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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星期五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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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胡适誉为 !中国自有学
校以来 " 第一部教科书 # 的
$澄衷蒙学堂字课图说 % &以
下 简 称 $字 课 图 说 % ' " 自
!"#!

年夏初版以后 " 即广为
流布( 风行海内" 成为晚清启
蒙读物的发轫之作 ) 至

!"#$

年夏 " 重印即达
!%

次之多 *

近年来" 随着汉语文化热的兴
起 " 沉寂已久的 $字课图说 %

再度进入人们的视线" 已有不
少出版机构先后推出了各种版
本的 $字课图说 %" 让人们徜
徉在优美的书法与图画中" 轻
嗅古老文字的幽幽清香*

$字课图说 % 共四卷八
册 " 全书收录

&###

余字 " 配
图近

'##

幅* 它既是一本直观
生动的识字课本" 又是一部独
具特色的小型百科全书" 确乎
+在中国教育史上 " 有着历史
性的价值, &陈存仁! "阅世

品人录 ! 名中医旧上海见闻

录 # $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

年
$

月版'* 此书的编纂"

绝非一时一人之功" +乃众为
聚敛以成之, &%字课图说&凡

例''* 令人疑惑的是" 此书没
有现代意义上的版权页" 未注
明编者是谁" 只在扉页上刊有
+苏州吴子城绘图 " 本学堂印
书处印 , 字样 * 该书的 +凡
例 , 后署名 +刘树屏 ," 透漏
出此书编者的一些信息* 随着
$字课图说 % 再度受到热捧 "

一个疑团始终萦绕在笔者心
头- 究竟有哪些人参与了这部
教科书的编写呢.

带着这个疑问" 我深入研
读了诸多版本的 $字课图说%"

查阅了多种近代史教育资料和
澄衷高级中学校史资料" 力求
在云遮雾罩中探幽揭秘" 找到
一条清晰可辨之路*

可喜的是" 笔者意外地在
上 海 图 书 馆 读 到 了 姚 明 辉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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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写的 $上海早
期的新式学堂 %" 获知 $字课
图说 % 编纂的一些重要信息 *

文中写道-

叶成忠晚年念幼年未曾识

字!作业艰苦!年逮六旬!发愿输

财立此学堂!欲以识字启蒙了其

心愿!乞刘太史为纂教人识字之

书" 庚子之年!太史为延宿学老

儒与新学少年纂成#澄衷蒙学堂

字课图说$一书!体例撰自刘太

史! 总纂为海宁章一山太史梫!

嘉定夏清贻与我分任地理部分%

其时清廷尚未设学部!并无学堂

章程!坊贾所开设之商务印书馆

尚在萌芽时代" 刘太史意!此书

用为课本!即是新法教授!与纂

同人都韪之!闭门造车!未知凿

枘!及今观之!不合教授之用!惟

在当时则为崭新之教科书矣"辛

丑出版! 不胫而走! 销售一空"

(上海市文史馆文史资料工作委

员会编!%上海地方史资料&四'$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

$%#&

年版'

姚明辉是上海嘉定南翔镇人 "

!''!

年出生 "

!"#!

年起 " 任
上海澄衷学堂教员( 教科书编
纂员 (林培英! %谁在编写清

末地理教科书)'$

!"'(

年
)

月

!!

日 %中华读书报'** 以上所
引是笔者目力所及迄今为止最
早的 $字课图说 % 参编者的
+现场说法," 透露出 $字课图
说 % 的编纂背景 ( 编写意图 (

编写分工( 出版情况等相关信
息" 对研究 $字课图说% 有重
要的参考价值*

校长挂帅 主持编纂

姚明辉文中所提的刘太
史" 即澄衷蒙学堂的首任校长
刘 树 屏 * 刘 树 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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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 葆 良 " 江 苏 武 进
&今常州市区 ' 人 * 光绪十六
年 &

!'"#

' 年进士" 翰林院检
讨 * 光绪二 十 六 年 &

!"##

'

底" 宁波商帮先驱叶澄衷在沪
上捐资兴建的澄衷蒙学堂 &今
上海市澄衷高级中学前身' 即
将竣工 " 校董樊时勋的好友 "

常州人赵凤昌推荐同乡刘树屏
任 校 长 * 光 绪 二 十 七 年
&

!"#!

' 正月 " 正在家丁艰守
制的刘树屏欣然就任* 刘树屏
被称为 +常州倡导新学的第一
人 ," 甲午战争后 " 他回到常
州" 矢志改革旧学" 于光绪二
十二年 &

!'"(

' 与地方士绅 "

将局前街龙城书院 &今局前街
小学' 改为常州致用精舍* 聘
请近代著名数学家华衡芳任山
长 " 开设算学 ( 舆地 ( 时务 (

策论等有益社会( 经世致用的
课程* 此校成为常州城乡最早
推行新式教育的学校* 在西学
东渐( 新旧交替之际" 刘树屏
以一个革新者的姿态出现" 将
新式教育理念带到了上海" 旋

即致力于开学的各项准备工
作- 延聘教员( 规定学制( 开
设课程( 草拟章程* 为了克服
没有教材的困难" 他设置 +编
纂室 , 和 +澄衷印书局 ," 组
织教员编印新式教材* 他大胆
探索" 舍弃艰涩深奥( 死记硬
背的传统启蒙教材" 吸纳西式
教育内容" 编制一套帮助儿童
识字启蒙的校本教材///$字
课图说 % " 并亲自主持策划 "

确定编写体例" 撰写凡例* 在
$凡例 % 中 " 刘树屏阐明了本
书的编写宗旨( 选字原则( 词
类划分 ( 编排体式 ( 教学方
法" 强调 +是书专为小学堂训
蒙而作" 故词尚浅近" 一切深
文奥义不及焉 ," 对于难字难
义" +不特艰于讲解" 且恐阻
窒其性灵也 ," 这和 $澄衷学
堂章程 % 中倡导的 +训蒙以
开发性灵为第一义, 的主张高
度契合" 体现了刘树屏涵养性
灵" 润泽生命的教育主张" 符
合现代以人为本的教育理念*

在编写过程中" 刘树屏要
求教员尽力吸收西方教科书的
形式" 力图做到通俗易懂" 兼
容并包* $字课图说% 注意结
合儿童心理特点 " 所选

&###

余字" 为当时 +世俗所通行及
尺牍所习见者 ,* 与一般的识
字课本不同" 它并不拘泥于固
有传统" 不仅以图文并茂的形
式帮助儿童识字" 还十分注重
普及科学知识 * $字课图说 %

于
!"#!

年
(

月初次印行 " 初
版时该书有许多错误" 书后附
录的勘误表达十一页 "

!"#!

年
!#

月第二次印行时作了较大
修订" 以后大都是据此版本重
印*可以说"$字课图说%自始至
终就是在刘树屏的组织策划和
思想主导下编纂而成的*

延聘通儒 精心考订

立校之初" 百端待举" 急

需用人" 刘树屏利用其地缘人
脉资源" 广纳贤师" 延聘志同
道合的宿学通儒" 协助他管理
校务" 编纂教材* 章梫( 蔡元
培就是在此背景下来到了澄衷
学堂*

章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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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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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字
立光 " 号一山 " 浙江三门县
海游人 * 光绪三十年 &

!"#%

'

进士 " 翰林院检讨 * 依照澄
衷蒙学堂早期教员姚明辉的
说法 " 章梫担任 $字课图说 %

总纂 * 其主要任务是 " 按照
刘树屏已定的编写宗旨 ( 体
例将分工编纂的各部分内容
合 成 一 书 " 删 繁 就 简 " 精
雕 细 琢 " 使 之 成 为 衔 接 自
如 ( 体式一致的有机整体 *

据澄衷高级中学校史资料记
载 " 章梫于

!"#!

年
)

月到澄
衷学堂工作 &按 - 此处估计
有误 " 若姚明辉的说法正确 "

章梫应是该年正月来校 '" 先

学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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