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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党义教育概况（1927-1937） 

温伟伟 

【摘 要】党化教育，也称“党义教育”，是国民党“以党治国”的体现。党化教育的对象大致有三个：党员，普

通群众及学生。但就国民党的党化教育的目的而言，在 1927- 1937 年这一阶段未收到预期效果。浙江作为国民党

统治重要地区，未有人论及浙江省党化教育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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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说明，本文提及的党化是指中国国民党的党化。给“党化教育”定义，“是依照三民主义，规定教育的宗旨与手段，使

全国人民，都形成中华民国之健全的公民”。
[1](P233)

 

一、“党化教育”的来源 

1924 年孙中山“以俄为师”改组国民党之时，认为俄国之所以成功，就在于其党员奉行主义。因此，他要求国民党员信守

三民主义，并“用这个主义去统一全国人民的心理。到了全国人民的心理都被本党统一了，本党自然可以统一全国。”
[2](P461)

在此

基础上，提出了实行“以党建国”“以党治国”。 

孙中山为了建立一支在国民党领导和控制下的新型军队，党义教育首先在黄埔军校中展开，使之军队成为“党军”。稍后，

便在中山大学开设“政治训育”课程。这是作为党义教育的重要部分初步施行。 

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意识到教育是立国之本，首先对“党义”和“总理遗训”作了神圣化、教条化的阐释。作为国民党重

要思想的三民主义，被国民党人视为政治合法性的来源，并强化其“独占性、排他性、统一性、支配性”。
[3](P22)

1929 年 4 月，

国民政府公布中华民国教育宗旨：“中华民国之教育，根据三民主义以充实人民生活„„务期民族独立，民权普遍，民生发展，

以促进世界大同。”
[4](P47)

而党义教育之目的，“从民族主义方面讲，养成民族的精神，结厚民族的力量，保存民族的思想，恢复

民族的地位；从民权主义方面讲，培养奋争民权的意志，具有善用民权的智能，切实了解民权的要素；从民生方面讲，了解产

生演进的程序„„”
[5](P18)

 

依照孙中山建国方略，分军政、训政、宪政三个阶段。国民党北伐成功，便宣布进入训政时期。训政时期，按照孙中山的

主张，实行以党治国的目的是要发挥党的主导作用，以尽快实现主权在民的宗旨。“在训政时期，我们要注意的是‘训民以政’„„

在军政完结以后，如人民不经过相当的训练，即行民治，不是人民放弃自己的责任，便使为暴力或奸宄所劫持。‘训民以政’就

是简历一个民治政治的基础”。
[6](P28)

为了贯彻“总理遗教”，国民党不仅在在党员中实行党义教育，还在学校及民众中也加大宣

传，实施党义教育。 

二、浙江省党员党化教育概况 

“本党的主张，‘以党治国’是以党的主义来治国，党员者不过施行党治之最有力的先锋队而已。”
[7](P35)

“1926 年，浙江全

省有党员一万零五百二十一人„„以教育程度比，曾入研究院者占 5.207%，曾受大学教育者占 5.3033%，曾受专门教育者占 

7.6816%，曾受中等教育者占 38.2779%，曾受小学教育者占 46.8275%，未受教育者占 7.1867%。”
[8](P36)

可见，国民党吸收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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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分子入党。虽然在表面上看来，国民党军事得到巨大的胜利，“实际上党员负不起重大的使命，我们的党不等人家来消灭而

自行消灭了”。
[9](P263)

 

为了贯彻三民主义，对党员实行“党义教育”，浙江省党部规定党员必须参加“总理纪念周”活动，学习“总理遗教”，并

且编辑有关三民主义及国民党政纲的书籍。这些书被列为党员必读，仅 1929 年就编了很多书，如中国国民党浙江省执行委员

会训练部编《训练特刊》，中国国民党浙江省党务指导委员会训练部编印《训练汇刊》《政纲与政策》，浙江省执行委员会训练部

编印《党义教育》，浙江省执行委员会宣传部印《总理遗教摘要》等。可惜成果并不是很显著。“浙江党务，自执委会以迄执委

会时期，开始训练工作，瞬届二年。虽目的在求党员以及民众，能因接受训练之心得，进而努力履行训政时期应有之义务，但

其效率与成绩，仍不能如吾人之所期。”
[8](P62)

 

三、浙江省学校党化教育概况 

学校是政治社会化的重要场所，中国历代统治者都十分重视学校的政治功能和教化作用。国民党称“施党义教育之真义，

要在整个的教育事业中，表现党的精神”。
[10](P43)

从 1928年起，国民党中央训练部和国民政府教育部先后颁布了一系列通则、条

例，从制度上保证党义教育在学校中的实施。同年 12 月，浙江省各级学校党义教师检定委员会第十二次委员会议通过《浙江省

各级学校聘任党义教师及训育主任暂行办法》，规定全省各级学校党义教师及训育主任须聘请曾受检定合格者充任之。 

对小学党义教师及训育主任主要的规定，“各县市教育局或教育科办理小学党义教师及训育主任之介绍事宜，由各该县市党

部训练部负责监察之责”。对于中等教育以上，相对小学略有变动，“国立浙江大学，设中等教育党义教师及训育主任介绍处，

专办会经检定合格之中等教育党义教师及训育主任之介绍事宜”。
[11](P85)

党义教材的内容、体例和质量直接关系到教学效果之良窳。

浙江省党部调查各级学校党义教育及考核县市党部对于党义教育实施情形，鉴于结果，“各校负责人，尚多对党义教育之真义，

不能彻底明了；各校负责人，多感到党义教育各种法令规章无从检查；各级图书馆对于党义图书，不知如何选购；上面的书，

内容方面无杂残缺，难满人意”。
[12](P31-33)

特编辑《中等以上学校图书馆必备党义图书目录》和《党义教育重要文字汇编》二书。 

党义教育课程的开设是随着国民党政权有效统治的实施而具有了权威性和法理性。在学校课程设置上，从小学到大学，党

义课程为必须科目。具体设置如下表： 

 

中等以上党化教育结果概况比较繁复，在此仅举例一二。“‘浙江大学工学院’---a，从教育原理上观察党化教育本院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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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目的，注重物质文明的建设，而党化教育亦留意惟物方面，故原则上必能融洽。b，从教育学上比较党化教育实施前按之结果。

因实施时尚未能发见显著之现象。c，从训育上比较党化教育实施前后之结果，学生渐注意纪律，例如举行纪念式及各种开会时

能一体出席。‘浙江省立第一中学第一部’---a，从教育原理上观察党化教育。依现代科学的教育、全民的教育，两种思潮而言，

党化教育最适合中国现时教育之改进而为传统的教育根本刷新之机杼。b，从教学上比较党化教育实施前后之结果。实施党化教

育以后，以学生为本位训练其独立的思想，健全的体魄，效忠党国的情愫，舍己为群的观念，愈益明了民族的意识，成为强有

力的意识。c，从训育上比较党化教育实施前后之结果。团体的生活纪律化。”
[12](P57)

据浙江省党部 1930 年统计，国立专门以上

的校长，入党人数为 2 人，省立中学校长入党人数为 11 人，省立职业学校为 3 人，县立中学为 6 人，县立职业学校 1 人，

市立职业学校 1 人，私立中学校 3 人。无论“党化教育”成果如何，任鸿隽撰文指出，在培养目标上，党化教育与现代教育

是势不两立的，教育是教育人怀疑，党义是训练人信仰。就连《独立评论》有言：“党化与教育，是不能并立的；有了党化，便

没有教育；反过来说，要有教育，先取消党化。”
[13]
反对国民党的教育的控制。 

四、对一般民众的训练 

国民党“党化教育”，可归纳为两种解释：第一种广义的解释，是对于一般国民而言的，第二种是狭义的解释，是对于少数

党员而言的。先就广义的对于一般国民的解释而论，所谓“党化教育”，就是“国化”，就是“社会化”。王克仁主张“党化教育，

是以社会为教育的基础和归宿，所以必须社会化”。
[5](P9)

并且国民党认为民众具有一定的民主觉悟，才能更好地建设民主；文化

程度低的民众接受一段时间的教育，才能更好地提高民主水平。所以组织民众，对一般民众团体及工会商人农人进行普通及特

别演讲。除此以外，浙江省党部编发定期刊与小册子，如专备农人阅读的《五日刊》及各项小册及专备农运工作者阅读的《民

国日报副刊》，贴标语、图画，对其宣传三民主义并进行教育。 

五、党化教育之结果 

国民党训练国民，对其施行“党义教育”，使其懂得政治权利的运用，便可进入宪政时期，还民以权。可是，九·一八事变

后，国人纷纷要求制定宪法，实施宪政以团结御侮时，很多国民党员认为，结束训政的条件还不成熟。陈之迈认为：“在目前状

态下，开放政权，事项宪治，是不可能也是不必要的改革。”
[14]
就中国国民党宣扬民众训练还不能达到实施宪政这一问题，张君

劢指出“宪政之习惯养成在乎实地练习”。 
[15](P287)

虽不论出于什么样的原因，事实是，国民党承诺的实施宪政，召集国民大会一

直在推迟，直到 1946 年底才由国民党单方面召集。“国民党是一个弱势独裁党„„国民党从来不是也始终未能建立一个具有严

密渗透性和强大内聚力的政党组织体系，失去了对政府和国家的有效控制。”
[3](P358-361)

至于党义教育，就在国民党内规定的“总理

纪念周”的党义学习也只是走过场而已。而党义教育随着国民党军事的失败，在大陆终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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