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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

喻忠恩（1970 ～），男，江西省彭澤縣人，博士，副研究員，廣東技術師範學院教師。近年來，

發表教育史、職業教育領域專業論文 40 餘篇。

提    要

國語教育是中國語言教育現代化乃至中國教育現代化的重要組成部份。從社會歷史學的角

度，深度探討國語教育與地方社會發展變動之間的關係，是教育史學界尚未深入研究的一個領

域。基於這一認識，本書以民國時期廣東國語教育為切入點，試圖從區域國語教育的角度，勾

勒出民國時期國語教育政策在廣東省實施的基本過程、具體形態，並對制約國語教育政策在廣

東發生變形的主要因素進行分析。

總的來看，在 1920 至 1937 年間，無論是與中央政府國語教育政策的相關要求相比，還是

與國內其它地區國語教育實施的情況相比，廣東國語教育所顯現的特點是極其明顯的滯後性。

而進一步考察廣東國語教育的演進過程，人們會發現，導致廣東國語教育滯後的因素卻極其複

雜。為便於考察民國時期廣東國語教育演進的基本過程，並分析其間制約其發展的諸項因素，

本書結合民國時期廣東政治局勢發展的重大變化，以中央與地方之間的關係為參照點，將廣東

國語教育的主要進程劃分為四個時期。

一、20 年代初，廣東國語教育開始了艱難的起步。這一時期廣東國語教育的基本特點是，

新的語言教育思想、內容以及方式在一定範圍內被接納，但是既有的教育思想、觀念乃至做法

勢力更加強大。本書認為，造成這一局面的主要原因是廣東比較特殊的政治身份。即廣東既是

北洋政府治下的一個省份，又是國民黨建立獨立政權的所在地。這種特殊的政治角色與省內複

雜混亂的政局，使得廣東的國語教育受到來自多種勢力及其觀念的複雜影響。

二、國民黨「二大」至南京政府基本統一中國時期，廣東的國語運動曾經一度形成高潮，

但仍沒有走出國語教育落後的困境。本書認為，儘管從國民黨「二大」到南京國民政府基本完

成全國統一之時，廣東的身份已經由「中央」演變為革命後方，但在國民黨人內部各派系爭權

奪利的過程中，語言成為了革命以及革命正統的重要象徵。國語教育的一時勃興，以及國語教

育不能取得應有的成效，在很程度上是因為受制於廣東籍國民黨要人與蔣介石集團之間的政治

爭鬥。

三、陳濟棠主粵期間，廣東的國語教育處於邊緣化的地位。由於幾乎沒有受到來自南京中

央政府的干預以及影響，廣東的國語教育邊緣化與語言教育多元化同時並存。一方面，文言文

教育、方音教學的盛行；另一方面，英語、世界語以及拉丁化新文字的傳播與教育在這一時期

的廣東盛行一時。本書認為，這一時期廣東政治上的半獨立狀態使得廣東具備了一個對內封閉、

對外開放的文化教育環境。在這種相對獨特的文化環境下，廣東的語言教育受到來自地方當局

主政者以及外來的影響大於來自中央及國內其它地區的影響。

四、「兩廣事變」解決後，作為國民黨中央統治下的一個普通省份，廣東幾乎是不折不扣地

按照教育部的相關指令推行國語教育，但成效仍然不著。本書認為，在廣東被納入國民黨中央

統治以後所開展的國語運動、國語教育，本質上這一時期廣東國語教育完全被政治化，成為實

現政令統一、意志統一的工具。另一方面，這種被異化了的國語教育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又被

地方政府所利用。在此政治意圖之下，中央政府和地方當局均不大可能真正努力推行國語教育。



民國時期的廣東國語教育是廣東相對獨特的政治、文化以及語言發展綜合影響下的產物，

因此本書在結語中還從總體上對廣東國語教育滯後的原因進行了綜合分析。同時，本書認為在

一個相對統一語言的國家裏，地方方言的封閉圈只能使得本區教育難以吸納整個社會教育革新

與發展的新成果，最終難免處於落後的狀態。而廣東國語教育雖然以滯後性為特點，但在一定

程度上代表了當時國內國語運動及國語教育發展的基本軌跡。最後，本書還以歷史為參照，結

合當代中國語言教育的現狀，為國家語言規劃、語言改革以及語言教育政策的制定與實施提供

一些參考性的建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