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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的边文教材
与藏族学生国家意识的培育

励 轩

［摘要］教科书是链接国家、知识精英与社会大众的纽带，是塑造共同认同的有力工具。
南京国民政府较为重视边文教材的编译与使用，希冀借此推进少数民族学生的国家认同建

设。抗战胜利后，教育部下设的国立边疆文化教育馆编译了一套《国文藏文对照初级小学

语文常识课本》，试图分别从政治、民族、历史、文化四个方面入手，对藏族学生的国家意识

进行塑造。边文教材的编译者考虑到了藏族学生的接受能力，循序渐进地编译教材内容，

同时非常注重在编译中加入乡土元素，也很注意内外有别的问题，这些都有助于藏族学生

在潜移默化中形成对中华民族的认同。虽然编译边文教材是南京国民政府推进国家认同

建设的重要工程，但由于当时的国家治理能力有限，加之国民党深陷内战，无暇顾及边疆教

育等客观因素，该套教材最终并没有大规模和持续性地对藏族社会产生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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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在《想象的共同体: 民

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中将印刷资本主义视为

国家 /民族意识 ( national consciousness) 形成的

关键。［1］教科书则是印刷资本主义体系中不可

或缺的一环。作为链接国家、知识精英及社会

大众的纽带，教科书对塑造国民的国家观、民族

观具有无法取代的重要作用。政府利用国民教

育通过教科书进行民族主义思想洗礼，可以最

为有效地动员社会大众，并最终形成一致化的

国家观、民族观。学界早就认识到清末民国时

期教科书对形成与巩固现代国家认同的重要作

用，并有大量研究成果问世。①但以往的成果主

要依赖汉文教材和材料进行研究，而对于供少

数民族学生使用的边疆民族语文教材 ( 边文教

材) 内容几乎没有涉及。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

可能是清末民国时期编译的边文教材本就稀

少，流传下来的就更少，这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

学界研究当时中央政府对少数民族学生国家意

识的塑造。本文以笔者收藏的一套极为稀缺的

《国文藏文对照初级小学语文常识课本》②为中

心，剖析南京国民政府如何利用边文教材促进

藏族学生国家意识的形成，从而弥补以往相关

研究未能对边文教材具体内容进行分析的不

足。通过对教材内容的分析，文章展现了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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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政府通过边文教材全方位、多角度地塑造

藏族学生的国家意识，以使他们成为具有中华

民族自觉意识的现代国民。
一、南京国民政府的边文教材编译

南京国民政府关于边文教材编译的具体规

划最早可以追溯到 1930 年教育部公布的《实施

蒙藏教育计划》。根据该计划，南京国民政府教

育部会根据三民主义原则，按照蒙藏各自的情

形，编印蒙藏文和藏汉文合璧的各级学校教科

书以及其他辅助性的民众读物。具体办法有三

条:“甲、由教育部编审处聘请精通汉蒙文和汉

藏文而又熟悉蒙藏情形的人员，以内地中小学

现用的教材为蓝本，积极编译蒙藏中等以下学

校的课本和补充读物; 乙、由教育部奖励编译蒙

藏文中小学应用的教材和民众读物，送部审定;

丙、教育部译印的和审定的中小学教材及民众

读物，应设法鼓励书店印行。”［2］

从 1932 年起，教育部陆续编印边文教材，

至 1935 年完成汉蒙、汉藏、汉回合璧小学国语

课本各 8 册，常识课本各 4 册，民校本各 2 册，短

期小学课本各 4 册。［3］这些教科书编完后，送至

各边省学校，连同民间自行编印的读物，一起供

边疆民族地区学生使用。但这些边文教材的编

译质量可能并不高，与其他内地教材在边地的

使用效果引起了一些争议，当时熟悉西康省教

育问题的阳昌伯就著文抱怨说:“内地所编制各

科教科书，每不与边地实情季节相合; 而坊间所

出版书籍，缺乏普遍性，大部分不能适应于边

地，故教学发生种种困难，最显著者: ( 一) 教材

不能引起儿童兴味; ( 二) 教材不适合于边疆人

民生活社会实情; ( 三) 教材不能循年度而教授

完备; ( 四) 教材缺乏。”［4］教育部的边疆教育专

家郭莲峰在 1940 年也著文检讨边疆教材问题，

批评这些教材在边地学校的适用性:“上海各书

局编的教科书，拿到西北、西南各省，内容适用

的实在很少……教育部虽然编了几部汉蒙汉藏

汉回合璧小学教科书，国立编译馆也在奉命赶

编边地小学国语教科书，我以为这都是闭门造

车的工作……”［5］教育部后来在 1940 年公布的

文件中承认现行边疆教材和读物太少且不符合

边地实际情况，并提出重新编译一些适合边疆

民族地 区 实 际 情 况 的 教 材，以 提 升 边 校 教 学

质量。［6］

但抗战时期，各方面条件都欠缺，边文印刷

设备在抗战初期就已全毁，编译工作也早已停

顿下来，是故教育部只在 1943 年找了一些简陋

的边文印刷设备，匆忙译印了初级小学国语常

识蒙藏回文各一套( 回文本并未出全) 。［7］直到

1945 年抗战结束，重新编译边文教材才被提上

日程。1945 年，国民政府筹设国立边疆文化教

育馆，根据 1946 年 6 月公布的《国立边疆文化

教育馆组织条例》，该馆“主要任务为掌理边疆

文化教育之研究及发展事宜，内设研究、编译、
文物三组。”首任馆长由教育部委任边疆教育司

司长凌纯声担任。［8］国立边疆文化教育馆甫一

成立，便着手编印边疆初等教育教材，该套教材

以国定本初级小学国语常识教科书作为蓝本，

再分区插编乡土内容，译成蒙、藏、维吾尔文。③

《国文藏文对照初级小学语文常识课本》( 以下

简称《常识课本》)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编印出

来的。
《常识课本》共八册，根据该套教材封二提

供的《编辑要旨》，编译该教材的目的是为“普及

藏族教育”。考虑到民族教育的具体情况，编译

者非常注重在教材内容中加入乡土元素，所以

“除选译国定本初级小学国语常识课文外，另插

编了乡土教材，”并且编译者在第一册中加入了

藏文字母及拼音练习内容。编译者甚至注意到

了课本内的插图，规定“本书插图关于乡土教材

部分，均以藏族社会为背景，并于学童之服装，

参以改良之形式。”可以看出，编译者是有意要

将该套课本做成汉藏双语的。在教材的应用方

面，编译者提出应尊重学生的自主选择，“凡学

生愿学藏文者，授以藏文。愿学国文者，授以国

文。愿兼学两种语文者，其一种得酌加时数或

于课外辅导学习之。”［9］

该套教材的编译者主要由受过良好学术训

练的民族学家以及兼通藏汉文化的知识分子构

成，编译委员会主任由凌纯声兼任。凌纯声对

边疆民族的教育问题应该是相当了解的，他早

年在巴黎大学学习民族学，拿到博士学位后即

回国进入中央研究院从事研究工作，主持参与

了一系列民族调查，［10］由于他对中国民族学的

杰出贡献，有学者将凌纯声称为“中国民族学研

究的开创者之一”。［11］凌纯声作为编译委员会

主任，主要负责教材编译工作大方向的把握，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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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编译工作由刘家驹、黄奋生、戴学礼、祁子玉、
纳朝玺五位编译者来完成。其中，刘家驹为西

康省巴安县( 今甘孜州巴塘县) 人，藏族，藏文名

为格桑群觉，从小既受过藏文训练，也受过汉文

训练，精通两种语言，长期游走于汉藏两地的政

治界、学术界和文化界之间，并一直从事藏汉语

文的翻译工作。［12］黄奋生是来自江苏沛县的汉

族，民国时期著名的边疆学学者，曾担任过《蒙

藏旬刊》汉文主编，是《蒙藏新志》的作者，与刘

家驹在内的很多蒙藏知识精英均有良好关系与

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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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详细的介绍，包括对中华民国行政区划、重要城

市、重要海港的介绍，［20］48 －60以加强藏族学生对国

家版图的认识。第三部分是宣扬国家自豪感。
宣扬国家的伟大是激发学生爱国热情、巩固政

治认同的重要方式，《常识课本》就很好地展现

了这一点。在论及“中华”(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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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武帝、张骞、班超、祖逖、唐太宗、弃宗弄赞、文成

公主、岳飞、元太祖、拔都、邓世昌等人物，涉及到了

上古时期、春秋、战国、秦、汉、晋、唐、宋、元、清等时

期与朝代，使得藏族学生对中国历史的脉络有一个

基本的了解。为了突出这个历史也是藏族学生自

己的历史，编译者非常重视使用我国( ) 一

词，比如说到大禹治水时说，“我国上古时代”
( ) ［23］。编译者也很懂得在讲

述历史故事时激发藏族学生热爱国家和民族的

感情，比如谈到班超时，以班超之口说出作为文

弱书生的“我”，“一定要替国家做些事情，为民

族 争 些 光 荣”(

) 。［20］4 － 8但略显遗憾的是，

《常识课本》的编译者似乎较少参考传统藏族史

家撰写的历史文献，所以对于传统藏族史家重

点叙述的藏族地方史基本是忽略的。另外，教

材中提到的藏族与其他各民族在中国历史上的

交流交往交融部分相比于丰富的史料来说，还

是略显少，全套《常识课本》只择取了松赞干布

与文成公主通婚，而对于元明清以来多姿多彩

的交流交往交融史则几乎没有涉及。
第四，增进包容性的文化认同。中华文化

无论是在物质层面还是精神层面，都丰富多样、
博大精深。《常识课本》编译者很注意使藏族学

生对中华文化最精华的部分有初步认识。比

如，《常识课本》第八册有一篇课文讲《我国的瓷

器》( ) ，点出了我国在世界上很

著名的物产，包括丝( ) 、茶( ) 和瓷器，并对瓷

器的产生和产地进行了简单的介绍，［21］26 － 29 好

让学生有基本印象。编译者很懂得处理藏文化

与中华文化的关系，将中华文化塑造成包括藏

文化的集合体。《常识课本》第六册有一篇课文

专门介绍了“西藏的文字”( ) ，解释了藏文

的来龙去脉。同时，为了凸显藏文是中华文化

的 一 部 分，还 将 之 归 在《我 国 的 文 字》
( ) 栏目中。［23］12 － 15编译者也有意识

地向学生介绍了藏族的传统文化，比如有一篇

课文叫《西藏人赛马》( ) ，详细谈了藏

族传统的赛马活动。［20］62 － 64 编译者对中华文化

与藏文化关系的处理，应该是在贯彻朱家骅、凌
纯声等人提倡的“先认识本族，爱护本族，进而

了解国族，爱护国族”⑤的精神，希望通过让藏族

学生了解本族文化，进而爱护本族文化，同时也

让藏族学生更全面地体认中华文化，进而爱护

中华文化。
三、边文教材的特点及问题

通过进一步研究与分析《常识课本》每一册

的内容，我们可以发现编译者在教材编写过程

中有三个特点，这些特点一方面是比较符合普

遍的教学规律，另一方面也兼顾到了民族教育

的特殊性。这些特点大致如下:

第一，循序渐进。编译者考虑到了藏族学

生的接受能力，所以《常识课本》全八册，都是遵

循从易到难、从简单到复杂的原则来逐册编译

的。第一册主要讲藏文的拼音字母和拼读法。
第二册到第四册则主要介绍学校生活以及简单

的衣食住行内容。从第五册开始，才逐步添加

稍难理解的政治性内容

应该是在贯彻朱家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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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中，编译者称赞了他的个人事迹，包括抵抗金人、
打败金兵、收复失地等，并讲了他大破金人拐子马

的故事，把他塑造成一位英雄人物。文章中，编译

者 用 敌 人 ( ) 来 形 容 金 人 ( ) 或 金 兵

( ) ，但自始至终，编译者也没将岳飞称为

民族英雄。［20］12 －14而在讲述邓世昌的课文中，作为

中日甲午海战我方的主要将领，编译者将他称为

“海上的民族英雄”( )。［21］81 －93

尽管《常识课本》的编译存在诸多值得称道

的地方，但这套教材的问题也是不容忽视的。
这套教材存在的第一个大问题是个别翻译还有

瑕疵。《常识课本》的编译者中虽然有几位精通

汉藏双语，但在一些字词翻译上还是存在瑕疵。
第五册第一篇课文中的“推翻满清政府”，藏文

写的是 藏文翻译过来应该是

“驱除鞑虏”的意思。而“鞑虏”( ) 两个字

的藏文用得也不恰当， 是蒙古之意， 是后代

之意，合起来是“蒙古后代”，跟满清是没有太大

关系的。［19］1 － 3 又比如《常识课本》中的 ( 藏

人) 的汉文译法，编译者将其译成了“西藏人”，

但 ( 藏人) 实际上并不是只有西藏人。再比

如，《常识课本》关于西藏的藏文译法出现了两

个，一个是用 ( 藏地) ，另一个则是汉字的藏文

拼音 ，［20］61 － 64 编译者却没有很好地界定两

个藏文“西藏”的区别。另外，这套教材部分内

容存在着叙述不自洽的问题。《常识课本》中，

指称现代中国的通常是汉语音译的 ( 内

地) 一词间或用来指称古代中原王朝国家。但

在论述秦始皇的功绩“统一中国”时，编译者却

用了 而非 ，［23］35 － 35这就容易使藏族学生

造成混乱，秦始皇所统一的到底是中原呢，还是

包括涉藏地区在内的现代中国? 当然，这套教

材出现以上问题有一些客观上的原因。部分翻

译上的瑕疵以及叙述上的不自洽可能跟编译时

间太短有关，这套全八册《常识课本》的整个编

译、出版周期不到一年，编译者难免还是会有各

种疏漏。
四、边疆教育、边文教材与国家认同建设的

调整

孙中山去世之后，蒋介石领导的南京国民

政府选择性地继承孙中山民族主义思想遗产，

长期以来在实践中更加强调民族同化思想，主

张建立一元一体的中华民族。［25］这种狭隘的民

族主义主张也一度影响了边疆教育。抗战期

间，教育部就有官员主张在边疆教育中弱化民

族语文，用注音符号用来表注民族语言，以求加

快实现国语普及，如郭峰莲就说: “现有边地通

行的文字，计蒙文、藏文、回文、爨文、么些文、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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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在 1946 年 12 月召开的边疆教育委员会第

六届会议上，教育部部长朱家骅对边疆学校语

文教学问题作了一些解释，指出社会上一般人

认为中央为了同化边疆民族而规定学生非读国

语不可是一种误解，提出“我们认为国语要学，

各民族语文也可以学。”［29］不久，他还在一个序

文中讨论了民族教育: “民族教育，为使民族观

念扩张广大，成为国族意识之重要媒介。国族

意识，必须以民族观念为基础，此与国父所示世

界主义必以民族主义为基础，其理正同。”［30］在

这里，朱家骅所用的“民族”一词其实是中华民

族宗族论中的“宗族”，而“国族”则是指中华民

族。朱家骅对“民族观念”与“国族意识”的认识

较为积极，认为二者并非互斥，而是相辅相成，

故而提出民族教育要坚持两个方针:“一方面必

须尊重边地各族之历史传统，宗教信仰，语言文

字，风尚习俗，以及一切文化生活方式，并择其

善者发扬之，择其不善者改进之，使各族之青年

学子，首先了解本族，爱护本族; 另一方面，为防

止单纯的民族观念可能发生之流弊，使其放大

眼光，扩 张 胸 襟，体 认 国 族 之 伟 大，进 而 爱 护

国族。”［30］

朱家骅对边疆教育抑或民族教育的开放态

度，对当时教育部的边文教材编译工作起到了

积极作用。如原来主张用国文统一边地文字的

曹树勋此时就撰文提出民族语文与国文应该并

行不悖，在教材编译方面也应考虑双语教育的

需要，他说: “吾人认为边文与国文同为介绍教

材内容之工具，可以并行不悖，故学生愿学国文

用国文课本抑愿学边文用边文课本，悉听其自

由选择，不加限制。至于教材方面，不仅内地标

准，不合边地情形，即蒙与藏，藏与回，回与蒙之

间，亦相互悬殊。故边地教材，理想办法为分区

编著，而后分译各该区边文。分区编著可以乡

土资料为核心，渐次介绍全国一致性之教材，务

使边地学生，先养成纯正的爱乡观念，而后扩充

光大，发为爱国家爱民族之热心。”［7］64时任教育

部边疆教育司司长凌纯声也支持编译具有乡土

元素的小学边文教材，同时在具体使用方面尊

重学生的自主选择权，［15］并主持了抗战胜利后

边文教材的编译工作，一定程度上保证了该次

边文教材编译的质量。
编译边文教材无疑是国民党在抗战胜利后

继续推进国家认同建设的重要工程，得到了当

时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一众高官的支持，但我

们不应高估其收到的实际效果。尽管《常识课

本》的编译质量相较前两次的边文教材要高，特

别是在适用性方面应是大大提高了。但就涉及

到身份认同的内容来说，汉文版和藏文版仍存

在矛盾，藏文版采用了国民党六大关于民族主

义的表述，突出的是“国内各民族一律平等”，汉

文版则仍受到中华民族宗族论的影响，以“宗

族”一词指称国内各民族，这种内容上的矛盾自

然会给学生带来思想上的一些混乱。此外，南

京国民政府对边疆民族地区的控制能力较弱，

以涉藏地区为例，西藏当时由西藏地方的噶厦

政府控制，西康、青海、云南、甘肃等地涉藏地区

均在军阀或当地土司掌控之中，中央政府基本

上处于鞭长莫及的状态，要想推进边疆教育还

存在着相当大的难度。据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

1946 年统计，当时国立各边校仅有 61 所，其中

小学 34 所、中学 2 所、专科学校 3 所、职校 8 所、
师范学校 14 所，共计学生 9611 名。［31］教育部虽

想在边疆民族地区普设边校，［32］但限于南京国

民政府的国家治理能力有限，且之后国共内战

爆发，这一目标已是很难完成。边疆民族地区

学校数量有限、生员人数较少的状况，大大影响

了边文教材的印刷和使用情况，汉藏合璧的《常

识课本》前半部只印了两千套供各边地学校使

用。［15］随着两年后国民党在内战中失败，该套教

材也停止了使用，没有大规模和持续性地对藏

族社会产生影响。
五、结语

通过研究与分析这套教材的具体内容，我

们可以对南京国民政府推行的边疆教育有一个

更为深入、细致与直观的了解。总的来看，南京

国民政府是在借助边文教材编译全方位、多角

度地对藏族学生进行国家意识的塑造，希冀使

他们能够从精神层面认同中国和中华民族。同

时，我们也有其他重要的发现，比如《常识课本》
编译者对乡土元素极为重视，全套教材有大量

地方性民族性内容，以使藏族学生更容易接受

与理解。《常识课本》的编译与使用有助于藏族

学生形成对中华民族的认同，是南京国民政府

边疆教育积极的一面。但我们也要认识到，由

于南京国民政府的国家治理能力有限，边疆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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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并未得到真正普及，所以这些教材所起的作

用也比较有限，尤其是这些教材印量较少且使

用时间非常短暂，很难对藏族社会形成大规模

和持续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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