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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19th century, Britain became the first country to complete industrialization in the world. 
Industrialization brings productivity progress, and also a very contradictory phenomenon, with 
fewer resources and more population. As far as education is concerned, the majority of the middle 
class in the UK cannot enjoy the necessary educational resources. Educational resources of Britain 
must be redistributed. It is a trend to reconstruct the national education system. Green followed 
this trend to reconstruct society through education. This paper attempts to explain how Green 
carried out social reform by changing education from a macro-perspective, that is, the historical 
background and a micro-perspective of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right to education from a reli-
gious orientation to state intervention, that is, the specific practice of Green during his tenure in 
the Taunton Committee and as a member of the Liberal Party. Green tries to weaken the solidity of 
the British social class through educational reform. His educational thoughts have the religious 
feelings of practicing universal values are the important driving force of Green's educational 
re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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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英国作为世界上第一个完成工业化的国家，工业化在带来生产力进步的同时也带来了非常矛盾的现象，

资源变得更少，人口变得更多。就教育状况而言，占英国大多数的中产阶层无法享受到必要的教育资源。

英国的教育资源必须重新分配，重构国民教育体系成为一种趋势。格林顺应这种趋势通过教育进行社会

重建。本文试图从宏观角度，即教育权由宗教主导向国家干预转变的历史大背景和微观角度，即格林在

唐顿委员会和担任自由党议员期间的具体实践来说明格林是如何通过改变教育来进行社会改革的。格林

试图通过教育改革来削弱英国社会阶层的固化，他的教育思想有着践行普世价值观的宗教情怀，这种宗

教情怀是格林推动教育改革的重要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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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9 世纪英国教育状况的变化：从教会主导到国家干预 

长久以来，英国的教育都在教会的控制之下，“教育是宗教的产物，学校是教堂的附属品，校长是

教会的职员。”[1]到了 19 世纪 60 年代，19 世纪初的宗教信仰在一次次人类知识进步的挑战下变得衰弱，

传统宗教信仰面临着被完全颠覆的威胁。造成宗教信仰危机的主要因素包括对圣经的批判，人类学，自

然科学的进步，以及实证主义的兴起。圣经批评学派质疑《圣经》作为历史文献的独特性及其任何超自

然学说的合理性。同时十九世纪中叶自然科学的进步、地理大发现、达尔文的进化论以及医学的发展都

使人们强烈的怀疑宗教的意义，唯物主义对宗教的合理性产生了难以想象的挑战，这不仅仅是对具体的

宗教教义的挑战，也是对上帝本身的信仰的挑战。宗教信仰在人们心中变得不再是那么的理所当然。对

宗教信仰危机的批判中产生了唯心主义哲学。这场危机彻底暴露了现存宗教哲学的无能。相比之下，唯

心主义为无懈可击的哲学研究提供了一条重建人们宗教价值的可能性。以 T·H·格林为首的唯心主义哲

学家们为宗教提供了一种理性的解释，在摆脱盲目信仰的同时，能够避免不可知论或无神论，从而抓住

传统信仰中更深层次的价值和意义。它是一种既能满足人们精神需求又能满足人们智力需求的东西因此

它使宗教被赋予新的严谨的科学思维方式[2]。约翰·怀特和彼得·戈登认为唯心主义哲学家是 1870 年以

后英国建立国家教育体系的原动力[3]。 
19 世纪欧洲的重大变化之一就是民族国家的进一步巩固。教会的影响力日益受到压制，国家对学校

制度的影响相应增强。这种趋势自然影响到了教育的进步，普及全民教育越来越成为现实可能。欧洲人

逐渐接受了这样的观点：教育应该是国家的责任[4] [5]。19 世纪，英国政府通过了许多普及教育的立法。

1833 年，英国政府通过了《工厂法》，规定在工厂工作的儿童每天必须接受两个小时的教育。政府还首

次向慈善机构捐款，以帮助建立学校。1868 年，《公立学校法》改革了英国的公立学校，例如伊顿公学

和哈罗公学。1870 年，《福斯特法》建立了国家教育局资助的初等学校。1880 年，《教育法》规定 10
岁以下儿童必须上学。1902 年的《教育法》建立了中学制度。格林的教育思想正是在这样的时代大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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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下产生的，教育的主导权利逐渐由教会向国家倾斜。以往宗教主导下教育体系随着宗教的衰落必须重

新塑造以适应新的社会需求[6]。 

2. T·H·格林的教育思想 

2.1. 基础：哲学思想 

格林的一切具体的思想，包括法学思想、教育思想、政治思想等都来源于他的哲学思想。虽然格林

就具体的教育改革写过几篇的文章和演讲稿，但他很少直接就教育这一主题写文章。格林的哲学思想本

身就像黑格尔和其他唯心主义者的哲学一样，充满了教育意义。格林认为，个人对道德规则的运用本身

就是道德教育的一种形式。用他的著作中的术语讲“永恒的意识”，也就是非常重要的“人的自我实现”

这一哲学问题上，非常强调知识的普及。永恒意识就是人的自我价值的实现，拥有永恒意识的明确前提

是获得知识。每个人的目标都是要了解这个知识系统，但是只有人类作为一种有知识的人，具有自我意

识的人才可能实现。个人需要其他人提供基础，即知识的传承，并以此为基础，提供一种学习型社会环

境。当知识体系变得非常复杂时，就可以合理的分工合作并且产生富有成果的思想交流。社会中的每个

人个体永恒意识的培养和发展离不开他人的帮助。我们持有的具体信念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拥有

的经验和我们所固有的知识体系。永恒意识是一种启发式的思想，必须由本身能够拥有知识，而不仅仅

拥有信念的理性的人来提出。格林从康德、黑格尔为代表的德国古典哲学中汲取了大量营养，提出了新

自由主义：他反对经验主义，主张思辨哲学，反对自由放任主义，主张国家干预。他提出了颠覆传统的

自由观，把自由分为意志自由、法律自由和道德自由[7]。格林认为只有把“个体的善”和“共同的善”

联系起来才能体现出完美的人格和社会的价值，也是自我实现最根本的内容[8]。格林推崇积极的国家观

并赞成国家干预，认为法律应该对给社会带来危害的按照自己意愿行事的自由加以限制的同时，保证个

人自我发展的机会。国家是促进社会共同善的机构，有权也有责任增进社会的共同福利。 

2.2. 原则：国家干预 

格林认为国家应该强制要求父母让他们的孩子接受初等教育。教育一个孩子无疑是一种道德责任，

就像偿还债务一样，忽视孩子的教育等于直接干涉了其他人的权利。因此，教育孩子是一种义务。为了

防止阻碍孩童行使受教育权利的情况发生，教育应由国家实施，而且国家也有同样的理由干涉其他自由

[9]。他认为，人类道德进步的一个标准是“逐步扩大被视为共同利益的人的范围”。国家不能强迫人们

成为善良的人，因为作为一个好人必须是一个人自由意志的东西。国家所能做的最多的就是消除个人道

路上阻碍他自我完善的障碍。无知就是这样一个障碍。正是出于这个原因，格林认为国家有权强迫父母

让他们的孩子接受教育[10]。格林在促进小学改革方面同样积极。格林支持全国教育联合会的方案，但

1870 年的《福斯特法案》并不足以体现格林的思想。他期待学校更加普遍化，削弱教会在农村地区的影

响。他关于“英格兰小学制度”(1878 年）的两次讲座中有很大一部分涉及到必须将提供小学教育视为一

种公共责任。在现有的制度下，应当教导普通公民重视他自己和其他人的孩子的教育。格林认为，慈善

人士的教育普及所作的努力并不能取代社会的集体行动，“应该要求全体公民都这样做”。 

2.3. 目标：改善中产阶级的教育 

格林致力于工人阶级的教育，特别是希望通过成人教育来改善他们的生活水平。格林教育改革的主

要目标是改善中产阶级的教育状况，最终扩展到整个社会的教育状况的改善。中产阶级教育在当时是很

重要的，格林相信，只有当这个阶级受到教育时，社会才会变得同样开明，社会不仅需要教师，而且还

需要作家、艺术家、记者、政治家、行政人员，而中产阶级在很大程度上会提供这些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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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林认为实现国家教育体系建设的第一个必要步骤是为中产阶级提供充足的教育条件。格林关心的

中产阶级教育，不仅是那些负担得起的人，而是为整个社会提供一种更广泛地教育条件[11]。所谓的“公

立学校”，只有乡绅、资本家可以享受。“那些绅士的要求被满足了，那些普通人的要求却没有被解决”。

在他访问学校时，发现没有任何中产阶级有接受自由教育的传统。格林认为，主要的解决办法是重塑整

个教育体系，以便释放这些社会的不满情绪。格林对“绅士教育”有一种特别的喜爱。在格林看来，一

个绅士是一个具有一定的知识和情感能力的人，获得这种能力不是少数人的特权，而应该是所有人公认

的权利。 

3. T·H·格林教育思想的实践 

3.1. 参与地方教育事务 

1865 年到 1866 年间，格林担任唐顿委员会的调查员。开始实际参与地方上的教育事务。唐顿委员

会是政府在 1858 年至 1864 年间任命的三个学校调查委员会中的一个，负责调查英格兰和威尔士的教育

情况并提出建议。1864 年由唐顿勋爵主持的学校调查委员会对中产阶级的教育状况进行调查。委员会的

主席是唐顿勋爵，是 19 世纪中叶著名的自由党政客，其报告也被称为唐顿报告[12]。 
在 1865 年 9 月至 1866 年 6 月期间，格林积极参观沃里克郡和斯塔福德郡，然后是北安普敦郡和牛

津郡的学校。他的报告随后与唐顿委员会收到的报告一起发表于 1868 年。格林清晰地表达了他对缺乏宗

教和社会正义的关切，并对一些社会问题提出尖锐的批评。格林随后对教育改革的判断都是基于他在日

常访问学校时获得的实践经验。在这次实践中，格林深刻地认识到教育资源分配的不合理，他发现那些

中产阶层的孩子，与其他富裕家庭的孩子在智力上并没有差别，完全可能被培养成一位绅士，但却没有

足够的条件改善教育状况。而许多受到慈善资金捐赠的学校，教育水平却非常低下，严重滥用了教育经

费。这让格林更加坚信英国教育体系的改革势在必行，并且改善中产阶层的教育是教育改革的重要目标。

唐顿委员会的工作丰富了格林的教育思想，使它明确了教育改革的关键目标。由于格林大部分意见都没

有被委员会执行，这让格林深刻认识到单单靠传播教育思想并不足以改变现状，只有进入政界才可能改

革教育机构，这也为他的自由党生涯埋下了伏笔。 

3.2. 重申自由党政党理念中的教育使命 

影响国家教育政策的方式有两种，一种是进入政界，另一种是提出的教育主张被建制派所接受。1868
年自由党上台后，全国教育联合会受到极大的震动，人们认为自由党不会墨守成规，代表了教育改革派

的利益，并提出“普及义务教育”的口号。根据 1870 年《初等教育法》，地方学校委员会领导下的下议

院能够在现有教会经费不足的地方建造学校。教会对教育的影响力进一步下降，国家主导教育事务的能

力不断增强。 
格林与自由党的联系非常紧密，在 1980 年参选了自由党议员，格林帮助自由党重塑其政策的具体方

式是在对国家职能的概念的进行了重新解释[13]。格林对自由党的政党理念中的教育使命进行了重申。这

使得后来的自由党人中有许多人致力于推动教育改革，并且有着为工人阶层提供广泛地教育机会的强烈

愿望。这同时也为 20 世纪保障工人阶层教育权利的立法得以实现。格林解释到，国家的职能是促进社会

的共同利益。也就是说那些构成了国家共同体的人应该这样做。但是，假设其中许多不能为社会共同利

益工作，无法接受教育剥夺了个人为社会共同利益工作的权利，国家作为一个社会整体将遭受巨大的损

失。格林认为，如果一个人试图践行不管不顾的自由，那只会妨碍到另一个人的自由。所以为了消除这

种障碍，国家必然要通过教育等手段来促进社会公民养成的良好习惯[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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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格林推动教育改革的重要动力：宗教情怀 

托马斯·希尔·格林对宗教信仰的重新解释改变了很多人的价值观，许多人受到格林的启发，他让

很多虔诚的宗教信徒摆脱对宗教信仰的迷惑，并把对宗教的虔诚信仰及其普世价值思想、不仅仅局限在

教堂和宗教之内的兄弟情谊，而是扩展到了整个世俗社会之间的兄弟情谊。格林试图用民族国家共同体

来取代宗教共同体的信仰，因为个人不能抽象地依附于人类社会，而只能通过不同层次的更具体的共同

体紧密相连，民族国家以其共同的语言、文学、历史和习俗为社会生活提供了一个共同的纽带，国家成

了实现普世价值观新的载体。格林哲学的这一非常显著的影响后来变得更加明显，因为它完全满足了那

些在正统基督教影响下长大的年轻人的精神需求，这些人，就像格林自己在年轻时一样，不再能够自由

地接受这种信仰，也不再接受以往对大学生来说往往伴随着他们的这种宗教职业。格林曾经在演讲中告

诉他的听众，教区牧师并不是他们唯一的神圣使命，也许并不是践行宗教信仰的最有效的方式。我们必

须注意到，格林强调国家共同体的利益并不是一种爱国主义。它是一种宗教情怀，一种更广泛的人类兄

弟情谊的表达[15]。 
格林在致力于教育改革的过程中，个人本身直接践行了宗教普世价值观。格林对教育普及的意义从

未有过丝毫的怀疑。对格林来说，教育普及更像是一种符合宗教神圣目的的行道实践。从这个角度看，

格林如此热情地投入到教育改革中，这并不奇怪。如果没有成为唯心主义哲学家，他可能会成为一位牧

师。唯心主义哲学家中的一些人后来就是这样。对于格林热心教育改革的原因比较可能的解释是，许多

人在接受了足以确立他们价值观的宗教教育之后，要改变自己已经形成的根深蒂固的价值观，几乎不可

能。他们除了通过服务教育事业，找不到更有效、更直接的方法来践行他们的宗教价值观。 

5. 结论：格林通过教育改革来削弱社会阶层的固化 

5.1. 改变教育体系就是改变社会 

社会及其制度的全部精神力量同时也是一种教育力量。就此而言，教育机构发挥着特殊作用。这并

不是说学校教育比社会教育拥有更特殊的地位。而是学校本身作为教育机构来说，本身就是一种社会风

气。改变学校就是改变教育，改变教育也就是改变社会风气，改变社会风气也就是改变了一种文化精神，

这就是关注教育的原因。格林对此有着深刻的理解，格林深深地影响着大学的思潮，他在大学内提出的

关于教育变革的声明中表达了对社会问题的关注，格林试图打破英国社会各个阶层的排他性，改良的方

法是鼓励社会各阶层与工人阶层建立广泛的联系；通过推动妇女接受高等教育，改变社会的性别排他性；

通过在学校与所在城市之间建立新的联系，改变社会机构的排他性。所有这些总的核心观点是，学校是

通过机构来直接进行教育、教学的，通过机构来培养一种在今天我们来说常常提到的社会公德。教育使

人们通过共同学习形成一种强大的意识形态，使来自不同社会阶层的人强烈认同自己属于同一个合作互

助型的社会[16]。这一观点完全符合格林改革的思想。在后来的教育改革中，像 R·B·霍尔丹、

H·A·L·费舍尔等都深受格林思想的影响。这种对削弱阶层固化的思想贯穿于格林的教育思想始终，

不管是 1918 年费舍尔法案中为保障工人阶层教育权的立法还是后来工党的政治主张，都深受格林削弱阶

层固化这一思想的影响。 

5.2. 格林的影响 

格林及其教育思想的影响是非常广泛的，牛津巴利奥尔学院的毕业生，很少有人能完全不受格林思

想的影响。格林的许多学生应用他的思想的一个领域就是教育。牛津大学巴利奥尔学院在这方面已经有

了悠久的传统。《1918 教育法》的制定者费舍尔对教育改革的贡献是一个独特的贡献，《1918 教育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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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从费舍尔具体的观点出发进而制定的[17] [18]。费舍尔曾经在牛津大学深受 T·H·格林的著作的影响，

并且在教育改革中试图贯彻格林的许多观点[19] [20]。作为唯心主义哲学运动的核心人物，格林成为牛津

学子崇拜的思想上的巨人。他们当中的许多人后来进入了教育部门，这其中就包括教育委员会的第一位

议会秘书和牛津大学前任副校长威廉·安森爵士，两位常务秘书 E·H·佩勒姆和 M·G·福尔摩斯；教

育委员会法律处第一任处长和 F·R·桑德福德，他们利用监察员、唐顿委员会助理专员和慈善委员会秘

书等职位开展教育工作。中央和地方视察员往往由牛津大学巴利奥尔学院的毕业生担任，他们在学校调

查委员会中也是很强的主导力量。 
在推行教育普及方面格林可以说是不遗余力。格林还积极支持学校的建设来推动教育改革，大力支

持妇女教育、兴办夜校和中学等工作。促进妇女高等教育的运动也得到了他的大力支持，格林积极推动

了牛津妇女高等教育协会的建立。1876 年在布里斯托尔建立了一所大学学院，这是第一个对男女平等开

放的学院，格林担任理事会的成员。他在 1877 年协助创建了一所新的牛津男孩高中。在成人教育方面，

格林主张把大学带到普通人身边去，通过在英格兰和威尔士的地方城镇建立大学教授讲座来普及成人教

育。格林同时也为自由党和工党之间的合作提供了基础，他重申了自由党政党纲领中为工人阶层的提供

教育保障的思想，从而导致许多自由党人在后来加入工党。 

5.3. 评价 

格林的教学直接或间接地成为 19 世纪下半叶英国最有影响力的哲学，而他对公共事务改革的热情以

及他在实践生活中的个人榜样激励着人们在他去世后的 20 年间，为削弱英国社会阶层的固化而努力。他

使大学与普通民众之间的联系更加紧密。科林伍德曾经评价道：“格林在大学培养了一群年轻的学生，

他们坚信哲学，特别是他们在牛津大学学到哲学，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他们的使命是把它付诸实践。

通过这种对学生思想的影响，普通民众发现了格林在学校教授的哲学的价值，从 1880 年到 1910 年左右，

在英国国民生活的各个部分渗透和发展。”[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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