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咬文嚼字邓华熙是晚清粤籍官员中推动中国现代化的
代表人物之一。邓华熙生于广东顺德龙山乡，是清
咸丰辛亥年（1851）科考举人，担任过京官和许多
地方职务，在任贵州巡抚时，创办
贵州大学堂，开启了贵州
高等教育的历史。

邓华熙的继任
者中得其教育改革
精神者当为林绍
年。林绍年任贵
州巡抚期间，根据
贵州发展的迫切需
要，筹办各类专门学
堂，进一步发展学堂
教育。

建大学堂，推进留学，晚清新学兴起——

两任贵州巡抚 办学一脉相承

除奏办各类学堂外，林绍年
也积极推进留学事业，他曾上
《选派学生出洋折》《黔省秋冬两
季资送学生出洋片》等折详细说
明留学生出国事宜。与邓华熙类
似，林绍年在推动贵州留学事宜
前，曾在云南办理留学生出国事
宜。他在云南办理留学事宜的相
关经验也帮助其在贵州迅速推行
留学。贵州留学生出国多是选择
师范专业，因缺乏了解新式教育

的人才，教师急缺。为培养
适应新式教育的教师，

贵州奏派留学生151
人，这151人全部

留学日本。留
学生中学习师
范 的 76 人 ，
考察学务的
16人，学习

实业以及自费留学不明学科的59
人。学习师范和考察学务的占留
学生总数的61%。贵州能够在短
时间内选派众多学生留日学习，
得益于邓华熙赴日时建立起贵州
与日本的联系。此外，选择日本
学习速成师范具有时间短、费用
低和文化相近等优点，能够适应
当时贵州的需要。

邓华熙在1900年起任贵州巡
抚后，首先面临的就是因《辛丑
条约》赔款摊派后贵州阶级矛盾
激烈的局面。在联合广西、广
东、云南、湖南等省督抚镇压

“边匪”，镇压人民起义后，邓华
熙遵照清政府兴学诏书，开始改
革贵州教育。

1903年，邓华熙因病退休，
由继任巡抚进一步推进改革事
业。邓华熙就任贵州巡抚时间并

不长，所推行的改革有限，但作
为在清末兴学浪潮中首先开启了
贵州教育近代化的第一人，其功
勋值得铭记，其对贵州近代化教
育发展脉络的影响也值得关注。

回顾历史，两任巡抚都在短
暂的时间内，迅速发展贵州新式
教育，开了先河。邓华熙首先推
动贵州教育改革，林绍年在此基
础上不断深入，根据贵州实际需
要，开办起各类新式学堂，推动
留学事业有较大发展。两人能够
在短时间内取得教育改革诸多成
果，首先在于他们对教育事业的
重视，如林绍年在《为议立宪在
开民智尤在能信民心事》奏折中
所陈“欲开民智，必先开官
智”，掌握行政权力的官员重视
教育且思想开明，教育改革事业
才能有所进展。

在甲午战败后的《敬陈管
见并录呈书籍折》上书中，邓
华熙明确表达了维新变法的思
想。在任安徽巡抚后，邓华熙
更是进一步推动变法落实。在
任皖抚的短短四年内，安徽建
立起求是学堂、安徽武备学
堂、邮政局、近代铸币厂、第
一泰昌轮船公司、日新蚕桑公
司，这些都是安徽省内最初的
新式学堂、近代机构和商业公
司。邓华熙尤其重视建立新式
学堂，培养新式人才。在上任
后不过几月，就上奏《筹议添
设学堂酌拟切实办理折》 和
《安徽省建立求是学堂用过银数
先行具陈片》，陈述兴办新式学
堂的必要性和筹款的办法，顺
利开办安徽求是学堂，邓华熙
兼任校长，开安徽近代教育先
声。

邓华熙在安徽创办新式教
育的经验为他在贵州的教育改
革奠定重要基础。光绪二十八
年（1902），时任贵州巡抚的邓
华熙响应清政府的兴学诏书，
决定在贵阳贵山书院的基础上

筹建贵州大学堂，并下令各府
设中学堂、县设小学堂。《贵州
巡抚邓华熙遵旨改设贵州大学
堂折》中首先说明改建贵山书
院的情况为“足可开拓办理，
随即派员筹款修葺，扩充学
堂，增筑学舍，现已粗备规
模，名曰‘贵州大学堂’，以期
赶速开办”。奏折中还拟定学生
额数、学校章程、课程教习等
内容。在办学资金方面，奏折
称“惟开办经费需款甚巨，黔
省帑项异常支绌，再三撙节，
常年额支、活支各款，尚不下
二万余两。学堂为当务之急，
不容缓图，已由臣饬知藩司，
提拨充用，归入正款开报。至
各府州县中小学堂，概饬就地
筹款，次第举行，以广造就”。
邓华熙明确黔省兴办新式学堂
的办法，掀起办学热潮。从光
绪二十八年 （1902） 至宣统二
年（1910），全省共办起各类学
堂683所。小学堂、中学堂、师
范学堂及师范传习所、实业学
堂、高等性质的学堂以及军事
性质的武学堂陆续兴办起来。

在《筹办客籍学堂片》中，
林绍年为广布贵州的客籍官民子
弟争取就学机会。客籍官民简称
为“客民”，“客民”一词主要指
清代中后期在经济动因的驱使下
涌入贵州的移民。贵州客民多来
自江西、四川、湖南等省，这些
省份早在清以前就形成重视读书
科举的社会观念与氛围。客民虽
然迁居他省，但还是保持着耕读
传统，在有一定经济基础后常投
身科举。科举功名带来的社会地
位和经济利益对客居他乡的客民
来说格外具有吸引力。

林绍年注意到客民的这一特
点，于1905年上《筹办客籍学堂
片》，陈述客籍子弟向来投身学
业，积极应考，现在科举停止，
则需入学堂学习，如此仍然有上
升通道。因此请于省城设置中小
客籍学堂各一所，按照学堂章
程，聘请教师，购买书籍设备，
分班教授，由官立学堂考察，客
籍学堂毕业生也与官立学堂毕业
生获得同样待遇。除了专门的客

籍学堂，客籍学生也可以入学其
他学堂。林绍年也请在“将来高
等、中、小学堂内，酌量附设客
籍学生名额，准各省官、商子
弟，于入自立学堂外，附入肄
业”。作为客籍官员的林绍年不
仅非常重视教育，而且能够关注
到客籍子弟的教育需求，为其谋
划设立学堂。

设立将弁速成学堂可以缓解
兵力不足的问题，《创设营团将
弁速成学堂折》就紧急的练兵一
事请求设立速成学堂，在遵旨裁
减绿营制兵、裁并防营的情况
下，迅速补充兵力不足的问题。
贵州在兴办新式教育之初就面临
严重的师资匮乏的问题，本省又
缺乏适应新式学堂教育的教师，
而招聘来的外国外省教师数量又
非常有限，留学和于外省学习的
学生也不足以满足需求，因此尤
需培养本省的师资人才，才能缓
解人才不足的问题。需设立师范
传习所，“期以广储师资”。林绍
年所上奏折针对当时贵州教育迫

切需要解决的问题给出可行的方
案并落实到行动，推动了贵州教
育和社会的进步。

邓华熙创立贵州大学堂后，
未能在任持续办理，贵州大学
堂办学效果并不理想。林绍年
上 《高等学堂设立预科并派员
出洋考察折》，针对贵州大学堂
改成的高等学堂教学效果不佳
的情况进行分析，并提出专门
对策。他指出贵州大学堂虽得
设立，但是在仓促间办成，没有
新式小学、中学的基础，学生参
差不齐，管理亦不得当，缺勤补
考常有，教师教学无大成果，学
生也并不固定，志业屡迁，故

“三年以来，空悬高等之名，曾
无中学之实。固由规模未备，亦
办理不能尽善之所致也”。因此
计划将高等学堂改为预备科，按
照中等学堂章程办理，另选优秀
学生，再添中文教员。学生完成
预备科学业后，升入高等学堂，
停止预备科，改变以前“旷废苟
简之习”。

除了兴办贵州大学堂，邓
华熙在任内另一项重要举措是
为新办的武备学堂聘请日本教
习。邓华熙认为需要引进外籍
教师来转变风气和发展新式教
育。在外籍教师的人选上，邓
华熙结合他作为安徽巡抚时期
招聘日本教习的经验，选择再
次与日本总领事小田切万寿之
助商议，最终确定了日本教习
的人选、权限、薪酬等事宜。
贵州作为西南边省能够较早地
聘请日籍教师并与日本建立官
方联系，邓华熙的筹划和联络
发挥了关键作用，也确实在一
定程度上实现发展新式教育的
目的。但是，日本方面也借机
加强了对西南地区的渗透，在
日本教习探查西南自然资源的
同时还推动贵州购买日制军
械，扩大军火市场。

邓华熙作为最初推动贵州
教育近代改革的代表人物，在
多方面都深刻影响了后期贵州
新式教育的发展。邓华熙的继
任者中得其教育改革精神者当
为林绍年。林绍年任巡抚期间
根据贵州发展的迫切需要，筹
办各类专门学堂，进一步发展
学 堂 教 育 。 光 绪 三 十 一 年
（1905），贵州巡抚林绍年连上

《开办蚕桑学堂折》《筹办客籍
学堂片》《创设营团将弁速成学
堂折》《改设师范传习所片》等
多封奏折。同年，林绍年在旧
有经世学堂斋舍开办蚕桑学
堂。《开办蚕桑学堂折》陈述了
开办蚕桑学堂的原因是贵州历
来极端贫穷，岁入仅有一十余
万，急需“开济利源”，而发展
桑蚕业有诸多便利和好处，桑
蚕业成本较低、施工较易，外
销可以开风气、保利权，因此
需要在省城办蚕桑学堂，通过
科学的办法，就现
有的桑树试办
养蚕，以
待成效。

文、海报设计/本报记者 赵相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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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首当其冲”
不应只见“首”

“首当其冲”指位于重要位置，最先受到
对方的攻击或遭受灾难。首，副词，最先；
当，动词，承受；其，代词；冲，名词，要
冲、交通要道，在成语中名词作状语，指位
于重要位置。

“首当其冲”经常出现被误用的情况，例
如：

（1） 青年，是一座城市发展的活力源
泉，而让青年扎根城市发展首当其冲的便是

“居有所安”。（《呼和浩特晚报》2024 年3月15
日）

（2） 为保障夏季临床用血需求和安全，
近期，祁东县各乡镇、街道办无偿献血活动
正式启动。祁东县永昌、洪桥、玉合三个街
道办首当其冲，积极响应，率先组织，广泛
宣传……（《衡阳晚报》2023年7月31日）

（3） 说起早餐的品种那自然数不胜数，
但要说最受大众喜爱的，包子绝对是首当其
冲。（《乌兰察布日报》2023年6月30日）

（4）跨过2022年年关后，中国足球也将
迈出2023年的第一步。在各项工作中，国家
男足重组并走上正轨，无疑是中国足球新年
首当其冲的重任。（《北京青年报》2023年1月2
日）

分析以上错误用法可知，人们对成语
“首当其冲”存在两种错误理解。一是将“首
当其冲”理解为首先要做某事，如例 （1）
（4）；二是理解为在最前面，如例（2）（3）。
人们错误地理解“当”与“冲”的意思，只
抓住了“首”的意思，将“当”理解为助动
词，表应当，将“冲”理解为动词，表很快
地朝某一方向直闯，突破障碍。事实上，这
个成语中“当”表示承受，“冲”表示要冲，
含义与现代常用义不同。

“首当其冲”语出《汉书·五行志》：“郑
以小国，摄乎晋楚之间，重以强吴，郑当其
冲，不能修德，将斗三国，以自危亡。”意思
是，郑国是个小国，位于晋楚吴三个大国之
间，如果不修德，一旦发生战争，郑国最先
遭受攻击。《三国志·公孙瓒传》裴松之注引
《献帝春秋》：“盖闻在昔衰周之世，僵尸流
血，以为不然，岂意今日身当其冲。”《清史
稿·兵志九》：“欧舰东来，粤东首当其冲。”
它经历了从“郑当其冲”到“身当其冲”再
到“首当其冲”的转变。

请看下面的正确用例：
（5）冬季人体抵抗力下降，细菌、病毒

常乘虚入侵，咽喉首当其冲，而漱口是对咽
喉最好的保护。（《劳动午报》2024年1月8日）

（6）核污染水排海，首当其冲的是渔业
以及下游产业——日料店。（《大河报》2023年8
月25日）

（7） 1931年的中国经历了一场灾难——
长江水灾。武汉三镇首当其冲，竟成一片汪
洋。（《新民周刊》2023年5月29日）

在学习成语的过程中，切忌“望文生
义”。成语大多来自历史典故，其字词含义与
现代汉语有时有很大不同，“首当其冲”就是
一例。我们需要了解成语的渊源，准确理解
成语字词的含义。

来源：语言文字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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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巡抚邓华熙奏为遵旨改设贵州大学堂拟定开办章程规条
事》奏折。

林绍年书法。

林绍年奏稿。 邓华熙书法。

邓华熙画像。

林绍年画像。

筹建贵州大学堂1

发展新式教育2

继任者为客籍子弟争取就学机会3

积极推进贵州留学事业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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