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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化與專業化：
基督教青年會與近代平民教育

———以廣州青年會為例

鄭利群

［提　 要］ 　 中國基督教青年會曾在近代以來進行過兩種形式的平民教育事業活動，一是在 1920 年

代推動了平民教育運動在全國的大規模展開，二是為失業青年創辦了勞工學校。 本文對兩種平民

教育形式的背景和內容進行了剖析，並從廣州青年會角度，探討了它們的具體實踐過程。 中國基督

教青年會以平民教育形式展開的社會服務事業，本質上體現的是中國化與專業化的特徵，這也是廣

州青年會成功的根本緣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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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青年會是中國近代以來一個極具影響力的宗教性團體，20 世紀 20 年代初，各城市青年

會會所幾乎成為當地公眾意見之表達場所。①它擁有完善的組織體制，並以“德智體群”四育等基本

事業服務於社會。 在其“智育”服務中，平民教育又曾佔據其重要一環，對中國社會產生過深刻而

廣泛的影響。
對於中國青年會來說，平民教育在內容上以教導民眾識字為主，兼及教授失業青年的基本生存

技能及公民知識。 在青年會近代歷史實踐中，由其主導的平民教育主要通過兩種方式體現出來：一
是在 20 年代的平民教育運動中，在晏陽初及其之後平民教育總會的指導與協作下，推動了這一運

動在全國範圍內的大規模展開；二是為失業青年辦理勞工學校，“培植一般成年失業工友智能，以
適應社會需求。”②

目前學界絕大部分人皆將平民教育與晏陽初相結合，尤其是以晏氏後來的鄉村實驗作為探討

的主要內容，③雖然有涉及平民教育源流與思潮的文章，但卻鮮於談及基督教青年會在其中所起的

作用，④甚至直接論述 20 年代中期的廣州平民教育運動，也是主要強調黨團與學生組織對此運動

的領導作用。⑤另一方面，在論及青年會與平民教育關係的文章中，有的偏向於晏陽初平民教育實

踐的探討，然而卻將青年會與晏陽初混為一談；⑥有些則又過於側重將平民學校或勞工學校作為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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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會平民教育措施之一的地方主義展示。⑦本文主要從基督教青年會視角出發，通過對其在 20 世

紀 20 年代推行全國性平教運動背景的分析，以及晏陽初與青年會關係的梳理，並以廣州青年會從

事的平教實踐為地方性案例，來探討青年會進行平民教育事業的特點。

一、基督教青年會與平民教育運動

民國以降，中國社會發生了急劇變化，人們對世界的認識也發生了改變。 基督教青年會作為以

社會福音為理念的宗教性團體，對於中國數目龐大的文盲群體格外關注，並生出強烈變革之心。 它

通過晏陽初領導的平民教育科及其之後的中華平教總會⑧，完成了全國性平民教育運動的試驗。
廣州青年會正是在這一背景之下，作為全國運動的一部分，在青年會全國協會以及平教總會的指導

下，成為 20 世紀 20 年代當地平民教育運動高潮的重要推動者。
（一）青年會社會福音理念與平民教育背景

基督教青年會作為從北美傳入中國的基督教團體，宗教上實行的是社會福音理念，這使社會關

切成為其組織發展中的重要特點。 社會福音思想起源於 19 世紀後期的美國，是在工業化與城市化

進程中，基督教面臨大量增多的社會問題而創立的一種神學思潮。 它在強調個人道德完美的基礎

上，注重對社會的拯救，希望通過社會服務改造社會，進而逐步消除整個社會的罪惡。 社會福音運

動在一戰前夕達到了高潮，並通過 20 世紀前後美國的海外傳教運動，強烈地影響了傳教地所在

國。⑨中國基督教青年會作為這一運動的產物，其在民國前期的迅速壯大，即與社會福音在中國的

有力傳播有直接的關係。 青年會注重個人靈性與社會服務的結合，這不僅在很大程度上彌補了中

國基督教會以往偏重於個人福音的缺陷，使其與後者拉開了距離，⑩更為重要的是，它作為一個社

會團體，更傾向於採用實踐性手段去解決社會問題。
另一方面，民國初立，中國的教育雖然開始改革並取得了一些進步，然而絕大部分人卻依然無

法享受到普及教育的基本權利。 1916 年時，國家開始強調基礎教育，大量學校建立起來。 不過在

全國 8,900 萬適齡的上學兒童中，能夠接受各類公私立學校教育者只有 400 萬，接受教會學校教育

的學生 50 萬，所以絕大多數適齡人口仍然無法獲得基本教育，“那些年輕商販、城市無產階級以及

所有的農村人口依然是文盲。”直到 20 年代，不識字群體仍佔全國總人口的 80% 以上。 同時，青
年會在其“德智體群”基本服務中，曾希望通過社會教育來開啟新風的演講一項，至 20 年代前後，
已因“收效極大為社會所不可缺”，而被認為是青年會“效用最廣之智育事業”。然而，他們也越來

越發現，無論青年會的演講多麼成功，其影響所致，也只是受過教育的人群。 對於那些遠離教育資

源的民眾，他們根本無力接受到青年會所要傳播的新知信息。 可以說，青年會期望通過教育來改變

社會的理想，在中國巨大的現實面前，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障礙。
對此，中國青年會的看法是，正是由於大量的平民無法接受到基本教育，從而造成了一系列中

國社會根本問題的發生：“吾國人民眾庶而識字者絕少，坐是知識閉塞，農工商各業，咸奄奄無生

氣，長此不圖，將何以處二十世紀之世界。 且自推翻君主號稱民治以來，軍閥施其暴力，政客煽其陰

謀，地方自治，徒擁虛名，莫非劣董惡紳，勾結盤踞以魚肉良民。 究其弊病之本根，則教育不普及為

之大害。 蓋惟教育不普及，則常識缺乏。 常識缺乏，則各業有退而無進。 雖有公民之權利而不克正

當用之，循至無以舉民治之實在。”1922 年華盛頓會議關於中國“二十一條”的討論最終以無果而

告終，曾以“國民代表”身份監督北京政府進行談判的中國青年會總幹事余日章對此倍感激憤。 他

“深感我國國事之阽危，皆由我國國民大多數不知公民應享之權利與應負之責任，至於今日，幾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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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收拾之概”，而其根本原因，又與國家大量文盲人口的存在有關。 對此，中國青年會決意發起

一場針對普通民眾的教育運動。
可以說，民初以來，中國教育的改進雖然已在蹣跚進行，然而在踐行社會福音理念的基督教青

年會看來，其福澤卻遠未能惠及於普通民眾。 其結果，從青年會方面講，大大縮小了其傳播新知理

念的範圍；從社會層面來看，也導致了中國各種社會問題的出現，甚至直接造成了 20 年代華盛頓會

議的失敗。 而這一切，共同構成了青年會未來推行平民教育的根本緣由。
（二）以晏陽初為代表的青年會與平民教育經驗

基督教青年會在中國實現其平民教育的理想，最初主要是通過晏陽初的指導而開展起來的。
正是由於晏陽初的加入，實現了二者間的優勢互補，終於促使全國性的平教運動得以轟轟烈烈地

展開。
晏陽初的到來，其身上所具有的能力、經驗及品質，彌補了青年會欲在中國實行平民教育但卻

缺乏人才的根本狀況。 一戰期間，晏陽初作為留美學生被美國陸軍青年會招募派往法國，為當地的

華人勞工服務。 期間他研製出一套科學實用的千字文教材以及行之有效的學習方法，可以讓那些

不識字者有意願學習，並帶動其他人在較短的時間裡達到基本閱讀書信的程度。 這一帶有實驗性

質的舉措在當時具有非凡的意義，因為它意味著通過節省校舍與師資，可以在短時間內填補因教育

資源專業化不足所帶來的巨大鴻溝。而晏陽初願為中國勞苦大眾服務的堅定信念，及其身上因東

方文化背景與西方教育相結合，而“在生活中的理念與見解”上呈現出的“完全現代性”，都讓青

年會相信，他是可以讓青年會實現自己理想的最佳人選。 “在所有可能的情況下，他都應該為青年

會工作”。因此，當晏陽初回國之後與余日章歷陳推行平民教育是解決中國問題的大前提時，後者

當即“建議晏即以基督教青年會全國協會作推動這一平民教育運動的機構。”

對於晏陽初來說，他之所以從西洋歸來選擇進入中國青年會，除了後者與其理念相同之外，更
在於青年會在當時擁有中國任何其他機構所不具有的組織與會員優勢。 20 年代前後，國內一些地

區實際上已有通俗學校、平民學校和教育團體在進行平民教育活動，但基本上以失敗告終。 晏陽初

在仔細研究各地團體的平教實踐之後，認為失敗因素主要有三：一是教員無經驗，用教大學生的方

式教目不識丁的人；二是無良好課本，犯了不能拿小學國文課本教平校學生的錯；三是無組織進行

溝通，導致經驗無法交換，也不能明瞭各自優劣所在。 其中，除了前二者之外，青年會以其優勢滿足

了第三點也是國內團體最難做到的不足。 1920 年，青年會在中國的發展勢頭正盛，它在國內各大

都市皆有自己的團體，在全國已經擁有近四萬二千名會員，會費及捐款近 50 萬銀元，而且各地組

織音聲相通，管理完備。 另外青年會會員中，很多人受過西方化教育，屬近代新興顯貴階層，掌握著

當地重要的社會資源，富於社會影響力。 因此，儘管晏陽初一度想在人情習俗皆諳的家鄉華西地區

開展平民教育事業，但他很快放棄了原初設想，決定加入到余日章的中國青年會中，並以其為基礎

在全國範圍內推行平民教育運動。

1920 年，中華青年會全國協會正式成立平民教育科，聘請晏陽初和同為在法華工服務的傅若

愚為正副主任，指導和襄助城市青年會與學校青年會開展平教運動。 晏陽初和傅若愚根據研究以

往華工服務之經驗，以及中國廣大環境下各類群體需要之不同，重新編寫了四本《平民千字課》，同
時以圖畫相佐，決定通過平民學校和讀書處兩種形式來幫助受教育者在四個月內習完四冊課程。
此外，他們又研究了如何推廣平民教育、如何招生、如何組織平民學校，甚至如何管理、如何鼓勵學

生等等問題，都得出了相應的結論。之後，青年會開始用兩年的時間，通過選取長沙、煙台、嘉興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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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四個地區不同、發展各異的城市來推行大規模平民教育試驗，以取得多種不同的經驗。 此次試

驗取得了極大成功，參加者的人均及格率達 68.8% 。 同時，以社會運動的方式去進行平民教育自有

其獨特的優勢，因為它能“以最少數教員，來教授最多數不識字人”。平教實驗的成功給了青年會

以及很多教育家以極大的鼓舞，它直接促成了後來中華平教總會這一全國性專業機構的產生。 由

於平教事業宏偉繁巨，晏陽初不得不退出青年會，專任平教會總幹事一職。 之後，平教總會制定出

《中華平民教育促進會總會組織大綱》，規定了一系列的專業化方法，並於 1924 年以青年會為各地

組織基礎，將平民教育事業推進到全國性的運動高潮。
（三）廣州青年會與當地平教運動實踐

1924 年在全國舉行的大規模平教運動，依據各地情勢，有些由青年會單獨主持，有些則為青年

會與平教會合作辦理。 在其中屬較大運動的市會中，共有南京、上海、武漢等 21 家，而若論佼佼者，
則又以廣州為辦理事業最大的城市之一。

廣州平教運動的推行，主要是以中華青年會平教試驗所取得的成功經驗為模式，通過與當地平

教會合作，並聯合政府與教育界力量，採取半政府半社會的大規模運動方式來進行。
1924 年 2 月，由身為青年會會員的政府官員組成的“廣州市平民教育運動委員會”成立，並聘

請青年會學生童子部主任李應林為主任幹事，麥登銘和黃仁讓為助理幹事，統理運動的實行。 隨後

包括高等師範學校等近 20 所學校亦參與進來，共行平教大業。 經多方商議，廣州平教運動由兩部

分分別進行：一為平民識字部，其內容為每日授課一小時，四個月畢業，以教識常用字一千個為目

標；一是平民義學部，內容為每日授課兩小時，一年畢業，主要教授公民常識、珠算等課程，以便於習

者謀生。
4 月 21 日，在廣東省長楊滄白、廣州市長孫科等政府要人及社會各界領袖帶領下，平教會舉行

了一萬多人的市民大會和勸學大遊行。 同時廣州市政廳出示佈告，宣佈“查本市平民教育運動之

組織，係為利便一般失學之人，就近入校，以期成普及教育起見，辦法至為良美。 所有市內失學兒

童、或不在學齡內之青年，均應遵照勸學隊勸導，分別送校肄業，以期同受教育。 ……合函佈告，仰
市民人等一體遵照勿違”云云。

之後，平教運動通過兩部分同時展開，一是依靠正規學校組織來有序進行，二是通過設立讀書

處發動社會力量自主辦學。 由教育界參與的正規學校辦學，主要由前面提及的平民識字和平民義

學兩類學校進行。 平教會主要依據各個學校在運動中的不同職能分為六股，分別負責其中的招生、
校址、教員、儀器、廣告和教學等六大方面。 由於平教會及教育界團體以基督教組織為多，出於宗教

的道德考量，作為每位成為教員的志願者，他們還被要求簽具“平民識字學校教員志願書”，以保證

教學的完好執行。另外，鑒於城市人多居住分散，尤其平校有時間紀律等諸多要求，而使許多忙於

生計之人無法如願去校讀書，平教會又發動起民間力量，提倡有能力者自設讀書處。 其中，平教會

負責訂立讀書處建立的標準與程序，提供統一的教材以及教學方法上的指導，並進行總體上的管

理，其他實施過程則交由社會來自行辦理。與全國其他城市一樣，平民教育以四個月為一期，一期

結束後，須由平教會統一舉行考試，合格者即發給識字國民文憑一張。
儘管目前學界對這場全國性的平教運動有不同的看法，但如果以晏陽初最初所試驗的城市成

績為標準看，廣州的平教運動是取得了很大成功的。 關於 1924 年廣州的平教運動，當時有人以為

是失敗的，認為“曠課與中途退學者總在五分之三以上”，而且“經費缺乏，各教場書籍筆墨等均無

供應。”後來的學者也認為，這場大規模的全國性運動，其最終識字的長期效果如何，實在不得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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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不過若將其與最初的預期相比，相差並不很多。據相關資料統計，廣州平教運動中及格畢業

的人數達 2,200 多人，及格率為 73.3% 。考慮到前面提及平教開展過程中出現的問題，此數字當是

將專業化的平校成績與社會化的讀書處成績共同相加得來的結果。 如果將這一結果與晏陽初最初

試點的四個城市相比，則廣州無論就人數還是成績來說都是很高的。至於對此次民眾識字是否達

到長期有效性的說法，如若“考慮到識字對於城市居民的重要性遠超過農民，其中相當部分人從此

摘掉文盲帽子是完全有可能的”，則在廣州這樣一個以商貿為主，對識字需求較強的城市，此次運

動取得成績的有效度應該還是比較高的。
總體上看，20 世紀 20 年代，基督教青年會認識到中國問題的根本原因之一在於大量基礎教育

無法普及，而解決之道則在於推行平民教育事業。 正是在此背景下，以晏陽初為代表的中國青年會

通過一系列研究，取得了豐富的經驗，並通過與之後成立的平教總會的結合，推動了各地青年會在

全國範圍內開展的大規模平民教育運動。 而廣州青年會也正是在青年會全國協會及平教總會的領

導與指導下，通過與公共權力以及相關教育組織的合作，推動了此次平教運動的成功。

二、廣州青年會與勞工學校

勞工學校屬平教運動之後在城市繼續發展的一種平民學校，也是在 20 世紀中期民族主義高漲

的形勢下，基督教青年會為社會失業青少年舉辦的另一種平民教育方式。
（一）勞工學校創立的背景

廣州青年會勞工學校的創立，既是平民教育內在發展的需要，又是 20 世紀 20 年代勞工運動與

非基督教學生運動共同促成的結果，而五卅民族主義高潮的到來，最終加速了勞工學校的建立。
勞工學校的建立，從內部來看，是平民教育發展需要帶來的結果。 中華平民教育促進總會認

為，平民教育的目的，就是教人做有知識力、生產力和公德心的“整個的人”，而與此相對應的三種

教育形式則為識字教育、生計教育與公民教育。 三者之中，識字教育只是平民教育的第一個階段；
生計教育作為第二階段，其目的是“使人人具備生產的技能，造成自立的國民”；最後，所培養之人

還需要對國家社會的前途有利，而非“不顧國家社會的禍福利害”，此即公民教育。這三種教育之

中，後兩種教育是無法依靠短時期的大規模運動來完成的，它只能通過平民學校的繼續教育才能實

現。 平教總會的這一指導思想，深刻地影響了中國青年會在各地的平民教育實踐，各地城市青年會

皆根據自身條件創辦起多種課程的勞工學校，來作為平民教育措施的延伸與發展。
從外部環境看，20 世紀 20 年代勞工、非基督教學生與民族主義運動，共同導致了勞工學校的

建立。
清末民初中國民族資本主義的發展，到了 20 世紀 20 年代，使得勞工問題逐漸“成為現代社會

中的一個重大而迫切的問題”。越來越多的勞工受到五四以來新思想的刺激，意識到自己長久以

來低下薪金和悲慘工作的狀態，開始組成各種團體進行集體罷工，僅僅 20 年代前五、六年，罷工

風潮就達幾百次之多。由於基督教青年會的歷史，無論是其最初成立於 1844 年的英國，還是後來

發展於 19 世紀下半葉的美國，都是一直伴隨著資本主義發展，不斷地面對社會問題出現的過程，這
也讓來自於西方母體的中國青年會，對因工業化過程中產生的問題本能地加以關心，並試圖提出方

案加以解決。 青年會認為，“每有一次罷工罷業之風潮發生，不特雇主與工人，雙方大受損失，即全

社會之幸福，亦為其減損不少。 ……保障工業界之安寧，實為社會公共之責任。 此青年會所以毅然

以改善工業狀況自任，而望社會協力匡助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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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20 年代初源於學生團體的非基督教運動，也讓基督教青年會處於風口浪尖之上。
五四以來，由於國家意識與民族意識的增強，使得 1922 年世界基督教同盟第十一屆大會在中國召

開這一事件，成為非基督教運動的導火索。 青年學生發起了反對基督教的運動，並迅速得到全國學

生和知識界的響應。 隨著北伐戰爭的向北推進，一些地方甚至出現了反教暴力事件，教會財產、傳
教士以及青年會都受到了巨大的衝擊。 1925 年全國學聯代表大會在“反基督教運動議決案”中，即
認為青年會是利用“設立平民學校實行傳教以蒙蔽青年政治思想，妨礙愛國運動”。廣州青年會也

因為西方化的宗教背景，被很多愛國青年高喊“打倒帝國主義”“打倒基督教”的口號而受到衝擊。
故此，1926 年全國大會曾總結道：“原攻殲者之目的，大部分固屬教會，而青年會既冠以基督教之

名，當然在被攻殲之列；非但不可倖免，而且首當其衝。”

1925 年五卅慘案發生，加速了中國青年會幹事們的深刻反思，並決定將其服務擴大至非會員

階層。 1925 年日本紗廠槍殺中國工人的事件，不僅最終上升為一場全國性的反帝愛國運動，也將

20 年代以來的勞工及非基督教問題與民族主義緊密地糾連一起。 在這一激烈情勢下，1925 年 7 月

中華青年會第二屆總幹事大會在上海緊急召開，專門就各地形勢討論應對措施。 大會認為，在此次

風暴中，“青年會應明確表示態度，輔助社會，發起各種事業，不再如往日之專為青年會自身謀”，

而勞工運動與學生運動則是最需要青年會密切關注的部分。 會上甚至有人認為議案中關於“此後

工作應注重學校青年及勞工”的政策過於偏激，而忽略了青年會本應服務的會員。雖說這一內部

看法並未獲得通過，但卻表明，20 年代中期的這場民族主義風暴，已經讓中華青年會幹事們對於時

局有了深刻的反思，即青年會以往對於會員以外的群體關注遠為不夠，為了青年會的長遠發展，當
前時局下，勞工與學生群體應為首先服務的對象。

正是在平民教育的內在發展與中國勞工運動、非基督教學生運動以及民族主義形勢的交互激

蕩下，應全國協會的要求，廣州青年會勞工學校於 1926 年創辦起來。 正如廣州青年會自己所言：
“本校創立之初，正當革命空氣澎湃之時，勞工問題，極其重要，本校為應社會之需求，毅然瓶立，其
旨無非以為有可為勞工服務之處，本我基督教青年會為社會服務之精神，願盡主力而付之耳。”

（二）勞工學校創辦的特點

廣州青年會創辦的勞工學校在青年會舉辦的正規學校教育中，為“義務性質，不收學費，內容

科目，注重簡易實用，同時並輔以種種事業以陶冶其人格。 一年半畢業。”雖然勞工學校只是廣州

青年會學校教育的一種義務補充，然而，青年會對其卻無絲毫的輕視，反而教務要求極為慎密嚴格。
課程設置方面，採取平教會的原則。 與前述平教運動中僅僅教授基本識字的單一技能不同，勞

工學校課程確立的原則是：“一切不切實用之科學，概行不採，務令節省時間，並符‘學以致用’之
旨。”其目的是使學生畢業後具有如下最低限度的社會化條件：（1）能運用文言白話作文章及來往

尺牘，並能自由閱讀較深之文字；（2）能運用筆算珠算在商業上計算數目、記帳；（3）能明瞭社會普

通常識，商業大勢；（4）能有純正之德行、活潑之精神及做事之效能，並能正確瞭解一己之責任。 很

顯然，這些課程設置的目標中不僅包含了平民教育應涵括的識字、生計與公民的內容，其最後一條

更是體現了青年會講求基督教“德育”為本的精神品性。
招生條件方面，實行寬進政策。 “寬進”是指通過設立較低的教育門檻，讓很多有心無力者可

以邁進學校大門，以此來體現平民教育的基本理念。 對於勞工學校來說，其對入校學生的要求只有

兩條：一是年齡，二是心性。 關於入校生的年齡，學校曾有過調整，從最初的 14 歲最終改為之後的

16 歲；關於心性，學校也是從最初單一的“有心讀書”到加上“品性端正”的條件。 雖說一定程度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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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了入校門檻，但卻保證了學校教育秩序的正常開展，也體現了寬進政策的核心精神，即維護每

一個受教育者平等接受教育的權利。
教學標準方面，提出明確的目標。 勞工學校的教學標準主要通過不同課程的教學目標體現出

來。 對於青年會來說，教學目標不僅對教師教學具有指導性作用，它還是向社會呈現成果並獲得支

持的具體依據。 勞工義校對學生每一班的課程都制定了標準，主要包括三方面內容：課程具體目

標、授課時數、教學方法。 即使同一科目，處於甲乙丙班之不同級別，標準也相異。 以信札科目甲級

為例：（1）養成運用白話文文言文之寫信技能，商業及人情往來尺牘雙方兼顧；（2）每週授課二小

時；（3）注重講解文義，寫信格式，及習作。
教學管理方面，通過獎懲手段來促其學習。 勞工學校依據不同學生知識程度的差異，將其分為

甲乙丙三個等級的班，並為每一級的科目制定了相應的教學目標和教學方法，規定學生只有通過了

要求才能進行升級。 而獎懲措施，也是通過設立標準，讓學生向規範靠近。 學校規定，“凡學生在

校成績特別優異者，可准予跳級，或予以相當獎勵。 凡於一學期中任何一科缺席時數逾該科目全學

期授課總時數五分之一者，不得參與該科之學期試驗。”此外，學校還利用遲還一元保證金的經濟

做法，對那些“中途退學或犯規被逐者”以加強其學習上的動力。
課餘方面，鼓勵學生舉辦多種校園活動。 與我國傳統教育中對課外活動的忽視不同，中國青年

會向來提倡群育，鼓勵青少年結成各類組織，以此互相砥礪，豐富人生經驗。 勞工學校鼓勵學生組

織各種社團活動，刊辦壁報和月報，自辦各種豐富多彩的活動。 同時助其擴大橫向聯繫，與職工夜

學舉辦聯誼活動，成立自己的校友會。 通過自辦組織與各種活動，學生們不僅豐富了生活，發展了

個性，尤其是養成了自主辦事的能力，為其日後更好地融入社會創設了有利條件。 學生走出學校之

後，“對母校方面每多愛護，在畢業生方面，……尤樂任公益事業，達己達人，每於其各種活動上見

之。”其緣由，皆因社團組織養成的綜合素質，以及青年會通過宗教長期化育的結果。
由於廣州青年會自成立以來，學校教育就一直是其“智育”服務的主要內容，青年會對其具有

豐富的培養與管理經驗，因此勞工學校的創辦，實際上是青年會辦理學校教育的一種專業化延伸，
只不過在招收對象以及教學的細節設置上進行了一定程度的改變。

（三）勞工學校辦校的成果

廣州青年會舉辦的勞工學校，由於辦學質量高，受到了社會的廣泛認可與支持。
廣州青年會勞工學校因其能滿足社會的需求而聲譽日隆，事業也得到快速的拓展。 勞工學校

初辦之時，適逢勞工運動的高潮，很多工會都為自己子弟設立了學校，只是數目並不多。 雖然 1927

年政府又設立一所市立貧民子女學校，但與 1925 年廣東失學兒童將近 280 萬相比，遠遠無法滿足

勞工子弟的需要。因此，青年會所辦的勞工學校，“因學科上管教上均能貼切就業者之需求，故來

校讀書，獲益至易，而就學者亦甚踴躍”。 隨著 20 年代末早期工會學校的先後停辦，青年會勞工

學校更加成為社會貧寒子弟就讀的熱門之選，多年以來學校因教室所限每年僅招生 100 人，然而報

名人數一直在 300～400 人之間，這導致學校 1932 年時不得不擴建校舍，以滿足更多的社會需要。
至 1934 年時，學校甚至已經尋求在廣州東西南北四個方向建立分校了。

青年會勞工學校的高質量辦學，尚體現於其對學生畢業條件的嚴格把關上。 勞工學校對於在

校學生的畢業條件一直有嚴格的規定：“凡在本校甲班修業期滿，各科成績合格者（畢業班期考以

70 分為及格），即准予畢業，並發給畢業證書。”換言之，每個進校讀書的學生只有進入到甲乙丙

三級水平中的最高級甲級班，並通過以 70 分為基準線的考試，才能順利拿到畢業證書。 這一“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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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政策，無疑大大增強了學生的就業能力。 1934 年勞工學校曾對歷年的畢業生進行統計，認為學

生“多能本其所學出而問世，在其職業上均有顯明之進步。 以現目言之，由機關雜役升為科員者有

之，由學校校役升為職員者有之，由商店夥伴升為店員、司理者亦有之，間中有因家庭經濟略為充

裕，考入本市初中，及職業學校者亦得如願以償，得蒙取錄。”很顯然，由於畢業生水平的提高，導
致一個直接的後果，就是他們進入社會後個人的生存狀況明顯得以改善。

總體上看，20 世紀 20 年代，受到勞工問題及非基督教學生運動，尤其是民族主義高漲情勢的

影響，作為早期平民教育運動的一種後續形式，廣州青年會在全國協會的政策建議下，創辦了以青

少年失業勞工為主的勞工學校，並通過實用的課程設置、明確的教學標準、寬進而嚴格的教學管理

以及對學生社團組織的建立，取得了良好的成績，從而獲得了社會的讚譽與廣泛支持。

三、結語

20 世紀 20 年代的中國社會風雲變幻，以勞工運動、非基督教學生運動與民族主義為主的各種

風潮洶湧不已。 一方面由於國力不濟，大量基本公共服務無法實行，很多事業不得不由社會團體承

擔下來，以社會服務的形式來進行；另一方面，中國青年會“無論對於本身地位，社會事工、宗教信

仰、國事民生，俱已發生根本的新覺悟”，其社會服務政策也做出了巨大的調整與改變。 平民教育

事業即是青年會為適應時代潮流而推出的一項重要社會服務事工。 從青年會的事工角度來說，它
包括兩大部分，一是 1924 年推行的全國性平民教育運動，二是之後在各地建立的規模雖小但卻穩

定的勞工學校。
通過對前述兩種不同平民教育事業方式的探討，可以看出二者所具有的共同特點：
從背景來說，這兩種平民教育事業方式都是基督教青年會徹底中國化的結果。 無論是平教運

動還是勞工學校，其根本背景，都是青年會面對 3.2 億國人無法接受教育這一現實處境而推行社會

服務的產物。 從平教運動來講，其發起的直接動力來自於華盛頓會議的刺激，青年會認為在有民國

無國民的情勢下，只有提升國民基本教育水平，才可以造就有未來責任有義務的公民。 從勞工學校

來看，其創立的直接緣由來自於民族主義浪潮之下勞工與學生運動的興盛，青年會認為只有擴大其

服務對象，從以往對會員為主的服務擴展至為青少年勞工界的服務，才能重新換回社會的支持與擁

護。 我們固然可以說，青年會的政策含有無奈之舉，但也可以理解為是對中國現實及在新形勢下的

一種積極回應。 只有全然地面對當下中國的境遇，解決中國社會出現的各種問題，基督教青年會這

一西來團體在中國的發展才有更為廣闊的空間。
從過程來看，基督教青年會所從事的平民教育事業，皆展現了這一組織實踐過程中的專業化特

徵。 專業化作為工業化社會以來的重要特徵之一，在社會服務中，主要體現為具有專業知識和技能

的人員，為服務對象提供持續性的需求。 基督教青年會舉辦平民教育運動的成功，從橫向來說是借

助了國家公共權力支持的結果，而從依賴的專業資源來看，則是得到了以晏陽初為主的中國青年會

的成熟經驗，從而進行全國指導所取得的成就。 只是鑒於青年會平時以四育事業為基本的程序要

求，它對平教運動的開展只能實行暫時性的推動，無力也不可能成為國家公共服務的持續替代者。
而勞工學校的設立，由於是青年會學校在自己可控範圍內進行的平民教育事工，故此較為完全地體

現了教育專業化特點。 勞工學校從招生、培養到管理，無處不體現出專業教育者對於失業勞工青年

提供持續性幫助這一特點。 因此，大規模的平教運動雖然難以為繼，然而勞工學校卻作為一種小型

而穩定有序的延伸，填補了之前平民教育運動帶來的不足。 可以說，大規模暫時性的平教運動與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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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模持續性的勞工學校，都以其專業化的服務，有力地推動了平民教育事業的高效開展，並獲得了

社會廣泛的讚譽與支持。
在對宗教性團體進行研究時，具有社會功能的社會服務，因其具有最易顯化的勢能與效益，值

得深入探討。 而從基督教青年會對平民教育事業所做的貢獻，又可以瞭解到其在 20 世紀 20 年代

順利轉型的重要因素，是社會服務中所體現出的中國化與專業化特徵。 它使得基督教青年會安然

度過了危機四伏的年代，並因能急社會之所急，且極富成效，一定程度上滿足了社會的需求，同時得

到了民眾的讚譽與支持。 應該說，廣州青年會通過近代以平民教育形式所展開社會服務而體現出

來的中國化及專業化特點，為我們探討宗教性團體在中國的發展模式，提供了可資借鑒的良好

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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