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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 

 

论文摘要 

     

陈宝箴，江西义宁州（今修水县）人，晚清支持维新变法的封疆大吏。 

陈宝箴出生在一个重视教育并有科甲功名传统的耕读世家。本文以陈宝箴

1851年科举考试中举、1880年授任河北道员结束候补生涯、1895年授任湖南巡

抚这三件大事，将陈宝箴的一生划分为四个人生阶段。这期间，陈宝箴在坚持中

国文化本位及因时达变的实学思想指导下，最终于湖南巡抚任上引领湖南维新变

法迅猛发展，同时也站上了他个人政治生涯的最高峰。 

作为封疆大吏，虽然陈宝箴以维护清王朝统治为前提，在维新理念上对西方

民权平等学说等持保留态度，也不赞同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的激进维新变法主张，

但他已不再局限于原有洋务思想的体用范围，而主张渐次推行带有政治改革色彩

的维新新政。 

陈宝箴以经世致用、救亡图变、提倡实学为指导，提出发展新式教育，改革

科举，培养学以致用、贯通中西的新式人才的教育方针。在教育实践方面，陈宝

箴在他的不同人生阶段，按照受教育对象的不同，对陈氏子弟、官员后辈、地方

子弟、军队、女性等有不同的教育实践。这种教育实践既包括他的言传身教和他

倡导的教育活动，同时也努力去揭示隐含在新政措施中涉及教育的实践方面。 

本文在时间的维度上，论述陈宝箴的家族背景、早年经历及对他产生重要影

响的人物，进而理清他的思想和性格；在空间的维度上，以教育思想与实践为切

入点，探讨陈宝箴通过教育实践对自身教育理念与意志在更广泛时空内的延伸，

以期更加立体而全面的呈现陈宝箴的真实形象，并对其予以客观评价。 

 

 

 

 

 

关键词：陈宝箴；教育思想；教育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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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bstract 

 

Chen Baozhen，a provincial magnate of Hunan province in Late Qing Dynasty, 

who supported the Reform Movement, comes from Yiningzhou (Xiushui, nowadays), 

Jiangxi province.  

Chen Baozhen was born in a traditional family, which attached great importance 

to education. Chen’s lifetime was divided into four stages by passing the provincial 

civil service examination under the old Chinese examination system (1852), 

undertaking an actual official position (1880), and taking charge of the governor of 

Hunan province (1895). As a vindicator of the Qing Dynasty, Chen Baozhen had 

strong convictions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He disapproved of radical political reform 

that Kang Youwei and Liang Qichao claimed. Meanwhile, Chen Baozhen stood for 

the gradual political reform, which was way beyond the westernization drive thought.  

With his practical thoughts, Chen Baozhen introduced the idea of learning from 

the Western civilization and practicing the educational reform. He devoted major 

efforts to developing education and accelerating the development of science, 

technology and education in the western region. In order to train more qualified 

people who had a good combination of Chinese and Western knowledge to meet the 

needs of the country. 

Chen’s educational practice was discussed by five aspects: Descendants, Official 

Associates, Inhabitant, Military and Female. The education we are discussing here 

including his own words and deed and educational elements in the political practice 

and economic events. 

  

 

 

    Keywords:  Chen Baozhen;  Educational Thought； Educational Prac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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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绪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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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绪论 

 

第一节 研究动因及研究任务 

 

一、 研究动因 

晚清时期是一个蓄积着变革力量的转型时代，每隔十余年就酝酿着一场风云

变幻，并且愈到后期变幻的速度愈快。自两次鸦片战争失败，太平天国兴起，清

王朝面临内忧外患，以“师夷智以造枪制船”为主旨的洋务自强新政成为时代主

流，时值壮年的陈宝箴亲眼目睹了这个变幻的时代并参与其中。至光绪六年（1880

年），经历数十年的戎马生涯没能使陈宝箴以军功闻名于世，但在仅三年的湖南

巡抚任上，却因其行推新政而青史留名。1895 年中日《马关条约》的签订，在

相当程度上标志着清王朝洋务自强新政的失败，此后数月，陈宝箴授任湖南巡抚，

担当起一省封疆大吏的重任。面临艰难的时局，陈宝箴在湖南巡抚任上会做出怎

样的选择？又因何而做出这样的选择？在近代历史人物的研究中，这是一个值得

探讨的问题。本文之所以以此为题，研究动因如下： 

1.  在已有研究中，陈宝箴的早年经历仅被约略带过，而早年的成长经历对

一个人的发展影响往往是巨大的。陈宝箴生于清道光十一年（1831年），逝于光

绪二十六年（1900 年），享年七十岁①。目前学界对于陈宝箴的记述和讨论主要

集中于光绪六年（1880年）②至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陈宝箴去世这二十年的

时间里，尤其是集中在其担任湖南巡抚的近三年（1895年 9月至 1898 年 1月）

间。在历史人物研究中，其早年的经历本不可或缺，陈宝箴五十岁之前的经历十

分重要，但以往却因为缺乏文字资料，以及此段经历较为复杂琐碎而鲜被提及。

如此一来就会出现对人物的判断缺乏连贯性和整体性，并出现就事论事的片面化

缺陷。本文力图对陈宝箴的早年经历有所探讨，以弥补以往研究的不足。 

2. 由于上述原因，学界目前对陈宝箴的研究，在时间和内容上也侧重于其

在担任湖南巡抚时的新政实践。例如：已有的文章往往从经济、政治、赈灾、文

                                                             
① 全文用虚岁记年龄。 
② 光绪二年，陈宝箴 50岁，结束候补生涯，实授河北道员，真正走上仕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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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几方面，或者选择其中的一个方面来综述陈宝箴在湖南巡抚任上的政绩；在探

讨陈宝箴革新思想的来源，或分析其与新旧势力之间的关系上，大都是为了定义

陈宝箴在维新运动中究竟是属于洋务派、维新派、抑或是中间派。讨论的问题基

本上是围绕事件，而并非关注陈宝箴这个人。但实际上，在历史活动中，人是主

角，而人是一体多面的，如果只看到在时代大潮下应时而变的湖南巡抚陈宝箴，

却不提蜕变之前的陈宝箴；如果只看到作为时任地方官员角色的陈宝箴，而不涉

及他的早年经历及其他生活侧面，我想这样的人物形象必然也不够丰富和立体。

本文尝试在这方面也做必要努力。 

3. 已有关于陈宝箴的教育思想及实践的研究似乎都较为狭窄，如在时间范

围上，多关注陈宝箴在湖南维新变法中的教育实践，而对其教育思想的由来及早

年对其弟子、后辈，包括地方及军队中的教育实践涉及不多；在研究视野上，只

探讨那些可以明显归为兴办教育活动的教育实践，而不注意其言传身教以及隐含

在新政措施中涉及教育的实践方面；同时，在研究空间上仅限于陈宝箴担任巡抚

的湖南省内的教育情况，而实际上湖南的维新教育对其他地区的影响甚大。对以

上问题加以探讨可以使人物研究更加丰富和全面，因此，有关陈宝箴教育思想和

实践的研究也是本文的重点内容。 

二、 研究任务 

由以上研究动因决定了本文的两个基本研究任务： 

1. 努力以更加丰富的史料，以回归人本身的研究态度，探讨在晚清社会转

型的时代背景下陈宝箴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并在分析叙述中丰满陈宝箴的人

物形象。 

2. 基于以往学界对陈宝箴维新活动的研究已比较全面，本文主要从其教育

思想和实践的角度切入，探讨陈宝箴如何在时间、空间维度上延伸自己——即如

何通过教育来影响他人。 

三、 拟创新之处 

1. 本文将陈宝箴的一生划分为四个阶段，在运用新的史料丰富其前半生的同

时，力求在纵向四个阶段的流转中展现其思想变化过程。即陈宝箴的一生以科举

考试中举、实授河北道员结束候补生涯和授任湖南巡抚三件大事为分割点，将其

划分为四个人生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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