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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代关于巴蜀教育文献的记载，主要见于正史

选举志、职官志，或是方志中的学校志、科举志、艺

文志，文集中的各类学馆记、书院记、义学记、学田

记、经史阁记、讲堂记、祠堂记、科贡题名记、神道

碑、墓志铭等。除此以外，宋代以后，出现了有关教

育方面的专门文献，主要以乡试录、进士录、登科录、

书院志为主。这些文献尤其以明、清两朝最多。到了

近代，有关四川各地初等教育、中等教育、高等教育

以及社会教育方面的文献就相当丰富了，可整理成册，

为研究巴蜀教育史提供重要的参考资料。

一、巴蜀科举文献

我国科举取士肇始于隋朝，但有关科举的专门记

载却始于宋代。我们现存最早的科举文献为南宋初年

所编《绍兴十八年进士登科录》和宋末《宝祐四年登

科录》，用文字详细记载了四川进士登科。另外，宋

代著名史学家眉州丹棱人李焘著有《科场沿革》一

卷，总论科举制度。到了元代，现存重要的科举文献

为《元统元年进士题名录》，其中记载了四川学子在元

统元年中进士的情况。明代以后，既有包括四川在内

的全国会试录取、进士登科情况的文献，也有专门记

载四川乡试的文献，据统计，这类文献共有一百多种，

数量可观，史料价值珍贵。

到了清代，有关四川的科举文献出现了新的特点。

一是《四川乡试录》文献众多，如《乾隆乙卯四川乡

试录》《嘉庆戊辰恩科四川乡试题名录》《道光乙酉科

四川乡试同年齿录》《咸丰八年戊子科四川乡试题名

录》《宣统元年己酉科四川选优卷》等。二是出现了汇

编清代四川贡举、朱卷类著作，尤其是宋育仁的《全

蜀登科记》完整收录了自南宋隆兴元年（1163 年）至

清末历朝各科举人名录，尤详于明、清两代。《全蜀

登科记》对清朝顺治二年（1645 年）至光绪三十年

（1904年）科举中试情况进行了统计。著名方志学专家

彭邦明指出，此类资料的查寻，进士有《明清进士题

名碑录》可凭，而举人以下则无专书可资，今有此一

编，则事省矣 [1]。此外，郭人经、郭毓龙、黄秉、黄

纬、赵昉熙、董清峄等编有《四川乡试朱卷》或《乡

试闱墨》《同门姓氏朱卷》《四川优行贡卷》等，郑孔

道、张百熙、骆秉章、乌拉布、刘恩溥等纂辑有《四

川乡试录》《四川乡试题名录》《四川乡试同年齿录》

等。一些四川籍学者还汇编有全国科举文献资料，如

清代骆成骧编《历科状元策》、傅增湘辑《光绪乙酉科

会试朱卷》等，其中也包括四川士子参加会试的内容。

三是巴蜀学者专门论述科举制度方面的著作，如李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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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续制义科琐记》、费密《历代贡举合议》、傅增湘

《清代殿试考略》等。

二、巴蜀府州县学文献

巴蜀自西汉文翁创办石室讲堂以来，历代府州县

学不断发展，尤其到两宋明清时期出现了兴盛局面，

但历代有关巴蜀府州县官学的专门著述却较少。清光

绪年间，有佚名辑《四川简州遵办学田章程册》《四川

府厅州县视学章程》，主要是关于办学章程以及办学的

相关规定，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

三、巴蜀书院文献

巴蜀地区第一所确切可考的书院始于唐代，至明

清明期出现空前兴盛局面。明代有关巴蜀书院的文献

主要是明崔廷槐《大益书院志》五卷，清代有关巴蜀

地区书院的文献专著主要集中在锦江书院和尊经书院。

锦江书院是清代四川的最高学府，影响力很大。有关

锦江书院的著作主要有张晋生《锦江书院存稿》、敬华

南《锦江书院学约》；有关尊经书院的著作主要有《四

川省城尊经书院记》《四川尊经书院讲议》《尊经书院

初集》等，这对我们在研究巴蜀历代书院和遗存的文

字记载，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四、巴蜀近代各类新式学校文献

清末民国时期，巴蜀地区各类新式学堂、学校如

雨后春笋般出现，《重修四川通志稿》专门列有《四川

国立省立私立各级学校一览表》，对四川省及各县学校

作了详细统计，在研究巴蜀学校史、教育史方面价值

甚高。

我们通过查找和梳理现有的民国时期巴蜀新式教

育文献，可以将其分为以下四大类。

（一）有关四川省教育文献

民国时期四川省教育文献主要由四川省教育厅制

定、颁布和实施，如四川省政府教育厅编《各县办理

教育应特别注意事项》《四川省教育行政报告书》等，

佚名编《四川学务处调查表》，区域性的教育文献如

《万县教育一览》《四川省边地教育实施》等。这类有

关全省的教育文献既有公报、月刊、年报等，也有关

于全省教育的施政计划、发展近况、经费概况、工作

总结、档案管理、会议记录等。

（二）关于巴蜀高等学校文献

巴蜀地区高等学校出现于清末民初。除私立华西

协合大学由英、美、加等国基督教会联合创办以外，

其余多由清末书院、学堂发展而来，如国立四川大学

等。也有不少新成立的大学，主要以私立大学最多。

抗战时期，内迁四川的大学在抗战结束后多迁回原地，

留下少部分发展成为本地大学，如现在的西南交通大

学、西南财经大学、西华师范大学等就是这种情况。

而有关巴蜀高等学校的历史文献，就现存情况来看，

主要以国立四川大学、国立成都师范大学、省立重庆

大学、私立华西协合大学、私立光华大学为多，国立

四川大学和国立成都大学还专门编有《校刊》和《校

报》。有关其他大学的文献很少，如《四川乡村建设学

院一览》。这些文献成为研究巴蜀高等学校沿革变迁、

教育制度的重要史料。

以上所列举的史料，就是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四川

部分高校的历史变迁。

再以四川大学为例。四川大学前身之一是 1875 年

张之洞创办的尊经书院，它与锦江书院同属于四川省

官办最高学府，成为培养巴蜀才俊的摇篮。尊经书院

自创立后，培养了无数出类拔萃的人才。光绪二十年

（1894 年），光绪皇帝分别为尊经书院和锦江书院御赐

匾额“风同齐鲁”“文雅修明”。四川学政张之洞作为

四川省最高教育长官，为矫正巴蜀地区不良学风，制

定了书院章程《四川省城尊经书院记》，为书院学生

“提示治学门径”。他还为四川学子编撰了《经世致用

轩语》《书目答问》。其中，《经世致用轩语》就是张之

洞为学生撰写的训诫之言，也是他治学经验和心得。

《书目答问》是一部供初学者在浩如烟海的典籍中迅速

找到“应读书目”的目录著作，至今仍是国学研究者

重要的参考书。谭宗浚继任四川学政后，又从全省学

校和书院所呈上千篇有关经、史、辞章方面作品中遴

选优秀习作，编成《蜀秀集》，其中，尊经书院诸生达

三十二人，占一半以上。此后为鼓励诸生学习，尊经

书院山长王闿运、伍肇龄以及刘岳云先后编选、刊刻

尊经书院学生优秀习作集《尊经书院初集》《尊经书

院二集》《尊经书院课艺三集》。其中，王闿运还撰有

《四川尊经书院举贡题名碑》，于 2013 年 4 月在四川大

学望江校区（东区）出土，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后

来高赓恩因方守道、童煦章所辑本加以厘正，汇为一

编，与伍肇龄共同参订刊行。此外，四川历史上“睁

眼看世界”第一人——宋育仁还在尊经书院创办“蜀

学会”，发行成都第一份报纸《蜀学报》，大力宣传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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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变法思想，成为四川维新派重要舆论宣传阵地。

光绪二十八年（1902 年），在全国废书院、兴学

堂风气影响下，四川总督奉旨宣布将锦江书院、尊经

书院与光绪二十二年（1896 年）成立的四川中西学堂

合并成立四川通省大学堂，后改称为四川省城高等学

堂，从而揭开了四川近代高等教育史上新的一页。清

康熙四十三年（1704 年），四川按察使刘德芳在文翁

石室旧址创办的锦江书院距三校合并已有一百多年的

历史。有关锦江书院的历史文献有清人李承熙编《锦

江书院纪略》，这是一部稀见的四川书院志。

1916 年，四川省城高等学堂与四川师范学堂合

并，成立了国立成都高等师范学校，为全国六大国立

高师之一。后来又以此为基础创立了国立成都大学、

国立成都师范大学。《国立成都大学一览》《国立成都

大学组织大纲》《国立成都师范大学概览》为当时的相

关历史文献。

1927 年，四川公立中国法政学校、工业学校、外

国语学校、农业学校合并成立公立四川大学。1931 年，

国立成都大学、国立公立四川大学、成都师范大学合

并，教育部定名为国立四川大学，成为全国唯一的国

立大学。1938 年前的四川国立大学，位于成都市中心

明代蜀王府旧址。从 1935 年起，任鸿俊担任国立四川

大学校长后，看到城内的明清建筑大部分已被毁坏，

便聘请了国家顶级大师杨廷宝进行总体规划设计，在

望江楼旁的锦江河畔建造了国立四川大学新楼。

2000 年，华西医科大学与由原四川大学、原成都

科技大学于 1994 年合并而成的四川大学再度合并，组

建新的四川大学，成为教育部直属全国重点大学。而

历史上的华西协合大学也有相关校史文献传世，如

《私立华西协合大学一览》《华西协和大学西北考察团

报告》《张岳军先生在华西协合金陵齐鲁金陵女大四大

学联合毕业典礼演词》等，成为研究原华西协合大学

珍贵的历史文献。

2016 年 9 月，在成都古书店桃树斋意外发现一幅

《四川国立大学鸟瞰图》。可通过此图鸟瞰整个校园的

建筑、道路、绿化等的空中布置。从布局来看，四川

大学望江新区有四个区域：第一个区域是以荷花池为

中心，周边有理学院、文学院、农学院、法学院、礼

堂和主办公楼等；第二个区域是工程学院，占地面积

很大，区域内有发电厂；第三个区域是宿舍区域，由

四个学生宿舍和教工宿舍、校长室等组成，图书馆和

宿舍之间有一栋学生公社楼，这应该是学生课余时间

上课的地方，而为了方便教职工子女的教育，教职工

宿舍旁边还有一所毗邻小学；第四个区域是学校医院

和体育馆。

（三）关于巴蜀师范专科学校和中小学教育文献

巴蜀师范专科学校和中小学教育作为我国近代新

式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相关文献除曾世礼《初等小

学中国地理教科书》等少数几部清末所编著作以外，

基本上都集中在近代，如《四川省中等教育统计》《重

庆法政专门学校章程》《川东联合县立师范学校附小概

况》《四川嘉陵高级中学一览》《重庆市市立第一小学

半年来之经过》《重庆市私立临江小学一览》《重庆广

益中学校同学录》《四川省中等教育统计》等文献对研

究近代师范和中小学教育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四）关于巴蜀社会教育文献

近代时期，国民政府在社会教育方面做了很多工

作，包括促进国民就业的职业学校、补习学校、为普

通民众创办旨在扫除文盲的识字班、读报处，以及创

办博物馆、公共图书馆、民众教育馆等。政府为此还

出台了相应政策、法令，并汇编成集，如四川省国民

教育委员会编《国民教育视导纲领》《四川社会教育法

令辑要》等，并对实际情况进行落实、统计，如四川

省政府教育厅第三科编《四川省各县市国民教育统计

总表》等。以上这些文献的梳理都为研究近代时期四

川社会教育提供了重要史料。

五、结束语

综上所述，巴蜀地区的教育文献不仅是一份珍贵

的历史遗产，更是对我们了解和研究教育发展的宝贵

资源。通过对这些文献的深入研究，我们能够更好传

承和发扬优秀的教育传统，推动教育事业不断向前发

展，以适应时代的需求和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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