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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早期英国乡绅重视大学教育的社会影响

高慧芳

（福建师范大学，福建 福州 ３５０１１７）

摘 要：近代早期英国出现社会结构重组、社会阶层流动的现象，典型表现是乡绅阶层的兴起，绅士品格成为衡量一

个阶层社会身份的外在标准。 就教育理念而言，深受意大利文艺复兴运动的影响，博雅教育在近代早期的英国扎根

萌芽，古希腊罗马时期的“自由人教育”开始转向“绅士教育”，牛津大学、剑桥大学和伦敦法律协会成为乡绅接受绅
士教育的主要场所。 结合社会变化及自身需求，乡绅改变轻视学问的观念，积极培养子弟接受大学教育，在担任政府

官员、热衷教育慈善、借助文化脉络加强阶层联系三方面，增加了近代英国社会内部的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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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英国近代史上，乡绅是独特且重要的中间阶层。

中世纪晚期，英国农村社会发生巨大裂变的表象之一，

就是社会身份仅次于贵族的乡绅的兴起。 近代早期的

英国出现社会重组、阶层流动的现象，乡绅的大学教育

观念变迁是观察近代英国社会转型的一个独特视角。

内涵与外延模糊的乡绅阶层如何看待英国近代大学教

育的理念变化、如何做出反应、他们的行动又会为近代

早期的英国社会带来何种影响都是值得研究的问题。

国内学术界对乡绅的社会属性和经济能力的研究颇多，

对乡绅在文化与社会领域的影响研究略少。 本文尝试

以近代早期英国大学的博雅教育为切入点，考察乡绅对
其之态度，结合时代变化及自身需求，探讨乡绅大学教

育观念的转变对近代早期英国社会的具体影响。

  一、近代早期英国大学的博雅教育

在中世纪，英国的教育是由教会控制的。 教会作为

教育慈善救济的主体，其创办学校的目的是培养神职人

员。 但这些学校数量很少，规模也不大。 １６― １７ 世纪

英国历史进入发展的重要转型期，按照当时教育的层次

来划分，英国的教育体系主要分为初等教育、中等教育

和高等教育三个部分。 英国的初等教育以宗教知识、基

础读写能力和算术知识为内容，是在私立学校、教区学

校和小规模学校中进行的。 初等教育使得受教育者获

得营生技能，也主要被国家视为统一宗教认知和巩固社

会秩序的有效途径。 文法学校是中世纪出现的最有特

色的中等教育形式，主要开设传统古典课程和教授拉丁

文。 高等教育包括大学教育和律师学院教育。 牛津大

学和剑桥大学是最早出现在英格兰的两所大学，是英国

高等教育发展中的最重要的分支。 四法学协会① （Ｔｈｅ
Ｉｎｎｓ ｏｆ Ｃｏｕｒｔ）通常被视为英国的“第三所大学”，专门提
供培训熟悉法律的人才。 中世纪英国大学由教师承担

管理任务，学生大多是公费生，也有一部分是领取教会

薪俸或受奖学金资助的学生。 宗教改革后，英国大学的

管辖权从欧洲天主教教会转移到英国国王手中，从教会

机构的附属逐步被驯化为英国社会的一部分。 这时期

的高等教育是相对于初中等教育而言的一种更高层次

的教育，其重要的实现形式是大学教育。 近代早期英国

的大学主要包括牛津大学、剑桥大学和为律师提供专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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训练、授予律师资格的伦敦法律协会。 法律协会早在中

世纪就已存在，宗教改革后承担着类似大学的职能与

作用。

现代英国的“土壤”是从都铎王朝时期开始积累

的。 英格兰、苏格兰、威尔士和北爱尔兰四个地区在高

等教育发展水平、院校数量、发展历史等都不尽相同。

在英格兰迎来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的浪潮时，苏格兰却

还在面对残酷的战争和穷困的生活，１５― １６世纪，苏格

兰建立了 ４ 所大学，即圣安德鲁斯大学（Ｓｔ．Ａｎｄｒｅｗｓ，
１４１１）、格拉斯哥大学（Ｇｌａｓｇｏｗ，１４５１）、阿伯丁大学（Ａｂ－
ｅｒｄｅｅｎ，１４９５）和爱丁堡大学（Ｅｄｉｎｂｕｒｇｈ，１５８２）。 苏格兰
大学由于财力和生源限制，无法形成牛津、剑桥大学那

样完整的学院制度。 由于经济和地域原因，威尔士高等

教育发展程度和英格兰、苏格兰地区均无法相比，第一
所高等院校建于 １８２７ 年。 北爱尔兰仅有两所大学，建

校较晚。 在英国历史演变进程中，英格兰地区一直作为

主要疆域而存在，英格兰的高等教育发展又最具代表

性，因此，本文主要以英格兰地区的牛津大学、剑桥大学

和伦敦法律协会为考察对象。

在西方教育史中，“博雅教育”概念是理解整个西
方教育思想的关键。 这个概念最早可追溯至古希腊罗

马时期，当时指的是面向拥有闲暇和财富的自由人阶层

的全面教育，它并不是面向所有自由人的教育，而是面

向“真正的自由人”，即非奴隶出身的、具有一定社会地

位的、拥有良好德性的自由人。 博雅教育与城邦政治密

不可分，其宗旨在于培养能够积极参与公共生活的“真

正自由人”。 在中世纪，博雅教育的观念典律化为专指

文法、修辞学、逻辑学、算术、几何学、天文学、音乐的“七

艺”。 中世纪的受教育权也是与自由身份联系在一起

的，自由技艺②
的承载者是修道士、医生和律师。 近代

以来，英国最完好地继承了古典的博雅教育传统。 １６―

１７世纪，这种观念在英国各地生根发芽，至 １８ 世纪最

为盛行
［１］１４ 。 在 １７― １８ 世纪的英国，所谓 ｌｉｂｅｒａｌ ｅｄｕｃａ－

ｔｉｏｎ，指的是绅士教育（ｇｅｎｔｌｅｍａｎ＇ｓ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ｇｅｎｔｌｅｍａｎｌｙ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ｌｉｂｅｒａｌ 一词是对绅士品格的描述，将 ｌｉｂｅｒａｌ
一词和知识、教育联系在一起时，ｌｉｂｅｒａｌ 最基本的含义
是“适合于绅士的” （ｂｅｃｏｍｉｎｇ ａｇｅｎｔｌｅｍａｎ ）。 在 ｌｉｂｅｒａｌ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的理论话语中，ｌｉｂｅｒａｌ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的含义从古希
腊罗马时期的“自由人教育”转向了“绅士教育” ［２］１４３ 。

１６― １７世纪的英国公学和大学是承载绅士教育的最主

要场所。 礼仪、社交、交谈成为博雅教育最为重要的目

标，语言和礼仪受到极力推崇，这一时期的博雅教育与

中世纪强调逻辑学的传统不同，也与 １９世纪纽曼③
强调

英国博雅教育“心智训练”的传统迥然有别。 １７―１８世

纪的英国人常常恭维别人接受了“博雅教育”，意思不

外乎是这个人接受的教育非常完整、充分。 如果一个人

不但上了公学，而且还上了牛津大学、剑桥大学，那他就

可以理直气壮地宣称自己接受了博雅教育。

  二、乡绅对大学教育的观念变化及原因

中世纪晚期，英国农村社会结构出现深刻的变化，

作为中产阶级的乡绅在古代贵族的废墟上崛起了，集中

表现为崛起的乡绅掌握了农村的经济权力
［３］ ；不像贵

族，乡绅不是由法律界定的等级身份，其概念没有十分

明晰的界定。 乡绅阶层产生于 １２ 世纪末，形成于 １４―
１５世纪，在 １６ 世纪迅速发展壮大。 从 １２ 世纪末到 １６

世纪的四百年里，乡绅的内涵不断发展变化。 直到 １６

世纪末，乡绅的构成才基本确定下来。 乡绅包括自耕农

以上、贵族以下的四个土地占有者阶级，即准男爵（ｂａｒ－
ｏｎｅｔｓ）、骑士（ｋｎｉｇｈｔｓ）、缙绅（ｅｓｑｕｉｒｅｓ）和普通乡绅（ｇｅｎ－
ｔｌｅｍｅｎ） ［４］９ 。 乡绅的收入一般以地产收入为主，依靠土

地收入进行投资。 乡绅通常是指农村中较大的自由土

地持有者，不是贵族，贵族只限于公、侯、伯、子、男五等

爵位。 他们不像贵族那样享有较高的社会地位与各种

特权，资本主义租地农场主的阶级属性是乡绅与贵族的

本质区别
［５］１２３ 。

在亨利八世统治时期，大多数村庄并没有乡绅，甚

至没有任何绅士住在那里。 在 １５２２ 年的调查中，拉特

兰郡中约１ ４００人里有３５名男子为乡绅，这意味着乡绅

约占人口的 ２％。 事实上，真正的乡绅比例不到 ２％，每

５７名男子中大约只有一名［６］ 。 宗教改革前，教会拥有

的土地数量限制了乡绅积累土地资产的机会，毫无疑

问，１６世纪下半叶寺院的解体帮助他们扩大了队伍和

财富，以致乡绅阶层的人数增长率超过了这一时期总人

口的增长率，这是乡绅兴起的最主要原因。 在财富方

面，仅就地产而言，在 １５ 世纪乡绅占有英格兰土地的
１／４左右，到 １７ 世纪中叶上升到近 １／２［７］１３４ 。 英国历史

上的圈地运动是乡绅兴起的重要原因。 一方面，乡绅大

多亲自监督、直接管理地产，关心投资和盈利，认为比起

雇佣农业工人耕作土地，圈地比敞田经营获利更大。 另

一方面，乡绅可以借用治安法官的权力之便推进圈地运

动，为自己谋取利益，同时巧妙地对付政府调查。 这一
４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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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段，使得大量有效的地产收入乡绅们的囊中，在莱斯

特郡所有被圈占的土地中，乡绅占去了 ６７％，修道院占

１７％，贵族占 １２％，王室占 ２％［７］１２０ 。 之后，他们利用圈

占的土地开办资本主义租地农场，雇用工资劳动者，获

得市场利润后迅速成为旧的封建阶级废墟上的新主人。

英国大学教育的发展与社会经济、政治的变化紧密

相连，处于相互作用之中。 由欧洲文艺复兴运动孕育的

人文主义文化，使欧洲从教会控制下的宗教文化中解放

出来，进入了一个新的文化时代。 要理解乡绅对高等教

育的反应及观念变化，不仅要考查乡绅进入大学的人数

比例，还需结合乡绅自身需求的变化。

近代早期的大学教育呈现世俗化倾向，入学人数、

学生社会构成发生较大改变。 １５６０― １５９０ 年以及

１６０４―１６３０年是英国教育发展的两个高峰期。 英裔美
国历史学家劳伦· 斯通在《１５６０― １６４０ 年英国教育革

命》一书中将 １５６０― １６４０ 年英国近代教育发生的重要

转变称为“教育革命” ［８］ 。 这一时期，牛津和剑桥两所

学校出现了入学人数大量增加的现象。 从学校内部的

社会差别看，贵族和绅士自费生数量在增长。 尽管就乡

绅而言，上大学的习惯可以追溯到中世纪，但在 １６ 世纪

后期，接受这种教育的乡绅子弟比以前更多了。 计算这

一时期林肯学院的全部入学人数时，４０．６％的人有贵族

的背景，４７．８％的人是绅士子弟［９］２７１ 。

考查乡绅子弟的入学人数比较困难：一是在于学院

档案记录不全，二是乡绅阶层的界定并不是一成不变

的。 在斯图亚特时代，有钱有势的商人和城市上层进入

绅士阶层是可能的。 因此，结合近代早期英国社会的情

况，考察乡绅的自身需求是非常必要的。

第一，通过接受绅士教育获取上流社会的身份，是

乡绅摆脱愚昧形象成为知识精英的捷径。 乡绅在英国

小说中一直是土气的、没有学识的暴发户形象。 对于经

济实力雄厚的乡绅而言，在英格兰等级社会里，拥有贵

族的社会地位是他们梦寐以求的。 在英格兰，贵族至少

包括上院的所有成员，以及无封号的贵族家庭成员和其

他某些人，总的来说他们构成了一个无形而有力的、能
够持久地延续下去的上层社会统治集团。 贵族阶层具

有“全英格兰”性质，而非地方性质，在整个社会阶层

中，贵族阶层在政治文化和社会生活中是英格兰民族的

代言人，也是社会各阶层的表率。 在英格兰，身份的基

础是财富和土地，而非像法国那样，是血统和法律。 住

房、衣着、教育程度、口音、自信心、财产（绅士大都很富

裕），尤其是职业———绅士无须从事体力劳动便能谋生，

这些已经成为英格兰绅士的外部标记
［１０］１０１ 。 １７ 世纪下

半叶，除了古希腊罗马道德哲学所设想的理想人格（宽

宏、慷慨、闲暇的人，大度的人，强调的是品格）和文艺复

兴时期人文主义所设想的理想人格（多才多艺、文武双

全、全面发展的人，侧重才艺）之外，基督教的因素开始

渗入“绅士”的意象，虔诚、谦卑、仁慈、对邻人的爱等基

督教美德同样被认为是一位完美绅士所必不可少的品

格。 至 １８世纪，“绅士”理念又为之一变，文化、教育的

因素成为绅士定义的一个必要组成部分，人可以凭借教

育和职业获得绅士地位，这是 １８ 世纪绅士定义的“革

命”，良好的教养和学识甚至变得比出身更加重要。 因

此，社会地位处于贵族之下的乡绅阶层渴望也最有机会

通过接受贵族式的精英教育，跻身上流社会。 他们在乡
间购买土地修建豪宅，学习贵族的谈吐，追逐高雅的生

活方式，以期提高社会声望。

第二，近代早期的大学教育依然是上层阶级的特

权，可观的经济实力帮助乡绅获得绅士教育的机会。 英

格兰教育体系是比较开放的特权堡垒，金字塔上层的拥

有特权和机会的绅士们以牺牲穷人为代价获得了教育

优势。 即使在 １７ 世纪初教育大发展时期，高额的学费

也会将约曼以下的普通农民阶层排除在外。 向“穷人”

提供的任何教育，都属于体面就业的、熟练的工匠或农

民，而不是“非常贫穷”的不够熟练和勉强糊口的穷人。

当时教育费用主要是由家庭承担的，而且数额在不断攀

升。 十六七世纪之交，学生每学年缴纳的学费为 ３０ ～

４０镑，１７２０ 年上升为 ５０ 镑，１７５０ 年为 ８０ ～１００ 镑［１１］ 。

一般来说，约曼农民最低的年平均收入为 ４０ ～５０ 英镑，

而在 １７世纪初，１１英镑够支付一对农村夫妇和 ４ 个孩

子一年的生活开支
［１２］３１ 。 除了支付学费之外，家长还需

要负担其他费用，如餐饮费、服装费、娱乐花销等，支付

大学教育的费用将是一大笔钱。 因此，贵族、乡绅和富

裕的约曼家庭的子弟成为大学学生的主体。

第三，大学教育变革带来的课程世俗化满足了乡绅

的现实需求。 轻视学问成为中世纪贵族与乡绅的普遍
共识。 在都铎和斯图亚特时期，签名的能力成为文盲的

衡量标准，乡绅不会读写甚至不会签署自己的姓名并非

特例。 中世纪大学的任务主要是向学生阐述经院哲学

思想，１５世纪末以后，逻辑学等课程仍被视为重点，但

世俗文化的内容逐渐被引进大学，适应绅士子弟教育的

相关课程被开设起来。 另外，一些导师有意识地针对绅
５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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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教育的实用需要而对课程做出调整，更加强调历史、

文学、地理、神学、现代哲学等课程的重要性。 这一时期

大学教育的目的和内容的转变，吸引了乡绅阶层。 在乡

绅看来，处理财产、借贷等与法律相关的事务，熟悉、精

通法律知识会使他们更加得心应手。 另一方面，具备普

通文化知识和专业知识已经成为在政府部门谋取官职

的一种优势。 近代早期的大学不仅要受教会控制，更要

为君主和国家服务，大学逐渐演变为世俗机构的一部

分。 从亨利七世开始，都铎王朝的历代统治者重视依靠

中等阶层，他们在任命、提拔和奖赏政府官员时主要依

据个人的能力和忠诚程度，而不看重其出身和政治背

景。 从 １６０４年起，牛津和剑桥大学的每所学院都有权

送人进议会，两所大学拥有派驻两名下院议员代表的权

力，有权在议会上阐发大学对政治、王位继承、宗教等事

务的见解和主张，并有权呼吁政府制定相关的政策和
法律。

  三、乡绅重视大学教育的社会影响

乡绅涌进大学接受教育的趋势，反映了文艺复兴下

人文主义教育的兴盛，也体现了英国社会在转型时期的

内部调整。 这些乡绅为告别往日愚昧、暴发户的刻板形

象，积极接受大学教育，成为知识分子，担任政府官员，

热衷教育慈善，借助校友关系加强阶层联系。 从这一角
度来说，乡绅对近代早期英国高等教育的认知转变及影

响，增加了近代英国社会内部的活力。

（一）政治影响：运用知识管理政府事务，促进社
会法治思维

英格兰是个去中央化国家，实行的是一种权力既集
中又下放的混合权力体系，“每一个郡县、每一个城镇、

每一个教区各自照顾着自己的利益” ［１０］１８３ 。 中世纪晚

期地方上的行政、工商、司法等诸多实权，都归治安法

官。 现代历史学家，如都铎王朝的批评家一样，倾向于

强调 １６世纪人们对混乱的恐惧和高违法率。 在伊丽莎

白执政的前五年和最后五年里，违法犯罪指数一直在上

升，记录在案的暴力重罪从 ５０起上升到 ９９ 起［１３］２１ 。 当
时的社会对有专业法律知识的治安法官需求很大，到

１７世纪末，英格兰地方行政已经掌握在５ ０００名乡绅的

手中
［１４］５６ 。 他们都具有法律知识，并通过选举任职。 英

国的治安法官是义务的、无薪俸的，既是中央政策在地

方上的执行者；又代表地方利益、反映地方意见，并有效

解决现实纠纷。 作为治安法官的乡绅对伦敦政府的命

令究竟能执行到什么程度，取决于双方对于具体问题所

能达到的共识程度。

乡绅在中央政府的政治影响力也不容忽视。 都铎

时期出现了引人注目的“乡绅入侵”现象，即外来乡绅

参加竞选非该居住城市的议会下院议员，并代表该市选

民出席国会下院。 都铎时期，召开的 １０ 次议会大选中，

平均 ６６％的城市议席被乡绅“侵占” ［１５］ 。 此外，他们广

泛就职于重要的财政部、枢密院以及司法部门，参与都

铎政府的各项决策，使得贵族不再独占政治权利。 大学

教育对伊丽莎白和早期的斯图亚特王朝下院议员的影

响是显而易见的。 １５６３ 年的下院议员有 ４２０ 人，其中

６７人在牛津和剑桥学习过。 １５８４ 年的议会中，该人数

增加到 １４５ 人，１５９３ 年增加到 １６１ 人［１６］１４４ －１４５ 。 除了下

院议员，１６０７― １６１９年北安普顿郡的 １９ 名副郡长中至

少 １５名上过大学，１１ 名曾到律师学院学习。 这些下院
议员和副郡长教育背景的数据基本涵盖了乡绅的最上

层
［１７］４１ 。 正是通过律师学院的训练，乡绅们萌生出通过

习惯法限制王权的想法。 也正是通过在大学所受的教

育，乡绅们对公共事务有了责任感，对他们手中的权力

有了信心，并通过在校期间的私人交往联合起来，将其

意志强加于 １６４０― １６４２ 年的英王。 在受教育程度上，

１８世纪的治安法官与 １７ 世纪的治安法官是有差别的，

他们大多接受了大学教育，或者在伦敦法律协会学习了
一两年

［１２］１１１ 。

在政治影响上，受过高等教育的乡绅不仅可以担任

地方管理者，也具备中央与地方的双重管理人身份，这

有利于促进王权统一下的法治政府和法治社会的逐渐

形成，对维系民族国家发展和英帝国形成与扩展也很

重要。

（二）经济影响：热衷教育慈善捐赠，贡献教育
资源

亨利八世利用宗教改革解散了大部分寺院，切断了

教会的教育慈善资金来源，教育不再由教会垄断，其创

办主体是俗界人士，涉及人员广，几乎涵盖了所有的社

会阶层———贵族、绅士、职业者、商人和约曼甚至是普通
平民。 受新教教义的影响，为了祈求上帝宽恕自己的某

些罪恶，很多大商人和乡绅发家致富后，自愿将大量的

遗产捐赠给文法学校和大学，以求净化灵魂和确保死后
灵魂的安宁。

文法学校承担着都铎王朝和斯图亚特王朝最得力

的教育机关。 文法学校长期为教会所垄断，从 １５ 世纪
６５

  ２０２０年 河南科技学院学报



起，它们摆脱教会控制而兴盛起来。 在１６―１７世纪，这

种趋势更加明显。 １５５８― １６８５ 年，伦敦市镇至少创立

了 ３５８所比较简易的新文法学校［１６］１０５ 。 其中，在 １５２６

年，一所免费的文法学校由乡绅威廉· 费蒂普莱斯在伯

克郡奇尔德里建立起来。 学校依赖教堂的慈善资金办

学，但乡绅把捐赠的地产转让给了牛津大学皇后学院的

教务长和学者。 宗教改革后，学校由此摆脱了教堂解散

带来的资金匮乏，并继续在本世纪蓬勃发展。 到 １６ 世

纪末期，教育捐赠已经成为当地的风尚。 商人或行政人

员在伦敦赚了大钱后，在他们出生的城镇或在乡下的财

产所在地，用新资产捐赠免费的文法学校。 文法学校因

绅士的慈善事业而恢复活力。 由此弗莱彻认为，从

１５００到 １６７０年间，文法学校的扩张是一场从成功的乡

绅和商人的热情中汲取力量的运动
［１８］ 。 大学教育在很

大程度上成为提升社会地位的捷径，这是乡绅在教会、
法律和行政管理方面取得进步的重要基础。 与文法学

校相比，虽然大学从教育捐助中受利较少，但各界捐赠

也提高了大学的办学条件，增加了英国的教育资源。

在经济影响上，乡绅成为仅次于商人的教育捐赠的

第二大主体，教育慈善的风潮对近代英国民众的教育平

等意识的孕育与社会的整体进步具有重要意义。

（三）文化影响：借助教育观念传播，加强上层阶
级凝聚力

对于上层社会而言，１６― １７ 世纪发生了教育地点

和教育性质的双重转变。 １６ 世纪，大部分贵族及绅士

的子女主要在家中接受良好的家庭教育，贵族家庭有比

文法学校和大学更利于教育的环境因素。 但 １７ 世纪

后，他们中一部分人选择到文法学校接受正式的中等教
育。 在宗教改革后短短半个世纪内，由王室、贵族、富商

建立的“公学”就有 ６所。 据 １８６７年数据统计，这类“公

学”多出了 ３所。 等完成中等教育后，他们再到各所大

学或伦敦法律协会继续接受高等教育。 伴随封闭式的

家庭教育转向开放式的大学教育，受教育者获得了同样

的教育内容，原有私立教育的组成部分被剥夺，统治阶

级的民族文化内容得到发展。 在文法学校，特别是在
“公立学校”，他们接受了教士和文化精英所要求的宗

教知识教育和人文修辞教育。 导师制作为牛津和剑桥

大学的永恒特征，与大学的课堂讲授相伴而发展，成为
满足上流社会学生特殊需求的途径。 从导师那里，他们

完成了在古典学科、历史学、语言学、逻辑学等方面的广

泛教育。 乡绅从同类学校毕业，拥有牛津、剑桥、四大法

学院的关系网，离校后有很大机会管理地方或中央政府

事务。

乡绅的高等教育观念的影响越过大学范围而向外

传播开来。 那些在地方郡县完成教育的小绅士，与牛

津、剑桥和伦敦法律协会就学的大绅士接触，学习了共

同的教育理念，形成了亲密的校友关系，有助于形成作

为国家统治阶级的成员的共同意识。 １７ 世纪 ７０ 年代

后，当英国大学的发展因陈旧过时的课程以及内战后出

现的复杂局面而停滞不前时，绅士阶层和正规高等教育

之间的联系就衰落了。 然而，统治阶级的文化内聚过程

已基本完成了，民族的文化认同加强了。

  四、结语

近代早期英国教育理念的改变体现了当时英国社

会政治经济的变化。 借助宗教改革和圈地运动，乡绅阶

层迅速掌握大量地产，运用资本主义经营方式成为社会

里富足的阶层。 在近代早期英国社会中，除了土地和财

富外，良好的教育、修养、社交技巧、文雅成为衡量绅士

的外在标准。 经济实力雄厚的乡绅观察到了这一社会

变化，从轻视学问到认识大学教育对提升个人地位的重

要性，以及民族国家形成过程中对管理人才需求，转而

有意识地进入大学或安排子弟接受绅士教育。 乡绅对

大学教育观念上的转变，对近代早期英国社会产生了有

利影响。 政治上，担当中央与地方的双重管理者的乡

绅，成为建立法治政府的积极推动者和践行者；经济上，

乡绅开始热衷于教育慈善捐赠，将部分教育慈善资源流

入社会底层，一定程度上有利于教育平等；文化上，通过

教育的关系纽带使得上层阶级的文化内聚更强。 在这

三方面影响下，近代早期英国社会内部更加有创造力。

注释：
①一般认为，英国的四法学院起源于 １３ 世纪后期被称为“法

律学徒”（Ａｐｐｒｅｎｔｉｃｅｓ）的特殊团体，这些学习法律的学生为

方便业务学习，自由结合寄宿在伦敦中央法庭所在地威斯

敏斯特区附近的客栈或酒馆，聘请开业律师讲课或提供辅

导，居住在一起的学徒逐渐自发组成一所具有自治团体性

质的、行会式的简易法律学院（Ｉｎｎ）。 后来其中著名的四大
律师学院，即林肯律师学院（Ｌｉｎｃｏｎｌｎ＇ｓ Ｉｎｎ， １４２２）、中殿律

师学院（Ｔｈｅ Ｍｉｄｄｌｅ Ｔｅｍｐｌｅ， １５０１） ，内殿律师学院（Ｔｈｅ Ｉｎ－
ｎｅｒ Ｔｅｍｐｌｅ， １５０５）、格雷律师学院（Ｇｒａｙ＇ｓ Ｉｎｎ， １５６９）脱颖而
出，称它们为伦敦四法学院，具有高等职业培训的功能，法

７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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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协会的学徒和律师有直接向王室法庭上述的权力。

②自由技艺专指七艺，在中世纪很长的时间，自由技艺成了一

个专用术语，专指文法、修辞学、逻辑学、算术、几何学、天文

学、音乐七门学科。

③Ｈｅｎｒｙ Ｎｅｗｍａｎ，亨利· 纽曼（１８０１― １８９０），英国著名教育

思想家，《大学的理念》是其杰出之作。 纽曼认为，１９ 世纪

大学的博雅教育，既不在道德，也不在宗教，在于“心智的培

养”或“理智的培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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