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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广东留日师范嬗变及其影响 
宋水英 

（广东培正学院  外国语学院  广东广州  510830） 

摘要：在清廷各种政策的作用下，广东省于 1902年派出了首批官费留日师范生。此后，不断有学生自费负笈日本。他们来自广

东各地，毕业后，或返回家乡充当教习、创办学堂，传播新知识，积极推动地方教育的发展和扩大专业领域知识的受众层；或进入

教育职能部门，统管地方全局。此外，还有部分人利用教员之便，宣传新学、培养革命种子。他们对广东教育的发展以及广东步入

近代社会的进程皆起到了不容忽视的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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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transmutation and influence of Guangdong normal school students studying in Japan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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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Under the influence of various policies of the Qing government，Guangdong province sent the first batch 

of official fee-paying normal students to study in Japan in 1902. Since then，students paid their own way basically. 

They came from all over Guangdong province. After graduation，some of them returned to their hometown to teach，to establish 

schools. They actively promoted the development of local education and expanded the audience of professional knowledge. 

And some of them went into the education functional departments，overall controlled of the local. In addition，there 

were a small number of people who took advantage of teachers' work，to promote new learning，to sow the seeds of revolution. 

In fact，they played an attentional role in the Guangdong education development and promoting the modernization of 

education in Guangd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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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世纪末，中国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留日运动热潮。留学生

们或官派、或自费负笈东渡。留日热门学科主要分为三种：师范、

法政及陆军士官。相对于后两者，留日师范的影响更为深远。为此，

此论拟从相关史料，考察清末广东留日师范的兴起背景、留日师范

的嬗变过程以及留日师范教育对广东近代社会带来的影响。 

一、留日师范之兴起 
晚清时期，清廷积弱已久。1895 年，“天朝上国”于甲午一战

中败给“蕞尔小国”的日本。翌年 6 月李端棻上奏“人材之多寡，

系国势之强弱也……人才乏绝至于如是，非天之不生才也，教之之

道未尽也。”[1]3791 于是，建议“令每省每县各改其一院，增广功课，

变通章程，以为学堂。”[1]3792 然而，学堂增设后，所需教习亦多。为

解决需师孔殷的迫切问题。1898 年 6 月，康有为上呈《请广译日本

书派游学折》建议留日习师范。虽然光绪亦于同年 6 月下诏，呼吁

留学日本，江南、湖北、四川等省选派学生赴日留学，然此时广东

仍未派遣留日师范生。 

1901 年 8、9 月间，清廷“著各省所有书院，于省城均改设大

学堂；各府及直隶州均改设中学堂；各州县均改设小学堂；并多设

蒙养学堂。”[1]4719 同时，颁发《广派游学谕》，“前据湖南、湖北、四

川等省选派学生出洋肄业，著各省督抚一律仿照办理。”[1]4720，并对

学成回国的学生通过考试的形式赐给出身。留日师范热潮遂由此发

轫。 

二、广东留日师范之演变 
粤督陶模“以时艰正急，首重人材。于一切新政，尤注意于教

育。”[2]在任期间着手筹建广东大学堂、广东武备学堂。且在相关留

学政策的浸润下，粤督“壬寅（1902）派吴敬恒带领学生数十人赴

日本学习速成法政，以一年为期。汉民及詹宪慈、冯鸿若、周起凤

等预焉。”[3]冯自由在撰写胡汉民之回忆录时写的赴日年份为 1902

年，而胡汉民在自传中则记为 1903 年[4]，但据同时期广东水师提督

李准手稿《任庵自编年谱》记载：“是年（1902），陶勤肃选送子弟

赴日本留学。”[5]另据《两广卒业留学生姓名录》，到东年月为“光绪

二十八年五月（1902 年 6 月）”[6]19-20，故笔者认为这批学生的抵日时

间应为 1902 年 6 月。此外，冯自由回忆派学目的为“学习速成法政”，

据《汇报》第 392 号载：“粤东派赴日本速成师范生共二十七人，督

宪转派洋务委员沈喜男大令于上月十一日护送各生至港。”[7]164 因此，

可判断冯自由的记忆有误，赴日目的实为习速成师范，且“数十人”

为 27 人。这批官费生便是广东官派留日师范之始。除一人信息暂无

据可查外，毕业生有番禺姚礼镛（韵生）、沈诵清（养源）、沈藻清

（孝芬）、李文榘（叔兰）、周祥鸾（惠生）、彭金铭（慎三）、谢祖

诒（榖庄）、陈懋功（仲庄）、范公谠（寄颐）、陶效勉（谠一）；香

山周起凤（庆笙）、蒋禹廷（彝庵）、杨王衔（季良）；南海关赓麟（咏

仁）；鹤山冯博（鸿若）、易廷元（补元）、冯梁（小舟）、张淦光（镜

溪）；东莞朱念慈（介夫）、李滨枢（瓞初）[6]19-20。未毕业者有詹宪

慈（菊隐）、胡衍鸿（展堂）、庄丙汉、区彬如；南海罗汝楠、归善

陈廷泰（屐谙）[7]165-166。 

入学月余，因发生成城学校入学事件，广东学生领袖胡汉民愤

率詹菊隐、区彬如、刘伯中、庄丙汉等人退学回国[7]167。 

清廷在督促各省督派学生留学日本的同时，亦鼓励自费留日。

1902 年 10 月香山萧思鹤到东京高等师范学校附属中学校习师范[8]。

1904 年 3 月，由张榕轩京卿、谢梦池观察及各绅商捐金建设的嘉应

松口蒙学堂“公认提款若干，拟派梁君少慎、饶君逸梅二人前往日

本习速成师范，迨卒业后授以教习之任。闻梅、饶二君，不日即束

装东渡矣。…又闻梅州城，亦拟派师范生三人东渡，其款由黄京卿

公度先行挪出云。”[9]102 另“黄公度（黄遵宪）京卿拟创东山师范学

堂，特于去岁（1904 年 8 月）派黄君篑孙、杨君徽五二人，至日本

习速成师范，现已由日本卒业回国。”[10]在黄遵宪的带领下，乡绅积

极办学、助学，乡间俨然吹起了新式教育之风。据 1904 年 11 月《岭

东留学日本之调查》：“何之桢（大埔）、杨维徵（杨徽五）、饶真（饶

逸梅）、黄之骏（黄篑孙）、梁维岳（嘉应）、林风任、林立（平远），

以上入宏文学院习师范，一年卒业；沈秉任、张维岳、吴扬兰、陈

耀邦（海阳）、卢浩川（潮州）、黄际遇、杜兰（澄海）、许抡魁（普

宁）、黄遵庚、李任、黄璇泰、黄有则、谢延誉（嘉应），以上入弘

文学院习普通，二年卒业；萧遵达（潮阳）入经纬学堂习师范。”[9]212

可见潮嘉地区对留日师范的日益重视。此外，同年，嘉应黄超如、

南海何斌、何毅、何筏，香山李冠麟，澄海林贡宗，新会高炎森、

陈伟、邱名荣自费入宏文学院习师范科。 

纵观广东留日师范生，可发现他们基本以自费为主。究其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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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科举未停，传统士大夫仍冀望通过科举扶摇直上，新式学堂

难以大范围推广。“1901-1904 年间，广东各地兴办的师范学堂和师

范讲习所共 16 所，其中师范学堂或简易师范班共 9 所，师范传习所

6 所，私立女子师范学堂 1 所。”[11]当地师范学堂的陆续兴建，能培

养一定数量的本土教习。加之“即如上年派往日本学习速成师范之

各生，为日甚促，所得无多。而进来接见该生等，其志趋学识已稍

有不同，各处之访延教习者，且纷纷指名延请。”[12]154 速成师范科官

费生毕业回国及日本教习的到来，亦可支持当地学校的师资需求。

其次，重视教育与人才培养的粤督陶模病逝，粤督的更替对广东师

范留学政策造成一定的影响。鉴于此，“除上年速成师范外，绝无所

闻。”[12]153 于是，两广学务处在《拟请选派学生游学详文》中提出通

过考试遴选的方式派送官费生，“拟定赴欧美者二十人、赴日本者二

十人”，实际派学人数则视合格人数而定 [12]155。并指出官费生毕业回

国后对粤省的义务服务年限为五年或以上 [12]156。此举得到新任两广

总督的准许 [12]169。在此政策的作用下，番禺金曾澄、南海卢公辅，

三水邓瑞槃以官费生身份分别入读广岛高等师范学校及东京易师文

科历史地理部，但官费生仍是少数。 

1905 年 9 月，张之洞、袁世凯、周馥、岑春煊等人奏请停科举，

广学校，并提出：“师范宜速造就也。各省学堂之不多，患不在无款、

无地，而在无师。应请旨切饬各省多派中学已通之士，出洋就学，

分习速成师范，及完全师范，尤以多派举贡生员为善。并于各省会

多设师范传习所，师资既富，学自易兴，此为办学入手第一要义，

不可稍涉迟缓。”[13]随即科举被废止，全国各地纷纷设立师范学堂及

传习所。又高等学堂教习培养时间耗巨，延聘外国教习并非长久之

计。对此，两广总督岑春煊上奏《筹设两广游学预备科造就高等师

范折》，提出“拟于广东省城设一游学预备科，考选中学已有根底及

普通学略经研究之学生一百八十人，在内地预备两年，精选百二十

人派赴日本，直入彼之高等师范学校本科留学。” [14]518 如此，“预备

两年，本科毕业三年，五年后即有高等师范可用，优级师范学堂学

科大致仿照日本高等师范学校编定。”[14]519 但到翌年，游学预备科不

善经营，最后与译学馆合并为方言学堂[15]。而原来的 120 人师范留

日生派遣计划亦不了了之。 

1906 年 3 月，清廷限制速成师范科的派学。留日速成师范热随

之急剧降温。后来，驻日公使杨枢多次与日本文部省商议，希望日

本官立高等以上各学校招收中国学生。这便是“五校特约”留学计

划。且《学部酌拟日本官立高等学校收容中国学生及各省按年分任

经费章程》中明确规定了五校分别招收中国留学生的人数，其中东

京高等师范学校的招生人数为 25 人[16]111。因预计到 2 年后参加竞争

考试的学生人数不足等问题，学部叮嘱“各省续派中学毕业生前往

日本应考入各学校之预科，以备将来各学校考选新生，取材之所”，

且“应另（考入预科之学生）自筹学费至入高等后始该给官费”[16]116。

这一政策的出现，一改以往速成教育质量良莠不齐的局面，有效提

高了学生的留学质量。1908-1910 年间，学部举行了三场五校入学

考试，广东考入五校的留学生共计 56 人[17]。 

三、留日师范生对广东近代社会的影响 
首批官费留日师范生毕业回国后，“周起风到广宁和阳江执教县

办的师范传习所（教书）、冯博、詹宪慈、陈柳功、范公谠在广府中

学当教习，彭金铭、沈藻清、李文榘在高等学堂当监学，冯梁当过

东区模范高小的校长，朱念慈、谢祖诒都在番禺高小任教。”[18]91 

此外，“海阳吴君扬兰等募集款项，在七都地方设立师范传习所，

以谋教育普及。”[19] 

陶效勉归国后即入学务处搞教育行政，旋捐纳同知赴桂候补，

转入仕途。后入广东省立公法毕业当法官。”[18]91 杨玉衔为“香山县

内阁中书，家居时独一提倡兴学为义务，于管理教育诸法均有发明，

留心时务，条论亦多科。”[20]后任广西镇安知府，1916-1917 年任广

东揭阳县长。 

此外，由于日本当时汇聚了因戊戌变法失败而亡命日本的资产

阶级维新派及思想激进的革命分子，因此，留日师范生中亦有人受

之影响，加入其中的组织。饶一梅便是其中一人。 

饶一梅在日期间，受孙中山民族民主革命思想的影响，于 1905

年毅然加入同盟会。回国后回到家乡的松口师范传习所任教。他一

面授课，一面传播革命思想。让同盟会的革命思想逐渐在嘉应地区

传播开来。 

综上所述，广东留日师范生在日接受了速生师范教育、专门师

范教育，刷新了他们对教育体制、教育管理以及专业教育的认识。

回国后，他们活跃在教坛的一线工作岗位上、积极创办新式学校，

传播了新知识，对广东近代教育体制的形成和发展贡献了强有力的

力量。 

此外，清廷派遣留学生的最终目的在于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

但不同省份派遣的留学生中，皆有人在接触了新学后，思想意识及

观念发生了变化。广东的留日师范生亦毫不例外。他们的思想在教

学、管理过程中潜移默化身边的同事及台下的学生，促进了新一代

的思想觉醒。而这一批又一批的新生力量前赴后继地、共同推翻了

落后于时代发展的封建王朝统治，并推动了广东近代社会变革的进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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