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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

牛麗玲，女，1981 年 12 月，山西高平人，華南師範大學教育史博士，現在西安石油大學高教研

究與評估中心工作，講師，主要從事近現代教育史、中外教育交流史及高等教育管理方面的研

究。

提    要

留學教育史是中國教育史的一個重要組成部份，留學生促進了中外文化的交流，對現代中

國社會的變革產生了深刻的影響。廣東地處中國最南端，對外貿易頻繁，受西方文明的影響較

大，留學教育較早步入了全國的先進行列。

開風氣之先的政治變革也為廣東的留學教育添上了獨特的色彩。辛亥革命爆發，政權更疊，

中華民國建立。廣東是革命的策源地，1917 年的護法運動更增強了對中央政府的離心力，促使

其與北方政權分庭抗衡。以孫中山為首的護法軍政府在廣州成立，形成了一個國家、兩個國會、

兩個政府的特殊局面。在這種社會環境下，廣東地方政府在留學生選派及管理上有很大的自主

性。南京國民政府成立後，廣東的留學教育逐漸規範化。自 1929 年至 1936 年，陳濟棠統治廣

東的時間長達七年以上，對三十年代廣東的政治、經濟、軍事、教育、文化等方面均產生過重

大影響。陳濟棠主粵時期，他利用國內軍閥混戰的局面，使南京國民政府對廣東鞭長莫及。正

是在這樣一個相對獨立、穩定的環境下，廣東的經濟和教育各方面都開始穩步發展。陳濟棠主

張以「三民主義」訓育學生，提倡教育職業化，要求「悉力擴張農、礦、工、商等科」，影響著

廣東留學教育發展的方向。

抗日戰爭爆發後，廣東的留學教育陷入停滯時期。廣東留學生多數選擇了回國，少數繼續

在國外學習。抗日戰爭後期，全國留學教育開始恢復，中央教育部控制了所有留學生的考選和

派遣，廣東省作為一個地方政權喪失了派遣留學生的權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