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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者， 传道授业解惑也。

昨天是一年一度的教师节。 古往今来，

尊师重教始终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 今天

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古代的教师节。

汉代出现“法定”

教师节雏形

真正的教师节可以追溯到汉

代。 到了汉代， “学校” 的实体已

经产生了， 并且每个学校都配备一

定数量的老师。

据 《汉书·平帝纪》 记载， 当

时的学校若是处在郡国， 则称为

“学”； 若是处在一个县或者一个侯

国里， 则称为“校”。 黄宗羲在

《与陈乾初论学书》 中写道： 汉、

晋时期， 每年农历八月廿七日， 即

孔子诞辰日这天， 皇帝都要率领文

武官员去祭拜孔庙。 在皇帝的带头

作用下， 各地官府也纷纷效仿。 此

外， “教师节” 这天， 除了祭奠孔

子， 还要“置休经师” “授束修”。

古代教师节是哪天？

在古代， 教师节分很多种， 就

算同一年里， “教师节” 也远远不

止一个。

古代的大小节日， 对于教师来

说都是“教师节”。 在特定的节令，

或者一学年开始或结束， 或者学塾

开办或关闭的时候， 学生往往会向

塾师送银钱或礼物， 这被称为“节

仪”。 因为节仪是用来表示对塾师

礼敬的， 所以也被称为“节敬”。

节令的确定， 主要依照我国传

统的节日。 如果说“小节日” 型的

“非正式教师节” 有点多， 那么

“正式教师节” 就比较容易让人记

住了———在很多地方， “教师节”

最重视的是三节两寿：“三节” 是指

端午节、中秋节、年节，“两寿”则是

指孔子诞辰日和塾师生日。

古代的教师节活动

祭拜孔庙

在汉、 晋时期， 每到孔子诞辰

日 （农历 8 月 27 日）， 皇帝就会率

领文武官员去祭拜孔庙， 还会请教

师们吃饭， 当时虽没有确立孔子诞

辰日为教师节， 但教师已开始享受

节日休假、 会餐等福利待遇了。

评选 “先进教育工作者”

唐宋时代， 依旧沿袭了“祭祀

孔子” 的大礼。 当时的祭奠非常隆

重。 国子监、 书院以及各地政府也

要从本地学校的学长、 学正中选拔

成绩突出者， 报送朝廷，这些“先进

教育工作者”最高可获赏银 500 两。

祭奠规模愈加宏大

到了清代， 不但祭奠孔子的规

模和范围愈加宏大， 教师的薪酬福

利也越来越丰厚了。

农历八月二十七这天， 朝廷将

提高各个书院、 学府、 监院教师的

薪金， 成绩卓著者在这天还会“升

职” ———最高的会授予八品职衔，

提升为院长、监院、掌教、馆师等。

释奠礼

释奠礼是古代在学校设置酒食

以奠祭先圣先师的一种典礼， 作为

祭祀先圣先师的大型礼仪， 对国家

意识形态与民众思想都产生了深远

的影响。

最初释奠礼每年只有秋季一

次， 后增为春秋两次。 参加释奠礼

的人员， 最初只限于孔氏直系子

孙。 后来， 祭孔被当作国家的大

典， 但“家祭” 仍照常进行。

从后齐开始， 每月朔日， 国子

祭酒要带领博士以下及国子诸学生

以上， 太学四门博士、 升堂助教以

下， 太学诸生， 到大成殿的阶下

“拜孔揖颜”。

后来， 人们又在阴历八月二十

七日举行大祭。 这一天的祭孔仪式

隆重， 连在私塾念书和在学堂里学

习的学生也要放假一至三天， 以示

隆重。

古代教师称谓

先生

“先生” 一词的最初含义是先

出生的人， 引申指长辈、 知识丰富

的人。 《孟子》 中的“先生何为出

此言也” 以及《国策》 中的“先生

坐， 何至于此”， 其中的“先生”

均是称呼有学问、 有德行的长辈。

后来， “先生” 一词被引申为从事

教育工作的人。

师长

含有视老师为尊长之义， 是古

时候对教师的尊称之一。 《韩非

子·五蠹》： “今有不才之子， 父母

怒之弗为改， 乡人谯之弗为动， 师

长教之弗为变。 夫以父母之爱、 乡人

之行、 师长之智， 三美加焉， 而终不

动， 其胫毛不改。”

夫子

原为孔子门徒对孔子的尊称， 后

来夫子成为人们对教师的尊称。 《论

语·子张》： “夫子焉不学， 而亦何常

师之有！”

山长

“山长” 是历代对山中书院的主

讲教师的称谓， 其出处源于《荆相近

事》。 五代十国时期， 蒋维东隐居衡

山讲学， 受业者众多， 蒋维东被尊称

为“山长”。 此后， “山长” 成为对

教师的一种尊称。

其他称谓

另外， 古时候对于老师的称谓还

有师傅、 师父、 教授 （从汉朝开始设

置）、 宗师、 西席、 讲郎等等。

从业需要通过资格考试

在西汉以前， 教师多是推荐， 并

不需要从业考试。 但到东汉时期， 中

国出现了教师“资格考试” ———要想

成为太学博士， 得通过太常主持的考

试 （有点类似今天教育部主持的考

试）。 而且， 教师个人的教学经历和

年龄都有相应的规定， 要求曾教过学

生 50 名以上， 年龄不小于 50 岁。

隋唐时期， 中国形成了完备的官

学制度。 官学， 相当于今天的公办学

校， 既有小学， 也有大学； 既有综合

性学校， 也有专科学校。 当然， 教学

管理和要求也更规范更严格了， 对教

师从业资格和教学能力都有一套完善

的考核办法。 其中， 授课数量是考核

定级的重要标准之一。

宋代是民办学校开始兴起和繁荣

的时代， 私立书院流行， 但朝廷对官

学同样抓得很紧， 要当上“公办教

师” 同样得考试。 宋熙宁八年 （公元

1076 年） 实施的“教官试”制度，大概

是中国教育史上最难通过的教育主管

和教师资格考试。由于考试过严，全国

州、县的教师数量明显减少。

拜
孔
庙

评
﹃
先
进
﹄

古
人
花
式
过
﹃
教
师
节
﹄

古诗词中的尊师重道

古代文人从不吝于对老师的

赞美。 “诗仙” 李白、 “诗王”

白居易、 “扬州八怪之一” 郑板

桥等人都有诗作流传， 表达了对

老师的敬意。

《寻雍尊师隐居》

李白

群峭碧摩天， 逍遥不记年。

拨云寻古道， 倚石听流泉。

花暖青牛卧， 松高白鹤眠。

语来江色暮， 独自下寒烟。

这首诗是李白去拜访道师所

作。 “花暖青牛卧， 松高白鹤

眠”， 青牛卧在暖花中、 白鹤眠

于松林中， 是诗人对雍尊师道行

高深， 境界非凡的颂扬。

《奉和令公绿野堂种花》

白居易

绿野堂开占物华，

路人指道令公家。

令公桃李满天下，

何用堂前更种花。

诗中的“令公” 是指裴度，

“绿野堂” 就是他的住宅。 裴度

（765 年至 839 年 ） 是著名的唐

代文学家、 政治家， 他对文士多

所提掖， 时人莫不敬重。

“令公桃李满天下， 何用堂

前更种花”， 以桃李代学生， 喻

指裴度培养的学生众多， 功绩斐

然。

《新竹》

郑板桥

新竹高于旧竹枝，

全凭老干为扶持。

下年再有新生者，

十丈龙孙绕凤池。

“新竹高于旧竹枝， 全凭老

干为扶持”， 新生的竹子能够超

过旧有的竹子， 完全是凭仗老竹

的滋养。 这首 《新竹》， 以竹喻

人， 老竹扶持新竹就像老师对学

生的教诲， 是一种不可替代的神

圣与庄严。

此外， 一些本是描写自然风

物的诗词也在传世过程中为国人

所化用，表达对老师的诚挚敬意。

如李商隐的《无题》：“春蚕到死丝

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老师的

一生就如春蚕、蜡烛一般，是奉献

的一生；杜甫的《春夜喜雨》：“随

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春雨润

泽世间万物， 而老师则在潜移默

化中影响着学生； 罗隐的《蜂》：

“采得百花成蜜后，为谁辛苦为谁

甜”，赞颂了老师为国育人、坚守

岗位的无私精神。

（戚风 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