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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贺拉斯-曼教育改良社会的思想

李子江!杨雪芬
"北京师范大学 教育学部#北京 !##*1)$

摘4要#教育改良社会的思想是贺拉斯0曼公共教育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不断探索教育与人性%国家以及社

会之间的关系#贺拉斯0曼形成了教育是人类趋向完善的加速器%教育是捍卫共和国自由的堡垒以及教育是稳定社会秩

序的道德事业等教育思想$ 贺拉斯0曼教育改良社会思想的形成受到第二次宗教大觉醒运动中人性进步观念%社会改

革精神以及颅相学教育观念的影响#源于他对通过教育解决美国社会问题的不断思考与实践$ 贺拉斯0曼的公共教育

思想与实践促进了美国公共教育的复兴和共和精神的传播#但公共教育却并非是治愈美国社会弊病的解药$

关键词#贺拉斯0曼&教育改良社会&公共教育思想&公共教育运动&第二次宗教大觉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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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贺拉斯4曼"V%FO-ENO..$是 !8世纪上半叶

美国著名的公共教育改革家#被誉为%美国公共

教育之父(' !8 世纪上半期#伴随着新的移民潮

以及美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年轻的共和国面临教

派林立&政党纷争&阶级矛盾等各种社会问题' 贺

拉斯4曼成为力求稳定共和国社会秩序的忠诚卫

士#他将公共教育与社会进步紧密联系起来#希望

通过公共教育来改良美国社会*!+8*

' 在贺拉斯4

曼的倡导下#公共教育逐渐从一种家庭事务转变

为公共事务#被人们视为促进人类完善&维护共和

国自由&稳定社会秩序的手段*"+!!1

' 实际上#贺拉

斯4曼教育改良社会思想的形成并非是一蹴而就

的#!8世纪早期的宗教复兴深深影响了当时的公

共教育运动*(+

#在形塑他的公共教育思想上发挥

了重要作用#但这些因素却并未引起学者们的重

视' 目前#学界对贺拉斯4曼的研究大多围绕其

担任马萨诸塞州教育委员会秘书期间的公共教育

思想及实践展开#有关贺拉斯4曼教育改良社会

思想的形成过程及其背后动因的探究相对比较缺

乏#尤其是对公共教育改革与第二次宗教大觉醒

"@?EUE-%.$ 5FEO@6BO/E.&.S$

#之间的关系研究

不足#一定程度上割裂了教育思想与历史语境之

间的联系' 本文将贺拉斯4曼置于当时宗教&社

会变迁的历史语境中#沿着他的人生轨迹和职业

生涯#重塑他的教育改良社会思想的形成过程并

揭示其背后的动因#力图客观评价其教育思想的

历史贡献#丰富学界对贺拉斯4曼公共教育思想

的认识'

!4教育是人类趋向完善的加速器

许多学者认为#早期的生活环境对贺拉斯4

曼的教育思想与实践最具影响力*!+!#"#*2+!#!

' 贺拉

斯4曼于 !180年出生于马萨诸塞州富兰克林镇'

当时#受美国工业化的影响#清教徒珍视的传统道

德观正被人们的物质欲求不断侵蚀*)+

' 与此同

时#第二次宗教大觉醒促使理性的宗教观念逐渐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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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湖北十堰人#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美国教育史研究'

按照美国学者福格尔的观点#美国历史上共发生了四次宗教大觉醒' 第一次大约从 !1(# 年到 !10# 年#第二次大约从 !*## 年到

!*2#年#第三次大约从 !*8#年到 !8(#年#第四次大约从 !80#年开始' 第二次宗教大觉醒的特征就是将宗教复兴与社会目标相结合#刺

激了一系列社会改革运动#如禁酒&女权运动&反奴隶制&公共教育改革等' 参见*美+罗伯特4威廉4福格尔'第四次大觉醒及平等主义

的未来*N+'王中华#刘红#译'北京!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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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代了旧的宗教教条#这构成了贺拉斯4曼理解

教育与人性关系的宗教和社会背景'

贺拉斯4曼的父母都是重视文化和宗教信仰

的清教徒' 由于家庭贫困#贺拉斯4曼没有接受

太多正规的学校教育#但父母对文化的重视却培

养了他热爱知识的态度' 贺拉斯4曼经常在镇里

的图书馆自学#通过广泛阅读历史和神学书籍#他

认识到当前一代人精神和教育的缺失#并致力于

改变这种状况#他说!%如果我有能力#我将把图

书馆散播到整个土地上))(

*0+!"

3

!(父母虔诚的

信仰同样影响了贺拉斯4曼' 孩提时期#贺拉

斯4曼像其他儿童一样接受着加尔文教义的熏

陶' 但在他 !" 岁时#他的兄弟史蒂芬"U@EA?E.$

在主日期间外出游泳意外去世#牧师借机恐吓其

他信徒!信仰不虔诚便会受到上帝的惩罚' 此事

成为贺拉斯4曼反叛加尔文教义的导火索#他开

始质疑上帝惩罚的可信性*1+!!

#并逐渐建构起一

种新的基督教道德标准和教义**+!(

'

贺拉斯4曼宗教观念的转向正是美国第二次

宗教大觉醒的缩影' 这场宗教复兴运动开始于 !*

世纪 8# 年代末期#一直持续到 !8 世纪 2# 年代'

宗教复兴推动了两大宗教观念的变化!一是强调

%至善论("MEFTE-@&%.&DK$#否定原罪论&宿命论#认

为每个人都可以通过祛除邪恶获得救赎#从根本上

否定了加尔文主义的人性观与社会观*8+"0

,二是提

倡%千禧年论("N&HHE..&OH&DK$

#

#唤起了人们对在

美国建立上帝之国的希望' 宗教觉醒推动了一神

论"Q.&@OF&O.$

$的诞生*!#+!"8

#这种宗教哲学强调教

育可以塑造年轻人的品性#使他们克服基本的欲望

从而走向理性和道德*!!+

#为贺拉斯4曼有关教育

的所有高尚论调奠定了基础' 贺拉斯4曼开始肯

定个体的进步性#他乐观地宣称#%我相信人类可以

改善#且可以加速改善(

*!"+"!!

#而促进人类加速改

善的方式就是教育' 宗教与道德的水乳交融成为

贺拉斯4曼宗教观的重要特征#就像有学者所说的

那样!%那些在别人看来是宗教的东西#在贺拉斯4

曼看来是道德'(

*1+!"

家庭的文化氛围和宗教复兴的乐观精神激励

着贺拉斯4曼对知识的向往' 他在给友人的信中

写道!%是本能而不是财富或名誉驱使我朝向知

识))我所有孩提时代的梦想都是希望为人类的

利益做一些事情))并且#我深信知识是我最需

要的工具'(

*!(+

!*!0 年#贺拉斯4曼考入了布朗

大学' 在布朗大学自由的氛围中#他为梦想找到

了坚实的知识基础*!2+

#遂更充分地理解了%知识

是为人类幸福效命的工具(这句话的含义*!)+

' 他

的人道主义倾向也得到充分发挥#开始%感觉到

真正的宗教就是培养一种社会责任感(

*0+!*

'

除了知识的滋养#实践活动对贺拉斯4曼的影

响似乎更为重要' !*!1 年#贺拉斯4曼加入了布

朗大学著名的辩论社555联合兄弟协会 "@?E

Q.&@E$ <F%@?EFDU%-&E@G$

%

#他曾多次在协会主办的

辩论和演讲活动中阐释他的理想555受过教育的

人应承担起为人类造福的社会责任*!0+

' 在毕业典

礼中#贺拉斯4曼的毕业演讲2促进人类的尊严和

幸福3 ";#$5(2=>20/=92,"$%$,)'&)#$?>%2,

!1$"+$-+, @+A,+)62,= ?211+,$--$ 将一神论主张的

乐观精神和使命意识阐释得淋漓尽致#充分展示了

他在自由派福音主义&影响下的社会观和教育观#

即虽然社会中仍然广泛存在异教徒&怀疑论者和邪

恶者#但受过教育的人终将消灭掉这些痛苦的根

源#人类也会发展到一个更高的层次!智慧和美德

将会增加#慈善家将会帮助需要救济的人#自由机

构将会废除压迫))千禧年就在眼前**+"(#*!0+

'

可以说#宗教复兴中兴起的人性进步观是他

思考人性&社会和教育之间关系的重要基础' 虽

然当前社会中传统的道德精神正在被侵蚀#但贺

拉斯4曼坚信教育能帮助人类铲除邪恶&提高智

慧和道德#因此#教育是人类趋向完善的加速器'

对人性&教育和社会持有的进步信念成为他未来

02!

#

$

%

&

千禧年一词出自2新约4圣经4启示录3#指耶稣将在 !###年后再次降临人间#并在世界上建立和平与公正的国家#也就是上帝之

国' 这种乐观的末世说成为刺激基督徒们改革现世的动力'

一神论又称一位论' 通过清教徒从欧洲带到美国#并发展为一种自由主义&理性主义与福音新教的结合物#强调人性本善和对更

高标准的道德生活的追求' 第二次大觉醒期间#其影响不断扩大#一神论教徒将宗教活动从思想领域转到社会领域#其信条在实践中演

变为人道主义' 贺拉斯4曼的社会改革事业就是基于这种人道主义关怀'

该协会成立于 !*#0年#是当时布朗大学著名的学生社团之一#主要关注早期共和国的政治活动#并致力于阐释和推进杰斐逊主义

的美德'

福音主义根植于美国的清教主义和两次宗教大觉醒' 美国的福音派是指个人以信仰2圣经3为基础的教徒#在第二次宗教大觉醒

时期占据了正统地位#并分裂为保守和自由两派#自由派神学是伴随着美国的现代化和世俗化产生的#他们利用科学与新学说重新解释

圣经#强调上帝的现实性#最典型的体现就是一神论思想' 参见董小川'美国宗教史研究*N+'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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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的重要支撑点#他毕生都在践行着孩提时代

的梦想555为人类行善'

"4教育是捍卫共和国自由的堡垒

从布朗大学毕业后#贺拉斯4曼开始从事法

律和政治工作#投入到社会改革的潮流中#真正成

为他所宣称的%受过教育的人(#并在此期间认识

到公共教育对共和国自由的重要性'

!8世纪初#美国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拉大

了贫富差距&激化了劳资矛盾#城市犯罪问题也不

断增加,另外#伴随着新的移民潮#大量信奉天主

教的爱尔兰人&德国人&英国人和斯堪的纳维亚人

充斥着美国的劳动力市场#损害了本地人的经济

利益' 经济上的矛盾加剧了政治和文化冲

突*8+*#

#特别是宗教偏见#在煽起排外主义情绪上

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 !8 世纪 (# 年代#

随着不同阶级&宗教&种族之间的异质性冲突愈演

愈烈#如何有效地解决社会异质性问题&维护共和

国的民主与自由成为改革者们探寻的主要话题'

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第二次宗教大觉醒将

宗教复兴与社会目标紧密联系起来#强调%宗教

复兴对于保证美国社会与宗教制度万世不朽的重

要作用(

*8+"!*

' 随着宗教复兴的推进#一种比一神

论更为激进的流派555超验主义产生了' 超验主

义者拉尔夫4爱默生"bOHA? c';KEFD%.$宣称#

%人类及其社会制度能够被无限地改进(#从哲学

原则上确立了整个社会改革运动的合理性*!+8(

'

同时#福音领袖们也不断地向人们灌输这样一种

宗教使命观!社会改革旨在将美国塑造为基督二

次转世的福地#以迎接千禧年的到来*8+"1

' 从这

方面讲#宗教觉醒孕育了改革' 正如大觉醒时代

的著名人物查尔斯4芬尼"P?OFHED5'̂ &..EG$所

言#%社会改革运动是人们在追求社会净化过程

中表现出的一种必然特征(

*!1+("0

#人们相信通过

改革可以改善社会道德#让更多的人享受到上帝

的福音' 以上超验主义和宗教使命观深深影响了

贺拉斯4曼的改革理念*!0+

#贺拉斯4曼以传教士

般的热情投入到社会改革运动中'

在贺拉斯4曼所珍视的改革事业中#没有什

么比教育更重要' 他认为教育改革必须成为所有

社会改革的基础*0+2(

3

2)

#这种信念与他的职业经

历密切相关' 在从事法律和政治工作后#贺拉

斯4曼发现#虽然美国的法律逐步完善#法官也不

断增加#但犯罪问题仍像一个毒瘤一样存在

着*!*+!"

' 另外#%杰克逊民主(时代的到来一定程

度上松动了原有的社会地位与政治特权之间的必

要联系#在更加自由和民主的社会中#自由权利很

可能被滥用**+(1

3

(8#20

#公民的智慧和道德遂与国家

的民主自由更加休戚与共' 因此#共和国急需的

是一场能够综合启蒙运动的公民目标与宗教大觉

醒的进步信念的运动#这便是 !8 世纪 (# 年代兴

起的以贺拉斯4曼为主要领导者的公共教育改革

运动*!!+

' 作为一个政治人#贺拉斯4曼高呼学校

是%共和国的防线(%是自由坚不可摧的堡垒(#他

比任何人更加提倡通过立法来推进公共学校的

发展'

实际上#强调通过立法促进公共教育发展的

理念并不是贺拉斯4曼的独创#而是对美国早期

共和主义教育观的回应*!8+!#0

' 马萨诸塞州的公

共教育传统十分久远#甚至可以追溯到 !021 年颁

布的%老骗子撒旦法("B0= @$0>=$(!2)2, /")$#它

要求每个城镇都要建立公共学校来教育儿童' 建

国之后#许多人都提议过要发展公共教育#尤其是

托马斯4杰斐逊"Y?%KODLETTEFD%.$#他在建国初

期就有先见地将教育视为一种公共事务#将建立

公共学校视为防止暴政&维护共和国民主与自由

的手段' 随着私立学校的发展#马萨诸塞州上百

年的公共教育传统在 !8 世纪 "# 年代走向了衰

落' 在这种情况下#詹姆斯4卡特"LOKED5'POF@[

EF$等第一批教育改革领导者展开了一场致力于

马萨诸塞州公共教育复兴的改革运动兴起' 卡特

认为公共学校的衰落会威胁社会的稳定#加深不

同阶层之间的偏见和仇恨#因此#有必要通过立法

发展公共学校#让所有学生进入同样的学校学

习*"#+0!

3

0!

' 在卡特的提议下#马萨诸塞州成立了

教育委员会#为贺拉斯4曼领导公共教育改革铺

平了道路' 虽然贺拉斯4曼只是杰斐逊&卡特等

先驱人物的追随者#但他对公共教育的宣传和领

导作用却无人能及'

总之#基于青少年时期形成的进步人性观和

新教强调的改革精神#贺拉斯4曼在社会改革中

逐渐认识到共和国中法律的局限性和学校的重要

性' 他开始将公共教育改革视为社会改革的基

础#在 !8世纪新教精神的基础上重新诠释了杰斐

逊共和主义的教育观555培养合格公民的教育是

捍卫共和国民主和自由的堡垒555并将其从知识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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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面上升到道德层面*"!+!2!

'

(4教育是稳定社会秩序的道德事业

一神论者长期以来一直主张教育是改善道德

不可或缺的手段*""+

#而贺拉斯4曼坚信普及公共

教育比完善法律更有助于解决社会问题#并从法

律和政治转向教育事业#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

他坚信教育的道德功能是保障社会理想实现的重

要因素' 因此#把教育视为一种道德事业是理解

!8世纪公共教育思想的关键#也正是在这点上#

公共教育运动带有了近乎福音的宗教特性*(+

'

!*(1年 ) 月#贺拉斯4曼被提议担任马萨诸

塞州教育委员会秘书' 在他犹豫是否接受此职务

之际#一群纵火犯放火烧毁了他的办公楼#两周

后#他又目睹了一场导致大规模抢劫和数十人受

伤的波士顿街头骚乱' 这些动乱事件的爆发加深

了他对社会动荡的担忧#人民需要加以控制和引

导#但是不应该通过权力和暴力#而应该用一种更

加美国的方式555教育#然而#%受过教育的&富

有的&智慧的(人已经放弃了引导和教育人民的

责任*"#+0!

' 几番权衡后#贺拉斯4曼不顾亲友的

反对#毅然决然地投入到教育事业中' 贺拉斯4

曼在给友人的信中阐述了他的动机!%我已放弃

法律#进入一个思想和道德的领域' 现在这代人

几乎是不可塑的#我正在把努力转向下一代))

对前者不会产生影响的力量施加给后者可能会更

有效'(

*0+*(显然#杰斐逊曾探讨过的自由&公共教

育以及共和政府之间的关系#也正是贺拉斯4曼

公共教育思想的主线' 在贺拉斯4曼看来#再完

美的政治结构都不能从根本上保障公民的权利和

自由#只有让知识在民众中广泛传播#自由才能得

到保障#因此#%美国的自治实验若离开普遍的教

育将永远不会成功(

*"(+!8

' 乔治4斯普林也曾评

价道!%贺拉斯4曼之所以从律师变成一名教育

领导者#是因为他相信学校教育是推动社会前进

的关键所在'(

*"+!2

公共教育改革能在马萨诸塞州广泛开展离不

开人们学校教育观念的变化' 在当时#除了贺拉

斯4曼及其志同道合的教育改革者#学校已逐渐

被一些开明人士视为提升城市生活质量的关键性

机构#因为它能阻止新英格兰品格的堕落和城市

中日益严重的社会问题的蔓延*"2+(#

' 正如他的朋

友威廉4钱宁"c&HH&OK;'P?O..&.S$所言#%教育

能把人们的能量引导到正确的道路上'(当教育

委员会在 !*2#年受到抨击&面临废除危机时#正

是这种%学校可以促进社会进步(的信念使得委

员会最终得以存活*"#+1!

' 但对贺拉斯4曼而言#

这种信念多了一分宗教%使命感(' 提及公共教

育改革#贺拉斯4曼认为%这是上帝的指引#以带

领人们穿过世界的迷宫(#因此#他将会%竭尽全

力为人类谋取福利(

*0+8!

3

!#8

' 在鼓励亨利4巴纳

德"VE.FG<OF.OF$$的信中#贺拉斯4曼心中流淌

的福音主义动力一览无余' 他写道!%什么样的

事业才是高贵的事业- 什么样的事业才能拥抱未

来的福音- ))欢迎您成为教育事业中的一

份子'(

*"2+22

贺拉斯4曼赋予了公共教育如此强大的社会

功能#那么#在他的思想体系中#教育又如何实现

改良社会的理想呢- 答案就是通过提供给儿童共

同的学习机会#灌输共同的宗教信仰&政治信条&

道德标准等#缓解不同教派&党派&阶级之间的冲

突#塑造有智慧&理性与道德的公民#从而解决各

种社会秩序问题' 不可否认#贺拉斯4曼所主张

的宗教教育&政治教育&智力教育&道德教育与当

时福音传教派主张的理念有着惊人的相似#都体

现出 !8世纪美国一神论的理性主义和宽容主义'

在宗教教育方面#贺拉斯4曼极力排斥教派

学校#反对劝诫儿童皈依某个教派#主张不加任何

主观评论地阅读2圣经3#培养儿童理性判断的能

力*")+1(#

' 他认为这样的宗教教育能普遍地塑造

基督教品格和道德#避免各教派陷入对公共教育

无休止的争夺之中#从而缓解宗教对立与冲突'

在政治教育方面#他认为学校应远离党派纷争#讲

授那些维系人们共同政治信念的共和主义信条#

引导儿童通过法律&投票而不是暴力的方式来解

决问题' 这样#共和国的儿童就会摆脱狂热的不

宽容主义' 除了缓解宗教纷争&稳定政治秩序#公

共教育提供的智力训练还能促进经济的复

兴*!2+)2

' 在2第五年度报告3中#贺拉斯4曼特别

强调了公共学校开展智育的经济价值#致力于让

人们相信教育能够改善所有人的生活境况' 他向

人们呼吁%教育是最可靠的积累财富的手段(#能

从根本上缓解劳资矛盾#因为普及公共教育不仅

能减少报复性的暴力行为#还能够打破穷人愈穷&

富人愈富的社会弊病#给所有人以平等的机会#消

除人为的社会鸿沟*")+080

3

1#8

'

*2!



第 !期 李子江#等!论贺拉斯4曼教育改良社会的思想

对于贺拉斯4曼来说#教育最重要的作用就

是提升道德#进行道德教育是%社会存在的基本

需要(#对于减少犯罪问题&塑造理性公民&维护

国家民主秩序最为重要#因此#道德教育应该凌驾

于其他教育之上' %共和国教育的本质不能仅仅

是智慧的#价值观不可避免的要摄入其中(%智慧

永远不会主持立法大厅))直到公共学校或其他

机构创造出一种更有远见& 更纯洁的道德

))(

*")+08)他在很多场合都毫不吝啬地向人们宣

扬公共学校的道德教化功能'

要理解贺拉斯4曼对道德教育的强调#必须

要提到颅相学"M?FE.%H%SG$

#对他的影响' 贺拉

斯4曼在担任马萨诸塞州教育委员会秘书后#成

为一位颅相学信仰者' 英国颅相学运动最重要的

领袖乔治4库姆"5E%FSEP%K]E$是贺拉斯4曼入

门颅相学的引领人' 库姆深信人的可教育性和社

会的进步性#并将颅相学作为探究道德伦理&社会

改革和教育改革的依据' 在颅相学传入美国之

时#贺拉斯4曼就阅读了库姆的2人类体格3";#$

*',-)+)>)+', '&C2,$

$

' 他称赞这本书将心理学与

宗教和谐地结合起来#其中的哲学思想是教育实

践的唯一基础*"0+

' !*(* 年库姆访问美国期间#

贺拉斯4曼与库姆结交为朋友#两人在余生中就

教育问题保持着密切的联系*0+!("

' 库姆的学说成

为他设计课程的重要思想基础#贺拉斯4曼确信#

虽然社会中的不良倾向不可能完全消失#但可以

通过有意识地培养仁慈&道德等品质进行有效的

遏制*2+!#8

#从而实现更美好的社会' 可见#颅相学

为宗教复兴中的人性和社会进步观提供了%科

学(依据#肯定了教育的道德功能#强化了贺拉

斯4曼通过教育改良社会的信心' 他称赞公共教

育是最伟大的事业#人类进行的各种政体&法律&

宗教等方面的探索都未能纠正社会中的恶行和犯

罪#而教育是一个未被尝试过的更有前景的实

验*")+1#2

3

1#)

' 如果按照颅相学的原则对儿童进行

品格训练#那么旧时代新英格兰的美德将会再次

占据上风#教育将取代立法&教师将取代警察#继

续为社会的稳定保驾护航*0+01

3

1(

'

简而言之#对社会异质性问题的担忧&对法律

的社会效能的失望以及对公共教育的道德功能的

坚信#是激励贺拉斯4曼投身公共教育的主要因

素' 接触到库姆后#颅相学更是成了坚定其教育

信心的一种%科学(依据' 在公共教育改革的实

践中#贺拉斯4曼将共和主义的教育观具体化#他

设计的公共教育课程成为实现社会改良理想的重

要抓手#而道德教育在贺拉斯4曼的教育规划和

社会理想中无疑是最重要的一环'

24结语

贺拉斯4曼教育改良社会的思想是 !8 世纪

上半叶宗教改革精神和社会现实问题的写照' 公

共教育改革是贺拉斯4曼为解决 !8 世纪上半叶

的社会问题&维护共和国民主与自由提出的应对

之策#他将教育视为治愈众多社会弊病555贫困&

犯罪&无知&懒惰和贪婪等的解药*"#+0!

3

0"

#而第二

次宗教大觉醒中的人性进步论&新教改革精神与

颅相学教育观念构成了他所有教育思想与行动的

基础' 从教育是人类趋向完善的加速器#发展到

教育是捍卫共和国自由的堡垒&是稳定社会秩序

的道德事业#贺拉斯4曼一生都抱以虔诚的内在

信仰来理解教育与人性&国家和社会之间的关系'

在他看来#依托他所设计的课程及教育系统#公共

教育便能通过促进个人的完善来实现美国社会的

重生*"2+2)

'

!8世纪中期的公共教育改革之所以在当时

被称为%教育复兴主义(不是偶然现象' 在贺拉

斯4曼的眼中#教育改革不是一种%任务(#而是

和其他人道主义社会改革一样#是一项实现人类

救赎的%事业( "-OWDE$

*"2+22

' 在担任马萨诸塞州

教育委员会秘书期间#贺拉斯4曼平均每天工作

!)小时以上#他积极地发表演讲提高公众的教育

信心#勇敢地与各种保守势力做斗争#取得了突出

的工作成效!马萨诸塞州通过了美国第一部真正

意义上的义务教育法#公共教育的拨款翻了一番#

教师工资大幅度增长#学期整整延长了一个月#新

建了 )# 所公共学校#还筹建了 ( 所师范学校#并

82!

#

$

颅相学又称骨相学#是一种有关大脑和性格科学的综合理论#产生于 !* 世纪末的维也纳#!8 世纪成为最受欢迎的通俗%科学('

!8世纪二三十年代#颅相学传入美国#引起美国学术界和大众的兴趣#并被广泛应用于选择职业&治疗精神病&教育子女等方面' 参见

*英+罗杰4库特'大众科学的文化意义555!8世纪英国颅相学及其认同组织*N+'张丑良#施义慧#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2人类体格3出版于 !*"*年' 在此书中#库姆用颅相学理论建构起一种道德自然法则!快乐取决于智力和道德对兽欲的抑制' 道

德自然法主张反对既有社会秩序&提高社会道德状况&创造更人道的社会' 此书出版后库姆的颅相学开始被广泛应用到教育领域'



当代教育理论与实践 "#"#年第 !"卷

改进了教学法*1+08

' 贺拉斯4曼在马萨诸塞州开

展的公共教育改革成为其他州模仿的榜样*"1+"*!

'

到 !*0#年#绝大多数州都建立了公共学校制度#

全国超过半数的儿童已经能得到一些正规教

育*"+!)

' 不仅如此#在他的大力推广下#公共教育

的观念在美国得到了广泛传播*"*+")*

3

"0"

#公共学校

成为自由主义传统的一部分#为此后美国公共教

育的改革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福音主义赋予了贺拉斯4曼对教育事业传道

士般的热情和动力#但这束%福音之光(却未能照

耀普世' 宗教的排他性意味着公共学校在宗教和

政治方面不可能完全保持中立' 在公共学校萌芽

之初#它就散发出毋庸置疑的泛新教沙文主义气

息' 当时#所有的教派学校都被排除在公共基金

之外#税收只用于新教公共学校的运作' 当天主

教徒在纽约争取公共资金开办他们自己的学校

时#引起了强烈的反对和普遍的反天主教情绪'

在爱尔兰裔的天主教穷人眼中#公共学校倡导者

们就是一群种族主义者#将天主教的儿童和家长

边缘化' 所谓的%消除差距(不过是通过塑造%一

致性(和%共同性(实现了一定程度的社会控制#

成了一种同化工具' 从现实层面来看#贺拉斯4

曼的教育信心影响了他对美国社会本质的判断'

贺拉斯4曼强调公共学校是一个%消除社会上人

为差距(的地方#但正因如此#很多富裕家庭让其

子女远离公共学校*"8+

'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贺拉

斯4曼提倡的让所有儿童进入同一个课堂的理想

在美国公共学校中并没有实现#贫困犯罪&种族隔

离&教派斗争&劳资矛盾等社会问题依然存在' 教

育变革似乎并没有引起经济和社会的广泛改善#

而改革者企图将社会问题的矛头指向教育#反而

成为拒绝直接的社会改革的借口' 一定程度上

说#贺拉斯4曼倡导的公共教育并非是治愈美国

社会弊病的一剂%解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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