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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格理教育背景对石门坎教育的影响
＊

赵　涛

（贵州师范学院贵州教育发展研究中心，贵州 贵阳　５５００１８）

摘要：伯格理来华前在英国接受的公 学 教 育 对 其 后 来 在 贵 州 威 宁 石 门 坎 民 族 地 区 从 事 教 育 活 动 影 响 颇

大，无论从创办学校、招生对象、人 才 培 养、教 学 内 容，还 是 在 学 生 品 格 塑 造 方 面 均 能 看 到 受 其 影 响 的 结 果。

通过从分析英国公学教育基本思想入手，观察伯格理在石门坎教育中的具体实施，希望对研究贵州民族地区

教育发展能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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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引言

塞 缪 尔·伯 格 理（Ｓａｍｕｅｌ　Ｐｏｌｌａｒｄ，１８６４—

１９１５），英国人，１８６４年出生于英国康沃尔郡卡米

尔福特一个笃信基督的工人家庭。１８８７年，２３岁

的伯格理，深受李文斯顿在非洲宣教的事迹感动，
来到中国传播基督教思想并以儒家“格物致理”之
义取名伯格理，字明星。１９０５年伯格理来到贵州

威宁石门坎从事教育活动，在短短的二十年间把

贵州石门坎，一个边远落后的少数民族聚居地，一
个被称为“炼狱”的地方，变身为“中国西南苗族最

高文化区”［１］。
为什么伯格理能在短短的二十年的时间里把

一个地处贵州省西北部贫穷落后的文化荒漠地区

转身变为贵州文化教育的引领地？是什么使伯格

理在石门坎的教育实践系统有序？过去人们对伯

格理在石门坎地区的教育教学活动都有一定的研

究，但在对其来华前所受教育方面重视不足。本

文拟对伯格理在英国接受的公学教育进行一定的

分析并观察他对石门坎教育所做的工作，希望对

当今我省民族地区教育发展提供有益的借鉴。
伯格理毕业于英国的公学，１７岁时在英国公

务员考试中取得了优异的成绩并在伦敦的一个政

府机关中担任会计。他本人就是一个公学教育精

英人物的代表。通过研究伯格理在石门坎地区的

教育教学实践不难发现，特殊的教育背景已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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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中国石门坎的教育活动的开展勾画好了建设

蓝图。

　　二、关于公学教育

伯格理在威宁石门坎的教育理念和他在英国

时期所接受到的教育模式是分不开的。伯格理自

小天资聪颖，９岁入学读书，１３岁进德文郡的希博

尔公学直到毕业。伯格理在英国中学阶段所接受

的教育是系统的英国公学教育。１９世纪下半叶，
伯格理所处的年代，正是英国公学实施教育教学

改革的重要时期，通过对伯格理在石门坎地区的

一系列教育教学活动与十九世纪英国公学教育的

对比研究不难发现，伯格理的教育背景对石门坎

地区的教育教学活动影响极大。伯格理在石门坎

开展的教育活动较为全面地折射出以下英国公学

教育的办学精神。
首先，英国教育史学家邓特认为，学校因为面

向全国招生而不局限于本地，所以称之为“公学”。
在它产生之初，除用于教学之外，还是教民朝圣、
诵读圣经和赞美诗的地方，所以它是带有慈善性

质的公共活动场所，故而称为“公学”［２］。
自创办之 初 开 始 至 今 经 过６个 多 世 纪 的 发

展，公学一直保持着独立运行的机制。公学独立

的运行机制主要表现在独立的办学机制，不受政

府的管辖和制约，经费自筹。校董事会直接管理

公学，包括人事任免、资金的筹募以及分配等工作

都由学校董事会管理［３］。
英国公学的办学理念———培养社会精英。公

学几乎担任 了６个 多 世 纪 的 培 养 社 会 精 英 的 任

务。公学培养出的各方面人才，均成为社会各界

的精英及领袖人物，为英国繁荣和发展作出了巨

大的贡献。据统计，英国从１７２１年任职的第一任

首相罗伯特·沃米尔爵士算起至今的５０位首相

中，３３位曾就读于九大公学，占总数的６７．３％，其
中毕业于 伊 顿 公 学 者 超 过 半 数［４］。１９４２年 弗 莱

明委员会通过有关调查发现，在８３０名主教、大学

学院院长、法官、领薪治安理事、国内高薪文官、驻
印度文官、自治领地总督及银行和铁路公司经理

中，受过公学教育者占７６％之多［５］。
一直以来，公学以其优异的教学质量 成 为 公

认的英国最优秀的中等教育机构，一直是牛津、剑
桥大学的主要生源输送学校。公学教学质量优异

的保持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因为进入公学

的 学 生 来 自 专 门 的 预 备 学 校 （Ｐｒｅｐａｒａｔｏｒｙ

Ｓｃｈｏｏｌ）；或是来自公立学校中品学兼优的学生和

受过良好家庭教育的学生，良好的生源为教学质

量的保证提供了基础条件。二是优秀的师资队伍

为 教 学 质 量 提 供 了 保 障。１９６４年，校 长 会 议

（ＨＭＣ）授命卡尔顿对所有校长会议 学 校 的 师 资

进行了一次统计调查中发现：主要寄宿的独立学

校（公学）中 有８２％的 专 职 教 师 持 有“牛 津 剑 桥”

的 学 位 证 书，１９８２年 在 接 受 调 查 的 公 学 中 有

６．５％的教师拥有博士学位，通常每一科目的教师

中均有３～４位具有博士学位的专家［６］。这 些 教

师除了学业优异外，在音乐、艺术、绘画、体能等方

面都有所特长，不仅能从事专业教学，还是体育运

动好手，而且善于组织课外活动，也可以充当学生

的心理辅导员等。

公学建立之初是面向社会各个阶层，特 别 是

贫困家庭儿童的带有慈善性质的学校，尽管到后

来演变收取昂贵的学费，但随着时代的发展，教育

资源的激烈竞争促使公学重新开始接纳家境贫寒

而成绩优异的学生。英国公学除了重视学生的学

业，在学校文化中更加重视学生非智力能力的培

养，通过对学生性格和体格的磨练养成绅士的品

格，树立学生的自信心，培养健康的体魄、敏捷的

思维和高雅的举止，构筑吃苦耐劳的精神和团结

协作的精神，达到身心两方面的发展。

１９世 纪 中 叶 前，人 文 课 程 居 主 体 地 位，公 学

开设古典语、英语、现代外语、历史、戏剧、神学等。

通过对拉丁文和希腊文的学习，使学生学得包涵

智慧和纯洁高雅的作品”［７］，通过开设神 学 课 程，

培养学生虔诚、宽宏、仁慈、守信等美德。随 着 时

代的进步，社会对人才需求的不断变化，公学的课

程设置也在不断发生着变化。从１９世纪末至２０
世纪以来，随着一次次科技革命的开展，以自然科

学为主的一些学术和实用性课程受到了英国社会

的高度重视，这在客观上影响了英国的教育。于

是一直以来“重古典学科，轻自然科学”的公学，在
保留原有的优秀的传统学科的同时，人文课程开

始有所精减压缩，在教学上开始更加注重以自然

科学课程为主的学术和实践性课程的教学。天文

学、计算机、地理、自然历史、自然哲学等，科学训

练像实验物理学、初等化学、初等植物学以及与生

产成就有关的社会科学等都被引进到公学的课程

设置中。课程设置开始体现出时代性和科学性的

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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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伯格 理 的 教 育 背 景 对 石 门 坎

教育活动的影响

　　 伯格理于 二 十 世 纪 初 在 中 国 威 宁 石 门 坎 发

动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教育革命，创立了以石门坎

光华小学为品牌，曾辐射和影响云南和四川的中

国西南 基 础 教 育 示 范 中 心。他 接 受 社 会 各 界 子

女，除设置人文科学、自然科学课程以及直接惠及

当地民众的农业技术课程外，还开设了体育课，重
视了学生的体魄锻炼。在石门坎，现在还能看到

那时修建的足球场和游泳池。伯格理开办现代教

育为落后的中国西南地区培养了无数人才，创造

了贵州教育历史上的传奇神话。今天，我们在研

究石门坎教育现象时，发现石门坎繁荣教育的背

后，均与伯格理的教育背景有关，也就是说，石门

坎教育深深地受到伯格理教育背景的影响。

　　（一）石门坎学校的建立

受伯格理英国公学独立办学精神的 影 响，石

门坎光华校区教堂和学校的创办初期是依靠苗民

们每人１００个铜板共１００万铜板的捐赠修建出来

的。其后，１９０８年伯格理用回英国疗伤时募集到

的２０００英镑修建了一幢有着烟囱和壁炉、可容纳

两百 多 人 的 宽 敞 教 学 楼，并 建 立 了 石 门 坎 小 学。
之后在获得了循道公会的津贴以后，石门坎小学

相继修建了宿舍、礼堂、足球场和游泳池。在社会

各界的帮助下形成了石门坎地区新式现代学校的

规模。学校是一所规模不大的完全小学，有着“牛
皮大学校”的称呼，分设男女两部。石门坎光华小

学既是一所学校，又是一个教育领导机构，当时被

命名为“循道公会西南教区苗疆部教育委员会”，
统辖着以石门坎为中心、涉及滇黔川三省的教育

体系，其他 各 支 校 皆 以“光 华 小 学 第 Ｘ分 校”命

名。“石门坎的教育覆盖范围为滇黔境界二十七

所分校，川境十五所分校，共计四十二所学校”［８］。
石门坎学校是整个系统的教育业务指挥中心，所

有学校的课程设置、时间安排、考试命题都由石门

坎光华小学统一负责，成为一个独立于当时中国

教育体制外的教育机构。

　　（二）石门坎学校的受教育对象

受英国公学办学思想的影响，伯格理 招 收 的

学生不仅有石门坎地区的本地苗族，也有外地（云
南的威县、镇雄、楚雄，红河等地）慕名而来的苗族

学生。面对这些学生，伯格理不论贫富、信教与否

都予以接纳，还对家境贫困但学习优秀的学生进

行资助［９］。此外，伯格理在石门坎 地 区 的 教 育 教

学活动还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将大众教育的覆

盖面不断扩展。对于那些年龄超过学校教育的成

年人，伯格理利用苗文推进苗寨等活动开展扫盲

工作。他组织开办了“平民学校”，让苗族信徒在

主日礼拜堂的晚上分班学习，通读苗文《平民夜读

课本》。另外，伯格理为少数民族女子提供教育并

实现男女同校学习。伯格理进入石门坎地区时，
发现在苗族地区，妇女的地位是非常低下的，当地

的女性不要说读书，连日常生活中都没有社会地

位，入学 接 受 教 育 更 是 不 可 能。伯 格 理 到 来 后，
“为了既尊重当地人的传统，又保证妇女受教育的

权利，石门坎还建立了光华女子学校”。通过这样

的 教 学 方 式 大 大 普 及 了 苗 族 人 民 受 教 育 的 覆

盖面。

　　（三）石门坎学校的科学教育内容

在伯格理创建的西式学校里面，学校 不 仅 设

置了苗文、汉文、英文、历史、地理、数学、物理、化

学、生物、生理、体育、音乐、美术 等 课 程。还 把 西

方先进科学技术引入到人们的生活实践当中。伯

格理把科技和教育注入到石门坎极低的农业社会

里：指导他们修建房屋，凿通公路，栽种洋芋，还在

那里陆续修建了教堂、学校、医院、麻风病院、孤儿

院、织布厂、游泳池、足球场。伯格理设立 了 医 院

（乌蒙山区第一家西医医院“福滇医院”）、诊所给

当地苗族群众看病，在教堂内储备药物，给附近的

群众治病；伯格理还救济麻风病患者，并筹建麻风

病院，在 石 门 坎 地 区 推 广 接 种 牛 痘，消 除 天 花 病

疫；伯格理还积极推广农业技术，比如像农作物套

种、按季节时令播种、防虫防害、拌种施肥、改良品

种、引进品种等；在石门坎创办“布厂”，购置纺机，
进行毛纺和麻纺的技术培训创办“良种推广站”改
良品种、引进品种，推广植树，保持水土，开办“公

益场”刺激苗区商品生产和流通。伯格理的这些

教育实践活动既促进了苗民对科学文化知识的理

论学习，还加强了理论应用实践经验，使苗民们真

正感受到了科学改变命运的力量。

　　（四）石门坎校区的体育教育

伯格理在英国公学读书期间，非常热 爱 并 且

擅长体育运动，他把这种对体育的热爱也传递给

了中国的苗族人民。无论是伯格理还是他的继任

者，都在发展教育、文化、技术、经济的同时，把体

育放在很高的位置。学校除了开设有文艺课、体

育课，还开 展 足 球、篮 球、乒 乓 球、排 球、游 泳、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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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拔河、田径、骑马、舞蹈、歌舞 等 多 项 活 动。学

校还修建了游泳池和足球场、篮球场等设施。学

校完全按照现代标准设置的运动会，成为石门坎

在当时最引人注目之处。每年的端午节，过“花山

节”时，石门坎都要举行全民运动会。除传统节目

外，还增加了许多体育比赛项目和歌舞比赛等数

十个项 目 的 比 赛。其 中 尤 为 著 名 的 是 这 里 的 足

球，贵州曾获得“足球摇篮”的美誉。体育活动也

遍及各学校、村寨，使偏僻的山寨充满了活力，增

强了青年身心健康。

　　（五）石门坎学校的人才培养

从１９１１年开始，当石门坎光华小学第一批高

小生毕业的时候，伯格理认为应当让他们接受到

更好的教育。让学生从大山里走出去，陆续将一

些优秀的孩子陆续送到城市里去学习，希望能最

终改善他们的命运［１０］。“文革”前，石门坎学校的

历任校长，都曾是该校毕业生，而且都有本科以上

学历。例如著名的教育家朱焕章，１９２９年进入华

西大学深造，１９３５年本科毕业时拒绝蒋介石的邀

请毅然回到石门坎从事苗族地区的教育活动。

　　（六）石门坎学校对学生品格的培养

伯格理时期的石门坎学校，教师工资 待 遇 及

其低下。教师每个月的收入只能解决当时食盐。
如果学生多，靠学生缴纳学费（粮食）解决吃饭问

题，如果学生少，老师吃饭得靠家庭中劳动所得粮

食来维持。虽然穿草鞋、麻布衣服、吃野菜拌饭度

日，但他们的办学、治学态度却从未改变过，老师

们总是勤奋教学，专心致志于教育教学工作，学生

们也刻苦努力学习。教师的言传身教，为学生树

立了光辉的榜样。
从石门坎走出来的毕业生，他们往往 外 出 攻

读本 科 甚 至 博 士 学 位，均 毅 然 返 回 到 学 校 教 书。
“文革”前，石门坎学校的历任校长，都曾是该校毕

业生。这些学生甘受清贫，敢于承担发展振兴本

民族的历史使命，扎根家乡，服务桑梓。这要归功

于伯格理 办 学 过 程 中 对 学 生 进 行 优 秀 品 格 的 养

成。在注重正义、意志、节制、智慧和虔诚 五 项 基

本美德，重视古典及神学课程的同时，更具有强烈

的民族振兴意识。

　　四、结束语

伯格理于二十世纪初在贵州省威宁县石门坎

地区进行的教育教学活动及其取得的卓越成效，
得益于他早年在英国受到的公学教育思想的极大

影响，使当地少数民族荒蛮的社会生活以超常的

速度跨入了近代文明行列。他在石门坎地区教育

教学活动中所倡导的办学方式，包括独立自主的

筹集办学资金方式，吸纳各界社会各阶层子女入

学、铸造智力、能力和品格全方位精英人才培养模

式，因地制宜地科学规划教学课程，最具特色的是

开设一些使用农业技术课程，让当地农民学以致

用，科学务农，摆脱贫困，掷地有声地表明教育可

以改变生活。此外，体魄和品格的培养也受到了

非常大的重视。石门坎的巨大的教育遗产至今仍

然是我们兴办民族地区教育可借鉴的经验和学习

的楷模。
如何通过教育的途径促进边远落后地区的普

通民众脱贫致富，全面提高边远落后地区少数民族

的文化和身体素质，培养与加强少数民族的农业科

技与商品意识，磨砺吃苦耐劳、忠诚正直的优秀品

格，这些正是我们当今要竭尽全力去做的事。我们

无法复制伯格理成功教育的模式，但是我们可以在

充分认识自身教育的基础上，通过学习其成功的办

学理念，进行查漏补缺，结合我国民族地区经济社

会发展的实际，科学合理地运用这些成功经验，闯
出一条符合我省民族地区教育发展的新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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