布

地方法规, 扶植地方发展急需的专业和人才, 避免

了人才、资金的浪费。效果比较明显[17 ]: 以前群趋而

上的政法专业明显减少, 一直紧缺的专业, 如化学、

电气、机械、工程、建筑、矿业、纺织、色染、窑业、水

产、农林、医药、丝织、造纸、石油、水利、畜牧等应用

学科有了长足发展。

留日学生的学科专业在民国时期留学史上有

着重要独特的意义, 其结构的变化过程反映了我国

近代文化转型的一般趋势与必然要求, 同时也体现

了一国“传统教育变革的本质特征”, 即“实用性、民

主性、科学性和开放性”[18 ]。民国政府在促进留日学

生学科专业结构发展过程中的一些做法仍然可以

为我国当前的留学教育所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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