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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观应人才观论略
黄振位

(广 东省社会科学院 研究员 广州 5 160 10)

[提 要 ] 近代早期启 蒙思想家郑观应的人才观
,

大致包括人才 的重要性
、

如何培养人才

和培养何种人才三个方面
,

并提出不少独到的见解
,

颇具借鉴 意义
。

诚然
,

郑观应的人才

观也有其局限性
,

值得我们认真清理和总结
。

〔关键词 」郑观应 人才观 局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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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中国
,

举凡主张革故鼎新
、

强国富 民的政治家
、

思想 家和改革家都是 注重发

现
、

培养和造就人才的
。

近代早期改良主义者和启蒙思想家郑观应
,

把人才问题放在十

分重要的地位
。

他的人才思想是他维新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

他的人才观是当时中国社

会认识人才问题的侧影
。

他对人才问题的重要性
、

如何培养人才
、

培养什么样的人才等

问题
,

都作过具体阐述
,

提出颇有见地的看法
。

本文就此试作简析
。

一
、

关于人才的重要性问题

人才是人类的精华
、

时代的精英
,

是社会群体中出类拔萃的人物
。

古往今来
,

尽管

多少有识之士对人才问题的理解和认识各有差异
,

但有一点是基本相同的
:

就是都能认

识到人才对治国兴邦的重要性
。

郑观应也是如此
。

郑观应把人才摆在关乎政权更迭
、

国家兴亡的高度来审视
。

他认为
: “

所谓为政贵

在得人
,

其人存
,

其政举
;
其人亡

,

其政息者
,

此也
。 ’ , ①他指 出

: “

国家之盛衰
,

在于

人材
” ② 。

郑观应之所以能认识到人才问题的极端重要性
,

大致基于以下原因
:

其一
,

对中国国情深切的了解
。

郑观应所处的时代
,

正是中 国国难深重的年代
。

他

出世的那年就是英 国威逼清朝政府签 汀中 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
《南京条

约》 的那一年
。

该条约破坏 了中国的领土完整和关税
、

司法等主权
,

开创了资本主义列

强用条约的形式
“

合法化
”

地掠夺和奴役中国的先例
。

随后
,

爆发了英法侵略中国 的第

二次鸦片战争
,

日本侵略中国 的中 日甲午战争 ; 签订了 《中俄暖挥条约》
、

《中美天津条

约》
、

《中英北京条约》
、

《中法北京条约 》
、

《中俄北京条约 》
、

中 日 《马关条约 》
、

《辛丑

条约》 等一系列丧权辱国 的不平等条约
。

这样
,

中国的大门被帝国主义的刺刀和大炮打

开
,

世界列强掀起 了一股瓜分中国的风潮
,

逐步把中国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
。

郑

观应耳闻 目睹了国家 日益沦丧的社会现实
,

熟谙社援国情之艰辛
,

深有感触地说
: “

我

国昔与外国所立条约
,

受害甚深
,

事事悉为人所掣肘
。 ’ ,③他认为

“

我 国积弱数千年之

原
,

由于怀私
,

怀私由于政行专制
,

只知利己
,

不知爱国
。

不知爱国
,

则不能合群
,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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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涣散
’

心
,

致使
“

吾国今 日四分五裂
,

几不成国
。 ” ⑤郑观应通过对国情民意的了解和分

析
,

已经充分认识到
,

世界列强和封建军阀是造成中 国 日益衰败的根本原因
,

但还有一

点也是不可忽视的
,

这就是未能举贤用能治理国家
。

他以国会议员的选举为例
,

说
:

欧

美各国的议员选举
,

是推举有道德
、

有学识
、

有经验
、 `

且能代表民意的人来担任
, “

吾

国则不然
。

自民国以来
,

每逢选举
,

无一不由于运动
。

遂至珍重有才之士
,

则鄙薄之而

不屑为
;
而柒黯者流

,

则相争而靡 已
。

一邑如是
,

一省如是
,

即推之各省
,

亦莫不如

是
。

所 以一开 国会
,

糜集京师
,

遂成一丘之貉
。 ” ⑥他认为

,

国家和 民族之所以不能振

兴
,

除了列强侵略
,

军阀专制的因素外
, “

然议员亦难辞咎也
。 ” ⑦

其二
,

对国际形势的客观分析
。

郑观应在青少年时代就开始学习英语
, “

究心泰西

政治
、

实业之学 ,,@
,

对西方国家的情形已有所了解
。

随后
,

他通过经商
,

往来于泰国
、

越南
、

柬埔寨
、

马来西亚等国家和香港
、

澳 门地区
,

并与美 国
、

德国等 国家有商务往

来
,

还经常辗转于广州
、

上海
、

北京
、

天津
、

武汉
、

厦门
、

重庆
、

桂林等地
,

对世界大

势尤其是对欧美发达国家的政治
、

经济
、

军事作过调查研究
,

对其用人问题有所体察
,

深感到人才对于一个国家的发展确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

他列举了美
、

英
、

法
、

德
、

日等

国家于近代之所以能迅速崛起
,

关键在于人才
。

他说
: “

横览环球各邦
,

其国运之隆替
,

莫不系乎人材
” ⑨ 。

他还联系到中 国 的实际
,

说
: “

方今强邻环视
,

若无人材
,

势难 自

立
。

倘仰人保护
,

必利权旁落
,

不继波兰必蹈埃及覆辙矣
。 ” L

其三
.

对历史经验教训的认真总结
。

我国的人才思想渊源久远
,

极其丰富
,

是中华

文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

早在春秋战国时期
,

就有人提出
“
有能则举

” 、 “

选贤使能
”

的主张
。 ⑧及至近代

,

人才思想更有进一步发展
。

如梁启超就指 出
:

变法之本在于培育

人才
, “

盖中国今 日之大患
,

苦于人才不足
’ ,L 。

对于我国人才思想的精华
,

郑观应很注

重吸纳
,

认真总结
。

他说
: “

我中国文明开寰宇之先
,

唐
、

虞之时已臻盛治
。

迄乎三代
,

文化尤隆
:

设学校以教士
,

授井田 以养民
。

… …降及春秋
,

群雄竞伯
,

人各 自私
,

生民

涂炭
,

教养之道荡然无余
。

… …此三代以下
,

人材不世 出
,

民生所 以 日促也
。

悲乎 !
’ ,L

他还联系 国 内外形势
,

以世界上的发达国家和落后国 家作了对比论证
,

阐明印度
、

越

南
、

缅甸
、

泰国等国家之所以落后
,

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教养失道
,

缺乏人才
,

致使衰弱

沦亡
; 而英

、

美
、

法
、

德诸国之所以昌盛发达
,

一个重要原因在于
“

人材济济
,

国势以

强也
。 ”

于是
,

他得出 了
“

人材众则百事兴
”

’

的结论
。 。

郑观应通过对世界各国的对 比分析
,

联系到我国的现实
,

指出
: “ `

前车之覆
,

后车

之戒
。 ’

我中国教养之道
,

自三代 以后渺矣无闻
,

政治 民风江河 日下
。

方今时事 日非
,

国势益促
,

外有强邻环视
,

内有伏莽堪虞
。 ” “

今 日之计
,

宜废八股之科
,

兴格致之学
,

多设学校
,

广植人才
,

开诚布公
,

与民更始
。 ’ ,⑥

郑观应在探究古今中外培养人才的经验教训中
,

某些看法虽有偏颇之处
,

但有一点

是很明确的
,

就是他始终把培养人才作为强国兴邦之要道
,

这一点是非常可取的
。

二
、

关于如何培养人才问题

关于人才培养问题
,

由于世界各个 国家的国情不同
,

因 此
,

其途径不一
,

环节有

别
,

方法各异
。

那么
,

我国应该如何培养人才呢? 郑观应广泛地研究和考察了世界各国

特别是欧美和 日本等国家的人才培养状况
,

结合中国的实际
,

有其独特的思考
,

提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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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的主张
。〕

第一
, “
蒙养

” 。

郑观应这里所指的
“

蒙养
” ,

主要是指家庭启蒙教育
,

特别是
“

母

教
”

他说
,

中国不想富强则已
,

若想富强
,

必须广育人才
; “

如广育人才
,

必 自蒙养

始
;
蒙养之本

,

必 自母教始
;
母教之本

,

必 自学 校始
。 ”

为什么要强调
“

母教
” ? 因为

“

褪释之婴
、

孩提之童
,

亲母之 日多
,

亲父之 日少 ; 亲母之性多
,

亲父之性少
。

由六 七

岁有知识
,

以迄十二三岁
,

天性未漓
,

私欲未开
,

母教之如种花漪果
,

灌溉栽培
,

先养

其根本
。

教子女亦然
,

凡衣服
、

饮食
、

嬉戏
、

步趋
,

皆母得而引 导焉
、

指授焉
、

勉励

焉
、

节制焉
。 ”

他还认为
,

在启蒙阶段
,

如果母教教养得好
,

则容易成才
,

若教养不好
,

则难于成才
。

他还 以孟母和欧 阳修之母教子成才 为例
,

说明母教蒙养对成才 的重要
J

胜
。
L

第二
,

兴学
。

兴学育才
,

是郑观应一贯的主张
。

他说
: “

学校者
,

造就人才之地
,

治天下之大本也
。 ” L又说

: “

教育为立国之本
,

国运之盛衰 系之
,

国步之消长视之
。 ” L因

此
,

他把办学作为培养人才最重要 的途径
。

他认为
,

办学就要举办各种层次
、

各种专

业
、

不同类型的学校
。

普通教育方面
,

中国古代就设立有
“

家有塾
,

党有库
,

州有序
,

国有学
” ,

即设有各级学校
。

这种做法仍需仿效
,

但要结合实际需要有所发展
, “

务使各

州
、

县遍设小学
、

中学
,

各省设高等大学
’ ,

0
。

这些普通教育的教学内容应有
:

语文
、

算术
、

历史
、

地理
、

生物
、

格致
、

图画
、

体操
、

习字 等
。

专业教育 方面
,

要 开办工
、

农
、

医
、

军事
、

艺术等各种专业学校
,

以更好地培养专门人才
。

业余教育方面
,

郑观应

主张在职培训
,

认为这也是一种成才的方式
。

特别是对于
“

贫寒子弟
,

为急于谋食而不

暇人学堂者
,

尤宜遍设半 日学堂
,

或半夜学堂
” ,

以供其学习文化知识
,

促其成才
。 ④

第三
,

从师学艺
。

这也是一种成才的途径
。

在育才的道路上
,

不仅学校教育能够成

才
,

而且 自学
、

从师学艺也可以成才
。

比如能当 上能工巧匠
、

行家里手
,

也是社会所需

要的人才
。

因此
,

郑观应主张在各地
“

广开艺院
,

教育人才
” ,

或广设工艺厂
,

以供贫

苦者和无业者从师学艺
,

这样既可 自食其力
,

又可提供给聪慧勤奋者成才的机会
。

第四
,

学习外国
。

人才培养的渠道和途径是多方面的
,

其中向外 国学习也是一个有

效的途径
。

郑观应说
, “

旷观东西各国
,

学校如林
,

人才蔚起
,

百艺繁兴
。 ’ ,⑧因 此

,

我

们可以仿效外国
,

向外国学习
。

如航务方面的人才
,

他赞成在招商局设立公学
,

像外国

的做法
, “

造就航务人才暨职业教育
” ,

这样
, “

他 日人才辈 出
,

乘长风破万里浪
,

与欧

舶美舰并驱争先
,

为我航业放一异彩
。 ” ⑥

郑观应不仅主张学习外国先进的科学技术
,

而且还主张学习外国的精神文化和伦理

道德以育有用之才
,

甚至主张
“

借才异域
” 。

但是
,

他认为
,

向外国学习
,

首先要打好

本国的文化思想根基
,

不能全盘照搬
, “

则其学西学必能弃其所短
,

取其所长矣
。 ” 。 只

有这样
,

才能为我所用
。

第五
,

奖惩分明
。

为了培养国家和民族的有用之才
,

郑观应极力提倡运用赏罚等手

段
,

以激励快出人才
,

出好人才
。

他认为
,

学校教育
,

培育人才
,

必须
“
奖其勤而惩其

惰
’ , “

小善必赏
,

小恶必惩
,

事事认真
,

谆谆教海 ,,@
,

只有
“

取品行兼优
、

固穷守道

之君子为之奖励
;
其品行不端

、

阁利营私者则惩罚之
,

庶能挽回薄俗匡正于世道人心

也
。 ” ⑧郑观应的这一思想

,

实际上是对中国传统的奖惩原则的继承和发展
。

古时的
“

论

功行赏
” 、 “

无功不受禄
”

等
,

就是一种激励机制
〔。

而郑观应的 目的
,

就是通过奖惩的方

法
,

挖掘
、

造就更多更好的人才
。

奖与惩是人才培养和使用 中相辅相成的两种手段
。

这

两种手段必须兼而用之
,

运用得当
,

奖惩分明
,

言而有信
,

才能充分发挥人才的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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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关于培养何种人才问题

所谓人才问题
,

说到底就是一个培养什么人的问题
。

郑观应人才思想的核心也是这

个问题
。

在现实社会上
,

需要各种各样的人才
。

因此
,

在人才培养的分类上
,

就有从行

业上
、

知识上
、

智力上
、

学科上
、

级能 上
、

个性上和德才比重上等划分的
。

各种不同类

型的人才
,

都从不同的角度作用于社会
。

郑观应在考察 国内外的人才状况时也领略到这

一点
。

所以
,

他主张应从国家的需要出发加以择才育才
。

(一 )
“
人才以道德为本

” 。

郑观应对于育才
、

选才
、

用人
,

主张必须坚持德才兼备

的标准和原则
,

并且要把
“

德
”

放在首位
。

他说
: “

学校者人才之所 出
。

然人才重人品

尤重
,

必不为财色所困
,

若徒养成无品之人才
,

不如无才之为愈
。 ’ ,①同时又指出

: “

人

才以道德为本
,

诚古今不易之论
。 ” 。 他列举 了古今中外著名思想家关于以德育人的论述

后断言
: “

有道德之国则兴
,

无道德之国则亡
” , “

盖长治久安之策
,

非道德无 以植其基
,

中外无二理也
。 ” 。 他对人才的理解是

,

从一定意义上说
, “

所谓人者
,

有道德
、

有学问
、

有经验之人也
。 ’ , 。 在这里

,

他也是把道德摆在头等位置
。

郑观应作为一个长期从事商务的人物
,

又身处在社会 污秽堆积
、

世风 日下 的环境

下
,

能如此看重
“

人品
” “

道德
” ,

并坚持和倡导以德为先
、

全面育人
,

这种思想是十分

可贵的
。

(二 ) 选用多元人才
。

在人才培养教育上
,

我国 曾积累了许多宝贵的经验
,

但也存

在不少弊端
。

如教育培养的途径单调
、

内 容陈 旧
、

知识面狭
、

方法简单
、

结构不合理

等
,

更突出 的是在
“

量才取士
”

方面没有一个严格的切实可行的标准
。

因此
,

郑观应对

占之育才用人曾作这样的评说
: “

降而唐
、

宋
,

严于取而宽 于用
。

始省考试
,

斤斤然拘

于一格
。

至今因之
,

无论文武
,

总以科 甲为重
,

谓之正途
。

否则胸藏韬略
,

学贯天人
,

皆 目为异路
。

其取士也隘
,

则豪杰每有沉沦
;
其用士也宽

,

则庸候不无泰窃
。 ” L他在这

里明确指 出三点
:

一
,

过去考试取才
“

拘于一格
” ,

未能博揽人才
;
二

,

取才只看重
“

科甲
” ,

未能重用博学多才之人
; 三

,

考取人才虽严
,

但使用人才过宽
,

致使
“

庸位
”

之徒有机可乘
,

混迹其中
。

基于这种状况
,

郑观应主张
“

量才取士
” ,

要不拘一格选用

各种类型的人才
;
并且

, “

无论一才一艺
,

总期实事求是
,

坐而言者即可起而行
。 ” 。

1
.

从政人才
。

从政的人才对于一个地区乃至一个国家的发展都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

因此
,

选取这方面的人才极其重要
。

正如郑观应所指出
: “

地方之治乱
,

视官吏之贤否

为转移
; 朝廷求治

,

亦视用人何如耳
。

一县得人则一县治
,

一郡得人则一郡治
,

一省得

人则一省治
,

天下得人则天下治
。 ” ④所以

,

对于从政人才必须
“

以慎选之
,

以严核之
” ,

使其真正树立
“

国以 民为本
”

的思想
,

对他们认真管理
,

严格要求
, “

赏必当功
,

罚必

当罪
” 。

这是因为
“

而致治之道
,

莫切于亲 民之官
; 生乱之原

,

莫急于病民之政
。

所谓

天下得人则天下治者
,

此之谓也
。 ’ ,。

2
.

军事人才
。

军事人才是保国安邦之干城
,

是军队之栋梁
。

郑观应说
: “

今夫定天

下 以武功
,

而治天下以文德
。

… …夫儒以治天下
,

农以养天下
,

工商以给天下
,

而无兵

以卫天下
,

不能一朝居也
。 ” @ 因此

, “

有治法尤贵 了f治人
,

务宜慎选将才
,

任以军事
。 ” L

那么
,

如何选取将才 ? 他提出
: “

诚能分门别类
,

取精用宏
,

当于武科中亦列三等
,

以

取将才
:

一询山川形势
,

军法进退
,

以观其韬略
。

二问算学
、

格致
、

机器制造
,

以穷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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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诣
。 一

三考测量枪炮 高低命 中及远
,

以尽其能事 其能集众长者
,

不 次超迁
,

以示奖

励
。

专工一艺者
,

量才授事
,

以广旁求
。 ” ①郑观应除了对考取将才提出

_

L 述意见外
,

还

对军事人才的任用
、

用兵布阵
、

安内攘外
、

固守海疆边防等也提出 了 自己的见解
。

3
.

外事人才
。

一个国家要 与世界各国 交往
,

少不 了外事人才
,

而外事人才的素质

从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一个国家的国格和国威
。

因此
,

郑观应特别注重对外事人才的培养

和使用
。

但是
,

近 百年来
,

中国的国势 日下
,

遭人鄙视
,

这除了政治
、

军事
、

经济方面

的原因外
,

外事人才素质低下也是一个因素
。

郑观应深有感触地说
: “ `

朝廷大员多属年

老之辈
,

遇事遵守成例
,

粉饰 因循
,

不求远效
,

苟且 目前之安
,

动谓年已老髦
,

中外有

事
,

彼不及见
。

凡中外交涉案件总以羁糜推诱
、

敷衍 了事为能
,

只知聚敛节省经费以媚

上
。

外观均 以为老成持重
,

清
、

慎
、

勤三者俱备
,

可谓公忠体国矣
。 ’

殊不知国家积弱

皆误于此辈
。 ” 嘟他深刻地揭露 了当时官场政界之怪现状

,

赞同在
“
出使

、

驻洋
”

等公务

方面
,

应
“

破格广罗人才
,

以备任使
。 ” ⑦但应培养和起用什么样 的人才 ? 他认为

, “

为

使臣者
,

非才德素著
,

胆识兼优
,

持大体而敦艺节
,

达时务而谙西律者
,

断难胜任
” 。

鉴于近代以来
,

我国 出 国经 商贸易和 当佣工者 日 多
,

郑观应还建议
“

凡有华 民寄居之

地
,

亦设公使
、

领事
,

遇有欺凌等事
,

照会其地有司
,

悉遵公法以审是非
,

援和约以判

曲直
。

倘华人有滋事不法者
,

亦循法惩办
。 ” L

4
.

商务人才
。

按 照以往士
、

农
、

工
、

商四 界的排序
, “

商
”

是排在末位
。

那么
,

“

商
”

在社会经济发展中应处在何等地位 和作用 ? 郑 观应 在其 《商战上 》 一 文的附录

《沪报 <变通商务论 >》 的夹注中认为
, “

商贾虽为 四民之殿
,

实握四 民之纲 上有商则

行其所学
,

而学益精
; 农有商则通其所植

,

而植益盛
; 工有商则售其所作

,

而作益勤
。

商足以富国
,

岂可视为末务 !
’ ,L在这里

,

他把
“

商
”

摆在
` ·

四 民之 纲
”

、
“

足 以富国
’ ,

的

地位
,

由此可见培养 造就商务人才 的重要性
。

究竟如何培养商务人才 ? 郑观应 主张
:

一
,

要破除对商务
“

不屑与之为伍
”

的士大夫恶习
,

彻底转变轻商的观念
;
二

,

设立各

级商务领导机构
; 二

,

商务机构 (商务局 ) 兼设商学
,

分门 别类
, “

以教殷商子 弟
” ;

四
,

广设学堂
,

悉心教诲
; 五

,

学 习外 国商贾的做法和经验
,

为我所用
。

这样
,

我 国
“

自能人才辈出
,

日臻富强矣
。 ’ ,

⑧

此外
,

郑观应还对教育
、

科技人才等的培养和使用作过论述
。

他主张教育人才既要有

专长
,

又要有较广博知识
,

更要掌握
“

切时之学
” ;
科技人才要尽其所长

,

各专一艺
, “

论

其艺而不论其文
,

量其才而不拘资格
,

精其选而不必定额数
’ ,

@
。

特别是他对创新人才
、

科

技创新等也有精要阐述
。

他说
: “

中国人才虽众
,

格致未精
,

每制一器一船
,

我方诩为新

奇
,

彼已嗤为陈腐
,

邯郸学步
,

何能精妙人神
。

惟有竭虑弹思
,

标新领异
,

进而弥上
,

青

出于蓝
,

或不致倚人为强
,

而筹边有备耳
。 ’ ,

恤他的这些见解都是有独到之处的
。

(三 ) 培养妇女人才
。

在漫长的封建社会
,

中国妇女遭受 了封建宗法社会束缚和政

权
、

族权
、

神权
、

夫权的压迫
,

根本没有应有的社会地位和受教育的权利
,

因此
,

妇女

教育和妇女人才的培养成为近代中 国一个极其突出的问题
(

正如郑观应所说
: “

朝野上

下间
,

拘于
`

无才便是德
’

之俗谚
,

女子独不就学
,

妇功亦 无 专师
。

其 贤者稍讲求女

红
、

中馈之间而已
。

于古 人所 为妇德
、

妇 言
、

妇 容
、

妇功者
,

有其名无其实
。 ’ ,⑧于是

,

他主张中国必须匡扶政化
,

兴利除弊
,

加强对妇女的教育和人才的培养
。

郑观应引证西方国家事例说
, “

泰西女学 与男 丁并重
:

人生八岁
,

无分男 女
,

皆须

人塾训以读书
、

识书
、

算数等事
” ,

瑞士准许女子进人大 书院习 医
,

俄国特设
“

教女收

生院
” ,

而
“

中国之人生齿繁 吕
,

心思灵巧
,

女 范虽肃
,

女学多疏
” 。

不仅如此
,

还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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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妇女裹足
,

合地球五大洲
,

万国九万余里
,

仅有中 国而已
。 ”

他深感 同情地说
: “

人生

不幸作女子身
,

更不幸而为中国女子
,

栽贼肢体
,

迫束筋骸
,

血肉淋漓
,

如膺大戮
,

如

负重疾
,

如靓沈灾
。 ” .

对于这样残害妇女的陋规
,

郑观应主张要坚决革除
,

并提出教育妇女和造就人才的

具体做法
:

一是要
“

通伤各省广立女塾
,

使女子 皆人塾读书
” ;
二是在社会广筹经费

,

增设女塾
,

使更多妇女有人学机会
; 三是学习西方 国家的做法

,

将中国诸经
、

列传
、

训

诫女子的书分门别类
,

因材施教
; 四是 由地方政府官员检查督促

,

奖勤惩惰
; 五是对

“

各塾女师如能教化贤才
,

卓有成效
,

咨请族奖以劝将来
。 ” L郑观应的这些主张

,

尽管

在现实社会中未能一一得以落实
,

但却能引起社会的关注
,

对妇女教育和妇女人才培养

起着促进作用
。

尤其是在中国处于封建专制
、

男尊女卑的社会环境下
,

他能为妇女人才

的教育培养直言不讳
,

是值得称道的
。

综上所述
,

郑观应对我国培养和造就人才问题提出了许多独到的见解
。

这些见解不

仅对当时中国社会培养
、

使用人才有重要参考价值
,

就是对于当今我们培养
、

选拔
、

使

用人才仍有借鉴意义
。

尽管如此
,

有一点应该指 出的是
:

郑观应的人才观仍有其局限

性
。

如
:

在中 国的封建专制制度未从根本上触动的前提下
,

他颇指望
“

朝廷
”

举能用

贤
,

把
“

孝
、

梯
、

忠
、

信
、

礼
、

义
、

廉
、

耻
”

作为
“

修身立己
”

的训示
,

这是难以见功

成效的
。

又如
:

他提倡对妇女教育培养也未摆脱
“
三从四德

” 、 “
相子佐夫

”

之案臼
,

等

等
。

这里指出其局限性并非苛求于前人
,

而是期以总结辨析
、

取 良存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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