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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Naruse Jinzou is a representative of Japanese women’s education. The study 
of the causes of Naruse’s thought on women’s education is the basis for ana-
lyzing the specific connotation of his thought on women’s education, and it is 
also an important content to grasp the development trend of Meiji Japanese 
women’s education. There were two major turning points in Naruse Jinzou’s 
life: one was to learn about Christianity, and the other was to study in the 
United States. These two turning points have created Naruse’s current thought 
on women’s education. Family education has cultivated Naruse’s profound 
moral quality and social responsibility. The idea of equality for all people in 
Christianity has changed Naruse’s views on women and strengthened his be-
lief and determination to change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Japanese women’s 
education. Studying in the United States has changed Naruse’s metaphysical 
religious view and formed a relatively complete ideological system of wom-
en’s education. The analysis of contributing factors to Naruse’s thought on 
women’s education has enlightening significance for exploring the transfor-
mation process of Naruse’s thought on women’s education and studying the 
external and internal factors behind its trans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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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成濑仁藏与福泽谕吉、新岛襄并称为日本私学领域的三杰，是明治三大

教育家之一。与其余二人不同，成濑是三杰中唯一一位将女子教育作为毕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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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业的教育家，为日本女子高等教育的发展做出了极大贡献。成濑女子教育

思想成因之研究，不仅是理解其思想内涵的基础，同时也是把握日本女子教

育发展过程、思考日本对女子教育的定位的一个重要内容。 
日本明治维新以后，受到文明开化运动的影响，人们逐渐开始认识到提

高女性素养以及女性教育水平的重要性。高素质的国民是国家实现近代化的

基本条件和重要表现。女性不仅是国民的一员，更是国民之母，提升她们的

知识涵养是推动社会进步的重要环节。确实，近代以来，日本在女子教育方

面已取得了长足发展，涌现出许多女性教育家和女子学校，但大多还是停留

在女子初等教育和中等教育阶段。此时，成濑所倡导的女子高等教育的观念

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强烈反响。并且，相较于更偏向职业性和以女性快速自立

为目的的女性创始人开办的学校，成濑创办的日本女子大学校减化了女子教

育的功利性，将发展女子高等教育视为提高国民整体素质的必由之路。他所

主张的三大女子教育方针，即人文教育、女性教育和公民教育，结合了国内

外发展趋势，奠定了日本女子高等教育的基础。因此，成濑是研究日本女子

高等教育时不得不提的代表人物。 
有关成濑仁藏的研究已有不少。中嶌邦的《成濑仁藏》(2002 年) [1]和青

木生子的《活在当下的成濑仁藏——女子教育的先驱》(2001 年) [2]以传记的

形式记录了成濑的一生。片桐芳雄的<成濑仁藏的美国留学和《女子教育》的

出版——至日本女子大学校的创办> (2018 年) [3]、《新潟女子学校与成濑仁

藏——围绕基督教教育》(2017 年) [4]等研究，聚焦成濑人生中的某一重要时

期，探讨成濑该阶段的女子教育思想。斋藤庆子、渡边巧的《成濑仁藏的“自

学自动”教育实践及其意义——以提高女性生活能力为目标的措施》(2017 年) 
[5]、以及汤川次义的《1920 年代的日本女子大学校的“女子综合大学”设立

构想——以设立许可申请和文部省的回应为中心》(1998 年) [6]等研究，围绕

成濑的实践活动进行了探讨。 
总的来说，迄今为止的研究对成濑的人生历程、成濑某一阶段的女子教

育思想、成濑的教育实践活动等进行了较为详细的探讨。但是，有关成濑女

子教育思想之成因的综合性分析还十分有限。在此，文章以成濑的生平为线

索，通过回溯其人生中的重要经历来把握其女子教育思想的成因，以期能够

丰富其成因方面的研究。同时，本文尝试在分析其女子教育思想成因的过程

中，摸索近代西方女性观在日本的传播路径，解析明治时期日本女子教育的

发展水平和发展趋势。 

2. 家庭教育润德生 

1858 年，成濑仁藏生于周防国(现山口县山口市吉敷)，是长州藩士成濑

小右卫门的长子。吉敷是长州藩主毛利家的领地，成濑家是吉敷毛利家谱代

的家臣，代代担任藩公的佑笔，汉学素养高，是广为人知的教育世家。 
父亲小右卫门素日为人“笃实敦厚，谦逊包容，刚毅谨严，寡言重礼”

([1], pp. 6-7)，武士形象跃然纸上；然又“汉学素养深厚，擅书法，趣味广泛，

好文艺诗歌”([1], pp. 6-7)，文人一面也可见一斑。虽为士族，却待人亲厚，

邻里有难，常倾力相助。这般行为远胜有言的教诲，让成濑对父亲感到敬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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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门生众多的教育世家，父亲小右卫门自然也对成濑的教育十分关心，在

成濑五岁时便将其送入吉敷城下町的藩校宪章馆接受教育，主要学习日本外

史、十八史略、四书五经等汉学，训育皆基于儒家道德，并亲自在家教授成

濑阅读、书法等。家庭教育润德生，受这样的家庭环境的滋养润泽，成濑从

小就接受到了良好的儒家伦理道德教育，注重内省和修身，而这也为其后期

的“德育”主张做了铺垫。 
童年时期的成濑虽敬畏父亲，但稚子贪玩，疲于夙兴夜寐，倦于昼习击

剑、夜学书本算盘，也对夏泳秋猎、结伴去邻村寻衅之事感到趣味无穷、心

向往之。然而，成濑的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都甚严，日日训练克己之心，加

之父亲的耳濡目染，如此年复一年，成濑也渐渐收了心，并养成了自律、自

学的习惯。可以说，成濑后期“自发创生”教育纲领的形成便是自此开始的。 

成濑的父亲除了重视自己孩子的教育外，还具有“不独子其子”的高尚

品德，为了让村里的孩子们都能接受良好的教育，父亲小右卫门创办了私塾。

成濑在宪章馆学习了几年后也开始到父亲的私塾里帮忙，被学生们称为“少

年老师”([2], p. 23)。从那时起，成濑便开始思考有关教育的问题。1872 年(明
治五年)，日本政府颁布学制，培养教师成为当务之急，各地均设立了教师养

成所。成濑也顺应时势成为了教师养成所的学生，之后以优异的成绩毕业，

成为了室津小学校、二岛小学校的训导。无论是在养成所的学习还是在小学

校当训导的经历，都令成濑对规则繁冗、墨守成规的教育方式感到愈发不满，

也让成濑坚定了改变现有教育、实施新的教育的决心。 

成濑的母亲歌子也同样出生于士族家庭，是藩士秦家的长女。她性情温

婉贤惠，善解人意；又柳絮才高，巾帼不让须眉，令人敬之爱之。在丈夫小右

卫门外出期间，歌子操劳家事，孝顺长辈，教养子女，为丈夫免去后顾之忧，

真正当好了一位“贤内”。有言道“养不教，父之过”，认为教育孩子的责

任在父亲，但实则母亲在其中也起着重大作用。无论是婴儿时期的牙牙学语、

蹒跚学步，还是成长阶段的言传身教，母亲的言行都会对孩子的成长产生影

响。在成濑的印象中，母亲是温柔的，是可以与之无话不谈的。然而母亲的

形象还未在幼年成濑的脑中成型，人却已不在。幼年丧母，让成濑少了份稚

气，又多了份渴望。在缺乏母爱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成濑，更加明白了母亲

角色的重要性。成濑后来毅然决然地从事女子教育，或许也与这有着或深或

浅的关系。 

由此可见，家庭环境和家庭教育是成濑教育思想形成的原点，也时时提

醒成濑需砥砺德行，不忘青衿之志。其父汉学素养浓厚、克己复礼、重视教

育。受其影响，成濑也十分重视伦理道德、为人自律、学习自主，且习得丰

富的教书育人的经验。其母秀外慧中、才华横溢、却不幸早逝。缺之而更渴

望之，幼年丧母令成濑更加意识到母亲一角在家庭中的重要作用。若母亲才

德兼备、教子有方，则子女才更有可能品行端正、积厚成器。 

3. 基督思想固志坚 

成濑成长于幕府末期，社会动荡，而这反而激发了成濑身为武士家族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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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的骨气，决定“立志于大，做能撼动世界的事情”([7], p. 170)。然而，或

许是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成濑虽心怀家国，却亲情缘分薄

浅。七岁时失去祖母和母亲，十六岁时又目睹弟弟和父亲的离世，亲人的相

继逝世让成濑产生黯然困顿之感，甚至萌发了“厌世观念”([7], p. 170)。而

此时拯救了成濑困惑心灵的人，便是沢山保罗。 
沢山保罗(1852-1887)与成濑一样，其父都是长州藩主吉敷毛利家的下级

武士，因此二人算是同乡。且保罗幼时曾师从成濑的父亲，学习读书写字，

后又同样就读于宪章馆，因此二人又算是同窗，可谓是关系匪浅。保罗是宪

章馆的优秀学子被寄予厚望，后赴美留学并于 1876 年归国，成为了基督教传

教士，致力于传教活动。翌年 7 月保罗的妹妹因病逝世，于是保罗回到了故

乡吉敷办理丧葬事宜。在办丧期间，成濑拜访了这位同窗前辈。见保罗拒绝

了官场伸出的橄榄枝，致力于布道传教，淡泊名利，信念坚定，成濑不胜感

铭。与其谈话间，成濑的诸多困惑已茅塞顿开。虽还未决定未来道路，但成

濑想同保罗一样，先试着离开故乡。1877 年夏，成濑抵达神户，前往拜访当

时在县为官的表兄佐畑家。刚抵达神户港时，成濑发现其留宿之地有不少青

楼楚馆，亦有不少流连花丛，饮酒作乐之人。那时，西南战争还未结束，可

神户港却上演着“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的场景。这令成濑感

慨万千，不禁想起圣经里的一句话：“谁能找到一个贤惠的女人”([7], p. 170)。
或许也是从这时开始，成濑逐渐意识到国家道德颓废的重要原因之一便是约

占国民总数一半的妇女的无知无德。而这也被认为是成濑投身于女子教育事

业的动机之一。 
暂居于表兄佐畑家的这段时间，成濑一直在思考自己未来的出路，最后

决定追随沢山保罗的步伐，成为一名基督教传教士。1877 年 11 月，成濑在大

阪的浪花教会接受洗礼，成为了一名基督教徒。此后，成濑醉心于《圣经》

的研究，被国外传教士亲切地称呼为“手捧圣经的青年(「聖書を持つ青年」)”
([1], p. 33)。《圣经》的核心思想信、望、爱，给成濑极大的启发，并推动了

其女性观和女子教育思想的转变。 
当时，基督教仍被日本人认为是异端邪说。为了改变这种刻板印象，让

更多的人信仰基督教，成濑提出开办教会学校的想法，欲借教育的力量让基

督思想逐渐深入人心。成濑的这一想法得到了教会其他成员的赞同，于是梅

花女学校就此诞生。梅花女学校是大阪最早由传教士开办的学校之一，也是

大阪第一所提供女子中等教育的学校([1], p. 35)。在梅花女学校的开学典礼

上，成濑借贺词表达了自己的女子教育目标。他认为，每个人均是由母亲十

月怀胎所生，因此不可能不受母亲的性情及教育的影响。被爱滋养的孩子自

然与人为善，受恶摧残的孩子自然无法明辨是非。因此，梅花女学校的教育

目标就是培养有爱、且有大爱的女性。这大抵就是受到基督教的主要思想之

一“爱”的影响吧。神爱世人，所以将圣子耶稣赐给人类，并以圣子之死代

人类赎罪。因此，我们也要“爱神”，并继承神的博爱思想学会“爱人”，

怀揣着爱人之心去做善事，如此方为行善，否则与伪善无异。同样，只有培

养出有“爱人”之心的女性，有“爱人”之心的母亲，才能教育出有“爱人”

之心的孩子，创造人人“爱人”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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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边致力于传道，一边投身于女子教育事业的过程中，成濑的女性观

已悄然发生变化。受基督教主要思想之一“信”的影响，成濑开始质疑从小

接受到的男尊女卑的儒教女性观。他开始认识到信神者人人平等，无论是谁，

只要信耶稣便可得到救赎，灵魂也可以进入天堂，这种平等并无男女之分。

于是，成濑逐渐形成了男女平等的观念。随着其女性观的转变，成濑的女子

教育思想也在逐步发展。这一点在其处女作《妇女的职务》中有着比较明显

的体现。成濑在该书中指出，女性真正的价值在于扮演好母亲这一角色，自

觉承担教育子女的重任。不过，实现这一点的前提是，女性首先要作为一个

独立的个体，与丈夫是平等的关系。此外，除了家庭这一限定场所，成濑也

承认女性在社会上的作用。由此可见，此时成濑的女子教育思想已初具雏形。 
其后，在梅花女学校的经费来源问题上，成濑与学校其他骨干产生了分

歧，故于 1882 年辞职。在之后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成濑都专心于基督教传教

活动。期间，成濑曾先后就任大和郡山教会和新潟第一基督教会的初代牧师。

传道过程中虽受到不少打击，例如与当地佛教信徒的对抗、被视为异端邪说、

入不敷出等，但这些反而令成濑越挫越勇，更为坚定自己的信仰。成濑在新

潟就任牧师期间，有不少上门学习英语的人，其中大多都是女性，这把成濑

的目光引到了新潟县的女性的受教育情况上。经调查发现，该县的女性入学

率极低。为了改变这种状况，成濑开始积极参与创建女学校的活动。经过多

方努力，终于于 1887 年创建了新潟女学校，而成濑则担任该校校长一职。在

担任校长的三年间，成濑不断发展践行自己的教育理念，致力于培养学生的

信仰与信念，并采用“自发主义”([1], p. 56)的教学方法，发展学生自主学习

的能力。此外，相较于就任梅花女学校校长时期，这一时期的成濑在学生的

信仰选择上采取了更为宽容的态度，强调顺其自然。 
如果说沢山保罗是成濑选择信仰道路上的引路人，那么基督教思想中的

信、望、爱，以及由这三条引申出来的平等、博爱、道德、个性等内容才真

正完善了成濑的女子教育思想，并坚定了其从事该道路的决心。成濑意识到，

欲兴国则必先兴女子教育，欲兴女子教育则需基于平等发掘女性的职责，欲

发挥女性职责则需坚定她们的信念、涵养她们的德行、培养她们的“爱人”

之心。 

4. 美国留学促思成 

成濑在新潟就任期间，日本的国粹主义热潮席卷当地。人们强烈排斥欧

美文化，而首当其冲受到打压的就是基督教会。成濑的传道活动也因此受到

严重打击。在这样的一个低谷期，成濑在女子教育方面也始终难以取得突破

性进展。国内发展举步维艰，于是成濑只好将目光投向了国外。当时的美国

是一个基督教信仰浓厚的国家，且自 19 世纪 60 年代起就陆续创立女子大学，

正处于女子教育的发展期。因此，赴美留学成为了成濑的不二选择。而成濑

此行的目的有二，一是希望借此机会视察一下美国女子教育的发展情况，二

是拓展深化自身在宗教方面的研究。 
1890 年年底，成濑赴美留学，就读于安多佛神学校，师从社会学家、神

学家威廉·杰威特·塔克尔(William Jewett Tucker, 1839-1926)。该校的神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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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终紧跟学术前沿，在美国宗教界中也颇具影响力。事实上，自 19 世纪 30

年代以来，基督教信仰的内容已逐渐发生转变。其变化主要可以总结为以下

三点：第一，追求对神的信仰，但该信仰强调的是如何把神的爱带到现实社

会中，即重视实际行动和社会福祉；第二，开始批判宗教的非科学性，尝试

对《圣经》进行科学化阐释，认为感性的信仰反而是对神的亵渎。第三，欧

洲兴起的比较宗教学的潮流也逐渐涌入美国。安多佛神学校作为走在美国神

学研究前端的学校，自然也将这些新的神学立场纳入研究体系。在这样的学

术氛围中，成濑的宗教思想也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他意识到，宗教思想不是

形而上学的、单一的，而应该是科学的、兼容并包的。 
除了学校的日常学习，成濑还十分热衷于参加暑期研讨会，这类研讨会

大多是为了宗教传道而举办的。成濑常在其中扮演综合观察者的角色，视察

暑期研讨会的运营方法，以期运用于之后的传教活动及其它活动中。事实证

明，成濑后期成立了日本女子大学校后，确实借鉴了这一经验，在轻井泽举

办了夏期寮。日本当时的交通还不似如今这般便利，因此到了暑假有不少学

生选择不回家乡，而是留在东京继续学习。此外，还有不少志同道合的学生

自发举办学习研讨会，还时常邀请成濑出席会议。为了给这些学生们提供更

好的学习场所，成濑便借鉴了留美时期参加暑期研讨会的经验，在风景优美

的轻井泽举办夏期寮，供学生们共同探讨学习、陶冶情操之用。由此可见，

成濑虽身在美国，心中却时刻记挂着日本，而留学就是为了更好地借鉴美国

的先进经验以用于未来建设母国之用。 

为了更好地研究女子教育，成濑于 1892 年转到克拉克大学学习。该校的

校长斯坦利·霍尔(Granville Stanley Hall, 1844-1924)是美国获得心理学博士的

第一人，在儿童心理和青年心理方面颇有研究，在教育领域也有所建树。霍

尔受到达尔文进化论的影响，强调男女两性身心上的差异，认为男女有各自

的“领域”。受其影响，成濑也十分关注有关“女性的领域”([8], p. 240)的

问题，这对其女子教育思想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在专注于学术研究的同时，

成濑也没有中断视察美国女子学校的工作。成濑访问了史密斯学院(Smith 
College)、蒙特霍利约克学院 (Mount Holyoke College)、韦尔斯利学院

(Wellesley College)、瓦萨学院(Vassar College)、布林莫尔学院(Bryn Mawr 

College)等享有盛誉的女子学院，其中对韦尔斯利学院印象特别深刻。该校十

分重视女性的通识教育、且注重培养学生有效交流的能力及自主学习的能力。

这些理念给成濑带来很大的触动，后来也反映在他的教育实践中。 

三年的学习与视察，让成濑的女子教育思想愈发成熟、愈发具体化。回

国后，成濑基于留学期间的调查研究，出版了《女子教育》这一著作。该书

反映了成濑欲成立综合性女子大学的构想，系统阐述了其女子教育方针，提

出要对女性进行人文教育、女性教育和公民教育。该观点一经提出就在日本

社会引起强烈反响，给日本女子教育的发展提供了一条新的思路。基于这三

大教育方针，成濑于 1901 年创办了日本第一所具有一定规模的、综合性的女

子高等教育机构——日本女子大学校。该校的创立在日本女子高等教育发展

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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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语 

成濑仁藏的一生中有两大转折点，一是与基督教的结缘，二是赴美深造

的经历。在父亲的耳濡目染下，成濑的汉学素养也愈发深厚，伦理道德在其

心中埋下深根，以至于成濑在后期的教学实践中也十分重视道德的教育。而

动荡的时局和血脉中的武士之魂，让成濑从小便立志要做能改变日本社会之

大事。可以说，幼时的成长环境和家庭教育的熏陶是成濑女子教育思想形成

的原点。但若要论成濑人生道路上的引路人则非沢山保罗莫属。在他的引导

下，成濑与基督教结缘，也令其女性观和世界观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基督

教的主要思想信、望、爱，以及由此引申出来的平等、博爱等思想，颠覆了

成濑从小接受到的男尊女卑的女性观，让他开始重新思考女性的定位。与此

同时，其女子教育思想也发生跨越式转变，他开始逐渐意识到摸索女性的价

值要建立在平等教育的基础上。 
如果说与基督教的邂逅让成濑的人生道路有了较为明确的方向，那么真

正让成濑坚定走女子教育之路，并形成相对完整的女子教育体系的关键帧就

是赴美留学的经历。通过赴美学习，成濑接触到了社会学和实用主义，这改

变了其原本形而上学的宗教观，令其逐渐意识到要想改变日本社会必须付出

实际行动，而成立一所新式女子大学就是一条绝佳的途径。为了实现这一目

标，成濑视察了美国的各大女子高校，在博采众长的基础上探索更为适合日

本本土的女子教育发展模式，并在这个过程中形成了创建综合性女子大学的

蓝图。至此，可以说成濑的女子教育思想已基本成型。 
正如文章所考察的那样，成濑的人生经历和人生选择构建了其女子教育

思想，让他走上了从事女子教育事业的道路。然而这与其说是个人的选择，

不如说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在探索成濑女子教育思想的成因的过程中，

日本女性观的转变过程也逐渐清晰，近代日本对女性的定位也变得愈发明确。 
限于篇幅，本文仅从成濑的人生经历出发对其女子教育思想的成因进行

了探讨，但在分析上还不够全面。事实上，社会意识形态和个人性格等都是

影响其女子教育思想形成的因素。思想成因的分析是把握其思想转变过程的

基础，对正确认识该思想的具体内涵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从家庭、基督教思

想、美国留学等三个方面出发对成濑的女子教育思想的成因进行分析，旨在

为之后对其女子教育思想的具体内涵、价值与启示的探讨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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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endix (Abstract and Keywords in Chinese) 

试论成濑仁藏女子教育思想之成因 

摘要：成濑仁藏是日本女子教育界的代表人物。研究成濑女子教育思想的成

因，是分析其女子教育思想具体内涵的基础，也是把握明治日本女子教育发

展动态的重要内容。成濑仁藏的一生中有两大转折点，一是结缘基督教，二

是赴美留学深造，这两大转折造就了成濑如今的女子教育思想。家庭教育培

养了成濑深厚的道德素养和社会责任感；基督教人人平等的理念转变了成濑

的女性观，坚定了其信仰和改变日本女子教育现状的决心；赴美留学改变了

成濑形而上学的宗教观，并让成濑形成了较为完整的女子教育思想体系。这

一成因分析，对于探索成濑女子教育思想的转变过程、研究其转变背后的外

在推动力和内在因素具有启示意义。 

关键词：成濑仁藏，女子教育思想，成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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