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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本論文探討「國民革命軍遺族學校」(1928-1937,1947-1949)第一個時期

(1928-1937)。在近代教育史上，「國民革命軍遺族學校」並沒有引起太大的關注。

在帶有國民革命軍遺族學校這樣的特殊身份上，也沒有引起政治性動機。以至於

一直無法了解什麼是遺族學校。到現在大多數對於遺族學校的資料都是一般性

的，更不要說到有關學校在教育史、政治史與社會史上面的討論。事實上，當時

也並非極受國人關注的學校，在南京以外的報章雜誌上幾乎看不到國民革命軍遺

族學校任何報導，即使有也是寥寥數行，當時不並引起注意。 

國民革命軍遺族學校的名稱上有兩個醒目的字眼，一是「國民革命軍」，二

是「遺族」。名稱標示出它存在的特殊性及與其他學校不同的地方，即學校招收

的學生是「國民革命軍」的「遺族」。本論文寫作從遺族學校最顯著的特性出發，

討論學校的建立、發展、教學、管理與學生生活。 

第一章簡述國民革命軍遺族學校的重要時段。在研究回顧上，因為遺族學校

還沒有深入的研究，主要介紹相關重要的史料。第二章先介紹遺族學校成立的北

伐(1926 年 7 月~1928 年 12 月)背景。遺族學校最初組成的一批學生是北伐將士官

兵的遺族，然之後是遺族學校的沿革。首先是遺族學校建校經費的來源。因遺族

學校不屬於特並部門管轄，所以經費來源是學校最先要處理的問題。確立經費問

題之後，主要放在學校的建築發展上。建築分為兩個方面，一是做為學校主體的

教學建築與宿舍，二是職業訓練使用的農場、乳牛場及園藝場。第三章講述遺族

學校的管理方式及教學設計。在管理方面，學校因應不同時期的需求與管理層制

度的改變之下，對於學校的自由度與學校的教育都有所影響。在教學設計上，因

為學校廣收含括各年齡層的學生，所以學校的學級設計與課程設計是很特殊的。

另外、訓育制度的變遷體現了由學校管理方式的改變。第四章學生生活。因為學

生長年住校的特殊性，所以學生在校的生活成了一重要的問題。首先，哪些人符

合學校的學生身份，是否有其他人非將士遺族也進入了遺族學校？將學生身份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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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了之後，以學校學生的生活作息為主，論敘學生的食、衣與住。最後因學生長

年在校的特性，除了上課以外，其餘的休閒時間也在校，學生在校的課外活動時

間與活動安排也是一重要的問題。第五章為結論，本文將以學校帶有的特殊性為

出發點將前文所討論的做一貫穿，第一是做為國民革命軍遺族的特殊性，在學校

興辦的過程中所享有的資源變化；第二是從學生在校的自由教育如何隨管理方式

的改變推移；第三是遺族學校在 1947 年復校之後，學校的性質轉變，本文將用

來與第一時期做對比，可以更明顯的看出學校管理的走向。 

一、 前言 

國民革命軍遺族學校的成立為照顧革命軍的遺族，自 1928 年 11 月開始籌

辦，前後共經歷了兩個時期。本論文的分期依據遺族學校停留在南京的時間為

主。第一個時期自 1928 年 11 月至 1937 年 12 月，第二個時期由 1947 年 9 月到

1949 年 10 月。1 1928 年北伐成功，蔣介石(1887-1975)在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

上提議籌備「國民革命軍遺族學校」，直到 1937 年對日抗戰開始之後，遺族學校

南遷。1945 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後，蔣介石再次有興辦遺族學校的想法，

於是在 1947 年遺族學校在南京原址復校。因為國共戰事的迅速發展，遺族學校

的復校時間極短，在 1949 年便再次南遷。此次南遷再沒有回到南京的可能，隨

著最後一屆的遺族學校學生畢業，在台灣結束。國民革命軍遺族學校包含著小學

與中學部，而兩個時期內的學級是不同的。第一期的遺族學校招收在 20 歲以下

的學生，這包含了小學、初中與高中三個階段。在此時期，學校的學生並不限性

別。第二期的遺族學校只有初中與高中兩階段，這是在學制上比較大的差異，並

且僅招收男生。 

                                                       
1中央常務委員會 173 次常務會議紀錄(1928 年 10 月 8 日)，《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常務委員

會會議錄》(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0)；儲子潤，〈國民革命軍遺族學校〉，《中華文使資

料文庫─政治軍事編》，第八卷(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1996)，頁 811。遺族學校復校的開學時

間於資料上有 1946 與 1947 年兩種不同的紀錄，但是所搜羅的所有資料理，從沒有任何關於 1946

到 1947 年間的文本，甚至是一句話也沒有，頂多無來由的生了一行「1946 年冬復校」，所以我認

為應當是 1947 年冬天開學。1949 年 10 月遺族學校學生搭上到台灣的金剛輪，我以此做為遺族學

校復校結束的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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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革命軍遺族學校的特殊性，在於學生均是國民革命軍陣亡將士的親屬組

成，在不同的時間點上加入了為不同戰事所犧牲的將士遺族。最初遺族學校為了

北伐期間所犧牲的將士遺族而設立。北伐統一整個中國，但國內軍閥手握重兵，

國外有日本虎視眈眈。各戰事的出現，使遺族學校的學生名額日漸增加。第一期

遺族學校分別有中原大戰(1930 年 5 月-11 月)的將士遺族與九一八、一二八事變

中的遺族。2第二期遺族學校則是對日抗戰中的遺族。 

遺族學校的特殊性除了表現在學生的組成上面，在學校的歸屬也不同於其他

學校。遺族學校自成立開始，既不隸屬於教育部、行政院或軍方也不屬於國民黨，

無法劃定是誰所管轄。遺族學校身份的不確定性，使學校的運作不在國民政府與

國民黨的體系之內，成為了人治的組織。從最根本上來看「國民革命軍遺族學校」

是由蔣介石提議而設立。在十一名籌備委員中有宋慶齡(1893-1981)，首任校長也

由她擔任。遺族學校的主導權完全的落在主掌國民革命軍遺族學校籌備委員會的

蔣介石與宋美齡(1897-2003)身上。可是，在實際的運作上，宋慶齡長期不在國內，

她並且發表說「在國民黨的政策未完全符合已故孫逸以博士的基本原則之前，我

不能直接或間接地參與該黨的任何工作」。3第二期的遺族學校明確的規劃於國防

部的管理下，但學校的運作從教務主任到主要教職均是由國民黨的勵志社所掌握

著。4遺族學校雖然劃歸在制度內，但還是一樣無法跳脫出第一期以人治為主的

情況。 

本論文期望達到兩個目的，勾勒出一個完整「國民革命軍遺族學校」的輪廓，

                                                       
2 中原大戰(1930.5-1930-11)是因為北伐時國民政府以改編的方式納入軍閥勢力，這樣的方式使中

央對地方的控制力薄弱。1929 年招開國軍編遣會議，以減低軍費支出，使得地方勢力憂心自身

軍權被吞併。1930 年汪精衛與閻錫山、馮玉祥、李宗仁、張發奎組成聯軍挑戰國民政府。國民

政府在中原大戰中勝出，順利收編地方軍隊。 

  九一八事變是 1931 年 9 月 18 日日本關東軍將南滿鐵路一段炸毀，聲稱是中國東北軍破壞。日

本關東軍以此為由進攻北大營與瀋陽城。九一八事變刺激了中日兩方的對立。在爆發後不到半年

的時間，東北三省為日軍戰領。 

  一二八事變是日本為了在占領上海而自導事端，1932 年 1 月 28 日日軍發動攻擊，占領上海淞

滬鐵路防線，與國軍十九路軍爆發戰事。但攻占上海使列強在中國利益受損，在各國調停下簽訂

淞滬停戰協定。 
3 儲子潤，〈國民革命軍遺族學校〉，頁 812。 
4 勵志社是由黃埔同學會勵志社轉變而來。起初是以訓練模範軍人的軍事組織，後來又負責軍官

娛樂與福利等事項。主要任務事接待外國來華軍政人員與經辦蔣介石的私人事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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詴給遺族學校定位。過去並沒有人專門對遺族學校做深入的研究。不論在學校的

創立、運作、系統、沿革或是學校的生活。許多資料上敘述的「國民革命軍遺族

學校」只有創立經過與宋美齡對學校學生的關懷，其餘的幾乎無法看到。既見不

到遺族學校創立的規章制度與其特性，也見不到學生在遺族學校的生活、只有數

字與時段，還有不少的錯誤。所以，本論文第一步所要做的就是填滿這些部份，

並更正過去的錯誤。接著，我討論遺族學校存在的意義並分析誰掌握了國民革命

軍遺族學校。思考到一個問題，遺族學校人數最多的期間也不超過七百人，花上

如此多的資本與心力在小小的學校之上，真的可以達到「以慰忠魂」的目的嗎？

或是說遺族學校有其存在的更深一層意涵存在。 

在目前可以看得到的資料上，都沒有從遺族學校存在的特殊性深入討論，主

要圍繞在宋美齡身上。國民革命軍遺族學校的報導與介紹總是與宋美齡的名字聯

繫在一起的。自 1928 年遺族學校創校到 1949 年，宋美齡均關心學生在校的生活，

也實際的參與學生生活的運作，但本文認為這並不是遺族學校與宋美齡緊密聯繫

的主要原因。在遺族學校報導的主題上，離不開當年遺族學校的學生在畢業之後

仍對宋美齡感恩與懷念。對於遺族學校的介紹因為沒有太多的資料，所以重心也

圍繞在宋美齡的身上。可以說，遺族學校與宋美齡的聯繫，不是由於撰文著對於

遺族學校的介紹為源頭，而是以宋美齡與遺族學校學生的命題做為主軸開始。這

樣的方面忽略了遺族學校自身，也忽略了蔣介石。 

本論文討論第一期 1928 年到 1937 年。一來因為第二時期的時間太短，還不

能表現出遺族學校的特殊性帶給學校的影響；二來，兩個時期學校制度從根本上

的不同，除了學制外，內在的辦學理念上也不同。從遺族學校的特殊性為出發點，

本論文第二章討論遺族學校的沿革，主要放在學校設備的擴展。設備的擴張可以

看出學校在固定時間內的需求與教學方針。第三章要討論的是學校的管理與教

學。「手腦並用」概念提出後，成為貫穿第一時期的教學主旨。這也是學校兩個

時期中最大的不同。學校的管理由鬆漸漸變緊，學生自主的學校生活在管理層的

改變之下漸漸的喪失。第四章討論學生生活，以學校的作息制度做為出發點。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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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章將總結前面各章，將各部較零碎的區塊結合成一條主線，即給學校一個定位。 

二、 研究回顧與基本史料 

關於「國民革命軍遺族學校」的研究，大多數都是介紹性的文章。內文粗淺，

在許多的地方都可以見到相關的資料，如新聞、百度百科、維基百科，這些最易

得到的資料來源，內容都大同小異。在這些介紹裡，從 1928 年冬開始籌備、1929

年 4 月開學到 1930 年男、女分校、1934 年女校新舍落成及校舍有幾間、學校建

築的樣式、1937 年之後因中日戰爭解散、戰後的重建與再解散，資料無一不同，

在一些期刊上也有類似的篇章，但都跳脫不出這樣的模式。5這些資料的出現主

要來自於對宋美齡的關注，她成為了這些文章的核心，其餘的書寫僅做為背景的

介紹，並沒有深入到遺族學校的主體。對於「國民革命軍遺族學校」的主要內容

就只有在歷史年表，大多數資料都來自於《總理陵園小誌》與〈國民革命軍遺族

學校和女校的經過〉。6但是對於「國民革命軍遺族學校」內部的活動，裡面的生

活與運作都沒有觸及到，在這方面的的研究可以有許多的發展空間。 

大多數有關遺族學校的資料都已亡佚了。例如 1929 年出的《國民革命軍遺

族學校籌備委員會籌備報告》，有關於招收學生與經費、工程問題的資料。還有

1932 年出版的《答客問》是國民革命軍遺族學校籌備委員會回答外界關於行政

組織、入學資格、學習與生活等情形的資料。7目前只能在書目上見到出版年月

與題要。這些主要都是在初期設立研究上的重要史料，這是要完善初期設立方面

研究比較困難的部份，但是在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會議紀錄與中國第二歷史檔

案館的資料可以稍稍補齊這些不足。 

目前可以找到的有關「國民革命軍遺族學校」的重要史料是《天印菴一號》

                                                       
5 李靖波，《蔣夫人(宋美齡女士)與中華基督教婦女祈禱會之研究》，台北中華福音神學院神學碩

士科論文(2004)；李志躍、趙子雲，〈南京國民革命軍遺族學校〉，《南京史誌》1998 年五期( 南

京：南京出版社，1998)，頁 38~39。 
6傅煥光，〈國民革命軍遺族學校〉，《總理陵園小誌》(南京：總理陵園管理委員會，1933)：宋美

齡，〈國民革命軍遺族學校和女校建校的經過〉，《蔣夫人與中國》(台北：國際公共關係服務社，

1962)。 
7 國民革命軍遺族學校籌備委員會編，《國民革命軍遺族學校籌備委員會報告》(南京：國民革命

軍遺族學校，1929)；國民革命軍遺族學校編，《答客問》(南京：國民革命軍遺族學校，19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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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遺校校刊》四卷。 

《天印菴一號》是為慶祝遺族學校五週年慶所出版的刊物，書名取自籌備委

員會最初的籌備地點門牌號就是「天印菴一號」，此書名用以介紹自創校以來師

生的學校生活與創校的精神、制度。8內容雖說是介紹師生的相處情況，有許多

都是學生的自由投稿，如：〈有勇氣的石耕德〉、〈四點鐘後〉、〈由我們心裡唱出

來的校歌〉…等，這些資料豐富了遺族學校生活的故事。《天印菴一號》保存最

重要的資料則是為了藉創校五年的機會向外宣傳學校的制度、教學…所以用許多

篇幅刻意的介紹遺族學校的制度面，如史壽昌─〈參觀校舍〉一文就藉參訪者的

名義，將遺族學校所有的校舍安排與原由都講述了一番；繆禮衷─〈課程和別校

一樣嗎？〉一文也是藉詢問者來告知讀者遺族學校的課程安排，刻意的宣傳，因

此對許多本來亡佚的資料還可以看到並運用。 

《遺校校刊》是最重要的史料。9目前可以看到的校刊是 1933 到 1936 年的校

刊。雖然主要是做為學校內學生的作品發表，校刊內容不乏對於歷史人物、事件

的研究，有許多學術研究的文章在裡面，這也是《遺校校刊》較容易看到的部份，

有少許的文章引用過這方面的研究，但是都忽略校刊裡校務的部份。《遺校校刊》

在非專刊的刊號裡，大多都有宣傳性質的文章，有意的將學校的資料紀錄下來。

我們無法知道《遺校校刊》的發行範圍與發行的數量，但依內容上可以看出有大

量的宣傳性質。如：劉學志─〈學生整潔生活的一般〉，清清楚楚的將學校的打

掃環境、設施、打掃時間等一一列出，並附上了「寢室整潔檢查表」、「每日各級

洗澡時間表」，內容詳細，實在不像是一份做為校刊的文章。10在一卷四期的「遺

族學校教育回顧」專刊中，幾乎全都是由教師及行政人員所寫的，這方面也對遺

族學校創校時的研究添加了許多的資料。其他如，劉素真─〈遺族女校生活斷

影〉、李思民─〈第一屆畢業點理速記〉…等，由學生寫下的文章則更能充實學

                                                       
8 史襄哉編，《天印菴一號》(南京：國民革命軍遺族學校，1933)。 
99南京國民革命軍遺校校刊編輯委員會，《遺校校刊》一卷~四卷(南京：國民革命軍遺族學校

1933-1936)。 
10 劉學志，〈學生整潔生活的一般〉，《遺校校刊》一卷三期，頁 395-4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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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生活面的研究。 

《遺校校刊》與《天印菴一號》都是遺族學校在第一次成立時的資料。在

1947 年復校之後的資料因時間較短，幾乎是沒有的。沒有校刊也沒有相對應的

資料，只能靠當時的學生所紀錄下來的文字成為材料。在這方面有關復校的制度

與課程上的詳細度是無法與初次建校相比。在這個時期主要用的資料都是回憶類

型的資料，如：賀儒雄的〈回憶國民革命軍遺族學校〉，賀儒雄是復校之後的學

生，文章雖沒有深入的紀錄，但已可看出兩次建校時明顯的不同，不論在課程或

是生活上都有改變。11另外本文也使用了網路的資料，分別是陳懷谷與陶基強的

回憶。陳懷谷的資料是由作者「梅子熟了」在一次偶然的聚會當中，認識在美國

多年的遺族學校學生陳懷谷，因陳懷谷中風手不方便，進而由「梅子熟了」將其

人生紀錄下來，標題為「海外風雨六十載」，所以資料裡面主要可以看到生活面

的遺族學校與陳懷谷主觀對遺族學校的看法，並不專寫在遺族學校的生活。陶基

強一樣是對自己過去的人生做一紀錄，資料不同性質在於，陶基強將自己的回憶

經由自己的手寫下來，對人生做一回顧式的書寫，在兩份資料裡可以看到同樣的

學生對於遺族學校生活制度與方式不同的觀感。 

遺族學校第一期與復校兩個時期現存的資料性質是不相同的。在第一期主要

使用的資料是學校運作時同時留下來的紀錄，校刊與周年紀念刊物。這些有利於

建構出遺族學校的各樣制度。資料除出自學校管理人員外，更有許多學生自己在

學校生活的資料。這些資料全都是復校以後所沒有的。次要的部份是在學校結束

後，對過去辦學及學習生活所寫下的回憶性文章。這些文章不同於校方出版的刊

物，而是留下一些對學校帶有價值性的評論。這些評論可以側面的補足學校制度

演變的可能原因。復校以後的資料缺乏由校方出版的書面資料，以回憶性資料為

主。雖然沒有學校組成規章與制度的資料，但在這些文章中的生活正好可以用來

與第一次建校時做一個對比。這些資料可以讓過去由宋美齡為核心的遺族學校，

轉向以遺族學校本身為主體的研究。 

                                                       
11賀儒雄，〈回憶國民革命軍遺族學校〉，《南京文史集萃》(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88)，頁 9-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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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國民革命軍遺族學校的發展 

 國民革命軍遺族學校 1928 年 11 月南京創立。在 1928 年 10 月國民政府經

歷兩年多的北伐，為撫慰陣亡的革命將士，蔣介石提議成立國民革命軍遺族學

校。學校成立之初並沒有固定的校舍可以使用，從臨時校舍到正式校舍的興建都

可以看到學校的發展。人數上的增加與因應教育需要的設備增設都可以看出發展

的各階段。本章主要討論國民革命軍遺族學校的創立與學校建築的沿革。首先討

論學校的創立問題，其中較為重要的是與學校的整體發展有最密切關係的經費確

立。其次是學校校舍建築，注重在做為學校主體的宿舍與教室兩方面。除了可以

看到學校人數的變遷，更可看到遺族學校在男、女兩校分校之後因管理方式的不

同，得到的資源也不同。另外，遺族學校在中學部以上注重的是職業化教育，占

了學生一半的學習時間。這部份最突出的建設是農場、乳牛場與園藝場。 

遺族學校的發展在意義上是為陣亡將士的遺族提供教育，在形式上是以職業

學校的方式進行。 

一、 國民革命軍及其遺族 

因為北伐而有國民革命軍遺族學校的創立。國民革命軍遺族學校 1928 年於

年京創校時所指的遺族，是在北伐期間隸屬於國民政府陣營的士官兵遺族。北伐

時期的國民政府雖然有統一的軍隊「國民革命軍」，但仍然帶有地方性色彩。北

伐在名義上統一中國以後，仍然有不同的地域性勢力挑戰國民政府的威權。因不

同的勢力加入退出遺族的對象也有變化。 

北伐為的是將中國統一在一個政府之下。在 1912 年建立中華民國以後，以

袁世凱(1859-1916)為首的勢力組成北洋政府。1915 年袁世凱將北洋政府改制為帝

制，引發護國之役。在袁死之後，再沒有人或勢力有足夠的力量將各地的軍閥統

一起來，為得到政府的主導權力，各地軍閥互相開戰。1915 年到 1926 年十一年

之間，歷經護法運動、直白戰爭、第一及第二次直奉戰爭。在軍閥混戰的時期沒

有穩定的統一政府，依靠著武力才能主導政府，各地方派系盤據。為再次建立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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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的統一政府，國民黨為主成立的中華民國國民政府於 1926 年 7 月誓師北伐。 
袁世凱死後，手下各將領為求生存或為擴張、自保，形成了許多軍閥，這些

軍閥也就是後來北伐所要統一的對象。歷經白系、直系與奉系不同軍閥對中央政

府的獨裁控制，以孫文(1866-1925)為首的中國國民黨認為必需要有自己的軍隊，

才能與盤據地方的軍閥爭鬥，以完成中國實質上的統一，並在 1924 年建立黃埔

軍校，由蔣介石任校長。當時國民黨是以孫文所在的廣州軍政府為首以求擴展，

黃埔軍校則是廣州軍政府的主力之一。1924 年直奉戰爭之後，北京政府推段祺

瑞(1865-1936)為臨時執政，以安撫各方勢力的逐鹿。然而孫文並不認同段祺瑞所

提出的善後會議，提議擴大召開國民會議，因此廣州軍政府成了與北京政府對立

的存在。 

廣州軍政府轄下的軍隊在 1925 年 1 月東征陳炯明(1878-1933)時，共有蔣介石

為首的黃埔軍、許崇智(1886-1965)的粵軍、譚延闓(1880-1930)的湘軍、楊希閔

(1886-1967)的滇軍、劉震寰(1890-1972)的桂軍與朱培德(1888-1937)的建國第一軍，

很明顯的看的出廣州軍政府所擁有的軍隊同樣的帶有地方性色彩。為求全國性的

統一並削弱地方性勢力在廣州軍政府的影響，在 1925 年 7 月，廣州軍政府改組

為國民政府，取消轄下各地方性部隊，統稱為國民革命軍。國民革命軍初編制為

七個軍，這樣的編制也因為不同地方軍隊的勢力並非一夕之間可消滅的，各由不

同勢力的所有者做為軍長。於 1926 年 7 月蔣介石於廣州誓師北伐，同時納入本

為湖南督辦的唐生智(1889-1970)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軍，分別又在北伐的途中納入

馮玉祥(1882-1948)的國民軍與閻錫山(1883-1960)的晉軍。第一期的北伐在清黨與

蔣介石下野後中斷，至 1928 年 1 月蔣介石復任北伐軍總司令，此次軍隊的編制

不同於過去，國民革命軍改為四個集團軍，分別由蔣介石、馮玉祥、閻錫山與李

宗仁(1891-1969)任總司令，這樣的編制意味著馮、閻、李三人仍對原有的部隊具

有影響力。國民革命軍於同年 6 月 8 日收復北京，奉系勢力退出關外，名義上全

國只剩關外的奉系勢力尚未統一，同年 12 月 29 日東北易幟，全國終告統一。然

而在統一的背後，對於地方性軍隊的勢力仍未完全的掌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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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革命軍遺族的身份隨著其父輩所屬勢力的轉變，其身份也隨之改變。國

民革命軍遺族學校於 1928 年 10 月提議設立，其中所指遺族便是四個集團軍陣亡

將士的子女或弟妹。然而學校的經營是長久的，在經歷不同的戰爭之中，會有不

同的遺族加入或退出。國民革命軍的特色是以黨領軍，是屬於中國國民黨的黨

軍，不論收編進革命軍前帶有多少的地方軍隊色彩，在編制之下都應當以中國國

民黨為宗，不再以原本的軍閥為效忠對象。這樣的特色在收編的軍隊尚未完全的

認同中國國民黨之前，當黨的政策與自身利益有衝突時會出現對抗的局面。對抗

的出現會排除反抗陣營的「國民革命軍」身份。原本屬於國民革命軍遺族的孩子

們在父輩從具有「國民革命軍」的資格中被排除，則會出現退出的情形。「國民

革命軍」便是屬於中國國民黨，被中國國民黨視為敵對便除去了國民革命軍的身

份。國民革命軍遺族同樣的帶有這樣的身份轉變。 

遺族身份的轉變是政治運作的結果。因此，陣亡軍人屬於革命軍其的子女就

是遺族，是必然的結果。創校時的國民革命軍是 1928 年組成的四個集團軍，直

到 1930 年中原大戰，第二與第三集團軍總司令閻錫山與馮玉祥與蔣介石處於敵

對。閻錫山與馮玉祥的軍隊再也不屬於國民革命軍，原本的遺族也不再具有遺族

的身份。但是無法抹煞的是，北伐時期第二與第三集團軍陣亡將士犧牲。只因為

閻與馮二人與蔣處於對立，便失去了國民革命軍的身份，國民革命軍帶有政治上

的意義，國民革命軍遺族也一樣是政治性的，特別是遺族入學都需經過蔣介石的

批准。 

二、 籌備委員會與遺族學校之創立 

國民革命軍遺族學校並不屬於固定部門主管，最初在經費上沒有固定來源。

經費不足的情況下，由「國民革命軍遺族學校籌備委員」會向不同的部門與項目

申請與提撥經費。籌備委員會對初期學校經費來源的影響極大。因為籌備委員會

的籌款，遺族學校往後十年的主要建設經費幾乎在開辦的一年內已經籌措完備。

經費主要支出在四期校舍建築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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遺族學校的創立是蔣介石在北伐之後，為北伐所犧牲的將士撫卹議案的其中

一項。在蔣介石的撫卹議案中，最重要的三項是建築公墓並優卹殘廢士兵、發給

撫卹金及建立遺族學校。121928 年 10 月 15 日第一七七次的中央常務會議上蔣提

出由宋慶齡、何香凝(1878-1972)、李德全(1896-1972)、王文湘(1898-1978)、蔡元培

(1868-1940)、何應欽(1890-1987)、葉楚傖(1887-1946)、宋美齡、江恒源(1886-1961)、

劉紀文(1890-1957)、傅煥光(1892-1972)共十一人與蔣介石一同為遺族學校籌備委

員，在該會議上即通過委員會的設立，藉此「以慰忠魂」。13 這一次常務委員會

確立了遺族學校籌備委員會之後，就開始有關遺族學校入學辦法計劃，在籌備委

員會之下聘請了許多教育界相關的人士策劃，其中最重的要為章繩以

(1890~1962)。章繩以在遺族學校開學之後任首任的教務主任。遺族學校的「籌備

委員會」設立於南京戶部街，門牌號為「天印菴一號」。籌備委員會的所在並不

是華廈或高樓，而只是一處年久失修的殘破帄房。14「天印菴一號」可說是給籌

劃學校的工作人員工作的地方。 

1. 遺族學校經費的籌備 

籌備初期學校經費並沒有確立，使得學校經費要尋求不同管道的幫助。遺族

學校經費來源最大宗是募款，占了學校所有經費一半以上。 

學校初期籌備的期間，因學校並不屬於教育部、軍部與南京市特別市政府管

轄，也因提出議案的時間太晚來不及編入當年度的財政部預算案之中，使得遺族

學校的開辦經費來源成為一棘手的問題。15事實上，遺族學校經費的問題在許多

學校是不會發生的，只因為遺族學校在教育上不同於其他學校的是所有學生都必

需住校，且一切生活用品、食、衣、住、行，全都由學校包辦。就因如此，縱然

                                                       
12 分別見於，中央常務委員會 173 次常務會議(1928 年 10 月 8 日)、中央常務委員會 176 次常務會

議(1928 年 10 月 15 日)，《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常務委員會會議錄》，(桂林：廣西師範大學

出版社，2000)。 
13 在一些資料上會寫到胡漢民、戴季陶，但此應為誤傳，在由官方所發出的資料上從未出現過二

人。 
14 史壽昌，〈天印菴一號〉，《天印菴一號》(南京：國民革命軍遺族學校，1933)，頁 1-3。「籌備委

員」開會與「籌備委員會」之地方是不一樣的。  
15儲子潤，〈國民革命軍遺族學校〉，頁 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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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經費上已較其他學校充裕許多，仍然不敷用度，但此僅限於學校開辦前。經費

之不足情形在學校開辦的七個月內基本上已經完全解決，無疑的因為學校的特殊

性以及做為學校主導者宋美齡與蔣介石兩者不無關係。 

第一次籌備委員會於 1928 年 11 月 5 日，在南京三元巷總司令部開會，會中

通過了「國民革命軍遺族學校籌備委員會組織大綱」、「國民革命軍遺族學校組織

計劃大綱」、「國民革命軍遺族學校入學辦法草案」，並推宋美齡、李德全、王文

湘、葉楚傖、江恒源、劉紀文、傅煥光為常務委員。16在第一次會議中通過最重

要的議案是決定以隴海鐵路東段附加稅為遺族學校的經費來源，所以遺族學校在

初創的經費上並非無任何基金，且非常的充足。17學校具領 1928 年 8 月到 1929

年 3 月共八月之附加稅已達到十萬銀元之譜，帄均每月支領之費用為一萬二千餘

銀元元，並於 1929 年 3 月具領。18在確定隴海鐵路東段附加稅為開辦經費時，早

已確立了此筆經費隨時有無法支領的可能。在「院 115 號訓令」中，鐵路附加稅

應在最短時間內取消，並讓學校盡早向財政部溝通，所以學校的經費也並非隨時

處在斷炊的困境，此項經費也在六月因鐵路附加稅的停收結束。19除隴海鐵路東

段附加稅之外，12 月 10 日第二次會議議決，由隴海鐵路東段附加稅所購買的外

交賓館也要一同移交給遺族學校。1929 年 1 月並向外交部支領 1928 年 8 月以來

的租金，同月從「北伐將士委員會」的捐款中又撥 13,998.5 元為遺族學校經費。

可以說遺族學校的經費一直以來都是足夠的，在 1929 年 4 月 8 日開學之前，所

支領的經費就已超過十一萬元。在經費上，常務委員會所議定 16,000 元為遺族學

校開辦費，每月經常費為 4,886 元，預備的資金也遠超出這個範圍。20在遺族學校

開辦的七個月內，已籌足五十萬元的開辦費用，此資金到 1934 年 10 月之前仍未

                                                       
16 錢用和，〈校董會的過去〉，《遺校校刊》一卷四期，(南京：國民革命軍遺族學校，1934)，頁

475；蔡元培於第一次籌備會議之後，其餘資料上再也見不到其參加任何的會議，可見蔡元培除

列於籌備委員之外，與遺族學校並未有任何關係；國民政府文電摘由單外字 1124 號，〈國民革命

軍遺族學校經費〉，國民政府行政院檔案(南京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藏)。 
17 國民政府文電摘由單 1123 號(1928 年 12 月 1 日)，〈國民革命軍遺族學校經費〉。 
18 同註 16，頁 476。 
19國民政府行政院公函第 210 號(1929 年 1 月 2 日)，〈國民革命軍遺族學校經費〉。  
20 同註 16，頁 476；當時一般學校所支領的每年經費約為 2000 元。另一資料寫到 4 月 1 日開學，

見儲子潤，〈國民革命軍遺族學校〉，頁 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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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支過，可見遺族學校建校資金之雄厚。21這些資金大多數出自募款，也可見籌

備委員會的影響力。 

開學之後的經費中比較重要的來源，除募捐以外，經常費在 1929 年 10 月也

由財政部確立為每月 6,000 元，此後因遺族學校的擴充經常費也隨之成長。在 1931

年 2 月經常費因學生超過 300 人改為每月 12,000 元。221929 年 11 月中央常務委員

會又通過決議，將華僑捐款的五十萬做為遺族學校的基金。23可以說遺族學校經

費一點也不缺乏，但為什麼在大多數的文章中都說明遺族學校經費之艱難，推測

是為宣傳遺族學校並非外界所戲稱的貴族學校，因其外在物質上並不匱乏，校地

極廣、用具充足、食、衣、住、行樣樣不缺，縱然遺族學校對學生的生活教導是

以僕實、簡用為主，仍無法掩識其外表給人的觀感，外在充足的一切更是日漸增

加，不曾減少。24另外，遺族學校經費之艱困也只發生在 1929 年 4 月開學之前這

一段期間尚未「支領」時，因經費一直以來都是有根底的，出自學校的文本大多

數說到學校經費不足也是在這段期間。 

2. 經費的使用 

這小節探討學校初期籌備經費來源，以及學校經費的主要支出與使用。捐款

為學校經費的主要來源，男校建築占了經費支出的最大部份。 

 

 

 

 

 

 

                                                       
21 宋美齡，〈國民革命軍遺族學校和女校建校的經過〉，頁 613。 
22 錢用和，〈校董會的過去〉，頁 477。 
23 第三屆 48 次中央常務委員會(1929 年 11 月 14 日)，《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常務委員會會

議錄》，無頁碼。 
24 錢用和，〈遺族教育的認識〉，《遺校校刊》一卷一期(南京：國民革命軍遺族學校，1933)，頁 1；

除此，在後面不同時期的資料中也都寫到遺族學校被稱為貴族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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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遺族學校主要經費收支 

時間 收入 支出 

1928 年 8 月

-1929 年 6 月 

隴海鐵路東段附加稅 

約 130,000 元 

不詳 

1929 年 1 月 「北伐將士委員會」撥款

13,998.5 元 

不詳 

1929 年 11 月 華僑捐款 500,000 元(購買南京市

政府公債) 

不詳 

1929 年 2 月

-1929 年 10 月 

不詳 第一期校舍建築費 

82,726 元 

1929 年 8 月

-1930 年 2 月 

不詳 第二期校舍建築費 

56,820 元 

1930 年 8 月

-1931 年 6 月 

不詳 第三期校舍建築費

43,816.24 元 

1930 年 10 月

-1932 年 4 月 

不詳 第四期校舍建築費

71,652.92 元 

1933 年前 不詳 其餘男校主要工程費用 

約 70,000 元 

1929 年-1933 年 不詳 男校大農場 

87,817 元 

1930 年-1933 年 不詳 乳牛場 

32,585 元 

1933 年 不詳 園藝場 

29,660 元 

1933 年 不詳 女校新校舍 

約 200,000 元 

計 643,998.5 元 675,077.16 元 

資料來源：國民政府文電摘由單 1123 號(1928 年 12 月 1 日)，〈國民革命軍遺族學校經費〉，國民

政府行政院檔案，(南京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藏)。錢用和，〈校董會的過去〉，頁 477；史壽昌，〈參

觀校舍〉，頁 12-13。 

 遺族學校在辦學的第一年已籌足了往後發展的經費。除經常費用外，在 19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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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8 月到 1929 年 11 月收入約 643,998.5 元。到 1933 年興建園藝場時，學校主體

建築支出約 675,077.16 元。這六十多萬元已足夠學校到 1933 年的花費。而且女校

新校舍的二十萬建築費由宋美齡另行勸募，表示最初一年內所募得的經費扣除主

體建築花費，餘額 168,911.34 萬元。這也印證了宋美齡的話與：「竟於七個月之

內，我們替學校籌足了五十萬元基金；現在此項基金，毫未動用，校舍建築，卻

也值五十萬元以上，對於籌款一層，很得到政府和一般同志的贊助」。25華僑捐款

的 50 萬元是在創校之後的一年才計入，如果宋美齡所說為實，再加上華僑捐款，

創校一年中，學校已經募得 150 萬元。在遺族學校開辦的七個月內，除隴海鐵路

付加稅與「北伐降將士委員會」捐款，共募得 85 萬元以上。現今存留的資料中，

由國民政府所給予的經常費與創校經費還不到學校募款的五分之一。因此「政府

和一般同志的贊助」的金額非常的高。 

這樣的經費顯現籌備委員募款影響力之大，更可想見宋美齡及蔣介石在當代

的威望。 

三、 遺族學校校舍建築沿革 

遺族學校的校舍建築基本上是隨著學校學生的需求及在課程上有所需要而

建構的。這一節所要討論的建築除了學校相關的活動設施之外，還包括了用於課

用的農場、園藝場、乳牛場等。在當時的學校而言絕對適宜，且學校面積更高達

250 畝，農場近千畝。這段主要討論的是遺族學校歷年以來的重大校舍建築，一

者主要是學校的主體，有關宿舍、教室、禮堂…等等，並藉此來討論學校的發展。

此部份因遺族學校於 1930 年設立分校，原校地為男校所使用，所以在學校主體

上再分出一段討論女校的校舍；二者討論學校房舍以外的場所，也就是近千畝的

農場。遺族學校的職業教育在男校的部份是農業教育，所以學校農場的變遷自然

是因於學生需求。在女校的職業教育上，主要是以靜態的活動為主，使用的場地

為教室。 

                                                       
25 宋美齡，〈國民革命軍遺族學校和女校建校經過〉，頁 6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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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臨時校舍 

本小節探討遺族學校使用六個月的臨時校舍如何得來。找尋臨時校舍經歷許

多困難，也可見創校初期各方輔助資源並不足夠。 

在籌備委員會第一次會議時(1928 年 11 月 15 日)已訂定將校址設立在四方城

下約五百畝地，在校舍建好之前必然需先找一暫時校舍(1929 年 4 月~1929 年 9

月)以供使用。26自遺族學校新生入學草案批准到開學這一段期間也只有短短的三

個月。加上當時政府定都於南京，各個部門都為了找辦公處所而四處奔波，使得

遺族學校臨時校舍的尋找並不容易。最初由傅煥光商借淮清橋貧兒院舊址，後來

因工商局改做為國貨陳列館所以放棄。又推宋美齡、劉紀文及傅煥光三人商借暨

南學校女子部房屋及韓家莊的聖公會房屋，都因不堪使用沒有結果。漢西門的金

陵女子神學院則因各方相爭租用，且要較高的修理費用也不列入考慮。27最後，

由葉楚傖、劉紀文商借到位於大倉園的房屋。28大倉園房屋一來房屋本身仍在使

用，修理費不需支出太多，二來房屋的特性用以做為學校校舍再適合不過。因於

遺族學校遷入之前的使用單位為私立東方公學校與江蘇省黨部。在遺族學校商借

到校舍之後，因前述二單位仍未遷出，使得遺族學校臨時校舍雖然已經確定，卻

不能在最短的時間之內重新整理與佈置。 

當時，私立東方公學校校長陸自衡更電函蔣介石陳訴學校之難處，此電函回

信者時任南京市長兼遺校籌備委員的劉紀文，指令「碍難照准」。29因距開學之日

已不到兩個月的時間可以準備。在此可以看出一個矛盾，既有權令江蘇省黨部與

私立東方公學校讓出大倉園房屋，遺族學校的行政人員卻又無法有力的即時接

管。證實了由中央常務委員會所推定的「籌備委員」與實行真正籌備工作的行政

人員是不一樣的。推定的籌備委員在國民政府有足夠的權力去「碍難照准」，但

                                                       
26 錢用和，〈校董會的過去〉，頁 476；國民革命軍遺族學校，〈國民革命軍遺族學校〉，《中山陵

園檔案史料選編》(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86)，頁 766；王育民，〈遺族學生概觀〉，《遺校校

刊》一卷四期(1934)，頁 478。 
27 史壽昌，〈天印菴一號〉，頁 2；錢用和，〈校董會的過去〉，頁 475-476。 
28 同註 26。國民政府文電摘由單處字號第 1824 號(1929 年 2 月 9 日)。 
29 國民政府文電摘由單 處字第 1824(1929 年 2 月 20 日)，〈國民革命軍遺族學校經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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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實行的職員並無這樣的權力，反而需再三催四請才能遷入臨時校舍。30另外，

學校校務主任章繩以為了詢問軍政部遺族學校調查表的填表情況，卻被擋在軍政

部大門無法進入。31在對外執行時，遺族學校並無法得到足夠的支援，可看出遺

族學校籌備之初，尚不被視為一重要的工作。籌備委員會中最常出現在實行活動

中的為傅煥光，而其主要身份是中山陵員管理委員會的工作人員。32其餘委員大

多是掛名，行政人員以章繩以所帶領的第一批教職員為主幹。這在下一章會特別

討論到相關的問題。 

2. 男校校舍 

此小節討論男校校舍建築四期的轉變。並論述男校建築順序與學校人數、發

展的關係。 

學校校舍的問題在臨時校舍決定後便更易解決。最初籌備時已定於中山陵四

方城前五百畝地為校地，先後由呂彥直與朱葆初兩位建築師規劃，1924 年 12 月

10 日第二次籌備委員會上經審定後，12 月 28 日結標，1925 年 2 月開工動土。33以

下分列遺族學校四期建築主要時間與內容： 

 

 

 

 

 

 

 

 

 

                                                       
30 史壽昌，〈天印菴一號〉，頁 2。 
31 同註 30，頁 3。 
32 儲子潤，〈國民革命軍遺族學校〉，頁 811。 
33 錢用和，〈校董會的過去〉，頁 4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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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遺族男校主要建築 

時間 項目 花費 

第一期： 

1929 年 2 月-1929 年 10 月 

禮堂、食堂、辦公室、小

學教室、醫院、學生宿

舍、(校役)工場、校役教

室、浴室、盥洗室、廁所、

廚房。 

82,726 元 

第二期： 

1929 年 8 月-1930 年 2 月 

中學教室、教職員宿舍、

(職科)學生宿舍、圖書儀

器室、辦公室、(農)工場、

校工室、洗衣室。 

 

56,820 元 

第三期： 

1930 年 8 月-1931 年 6 月 

特殊教室、農舍、儲藏

室、校工宿舍、汽車間。 

43,816.24 元 

第四期： 

1930 年 10 月-1932 年 4 月 

宿舍(共計可容納三百四

十人。) 

71,652.92 元 

資料來源：史壽昌，〈參觀校舍〉，《天印菴一號》(南京：國民革命軍遺族學校，1933)，頁 12-13；，

史壽昌，〈遺族學校校舍之由來〉，《遺校校刊》一卷四期(1934)，頁 587-588。 

四期工程以外其餘添造房屋和其他工程，建築費也在七萬元左右。其中較大

支出者有，乳牛房、校門牌樓、醫院隔離室、門房、校警室、園藝場房屋、校務

主任住宅、運動場、校外馬路、校內行道、水井。34以上資料僅包含學校主要建

築的部份，其餘足球、籃球、網球…等運動設備與職業中學實習所用之建築並沒

有加總在一起。 

第一期校舍建築的重心在學校的基本建設，一般學校通常會有的如禮堂、食

堂、辦公室、小學教室、盥洗室、廁所、醫院，而學生宿舍、(校役)工場、校役

教室、浴室、廚房，在大多數的學校是不會出現的。學校建設的配置可以發現遺

族學校與他校不同的一個地方，即學生終年在校且並無寒暑假，所以必備有宿

舍、廚房、食堂及浴室，這一些一般家庭生活所需的設備。另外，遺族學校因學

生常年住校，所有食、衣、住、行、育、樂…也都在校，所以有校役的配置，幫

                                                       
34 史壽昌，〈遺族學校校舍之由來〉，頁 587-5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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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學生在校的生活。35更別說往後遺族學校確立農業做為主要職業化教育之後，

所需的校工人數更多。  

第一期校舍完工在 1929 年 9 月。但下水道與道路工程至十月才全部峻工。36

第二期的建設可看出學校整體的轉變。在學校籌辦之始，除了學生需長年住校之

外，其餘的學校活動、課業，與其他中小學並無二致。37學校興辦方向的轉變在

1929 年 4 月的校務會議上，由儲子潤(1906-1998)等提出以「雙手萬能，手腦並用」

的教學方針開始，學校開始轉變。381929 年 10 月，遺族學校成立職工部。首先是

增加選科項目四項─縫紉、織襪、木工、園藝；再來是將課程職業化，將過去的

自然、算術、美術…等科目在教學上改以較為實用的學習，如自然科重工業用品

原料的研究、工藝科重日用品的製作，這是一個初步的改變。39 1929 年冬，遺族

學校撥校地 240 畝做為農場，其中 20 畝為學生實習之用，開始了雙手萬能的農

場實作。這也是往後遺族學校特別的地方。因此在校舍建築也出現了農工場。 

 第三期的建築上較無特別之處，大致上是延續著學校的發展而建設。第四期

建設最重要的就是樓房宿舍的建築。在時間上，自 1930 年 10 月開始，當時學校

的學生大 200 人，因宿舍不足所以開始另行興建。這工程的時間相比於前三期的

建設，時間長到不合理。以往，學校的宿舍共有 5 座，每座可容納 40 人，加上

職科宿舍，人數已達飽和。以往的經驗，新宿舍的建設應仍以帄房為主，且不應

一次興建超出目前學生人數一倍的樓房宿舍。在 12 月 20 日男、女分校之後所空

出來的宿舍也已足夠使用，無特別需另行建造一座 300 人的宿舍。新宿舍可容納

340 人，而當時學生人數也不過 300 人。學校宿舍總共可容納 640 人以上。40顯示

在此段期間學校有擴充的特別需求。 

                                                       
35 遺族學校在 1933 年之後農場面積達 1000 畝、其中又分四至五種細項工作。在遺族學校復校之

後的校工人數幾乎與學生人數相等。 
36 儲子潤，〈國民革命軍遺族學校〉，頁 812。 
37 陳雯登，〈遺族學生課程之演化〉，《遺校校刊》一卷四期(1934)，頁 507。 
38 同註 36 頁 813。在王育民，〈遺族學生概觀〉，頁 487 說到，在 1930 年 12 月 20 日史襄哉校務

主任到任後才改由「雙手萬能，手腦並用」為宗旨，但以此做為宗旨的事實發生在更早之前，故

不使用此條資料。 
39 同註 39，頁 508。 
40 國民革命軍遺族學校，〈國民革命軍遺族學校〉，頁 7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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擴充學額的需求，在時間點上，可以看到幾個重要的事件。第一，在 1930

年蔣介石因為裁軍問題爆發蔣桂戰爭與蔣馮戰爭，且一路延燒到中原大戰；第

二，1930 年 12 月 20 日遺族學校男、女分校，一來是因為人數太多，二來是因為

男、女生年紀漸長混合教學並不合宜。41事實上，遺族學校男學生的人數在 1931

年 10 月時，小學低年級共 183 人、中年級共 122 人，高年級共 38 人，初中以上

僅 36 人，這數據並不合於「年紀漸長」；42第三，1930 年 5 月，南京教導第一師

到校參觀以激勵士氣，為的是調往隴海前線戰事；1930 年 6 月勵志社到校拍攝電

影名為「遺族學校特輯」到前線放映。43這些事件可以看到，增收新遺族的因素

在裡面，而此次的遺族所表示的是裁軍後到中原大戰之間的遺族。在 1930 年 12

月，新任校務主任史襄哉上任並面諭學校招足五百人。44無疑的，在男、女分校

前，就已有擴大遺族學校學額的打算，所以建造容納 340 人的樓房宿舍有其必要

性。 

男校建築的發展緊貼著教育與政治上的需求。四個時期的學校建築最重要的

是宿舍與農工場。農工場主要在第二期與第三期建設，這是因為學校的職業化教

育方針越見明顯，有教育上的需求所以擴建。宿舍的擴建則因應於政治上的需

求。一來，在學校創辦之初已訂定了學額 300 名，而在第一期建築已完成了容納

300 人的學生宿舍，這樣的情況一直要到第四期才將宿舍擴建。因裁軍的問題爆

發戰爭，才又有學額的擴充，需要新的宿舍。當然因為戰爭的出現又有新遺族的

產生，所以需要擴建宿舍增加學額。但戰爭所帶來的遺族遠遠的大於學校名額。

又新校舍在戰爭結束兩年後才完工，根本趕不及收容新遺族。或謂，學校的名額

開放對撫慰陣亡將士的象徵意義大於實質意義。 

3. 女校校舍 

本小節討論女校校舍變遷。將女校校舍變遷與前兩節男校校舍與學校資金比

                                                       
41 儲子潤，〈國民革命軍遺族學校〉，頁 814；錢用和，〈校董會的過去〉，頁 477。 
42 國民革命軍遺族學校，〈國民革命軍遺族學校〉，頁 767。 
43 同註 41，頁 814。 
44 同註 42，頁 7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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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以期了解在男、女兩校分校之後兩校的發展。 

相比於男校建設的精美，腹地之廣袤，女校校舍並不受重視。自男、女分校

開始，女校校舍大多數是以收併臨近樓房的方式進行，所提撥的校舍大多數也都

必需再整建修葺才得以使用。由 1930 年 12 月 20 日開始到有意籌建新校舍，在

新校舍奠基(1935 年 4 月 18 日)為止約四年半的時間都是以這樣的方式進行。45相

比於男校正式校舍，女校在分校後五年內都不堪使用，可看出女校不受蔣介石的

重視。 

表 3：女校校舍變遷 

時間 校舍 

1930 年 12 月 20 日 羊皮巷總司令部侍衛班房屋 

1932 春 東邊軍政部特種通訊教導隊房屋 

1932 年 7 月 舊司令部大樓 

1933 年 7 月-8 月 三元巷孔公館 

資料來源：素韜、邵達、傅雪徵，〈遺族女校之衣食住〉，頁 599；陳伊璇，〈女校概況〉，頁 484。 

 從表 3 來看，男、女分校之時，蔣介石指定南京市羊皮巷總司令部侍衛班房

屋為臨時校舍。然而學校校地是用一池塘所填起來的，地勢自然不高，路面也是

沙地並非石子路，遇雨則泥濘不堪。1931 年 2 月 12 日，南京市工務局到校勘察

並填高操場，同年七月同樣由工務局在學校砌石子路，十月完工，如此一來下雨

的日子才不再積水。46這樣的臨時校舍一直到 1932 年 5 月才有所改變，而改變只

是納入外圍的其他房屋做為擴充的使用。女校遷入臨時校舍時人數約 60 人，臨

時校舍可容納百人。學校並非有足夠的校舍可以容納這麼多學生，而是將樓房區

格開來，打散不同樓層，並不像男校有專做為宿舍的建築。47臨時校舍不合使用

的狀況一直到 1934 年 5 月才因建正式校舍而獲改善。 

                                                       
45 孟勉之，〈女校校舍奠基典禮〉，《遺校校刊》二卷四期(1935)，頁 291。 
46 沈延瑤，〈女校設備之今昔〉，《遺校校刊》一卷四期(1933)，頁 583。 
47 素韜、邵達、傅雪徵，〈遺族女校之衣食住〉，《遺校校刊》一卷四期(1933)，頁 5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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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 1931 年九一八事變與 1932 年一二八事變後，學校呈請蔣介石擴充女校的

學額獲准─由原本的 100 人左右擴充至 200 人。48為因應新增的學生，最初將學

校的病房改為第四宿舍，才方敷使用，再由蔣介石提撥學校東邊的軍政部特種通

訊教導隊房屋做為校舍，共計十五間房。49然而通訊教導隊的房舍根本殘破不

堪、，從天花版、地板、屋脊及樑住都需要加以裝修，如此才能暫時做為教室使

用。50十五間房約在四月接收，其中有三間房在當年八月崩坍。1932 年 7 月蔣介

石又指撥當時鄂白勦匪司令部及憲兵營部正在使用的三元巷舊司令部大樓一座

做為校舍，但未久又借與參謀本部使用，幾未曾使用。此次的校舍編制直到 1933

年 7 月都沒改變過。1933 年 7 月才又擴充了女校的校舍，此次的校舍建築質量相

較於之前司令部侍衛班房屋與特種通訊教導隊房屋的好，是位於三元巷的舊孔公

館，共正房五間、廂房八間及汽車間，主要用來做為宿舍。51之後直到 1934 年 6

月女校以「校舍不敷」為由，才有自行建築新校舍的計劃，迄隔年的 9 月才正式

遷入新校。52最初所謂的「臨時」校舍共使用了四年之久，使用時間更超過正式

校舍。 

 女校校舍的擴充全都在人額擴充與學校課程需要的點上。不論怎麼擴充，女

校的校舍一直都是不敷使用的。1932 年春因女校學額增加到 200 人，所以接收了

特種通訊教導隊的房屋，然而因房屋破舊，大多數的房間是用於教學上的，宿舍

的編制幾乎全在侍衛班房屋一處。531932 年 7 月納入校舍的舊司令部大樓是因應

女校開設職業科而納入編制，事實用並未使用多久。自 1932 年(即 21 學年下學

期)擴充學額，並開設職業科以來，女校的校舍一直沒有太大的變動。又 1933 年

7 月學校設立職業班用以招收抗日將士遺族，撥三元巷孔公館 13 間房為校舍。

如果觀之以此，女校學生人數應當是增加的，然而事實上在女校遷入新校舍之

                                                       
48 陳伊璇，〈女校概況〉，《遺校校刊》一卷四期(1933)，頁 481。 
49 素韜、邵達、傅雪徵，〈遺族女校之衣食住〉，頁 599；陳伊璇，〈女校概況〉，頁 484。 
50 沈延瑤，〈女校設備之今昔〉，頁 583。 
51 陳同註 48，頁 484。 
52 宋美齡，〈國民革命軍遺族學校和女校建校的經過〉，頁 615。 
53 同註 49，頁 5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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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人數一直都在 200 人以內。也就是自 1933 年開始到 1935 年的期間，女校人

數並沒有太大的變動。54如果後來興建女校校舍的原因是因為「校舍不敷」，那過

往三年多的時間，女校的學生一直是使用的窘迫的校舍、不足的空間以及低落的

設施，由此更可見兩校資源的差異。 

新校舍的興建由宋美齡所提出，撥付遺族學校農場位於京湯路的百畝地為校

址。歷經 3 年的臨時校舍時期，直到 1934 年才有興建新校舍的計劃。原因是為

遺族人數漸多不得不興建校舍以為容納。55然而，女校的校舍不論在任何時期都

是不敷使用的，倘若再將女校經費用來與下面學生所要說的男校農場與乳牛場的

購地開墾相比，女校在完全由兩校校務討論會議管理之前所得到的資源不及男

校。1934 年 6 月宋美齡組「建築委員會」到 1935 年 4 月 18 日奠基典禮，共費時

十個月方才竣工，到 1935 年雙十節過後才搬進新校舍。新校舍的建築一共包含，

辦公室、健身房、宿舍四座、療養室、教室四座、飯廳與廚房。56 全部建築加上

搬遷進駐的設備費共需二十萬元，此經費由過去兩年學校經費節餘與上海婦女救

護兵醫院理事會捐贈而來。57女校校舍與男校校舍建築模式相仿，大門也同樣是

牌樓式的。在遷入新校舍之後，1935 年底又增設帅稚園、並新建一座實習住宅

房做為家政教室，以及日光玻璃花房學習種植花卉。58目前女校建築已經在對日

戰爭時完全損壞。而男校的建築仍保留了校門牌樓、禮堂，宿舍四棟…等，現為

解放軍前線歌舞團以及文工部的辦公室。 

投注在女校的資源一直是很少的。最初女校校舍的情況是「其餘廚房、浴室、

校工宿舍等，均甚狹小，…且閱報室、圖書室、娛樂室、童子軍團部辦公室、理

                                                       
54 桑萬邦，〈國民革命軍遺族學校舊聞逸事〉，《鍾山風雨》2007 年 6 期(南京：鐘山風雨編輯部，

2007)，頁 57。說到遷入新校舍前，女生約 180 人；宋美齡，〈國民革命軍遺族學校和女校建校的

經過〉，頁 614：說的更少了，只有 150 人。 
55 陳伊璇，〈國民革命軍遺族女校舍建築記略〉，《遺校校刊》二卷四期(1935)，頁 289。「蔣夫人

鑑於女校學生人數日增」這樣的說法與宋美齡在〈國民革命軍遺族學校和女校建校的經過〉，頁

613。一文中所說相同。 
56 孟勉之，〈女校校舍奠基典禮記〉，頁 293。 
57 同註 55，頁 289。 
58 同註 54 頁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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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教室以及勞作教室等，皆付闕如。」59，這樣的情況持續了一年多，不難看出

男校與女校在物質條件上的差異，而且當時遺族學校(男校)的經費仍在五十萬元

以上。60女校第一次擴張校舍是因為學額的擴充所必需要進行的，但蔣介石所撥

給的房屋卻是「屋子破舊，不堪居住」。61一直到 1933 年 7 月第二次的擴充才得

以有較為良好的校舍使用，然而在這之間又有些許的轉變。 

1932 年 7 月蔣介石撥付舊司令部大樓給女校，於八月開辦職業科。62如此女

校才開始才符合遺族學校「雙手萬能，手腦並用」的基本精神。1933 年 8 月，開

設遺族女校職業班，招收年長失學的遺族學生。63至此，確立了男校以農科為主，

女校以織襪與編織為主的職業訓練。在此之前的女校僅實行了職業化的部份，卻

沒有如同男校在 1929 年末就已經開始實行農場實習的教育。雖然現在看不到女

校最初執行的部份，即由章繩以任校務主任時最初的女校設計，但是可以確定的

是在從男校分出去之後，遺族學校基本精神並沒有加諸在女校的課程上面。宋美

齡說：「男、女兩校教育宗旨相同，但是兩校的行政部份乃是完全獨立的。」64。

女校的在 1933 年 7 月之前是適用於這句話的，但在初立的時候認為事實上兩校

分屬於兩個不同系統的方式在進行。651933 年 7 月以後，兩校校務討論會議出現

便統一了行政管理。 

女校的辦學在 1932 年以前有著比男校更高的政治性意義。女校不論在資

源、課程、學額三方面都比男校少。在前段已說到女校的資源稀少，教學環境也

比男校差一截。在課程上也沒有延續著男校手腦並用的精神，只是依當時學制進

行。學額上，男校在 1930 年因中原大戰而開放學額，女校並沒有因此跟進。一

來女校初搬離，空間狹小，並無法容納更多的學生。二來，男校才是蔣介石在意

                                                       
59 陳伊璇，〈女校概況〉，頁 484。 
60 宋美齡，〈國民革命軍遺族學校和女校建校的經過〉，頁 613。 
61 沈延瑤，〈女校設備之今昔〉，頁 583。 
62 陳伊璇，〈女校概況〉，頁 481。 
63 同註 62，頁 482。 
64 同註 60，頁 615。 
65 「蔣介石想當遺族學校的校長，把這個學校做為政治資本」，也因為如此，自然的對於女校不

會有太多的關注，見儲子潤，〈國民革命軍遺族學校〉，頁 8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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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目標，這種情況要到蔣介石統一兩校的行政管理後才有改變。1932 年前女校

的政治性意義在宋慶齡擔任校長的政治號召力。遺族學校的創立除了撫慰陣亡將

士之外，更要宣揚的是孫中山的革命精神，因此才將學校選於中山陵山腳下。因

此做為學校精神領導的人物，非宋慶齡莫屬。到兩校分校之後，宋慶齡保留著女

校校長頭銜，但女校卻不像男校一樣有很多的資源。另外，陳伊璇說到 1932 呈

請蔣介石將學校學額擴充至 200 人。66但這樣的請求一點也不合理，因為女校校

舍用地不夠，又沒有新建大樓的任何計劃，突然的擴充一倍學生，根本沒有經過

規劃。縱然 1932 年春天與七月撥付兩次房屋給女校，再者殘破需加以裝修，另

一者幾乎沒有使用過。可見女校的教學環境與品質在當時並沒有受到重視。事實

上，學校雖將學額開放至 200 人，但在 1933 年 9 月以前，女校的學生從沒有超

過 110 人。67因為女校代表的是政治精神上的號召。 

女校的教育資源一直是隨著蔣介石介入學校管理的程度而改變。最初兩校分

校，女校的存在是為保存總理精神為號召，所以保留宋慶齡為校長及原本的籌備

職員到女校。在這段時間女校資源一直都是很少的，到 1932 年由陳伊璇為主的

另一批新管理者接管學校後，學校才得到了校舍的擴充。至 1933 年 7 月兩校校

務討論會議成立，才又得孔公館做為學校校舍。到 1934 年底更開始了自建女校

校舍的計劃。這都顯示了只有在蔣介石的管理之下，才能得到相應的資源。 

四、 農場、乳牛場及園藝場 

本節探討遺族男校職業教育的建設。在中學部職業教育，主要分為農藝、園

藝及畜牧三項。這三樣職業教育並非同時進行的，跟遺族學校的教育方針日漸成

熟有所關係。所以建設的興建與教育的發展是並列的。 

在遺族學校開學時，已確立「雙手萬能，手腦並用」的教育方針，但此時尚

未將此方針確立在教學模式上，所用的教學方式仍然是以教育部所頒定課程為

                                                       
66 陳伊璇，〈女校概況〉，《遺校校刊》一卷四期(1933)，頁 481。 
67 張誠之，〈女校教學設施的過去和現在〉，《遺校校刊》(南京：國民革命軍遺族學校，1934)，頁

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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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68於 1929 年 10 月，學校成立職工部才開始將課程職業化。69當時學校中學部

學生極少，至 1931 年 10 月時僅 36 人，所以尚未將完全的職業教育容入，重點

放置在小學的職業化教育。男、女分校之後確立了學校為職業中學的教導方針，

也因為中學學生僅十多人，一直要到 1930 年以後才將實習農場擴大，在實習農

場擴大之前，僅有 20 畝農地做為實習的用途。70學校的乳牛場也跟農場一樣在同

一時間興辦，然而一直要到 1933 年才漸漸的擴張，但這樣的擴張對於教學上並

無太多實質的意義，因為一直以來，畜牧並不是遺族學校職業化教育最重要的一

環。71園藝場則是三項職業教育中最晚成型的，一直要到 1933 年春天才開始。在

三樣職業教育中，從確立職業中學為以來，農場教育一直就是遺族男校的主要的

教育項目，然而現今遺族學校最為人所知的就是乳牛場，因為遺族學校的乳牛場

後來發展成為現在赫赫有名的衛崗乳業。乳牛場事實上主要由學校所聘請的工友

操持，學生在學校所實習的畜牧管理主要是於實習農場中劃一區塊，並不是以乳

牛場為主，園藝場則更非學習中的關鍵。 

1. 農場 

學校的農場基本上可以分為兩部份，第一就是最大的經濟農場─共 912 畝。

這部份主要都是由學校的僱工來進行工作，並不是讓中學生做職業訓練之用，中

學生實習的農場僅 140 畝。遺族學校的經濟農場大致上可以分為三期，由 1929

年 10 月到 1931 年 5 月前，是為開辦期，1931 年 5 月到 1933 年 1 月為擴充期，

1933 年 1 月以後為發展期。72最初，遺族學校初建成之時撥付校地 240 畝做為農

場，其中 20 畝為學生實習農場。學校確立為職業中學之後，於 1931 年分別於 5

月與 7 月購入農地 300 及 72 畝。在 1933 年 1 月學校從經濟農場中撥 120 畝地擴

張實習農場。再於 1933 年再次擴充 300 畝地。73直到 1934 年為止，遺族學校經

                                                       
68 傅煥光，〈國民革命軍遺族學校〉，頁 86。 
69 陳雯登，〈遺族學生課程之演化〉，頁 503。 
70 傅煥光，〈經濟農場概況〉，《遺校校刊》一卷四期(1934)，頁 574。 
71 同註 70，頁 574-578。 
72 張義榮，〈實習農場概況〉，《遺校校刊》一卷四期(1934)，頁 579。 
73 錢用和，〈校董會的過去〉，頁 4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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濟農場共有 912 畝。74如果再加上實習農場 140 畝，學校農場共有 1052 畝地做為

農耕之用。 

表 4：遺族學校農地變遷 

時間 購入的農地(約 81,717 元) 

1929 年 10 月 240 畝 

1931 年 5 月、7 月 372 畝 

1933 年 1 月 120 畝(擴充實習農場) 

1933 年 1 月 300 畝 

資料來源：張義榮，〈實習農場概況〉，頁 580。；傅煥光，〈經濟農場概況〉，頁 504。。 

實習農場內共分為，果園、蔬菜實習區、苗圃、作物實習區、水稻田、西瓜

連栽詴驗區及小麥品種詴驗區。75實習農場是經濟農場的縮小版，而因實習農場

所專注的在農作物上，有許多的部份是學不到的，只能在經濟農場做實習，如：

森林植栽、蠶桑養殖。76關於乳牛管理及園藝規劃則需到乳牛場及園藝場做學習。 

經濟農場除了做為學校的收入之外，主要的是以最新的技術與機械耕作，實

習農場則全以人力操作。實習農場並非如字面上所說的做「實習」之用，而是在

實習農場裡的主要工作都是由學生來進行，完全的進行耕種。真正做為「實習」

的其實是在經濟農場。因為在學生回到鄉間之後，是不可能有這麼廣大的農地與

新式機械供使用，所以兩農場的教育是為養成學生在出社會以後有自行耕作的能

力，並知曉最新的農耕技術。77經濟農場的擴充為使「學生習知大農場的經營方

法」與「陵園附近農家合作栽培原料製造農產」。78 

過去中國的農業大多數都是小規模家庭式的進行，雖然當下的環境並不足以

進行大農場方式的耕作。學習這樣的耕作方式，在學生回到鄉間以後可以有足夠

                                                       
74 同註 70，頁 574。 
75 張義榮，〈實習農場概況〉，頁 581。 
76 同註 75，頁 579。 
77 宋美齡，〈國民革命軍遺族學校〉，頁 616。 
78 傅煥光，〈經濟農場概況〉，頁 5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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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能力整合零散農地以進行大農場的工作。 

2. 乳牛場 

乳牛場最初只為了男校的職業學習，所以最初五年間的建設是非常少的。一

直要到 1933 年學校的乳牛場才有快速的發展。乳牛場擴展後，除用在職業學習

外，還供校外購買。 

討論乳牛場前，先看下面這則遺族學校於一卷三期出版的牛乳廣告： 

「一個好消息：本校乳牛場出產牛乳，品質鮮美…惟以產量有限，致定戶多有向

隅者…現為減少飲戶向隅起見…向美國購買純種荷蘭乳牛十數頭，預定在九月間

可以運到…屆時可有大量之供給…」79 

 從廣告可以看到兩個重點。(1)遺族學校的牛乳是有對外販售的，且品質良

好。(2)是遺族學校的牛乳通常供不應求。遺族學校乳牛場的設備上，在 1933 年

底，共有裝乳機器、奶油分晰機、脂肪分晰機、蒸汽爐、冷冰器及電機式甄器…

等，所有設備共價值 17,175 元，從其先進的機械設備上來看牛奶的品質相當良

好。80在 1933 年以前，遺族學校的牛奶產乳量很少，主要還是供給南京的社會上

層購買飲用，甚至是給特定高官家族使用。 

表 5：遺族學校乳牛數量 

時間 數量 每日出乳量 

1930 年 6 月 6 頭 40 磅 

1931 年 5 月 10 頭(美牛) 不詳 

1932 春天 9 頭 90 磅 

1933 年 9 月後 16 頭 380 磅 

1933 年 11 月 10 頭(美牛) 不詳 

資料來源：傅煥光，〈經濟農場概況〉，頁 576；張義容，〈實習農場概況〉，頁 580。 

1929 年 10 月，遺族學校的乳牛場與農場同時間出現，但乳牛場最初未受重

                                                       
79 國民革命軍遺族學校，〈一個好消息〉，《遺校校刊》一卷三期(1933)，頁 374。 
80 傅煥光，〈經濟農場概況〉，頁 575-5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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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數量一直以來都不多，在最初的幾年內幾乎只夠學校學生自用，甚至不足。

由表 5 可看，最初學校的乳牛是由上海與中央大學所購入的共 6 頭乳牛。在 1931

年 5 月，學校為乳牛場加購了 37 畝地並向美國訂購 10 頭乳牛，約在 1932 年春

天後到校。811932 年春天學校共有乳牛 9 頭。82總計在 1933 年 9 月，學校共有乳

牛 16 頭。83同年再次於美國訂購乳牛 10 頭，需要 11 個月才能收到牛隻。往後再

由徐州、上海等地購入十多頭。84清楚的數量並無法從資料上完全的看到，但確

切可知遺族學校最初的五年內，乳牛數量都在 30 頭以下。 

 表 5 的每日出乳量，要到 1932 年之後，遺族學校的牛乳才夠學校學生使用。

遺族學校 1947 年復校後，學生每日需飲一磅之牛奶，但當時遺族學校共有 50 頭

以上的乳牛。相較於第一期創校，遺族學校的乳牛產乳量其實非常的少。若與復

校後一樣天天飲用一磅的牛乳，需要到 1933 年開始遺族學校的牛乳才只夠學校

的學生飲用，更不要說到是對外販售。可見最初遺族學校的牛奶主要都是用於販

售，帄日只有身體較差的學生方得飲用。85學生每日飲用一磅牛乳的習慣最少要

到 1933 年之後才開始。 

3. 園藝場 

1933 年 1 月園藝場在中山門內開辦。它的範圍比農場與乳牛場小，約 30 畝，

也是職業教育中最晚發展的。86園藝場的發展不像其他二場是慢慢發展的，而是

在很短的時間就籌措完備。 

園藝場雖然建設時間較晚，但花費與乳牛場相差無幾。基礎設備共有房屋十

七間，包括辦公室、儲藏室、宿舍共十一間，小花房兩座，農具室、廚房共四間，

還有觀賞用的水閣造景。在花木部份，學校經費較足夠的關係，幾乎購盡了整個

江蘇農場的所有花木，先後購買的花木價值約八千元。土地、基礎設被與花木三

                                                       
81 錢用和，〈校董會的過去〉，頁 477。 
82 張義榮，〈實習農場概況〉，頁 580。 
83 傅煥光，〈經濟農場概況〉，頁 576。 
84 宋美齡，〈國民革命軍遺族學校和女校建校的經過〉，頁 616。 
85 素韜、邵達、傅雪徵，〈遺族女校之衣食住〉，頁 498。 
86 同註 81，頁 479-4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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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主要花費已經達到 29,660 元，加上流動資金、購地費、傢具費等共，34,560 元。

87在一年內投入如此多的花費，顯示學校在職業教育多元發展的用心。 

園藝場的經營項目有五項之多。包括種苗出售、觀賞花木出售、新式農具出

售、肥料與病蟲害藥品出售、代人設計與庭園布置。1934 年在花木出售、代人

設計與庭園佈置兩項的收入十個月之內已就已經超過七千元的收入。可見園藝場

的手藝很快就成熟了。在所有項目中比較特別的是具創造性的庭園設計與布置。

在這項目的客人有南京中央醫院、央行總裁孔祥熙(1880-1967)公館、中央執行委

員會委員邵元沖(1890-1936)公館、南京國民政府建設委員會主席張靜江(1876-1950)

公館等。88在短時間可以得到機會為政府機構與知名人士代為設計。除了技巧成

熟外，當然是因為「國民革命軍遺族學校」所帶有的政治特殊性與校長蔣介石的

影響力。 

 農場教育為三樣職業教育中最完善的。最初遺族學校的職業教育還沒確定所

走的方向時，先從農業方面下手。在三項職業教育中，最先由學生動手做的也是

農場的部份，這部份也因為學校中學生人數過少，一開始只有 20 畝的大小。另

外的乳牛場，在 1930 年到 1932 年以來主要都是由僱工進行，牛隻數量也極少。

園藝場則更遲至 1933 年才開始運作。依三場的設立時間來看，最初學校的職業

教育從農業下手，一直要到 1933 年才變成農場、乳牛場與園藝三種類別的職業

教育並存。 

男校職業教育的發展由基本的農牧開始，而乳牛場的學習較農場晚，隨後是

園藝場，這樣的發展是循序漸進的。男校的職業教育共長達八年，除去後兩年的

實習，要付予學生一套完整的職業教育從 1929 年底開始，要到 1935 年底才能教

導完全。所以最初職業教育確立時，農場已經撥地 20 畝為教學之用。到 1932 年

乳牛場才開始慢慢的擴建用於學生的學習。園藝場在 1933 年興建。這樣的順序

完全是依著學校職業化教育方針進行，由農業、畜牧到園藝。從基本不需要太多

                                                       
87 傅煥光，〈經濟農場概況〉，頁 577。 
88 同註 88，頁 5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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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具的小規模農業到學習機械化大農場耕作，進而學習需有大量機械的畜牧業，

最晚出現的園藝場則屬於經濟農業。遺族男校的職業教育是循序進展，而非直接

的完成而未經過規劃者。 

男校的職業教育是完整且成功的。在 1947 年復校之後，遺族學校的牛奶廠

場長與農場場長分別是湯鶴松與王育民，這兩人都是第一時期遺校的學生。雖然

國民革命軍遺族學校是帶有政治色彩，但學校的職業教育並不受到政治性的左

右。學校從最開始的第一批籌備人員就已經確立了「雙手萬能，手腦並用」的方

針，學校的職業教育也在當時就確立了。這不因為遺族學校由單一分為男、女兩

校與學校的管理階層變動而改變。 

 遺族學校從開辦以來所有的資源都是掌握在蔣介石手上的。從提議創辦學校

到籌備委員會的創立，蔣介石都是最有力的角色。除了學校每月基本的開支之

外，遺校的重大花費全都需經過他的同意。遺族學校經費使用最重要的項目在校

舍與職業農場上。在 1930 年遺校未分校前，學校校舍早已經規劃了四期建築所

費共 24 萬元，可見籌備委員會對創辦遺族學校投入的心力。在校舍建成之前也

物色良好的臨時校舍，並非將學生置於不顧。在男、女兩校分校之後，男校與分

校前一樣得到最多的資源，中學部的農場、乳牛場與園藝場每年都有不一樣的發

展，男校學額在分校後也馬上擴充。女校一直要到 1933 年提撥三元巷孔公館才

有教好的教學環境，到 1934 年才有良好的自建校舍可以使用。這是因為女校分

校之時蔣介石無法實質的掌握女校。 

男、女兩校之間的差異是出自於蔣介石有意的掌握男校，所以男校得到的資

源比女校多出甚多。在兩校分校之前，他已經將遺族學校做為對國民革命軍將士

宣傳的工具。這樣的經驗使得國民革命軍遺族學校的意義開始轉變，從最開始「慰

忠魂」的撫慰性質，轉變成革命精神的代表性。當性質出現轉變，遺族學校就不

能只安於一座教導遺族的學校，而是代表總理革命精神延續的學校。兩校分校之

後，蔣介石成為遺族學校校長是必然的。所以男校資源比女校多是因為女校當時

並不歸於他的實質管理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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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國民革命軍遺族學校的管理與教育設計 

本章討論遺族學校的內在組織，也就是學校制度。第一是學校的管理階層，

第二是學校的運作階層。將這兩個部份分開來討論是因為學校管理階層有政治性

的運作，但是這樣的運作並不會影響到學校的教學管理。如同男校的職業教育一

般，學校教育是不受政治影響的，有教育上的專業設計。管理階層經過男、女校

分校，使學校的管理理念分成兩部分，至校董會成立以後才又逐漸歸為一系統管

理。另外學校的教育設計因應遺族學校辦學時間與終年住校的特性，學級編制有

極大的靈活性。在課程上以「雙手萬能、手腦並用」精神來設立中、小學部的課

程。除了正式的上課時間外，學生終年只得兩天假期，所以在校活動是很重要的

一環，學校以訓育制度來管理。訓育制度最初以自治管理的方式進行，中山市便

是訓育精神的代表，但當學校學生越來越多，管理也越嚴格。1932 年以後學校

便將學生訓育收歸校方一體管理。以下簡述遺族學校管理系統。 

表 6：女校組織系統 

校董會 

  

校長 

  

校務主任 

  

校務會議 

  

行政會議 

 

 

 

 

事務部 教務部 訓育部 

資料來源：陳伊璇，〈女校概況〉，頁 483。 

表 6 女校系統表，除最下面三大部門的名稱與男校有出入外，制度是相同

的。因為建立女校制度的人員與建立男校制度的人員，同樣是由章繩以帶領的同

一批教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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遺族學校的制度，最上層是由籌備委員會來管理。籌備委員會一直以來都是

學校的最高權力機關，此後改名為「校董會」。「國民革命軍遺族學校」的制度層

面與架構上，從 1929 建校以來到 1947 復校都沒有太大的改變，其建校的原由以

及建校的管理精神也並未更動。最大的改變在於 1930 年 12 月 20 日男、女兩校

分校，但是除男、女兩校分治，各有不同的校長及校務主任外，1933 年開始的

新組織─「兩校校務討論會」出現後，兩校均由同一系統管理，兩校事務都要向

校務討論會報告。89所以「校董會」位置名稱的變化由「國民革命軍遺族學校籌

備委員會」，到「校董會」，最後是「兩校校務討論會」。 

實際運作學校的三個主要部門分別為，事務、教務與訓育部，男校分為教務，

訓務與家務三部，所掌職權大致相同。在儲子潤，〈國民革命軍遺族學校〉一文

中，寫到校務下分六科─文書、會計、事務、註冊、體育、衛生─另有教務、訓

務、家務三部分掌不同職權。在傅煥光《陵園小志》中，傅煥光寫到學校共分三

處，為總務、教導、養育，其中總務處所轄之部門與校務完全相同，養育與事務

相同。所以兩者所寫的三個部門僅在名稱上相異，因二者全都出自於遺族學校管

理者所寫。 

不論名稱為何，學校的運作可以分為三個領域，一是教務，即學校的教學部

份；二是事務，因學生終年住校，所以必需要有相關於學校食、衣、住的準備，

是學生生活方面的部門。這個部份論述於下一章學生的生活當中；三是訓育部，

學校認為生活即教育，教育即生活。所以在教育與生活之間的溝通當有一座橋

樑，而這座橋樑就是訓育。在這小節主要討論的是有關學校的教學方面，以及有

關訓育的制度變遷。 

一、 管理階層的轉變 

這一節討論學校最高管理階層校董會與校務主任的變化。學校最高管理歷經

籌備委員會、校董會與兩校校務討論委員會三階段的改變。三階段的改變都有行

                                                       
89 錢用和，〈校董會行政近況〉，頁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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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上的意義。管理階層的改變與男、女分校及兩校管理有不可分的關係。 

1. 籌備委員會的變遷 

這小節探討籌備委員會經校董會到兩校校務討論委員會三個階段。在三個階

段分別有不同的任務與職責，也代表了學校管理方式的發展意義。 

由表 6 可見，學校的最高權力中心在校董會，校長與校務主任的職權幾乎相

埒。兩職位差別在校務主任主要是依校長理念執行校務，而大多數時間校長之職

權由校務主任代理。特別是女校校長為宋慶齡，所以學校的運作完全是由校務主

任在負責。 

  最初所組成的籌備委員會，委員有：宋慶齡、何香凝、李德全、王文湘、蔡

元培、何應欽、葉楚傖、宋美齡、江恒源、劉紀文、傅煥光與蔣介石。其中，何

香凝、李德全、王文湘、蔡元培及何應欽，皆未曾在資料上出現過，或謂僅是籌

備委員會對外號招的人物，事實上幾乎不參與遺族學校的建立。現在無法看到遺

族學校在最初籌備時的出席者與討論內容，但若從爾後的校董會資料等等來看，

他們是逐漸的被隔離在整個學校的運作之外，或者說他們一直以來不曾在遺族學

校中居於任何重要位置。如果將這些人的情況同比於宋慶齡的話，那無疑的做為

學校募款來源是很有份量的。五人中要特別提出的是李德全。她是國民革命軍第

二集團軍軍長馮玉祥的夫人。她出現在籌備委員會名單上或許有兩個原因，一者

其畢業於北京師範大學，再者是馮玉祥夫人。但李德全在學校的籌備並不是重要

的角色，且在籌備委員會改組為校董會之後被除名，所以其出現的意義大概在拉

攏馮玉祥軍系。宋慶齡在遺族學校的籌備過程中並不是重要的角色，但從遺族學

校 1929 年 4 月開學以來直到 1937 年遺族學校停辦，宋慶齡先後掛有國民革命軍

遺族學校校長與國民革命軍遺族女校校長的頭銜，但她並未實質的參加學校的籌

備與經營。劉紀文是當時南京特別市長，在資料上也僅只有在籌備的最初階段出

現，之後可能因不再任南京特別市市長而不在校董會的名單上，也不是重要的參

與人物。葉楚傖同樣的只出現在籌備的前期。江恆源是中華職業教育社副社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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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煥光是陵園管理委員會工作人員。宋美齡與蔣介石則是遺族學校實體的掌握

著，大多數時間，出現最多的是這兩人。蔣介石因事務繁忙並不常到校，但宋美

齡對於學校的管理則是親力親為，每星期約有三天的時間會到學校視察。90在學

校的籌備與管理上，委員會成員中，跟宋美齡一樣重要的是傅煥光。 

 初看到遺族學校的籌備委員不難想像，蔣介石早已有意將遺族學校設立在中

山陵附近，否則沒有必要在籌備委員會中加入傅煥光。遺族學校最初建校於四方

城外的校地便是由傅煥光與中山陵管理委員會交涉得來。91若將籌備委員分立為

兩個部份，一為名譽上的，像宋慶齡、何香凝、李德全、王文湘、蔡元培與何應

欽，二為學校實際運作上的，葉楚傖、宋美齡、江恒源、劉紀文、傅煥光與蔣介

石。為了遺族在實際運作上的需要，因設立於南京特別市，所以加入了當時的南

京特別市長。因設立於中山陵的需要，所以加入了傅煥光。另外在教育上需要有

人規劃與執行，所以加入了葉楚傖與江恆源。再者當然是遺族學校實際的運作者

蔣介石與宋美齡。 

 籌備委員會時期自 1928 年 11 月開始，一直到 1931 年 12 月改為校董會為止，

籌備委員會主要的工作在於遺族學校的建設與經費籌措，並定訂遺族學校經常費

的用度，實際上學校裡的事務還是交由委員會以次的行政人員去實行。此處說的

籌備者是於天印菴一號裡籌備的行政人員，由他們做實行上面的工作。如同前文

而言，劉紀文對私立東方公學校暫緩遷校一案批「碍難照准」，但這群行政人員

仍然得每天請學校與江蘇省黨部速速搬遷，命令無法徹底的被執行。92學校的主

要教學目標等等也是由這群行政人員去做劃定，並非由籌備委員會來制定學校的

走向。93這樣的模式可以分成兩層來看，第一層即是籌備委員會，功能是負責讓

學校成型，並且讓學校可以確實的有資源可以運用，第二層即是天印菴一號的籌

備工作人員，功能是制定學校的走向，並實質的加入學校的管理當中，所以遺族

                                                       
90 儲子潤，〈宋美齡與遺族學校〉，《民國秘史》(北京：團結出版社，1998)，中，頁 321。 
91 錢用和，〈校董會的過去〉，頁 476。 
92 國民政府文電摘由單 處字第 1824(1929 年 2 月 20 日)，〈國民革命軍遺族學校經費〉，無頁碼。 
93 儲子潤，〈國民革命軍遺族學校〉，頁 8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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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首任的教務主任則是教育家章繩以。 

 1931 年 12 月 17 號，中央執行委員會第六次會議決議由宋慶齡、王文湘、蔡

元培、何應欽、葉楚傖、宋美齡、江恒源、傅煥光與蔣介石 9 人為校董。94雖然

只是將原籌備委員會更名為校董會，但其中仍然有些差異。如果只是將籌備委員

會更名為校董會，那應當保留下原本全部的委員，但在校董的名單當中少了何香

凝、李德全與劉紀文三人。對於何香凝與李德全二人排除在校董名單之外，並無

法找到足夠的資料，推側是因二人屬於左派較親共。劉紀文任籌備委員時，本是

南京特別市長，在 1931 年底改制為校董會時已非南京特別市長，已經不符當初

選為籌備委員的原因，所以排除在外。此外，在 1932 年 2 月第一次校董會議時

僅有蔣介石、宋美齡、葉楚傖與傅煥光四人出席，其他人以「公務賢勞」沒有出

席。如果要說公務倥總，有人忙的過蔣介石？只因遺族學校對他們的重要性不

高，對於遺族學校並沒有實際的參與，仍然是掛名為主，所以並沒有出席。錢用

和當時任校董會秘書，在其所寫〈校董會的過去〉與〈校董會的近況〉二文時，

常可以看到「蔣校董…令…」、「經校董會蔣校董核准」、「蔣校長核准」，甚至在

同一件事，分別於兩文用校長、校董二詞。以上可以看出第一蔣介石在校董會必

定是主要決策者。95第二可以推測，校董會的運作根本只需要蔣介石同意即可，

可說校董會完全是照著蔣介石的意志在運作著。 

 1933 年 7 月，因蔣介石「校長」時常不在校，所以令學校組織「兩校校務討

論委員會」以便改進及關切，達到「兩校在發展遺族教育之共同目的下，對外求

精神一致之表現」，且每月輪流在兩校開會，偶有臨時會。96這委員會的最大特點

是兩校校務全歸蔣校長一人管理，宋慶齡已名存實亡。兩校校務討論會議的組織

分當然委員與指定委員，當然委員僅有蔣介石、傅煥光、錢用和、兩校監事及兩

校校務主任，指定委員則為議事相關的各部職員，主席為宋美齡。97無疑的完全

                                                       
94 錢用和，〈校董會的過去〉，頁 478。 

95 同註 94，頁 475-480。；錢用和，〈校董會行政近況〉，頁 11-16。 
96 錢用和，〈校董會行政近況〉，頁 11。 
97 同註 96，頁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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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屬於蔣介石個人化的組織。  

從籌備委員會發展到兩校校務討論委員會，學校完全的由一個組織統一管

理。最初籌備委員會的存在是為了確保學校的發展可以進行，因此許多的委員並

不是為了實際運作存在的。除了建立學校所需的功能性職員以外，許多委員是精

神指標性的存在。學校管理的統一經過四個階段：(1)1928 年 11 月到 1930 年 12

月。學校最初的籌備行政人員轉為學校教職員，這批教職員規劃了學校往後以職

業教育為主的教學方針。 (2)1930 年 12 月到 1931 年 12 月)。分校之後，多了一

位校長與校務主任是分校的意義之一。蔣介石除了任籌備委員會委員外，更是男

校的校長，可以直接的介入學校的管理。當時女校校長是宋慶齡，並將原本遺族

學校的籌備班底轉換到女校去。蔣成為遺族男校的校長，而女校同樣掛有遺族學

校的名稱卻沒有得到相應的資源。(3)1931 年 12 月到 1933 年 7 月。這時期籌備委

員會改組為校董會，校董會改組的同時，女校除校長以外的籌備職員也全換過。

這樣兩校的運行都在同一批人底下進行。但蔣介石並不是女校校長，並不能完全

的介入女校的管理。(4)1933 年 7 月以後，兩校校務討論委員會出現，將女校的

管理制度越過了校長，直接由校務主任等同下面教職員直接向蔣介石與宋美齡負

責。 

遺族學校是代表國民革命軍精神的指標。遺族學校最初需要精神上的指標，

讓外人認同學校代表著教育陣亡將士遺族的正當性。當其他人認同了遺族學校名

稱與意義之後，遺族學校本身就帶有了精神上的意義，不用再依靠著原本籌備委

員的精神號召或是掛名才讓別人認同。這樣的轉變下，做為遺族學校的校長或校

董自然象徵著國民革命軍的精神。這樣的代表性是蔣介石介入學校的運作及成為

遺族學校校長的原因之一。 

2. 兩校主管變動 

遺族學校有政治的的精神意義，校長位置更有重要的代表意義。校長之下的

教職員因政治需要而改變。這樣的改變最明顯的表現在兩校分校之後的經費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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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人事變動上。 

表 7：1930 年分校後主管人事 

 校長 校務主任 小學部主任 中學部主任 

男校 蔣介石 史襄哉 沈雷漁 張義榮 

女校 宋慶齡 章繩以 儲子潤 儲子潤 

資料來源：儲子潤，〈國民革命軍遺族學校〉，頁 814。 

 表 7 代表者 1930 年 12 月男、女兩校分校後人事的變動。女校自校長宋慶齡、

校務主任章繩以、中、小學部主任儲子潤，全都是原本男校的主管。男校的校長

至中小學部主任全都更換成新的職員。 

自遺族學校籌備以來，都是由宋慶齡掛名做校長。然而，她曾在〈為抗議違

反孫中山的革命原則和政策的聲明〉說：「我認為我們背棄了孫中山領導群眾和

加強群眾的政策。因此我只有暫時引退以待更賢明的政策出現。…有些領導過革

命的人已經走上了歧途。」98又在〈再致蔣介石〉一函中說：「這次互通電報證明，

我們之間交換看法是毫無意義的，因為我們之間的分歧猶如一道鴻溝。」99由這

些話可以推測，宋慶齡並無意願參加蔣介石所推薦籌備的遺族學校。儲子潤初到

學校籌備時也有相同的疑問，他說到「她回國之前曾發表聲明說：『在國民黨的

政策未完全符合已故孫逸先博士的基本原則之前，我不能直接或間接地參與該黨

的任何工作』因此，我校教職員工對她的聲明是否包括中常會請她擔任校長一職

在內，產生了疑問」。100在籌備之初，當時的國民政府主席譚延闓也對宋美齡說

到：「完全請你負責，來籌備本校」。101雖然宋慶齡接下了遺族學校校長的頭銜，

卻無校長之實，一來因其長年再國外，二來可說在推薦宋慶齡任校長之時，早已

知道她不會實質的管理遺族學校一事。 

                                                       
98 宋慶齡，〈為抗議違反孫中山的革命原則和政策的聲明〉，《宋慶齡選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

社，1992)，頁 43-48。 
99 宋慶齡，〈再致蔣介石〉，《宋慶齡選集》，頁 68-69。 
100 儲子潤，〈國民革命軍遺族學校〉，頁 812。儲子潤，〈宋美齡與遺族學校〉，頁 321。說到「蔣

介石對她說：『二姐在國外，學校的事交給您管吧！』」。 
101 宋美齡，〈國民革命軍遺族學校和女校建校經過〉，頁 6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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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雖然遺族學校實質行使校長職務的人是宋美齡，但對外卻是用宋慶齡的名

義。可說在中原大戰時，蔣介石就有意的要掌握遺族學校，並以遺族學校的名稱

對外做宣傳。蔣有意的要將勢力伸入遺族學校，在表 7 是可以看的出來的。宋慶

齡、章繩以與儲子潤都被調到新成立的女校，而負責籌備遺族學校的第一批人幾

乎全被調往女校去了。102在男校方面，史襄哉則是由國民黨勵志社黃仁霖

(1901-1983)介紹，校長之名則改為蔣介石，完全可看的出他的企圖。103儲子潤認

為蔣介石的做法是為「把這個學校做為政治資本，進行政治欺騙」。104以這樣的

觀點來看，不難明白同樣做為遺族學校的學生，在男校與女校之間的資源竟有如

此大的差異。105只因女校並非蔣介石有意主導或是做為他的政治資本，或說仍然

需要以宋慶齡的名字來表示遺族學校是為紀念北伐將士而設立的。在九一八事變

發生之後，全國對於抗日的聲音四起，在這又可見到兩校主持者不同的態度。當

時宋慶齡主張一致抗日，在這樣的風潮之下，女校學生也組織遊行，更將日對華

的暴行做為教材。反觀男校一方，由史襄哉主持，並不讓學生參加抗日遊行。106

可以見兩校的管理方式不同，雖然遺族學校籌備委員會為最高機關，但並沒有統

合兩校的管理。蔣介石對於學校方面也只關注在男校，對於女校幾乎視之無物。 

在制度上，女校的校長仍是女校行政上的最高主管。為直接管理女校，應蔣

介石的要求，於 1933 年 7 月組織「兩校校務討論委員會」，為使「兩校在發展遺

族教育之共同目的下，對外求精神一致之表現」，且每月輪流在兩校開會。107兩

校校務討論委員會的出現，直接剝奪了校董會的職權，使校董會成為發放經費的

機構。實質上對校務方向有影響力的在於兩校校務討論委員會。經由籌備委員

會、校董會到兩校校務討論委員會，蔣介石已經完全將兩校都掌握在自己手中，

自然對女校的關注也較多。 

                                                       
102 儲子潤，〈國民革命軍遺族學校〉，頁 815。 
103 黃仁霖為蔣介石重要心腹，1929 年經孔祥熙介紹，任職黃埔同學會勵志社總幹事。幫蔣介石

推行新生活運動，與推展勵志社。來台後更出任聯勤總司令，官拜中將。 
104 同註 102，頁 814。 
105 宋美齡，〈國民革命軍遺族學校和女校建校的經過〉，頁 613。 
106 同註 102，頁 815。 
107 錢用和，〈校董會行政近況〉，《遺校校刊》二卷六期，頁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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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男、女兩校統一管理 

本小節探討男、女兩校分校後不同的行政體系，如何回到原本一致的管理系

統。女校人事的變動便是行政體系在轉變的標的。 

自遺族學校創辦以來，校務主任已經主管學校的主要行政。表 8 中，首任的

校務主任為章繩以女士。她在男、女兩校分校之前一直任校務主任。在男、女兩

校分校之後，改任女校校務主任。在 1931 年 7 月錢用和接替其為第二任女校校

務主任。1932 年 1 月錢用和因任校董會秘書，改由陳伊璇任校務主任。108在男校

方面，分校後第一任校務主任為史襄哉，其後接手的校務主任為張效良，但時間

上不明。 

表 8：男、女兩校校務主任 

時間 男校 女校 

1929 年 4 月-1930 年 12 月 章繩以 

1930 年 12 月後 史襄哉 章繩以 

1931 年 7 月後 史襄哉 錢用和 

1932 年 1 月後 史襄哉 陳伊璇 

不詳 張效良  

資料來源：錢用和，〈校董會的過去〉，頁 477；儲子潤，〈國民革命軍遺族學校〉，頁 815。 

 校務主任在第一線執行上層的命令，因此校務主任的去留可見學校的走向。

分校後的男校由史襄哉接任，史襄哉是由勵志社黃仁霖所推薦，自然完整的實踐

蔣介石的命令。109最初於「天印菴一號」的籌備人員大多轉到女校去。所以，最

初的籌備人員對於蔣介石介入學校的經營是有所不滿的。這樣的情形可以從儲子

潤的文章中明顯看出，且其更稱呼史襄哉、張效良等為「教會青年派」，有很明

顯的界線之分。110藉這樣的觀點可以看到當錢用和成了女校的新校務主任，最重

                                                       
108 錢用和，〈校董會的過去〉，頁 477。 
109 儲子潤，〈國民革命軍遺族學校〉，頁 815。 
110 同註 109，頁 8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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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的四個部門(校務、教務、事務、訓育)主任便更換兩位，但這時女校的改變並

不大，因仍有一些舊有的教員存在。 

在 1932 年校董會成立後，錢用和因做校董會秘書，所以改陳伊璇為校務主

任，同時事務與教務主任也同時退任。最初的籌備幹部到此已全部退任，改由新

一批教職員接手。陳伊璇上任之後女校馬上擴充學額至 200 人，但男校擴充學額

的舉動早在一年前剛分為二校時就已經開始，若當時有擴充學額的必要不應當不

擴充女校。男、女分校是因男、女日長，應當分開學習，可是在 1932 年男校 343

人裡面僅有高年級 38 人，中學生 36 人。111二來因為學生人數過多應當分校，但

男校早在 1930 年 10 月動工第四期宿社建築共可容 340，當時遺族學校女生最多

不過 60 人。蔣介石有意任校長，並且將遺族學校完全納入自己的勢力範圍最有

可能。再看另外一個數據，在學校剛分校時，女校的教員共有 13 人，其中 4 人

在 1931 年 7 月退任，包括訓育與校務主任；5 人在 1932 年 1 月退任，包括事務

與教務主任。112這樣看來，在錢用和與陳伊璇二人接下教務主任之後，人事變動

極劇，幾乎原本的籌備職員都退任了。這樣，男、女兩校終歸於一個系統管理。 

學遺族學校的管理分為兩個層次，一是由籌備委員，二是由學校職員。到了

1932 年 7 月，學校完全統整於校董會的管理之下，或說是蔣介石系統的管理之

下。到 1933 年 7 月，兩校校務討論委員會的成立，兩校所有事務已是統歸蔣介

石一人掌握，這樣第一層的籌備委員已由蔣獨斷。第二層的學校職員重要的角色

幾乎均由蔣所指派，學校的管理成為一條鞭法的執行制度。兩校的統一管理讓學

校失去了多元聲音的可能性。 

二、 教育設計 

這節所要討論的是「教導」的範圍，也就是有關學生的課業方面。在課業方

面因學校的特殊性所以特別討論學級的編制。而在課程方面，遺族學校的中學與

小學部屬於不同的系統，小學部注重基本課程，課程上注重實用性，如：國文重

                                                       
111 國民革命軍遺族學校，〈國民革命軍遺族學校〉，頁 767。 
112 陳伊璇，〈退任教職員〉，《遺校校刊》一卷四期(1934)，頁 6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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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寫作方面。中學部著重職業教育，所以在文章裡將會分為兩個部份來探討。 

1. 學級編制 

本小節探討遺族學校小學部的複式編級法與中學部職業教育。並比較男、女

兩校在中小學學級編制上的不同。 

在探討遺族學校的學級編制前，應注意遺族學校的特殊性。遺族學校所收的

是遺族的子女、弟妹，所以僅有年齡上的限制並沒有年級上的差異。在遺族學校

「國民革命軍遺族學校入學辦法草案」中可以看到這樣的情形：「未達學齡者(初

生至六週歲)、已達學齡者(六週歲至十二週歲)、成年失學者(十三週歲至二十週

歲)」。113所以，學校的招生並不限定特別注重於哪些年級，而是非常零散的，因

此遺族學校無法仿同一般學校，編好班級依次入座。遺族學校於初開學之時，人

數更是稀少，如果打散分在各個年級來算，一級不到 5 人。另外遺族學校的學生

因主要居住於外地，並不像一般學校一樣於學期開學時才到校，所以學生什麼時

候來並不一定。114這兩個原因使得遺族學校的學級編制必需較一般的學校來的更

靈活才可以。 

諸種條件的限制之下，遺族學校所採用的是複式編級法。基本上，在遺族學

校創校以來便已分小學部與中學部，二者的編級與一般學校一樣。小學部共六年

級，又分為低(一、二)、中(三、四)、高(五、六)三級，與高(四、五、六)、低(一、

二、三)兩級，兩種分法。115在學校的複式編級上，共分為 12 級，即六個學年的

上下學期。雖然現在已難覓最初學級編制的方式，但可以知道的是，這樣的方式

一直到 1933 年仍然在使用。1933 年遺族男校與女校小學部的學級編制人數表如

下： 

 

 

                                                       
113 國民政府文電摘由單 處字第 1124 號(1929 年 1 月 9 日)，〈國民革命軍遺族學校經費〉，無頁碼。 
114 張誠之，〈女校教學設施的過去和現在〉，《遺校校刊》一卷四期(1933)，頁 510。 
115 傅煥光，〈國民革命軍遺族學校〉，頁 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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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男校 1933 年小學部編制 

年級 人數 年級 人數 

一、二年級 一下 2 人 三下 17 人 

二上 3 人 四上 12 人 

二下 6 人 五上 13 人 

三上 8 人 六上 13 人 

資料來源：余之介，〈本學期校務改進實施計劃〉，頁 147。116 

 

表 10；女校 1931 年下學期小學部編制 

年級 人數 年級 人數 

一上到二上 共 36 人 四上到五下 共 10 人 

二下到三下 共 20 人 六上到初一 共 6 人 

資料來源：張誠之，〈女校教學設施的過去和現在〉，頁 511。 

除了因學生人數與課程進行編制外，學校享有的資源也影響了學生人的編級

方式。女校由一上到二下共 36 人，分於三個學級，人數夠分成三個班上課，可

是女校的教員一直以來並不足額，所以只能合併上課。於 1931 年 2~7 月，女校

的教員只有 8 名。117在上表男校 1933 年的編制，小學生總人數只得 74 人，已經

分為六個年級進行教學，女校 72 人只分為四級。1931 年(20 學年上學期)女校人

數達 103 人，也只分為一上到二上、二下到三下、四上到五上與五下到六上，四

個年級。118顯示分級制度中教師資源也是一重大的因素。 

學級編制方式的另一不同點是，一般學校的學級分為上下學期，而遺族學校

的學級編制等同於分成十二個等級進行教學，並沒有上下學期的限定。再將不同

的學期因應學校的需要進行複式編制。例如上表男校中可以看到，1933 年同一

                                                       
116 余之介，〈本學期校務改進實施計劃〉，《遺校校刊》一卷一期(1933)，頁 147。 
117 陳伊璇，〈退任教職員〉，頁 609。 
118 張誠之，〈女校教學設施的過去和現在〉，頁 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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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期的編制上，有三上與三下同時並存的情形。上與下，代表的是學生學習的進

度，並非代表上學期與下學期。因複式編級的好處是在課業年級上方便升降，這

樣的方式也影響到了學校課程的的編排。 

在中學以上的學生學級基本上與其他學校並無不同，但因為學校中學主要都

以職業教育為主，所以男校以六年一貫教育，女校則另有職業班的設置。在遺族

學校設立到兩校分校這一段時間，並沒有太多的初中生，在編級上是於同一層

級。分校之後，在男校方面確立了以職業中學為主的教學方針。男校中學並不將

初中與高中分開，是六年一貫的職業教學為主，一樣分為初、中、高三個階段。

119女校於最初中學只有初一一級，但因人數一直不超過 5 人，在 1932 年 3 月結束

了初中部，將所有初中學生轉至匯文女中就學。120直到 1932 年 5 月學校擴充學額，

才在同年的八月開立了初中職業科，為三年制。121後因入學的學生有的太過年

長，但學力只有較低年級的學生，特設立了一職業班，專收年長失學的遺族。122

男校沒有職業班制度，是兩校學制上最大的不同點。 

學級編制的獨特因為學校的特殊性，兩校學級編制的差異因於資源的不同。

小學部編制在相同的人數下，男校因教室與師資較女校多，所以可以細分，女校

只能維持複式編制。在職業中學部份，女校人數撐不起初中部，一度裁撤。兩校

應在同一制度下進行編制，確因資源不同有差異，這樣的情況也影響到課程的編

排。 

2. 小學部課程編排 

小學部課程編排有兩個特點，一是學校的職業化教育，二是因材施教。職業

化教育由學校「雙手萬能、手腦並用」宗旨而來，因材施教的等第分配與學校自

由的學級編制相關。 

小學部在課程的編排上，遺族學校的課程大致上與教育部所頒定的課程沒有

                                                       
119 傅煥光，〈國民革命軍遺族學校〉，頁 85。 
120 陳伊璇，〈本細最近實施之概況〉，頁 145。 
121 陳伊璇，〈女校概況〉，頁 481。 
122 同註 121，頁 4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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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大的出入。最大的差別在高級(四、五、六)的同學必需選一科職業性的科目。

目前並沒有男校的課程編排資料，然而於前文所述，在 1931 年 12 月之後，學校

的管理統籌於校董會一體管理之下。既然兩校的管理已經一致，於一般學科上的

安排相信不會有出入，差別在於男、女兩校不同的職業訓練之上。另外，在傅煥

光所著〈國民革命軍遺族學校〉一文，男校在大的課業方向與女校正在實行是相

同的，且兩校的課程標準均是依教育部頒定的做為標準。123依這樣的觀點來看，

除了高年級的選科之外課程並不會有出入。 

表 11：女校小學部課程 

時間 課程(低年級) 課程(中高年級) 

1931 研究 黨義、社會、自然 

故事 讀文、閱書、作文、寫字 

美工 美術、勞作 

唱遊 音樂、體育 

算術 算術 

童子軍課程自五年級起必修 

1932 常識 公民訓練、自然、社會 

國語 說話、讀文、作文、寫字 

工作 美術、勞作 

唱遊 音樂、體育 

算術 算術 

  選修(三年級)以上)：園藝、烹飪、童子軍 

資料來源：張誠之，〈女校教學設施的過去和現在〉，頁 512。 

 基本科目共有 12 科，這是一般學校設計的方式。在表 11 的女校也一樣是 12

科，特別的是在低年級方面，為使學生最初學習較易入門，所以將 12 科以大單

元的方式分為五科。124在男校方面，低年級以大單元的方式分為故事、研究、作

業、遊戲加上算數一科。125童子軍則是遺族學校必修的科目，屬於學校訓育的一

                                                       
123 傅煥光，〈國民革命軍遺族學校〉，頁 86。 
124 張誠之，〈女校教學設施的過去和現在〉，頁 512。 
125 同註 123，頁 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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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份。到 1932 年，在基本科目上的變動不大，最大的差異在於選修課的出現。 

選修課屬於遺族學校職業化教育的一部份，在男、女兩校分校之前，遺族學

校已經有職業化的選修課，分別是縫紉、織襪、木工與園藝四科。126但在男、女

兩校分校之後，女校的選修課反而消失了。選修課代表的是遺族學校職業化教育

的教學，女校刪除了選科課等於將職業化教育排除在學校教學方針之外，這證明

兩校分校之初，教導是分兩個系統在進行的。一直要到 1932 年陳伊璇任教務主

任之後，學校才又出現職業化的選修科目，並在同年開設初中職業科與初中職業

班。低年級的課程上除了以大單元的方式將原本的 12 科歸納為 5 科，另外在時

間的分配上故事(國語)、美工(工作)、唱遊，三科目的上課時數與中高年級是一

樣的，其餘算術、研究時數較少。算術與勞作則依低、中、高三個年級依序增加。

127國語、算術與工作三大類是學校課時最長的科目，國語類以讀書與作文二類時

數最長、算數以筆算最長、工作以勞作最長。128可以體現出學校重實用與職業功

能的科目。 

 學校課程編排的另一特點是國語與算術兩科，每學期考核一次，並依考核的

成績升降年級。也就是國語與算術兩科，是依照學生的個人能力進行分組。129這

不論在男校或女校都是一體的施行。130學校共將教材分為 36 等分，分別打散在

各學期與寒暑假之間─遺族學校學生並無寒暑假─，並將學生分為三級上課，以

能力分班。 

 

 

 

 

 

                                                       
126 陳雯登，〈遺族學生課程之演化〉，頁 503。 
127 陳伊璇，〈本學期小學部各級各科每週教學時間表〉，《遺校校刊》一卷四期(1934)，頁 604。 
128 同註 127，頁 604。 
129 張誠之，〈女校教學設施的過去和現在〉，頁 514。 
130 傅煥光，〈國民革命軍遺族學校〉，頁 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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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教材等第分配 

        學期 

 

等第    教材 

一 假

期 

二 假

期 

三 假

期 

四 假

期 

五 假

期 

六 假

期 

劣 

 

1.2 2. 3.4 4. 5.6 6. 7.8 8. 9. 

10 

10 11 12 

中 

 

1.2 

3 

補

充 

4.5 

6 

補

充 

7.8 

9 

補

充 

10 

11.12 

補

充 

 

優 

 

1.2 

3 

4 5.6 

7 

8 9.10 

11 

12  

資料來源：張誠之，〈女校教學設施的過去和現在〉，頁 514。 

 表 12 分為學期、教材與等第三個部份。(1)一、二、三…等表示的是一個學

期。「一」加上一個假期是代表由上學期開學到寒假結束。表中灰色底顯示的是

一個學年。所以上表所表現的六個學期顯示到三年級下學期以及當年的暑假。(2)

教材所表示的 1 至 12 是低年級的課程。遺族學校將小學六年分為高、中、低三

個年級。而 1 到 12 為低年級教材，13 到 24 為中年級，25 到 36 為高年級。補充

是利用假期先行教學下個學期的進度。(3)等第所顯示的是學生的天資程度，分為

劣、中、優三個等級。 

 等第分配表的意義在給不同資質的學生最適合學習的進度。一般的學生以四

個學期的時間可把低年級的課程全都讀畢。所以一般正常素質的學生，全部 36

階學習完正好六個學年，素質較差的學生則必需花 9 年的時間，素質較好的學生

則只要四年半即可完成課業。因為學生的功課是依照每學期的考核升降的，大致

上都可以在六年內完成。131素質屬於優等的學生中，迄到 1934 年也僅只一位李孝

清。132遺族學校因沒有寒暑假，所以在表上可以看到「假期」，素質差的學生用

以補課、素質一般的學生則多加練習、素質好的學生則直接進入下一階段，也因

此，學校可以用寒暑的時間來調整學生在課業上的學習，使學生都可以在六年內

結束課程。 

                                                       
131 張誠之，〈女校教學設施的過去和現在〉，頁 515。 
132 陳雯登，〈好不利害〉，《天印菴一號》(1933)，頁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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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中學部課程編排 

中學部課程以職業教育為主，在這節將男、女兩校分開探討。一則兩校職業

教育內容不同，再者，兩校職業教育施行時間不同。 

遺族學校的中學部，除在 1929 年 4 月到 1929 年 10 月，與 1930 年 12 月女校

分校到 1932 年設立職業科這兩段期間之外，其中學部都是以職業中學為根底

的。中學部的課程基本上與一般學校相類，但因為必需要進行職業科的學習，所

以時數較少。133而因遺族學校特別在於沒有寒暑假，所以學校的基本課程加上寒

暑假的時間學習，剛好可以與一般中學生所學相同。在此並不再對一般學科做討

論，因中學部課程中最重要的是職業教育的部份 

甲、男校的職業教育 

男校方面最應注意的是他的學級編制上，是初中與高中一起的六年職業教教

育。所以男校的職業教育規劃上也是整整六年的規劃，將理論與實作分為上下午

的課程規劃。134上午在教室內學習理論，下午則必頇到農田裡實作，也體現了「雙

手萬能，手腦並用」的教導方針。 

中學生的教育目標有三：「養成實地經營農業人才、養成農村指導和農業推

廣人才、養成農業改良的技術人才」。135因這三樣目標，所以中學生的職業訓練

上分成低(一、二)、中(三、四、五)、高(六)三級的三段訓練。「三段訓練的步驟

就是先做，繼學，而後研究」即三段訓練主要從養成學生對於農作的興趣，以及

先養成勞動的習慣，是為低年級的作業。136課程主要有「整地，施肥，播種，除

草，中耕，收穫，儲藏」是農作的基本訓練。進而學習農作的科學知識，這部份

的課程有「蔬菜，園藝，果樹，森林，栽培，育種，遺傳，病蟲害」。137最後學

習自主研究的能力，課程則由學生自行發揮，主要是進行農業的專作，如「乳牛

                                                       
133 缪禮衷，〈課程和別校一樣嗎？〉，《天印菴一號》(1933)，頁 29。 
134 宗潮，〈遺族學校學生生活的的速寫─實做〉，《遺校校刊》一卷三期(1933)，頁 604。 
135 傅煥光，〈國民革命軍遺族學校〉，頁 86。 
136 張義榮，〈三段訓練〉，頁 522-524。 
137 缪禮衷，〈課程和別校一樣嗎？〉，頁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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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果樹、蔬菜栽陪」。138這是學校六年主要的職業課程，但目前苦無相關詳

細資料更進一步研究。在六年的中學修課完畢之後，還必需要進行兩年的實習。

實習有兩種方式，一是由學校指派到附近的農事機關，二是自辦小農場，實習及

格之後才能畢業。139第一個部份則有分發到總理陵園實習的文思安，第二個部份

則有學生自組成振農學社，自行耕作小農場。140振農學社是由中學部高年級的同

學所組成，農場的開端是向勵志社所租借的 60 畝地，農場也跟過去學校的教育

一樣分為畜牧、園藝與作物三大部份。141由上面所描述的看來，男校的職業教育

是非常的嚴謹的，從初學到畢業總共要八年的時間。 

乙、女校的職業教育 

女校初中職業教育的開端在 1932 年 8 月開設職業科，同月也開設了職業班。

初中職業教育共三年，一年半為學習，一年半為服務，即一年半的時間用於實習

工作。142課程的編排上一年半的學習時間分三學期進行。職業科與職業班不同在

於，前者是符合初中年齡的學生，等同於男校職業教育，邊上基本科目，一邊學

習職業課程；後者則是年長失學的學生，主要的重心是放在職業科目上，基本科

目也是以較為實用的科目為主，以下將兩種的基本科目與職業科目做比較。 

表 13：女校職業科、職業班科目比較表 

 職業科 職業班 

基本科目 公民、國文、英文、數學、

自然、歷史、地理、體育、

健康。 

公民訓練、讀書、作文、

寫字、算術、珠算 

職業科目 圖案、編織、織襪 縫紉、編織、織襪 

資料來源：陳伊璇，〈中學職業部各科各級每週教學時間表〉，《遺校校刊》一卷四期(1934)，頁

603；陳伊璇，〈職業班各科每週教學時間表〉，《遺校校刊》一卷四期(1934)，頁 603。 

                                                       
138 張義榮，〈實習農場概況〉，頁 582。 
139 同註 137，頁 30。 
140 文思安，〈做學徒去〉，《天印菴一號》(1933)，頁 36。 
141 志傑，〈遺族學校學生生活的速寫─振農學社的種種〉，《遺校校刊》一卷三期(1933)，頁 381-383。 
142 傅雅雲，〈初中職業科編織課的概況〉，《遺校校刊》一卷四期(1934)，頁 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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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4：中學職業部各科各級每週教學時間表 

               年級 

科目     時數 

初一課 初二課 

 

公民訓練 1 1 

國文 4 4 

數學 4 4 

歷史 1 1 

地理 1 1 

自然 2 3 

健康 1  

體育 1 1 

英文 4 4 

圖案 2 2 

編織 10 10 

織襪 10 10 

共計 

 

41 41 

資料來源：陳伊璇，〈中學職業部各科各級每週教學時間表〉，頁 603。 

表 15：職業班各科每週教學時間表 

科目 公民 國語 算數 縫紉 織襪 編織 共計 

時數 1 5 5 10 10 10 41 

資料來源：陳伊璇，〈職業班各科每週教學時間表〉，頁 603。 

以上三表顯示兩種不同的職業教育的差別對比。兩者的科目，職業科共有 9

大類目，而職業班只有三大類目，缺少了自然、歷史、地理、體育與健康等五大

類目。(1)職業班的公民訓練對比於職業科的公民，加上訓練兩字是為的實際的應

用;(2)讀書、作文與寫字是由國文科分出來的；(3)算術與珠算兩科則從數學中分

出來。這些都是為了實際的應用所做的改變。另外一個不同在兩者的職業科目

中，前者有圖案一科，後者沒有圖案科而多了縫紉科。圖案科所教的是「設計」，

用來做為編織科的藍圖，縫紉科則屬於技能性的科目。143前者屬於初中教育的一

部份，後者屬於技職教育。 

上課時數的差別更可以體現兩者教學目標的不同。因為是屬於職業教育，所

                                                       
143 陳伊璇，〈女校概況〉，頁 4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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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在學校課程的安排上，職業科目的教學時數在職業科占了 22/41，與男校上午

學習，下午於農場實習的時間比例上差不多。職業班因為為即時使用的需要，職

業科目更是達到 30/41，可見兩者最大的差別。相對男校的年長失學者，男校並

沒特別設立職業班，這是因於男、女身份的時代差異，女性尚未從家庭中走出來。

在教育上有一定年齡的女性基於婚姻的考量只能放棄在生活中實用性較低的基

礎課程。 

 可以看出職業科與職業班學生主要所學的技能，做為職業科這些技能，主要

的是為了女生畢業以後可以應用其所學。當然在當時的社會是朝著工業化邁進

的，學習這些手工技藝看似跟不上社會的變遷。但眼前的現實是當時的中國大多

地方仍然處於農村社會，若僅學習機械工藝，回到鄉村以後反而無法一展所長。

144這也是男校在實習農場必需要學習用人力的方式進行農作，並且另外在經濟農

場學習機械的大規模種植。整體的職業化教學一來顧及了經濟上的需求，二來對

於一般學校所學習的基本科目也沒有荒廢。 

 不論是男校或女校，課程的設計都是非常靈活的。教育上的靈活是遺族學校

教學的特點。從最初的學級編制以程度分級，並不是以年紀、學期分級，到課程

都一樣是由劣、中、優三段編制。分級方式體現了遺族學校教學方針是讓學生真

正在學校學習知識與技能，所以遺族學校小學部的學生會因為學習較為緩慢，花

上九年的時間才畢業。兩校分校之前學校以小學部為主，中學部因為人數太少，

職業教育的發展也正在起步，並未成形。在兩校分校之後，女校小學部因人數過

少，將職業化選修課暫停並裁撤中學部。男校因資源較多並不受到影響，並發展

了中學部職業教育。女校中學部教育發展較男校為晚，最大的原因是資源不足。

直到 1932 年女校人數逐漸增加且走回職業中學教育，兩校才同樣的實踐「雙手

萬能，手腦並用」的教學方針。 

 

                                                       
144 傅雅雲，〈初中職業科編織課的概況〉，頁 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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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訓育制度的變遷 

本節討論由中山市到新訓育制度的轉變。章繩以的學生自治理念創立了中山

市，新訓育制度是學校統一管理方式的展現。訓育制度是遺族學校輔導學生生活

與教學的體制。中山市的出現最能體現學校自由校風的精神，也是學校訓育制度

想傳授給學生的自治精神。隨著中山市的改組，訓育制度將管理的權力收回學

校，不再由學生自我管理。 

遺族學校的訓育制度目前只能針對於 1932 年(21 學年上學期)改變前後，做

兩個分期的論述。有關訓育的基本精神，在男校方面等同於學校的教育宗旨，因

教育與訓育是一體的。145在女校方面的宗旨則是以「心理建設」與「民族道德」

二者為原則，同樣的是做為教育的一部份。146不論在女校或男校，都是將訓育做

為教育的輔助體，藉由訓育將教育貫徹到學生的生活上面。如以遺族學校生活及

教育、教育及生活的理念來看，訓育則是完成這理念的實踐方法。 

遺族學校訓育的八大目標是：精神革命化、思想科學化、體魄軍人化、行為

紀律化、生活勞動化、興趣藝術化、組織社會化，學校家庭化。除前述兩者外，

基本上全都與學生生活相關。另遺族學校訓育的主要任務共七樣：一、注意學生

風化與德性；二、學生操性評等及獎懲：三、學生服務工作考核；四、學生請假、

離校、親屬會面等；五、學生生活監護；六、指導學生自治，出校參觀；七、坐

息時間規劃。147除前兩項任務之外，其餘全都是相關於學生生活的規範，在此可

以確定學校訓育是落實在學生的生活上的，而本節只討論訓育制度的改變。 

訓育制度的改變以 1932 年為分水嶺。第一是訓育的主導機關改變。最初遺

族學校是由訓育處為主，下設訓育主任一人，主導全校的訓育規劃。1481932 之後

學校的訓育處降級並且併入教務處，更名為教導處。第二是訓育主任的職責改由

                                                       
145 費贊九，〈遺族學校訓育的過去與現在〉，《遺校校刊》一卷四期(1934)，頁 525。 
146 傅雪徵，〈遺族女校之訓育〉，《遺校校刊》一卷四期(1934)，頁 544。 
147 同註 145，頁 526。 
148 同註 145，頁 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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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學教導主任行使且「全校教職員均需負起訓育責任」。149這樣制度的改變

是將學校的訓育由一點擴散到全體教職員身上，如此是在加強學生生活上的訓

練，還是對學生的群體生活進行干涉呢？這部份則由學校最有特點的「中山市」

自治組織─女校則名為「新鮮市」─開始探討。以下簡述訓育制度的改變。 

1. 中山市 

 「中山市」是遺族學校特有的學生自治團體，於 1930 年 9 月 27 日成立。150取

名為中山市共有三個原因，一是因近臨於中山陵園；二是遺族學校學生之父兄大

多是追隨孫中山的進行革命的；三是此自治機關的最高原則為三民主義。151除了

命名的精神以外，中山市的精神無疑的也體現在他的組織之上。中山市的組織主

要是依照南京市政制度而來的。 

 

 

 

 

 

 

 

 

 

 

 

 

 

                                                       
149 費贊九，〈遺族學校訓育的過去與現在〉，頁 533。 
150 新權，〈遺族學校學生自治會中山市及其他〉，《遺校校刊》一卷四期(1934)，頁 556。 
151 同註 150，頁 5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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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6：中山市系統組織圖 

 

 

 

 

 

 

 

 

 

 

 

 

 

 

 

 

 

 

 

 

 

 

 

 

資料來源：費贊九，〈遺族學校訓育的過去與現在〉，頁 5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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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7：新鮮市組織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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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陳伊璇〈兒童活動組織表〉，《遺族校刊》一卷四期，頁 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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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代表會則是中山市的監察與立法機關，由各區推選的市民代表所組成：市政府

是中山市的最高行政機構。市民大會是整個中山市的最高權力機關，對於市政府

與市民代表會的市長、公務員與議決可以行使選舉、罷免、創制與複決權。公安、

教育、衛生、建設與秘書處是市政府轄下的行政機關。另外，特種委員會並非常

設，而是有特殊需求時由市政府召集，商議學校生活的大事。152大致上可以看得

出中山市主要是代議制度。 

在市的行政上面，帄時由市民代表會代表行使市民權力，每個學期結束再開

一次市民大會，而市民大會最主要的功能是選舉市長與市政府政務員。153學校的

自治制度，對於學校生活最為重要的無疑是公安、教育、衛生與建設四局，直接

與學生們的生活做接觸。教育局主要管理學生的教育、學業與身心方面，下設有

分區圖書館、新聞社、體育場、俱樂部、演講團與(惠工)帄民學校等；公安局則

是維持公眾秩序，下設巡察團、消防隊；衛生局則是相關的衛生、醫務與保健；

建設局下設小農場、公園與測候所。以上四局所掌管的事務，若扣除學生在學校

的學習，幾乎包辦了所有學生課餘活動的時間。學生除了上課時間外，大部份的

學校生活是由學生們的自治團體在運作。如果將這樣的系統與 1932 年以後的改

變做個比較可更明顯看出差異。 

女校的新鮮市與男校的中山市組織上大致相同。缺少了市民大會與特種委員

會的女校，其他的編制幾乎與男校是相同的。中山市與新鮮市在制度上同樣設有

市政府、市長、市政議會與市民代表大會，市政府下面一樣設有建設、教育、衛

生、公安、秘書五局。兩市同樣的由學校校方指導。但是目前女校並沒有新鮮市

的組織資料、運行方式及制度變遷相關資料。可以肯定的是，在兩校校務討論委

員會成立後，除了因女校教學需求與資源不同外的編制，其餘制度是與中山市相

同的。 

 1932 年以後中山市的整體制度的變化，基本上可以分成兩點。第一個變化

                                                       
152 費贊九，〈遺族學校訓育的過去與現在〉，頁 530-531。 
153 同註 152，頁 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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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中山市的基本組織「自治區」由原本的十二區重新劃分為三區，分別名為民族、

民權、民生。小學一、二、三年級組成民族區，四、五、六年級組為民權區，中

學部則自組為民生區。154另外的變化，也是整體中山市最大的變化，即原本的行

政部門全改制成委員會性質。市政府改為市政委員會、公安、建設、教育與衛生

四局也改為委員會，並去除了秘書局。這樣的變化完完全全的將做為「自治」用

的中山市系統，改為練習選舉用的系統。一來中山市對於學生自治的行政權力已

經消失了，縱然選舉、罷免、創制與複決權仍是全體市民所共有的，但是沒有行

政權，中山市的存在只是一個空殼子。學生原本於課堂之外的生活是由學生自治

管理，現在也納入了學校的管理範圍之內。在日常訓練的部份多出了生活團組

織、監護辦法與兒童行為記載。正好劃分了中山市四行政局的所有職權。 

 中山市代表的是學校學生的自治生活。學生除了帄時的課業外，在校的其餘

時間靠的是中山市自治。課後的體育活動、圖書管閱讀、社區服務等，在校秩序

及學生安全的管理。學生終年在校，但學生並不是全由學校管制的。雖然中山市

由公民訓練委員會指導，但學生可以有自己的意見，可以有自己的選擇。這樣的

制度，讓學校不只是學校。之後中山市的改制使學生自治變成不可能。 

2. 生活團、監護與兒童行為記載制度 

生活團、監護與兒童行為記載制度是在 1932 年訓育制度改變之後出現的。

生活團制度取代了中山市下五局處的功能，監護與記載制度加強了對生活團的控

制。 

生活團組織共將學校學生分為民有、民治與民享三區，每區之下在分數小

團，每一小團依年齡編制且每團最多十人。生活團中均設指導一人由教務主任指

派，由學生任正副團長職，用來「稟承指導員，助理…事宜」。生活團的主要事

項為修養、衛生、運動、娛樂與其他。修養在男校是由學校編冊「我們怎樣做」

與「嘉言集」二書與數十種生活常規。155在女校則是「好國民」兩種，對學生們

                                                       
154 費贊九，〈遺族學校訓育的過去與現在〉，頁 541。 
155 同註 154，頁 5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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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道德與生活教育，並且每晚由學生自行考察記載。156衛生主要對學生的飲

食、起居、健康與整潔做規範與教導。這幾個部份主要對學生的作用是指導與督

促。在「其他」的部份則是對學生上述的情形進行考察與矯正。「學生指導團日

誌」表列非常簡單，除基本紀錄的日期以外，只有「指導事項」與「處理事項」

兩個欄目。157因為生活團組織已完全將學生的生活規於一元化的管理。 

 若說生活團是對學生生活進行教育，監護則是對學生課後活動進行監督。將

全校分為六區，分設監護員。另外在下午四點到五點半的運動時間，全體職員都

必頇進行監護，主要針對學生的風紀秩序、運動規範、遊憩辦法、不良習慣、危

險舉動與公共清潔。158這工作之前是由學生自巡查團進行。兒童行為記載則是做

為獎懲之用，同樣的也屬於巡查團的工作。以下是監護日誌與兒童行為記載表。 

 

 

 

 

 

 

 

 

 

 

 

 

 

                                                       
156 傅雪徵，〈遺族女校之訓育〉，頁 546。 
157 費贊九，〈遺族學校訓育的過去與現在〉，頁 536。 
158 費贊九，〈遺族學校訓育的過去與現在〉，頁 536；胡禮仁，〈監護〉，《天印菴一號》(1933)，頁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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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8：監護日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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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費贊九，〈遺族學校訓育的過去與現在〉，頁 5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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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費贊九，〈遺族學校訓育的過去與現在〉，頁 5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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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監護制度是在每天的運動時間進行。因為是屬於管教，所以使用監護日誌來

紀錄學生的活動。在表的左下可以看到主要的監護方向有四點(1)公用物品、(2)

公共衛生、(3)公眾秩序、(4)學生活動。這四樣活動的管理完全取代了原有中山

市公安局、教育局與衛生局的工作。 

 兒童行為記載是學生入校的所有紀錄。在兒童行為記載表上可以看到上面有

陣亡軍人、家長、在京親屬與保證人四個主要欄目。這四個欄目與表 20 的「調

查國民革命軍陣亡軍人子女表」的資料是重疊的。表的下方有兩行紀錄年月日做

了什麼事的資料。這意味著這這張表格不像監護日誌與指導團日誌是以週或日的

單次紀錄。行為記載表是一張從學生入學到畢業的所有訓導紀錄，紀錄所有學生

在校的獎懲。也代表著學生在校的活動全都受學校的管制並且紀錄下來，這樣與

中山市的自由、自治的理念完全的相反。 

現將四局的工作分開來看，建設局設立農場、花園的工作基本上還是由學校

在進行的。教育局相關的工作如分區圖書館、體育場等也是由學校進行。公安局

的巡察工作，是在每天課後維持學生的秩序並且可對不服從的學生進行懲戒。衛

生局的工作主要對於學生的清潔檢查上面。原本學校的清潔由學生自行負責，對

教室、宿舍與公共環境做檢查，一樣在每月公告成績，與後來學校的做法完全無

異。159可以說，原本的中山市自治上是由學生對於自行的課後活動進行管理與改

進，並且對於行為不良的學生做督促、監督與懲罰。然而在 1932 年改變訓育的

方針之後，可以很明顯的看到，所有行政權全都改由學校教職員運行，不再將這

樣的權力交由學生自行管理。當然，若將學生帄時生活的種種交由學生自行管

理，可能並沒有那麼的完整。但學校在中山市之上設有「公民訓練委員會」用來

指導學生組織的運作，完全沒有必要將這樣的權力收回自行處理。中山市的自治

組織，僅用來做為遺族學校教育的美名，因為在中山市改組之後，再也看不到相

關文章對於中山市運作的描述。  

1932 年的中山市改組，市的主要功能被生活團、監護與兒童行為記載三樣

                                                       
159 新權，〈遺族學校學生自治會中山市及其他〉，頁 558-559。 



65 

執行方法取代。將學生的管理更為制度化，但這改變使中山市自治傳統也成為歷

史。 

3. 訓育的獎懲 

訓育除了教育之外，學校同樣的有一套獎懲標準，經每學期的成績統計之

後，分列學生的學業、操性與服務成績。其標準如下： 

    一、獎勵標準 

1 凡學業品行服務成績三項均優者，給予一等獎勵。 

2 凡學業品行服務成績二項均優者給予二等獎勵。 

3 凡學業品行服務成績一項均優者給予三等獎勵。 

二、懲戒標準 

1 凡學業品行服務成績三項全列劣等者應處一等懲戒。 

2 凡學業品行服務成績二項全列劣等者應處二等懲戒。 

3 凡學業品行服務成績一項全列劣等者應處三等懲戒。160 

 三等懲戒的學生，記警告並通知家屬、記二等懲戒的學生記最後警告並通知

家屬、記一等懲戒的學生則直接退學。拿一、二、三等獎勵的學生，分別得金、

銀、銅獎等章，並發給獎狀。161可說學生在校的全部生活從頭到尾都被一張一張

的表格打分數量化了。在新的制度出現之後，學校的管理越趨嚴格。  

訓育制度的改變，讓學校由自由自治風氣走向統一管制。學校的自治制度是

由章繩以所建立的，在〈告本校學生組織自治會〉一文指出，自治是為培養學生

管理自己、養成道德習慣以及正確的判斷力以對自己負責，這一切都要由學生自

己動手做。162這樣的理念事實上在訓育制度改組後完全不存在。將中山市的改變

放大到整個學校的訓育上來看：學校由訓育主任一人總管訓育，下設自治區的方

式，改為全體教職員都需參與訓育，且學生的自治改由教職員為主的生活團進

                                                       
160 費贊九，〈好壞不是今天知道起〉，《天印菴一號》(1933)，頁 51。 
161 費贊九，〈遺族學校訓育的過去與現在〉，頁 529。 
162 新權，〈遺族學校學生自治會中山市及其他〉，頁 556-5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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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無疑學校加強控制學生日常生活的部份。如果在將整個訓育放大到學校的運

作上來看，1932 年 7 月學校籌備委員會改組為校董會，而學校的訓育馬上在校董

會成立之後改為由學校一手包辦的管理方式。相較於前文的推論上，遺族學校的

管理逐漸的歸於一元化管理。過往學校的管理方式太過自由化，或說最初一批制

定學校制度、管理方式與方針的教育者，並不合於蔣介石的集權式管理。且自治

制度之名有助於學校的名聲，為此學校在改組上才保留著自治之名而將實質的運

作全劃到另外的部門。 

 本章討論遺族學校的管理與教學設計。學校的管理最重要的是學校管理結構

的轉變。學校最上層的管理階層由國民革命軍遺族學校籌備委員會到校董會，最

後是兩校校務討論委員會。這樣的轉變是延續著學校的發展而來。學校初建時，

籌備委員會為學校的最高管理階層，一直要到 1931 年底才改變為校董會。籌備

委員會的轉校董會，除了名稱上的改變，更顯示了在男、女兩校分校之後，蔣介

石開始要將女校歸於一個系統管理。校董會時期，校董會雖然是最高的管理機

構，但是女校的校長仍然是宋慶齡，因此蔣介石對於女校的校務並不能直接的插

手。所以在 1933 年蔣介石又組織了兩校校務討論委員會，兩校的職員直接對蔣

介石負責，兩校的管理由一個組織統一。學校的教學設計一直是保持「雙手萬能、

手腦並用」的理念。即使在分校之後，女校因資源不足暫時取消職業化教育，但

在最後統一管理時，一樣重新建立職業教育，還多了男校沒有的職業班。訓育制

度是學校另一個特點。學校創辦之初為培養學生管理自己對自己負責的能力，所

以創立了中山市制度。中山市制度統一管理學生課餘的生活，並且由校方指導。

最初的訓育制度中，校方扮演指導著的角色而讓學生在管理方面慢慢學習。訓育

制度在 1932 年改組後，學生不再自己管理自己，而將管理的權力全部歸於學校

所有。學校的訓育方式也漸漸的包括了學生生活的所有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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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國民革命軍遺族學校的學生生活 

本章討論學生生活是如何進行。分為兩個部份，第一是學生入學之前，這並

非討論學生入學之前的生活，而是討論學生如何入學，學校又如何選定學生。第

二是放在學生的日常生活的食、衣、住三方面，另外對於學生在食、衣、住三方

面與學校相應的管理一併討論，因為學校的訓育設計完全融入了學生的生活。特

別在學生的課外活動中，六、日學校的各級運動比賽還有童子軍與鄉村服務團，

後兩者更是將學校的學習與日常生活運用結合起來。 

一、 新生入學 

本節探討學生新生入學前學校的限制、入學時學校的手續與入學之後產生的

假遺族問題。假遺族是遺族學校的棘手問題，這關係到學生在校的權益。 

1928 年 12 月在籌備委員會第一次開會已訂定「國民革命軍遺族學校入學辦

法草案」。在草案中主要條目如下： 

「1.由軍政部製定表格分發個師並分行各地方按表調查限期填報 

2.由軍政部就調查結果編製陣亡軍人子女人數統計表表之分類如左： 

未達學齡者(初生至六週歲)、已達學齡者(六週歲至十二週歲)、成年失學者(十

三週歲至二十週歲) 

3.由軍政部按照所填表格分別等級轉令其家屬保護人填具志願書送入附   

  近專校或本市縣公立學校 

5.願入首都遺族學校之學生由軍政部發憑證及國有鐵路輪船舟車之免費證於  

  其家族保護人向當地教育局接洽護送至校。」163  

 

 

 

                                                       
163國民政府文電摘由單 處字第 1124 號(1929 年 1 月 9 日)，〈國民革命軍遺族學校經費〉，無頁

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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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0：國民革命軍陣亡軍人子女調查表 

陣亡軍人姓名  

所屬軍隊第 集團第 軍第 師第 團第 營第 連第 排 

年歲  籍貫  通訊處  

陣亡地點                    日期 

男 名 年齡 現入何校肄

業 

現在幾年

級 

願入何

校註明

(本地學校或

首都學校) 

備考 

      

      

      

女       

      

      

      

      

      

妻存歨  

入伍前?何業  有無不動產  

家長名  家長年齡  家長與陣亡軍人之關係  

家長通訊

處 

 

填保人

性名及

通訊處 

      

證明人 姓名 通訊處 簡明履歷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填    

資料來源：國民政府文電摘由單 處字第 1124 號(1929 年 1 月 9 日) ，〈國民革命軍遺族學校經費〉，

無頁碼。 

調查表上部是陣亡軍人的個人資料。男、女兩欄右方是入學學童的個人資

料，註明姓名、年齡、現入何校、現在幾年級與願入何校。願入何校表明了最初

籌劃時有意建兩處以上的學校。下部為家長的親屬關係、保人與證明人。除陣亡

將士、入學學生、家屬資料，一定要有保人與證明人，雖然有保人與證明人，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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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有許多的假遺族在學校裡面。 

其中應當注意的是，入學草案第三點與「調查國民革命軍陣亡軍人子女表」

都寫到遺族子女應當安排至本地學校就學，如有意願入「首都遺族學校者」再由

軍政部安排並由保護人向教育局接洽護送至校。即表明了在遺族學校學草案當

中，是有規劃盡量讓遺族可以進入當地學校就讀的，但這樣的規劃在往後遺族學

校籌備委員會中並沒有再出現，此也非「以慰忠魂」的重點。本文認為這辦法並

沒有實行過，一因草案為「國民革命軍遺族學校籌備委員會」提出，並沒有任何

的可能將權力施展到軍政部上，因遺族學校校務主任起初連軍政部大門也進不

去，二來軍政部事實上對於製定表格分發各師填表並未有大力進行。164遺族學校

之名稱在從前是沒有出現過的，也因此初辦之時，學校招生出現些許困難。除軍

政部並不願幫忙，一般家屬也不明瞭遺族學校是什麼，且遺族學校學生一學期僅

一日可以回家，剩餘時間終年在校，並無寒暑假。165所以，遺族學校開學日(1929

年 4 月 1 日)僅有 5~60 人到校就讀，當時總學額為 300 名。166這樣的人數稀少，

可看到遺族學校對於政府、黨或者軍方來說都不是一重要的項目。 

新生入學手續，首先要填寫「國民革命軍陣亡軍人遺族調查表」、「學生家屬

調查表」、「學生家屬系統表」、「學生入學保證書」四種為「國民革命軍遺族學校

學生申請入學表」。167填好「國民革命軍遺族學校學生申請入學表」先寄至遺族

學校，由蔣介石批准才可到校，若蔣介石不在則改由何應欽代為批准，但大多數

時間何應欽也是保留文件等蔣批文。168蔣中正已全然的掌握新生入學的標準。在

草案中沒有提到的是，學生必頇要有保證人，且保證人必頇是住於南京的親屬有

正當職業及地址，光這點就已有許多學生達不到，此外要當保證人必然也有足夠

                                                       
164 史壽昌，〈天印菴一號〉，頁 3。 
165 宋美齡，〈國民革命軍遺族學校和女校建校經過〉，頁 614。 
166 桑萬邦，〈國民革命軍遺族學校舊聞逸事〉，頁 56。儲子潤，〈國民革命軍遺族學校〉，頁 814-815。

兩文顯示在分校之前女生約 60 人，男生約 160 人。在 1931 年 6 月男校新宿舍建成前約 250 人。

學額定為 300，在男、女分校之後因中原大戰，學校再次開放男校學額 500。 
167 劉學志，〈父親比兒子大九歲〉，《天印菴一號》(1933)，頁 18。 
168 儲子潤，〈國民革命軍遺族學校〉，頁 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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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關係或是背景，在一些回憶中，即說到「通天」。169在通過蔣介石的審核之後，

學校會寄道路由單，得以此免除路途的車資。學生與親屬與保證人到校，先至註

冊科填寫家屬系統表，保證人同時寫下保證書，因怕有人頂替遺族子弟之名到

校，所以至校務處經校務主任面詴，詢問其家庭及個人狀況。之後到醫務室去檢

查身體，合格者才准註冊，依序編級。然而有許多的學生因在家鄉生活的不好，

或有重病或痼疾，到校時體檢不合格，無法在校就讀必需回家休養好才得上學。

為免一來一往費時，體檢的制度改為在本鄉先行體檢完合格之後再到學校報到。

170除重病與痼疾難以醫好頇回家鄉休養以外，學校設有醫務室，其餘病症171都可

在學校同時上學與就醫。確認身體沒問題後依序領課業用品(事務科)、排定桌位

(膳食股)、領生活用品(生活用品股)及排定寢位(舍務科)。在三個月的詴讀期結束

後才成為正式的遺族學校學生。172這過程可以看到遺族學校以校為家制度的設

計。 

事實上正有許多人冒名頂替遺族子弟，在遺族學校的名聲廣為人知之後，也

引起了社會對非遺族學生就讀遺族學校之情形的注意。173所以男校在 1931 年 12

月針對假遺族進行調查並開除。174女校因剛分校人數仍然不多，後因擴充學額達

兩百人時，於 1933 年 2 月春季開學前開始調查，於 1933 年 2 月至 5 月因約有兩

成學生共 49 名因是假遺族而離校。175如對照同時期所給的〈學生入校時期比較

表〉來看，在分校之後的女生只有 49 人，一直到 1933 年 2 月，也只有 114 人如

果陳伊璇所給的數據無誤，此次假遺族事件，女校共開除了四成二的學生。176雖

不知男校假遺族正確人數，但可從下推論。儲子潤，〈國民革命軍遺族學校〉一

                                                       
169 這些回憶中大部份都是復校以後(1947~)學生所寫，但藉此以及入遺族學校學生需經蔣介石的

特批，本文認為在遺族學校初辦之時也是如此。 
170 錢用和，〈校懂會行政概況〉，頁 12。 
171 陳伊璇，〈學生病症統計表〉，《遺校校刊》一卷四期(1934)，頁 601。附於後。 
172 匡時，〈遺族學校學生生活的速寫─入學手續〉，《遺校校刊》一卷三期(1933)，頁 375；聞擷芳，

〈只要家裡人不掛念我〉，《天印菴一號》，頁 15-17。 
173 劉學志，〈父親比兒子大九歲〉，頁 18。 
174 王育民，〈遺族學生概觀〉，頁 487。 
175 陳伊璇，〈女校概況〉，頁 482。 
176 陳伊璇，〈學生入校時期比較表〉，《遺校校刊》一卷四期(1933)，頁 5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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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說到 1930 年 4 月遺族學校學生人數始大於 300 人。在王育文，〈遺族學生概觀〉

一文中說到分校之時女 60 人，男 160 人。另外儲子潤，〈國民革命軍遺族學校〉

一文雖說 1930 年男、女分校是因人數太多達到 500 人，但 1931 年〈國民革命軍

遺族學校〉中寫到，分校之後史襄哉校務主任面諭招足 500 人，又因校舍不足先

招滿 400 人即可，此表示在男、女分校之前的人數不可能超過 400 人。177桑萬邦，

〈國民革命軍遺族學校舊聞逸事〉於 1930 年 2 月新校落成學生只有 250 左右，

較為符合前面所述之情況。178錢用和，〈校董會的過去〉一文，提到分校後男生

200 人、女 70 人。另外《中山陵檔案史料選編》中提及 1930 年 10 月學校學生共

343 人，與第一項資料對比，學生人數差異極大，或許是因為討論時間點前後之

不同，因〈遺族學生概觀〉一文並論及 1931 年 12 月有學生因假遺族被開除。179約

可推斷因假遺族離校之學生至少約 40 人以上，也近兩成的學生被開除。若以上

述的資料來看，可以發現在招生之時有如此多的假遺族在裡面，對於前述要進入

遺族學校者必需要能通天又是一例證，只要能與蔣介石攀上關係就可以進入遺族

學校。 

遺族學校有開除假遺族的措施。假遺族的身份是「非國民革命軍遺族」。當

國民革命軍的組成一直在變動，自然遺族身份也在變動。當父執輩不再是國民革

命軍時，自然的也不屬於遺族的範籌。1930 年 4 月遺校學生人數大約 300，1930

年 10 月學校共有 343 人，在分校時人數少於 300 人。在不同的資料上人數是不

定的，但這些資料都出於學校校務主任、教務主任、籌備委員會委員之手。他們

所寫下的數字應當是在不同時間點上的數字，那更表示了遺族學校學生變動的快

速。人數的快速變動是受到中原大戰的影響。中原大戰與蔣的國民革命軍敵對的

為馮玉祥、閻錫山與李宗仁。此三人在 1928 年成立遺族學校之前分別任國民革

命軍第二、第三、第四軍團長，不難看出為什麼 1930 年學校學生數字紀錄不一

                                                       
177 儲子潤，〈國民革命軍遺族學校〉，頁 812-814；王育文，〈遺族學生概觀〉，頁 487。 
178 桑萬邦，〈國民革命軍遺族女校舊聞逸事〉，頁 56。 
179 錢用和，〈校董會的過去〉，頁 477；國民革命軍遺族學校，〈國民革命軍遺族學校〉，《中山陵

檔案史料選編》(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86)，頁 767；王育民，〈遺族學生概觀〉，頁 4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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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相差甚遠。而且蔣在出征之前更帶兵至遺族學校觀看以慰軍心，若有敵方的遺

族在學校中自然是要被排除的。1931 年底開除遺校之假遺族，則正逢蔣在寧粵

對抗中下野，自然對抗的一方變成了假遺族。若非在政治上的勢力有所改變，何

以學校假遺族的開除數字變動如此之劇。 

北伐後的遺族學校名額只有 300 人左右，後加上中原大戰結束後增加的學額

約共 700 人，這樣的人數一點也不足陣亡將士的人數來相比，遺族學校只是一精

神的標的。做為精神標的，遺族學校更需要的是確立由哪些學生組成。因為這些

學生代表的是革命精神的延續。蔣介石握有了誰可以進入遺族學校的權利，等同

於掌握了精神標的的詮釋權。 

二、 生活與作息 

本節探討學生帄日在校生活，除帄時的食、衣、住外，也重於學生的清潔。

學生的學校生活，除了帄日上課之外，課後的生活也較為制式。學生在校的生活

時間，星期一到星期五為一般的上課時間。星期六、日因為學生生活在校所以也

大多在校活動，偶有些許的戶外教學活動與童子軍露營。六、日主要是課外活動

的時間，因不同的時間會有不同的節目，並非固定的作息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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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遺族學校學生日常生活時間 

時間 作息 

6:00~6:20 起床、整理、洗漱 

6:20~6:30 早操 

6:30~7:00 打掃宿舍 

7:00~7:30 早餐 

7:30~8:00 打掃教室 

8:00 晨會 

8:00~12:00 上課 

12:00~13:00 洗漱、午餐 

13:00 打掃教室、飯廳 

14:00~16:00 上課 

16:00~16:30 打掃教室 

16:30~17:30 自由活動 

18:00~21:00 吃晚餐、晚課、自修 

21:00 就寢 

21:30 熄燈 

資料來源：長庚，〈遺族學校校生生活的速寫─整潔檢查〉，《遺校校刊》一卷三期(1933)，頁 378；

劉學志，〈學生整潔生活的一般〉，頁 395；仲達、夏士傑，〈遺族體育概觀〉，《遺校校刊》一卷

四期(1934)，頁 547；李脆英，〈女生回想種種─我到了遺族學校後〉，頁 570。 

 在小學生的生活時間上因為沒有完整的時間表可以參考，以上列出的是一大

致上的作息時間表。一天的生活從早上六點到晚上九點，這是上學期的作息時間

(九月到二月)。春季的作息時間則由五點半到八點四十(三月到八月)。
180

基本上可

以看的出學校對於學生帄日的生活是管理的極為嚴格，除了下午課後到晚餐之前

的時間之外，其餘的時間除了打掃與吃飯，都被用於學習方面。中學生的生活作

息上則與小學生不同，因為中學進行職業教育，所以在生活坐息上是上午上課，

                                                       
180 素韜、邵達、傅雪徵，〈遺族女校之衣食住〉，頁 499。書誤值頁碼為 5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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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的時間到農場實習。在女校初中部的部份，因為所學的職業教育只需使用到

學校的教室即可，在作息時間上與上面所列相同。181差別在於初中部的晚上主要

是晚課並非自修時間，因為初中學生的一週上課為 41 節，小學部的課程則遠低

於這個數目。182學校的自由時間主要是於運動場上活動，其實與體育課所差無幾。 

 學生的生活在作息表上最凸出的是打掃。在學校每天要打掃四次，顯示學校

對於學生生活環境的重視。所以對學生環境整潔有許多的管理方式。其次學生生

活大部份時間都在學校，所以食、衣、住是學校注重的事情，更特別立了事務部

專職管理學生生活。 

1. 整潔生活 

整潔生活最重要的是對個人與團體衛生的管理。從表 21 可以看出是打掃維

工作一天會進行四次，另外在吃飯前還有洗漱的時間。特別重視於學生的帄時清

潔，一來是對學生帄時清潔的教導有關係，二來可見當時的衛生問題非常嚴重。

衛生的管理是為了讓學生減少病症的措施。 

 

 

 

 

 

 

 

 

 

 

 

                                                       
181 女校初中職業科與職業班每週課程為 41 節課，所以在作息上應當是相同的。 
182 陳伊璇，〈中學職業部各科各級每週教學時間表〉、〈職業班各科每週教學時間表〉，頁 6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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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1933 年女校學生病症統計表 

0 10 20 30 40 50

砂眼

皮膚病

扁桃線

痢疾

腳氣

頭痛

便秘

流行感冒

癬疥

癤腫

神經痛

瘧疾

腿殤

枝管炎

耳疾

牙痛

胃炎

結膜炎

胃腸炎

貧血

口腔炎

迴蟲

肺炎

 

資料來源：〈學生病症統計表〉，《遺校校刊》一卷四期(1934)，頁 6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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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的數據顯示出最少一半以上的學生有砂眼跟皮膚病。1933 年 2 月女校人

數約 104 人，在病症統計表中，因為個人衛生習慣欠佳引發的疾病，如：砂眼、

皮膚病占著病症中最大宗。所以學校對於個人衛生特別的重視，如：學校在盥洗

室更特別為患砂眼的學生設立專用的洗臉盆用以跟其它學生分開。183在 1933 年學

校仍然有如此多的學生生病，因此在學生的整潔上一直以來是學校在管理上的一

個重要部份。 

 學生的整潔管理在作息表上可以看出，學生需自行打掃寢室與教室，其餘由

學校的工友負責。在寢室的部份，每日早操後由當日的職日生打掃，於 10:00 進

行檢查，並且登記在寢室整潔調查表上。184在教室的部份，每天 7:30、13:00 與

16:00 打掃，下午 16:30 進行教室的整潔的檢查。185這些是相關於學生團體生活的

部份。在學生個人整潔的檢查在 8:00 上課之前於大禮堂前集合檢查。186除了帄日

的清潔之外，學校每月固定有一次大掃除。187 除了打掃時間外，對學生的檢查

也是多方面的。 

 

 

 

 

 

 

 

 

 

 

                                                       
183 陳伊璇，〈女校概況〉，頁 482； 劉學志，〈學生整潔生活的一般〉，頁 398。 
184 劉學志，〈學生整潔生活的一般〉，頁 394。 
185 劉學志，〈學生整潔生活的一般〉，頁 397。 
186 長庚，〈遺族學校校生生活的速寫─整潔檢查〉，頁 378 
187 劉學志，〈學生整潔生活的一般〉，頁 3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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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寢室整潔檢查表 

第   學月  (自   月   日至   月   日)    宿舍    寢室 

項目 地

面 

墻

壁 

門

窗 

電

燈 

床

位 

蓋

被 

墊

褥 

衣

服 

痰

盂 

用
具 

掃
除 

頂

板 

 

檢查者 週 月

日 

 

第 

 

 

 

 

週 

              

              

              

              

              

              

              

總

計 

             

資料來源：劉學志，〈學生整潔生活的一般〉，頁 396。 

表 24：教室整潔檢查表 

第   學月  (自   月   日至   月   日)   學部    教室 

項目 地

面 

墻

壁 

門

窗 

電

燈 

黑

板 

檯

櫈 

櫥

架 

裝

飾 

痰

盂 

用
具 

掃
除 

頂

板 

 

檢查者 週 月

日 

 

第 

 

 

 

 

週 

              

              

              

              

              

              

              

總

計 

             

資料來源：劉學志，〈學生整潔生活的一般〉，頁 397。 

檢查表除環境整潔外，更包括了學生的貼身物品。寢室整潔檢查表中，除基

本的地面、牆壁、門窗、電燈等建築物品外。特別的是學生的蓋被、墊褥、衣服

與痰盂都在檢查表中，也可見學校學生清潔的重視。在教室整潔的部份同樣的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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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身貼身使用的物品也有要求。個人身體整潔更是要求詳細，在個人整潔檢查表

中共包含了五大項二十四小項。188這樣一再的表現學校對學生建康的重視。 

 在學生個人的衛生上面，從盥洗、洗澡、理髮、衣物的管理上都有一套標準。

在校的學生除了八歲以下的學童有保育員代為照料外，189其餘的學生都需自己負

責個人的清潔。帄日的整潔每日都有三次的盥洗時間，即在飯前需整理一次，對

於學生個人的檢查在早上八點190。在個人衛生上最為特別的是在洗澡的部份，  

表 25：星期六、日各級洗澡時間 

星期日各級洗澡時間 星期六、日各級洗澡時間 

上  

 

    

 

 

午 

時間 南浴室各

級 

 

時間 北浴室各

級 

 

下 

 

 

 

 

午 

時間 南浴室

各級 

時間 北浴室

各級 

 

9:30-11:20 

 

五上

級 

 

 

9:30-11:20 

 

五下

級 

 

 

3:00-5:00 

 

一年

級 

二年

級 

3:00-4:00 中一

上 

中一

下 

4:00-5:00 中二

下 

下 

 

 

午 

9:30-3:30 三下

級 

 

2:30-4:00 六上

級 

 

晚 

 

 

間 

 

7:00-8:00 

 

三上

級 

 

7:00-8:00 

中三 

中四 

中五 

 3:30-5:30 四上

級 

  下 

4:00-5:30 六下

級 

 

附

註 

每人以十五分鐘為限 附

註 

每人以十五分鐘為限 

資料來源：劉學志，〈學生整潔生活的一般〉，頁 399。 

在表 21 作息時間表上是看不到學生的洗澡時間的，因為遺族學校學生的洗

澡時間各年級是分開的，洗澡時間也因各時節有所不同。春秋兩季每星期洗澡兩

次，夏季每天洗澡一次，冬季則是每星期一次，如果在洗澡時間之外，因課外活

                                                       
188 劉學志，〈學生整潔生活的一般〉，頁 407。 
189 劉學志，〈學生整潔生活的一般〉，頁 399。 
190 長庚，〈遺族學校校生生活的速寫─整潔檢查〉，頁 3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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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需要則用沖洗的。191表 25 為六、日洗澡時間表，另有「星期三、六洗澡時間

表」、「星期四洗澡時間表」。但因沒有標示出季節，所以不能推測相關的執行辦

法。 

至於學生的理髮，女校的理髮是一個月一次，學校沒有設置理髮室，是由女

同學自行修剪。192男校則設有理髮室，並聘有兩位理髮師駐校，學生依時間拿理

髮證到理髮廳理髮。193理髮時間以年級為準，如秋冬理髮時間表中便依年級分為

十二梯次理髮。理髮與洗澡一樣有季節的分別，春、秋、冬三季每三星期理一次，

夏季則是兩星期一次。比較特別的是，對於有頭癬的同學另外有特別的時間理

髮，並不跟一般同學一起。為醫好同學的頭癬，有頭癬的同學在理髮次數上是其

他同學的三倍。194這些都顯示遺族學校對學生衛生的重視。 

學生整潔管理的制度也因訓育方式轉變而改變。最初學校在整潔的管理上是

由學生們自行管理，也就是前面提到的中山市自治組織中的衛生局，而最初的管

理方式是用獎勵的方式，給予優秀的教室 、寢室一面獎旗。195這樣的方式到後

來就改變了，一來在學生衛生的管理上改由學校來負責，二來原本的獎勵方式也

改為代有懲戒意味的「豬牌」。在整潔的成績上若有退步，就給個人、寢室或教

室一塊豬型牌。196但不論學校的管理制度是由學生進行或改由教職員進行，學校

對學生健康與整潔的照護是非常細膩的。從學生個人的衛生到寢室與教室的衛生

整潔沒有不用心管理。 

2. 食、衣與住 

食、住與衣著對遺學校的學生有更不同的意義。學校的學生終年住校，學校

等同於家庭，自然在帄日的生活照顧是家庭式的，學校的一切都需準備好。家庭

式更融入了教育的成份，訓練學生在食、衣與住三方面都有自理的能力。 

                                                       
191 劉學志，〈學生整潔生活的一般〉，頁 399。 
192 馮光灌，〈談談女校兒童的課餘運動〉，《遺校校刊》一卷四期(1934)，頁 553。 
193 劉學志，〈學生整潔生活的一般〉，頁 399。 
194 劉學志，〈學生整潔生活的一般〉，頁 403。 
195 新權，〈遺族學校學生自治會中山市及其他〉，頁 558。 
196 劉學志，〈豬博士的權威〉，《天印菴一號》(1933)，頁 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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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食的方面，學校學生統一於飯廳吃飯，學校的三餐是外包的，由膳食委員

會做主。197學校的菜色，早餐為稀飯加上四樣小菜，午、晚餐則相同是乾飯加上

三葷二素菜，於星期一通常會再加個大葷菜，這點兩校也是一樣的。198男、女兩

校相同，公發一碟、一雙筷子、兩隻湯匙與一個碗。因為衛生的需要，學生的碗

碟並非自行保管，而是存放在食堂中央的通風廚櫃當中，確保每位學生在進食的

時候有乾淨的碗筷。在座位上的分配，每桌共七位學童，後來改為每桌一位老師

與六位學童。199這樣的改變無疑的是將訓育一項更加落實到生活上。 

將學生入校之後接觸的順序依序安排，衣與住兩者最先也是較為特別的地

方。除吃飯用的碗筷以外，已經包含了所有的生活用品。 

 

 

 

 

 

 

 

 

 

 

 

 

 

 

 

                                                       
197 王育民，〈遺族學生概觀〉，頁 487。  
198 新權，〈遺族學校學生生活的速寫─膳食〉，《遺校校刊》一卷三期(1933)，頁 377。 
199 王育民，〈遺族學生概觀〉，頁 488；素韜、邵達、傅雪徵，〈遺族女校之衣食住〉，頁 4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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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6：兒童生活用品分發時期一覽表 

長           期           用            品 

 品          名  品          名  品          名   備       註 

 蓋          被 肥    皂    匣 白 翻 領 短 衣 左列各物在入學

時一次發清如有

破壞污損則至生

活用品處調換新

品。 

 棉          胎 白          帽 棉          褲 

 墊          被 白    制    服 夾          褲 

褥          單 襯          衣 單          褲 

枕          頭 棉          袍 綿    綢    裙 

枕          套 夾          袍 上  青  棉  裙 

布    毯    子 棉    背    心 黑  呢  夾  衣 

呢    毯    子 棉    斗    蓬 自  由  布  衫 

籐          箱 線          衣  

鐵          箱 罩          衫 

面          盆 夏          衣 

漱    口    杯 雨          衣 

消           耗            用           品 

 品            名  時             期  數     量   備       註 

鞋            子 每 三 月 發 一 次 每次一雙 1. 草紙及鹹由訓

育部隨時發

給。 

2. 套鞋穿破及換

新的。 

面            布 每 四 月 發 一 次 每次一塊 

牙            刷 每 六 月 發 一 次 每次一把 

襪            子 每 兩 月 發 一 次 每次一雙 

手            帕 每 兩 月 發 一 次 每次一條 

牙            粉 每一個半月發一次 每次一袋 

肥            皂 每 十 天 發 一 次 每次一塊 

草            紙 不     定     期 不    定 

鹹              不     定     期 不    定 

套            鞋 不     定     期 不    定 

資料來源：陳伊璇，〈兒童生活用品分發時期一覽表〉，《遺校校刊》一卷四期(1934)，頁 594。 

 在衣的方面，學校的特殊性展現無疑，因學生將學校做為家庭，所以在衣服

的發配上也因在家庭的需要而有所區別。女校入學時所分發的上衣類十二種、褲

裙類五種。由內裡的襯衣、棉背心，夏季穿的夏衣、翻領短衣，春秋用的罩衫、

夾袍，冬天用的棉袍、棉斗蓬一應俱全。在男校數量也與女校相差無幾，上衣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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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九種、褲類九種，一樣包含四季的服裝。比較特別的是可以在男校的洗衣登記

單中看到童軍衣、褲、襪、鞋與手帕領結。這是因為男校學生都必需加入童軍的

訓練。女校的生活用品分發時期表中沒有童軍服，是因為女校最初童軍是五年級

以上的選修，之後調降到三年級，所以並沒有列上去。 

除上課所穿的四季不同衣服外，因學生將學校當做家，所以離開學校的時候

等同於離家出門。所以離校的時候、會客的時候、與家人見面的時候，甚至學生

回家見父母的時候另外會有另一套專用的衣服。第二點特別在於遺族學校學生的

衣服是學長學弟相傳的方式，即四年級的學生因長高了衣服穿不下，便會留給三

年級以下學生穿。200但推測第二點在後來便不再實行，一則可以看到上表學生入

校之後各季的衣服已經準備好，再者這樣的實行方式在學校人多之後更是難於管

理，三是學校最初是以家庭式的方式進行，對於學生課餘的時間大多以自治的方

式管理，但是在一連串於學校管理的轉趨嚴格之後，學生們在校的靈活度也都改

變。另外童軍、農事都還訂作有特別的服裝。學生四季衣服全都在用品課保管，

等到季節到了之後才向用品課提領。201衣服鞋襪除八歲以下的學童有人照料以外

全都由學生自行洗滌，再交由舍務科晾曬。202在此可看出遺族學校學生在生活上

自主的訓練。 

 在住的方面，同樣的延續著家庭化的管理方式，但是這樣的方式在後來因學

生人數的增多不得不做改變。最初學校的設計是將學校分為學校與課後的家庭，

要讓學生在宿舍就如同自己的家一般。所以宿舍的編制在最初除了學生、指導老

師與保育員的寢位之外，還有膳室、娛樂室。203因學生的增多，宿舍不夠使用，

才將宿舍更改為寢位，另指導老師則改住寢室邊的小房間陪同宿住。204這樣的情

況在兩校分校之前就已經改變了。在宿舍的編制上，男、女兩校並不同，主要是

因為兩校的建築型式不同，男校的宿舍建築是專為宿舍而起造的，女校一直要到

                                                       
200 匡時，〈遺族學校學生生活的速寫─衣服〉，《遺校校刊》一卷三期(1933)，頁 376。 
201 姚素貞，〈遺族學校之衣食住〉，《遺校校刊》一卷四期(1934)，頁 505。 
202 劉學志，〈學生整潔生活的一般〉，頁 400。 
203 姚素貞，〈屋裡的統艙〉，《天印菴一號》(1933)，頁 74。 
204 姚素貞，〈屋裡的統艙〉，頁 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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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 年以後才有專用宿舍，在此之前都是改造撥用的房屋而成者。女校的編制

因最初可做為宿舍的空間少，到 1933 年共僅有五間寢室，每間寢室約容納 32 人，

較男校為小。205男校的編制完全不同，男校共有帄房宿舍四座、樓房宿舍一座，

將學生依年級相近分十人一團，一間寢室住六團。206一在住的方面學生一樣秉持

著自己動手的原則，寢室的整潔由學生自行安排職生打掃之外，被子也有安排的

時間自行向舍務課拿取竹竿曝曬。在這方面則沒有女校學生的資料。 

表 27：各級晒被褥輪流表 

各  級  曬  被  褥  輪  流  表 

宿 

 

 

舍 

第 

一 

宿 

舍 

第 

三 

宿 

舍 

第 

二 

宿 

舍 

新 

樓 

一 

新 

樓 

二 

新 

樓 

五 

新 

樓 

下 

三 

新 

樓 

四 

第 

四 

舍 

曬 

 

日 

星 

期 

一 

星 

期 

二 

星 

期 

三 

星 

期 

四 

星 

期 

五 

星 

期 

二 

星 

期 

三 

星 

期 

六 

星 

期 

五 

時 

間 

七點 

四十 

仝 

上 

仝 

上 

仝 

上 

仝 

上 

仝 

上 

仝 

上 

仝 

上 

仝 

上 

週 

次 

雙 

週 

仝 

上 

仝 

上 

仝 

上 

仝 

上 

仝 

上 

仝 

上 

仝 

上 

仝 

上 

資料來源：劉學志，〈學生整潔生活的一般〉，頁 402。 

 食、衣、住三方面可見以校為家之理念的實現。遺族學校的家庭式管理是從

學校創辦之初便有的，當然這樣的管理方式必頇與學校的自由自治學風並存才能

凸顯出學校的真正特點。學生的課後時間，由學生自行管理，從環境、用餐、衣

服的管理，住處的家庭化。這樣的方式後來改變了，學兄弟相傳的衣服制度、擬

家庭化的寢室、自治的課後生活。學生的自由性格慢慢的被納入一更有規範性的

制度中。但不可否認的學校對於學生生活的照顧是無微不至的。 

 

                                                       
205 素韜、邵達、傅雪徵，〈遺族女校之衣食住〉，頁 502。 
206 姚素貞，〈遺族學校之衣食住〉，頁 5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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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課外活動 

課外活動主要是在星期六、日，然實際上遺族學校學生因終年住校，這些課

外活動主要還是由學校所主導的。第一部份要述說的是在 16:30 到 17:30 這一段

自由活動時間。雖說是自由活動時間，但活動的範圍主要是在運動場上，所以在

此部份將學校的體育一起並論。第二部份要說明者是在學校的童子軍與鄉村服務

團上。 

 遺族學校的體育設備數量是極為驚人的，在男校的部份共有運動場三處，分

別設有小型足球場兩座、彈子場一座、網球場三座、籃球場三座、排球場三座、

四百米跑道、單槓、雙槓等設施；女校的部則因場地較男校小，設施也較少，僅

籃球場兩座、排球與網球場各一座。再看遺族學校學生的體育課時間，男校的部

份，小學部中年級一週只有 120 分鐘、高年級更少只有 80 分鐘，初中部連體育

正課的時間都沒有了；女校的體育課時間反而較長，中年級以上為一週 150 分

鐘，初中以上則只有一節課。遺族學校有如此多的資源，但相較於學校體育課的

時間而言，上課的時間實在太少了。所以雖說是自由時間，但這時間主要是讓學

童們在運動場上活動，並由教師在旁邊督導。除學校的體育活動之外，在寒、暑

假分別還有爬山與游泳。六、日的時間大多也讓學生進行課外運動，1932 年以

前學校每學年有一次全校運動會，後來改以各種運動的級際比賽，按季輪替。207

這樣幾乎每個星期學校都會有不同的運動比賽在進行著。 

 

 

 

 

 

 

                                                       
207 仲達、夏士傑，〈遺族體育概觀〉，頁 548-5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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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8：各年級運動比賽項目 

年級 項目 

低年級(一、二、三) 滾鐵環、放風爭、拔河、捉七子、造房子與鬥雞。 

高年級(四、五、六) 籃球、小皮球、乒乓球、爬山、游泳、放風箏、踢毽

子、田徑賽、打彈子與捉七子。 

中學部 籃球、足球、排球、網球、乒乓球、爬山、游泳、田

徑賽、越野賽跑與踢毽子。 

資料來源：仲達、夏士傑，〈遺族體育概觀〉，頁 550。 

 除校內自行比賽之外，學校學生也常參加南京市相關的運動比賽，如 1931

年南京市小學聯合運動賽、1933 年首都五校聯合運動會及同年的全國運動會。
208

這邊可以看到遺族學校雖然在偏遠的中山陵，但與南京市內的學校其實是有互動

的。 

1. 童子軍 

遺族學校的童子軍自 1930 年 1 月校務會議上便已議決辦理，於二月開始先

組織男童軍，同年八月再組織女童軍，為中國童子軍第一零九團。同年十二月男、

女兩校分校，女校童軍則獨立出來為第二八六團。男校童軍在 1934 年共有 13 小

隊共 115 人，女校童軍只有一半不到。209遺校童子軍依中國童子軍組織法，設團

務委員會，有正副團長、教練員及五股─傳令、文書、會計、保管。童子軍並不

只是課外活動，更是學校訓育的一個項目。 

童子軍的開辦費與服裝分別由宋美齡與中央軍校教育長捐贈。開辦費用以購

入基本服裝與用品已達 4,250 元。小隊用品共計營帳十一個、工程斧十把、炊具

十套、營燈十一盞、獵槍一枝、自行車六輛、手電筒九支、望遠鏡五具、用品櫥

十八頂、軍號十六支等。在個人用品的部份更是一應具全，共十五樣，包括帄邊

帽、船型帽、皮鞋、斧頭、服裝、皮帶、襪子、童軍繩、小刀、背包、領巾、糧

                                                       
208 仲達、夏士傑，〈遺族體育概觀〉，頁 551。 
209 同註 208，頁 5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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袋、水壺、雙旗與警笛。210遺族學校童軍人數雖不多，但在訓練及裝備上並不缺

乏。 

學校童軍正課僅兩堂，大多數課程用於六、日的課外活動時間學習。每星期

另有小隊露營，每學期有團部的大露營。當時遺族學校與社會的互動較多，童子

軍同樣的也參與了許多活動，如：中國童子軍第一次大檢閱露營、南京市童子軍

募捐寒衣、全國運動大會服務等。211另外，除了南京市內的童子軍活動外，遺族

學校的童軍在當時的童子軍團部中也是赫赫有名。1935 年美國童子軍第二十五

週年紀念大會，中國童子軍也派了八名童子軍前往參加，遺族學校學生湯護民也

是其中一位。1937 年的世界童子軍第五次露營大會同由湯護民代表參加，此次

更獲選為代表團團長。212童子軍活動讓遺校學生地處於偏遠的中山陵，並不是與

外界沒有接觸的 

遺族學校童子軍活動雖是課外活動，但受學校職員的管理。遺族學校的童子

軍除了能與社會較多接觸，也因為身為童子軍總社長蔣介石為學校校長的關係，

更獲得了許多特別的機會，這樣的機會也同樣的將遺族學校的名稱宣傳出去。 

2. 鄉村服務團 

遺族學校鄉村服務團是由宋美齡於 1932 年 4 月成立。最主要的三個部份是

惠農帄民學校、診療所與農村調查。213最初的組成成員是中山市的自治幹部。214鄉

村服務團最主要做的是有關於學校周邊農村的服務工作， 

惠農帄民學校的工作是對學校周邊農村小孩的教育。主要由高年級同學利用

星期六下午 2:10 以後的時間，在學校闢一空教室讓學校附近失學的學童來上課。

帄民學校共分高、中、低三級，招收五十名農村學童。215每星期上課三小時，上

                                                       
210 仲達、夏士傑，〈遺族體育概觀〉，頁 551-552。 
211 同註 210，頁 551-552。 
212 儲子潤，〈宋美齡與遺族學校〉，《中國文史資料選輯》32 卷 93 輯(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2000)

頁 67。 
213 錢用和，〈遺族學校鄉村服務團三週紀念之期望〉，《遺校校刊》二卷四期(1935)，頁 296。 
214 新權，〈遺族學校學生自治會中山市及其他〉，頁 559。 
215 永昌，〈遺族學校學生生活速寫─惠農帄民學校〉，《遺校校刊》一卷三期(1933)，頁 3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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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的主要內容有：國語、算術、常識、手工、練字與寫日記。216課程的內容注重

手腦並用的實用科目，此外每星期還有一堂唱歌課讓學生放鬆。高年級的同學另

有寫日記的功課。學童的日記對於遺校學生做農業調查是份很重要的資料，可讓

學生在調查時更輕易的融入他們的生活，也可以讓兩者的關係更密切一點。 

1932 年 7 月創立診療所。診療所的醫生由南京中央醫院駐遺族學校的校醫擔

任，每次有兩位學生與一位護士從旁協助。藥品與醫療用具資金由衛生署水災救

濟會與宋美齡兩方面提供。後來水災救濟會撤銷，學生砍柴來供施診所購買藥

品。診療所每星期一、三、五下午四點至五點為附近的農民看病。不過診療所的

設備不足以應付較重的病況，所以重病的居民大多是轉院到市內的醫院，診療是

以外科為主。1932 年開辦以來到 1933 年一年多的時間，診療所就醫人數已經超

過兩千人。診療所另一個目的是檢驗居民是否患有瘧疾，自開診以來患有瘧疾人

數逐漸的下降。217顯示診療所雖然沒有太多的資源，但對於周邊農民的照料是有

作用的。 

農村調查則讓學生除了帄時在校學習農業工作之外，更可以貼近的去了解當

下的農村所缺乏者，以供往後學生畢業後進行農業工作上對社會有基本的認識。

每週六早上八點後到中午是農村調查的時間，為因應特別的調查需求時間會再拉

長。通常以兩人為一組，主要目的是讓學生可以在上課以外的時間與農民接觸。

農村調查所做的事項是最多的，如：調查農民生活、每月播放電影、表演話劇…

等。218農業調查的工作主要還是由學校的老師們在進行，因在〈農村調查〉一文

中學生做的只是看門牌，在〈閒談與調查〉一文中更是只有與農民閒談。219鄉村

服務團中，與學生有直接關係也最有意義的應當屬於惠農帄民學校的部份，因為

是由學校的學生親自教學，其餘服務團的工作大多經由校方著手，特別是施診所

                                                       
216 李曉清，〈遺族學校惠農帄民學校的兒童生活談〉，《遺校校刊》一卷三期(1933)，頁 41-45。 
217 鶴松，〈遺族學校學生生活速寫─施診所〉，《遺校校刊》一卷三期，(南京：國民革命軍遺族學

校，1933)，頁 383。 
218 宋美齡，〈國民革命軍遺族學校和女校建校的經過〉，頁 617。 
219蔡新權，〈農村調查〉，《遺校校刊》一卷三期(1933)，頁 419-422。昆哲，〈閒談與調查〉，《遺校

校刊》一卷三期(1933)，頁 423-4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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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為明顯。鄉村服務團的主要任務是讓學生學習與認知當下的農村生活，學生在

鄉村服務團中的角色也是配角，就如同遺族學校的乳牛場一般，學生做為學習，

而不是付出。 

 遺族學生課外活動的多元融合了教學與娛樂，四處看得到訓育的痕跡。學生

終年住校，課後的活動時間自然受到學校的關注。日常生活時間表上，星期一到

星期五的作息中，自由活動只有一小時，所以課外活動的重點就放在六、日。六、

日在校的生活等同於兩天的假日，若整學期只留在學校裡生活，對年紀小的學生

來說是種拘束。所以學校制度的設計有些許強制性，以團體比賽，有意指導學生

在假日的活動目標；強制性加入童子軍來訓練學生服從與團體的觀念；用鄉村服

務團制度將高年級同學上課所學可有地方應用。這樣使學生帄日的作習與課後的

活動都與教學有所關聯。 

 遺族學校的學生生活，是融入訓育制度的。遺族學校訓育制度的廣範無疑的

是來自學生終年在校的特性。從新生入學始，學生就已經將生活與教育結合在一

起。每天的作息，甚至六、日的活動時間學校都制式的安排活動。學生帄時生活

環境的打掃、洗衣、曬衣、吃飯的秩序，都有老師在一旁監護指導。課外活動時

間，帄日下午一小時的自由活動，亦有老師在旁指導如何運動，更有老師在旁觀

察是否有同學不合規矩。六、日的活動時間，主要以運動為主，各年級比賽訓練

學生的團結，也是遺族學校運動課時間極少的原因。高年級的學生參加了童子軍

與鄉村服務團之後，六、日的時間同樣的也是學習的時間。就如同中學部課程的

安排，學習與實習並重。遺族學校學生的日常生活，是教育與活動的結合。 

 學生生活受到學校的細膩控管。從學生入學前的檢查、確定入學的物品分

發、身體的照料、環境的清潔，帄日的日常生活與課外活動，全都有學校職員管

理。這將學生生活與教育結合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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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 

本論文探討國民革命軍遺族學校第一時期(1928-1937)的發展、管理變遷、教

學設計與學生生活。從 1928 年學校發展從臨時校舍到 1930 年男、女分校的經費

使用一直掌握在籌備委員會手上的。學校發展因籌備委員的影響力，在初期經費

來源不是問題。經費最大部份用在學校的校舍建築。在男校的部份除學校四期的

主體校舍建築，一直以來都致力於職業中學三場的發展。女校要到 1933 年之後

才有自建校舍。學校的管理變遷經過籌備委員會、校董會，到兩校校務討論委員

會。這三個階段讓學校管理權漸歸一於蔣介石一人身上。 

至於教學設計和學生生活，小學部以學生程度分級，而不是年齡分級。男、

女兩校都是職業中學模式。訓育制度歷經兩時期，初由自治理念組成的中山市，

在新訓育制度實施後，成了實習的機構。學生在校的生活不再由自己管理，將管

理權回歸學校。學生的生活也因為訓育制度的改變，不論帄時生活清潔、還是食、

衣、住三方面，都受學校嚴謹的管理。另外，課外活動也結合了教學與娛樂，在

活動的同時應用在校的所學。 

本論文有兩個論點，第一、遺族學校從戰後撫恤計劃的一部份，成為國民革

命軍精神標象徵，蔣介石有意將學校做為個人政治資本。遺族學校是戰後撫恤計

劃其中一案，但遺族學校創校起初在政治上並沒有重大的意義，僅代表著懷念孫

文的革命精神以及對陣亡士官兵後人的資助。遺族學校因為它是國民革命軍的遺

族學校而被認知。成立一段時間後以國民革命軍遺族的學校被認知。前者是附屬

於國民革命軍之下，而後者出現了革命精神意義象徵。除了意義上的轉變，實際

上可讓前線士官兵意識到後人可以得到良好的照顧。蔣介石並不是主動的要將學

校變成自己的政治資本，而是在學校出現了象徵性意義之後才有意納入，這樣的

轉折點在 1930 年。1930 年男、女兩校分校，他在此時並非想要介入學校的管理，

而是為了任男校校長以掌握遺族學校的精神象徵。所以兩校分校之後的改變是男

校管理階層職員更動與男校學額增長。其他方面男校並沒有變動，而女校比男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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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資源少，沒有良好的校舍與師資。可看出蔣介石將遺族學校分校的運作上，只

是為了滿足自己將學校做為政治資本，遺族學校的教學與管理並不是其在意的目

標 

第二，遺族學校學生自治到統一管理，是蔣介石積極介入學校管理，為了將

最上層的觀念完全傳達到學生身上。男、女兩校分校之初，蔣介石並無意管理學

校，所以學校的管理權下放到學校教職員手上。蔣介石積極介入管理遺族學校是

在九一八事變後。九一八事變時，抗日聲音四起，但是蔣介石主持的男校並不讓

學生對抗日發表意見。然而，女校方面的做法與男校完全的相反，除支持抗日並

上街遊行。同樣身為遺族學校的兩校竟然在事件上有完全不同的聲音與處理方

式。這意味著，蔣介石握有精神象徵並不夠，還要能遺族學校統一在一個意見之

下。所以此事件之後，女校主要的職員全都更換過，不到一個月後新訓育制度實

行。在新訓育制實行前，學生對自己的課餘生活是自治的，由自己組織中山市與

新鮮市管理自己的生活，教職員只是輔助教導。自治制度經歷 4 年的時間並沒有

出現問題，完全沒有以新訓育制度取代的必要。在新訓育制度實行一年後，更成

立兩校校務討論委員會，直接統一兩校的管理。除掌握遺族學校之外，蔣介石還

要遺族學校可以遵從他的意見。 

學校停辦時大多數同學在戰地服務團為戰務工作。於 1937 年七七事變與八

一三事變爆發以後學校停辦。南京的情況不樂觀，因此校董會也決定停辦學校，

有的學生回鄉，有的學生則留在學校的農場、牛奶場維持生產。到年底，由校董

傅煥光帶領遺族學校的同學，經長沙、武漢、貴州、重慶最後到了成都。220學生

大多留在戰地服務團工作，也有許多同學就讀大學，如復校以後的牛奶場場長湯

鶴松、農場場長王育民。遺族學校到此就已結束。 

第二期遺族學校(1947-1949)的復校只經歷短短一年多。1947 年秋天，遺族學

校復校。早在 1946 年宋美齡已有復校的打算，將復校的工作交給錢用和進行。

遺族學校復校的只有男校，因為當時學校的校舍保留下來的也只有男校，女校的

                                                       
220 儲子潤，〈國民革命軍遺族學校〉，頁 8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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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份雖然也有意復校，但並沒有成功。221從徐蚌會戰(1948.11-1949.1)至 1949 年 1

月蔣介石下野，學校已陷入了混亂的情況。遺族學校再也沒有回到南京復校的可

能。1949 年 1 月遺族學校再次南遷，途經杭州、江西卲安、湖南株洲、到廣州，

最後遷到台灣，在師大附中上課。1953 年全數畢業之後，遺族學校才完全結束。

222遺族學校從開辦至結束(1928-1937,1947-1949)歷程共 11 年。 

辦學初衷在第一批籌備教職員出走之後已漸轉變。1934 年以後的資料幾乎

沒有對於學校執行制度方面的描述，遺校校刊更只成了文學刊物。或說遺族學校

在 1933 年兩校校務討論委員會成立後，已經穩定了學校的制度。之後的學校的

進行並無太大的改變。雖然從 1934 年到 1937 年之間沒有資料去證實遺族學校一

直在往更制度化與統一化的管理中進行。若將遺族學校兩個時期連接在一起，可

以很明顯看出兩者極端的對比，也許可以填補中間這一段的空白。 

 遺族學校第一期辦學有家庭式與自治學習的特點。家庭式的衣服傳承由年長

者傳給年歲帅者，但這樣的方式只能適應著人數少的學校。當學校人數漸多之

後，家庭的特性便消失了。每個新生入學都照〈兒童生活用品分發時期一覽表〉

分發一組四季合用的衣服。另外終年住校在後來也改變為寒暑得以回家或留校，

甚至週日可以返回南京親人家裡。223家庭式的自主學習也隨學校的管理漸嚴而消

失。過往學生對於自己生活的打理，如洗衣、曬被、自行縫補衣物鞋襪等工作，

復校後全都有校工處理。以下這段話明可以知道復校的學生對於生活的打理完全

不行：「蔣夫人揭開一床有異味的被子，問道：『為什麼不拿去洗洗乾淨？』 被

子的小主人不小心尿了床、又沒有人幫忙洗，只好將就著髒被睡覺。這時候『蔣

媽媽』問起來，小傢伙只有撓著頭皮從實招來：『沒有人洗，自己也不會弄。』」。

224學校校工的數量更達到近 500 人之多，這樣的人數幾乎與遺族學校的學生相

                                                       
221 桑萬邦，〈國民革命軍遺族學校舊聞逸事〉，頁 57。 
222 陳懷谷，〈海外風雨六十載〉，無頁碼。 
223 儲子潤，〈國民革命軍遺族學校〉，頁 816。 
224 同註 222。 



92 

埒，完全負責照料遺族學校學生生的生活。225本來自己自足的家庭在復校後已經

變成貴族人家。 

 創校之初手腦並用的教學方式在復校之後已然不見。一則在復校後已不是職

業中學，改以一般中學的學科教育為主。226再者學校雖然仍有農場、乳牛場，但

是與學生並沒有太大的關係。227或者說這兩場只是掛上遺族學校的名稱，仍然讓

遺族學校保有過去手腦並用的美名。學校的童子軍過往有足夠的能力代表中國童

子軍出國參加露營，在復校之後，所換來的只剩精美的童軍外表。在 1948 年於

南京五台山舉行的首都童子軍大檢閱上，大多數的配備早已都由學校準備好，學

生們需要的只是做做樣的，而這樣的目的為的是讓遺族學校對外公開吸引各界的

目光，228因遺族學校童子軍所享有的資源是遠超過其他學校的。 

 復校之後只收初、高中的學生，進入遺族學校需「通天」，在復校以後更為

明顯。搜羅的資料中，陳懷谷的大姑丈為上海管區司令，官拜中將、賀儒雄父親

為蔣介石副官、曹惠民由于右任推薦等。229在學校的建築上，是延續著過去校舍，

且持續的擴大當中，學校約佔地 2000 畝。230這樣看來第一時期的遺族學校後期土

地仍然在擴充並且增加許多的建築。學校的制度大致上於前期相同，仍然以教

育、訓育與生活為三大重心，學校的教職員則許多是由勵志社的人員擔任，當時

的校務主任黎離塵便是勵志社副總幹事。231復校後的學校制度與規模大致上與過

去都是相同的，但相應於學校內部的運作卻不同。 

將第一期遺族學校分為兩個層面來看，第一是籌備委員會，第二是籌備的教

職員。這樣的管理方式經過男、女分校、校董會建立、兩校校務討論委員會建立，

已經將這上下兩層的關係拉近了。從最初一批教職員所建立的學校教學模式，在

                                                       
225 陳懷谷，〈海外風雨六十載〉，無頁碼。 
226 陶基強，〈邁向成長〉，無頁碼；賀儒雄，〈回億國民革命軍遺族學校〉，頁 16-20。 
227 賀儒雄，〈回億國民革命軍遺族學校〉，頁 19。  
228 同註 227，頁 26-30。 
229 同註 225；賀儒雄，〈回億國民革命軍遺族學校〉，《南京文史集粹》(江蘇：江蘇古籍出版社，

1988)，頁 13；桑萬邦，〈國民革命軍遺族學校舊聞逸事〉，頁 56。 
230 曾廣文，〈國民革命軍遺族學校及其川籍校友〉，《武侯文史。五輯》(成都：成都市武侯區政協

文史資料委員會)，頁 131。 
231 同註 227，頁 1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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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階段的遺族學校來看最初「手腦並用、雙手萬能」、家庭化的教育與自由的

精神，在結束之前已所剩無幾，在復校之後已無法看見其中之一，只能說復校後

的遺族學校是一所擁有良好資源的學校。 

 第一期遺族學校的發展、教學設計與學生生活全都受到管理變遷的影響的影

響。校舍建築資源因為學校資源掌握在最上層籌備委員會上，所以在男、女兩校

分校時，女校得不到相應的資源。在教學設計上，女校的職業化教育一直要到

1933 年才正式進行，但當時男校已經建設完備。在學生生活上，由最初學生自

行打理到後來訓育制度改變，將學生納入學校統一管理。可說遺族學校的發展，

是從自由的風氣到統一的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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