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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作为中国古老文明的

发祥地之一，有着悠久的历史

文化。

原始社会的北京还没有专

门的教育机构，教育活动主要

蕴含在原始人类的生产和生活

中，教育内容主要是传授生产

生活知识、技能。房山“北京

人”考古发现的砍斫器、刮削

器、斧状器等石器，反映了石器

工具的生产经历了“打制——

磨制——通体磨光”的发展过

程。由此可见，原始社会的不

同时期里，“北京人”的生存教

育内容、方法和水平持续发生

变化。从平谷上宅遗址出土的

以夹砂陶为主的陶器，到房山

拒马河镇江营遗址出土的泥条

盘筑而成的陶器，都说明北京

地区的制陶技术的进步。在人

类物质文明发展进步的同时，

精神文化活动也不断发展，如

平谷上宅新石器文化遗址发现

的北京地区最早的宗教祭祀用

器物——鸟头形镂孔器。

学占卜 分文武

夏、商两代，肃慎、山戎、亳、

奚等不同的民族或部落，共同影

响着北京地区的教育事业的发

展。到了西周时期，“封建亲戚，

以藩屏周”，封召工与燕，燕立国

800余年，融合北方民族与黄河

中下游文化，使北京成为民族集

结与经济文化交融的重要枢纽。

目前，我们很难从文献中查

到有关燕国是否设置学校的记

载，但是从考古发现和历史阶段

特征可以断定，燕国促进了北京

地区教育文化事业的进一步发

展。燕作为西周初年分封的诸

侯国，继承了周人“敬事上天，遵

法先祖”的思想观念，比较重视

占卜术，在昌平白浮村西周墓发

现的刻有“贞”字的甲骨就可以

证明这一点。在那个时代，卜官

之间传承的不仅是传授一整套

周密的占卜程序，而且也是在传

播文字和文化。除了占卜等为

统治阶级服务的教育科目之外，

西周和春秋时期的燕国教育主

要为文武两大类。武的教育内

容主要有射箭、御术（驾驶战车）

和技击等，文的教育内容应该主

要是书（文字）、数（计数）、诗、

礼、乐和各种典籍等。

教师成一专门职业

战国初年，燕国经历了“子

之篡权”“太子平内乱”“齐宣王

攻取燕国”等内忧外乱之后，燕

昭王励精图治，启用乐毅，一举

攻下齐国七十余座城池，强盛一

时，成为战国七雄之一。大批的

游士云集蓟城，或聚徒讲学，或

著书立说，出现了职业性的教

师。这为“士”的崛起做好铺

垫。为了维护统治，统治阶级大

力培植新的社会基础，“士”的数

量急剧增加。“士”即当时脱离了

直接生产劳动的知识分子，士阶

层从小就需要接受严格的教

育。随着聚徒讲学不断发展，专

门从事教学的人和机构发展起

来。据刘仲华主编的《北京教育

史》所述，先秦时期的燕地，乡里

和家族学校应该是普遍存在

的。一些丧失土地的旧贵族和

失去官职的士，凭借自身掌握的

“礼、乐、射、御、书、数”六艺和各

国历史知识，在乡里和家族学校

等教育机构从事教学活动，被人

们称为“夫子”。还有一部分人

利用学术场所或讲授知识，或

进行学术争论，这些人被称之

为“子”。随着士阶层社会地位

的不断提高，“夫子”或“子”逐

渐成为学者和教师的尊称。

各种史书大量涌现

战国时期教育发展繁荣的

另一个重要表现便是各种书籍，

尤其是各诸侯国史书的涌现。

《汉书·艺文志》载“古之王者世

有史官，君举必书……左史记

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

书。”各国史书的大量出现为教

学活动提供了丰富的素材资源，

逐渐形成了用于教学的教科

书。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是《苏

子》。《汉书·艺文志》记载有《苏

子》31篇。20世纪70年代，长沙

马王堆汉墓出土的战国末年游

说故事汇编《战国纵横家书》中，

有14章出自《苏子》。有教育史

学家认为这是燕国游说策士们

的教学用书。教学内容除了六

艺、历史学之外，还有地理学。

《史记·刺客列传》记载，“得樊将

军首与燕（Yān）督亢（gāng）

之地图，奉献秦王”，这说明荆轲

刺秦王时就携带有燕国“督亢地

图”。这一时期，劳动教育和音

乐舞蹈也得到了一定的发展。

《左传·昭公四年》载有“冀之北

土，马之所生”，表明燕国对于各

种良马的培养和根据马的外形

来判断马的优劣的技术已比较

先进。燕国地处南北交通要道，

各民族杂居，推动了音乐舞蹈的

发展并形成一定的特色。《战国

策·燕三》记载：“太子及宾客知

其事者，皆白衣冠以送之。至易

水上，既祖，取道。高渐离击筑，

荆轲和而歌，为变徵之声，士皆

垂泪涕泣。又前而为歌曰：‘风

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

还！’复为慷慨羽声，士皆瞋目，

发尽上指冠。于是荆轲遂就车

而去，终已不顾。”简单的歌词表

达了悲壮之情，从“变徵之声”变

调为“慷慨羽声”更是展现了荆

轲的唱功，也说明此时燕国音乐

技艺水平达到了较高水平。

文字使用率提高

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和教育

的逐渐推广，文字的应用日趋

广泛。燕国在继承商周文字的

基础上，民间简化字体大量流

行。20 世纪六七十年代，在燕

下都遗址出土的陶器和骨器中

有很大一部分刻有文字。重要

的青铜器上刻的字基本沿用西

周以来的传统写法，字体工整；

而一般日用器物上的字体比较

草率，应该属于民间的自由创

造，讲求简易速成。

综上所述，先秦时期的燕

地即北京地区，专门培养人才

的教育机构普遍存在。因此可

以说先秦时期不仅是中华民族

教育体系萌发形成时期，也是

北京地区教育体系的萌发与形

成时期。

骑射骑射、、计数计数、、礼乐礼乐…………

先秦时先秦时期的期的教育是这样的教育是这样的
李春李春忠忠

研学颐研学颐和园和园
北京市第六十五中学学北京市第六十五中学学生 王厚人生 王厚人

巍峨的万寿山、古色古香的

长廊、清澈的昆明湖、巧夺天工的

十七孔桥……道道风景，共同构

筑，最终化成一座举世瞩目的古

迹——颐和园。跟着历史课本，

我们与历史对话；跟着历史课本，

我们感受文化的温婉熏陶。

在书中记载的悠悠岁月中，

许多历史事件与传说在颐和园

发生：戊戌变法、“铜牛传说”“天

地一家春”……它们如今都化为

历史书上浓墨重彩的一笔，时刻

提醒我们，作为新时代的年轻

人，要勿忘国耻，要有“为中华之

崛起而读书”的雄心壮志。

作为清朝的皇家园林，颐和

园前身是清漪园，是以昆明湖、

万寿山为基址，以杭州西湖为蓝

本，汲取江南园林的设计手法而

建成的一座大型山水园林，是现

今保存最完整的一座皇家行宫

御苑，被誉为“皇家园林博物

馆”。颐和园集传统造园艺术之

大成，借景周围的山水环境，既

包含中国皇家园林的恢弘富丽

气势，又充满自然之趣，高度体

现了“虽由人做，宛若天开”的造

园准则。

跟随书中的描写，读者仿佛

看到彼时这里春意盎然、万物复

苏的景致。柳树的新芽刚刚探

出头，一片新绿便覆盖了满山满

水，青草荡漾，芳香扑鼻。古人

踏着轻快的脚步走近昆明湖畔，

清澈碧蓝的湖面上有几只白鸟

在蓝天白云里展翅而过，还没来

得及定睛细看，却又消失在了翠

绿的山林之中。“春湖落日水拖

蓝，天影楼台上下涵，十里青山

行画里，双飞百鸟似江南。”这般

美景色不仅带给人舒畅的心情，

更带来美的享受。

古往今来，颐和园见证了多

少春秋，又承载了多少人世间的

悲欢离合，却始终如一地伫立在

首都北京。“以古为镜，可以知兴

替”，保护文物就是保护历史。

课本将历史的点滴讲述给如今

的我们，在缅怀与致敬中，我们

更要为美好的明天不懈奋斗。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通过读文、走访、纪录，能够拓展传统阅读体会课本

的模式，让经典文学、历史名著、艺术作品“新”起来，让书本“厚”起来，让陈列在

广阔大地上的遗产“活”起来。从本期起，本报开设“跟着课本去旅行”栏目，以中

学课本或经典读物里的内容为线索，带你一起去旅行。跟着课本去旅行跟着课本去旅行

教育史话教育史话

教育是一个民族进步的基石。在中华民族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教

育文化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为此，本报特开辟“教育史话”专栏，与

读者一起探寻中国古代教育的发展历程，了解其历史风貌，跨越时空回

首沧桑，穿透星云展望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