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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语文教科书的改革、应用与推广在中国近代白话文的确立普及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ꎬ也是考察

白话运动中官民互济问题的重要观测点ꎮ 五四时期ꎬ在从“国文”到“国语”的教科书语体变革过程中ꎬ民间知识

精英积极借力政策、市场等多元因素ꎬ知识精英的倡议动员和研讨论证、政府官员的政策颁布与标准制定、出版

商的组织编撰和出版发行都是国语教科书出版传播过程中不可或缺的环节ꎬ正是三方的协同互动有力地推动了

“五四”语文教科书的白话转型ꎮ
〔关键词〕教科书ꎻ国文ꎻ国语ꎻ官民互济

ＤＯＩ:１０. ３９６９ / ｊ. ｉｓｓｎ. １００２ － １６９８. ２０２３. ０６. ０１７

　 　 从文言到白话的读写变革是与中国现代语

文教育密切相关的命题ꎬ在白话文确立的过程

中ꎬ语文教科书的改革、应用与推广扮演着举足

轻重的角色ꎮ 当然ꎬ在五四时期的教育教材讨论

中ꎬ后来为人们熟知的“以白话代文言”多以“以
国语代国文”之名进行ꎬ两种说法观测角度、思维

路径不同ꎬ但也有很多的交叉融合ꎬ正如蔡元培

所言ꎬ“国文的问题ꎬ最重要的ꎬ就是白话与文言

的竞争ꎮ” 〔１〕蔡氏作此发言时是 １９１９ 年 １１ 月ꎬ正
是文言与白话、国文与国语短兵相接、针锋相对

之际ꎬ此时从“国文”到“国语”教科书改革经过

多年的民间倡议、组织讨论ꎬ即将从一纸民间提

案升格为全国推广的官方政策ꎮ 此中ꎬ教科书是

政府权力意志、教育知识体系与文化价值观念相

关联的领域ꎬ国语教科书的倡议、出版与传播正

是白话文运动中官方与民间的交叉点ꎬ也是考察

白话运动中官民互济问题的重要观测点ꎮ 既有

的相关研究分别从晚清政府的官方资源、南北议

和的政治形势等方面探讨白话文运动的官民互

济问题ꎬ〔２〕本文则是从官民互济视角考察五四时

期语文教科书的语体变革问题ꎬ借助“国文”“国
语”讨论的历史资料和思维路径ꎬ挖掘知识精英、
政府官员和出版商各方的力量竞合与逻辑思考ꎬ
有利于拓展文白之争、官民互济的研究视野ꎬ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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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从文言到白话的语言变革中多元力量交相混

杂又协同共进的实际流程ꎮ

一、从“国文”到“国语”:教科书变革的

倡议、讨论与出版

　 　 晚清以降ꎬ科学以分科之学的逻辑力量推动

了中国传统经学一元知识体系的瓦解ꎬ各种学科

纷纷独立ꎬ此中语文学科也逐渐独立出来ꎬ且成

为一众学科关注的焦点学科ꎮ 当然ꎬ当下为人熟

知的“语文”学科曾经历过“中国文字、中国文

学”“国文”“国语”等名称的历时变化ꎬ后来才被

定名为“语文”ꎮ 即使本文讨论的“国文”“国语”
也并非自古有之的旧典制ꎬ而是中西文化碰撞中

出现的新名词ꎮ 正如黎锦熙所言ꎬ“本国文字谓

之国文ꎬ本国语言谓之国语ꎬ都是近年发生的新

名词ꎮ” 〔３〕这一部分将从学科教材角度考察五四

时期“国文”“国语”的消长沉浮ꎮ
(一)以“国文”立科:语文学科的古今转换

１９１９ 年之前ꎬ“国文”是语文学科的官方名

称ꎬ以“国文”命名的教科书俯拾皆是ꎮ 但需要

看到ꎬ“国文”这一学科名称并不是一开始就得

到官方认可ꎬ而是逐渐代替了“中国文字、中国文

学”的名称ꎬ并接管了“读经讲经”的地位ꎬ最后

成为官方课程名称ꎮ 早期民间的国文教科书有

载:“国文者ꎬ以文字代一国之语言也ꎬ人有思想ꎬ
必藉语言以达之ꎬ语言过而不留ꎬ必藉文字以传

之ꎬ故国文之用最大ꎬ离他学科而独立ꎬ良有以

也ꎮ” 〔４〕国文是以文字读写为基础和主要授课内

容的学科ꎬ文字读写能力是中国古代文人士大夫

的身份象征ꎬ也是自古以来儿童启蒙教育的入门

课程ꎮ «汉书艺文志»有言:“古者八岁入小

学ꎬ故周官保氏掌养国子ꎬ教之六书ꎮ” 〔５〕 儿童读

写能力的培养ꎬ必然无法离开教本、教材ꎮ 据学

者考察ꎬ周秦以降至两汉ꎬ华夏大地上陆续出现

了多种识字教本ꎬ如«史籀篇» «仓颉篇» «凡将

篇»«训纂篇» «急就篇»等ꎬ至隋唐宋元明清ꎬ除
«四书»«五经»之外ꎬ«三字经» «百家姓» «千字

文»«弟子规»逐渐成为民间推崇、官方认可的读

写教本ꎮ〔６〕当然ꎬ这些教本、教材并非有着界限分

明之学科内容的现代意义上的教科书ꎮ 传统的

文字读写教育ꎬ没有近代意义的“国文”一科ꎬ传
统的语文教本读写之学与经史之学混杂交融ꎬ可
谓涵盖识字、求知、行事、修身、养德等多元知识

的综合性教学材料ꎮ
晚清之季ꎬ中国遭遇东西洋坚船利炮的攻击

和制度文化的冲击ꎬ逐渐失却文化自信ꎮ 当时在

朝在野的知识精英都希望借助学习西方的知识

教育制度以自强ꎬ不但学习西方的学科学制ꎬ而
且开始效仿西方编制现代意义上的教科书ꎮ
１９０３ 年ꎬ清政府颁布的«奏定学堂章程»规定ꎬ初
等小学于次年开设“中国文字”ꎬ高等小学和中

学开设“中国文学”ꎬ跟“外语”“算术”等科并设ꎬ
被学界视为语文独立设科的象征ꎮ 该«章程»指
出设立“中国文字”目的在于“识日用常见之字ꎬ
解日用浅近之文理” “并当使之以俗语叙事ꎬ及
日用简短书信”ꎻ〔７〕 设立“中国文学”目的在于

“使通四民常用之文理ꎬ解四民常用之词句ꎬ以备

应世达意之用”ꎮ〔８〕当时的语文教育所授之“文”
并非日常使用的语词ꎬ而是用于学圣成贤、科举

取士的文字文章ꎮ １９０５ 年科举制度废除ꎬ至

１９１１ 年辛亥革命成功、１９１２ 年中华民国成立ꎬ以
孙中山为首的南京临时政府对教育领域进行了

系统性改革ꎮ 经由全国临时教育会议讨论ꎬ民国

教育部通过了“小学废止读经”“大学取消经科”
的提案ꎬ并颁布了史称“壬子学制”的新学制ꎬ在
课程设置上取消了忠君尊孔、读经讲经的科目内

容ꎬ废止了“中国文字、中国文学”科ꎬ改设“国
文”科ꎮ〔９〕 值此之际ꎬ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争相

推出«中华教科书»«共和国教科书»以因应政权

鼎革与学制改革ꎮ 自此ꎬ知识精英编选、出版社

出版和教育部审定的教科书ꎬ成为知识权威的源

头ꎬ广大学龄儿童和知识群体不再唯圣人垂训是

瞻ꎮ 但受古代教育传统的影响ꎬ认为“文言者ꎬ吾
国所以立国之精神ꎬ而当宝之以为国粹也”ꎬ〔１０〕

于是教科书语言依然保持古典雅驯的原则ꎮ〔１１〕

“君子执言ꎬ皆雅言也ꎮ”在中国古代人文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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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ꎬ文人的品行修养与文章书写有着交光互影之

关系ꎬ此一雅言书写的形式与古代礼仪相互协

同ꎬ成为一种文化传统ꎮ〔１２〕 承传雅言传统的“国
文”学科ꎬ不但承担着读写能力培养ꎬ也承担着敦

诗说礼、人文化成的功能ꎮ 正所谓:“国文者ꎬ国
民精神之产物ꎬ所以表出国民特性以示他人ꎬ不
特为思想交通之器械ꎬ而亦陶冶国民品行ꎬ所不

可缺者也ꎮ” 〔１３〕

(二)以“国语”相召:语文教科书的文白变

革

在“国文”大行其道之时ꎬ“国语”尚在孵化

孕育之中ꎬ以“国语”命名的教本只是偶尔在民

间自编的教学材料中出现ꎮ 照常理而言ꎬ “国

文”“国语”应该是一国语言的一体两面ꎬ国文是

国语的书面形态ꎬ国语是国文的口头形态ꎮ 但在

古代中国ꎬ书面语言与口头语言之间难免出现差

异甚至人为制造差异ꎬ不但造成了语言的区隔和

等级ꎬ也导致书写知识的垄断与社会民众的愚

蒙ꎮ 针对民初雅训的国文教科书ꎬ梁启超毫无避

讳地指出:“从前一般教育家ꎬ深以儿童读经为诟

病ꎬ诚以六七岁之儿童万不能与之讲经说古也ꎻ
今虽易以教科书ꎬ而所用者犹是古来文字ꎬ直五

十步笑百步耳ꎬ科学之不能进步者以此ꎮ” 〔１４〕 许

多仁人志士看到雅训的国文教科书依然无法成

为撬动国民启蒙、科学进步的语言杠杆ꎬ不由得

心急如焚、揭竿而起ꎮ 胡适、陈独秀以«文学改良

刍议»«文学革命论»两篇檄文拉开了改文言为

白话的文学革命序幕ꎮ 在同人的影响下ꎬ刘半农

对学校国文教育痛加批斥:“现在学校中的生徒ꎬ
往往有读书数年ꎬ能做‘今夫’‘且夫’或‘天下者

天下人之天下也’的滥调文章ꎬ而不能写通畅之

家信ꎬ看普通之报纸杂志文章者ꎬ这是谁害他的?
是谁造的孽?” 〔１５〕 钱玄同则向青年学生发出“告
别国文”的号召:“我要敬告青年学生:诸君是二

十世纪的‘人’ꎬ不是古人的‘话匣子’ꎮ 我们所

以要做文章ꎬ并不是因为古文不够ꎬ要替他添上

几篇ꎻ是因为要把我们的意思写他出来ꎮ 所以应

该用我们自己的话ꎬ写成我们自己的文章ꎮ 我们

的话怎样说ꎬ我们的文章就该怎样做”ꎮ〔１６〕 在一

众师辈战斗檄文的鼓励之下ꎬ一位中学生也致信

«新青年»编辑ꎬ痛诉学习国文的苦难史:“每读

一文ꎬ老师必讲此文之起承转合ꎬ于‘若夫’ ‘然
则’诸字ꎬ不惮反复解说ꎬ往往上课一句钟ꎬ即专

讲此类虚字ꎻ但我等听了许久ꎬ还是莫名其妙ꎮ
前年秋ꎬ来了一位讲桐城派文章的老先生ꎬ专选

苏东坡、归有光诸人之文ꎬ而于每文之后加上一

千字左右之评语ꎻ讲解之时ꎬ于本文文句不甚注

意ꎬ即取此评语细细讲说ꎬ他老人家越讲得津津

有味ꎬ我们越是不懂ꎮ 所以同学诸人最厌恶的功

课ꎬ就是国文ꎬ不特仆一人存此想也ꎮ” 〔１７〕

在国文教科书中ꎬ文言与白话的并行路径依

然将一国之众割裂为“士大夫”与“小百姓”两大

阶层ꎬ不但无法实现民国所许诺的“民主共和”ꎬ
而且无法打破语言鸿沟以形成维系国族想象共

同体的全国通用语言ꎮ 于是ꎬ他们开始讨论从

“国文”到“国语”的教科书语体变革ꎬ致力于以

浅白化的国语推行教育ꎮ “国语”一词由日本传

入中国ꎬ是现代民族国家观念的产物ꎬ其包含的

官话、国音、拼音字母等知识看似只是知识学习

的工具ꎬ但攸关国族认同ꎬ诸多仁人志士以“国
语”相召ꎬ其志在以语言统一凝聚民族认同以形

成强有力的现代民族国家ꎮ １９１６ 年陈懋治发表

«国民学校改设国语科意见书»ꎬ提出“改初小国

文科为国语科”ꎮ １９１７ 年 １ 月ꎬ梁启超在教育部

讲话中表达了自己的看法ꎬ“鄙人以为及早造成

一种国语ꎬ用以编纂教科书以利教育ꎬ诚目前非

常重要之事ꎮ” 〔１８〕 １９１７ 年 ３ 月«新青年»发表国

语研究会«征求会员书»ꎬ宣称“同人等以为国民

学校之教科书必改用白话文体ꎬ此断断乎无可疑

者”ꎮ 而针对读者黄觉僧提出的教科书改革问

题ꎬ胡适也提出了改国文教科书为国语教科书的

建议:“现在的一切教科书ꎬ自国民学校到大学ꎬ
都该用国语编成”ꎬ“国民学校全习国语ꎬ不用

‘古文’”ꎮ〔１９〕教科书改革讨论如火如荼ꎬ但现实

语言秩序森然ꎬ胡适等也承认要确立国语的合法

权威地位ꎬ尚有很远的路要走:“虽然有小学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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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科书改用国语的议论ꎬ但古文学的权威未倒ꎬ
白话文学的权威未得到一般文人的承认ꎮ” 〔２０〕

考察 １９１２ 到 １９１９ 年间语文教科书使用情

况ꎬ整体仍以国文教科书为主ꎬ但民间已经出现

了自发编印的国语教科书ꎬ并用于教学实践之

中ꎮ 大约在 １９１５ 年ꎬ俞子夷就在江苏苏州省立

第一师范附属小学“私自实行了用白话文自编教

材”ꎬ〔２１〕当然文言丛林中使用白话教学不由得生

出“吾道太孤”的感慨:“本校毅然决然用白话文

教学生ꎬ常有一种‘后不见来者’的恐慌ꎮ 在苏

州地方ꎬ苏音离官音太远ꎬ人家更不敢试用ꎬ即有

试用的ꎬ也是枝枝节节ꎬ不是完全根本改革ꎬ所以

常怀有一种‘吾道太孤’的鬼胎ꎮ” 〔２２〕另外比较典

型的是北平孔德学校的教学改革ꎮ １９１８ 年ꎬ孔
德学校对国文课进行改革ꎬ由钱玄同等几人“编
了一本«国语读本»”ꎬ“教授国文ꎬ注重白话文ꎬ
且用注音字母来画一语音”ꎮ〔２３〕除了自编自印自

用的国语教科书ꎬ大的出版机构如中华书局出版

的«新式国文教科书(春季始业本)»也尝试加入

白话文以改良教育语言体系ꎮ 但是考虑到当时

仍是文言占据权威地位的社会背景ꎬ编者反复斟

酌后决定以文言编写“正课”ꎬ而以白话文编写 ４
篇“附课”ꎮ 当然ꎬ中华书局这种容纳白话的国

文教科书有创意但不彻底ꎬ而且此种做法尚属于

出版商和编选者的民间自发行为ꎬ并未获政府教

育主管部门允可ꎮ

二、从政策到市场:教科书出版中的

文人、政府与出版商

　 　 从晚清到“五四”ꎬ从文言到白话的教科书

语体改革一直在讨论试验之中ꎬ但一直不温不

火ꎮ 直到 １９２０ 年ꎬ国语教科书忽然如雨后春笋

般出现ꎬ白话文运动也势如破竹ꎮ 唐德刚讲述这

段历史时过于强调胡适等民间知识分子的历史

贡献:白话文运动成为“举国和之的运动”ꎬ“创
出一个以白话为主体的新时代”ꎬ“不能不归功

于胡适”ꎬ白话文运动“在他画龙点睛之后ꎬ才走

上正轨ꎻ从此四夷宾服ꎬ天下大定”ꎮ〔２４〕 以胡适为

代表的民间知识群体在中国近代白话文确立普

及上ꎬ的确作出了一系列原创性贡献ꎬ但倘若将

一切功劳算在他们身上也难以让人信服ꎮ 教科

书语体改革是由民间知识精英根据自己的观察

思考提出来的ꎬ但国语教科书的出版发行也受到

市场、资源、权力等因素的制约ꎮ
(一)借力政策:北洋政府的学制改革与语

言规划

尽管从晚清的裘廷良、陈荣衮到民初的胡

适、蔡元培ꎬ民间知识精英一直在呼吁教科书语

体从文言改为白话、从国文改为国语ꎬ但早期零

星出版的国语教科书尚属于民间自发出版性质ꎬ
未能获得政府教育部门的承认或许可ꎬ也不可能

产生太大影响ꎮ 正如阿普尔在«教科书政治学»
中指出的ꎬ“政府部门在教科书的产生、选择以及

合法化过程中”扮演重要角色ꎮ〔２５〕中小学语文教

科书不同于普通文本ꎬ它是知识生产、传播的特

殊载体ꎬ也是学校开展人文教育的专门工具ꎬ承
担着传播正统语言观、价值观以引导民众的功

能ꎮ 所以政府教育部门往往设有“章程”“规则”
“标准”一类的官方文件予以规范和限定ꎮ 胡适

等民间知识分子也深知教科书并非单纯的学术

研究ꎬ它承担着官方意识形态传播的功能ꎮ 在没

有获得官方允可ꎬ没有官方政策文件支持的情况

下ꎬ他们在教科书改革中虽然可以大力提倡、热
情讨论但又时时表现出“倡导有功ꎬ实行无力”
的窘境ꎮ 例如ꎬ１９１８ 年 ５ 月ꎬ盛兆熊致信胡适讨

论文学改革进行的程序ꎬ盛氏指出:“大学里招考

的时候ꎬ倘然说一律要做白话文字(或者先从理

工两科改起ꎬ文科暂缓)ꎬ那么ꎬ中等学校里自然

要注重白话文字了ꎮ 小学校里又因为中等学校

有革新的动机ꎬ也就可以放胆进行了ꎮ 那岂不是

如‘顺风行舟’ꎬ很便利的法子么!”胡适在答信

中一方面承认“来信论文学改革实行的程序极中

肯要”ꎬ同意从教育制度层面推进白话文学的思

路ꎬ但另一方面又说“这话虽有道理ꎬ却也有许多

困难”ꎮ 困难在何处呢? “我们现在没有那么大

的权力可以把大学入学的国文试验都定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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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ꎮ 在倡言没有得到官方承认普及实行之前ꎬ
民间知识分子的工作是“造成一些有价值的国语

文学ꎬ养成一种信仰新文学的国民心理ꎬ然后可

望改革的普及ꎮ” 〔２６〕

当然ꎬ胡适、蔡元培等在民间讨论的时候也

从未停止向政府部门建言ꎮ 谈起白话文运动ꎬ我
们津津乐道的是胡适 １９１７ 年 １ 月在«新青年»发
表的«文学改良刍议»ꎬ却往往忽视蔡元培同年 ３
月上呈教育部的提案:“吾国今日欲图教育之普

及ꎬ必自改良教科书始ꎻ欲改良教科书ꎬ必自改革

今日教科书之文体ꎬ 而专用寻常语 言 入 文

始ꎮ” 〔２７〕五四时期ꎬ胡适、陈独秀倡导的白话文运

动与蔡元培、黎锦熙倡导的国语运动密切合作、
并驾齐驱ꎬ积极参加教育部国语统一筹备会的各

项组织活动ꎬ同时在语言革命、教材改革方面不

断向政府提供各种政策建议ꎬ与主管教育教材领

域的官员保持密切沟通ꎮ 这里特别值得一提的

是ꎬ周作人、胡适、朱希祖、钱玄同、马裕藻、刘复

在 １９１９ 年提交教育部国语统一筹备会的«国语

统一进行方法的议案»:“统一国语既然要从小

学校入手ꎬ就应当把小学校所用的各种课本看做

是传布国语的大本营ꎬ其中国文一项尤为重要ꎬ
如今打算把«国文读本»改作«国语读本»ꎬ国民

学校全用国语不杂方言ꎬ高等小学酌加文言ꎬ仍
以国语为主体ꎮ 国语一科以外ꎬ别种科目的课本

也该一致改用国语编辑ꎮ” 〔２８〕 根据黎锦熙的记

载ꎬ此时教育部几个重要部门都由国语统一筹备

会的会员掌控ꎬ如普通教育司司长张继煦ꎬ主管

师范教育的第一科科长张邦华ꎬ主管小学教育的

第三科科长钱家治ꎬ还有参事室的汤忠、蒋维乔、
邓萃英和秘书处的陈任中(修改法令要经过参事

室和秘书处)ꎬ都是国语统一筹备会会员ꎮ 正所

谓“朝中有人好办事”ꎬ这些政府官员在“从国文

到国语”的教材改革从民间提案转化为官方政令

的过程中起到了关键作用ꎮ
蔡元培、胡适等知识分子的提案ꎬ张继煦、张

邦华等教育部官员的暗中推动ꎬ使得从国文到国

语的教科书改革建议进入了北洋政府最高层的

视野之内ꎬ此时正值国民党领导的南方政府和北

洋政府南北议和的博弈相持阶段ꎬ北洋政府的首

脑徐世昌、段祺瑞也有借力以北方官话为基础的

国语统一运动进行“由北统南”的语言政治考

量ꎬ〔２９〕由是多种因素在此汇集ꎬ促成由教育部次

长代理部务傅岳棻名义下发的教育部“国民学校

令”: “第十三条第十五条 ‘国文’ 均改为 ‘国

语’ꎮ” 〔３０〕这则“国民学校令”要求全国各国民学

校先将一二年级国文改为语体文ꎬ将国民学校的

国文科改为国语科ꎮ 随后ꎬ教育部还强令“凡照

旧制编辑之国民学校国文教科书ꎬ其供第一第二

两学年用者ꎬ一律作废”ꎬ并发布详细的政策解

读:“查吾国以文言纷歧ꎬ影响所及ꎬ学校教育固

感受进步迟滞之痛苦ꎬ即人事社会亦欠具统一精

神之利器ꎮ 若不急使言文一致ꎬ欲图文化之发

展ꎬ其道无由ꎮ 本部年来对于筹备统一国语之

事ꎬ既积极进行ꎬ现在全国教育界舆论趋向ꎬ又咸

以国民学校国文科宜改授国语为言ꎻ体察情形ꎬ
提倡国语教育实难再缓ꎮ 兹定自本年秋季起ꎬ凡
国民学校一、二年级先改国文为语体文ꎬ以期收

言文一致之效ꎮ” 〔３１〕 这么一纸政令ꎬ就将教文言

的“国文”改成了教白话的“国语”ꎬ使雄踞中国

少年儿童教育数千年的文言文不得不退出历史

舞台ꎮ 所以连胡适都感慨万千地说:“这个命令

是几十年来第一件大事ꎬ它的影响和结果ꎬ我们

现在很难预先计算ꎮ 但我们可以说ꎬ这一道命令

把中国教育的革新ꎬ至少提早了二十年ꎮ” 〔３２〕 “假
如只是这样在野建议ꎬ不借政府的权力ꎬ去催促

大众实行ꎬ那就必须一二十年之后ꎬ才能发生影

响ꎮ” 〔３３〕但同时民间知识精英也认识到单靠政府

力量也是不行的ꎬ正如黎锦熙所指出的:“在中国

现代史中ꎬ有比辛亥革命更为艰巨的一种革命ꎬ
就是‘国语运动’”ꎬ它“实实在在牵涉了几千年

来的文化和社会生活”ꎬ“单靠政府的力量ꎬ虽起

秦皇于地下ꎬ迎列宁于域外ꎬ雷厉风行ꎬ也不见得

能办得通”ꎬ“政府和社会互助而合作ꎬ三五年工

夫ꎬ居然办到寻常三五十年所办不 到 的 成

绩”ꎮ〔３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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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借力市场:出版社的学商连接与教材

编撰

除了借力政府政策ꎬ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

等商业资本的介入在教科书语体变革中的功用

也不可小觑ꎮ 胡适曾以“比北京大学重要多了”
的“一个支配几千万儿童的知识思想的机关” 〔３５〕

来评价商务印书馆ꎬ正是深谙出版商对教科书的

编撰出版的把控直接辐射影响到一个地域甚至

整个国家少年儿童的知识教育和思想启蒙ꎮ 尽

管政府权力在语文教科书编撰的顶层设计和标

准制定的宏观层面有着决定性的把控力量ꎬ但具

体到教科书编者的聘选、作品的遴选、框架的搭

建、出版的册数、发行的范围等中微观层面ꎬ出版

社的力量则凸显出来ꎮ 出版商也往往以扶助教

育、培养人才为己任ꎬ商务印书馆张元济强调自

己的出版宗旨“吾辈当以扶助教育为己任”ꎬ〔３６〕

中华书局的陆费逵也曾自诩道:“我们希望国家

社会进步ꎬ不能不希望教育进步ꎻ希望教育进步ꎬ
不能不希望书业进步ꎮ 书业虽然是较小的行业ꎬ
但是与国家社会的关系ꎬ 却比任何 行 业 大

些ꎮ” 〔３７〕当然对于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等出版

商而言ꎬ他们的出版行为除了自我宣扬的人文情

怀外ꎬ主要遵循资本逐利的原则ꎮ 正所谓“无利

不起早”ꎬ商务印书馆正是借助出版教科书赚取

第一桶金才从一个小型印刷所陡然成为有影响

力的著名出版社ꎬ而 １９１２ 年 １ 月 １ 日创办于上

海的中华书局正是瞄准清朝灭亡、民国肇造的政

权鼎革机会ꎬ提前约请编辑人员秘密编写ꎬ抢在

商务印书馆之前推出新编«中华教科书»才抢占

了大部分教科书市场ꎬ并提出“教科书革命”的

口号:“立国根本ꎬ在乎教育ꎮ 教育根本ꎬ实在教

科书ꎮ 教育不革命ꎬ国基终无由巩固ꎮ 教科书不

革命ꎬ教育目的终不能达也ꎮ” 〔３８〕 理念宣扬与出

版实践相结合才使得中华书局能在出版竞逐激

烈的上海立稳脚跟ꎬ成为与商务印书馆并峙的出

版双雄ꎮ 张元济、陆费逵等出版商一方面广交知

识精英以寻觅编辑人才组建自己的思想智库ꎬ一
方面秘密结交政府官员随时关注政策动向ꎬ因此

他们对于政府政策有着敏锐的嗅觉ꎬ而且能够在

获取政策信息后迅速组织编辑人才以最快速度

编写教材推向出版市场ꎮ
在以“国语”代“国文”的教科书语体变革政

策出台之际ꎬ曾经在政权鼎革时输掉大部分教科

书出版市场的商务印书馆怎能再错过这样一个

重新翻盘的机会ꎮ 在北京政府教育部颁布改国

文为国语政策出台之前ꎬ商务印书馆已有筹备ꎬ
抢在 １９１９ 年就先行出版了由庄适编纂、黎锦熙

等人校订的«新体国语教科书» (共 ８ 册)ꎬ此乃

中国第一部小学国语教科书ꎮ 继而又出版«中等

学校用白话文范» (４ 册)ꎬ抢占了中国第一部中

学国语教科书的名头ꎬ同时还出版了«国音字

典»«国音学生字汇»自习参考书ꎮ 而到教科书

语体变革政策出台的 １９２０ 年ꎬ商务印书馆又由

高梦旦等编印一套«新法教科书»推向市场ꎮ 根

据郑鹤声的记载ꎬ商务印书馆在以上三种国语教

科书之外ꎬ“尚有简明、新体、实用、新著、民国、单
级、复式种种教科书ꎬ相辅而行ꎮ” 〔３９〕 中华书局、
世界书局等出版机构也争相推出国语教科书ꎮ
据历届国语统一会审查工作的报告ꎬ仅 １９２０ 年

就审定了 １７３ 册国语教科书ꎬ１９２１ 年又审定了

１１８ 册ꎮ 在出版商的眼中ꎬ从国文到国语的语体

变革出台意味着一个巨大的出版市场诞生ꎬ大大

小小的出版社都蜂拥而上ꎬ他们汲汲于国语教材

的出版ꎬ都意在巨大的教科书出版市场分一杯

羹ꎮ 而正是出版市场的竞争ꎬ配合了知识精英的

倡议和政府政策的施行ꎬ有力地推动了从国文到

国语的教科书的语体变革ꎮ 正如有人指出的ꎬ
“以国语运动为发财事业的书店方面的努力ꎬ其
功也不可埋没ꎮ” 〔４０〕 而正是看到了这一点ꎬ在

１９２１ 年张元济重金邀请胡适出任商务印书馆编

译所主任职务时ꎬ胡适虽然最终拒绝并举荐了自

己的老师王云五出任ꎬ但他分明在从国文到国语

的教科书语体变革中看到了出版社的力量ꎬ心有

所动:“此事的重要ꎬ我是承认的:得着一个商务

印书馆ꎬ比得着什么学校更重要ꎮ” 〔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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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从学校到社会:官民互济下国语教科书的

应用、普及与反拨

　 　 从倡议讨论到编撰出版ꎬ语文教科书的语体

变革呈现出知识精英、政府官员、出版商等多元

力量的协同互动ꎮ 但这只是考察了国语教科书

出版传播的上半场ꎬ亟待探讨的下半场是ꎬ这些

国语教科书如何流入市场ꎬ如何进入全国中小课

堂ꎬ在教学实践中ꎬ他们如何接受师生阅读的检

验ꎬ这种国语教学又如何接受社会的检验? 从

“国文”到“国语”教科书的变革ꎬ改变的不仅是

语文课堂的教学语体、教学内容ꎬ更是社会民众

对白话国语的读写体验与观念认知ꎬ由此也必然

在国语应用普及中遭遇社会的反拨ꎮ
(一)学校推行:国语教育的普及推广

１９２０ 年以后ꎬ教育部下令小学“国文”改“国
语”之后ꎬ“国语”高歌猛进ꎬ而“国文”日渐式微ꎮ
无论在学科教学还是教材推广方面ꎬ“国语”都

开始力压“国文”ꎬ成为炙手可热的金字招牌ꎮ
可以说ꎬ在国语推广过程中ꎬ教科书成为“传布国

语的大本营”ꎬ成为“白话教育的总机关”ꎮ 各省

教育厅、各县劝学所、教育会以及各师范学校开

始推广国语教育:“教科书和各种程度的读物都

将使用国语ꎬ 国立学校和教会学校 都 用 国

语ꎮ” 〔４２〕以国语教科书推行教育的要旨在“练习

运用国语ꎬ养成其正确的听力及发表力ꎻ练习写

字ꎬ以养成正确、敏捷的书写能力”ꎬ〔４３〕 “在使儿

童学习普通语言文字ꎬ养成发表思想之能力ꎬ兼
以启发其德智ꎮ”其先后步骤为“首宜教授注音

字母ꎬ正其发音ꎮ 次授以简单语词语句之读法、
书法、作法ꎮ 渐授以篇章之构成ꎬ并采用表演、问
答、谈话、辩论诸法ꎬ使练习语言”ꎮ〔４４〕 相对既有

的国文教科书ꎬ国语教科书容易学习掌握ꎬ编者

收到的反馈意见也印证了此点:“据教的人说比

用坊间出版的国文教科书ꎬ学生要容易领会得多

了ꎮ” 〔４５〕在以国语为教科书的课堂教学中ꎬ诸多

少年儿童很快学会注音字母、查阅字典ꎮ 一位曾

经教授国文的老教师看到孙辈的进步ꎬ惊讶不已

又赞叹不已:“当今怪事难度量ꎬ孙儿倒比爷爷

强ꎮ 谭老先生倡新事ꎬ‘波泼墨佛’胜寒窗ꎮ” 〔４６〕

相对国文教科书ꎬ国语教科书易教易学ꎮ 但

政策初改ꎬ国语初创ꎬ一切都在试探摸索之中ꎬ教
授方法亟待调整ꎬ教学师资亟待培养ꎮ 客观而

言ꎬ从国文到国语的教育改革政策出台和推行稍

显匆迫ꎬ以至于能够承担国语教学的教师非常匮

乏ꎮ 于是在中央政府行政命令的督促和民间知

识分子主动组织的协同作用下ꎬ各地国语教育团

体纷纷成立ꎬ为训练人才和推行国语做准备ꎮ 教

育部国语统一筹备会开始举办国语讲习所ꎬ不但

吸引诸多民间知识分子参与国语培训与国语推

广ꎬ同时也有效利用出版社的力量ꎮ 此中ꎬ商务

印书馆和中华书局密切配合政府的语体改革政

策ꎬ积极举办国语讲习所和承办国语学校ꎬ有效

利用自己出版的国语类教科书培养大量国语教

学人才ꎮ 中华书局承办的“国语专修学校”和商

务印书馆主办的“国语师范学校”在几年内已经

培养了 １０００ 多名国语教员ꎮ〔４７〕 这些师资学员各

回本省本乡后ꎬ以所学知识教育学龄儿童和乡民

父老ꎬ很快成为当地学校推行国语教育、推广国

语教科书重要的师资力量ꎮ 在湖南ꎬ“第一届由

北京回来的国语讲习生都很热心传播ꎬ什么‘研
究会’ꎬ什么‘讲习所’ꎬ无论城乡ꎬ遍地皆是ꎬ官
厅也很负提倡责任”ꎮ “小学教师们来学的ꎬ异
常踊跃ꎬ就是那些已落齿不关风底老先生ꎬ他也

拼命的去学习”“初改国语ꎬ不学注音字母ꎬ便就

不能去当教员ꎬ有这种生活问题含在中间ꎬ所以

不由他不热心学习”ꎮ〔４８〕 在江西ꎬ该省教育会发

起组织国语传习所初次招生ꎬ学额限定在 ６０ 名ꎬ
实际报名者居然有 １２０ 余人ꎬ当地人不但学习国

语的热情高涨ꎬ传播国语的热情也不遑多让:“我
们已经毕业的同学们ꎬ多半往各处提倡国语去

了ꎬ我们屡次接到他们关于传播国语的来信ꎬ都
说有很好的成绩ꎮ” 〔４９〕

(二)社会反拨:国语推广中的多元角力

学校与社会是交相影响的存在ꎮ 自表面观

之ꎬ从“国文”到“国语”的语文教科变革是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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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和教学实践领域的专业问题ꎬ但实际上国语

教科书的出版传播又与社会结构、思想观念的变

革之间有着互动适应的过程ꎮ 知识精英配合政

府大力推行国语教育ꎬ是想要借助学校这一知识

教育高地来引领社会风气、推进国语统一进程ꎮ
但现实中ꎬ中小学课堂的国语推广高歌猛进ꎬ而
社会民众的国语观念却迟滞不前ꎬ由此也会阻碍

学校国语教育的开展ꎮ 毕竟国语学习的使命并

非单纯为了学校的升学考试ꎬ而是为了“求智识、
谋职业和服务社会”ꎮ〔５０〕 回到 ２０ 世纪 ２０ 年代的

历史现场不难发现ꎬ社会上依然存在着 “语”
“文”分离的问题ꎬ公牍、书札、报刊往往弃用白

话、使用文言ꎮ 由此引发社会对于以国语教科书

开展教学的质疑:“语体文在社会上就没通行ꎮ
你们看ꎬ上自宪法法律政治公文ꎬ下至合同契约

日用便条ꎬ那一件不是用文言去写? 现在凡用语

体文写的东西ꎬ多半是浮浅的创作或小说ꎬ这些

都是不合于应用的哟! 不是我们要反对语体文ꎬ
实是语体文自己没站在不叫人反对的地位

上ꎮ” 〔５１〕

同时值得一提的是ꎬ国语是以北方官话为基

础建构起来的ꎬ南方等其他地域对国语的观感和

推行的力度必然大打折扣ꎮ 正所谓“十里不同

音ꎬ百里不同俗”ꎬ不同地域在学习注音字母ꎬ推
行国语教育中出现了各种各样的问题与困境ꎮ
有人甚至质问倡导国语教育的专家:“你们在京

言京ꎬ固然如是ꎬ我们素来不出门ꎬ乡里来往ꎬ儿
童学了国音国语ꎬ有什么用处? 反不如学了国

文ꎬ还可以靠此谋生ꎮ” 〔５２〕 “今使一出校门ꎬ而入

于耳者ꎬ仍尽是娓娓之乡谈ꎬ则每周数小时之教

课ꎬ果能奏若干效果也?” 〔５３〕“国民学校第一学年

第一学期的读本ꎬ纯是国音练习ꎬ乡人看了这种

书ꎬ认定是外国书(乡人说是洋书)ꎮ 他们对于

外国有一种天然憎恶心ꎬ所以他们看了外国书似

的书ꎬ极端的不赞成”ꎬ况且“国语的语调和语

音ꎬ大都根据北京话ꎬ语调不同ꎬ还没有多大的关

系ꎬ语音不同ꎬ是个极大的难题ꎬ这是乡人脑

筋中最反对的”ꎮ〔５４〕 由此不难窥见ꎬ社会观念与

学校教育的脱节已经成为国语推广的重大障碍ꎮ
胡适就此反思道:国语教育“是彻上彻下、贯通整

个社会的ꎮ 小孩子学一种文字ꎬ是为他们长大时

用的ꎻ他们若知道社会的‘上等人’全瞧不起那

种文字ꎬ全不用那种文字来著书立说ꎮ 也不用那

种文字来求功名富贵ꎬ他们绝不肯去学”ꎮ〔５５〕 针

对学校与社会的互动问题ꎬ梁启超曾指出:“学而

不能应用于世ꎬ无论如何勤学ꎬ终是纸的学问ꎬ其
结果纸仍纸ꎬ我仍我ꎬ社会仍社会”ꎬ“学校与社

会万不可以分离:在学校时ꎬ于社会应有之知识

研究有素ꎬ毕业后断不患无人用之ꎻ在学校养成

一种活动之能力ꎬ将来在社会上可以不必求人ꎬ
亦足自立ꎮ” 〔５６〕

在从国文到国语的语体变革中ꎬ语言并非单

纯的形式ꎬ而是蕴含着种种观念意涵的“有意味

的形式”ꎮ 教科书依托于一定的语言形式对少年

儿童进行知识教育ꎬ此中也蕴含着认知的作战与

观念的博弈ꎬ背后深藏着派系的对抗与权力的斗

争ꎮ 正如阿普尔所言:“在确定‘用谁的文化去

教育孩子’这个问题上ꎬ教科书起了很重要的作

用ꎮ”“因为教科书不仅仅是‘事实’的‘传输系

统’ꎬ它还是政治、经济、文化活动、斗争及相互妥

协等共同作用的结果ꎮ” 〔５７〕 正因如此ꎬ南方地方

政府面对以北方官话统一全国语言的“以北统

南”的做法心有微词ꎬ出现一种“奇怪现象”:“虽
然南方在政治方面比较进步ꎬ但在语言方面却比

较保守ꎬ当然这是因为他们自己不讲国语ꎬ而且

顽强地保持自己的方言ꎬ他们认为推广国语是借

以平衡国家权力的一种政治手段ꎮ” 〔５８〕 而北洋政

府像走马灯一样ꎬ你方唱罢我登场ꎬ从徐世昌、段
祺瑞到曹锟、张作霖ꎬ不同的政府首脑有不同的

思想主张ꎬ从湖北省长陈嘉谟、奉天省长王永江

到直隶省长褚玉璞ꎬ不同的地方官员属于不同的

政治派系ꎬ此中各种曲折复杂的政治关系导致国

语教育推行不可能一帆风顺ꎬ历时维度根据主政

官员的个人偏好呈现官民互济因时而异的时好

时坏ꎬ横向维度不同地域官员的派系导致官民互

济的因地而异的此好彼坏ꎮ 在白话盛行一段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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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之后ꎬ文言的使用逐渐出现了回潮现象ꎬ报纸

社论或案牍文告文言色彩相当明显和普遍ꎮ “湖
北兼省长陈嘉谟ꎬ尚欲‘保文武未坠之道’ꎬ‘以
崇正黜邪为宗’ꎬ特下令恢复‘存古书院’ꎻ旅鄂

无锡公民杨钟钰、曹启文ꎬ特呈请孙联帅禁止男

女同学ꎬ小学特重读经与国文ꎬ禁用白话(批令苏

省教育厅核议)ꎮ” 〔５９〕 １９２５ 年ꎬ出任教育总长的

章士钊利用«甲寅»周刊批判白话 /国语推广活

动:“文者孕育理道”ꎬ以传于后ꎬ而“自白话文

兴ꎬ立言无范”以致文化濒临破产ꎬ“中国人且失

其所以为中国人而不自知”ꎮ〔６０〕教育部门的主政

官员是文言的信徒ꎬ在国语推广方面自然不再用

心着力ꎬ开始明里暗里推行文言教学ꎮ 于是ꎬ官
民互济的局面急转直下ꎬ知识精英与政府官员形

成相互抵力掣肘的两股力量ꎮ 此时的胡适虽然

还在重复着“胡适一班人”如何如何的话语ꎬ但
不免也深陷国语教育的窘境ꎮ 于是钱玄同重新

集合民间知识精英进行“二次革命”:“因此我们

要集合全国的同志们ꎬ在各本地ꎬ大声疾呼的、协
力同心的制造顶大的‘国语风’ꎬ尽量地把那弥

漫不散的‘文言雾’吹散ꎮ” 〔６１〕而胡适还在试图靠

私人关系再造官民互济的格局ꎬ他致信在政府任

职的罗家伦:“你现在政府里ꎬ何不趁此大改革的

机会ꎬ提议政府规定以后一切命令、公文、法令、
条约ꎬ都须用国语ꎬ并须加标点、分段ꎮ 此事我等

了十年ꎬ至今日始有实现的希望ꎬ若罗志希尚不

能提议此事ꎬ我就真要失望了ꎮ” 〔６２〕

四、结　 语

在从国文到国语的教科书变革中ꎬ胡适、蔡
元培积极联合支持白话书写和国语教学的知识

精英ꎬ同时积极借力政府政策、出版资本等多元

因素ꎬ将白话引进教育教学体系ꎬ逐渐确立了白

话在教育领域的合法地位ꎮ 作为知识精英、政府

官员与出版商“共谋”的产物ꎬ国语教科书是官

民互济下共同打造国家标准语的过程ꎬ以白话为

形式的国语教科书旨在生产具有“合法性”的语

言和“权威性”的知识ꎬ并且在全国范围的中小

学课堂进行教学推广ꎬ进而为国语统一和国民启

蒙奠定基础ꎮ 当然ꎬ国语教科书的出版传播ꎬ并
非总是多元力量的合舟共济ꎬ在现实教学推广中

也遭遇了政治权力的干扰和社会民众的质疑ꎬ而
这也反映了从国文到国语的语体变革的动态性

和复杂性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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