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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师”称谓源流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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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唐宋以前儒家文献中的“老师”一词与“大儒”、“宿儒”对应 , 泛指硕学大儒 , 与现代汉语里

的“老师”相比 , 在语法上还有一个重大区别 , 即“老师大儒”的“老”字有实意 , 而现代汉语中“老师”的

“老”字只是一个词头。唐宋时期宗教用语中的“老师”一词 ,无论是道教还是佛教 , 多用来指称传教者 ,

而不用于世俗的教育者。明代嘉靖之后 , 受科举制度的影响 ,“老师”一词演变为门生对座师的尊称并

逐步成为一般弟子对先生的尊称。进入 20 世纪 , 伴随着新式学堂的大量出现和科举制度的废止 ,“老

师”的称谓最终脱去与科举制的关联。而“老师”真正用作对一般教育者的尊称 , 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以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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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Origi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Title Laoshi ( Teacher)
TIAN Zheng2ping , ZHAN G Xiao2qian

( Dep artment of Ed ucation , Zhej i an g U ni versi t y , H angz hou 310028 , Chi na)

Abstract : The Chinese term Laoshi ( teacher ) , as a title for educators , has experienced a

long2time develop ment . In t he Conf ucian literat ure before t he Tang and Song Dynasties ( before

618 A. D. ) , Laoshi corresponded to Daru , Suoru , meaning ″great man of learning″. Compared

with Laoshi in modern Chinese , t here exist s a big difference in grammar between t hem. In

ancient literature , Lao has it s real meaning , while in modern Chinese , Lao carries no real

meaning , only a prefix. In t he Tang and Song Dynasties , Laoshi , as a religious term eit her in

Taoism or Buddhism , usually referred to p reachers instead of worldly educators. After the Reign

of J iajing in t he Ming Dynasty , influenced by t he imperial examination system , Laoshi evolved

into an honorable title used by t he disciples on t heir masters. Wit hin the next 300 or 400 years ,

Lao shi gradually changed into an honorable title used by common st udent s to refer to t heir

teachers. In t he 20t h cent ury , with t he surging of t he modern schools and the abolition of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 system , the title Laoshi finally lost it s connection with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 system. It is af ter t 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 ublic of China t hat Laoshi has

　



really become a pop ular honorable title for common educators. Nowadays , Laoshi as a title for

educators embodies rich t raditional cult ural connotations. It not only displays the professional

identity of t he teachers p roperly , but expresses t he esteem and expectation of t he society towards

teachers’morality and integrity.

Key words : Laoshi ; J iaoshi ; Xiansheng

“老师”一词颇不寻常 ,它在现代汉语中使用频率很高 ,作为人称 ,和姓名一起使用 ,既可以近

指 ,如一句平常的招呼语 :“王老师 ,你好 !”也可以远指 ,如“王老师去上海了”。“老师”和“教师”一

样 ,还可以用于指称一般的教育工作者 ,如“老师应该爱护学生”;或某一教育工作者群体 ,如“我们

学校的老师很严格”。不过在这种用法中 ,似乎“老师”更加口语化。大凡可以使用“教师”一词的地

方 ,也可以用“老师”取而代之。然而称“王教师”或说“教师 ,你好”,却是不符合汉语的语用习惯的。

因为教师是他称 ,只能用于远指。也就是说 ,只有当某人或者某一类人成为我们的陈述对象而不是

言语对象的时候 ,我们才可以称其为教师。

像“老师”这样积淀了深厚的中国文化传统的词语 ,它的很多细微精妙之处存乎日常语用之际 ,

若不深加体察 ,难以领会。乍看起来 ,“老师”和“律师”、“医师”、“工程师”、“技师”一样 ,都属于具有

相同结构形式的词汇 ,而且 ,都用来指称那些具有专门职业技术能力、从事专门职业的人。然而 ,

“老师”的“师”和“律师”、“医师”、“工程师”、“技师”这些名称中的“师”在含义上有重大的区别。老

师可以简称为师 ,而且可以作为词根形成新词 ,如“先师”、“恩师”、“启蒙师”、“一字师”等 ,这说明在

“老师”这个词中 ,决定词义的词素是“师”,而在“律师”、“医师”、“工程师”、“技师”等词中 ,决定词义

的词素是“律”、“医”、“工程”、“技”等 ,也就是说 ,在“老师”中 ,“师”是词根 ,而在“律师”等词中 ,“师”

是词缀。“老师”的“师”,意为“能给人指导、值得学习和效仿的人”,而律师的“师”则指“掌握了某种

专门技术的人”。“老师”是一个具有比较明显的感情色彩的称呼 ,宣称并且在心里认可某人是老

师 ,意味着对这个人在学识和人格方面的肯定、尊敬和推崇 ;“律师”、“医师”、“工程师”、“技师”等称

呼则纯粹是中性的。“律师”指“从事法律工作的人”,“教师”指“从事教这种工作的人”。职业是社

会分工的结果 ,职业选择本身没有道德含义 ,因此 ,任何人不可能因为从事某种职业这件事情本身

而赢得别人在道德上的尊敬。所以 ,“教师”同“律师”一样 ,是一个中性的称呼。在汉语语境中 ,老

师比教师含义更丰富。“老师”的称谓 ,表达出对教师的尊重 ,更表达了一种社会期望 :老师 ,是经

师 ,也是人师。“老师”的称谓 ,源于一种古老的传统 ,这个传统曾经由韩愈做过精练的概括 :“师者 ,

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

一、唐宋以前儒家文献中的“老师”

“老师”联言最早见于《春秋左传 ·僖公三十三年》:“晋阳处父侵蔡 ,楚子上救之 ,与晋师夹 　

而军。阳子患之 ,使谓子上曰 :‘吾闻之 ,文不犯顺 ,武不违敌。子若欲战 ,则吾退舍 ,子济而陈 ,迟速

唯命 ,不然纾我。老师费财 ,亦无益也。’”此处“老”本为形容词 ,“衰老、疲惫”的意思 ,用为动词 ,意

为“使 ⋯⋯疲惫”;“师”指“军队”;“老师”联言 ,意指军队出征日久而疲惫。从词源上讲 ,这个“老师”

的用法与现代汉语中的“老师”一词没有关系。

“老师”用来指称教育者最早见于《史记 ·孟子荀卿列传》:期“田骈之属皆已死齐襄王时 ,而荀

卿最为老师。齐尚循列大夫之缺 ,而荀卿三为祭酒焉。”严格来说 , 这里“老师”还不是一个词。其

中 ,“老”是一个形容词 ,意为年老辈尊 ;“师”是一个名词 ,意为“精通学术、技艺的人” ,约相当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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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的“大师”之“师”。荀卿 50 岁时游学齐国稷下学宫 ,当时前辈学者如田骈、慎到、接子等皆

已过世 ,与荀卿同游稷下的邹衍、邹奭等人都较荀子年轻 , 所以 , 荀卿“最为老师”。《史记》“最

为老师”的说法对后世产生了很大影响 , 西汉刘向《荀卿书录》、东汉应劭《风俗通义》记载荀子游

学稷下学宫之事 ,都使用了“最为老师”的断语。到了唐宋时期 ,或许与兴起于唐朝中叶的古文运

动有关 ,“老”、“师”二字经常组合在一起 ,成为一个词 ,指年高德劭、学识渊博的学者。如唐韩愈

《读荀》:“圣人之道 ,不传于世。周之衰 ,好事者各以其说干时君 ,纷纷藉藉相乱 ,六经与百家之说

错杂 , 然老师大儒犹在。火于秦 ,黄老于汉 ,其存而醇者 ,孟轲氏而止耳 ,扬雄氏而止耳。及得荀氏

书 , 于是又知有荀氏者也。”[1 ]又如唐郑少微《悯相如赋》:“拾厄灰之断简 ,搜屈壁之遗文 ;纷齐鲁

之老师 ,徒骋辩于说铃。”[2 ] 再如宋欧阳修《时世论》:“司马迁之于学也 ,杂博而无所择 ,然其去周、

秦未远 ,其为说必有老师宿儒之所传 , 其曰‘周道缺而《关雎》作’,不知自何而得此言也 ,吾有

取焉。”[3 ]

在以上所引唐宋时期的材料中 ,“老师”与“大儒”、“宿儒”对言 ,不再特指荀卿 ,而是泛指硕学大

儒 ,这为“老师”进一步演变为对一般教师的尊称准备了条件。然而 ,这里的“老师”与现代汉语里的

“老师”相比 ,在语法上还有一个重大的区别 ,那就是“老师大儒”的“老”字有实义 ,而现代“老师”的

“老”字只是个词头。“老”的虚化是在唐朝通过另一条途径完成的。

二、唐宋时期宗教用语中的“老师”

宗教的传播必须通过宗教教育的方式来进行。宗教之被称作“教”,是很确当的。中国古代的

世俗教育一般称作“学”,因为儒家教育重在学习者的“深造自得”;而宗教教义、教规的传授 ,往往采

取传教者对初入教者一对一面授的方式 ,而且 ,宗教教育重在培养信仰 ,并不鼓励学习者独立思考 ,

更不允许对教义产生怀疑 ,进行批判 ,所以 ,宗教教育乃是一种不折不扣的“教”。既然宗教是“教”,

那么称传教者为师 ,学教者为徒 ,就是理所当然的了。

道教是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尊传教者为师者 ,征诸文献 ,较早的有东晋葛洪的《抱朴子》。其

《论仙》篇云 :“进趋尤有不达者焉 ,稼穑犹有不收者焉 ,商贩或有不利者焉 ,用兵或有无功者焉。况

乎求仙 ,事之难者 ,为之者何必皆成哉 ? 彼二君两臣 ,自可求而不得 ,或始勤而卒怠 ,或不遭乎明师 ,

又何足以定天下之无仙乎 ?”佛教在东汉时传入我国 ,其传教者亦称师。文献中较早记载的有三国

时支谦所译《佛开解梵志阿訇经》:“到鼓车城外树下坐。比聚有豪贤梵志。名费迦沙。明晓经书星

宿运度。所问皆答。有五百弟子。弟子中第一者 ,名阿訇。阿訇问师言 :今有佛来。人称其德。名

盖天地。不识斯何人也。费迦沙言 :吾闻是释种。国王太子。厥兴无师自著经化。阿訇言 :若无师

者 ,名誉何美。又国王子。多訇淫好乐。安肯涂行降志乞食。诲人不倦。将是真人乎。愿师可行

观其道德。”然而尊道、释两家传教者为“老师”,却是到了唐朝才有的事情。这与汉语发展史有关。

如王力先生认为 :

词头“老”字来源于形容词“老”字 ,最初是表示年老或年长的意思。后来由这种形容词

“老”字逐渐虚化成词头。词头“老”字可以用于人和动物两方面。这两种“老”字都是在唐代产

生的。某些称谓之前可以加词头“老”字 ,例如“老姊”、“老兄”。这些都见于唐代的史料。《晋

书·郭奕传》:“大丈夫岂当以老姊求名 ?”《抚州曹山元证禅师语录》:“也要老兄定当”。这个

“老”字不像是表示年长的意思 ,而仅仅是一个词头。[4 ]221

“老”字有了作词头的功能之后 ,“老师”才有可能像“老兄”、“老姊”那样作为近指的称呼使用。

不过 ,“老师”之称 ,终唐、宋两代 ,都只用于指称宗教的传教者 ,而不用于世俗的教育者。用于道教

传教者而见于诗词的有宋赵希汰《沁园春 ·寿处州吴雨岩》词 :“持节淅东 ,六十年前 ,紫阳老师。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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粟移七郡 ,功深到处 ,棠阴一道 ,民尚思之。心印亲传 ,雨岩来括 ,寅岁幸无庚子饥。仁同亲 ,更备存

先具 ,仓积千斯。”[5 ]2988见于文章者如唐杨凌《瞿童述》:“洞源曰 :‘十年易居 ,昔贤遗旨 ,吾有志矣。

今汝去 ,何时复见 ?’答曰 :‘期十八年。’洞源欲留之不克 ,即声命同观道士朱灵曰 :‘朱老师看仙人

来。’”[2 ]用于佛教传教者而见于诗词的如唐王建《送山人二首》:“嵩山古寺离来久 ,回见溪桥野叶

黄。辛苦老师看守处 ,为悬秋药闭空房。”[6 ]见于文章的如《景德传灯录》卷七 :“师一日谓众曰 :‘虚

空为鼓 ,须弥为椎。什么人打得。’众无对。(有人举似南泉。南泉云 :‘王老师不打遮破鼓。’法眼别

云 :‘王老师不打。’) ”

三、“老师”成为门生对座主的尊称

明王世贞《觚不觚录》云 :“至分宜当国 ,而谀者称老翁 ,其厚之甚者称夫子。此后门生称座主俱

曰老师。”由此可知 ,当明神宗万历之世 ,门生称座主为老师已成习俗 ,而嘉靖之前 ,尚无此事 ,始作

俑者 ,为严嵩拜相后的门生。门生称严嵩为“老师”,固然可视为阿谀奉承 ,因为“老师宿儒”原来是

对历史上儒家学术教育大师的泛称 ,荀子、董仲舒、郑玄、马融、扬雄之辈 ,庶几可以当之 ,用于在世

之人 ,史无前例。但是 ,称严嵩为“老师”,也别有缘故。严嵩于嘉靖二十一年 (1542) 拜武英殿大学

士 ,领礼部尚书 ,入值文渊阁 ,时年六十有余 ,至嘉靖四十一年 (1562) 罢相 ,则已经是八十多岁。严

嵩当国 20 年 ,皆在六十岁后 ,呼之老翁 ,称之夫子 ,誉之老师 ,除了因其位高权重而媚之之外 ,也的

确是由于严嵩年岁很大。“老师”之“老”,并非完全虚化的词头。

然而 ,自司马迁称赞荀卿“最为老师”以来 ,“宿儒老师”之句不绝于史传 ,这使“老师”具有了某

种特定的含义 ,“老”字除了表示年高之外 ,也意味着德劭。在儒家文化中 ,年龄本身就与道德有关

联。儒家重孝 ,重孝必尊老 ,《礼记》所谓“上齿”,就是通过乡饮酒礼来培养年轻人对长辈的尊敬。

儒家厚古 ,重视传统 ,年长者见多识广 ,对传统的体认和把握一般来说较年轻人深切 ,因此为人处世

更能符合传统道德的要求。“长者”一词本来指年龄大或辈分高的人 ,但是由于年龄与道德之间的

关联 ,“长者”又可引申为德高望重之人。“老师”之“老”在严嵩之后 ,也产生了一种意义的偏移 ,即

由年龄之“老”向学问、道德之“老”的过渡。这种过渡完成的标志 ,就是“老师”成为一般门生对座师

的尊称 ,而不管座师是否像严嵩一样 ,真的是年过六旬。

既然“老师”成为门生对座师的尊称 ,那么 ,从语法上看 ,“老师”之“老”就失去了原来“年老”的

本义而虚化了 ,成为一个词头。然而 ,作为词头的“老”绝不是毫无意义的。语言承载着历史 ,“老

师”之“老”从司马迁第一次使用它时就具有的那种“道德高尚和学识渊博”的含义 ,在历史的长河

中 ,通过人们反复运用 ,已经不可磨灭地固着在它上面 ,尽管有些模糊 ,但是一个稍有中国传统文化

素养的人都可以明显地感觉出来。所以 ,在严嵩被他的门生们称做“老师”之后 ,热心仕途 ,急于靠

着座师的提携而登进的士子们纷纷效仿。明朝嘉靖之后 ,门生称座师为“老师”已成习俗。见于文

章者如万历年间王阳明弟子钱德洪《答论年谱书》:“吾师开悟后学 ,汲汲求人 ,终未有与之敌体承领

者。临别之时 ,稍承剖悉 ,但得老师一期望而已 ,未尝满其心而去也。数十年来 ,因循岁月 ,姑负此

翁。”[ 7 ]见于戏曲的如汤显祖《牡丹亭》第五十三出 :“【侥侥犯】〔净〕则他是御笔亲标第一红 ,柳梦梅

为梁栋。〔外〕敢不是他 ?〔净〕是晚生本房取中的。〔生〕是苗老师哩 ,救门生一救 ! 〔净笑介〕你高

吊起文章巨公 ,打桃枝受用。告过老公相 ,军校 ,快请状元下吊。〔贴放 ,生叫“疼煞”介〕〔净〕可怜 ,

可怜 ! 是斯文倒吃尽斯文痛 ,无情棒打多情种。〔生〕他是我丈人。〔净〕原来是倚太山压卵欺鸾

凤。”见于小说的如冯梦龙《警世通言》第十八卷 :“只是如今是个科目的世界 ,假如孔夫子不得科第 ,

谁说他胸中才学 ? 若是三家村一个小孩子 ,粗粗里记得几篇烂旧时文 ,遇了个盲试官 ,乱圈乱点 ,睡

梦里偷得个进士到手 ,一般有人拜门生 ,称老师 ,谭天说地 ,谁敢出个题目将带纱帽的再考他一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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么 ?”见于文人笔记的如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八 :“又如江西临江人朱琏 ,为御史时 ,媚张江陵 ,为

入幕第一客。闻其在家 ,却忠厚安静 ,邹南皋先生 ,亦与相善。此张雨若 (汝霖)兵部为予言者 ,张曾

令其地 ,知之甚详。朱为江陵辛未门生 ,即留夺情时 ,言‘老师不听主上挽留 ,徇私负国 ,门生便入疏

参老师矣’,即其人是也。”

四、“老师”成为一般教师的尊称

在一个重视礼仪的国度里 ,如何依据与自己关系的亲疏远近而给对方一个合适的称谓 ,这是一

件令人颇为踌躇的事情。中国古代盛行宗法制度 ,家族观念向来很强 ,因此 ,有把亲属间称谓外推

至整个社会的倾向。一般男性社会成员之间 ,平辈的称兄道弟 ,长一辈的可以叔伯相称 ,再长一辈

的则称爷祖 ,一般都能够为对方接受。然而中国古代又是一个专制社会 ,政府官员备受尊重 ,所以

对他们切不可随便攀亲附贵 ,以官衔称呼之 ,是最妥当的选择。另有一种人 ,非亲非官 ,但是与自己

的关系又非常密切 ,那就是排在天地君亲之后的师。明代以前 ,弟子一般称老师为先生。先生 ,先

我而生者也。既先我而生 ,则为尊长 ;既先我而生 ,则先我而知 ,可为我师。所以 ,用先生称呼老师 ,

适得其宜。然而 ,先生之称 ,不只用于老师 ,自先秦以来 ,先生已成为对以学问能力见长的人表示尊

敬的通用称谓。先生一词 ,并不能表达出弟子与师之间独特的关系。

“一日为师 ,终生如父”,古代教育主要采取个别教学的形式 ,师生朝夕宴处 ,多有情同父子者。

孟子说孔子死后 ,子贡“筑室场屋 ,独居三年”,为孔子守孝 ,谅不是虚语。弟子如何称呼师 ,才能最

好地表达出对师的尊敬和爱戴 ? 直接称师吧 ,一则师之含义过于广泛 ,巫医乐师百工之人 ,皆可以

称师 ;二则一个师字 ,单音成词 ,用做称呼 ,总是有些别扭。既然门生可以称座师为老师 ,那么 ,弟子

为什么不可以称教导自己的教师为老师呢 ? 老师由专指座师 ,过渡到一般教师的尊称 ,应该是很自

然的事情。始作俑者 ,为阿谀奉承之徒 ,但继起仿效者 ,不得视为附庸风雅。因为一个词语一经使

用于某个特殊的场合 ,它就获得了一种新的普遍含义。“老师”一词用于奸相严嵩本不恰当 ,但是 ,

既然用过了 ,“老师”一词因此而获得的新的含义就此固定下来 ,其他人完全可以抛开严嵩及其门

生 ,而就“老师”新获得的含义使用它。

“老师”由门生对座师的尊称变为一般弟子对先生的尊称 ,经历了词义的又一次扩张 ,“老”之

“道德高尚、学识渊博”的含义仍然保存着 ,但是 ,由于使用范围的扩展 ,对被称呼者在道德学识上的

要求遂有所降低。尤其在学识方面 ,大抵已不再有特别的要求 ,能够胜任教学工作 ,即可当“老师”

之名。不过 ,道德方面的要求还是很高 ,对那些不能为人师表的教师 ,我们可以说这个人不配做

老师。

“老师”的这一变化虽说有其内在的必然性 ,但也经历了三四百年的演变过程。先是有弟子投

帖拜师 ,与科举无关 ,亦称老师。如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一七“程鹏起”条云 :“后石得罪 ,田东洲

(乐)秉中枢 ,捕程笞数十 ,论戍逃归。至今往来南北 ,携数十女优 ,及恶少数辈 ,遇豪家即令演剧 ,以

博缠头。间有挑之者 ,旋使荐枕 ,连宵阅日 ,恬不知耻 ,又遍拜荐绅名公称弟子。余尝遇之广坐中 ,

历指其扮戏诸妇曰 :‘此为邹尔瞻老师所爱 ,此为顾叔时老师所赏。’以一漏网健儿 ,污蔑贤者至此 ,

而荐绅先生 ,无一呵叱之者 ,异哉。”既言“遍拜荐绅名公称弟子”,则邹尔瞻、顾叔时为程鹏起所拜老

师无疑。

明清官学教官 ,太学有祭酒、司业 ,府学称教授 ,州学称学正 ,县学称教谕、训导。但是 ,至迟在

清朝中叶 ,各级官学里的学生也开始称教官为老师。如吴敬梓《儒林外史》第十七回 :

忙过几日 ,匡超人又进城去谢知县。知县此番便和他分庭抗礼 ,留着吃了酒饭 ,叫他拜做

老师。事毕回家 ,学里那两个门斗 ,又下来到他家说话。他请了潘老爹来陪。门斗说 :“学里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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爷要传匡相公去见 ,还要进见之礼。”匡超人恼了 ,道 :“我只认得我的老师 ! 他这教官我去见他

做甚么 ? 有甚么进见之礼 !”潘老爹道 :“二相公 ,你不可这样说了。我们县里老爷虽是老师 ,是

你拜的老师 ,这是私情。这学里老师是朝廷制下的 ,专管秀才。你就中了状元 ,这老师也要认

的。怎么不去见 ? 你是个寒士 ,进见礼也不好争 ,每位封两钱银子去就是了。”当下约定日子 ,

先打发门斗回去。

书院自唐宋兴盛以来 ,掌教者多称山长 ,清代中后期 ,出现了以“老师”称山长的情况。如成书

于嘉庆年间的《红楼复梦》第六十八回 :“钦差的那位翰林院待诏程大人公馆就在城外 ,祝筠差家人

们过去伺候 ,又送了极盛酒席 ,预备两幅全执事 ,都是八抬大轿 :一处是明早接钦差大人到坟上宣读

圣旨祭文 ;一处是请紫阳书院掌教老师 ,原任光禄寺大堂孙大人明早祭后土。”

官学教官、书院山长皆可以称老师 ,这表明老师已经有成为教师通称的迹象 ,反映在日常语言

实践中 ,老师可以在借喻的意义上指称一般的教导者。如咸丰年间成书的《花月痕》第十四回 :“秋

痕晓得他们为难 ,又自吃吃的笑。荷生也笑道 :‘我倒不意秋痕也会这般调侃人。’痴珠笑道 :‘这是

老师化导之功。’又说得大家笑了。”又第十六回 :“众人齐赞道 :‘好 ! 应结局了。此结倒不容易 ,要

结得通才好 !’荷生道 :‘这一结我要秋痕慢慢想去。’采秋道 :‘做出老师样来了。’秋痕低了头 ,想有

半晌 ,说道 :‘我有一句 ,可用不可用 ,大家商量罢。’就写道 ⋯⋯”

清末洋务运动中兴办的新式学堂 ,教师通称教习。但教习主要是一种他称 ,师生之间面对面的

称呼 ,于洋教习大抵只可称先生 ,于汉教习则先生、老师皆可。《江南储才学堂规条》云 :“学堂为礼

法之所 ,而应对进退尤为弟子职 ,各学生于总办教习前均宜执师生礼 ,总办竟称总办 ,教习则称老师

或称先生 ,如或相遇应垂手侍立 ,与言则敬对 ,不言则趋退。其于洋教习则举手加额作礼。”[ 8 ]588 不

能称洋教习为老师 ,这一方面是因为洋务派要应对顽固派对他们“奉夷人为师”的指责 ,另一方面也

符合洋务派“中学为体 ,西学为用”的办学宗旨。在洋务派看来 ,为富国强兵的目的 ,不能不学习西

方的语言和科学技术 ,但是 ,为了维护清王朝的封建专制统治 ,又不可完全接受西方的政治制度和

思想文化观念。结果是洋教习虽有教师之实 ,但不可当老师之名。洋务派首领奕䜣就曾说过 :“况

雇觅洋人不过与之讲究其法 ,并奏明不修弟子之礼 ,此折业经发抄 ,矮仁岂有不知 ? 乃一则曰‘师事

夷人’,再则曰‘奉夷为师’,辄臆造师名 ,阻人向往。”[ 8 ]13

清末官学中的教官和洋务学堂中的汉人教习多为正途出身 ,有官阶爵品 ,所以 ,其时“老师”之

称仍有明显的座师痕迹。大量的私塾、蒙学和义学的教师因为没有取得科举功名 ,就只能称先生 ,

而不能称老师。但是 ,到了 20 世纪初 ,新式学堂普遍设立 ,师资匮乏 ,全部用正途出身的官员担任

教习已经不可能了。而且 ,科举制度取消以后 ,“学而优则仕”的原则由于清末冗官为患 ,大量留学

生回国 ,新式学堂毕业生激增等原因 ,也已经无法实行。这样一来 ,“老师”的称谓才伴随着近代教

育的发展最终脱去与科举制度的关联 ,不再具有座师的含义 ,而成为对一般教师的尊称。尽管私塾

教师仍然只称先生 ,但是 ,国立小学教师已经可以称老师了。鲁迅在《立论》一文中有这样的话 :“我

梦见自己正在小学校的讲堂上预备作文 ,向老师请教立论的方法。‘难 !’老师从眼镜圈外斜射出眼

光来 ,看着我 ,说。‘我告诉你一件事 ———’。”[9 ]373鲁迅此文作于 1925 年 ,至少可证在 1925 年之前 ,

小学校的教师可称老师。

20 世纪初的幼稚园中 ,教师也称老师。如薛钟泰在《南京高等师范附属小学校的幼稚园》一文

中写道 :“起立向园中所树的国旗行鞠躬礼 , 同时唱‘升旗歌’(原名‘这个自由的标帜’) 。再向老

师行礼 , 唱‘老师你早歌’ ,歌中 , 并令儿童轮流学鞠躬的做法 , 每一儿童做毕 , 教师常拍手鼓

励他。”[10 ]430

大抵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 ,各级各类学校的教师既可称先生 ,亦可称老师。共和国成立

之后 ,先生之称开始有了微妙的含义。在教育部门之外 ,“同志”取代先生、女士成为党内干部乃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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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社会成员之间最常用的称呼 ,但是对于民主党派及无党派人士 ,则仍称先生 ,既表示尊敬 ,又显

示出区别。如果说同志之称是新时代的象征 ,那么 ,先生之名则显然可以看成是旧时代的遗留。影

响所及 ,在高等学校中 ,解放前即已成名的教授 ,如果不是共产党员 ,也一概称之为先生 ,同样有着

表示尊敬和保持距离的双重意思。先生的名称和当时激进的时代精神是不和谐的。在旧时代 ,只

有具备了一定身份和地位的人 ,才可以称作先生 ,这和欧美国家凡成年男性都可称 Mister 大异其

趣。进入新时代 ,以前的所谓下等人在新的制度设定中 , 应该反过来成为社会的主人 ,新社会的基

本目标是平等 ,“同志”之称最能体现这种精神 , 也更易为一般群众所接受。而先生之称 ,由于与等

级观念相关联 , 与平等的时代精神相悖谬 , 遭到新社会的冷落 ,正在情理之中。不过 ,世易时移 ,

改革开放以后 ,先生的称呼首先在商业领域 , 既而在除政坛之外的社会各个领域重新获得了它原

有的含义 , 高校教师中 , 能被称作先生的多为年高硕学者 , 不称老师 , 而称先生 , 显得格外的

尊敬。

然而 ,在中小学 ,经过新时代急剧的观念变革之后 ,先生的称呼被彻底摒弃了 ,虽然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 ,先生的称呼已恢复了它昔日的尊严 ,而老师还是继续作为中小学教师唯一的称呼被

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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