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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村教育改革的先声

———对 !" 世纪 !" 年代至 ," 年代乡村教育运动的再认识

张 彬，李更生
（浙江大学 教育学系，浙江 杭州 ,#""!+）

［摘 要］中国仍是一个农业国，农村问题和农民教育的问题依然是影响并决定着中国现代化进程

的重要因素。!" 世纪 !" 年代至 ," 年代兴起的乡村教育运动是进行农村教育综合改革的一次可贵的探

索，是把中国农村融入现代化轨道的一次伟大的尝试。黄炎培、晏阳初、陶行知、梁漱溟是乡村教育运动

的代表人物，他们在从事乡村教育的目的、手段、理念及思想认识等方面有着诸多的相同和相异之处，其

经验和教训为今天从事乡村教育改革的人们提供了借鉴和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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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 #" 月 #" 日的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统治，但积淀在中国人头脑中达两千余年的封建思

想并没有随“大清帝国”的覆没而烟消云散。袁世凯的“洪宪帝国”、张勋的“辫子军”复辟、封建军阀

的割据⋯⋯无不在向世人说明：仅推翻一个封建帝国是不能立即把中国人民带进民主自由的国度

的，更无法使中华民族很快走上繁荣富强之路。先进的中国人在不断地探索着救国救民的道路。

晏阳初曾作过这样的反思：“在民族自身没有力量之前，一切的一切都是废话。涨红了脸，吹破了胰

子泡以后，沉下心来反求诸己，觉得非在自己身上想办法，非靠自己力量谋更生不可。这就是自力

更生的觉悟。乡村建设便是这觉悟的产儿。”［#］（01 #)%）中国早期的思想精英们在不同程度上认识

到“革面”与“革心”要统一起来，为实现中华民族的富强与复兴，必须开启民智，振兴教育，弘扬民

主与科学。继新文化运动以后，平民主义教育、职业教育、实用主义教育、教育实验、教育独立等诸

多思潮融合在一起，形成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教育改革运动。这场运动的酝酿与发展不仅随中国当

时社会的政治背景及各种因素的变革而推移演变，而且还受国际教育大气候的影响，成为国际“新

教育运动”浪潮的一个组成部分。乡村教育思潮是这股浪潮中的一朵激越而亮丽的浪花。本文拟

对以黄炎培、陶行知、梁漱溟、晏阳初为代表的乡村教育思想及实验进行比较性的研究和再认识，以

期获得可供解决今天中国农村和农民教育问题的一些有益启示。

一、改造乡村、再造民族———相同的目的

黄炎培被认为是 !" 世纪初最早看到乡村教育重要性的第一人。#’!# 年，他在《农村教育牟言》

一文中指出：“今吾国学校，十之八九其所施皆城市教育也，虽然，全国国民之生活，属于城市为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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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抑属于乡村为多呼？吾敢十之八九属于乡村也。吾尝思之，吾国方盛倡普及教育，苟诚欲普及

也，思想十之八九当属于乡村。即其所设施十之八九，当属于乡村生活之教育。”［!］（"# $%）他认为，

中国是农业国，农民占人口的 &’( ) $’(，中国农民生活水平差，文化素质低，是影响中国走向富

强的主要障碍，因而，要使中国走向民主与科学，实现强国之梦，必须重视乡村教育，实施“改造乡

村、再造民族”之工程。对此，陶行知深有同感，他认为：“教育是国家万年根本大计”［%］（"# *$），“中

国以农立国，十之八九住在乡下，平民教育是到民间去的运动，就是到乡下去的运动”［+］（"#+$+）。

在黄炎培、陶行知等人的倡导下，一大批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放下架子，走出书斋，奔赴农村，

致力于乡村教育的实验，从事着伟大的乡村改造和乡村建设工作。他们的思想和行动演化成 !’ 世

纪初规模空前的乡村教育运动。其活动的开展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其一，成立不同形式的教育社

团作为组织机构，如黄炎培主持的中华职业教育社（,$,-）、陶行知主持的中华教育改进社（,$!,）、

晏阳初主持的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总会（,$!%）和梁漱溟创办的乡村建设研究院（,$!$）等；其二，创

办大量试验区，如黄炎培的江苏徐公桥农村改进试验区（,$!*）、陶行知的晓庄试验乡村师范学校

（,$!-）、晏阳初的河北定县乡村改进试验（,$!$）和梁漱溟的山东邹平试验区（,$%,）等，据《第二次

中国教育年鉴》统计，到 ,$%. 年，全国各地建立的各种乡村教育、乡村改进和乡村建设的实验区已

达 ,$% 处之多；其三，形成特色各异的乡村教育理念，如黄炎培把职业教育作为改进乡村的根本途

径，陶行知把乡村学校和教师当作改造乡村的核心和灵魂，晏阳初把平民教育与乡村改造结合起

来，以达“除文盲、做新民”之目的，梁漱溟则从文化伦理本位的高度谋求乡村整个建设的和谐与统

一。尽管他们的试验方法和教育理念互不相同，但都抱着一个共同的信念和追求，即通过乡村教育

达到“改造乡村、再造民族”之目的，最终实现民族复兴之大业。正如陶行知所说：“乡村教育关系三

万万四千万人民的幸福！办的好，能叫人民上天堂；办的不好，能叫人民下地狱。我们的教育同志

应有一个总反省，总忏悔，总自新。”［%］（"# &’）他曾立下宏愿：“我们的新使命，是要征集一百万个同

志，创设一百万所学校，改造一百万个乡村⋯⋯叫中国一个个乡村都有充分的新生命，合起来造成

中华民国的新生命。”［%］（"#&’）

二、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不同的手段

中国农村的贫穷、愚昧、落后，使人们都认识到乡村教育的重要性。由于从事乡村改造和建设

的有识之士来自不同的社会阶层，有着不同的政治、经济、文化背景，因而，他们在提出改造乡村的

方法和手段上也有着迥异的特色。

黄炎培早年就读于上海南洋公学特科班，经济实业思想较早在头脑中扎下根基，同时，他还深

受蔡元培爱国主义、民族主义和教育救国思想的影响。,$,+ 年，他以上海《申报》旅行记者的身份，

遍走皖、赣、浙、鲁、冀诸省进行教育考察，目睹了教育与生活、教育与劳动严重脱节的现象，这一切

为他的“职业教育救国论”提供了现实的根据。尤其是 ,$,. 年他参加了旅美实业团任随行记者，看

到美国职业教育的成绩，益觉我国教育亟需改革。顺应农民心理是黄炎培乡村教育思想的一大特

色，他主张用职业教育振兴中国农村，发展农村生产，改善农民生活。他曾直言不讳地说：“吾们认

为‘利之所在，民尽趋之。’只须把有利的事实给人家看，不怕人家不照办。”［!］（"#!,’）

陶行知抱着强烈的教育救国思想，把毕生精力奉献给改造中国的教育之中，真正做到了“鞠躬

尽瘁、死而后已”。曾留学美国的他，深受老师杜威的实用主义教育的影响，乡村教育思想中亦有着

浓厚的实用主义色彩。他的改造乡村的理论结构是：以乡村学校作为改造乡村生活的中心；以乡村

教师作为改造乡村生活的灵魂；以乡村自治作为改造乡村组织的保证。由于他把乡村改造的重任

寄托在学校和教师身上，认为培养足够的校长和教师，才是改造乡村、实现理想的关键，因而，他致



力于创办乡村师范学校，以便能让那些带着理想、激情、知识的青年教师奔赴各个乡村，去完成那

“普罗米修斯”般的神圣职责———建造中国乡村的“乌托邦”。

晏阳初因把毕生精力和心血献身于中国及国际的平民教育事业而荣膺“现代世界具有革命性伟

人”［!］（"#$%&）的称号。他自幼就是基督教徒，基督教的“博爱和平、舍身救人、造福人类”的教训在他心

灵上留下了烙印，同时也深受中国儒家“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民本思想的熏陶，其乡村教育理论的

思路是：通过“平民教育加乡村改造”，实现“除文盲、做新民”之目的。他从实际的农村调查出发，认为

中国农村问题虽千头万绪，但归根结底有四个病根：愚、贫、弱、私，他主张用“四大教育”（文艺教育、生

计教育、卫生教育、公民教育）加以攻克，并采用“三大方式”（学校式、生活式、家庭式）进行推动。晏阳

初乡村教育思想的一大重要特色就是“三发”原则：发现、发明、发扬———开发农民的智慧。他说：“我

要说世界最宝贵的财富是人，世界最宝贵的矿藏是‘脑矿’，最大的‘脑矿’在中国，中国农民蕴藏着无

穷伟力。我们搞平民教育与乡村改造，就是在开发‘脑矿’，开发民力。”［!］（"#$’(）

梁漱溟出身于“书香门第”、“仕宦之家”，自小受着传统文化的熏陶，有着深厚的儒家文化功底。

他认为，中国是一个“伦理本位、职业分途”［(］（"# !)%）的社会，人与人之间的伦理关系和血缘关系是

维系社会和谐的基本理念与结构。近代以来，由于西方的入侵，传统文化自身失其调和，破坏了伦

理本位的礼俗秩序，从而导致农村混乱。“中国的问题不是什么旁的问题，就是文化失调———严重

的文化失调”［(］（"#!*%），救治的“药方”要靠乡村建设，建起新的乡村文化礼俗，恢复伦理本位的社

会秩序。他认为，具体途径有二：其一，利用中国传统制度中的“乡规民约”形式，赋予文化以新的时

代内涵，使之成为自发产生、自愿维持、共同遵守的信条，从而达到改造和稳定乡村之目的，实现家

庭化、家族化、伦理化的和谐社会。“在中国必须发挥伦理关系，发挥义务观念。换句话说，就是以

中国的老道理为根本精神。”［*］（"#**(）其二，建立村学、乡学和乡农学校。“我们中国现在所急切需

要的就是要有团体组织，就是要在团体组织里去变，而求得团体组织之道。”［*］（"# **(）创立不同类

型的乡村学校就是建立团体组织的重要措施。

黄炎培、陶行知、晏阳初、梁漱溟有着不同的教育背景、社会阅历、意识形态观等，他们在医治中

国乡村“疾病”时所开的处方也各不相同，但有一点是一致的，那就是他们都把自己的教育思想付诸

于社会实践，都有一颗“救民于水火”的诚挚的心！

三、“大乡村教育观”———共同的教育理念

中国农村问题千头万绪，乡村改造是一项漫长而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 世纪 ’& 年代至 $&
年代的乡村教育家都从教育着手，采取不同的方法和手段从事乡村的改造工作，并且他们并不是把

目光仅仅局限在教育上，而是把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因素综合起来进行整体改造。

黄炎培把孔子的“富、庶、教”思想演变为“富教兼施”，且进一步走向“富、政、教合一”的“大职业

教育主义”。“救国之本在实业，实业之本在道德，教育者除脑力运用之外，而复以道德为依归，所谓

职业者，如是而已。”［)］（"#*$(）他认为乡村是一个整体，应该进行整体改进。!+’( 年前后，黄炎培提

出“划区施教”的农村职业教育思想，其目的就是在农村以区域为中心，而不是以学校为中心，施教

者兼顾该区的经济、卫生、交通、治安等问题，把它们和教育放在一起统筹解决。“方今教育上最大

问题，无过于学校与社会隔绝。教育自教育，生活自生活⋯⋯从此更进行扩大教育的范围，沟通生

活界线种种方法，而理想的教育，或者因之而实现。”［’］（"#’!,）

与黄炎培“划区施教”不同的是陶行知的“以学校为中心，以乡村教师为灵魂”的整体乡村改造

模式。他根据中国农村教育的现状，把老师杜威的“教育即生活”、“学校即社会”、“从做中学”思想，

演变为“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的教育原则。这里，陶行知不是在做文字游戏，



而是把整个教育的内涵和外延进行扩大化。他认为，乡村教育的生路“就是建设适合乡村实际生活

的活教育！⋯⋯活的乡村教育要教人生利，他要叫荒山成林，叫瘠地长五谷，他教人人都能自立、自

治、自卫。他要叫乡村变为西天乐园，村民都变为快乐的活神仙”［!］（"# $%）。这是一个多么富有诗

意的理想主义的“大教育观”！

晏阳初关于“四大教育”和“三大方式”相结合的乡村教育思想，更具现代社会“综合治理”的色

彩。“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在定县试验区的工作，是以整个农村生活为对象的，它把文艺、卫生、公

民和生计四种教育连锁扣合起来，成为整个的农村建设。”［!］（"# &’）实施“四大教育”的目的是使农

民成为具有知识力、生产力、强健力、团结力的“新民”，“三大方式”则发挥着教育的整体功能作用。

其开发中国农民“脑矿”的教育理念与仅把乡村教育看成识字教育的观念相比，更具有科学性和前

瞻性。晏阳初的乡村改造目标，就是为了实现政治、经济、教育、卫生、自卫、礼俗建设的整体进步，

达到复兴国家、振兴民族之目的。晏阳初重视社会教育的作用，采取多重教育的形式，是我们今天

从事社会综合治理时所应多加借鉴的。

梁漱溟认为，乡村建设是乡村被破坏而激起的乡村自救运动，是重建我们民族和社会的新组织

构造的运动。他说：“乡村建设，实非建设乡村，而意在整个中国社会之建设，或云一种建国运动。”

［(］（"#)*)）)%!) 年，梁漱溟在山东邹平开办了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研究乡村建设问题，培养乡村建

设人员，为寻求民族自救之路进行了艰苦的探索。其乡村建设的内容是通过建立“乡村组织”（乡

长、乡农学校、乡公所、乡民会议）以实现“新乡政”，解决农村教育及政治、经济建设三大问题。具体

途径是用乡农学校实现对农民的精神陶冶、自卫训练、生产劳动及知识教育等，以推进社会，组织农

村，达到“政教合一”之目的。

上述四位教育家关于乡村整体改造的具体设想及阶级性质各不相同，晏阳初和梁漱溟因其政

治倾向性问题，他们的乡村整体改造计划最终为国民党所利用，对其负面作用，我们应明确立场。

但就教育理念而言，笔者认为，他们的“大乡村教育观”中，也不同程度地体现出了现代教育所应具

有的先进理念和特色：一是教育地域的扩大，学校、课堂、田间、地头、工厂、车间、炕头等都可作教育

的场所；二是受教、从教人员的增加，男女老少、农民、教师、官员等既是受教对象，亦都可作施教人

员；三是教育内容的拓宽，读书、识字、乡政、自卫、农、工、商、贸等都是教育的内容；四是教育方式的

灵活，课堂教学、课后活动、乡规、民约、劳动、陶冶、示范等多重方式灵活运用。可以说，中国 +’ 世

纪初的乡村教育思想已初具现代终身教育的理念。

四、“改良”与“革命”———先觉者的困惑与反思

乡村教育运动经历了十几年风风雨雨，终因抗日战争的爆发和国内政局的动荡不堪而走向沉

寂，但代表着那个时代“社会的良心”的知识分子和教育家们，并没有停止对中国社会的拯救及农村

出路的探索。热潮平静下来之后，他们已开始从不同角度反思、总结这段乡村教育运动的得与失。

“以出家的精神做乡村工作”［&］（"#,,*）的梁漱溟，抛弃优越的都市生活来到乡村，欲以满腔热血和

激情“解救众生”，结果却遭到农民的冷遇，甚至反对，心中难免产生一种莫名的悲哀：“本来最理想的

乡村运动，是乡下人动，我们帮他们呐喊。退一步说，也应该是他想动，而我们领着他们动。现在完全

不是这样。现在是我们动，他们不动，他们不仅不动，甚至因为我们动，反来和我们闹得很不合适，几

乎让我们做不下去”。他也意识到自己未能代表时代的要求、乡村的要求，与农民处于对立地位，“走

上了一个站在政府一边来改造农民，而不是站在农民一边来改造政府的道路”［(］（"#($(）。

晏阳初以实现孙中山“必须唤醒民众”的遗愿为己任，认为从事“人的改造”是解决中国整个社会

的根本问题，希望从根本上提高民族整体素质。几十年乡村工作的实践使他感触颇深：“一个强加于



人民的计划，即使其出发点是为了人民的利益，也会满足不了其真正的需要而宣告失败。”［!］（"# $%&）

“积几十年经验，我们深深认识到，要使自己乡村的改造事业取得成功，非要和农民打成一片不可，非

要向农民学习不可。”［!］（"#$’%）’( 世纪 )( 年代，晏阳初两度重游 &( 年前开展乡村建设实验的定县翟

城村，看到中国农村翻天覆地的变化，感叹道：“定县是中国农村的一个缩影，它使我看到了中国的前

途与希望。我很赞赏老百姓讲的两句话：是毛泽东领导我们翻了身，是邓小平带领我们走上富裕路。”

［!］（"#*!’）也许直到此时，他才对“改良”与“革命”的真正作用有了更清晰的认识。

黄炎培一心想在动乱的时局中走出一条实业救国的道路，但政治斗争的残酷性和现实性使他

根本没有机会走通这条路。他曾十分感慨地说：“良以我们没有政权，赤手空拳地改良社会，除掉根

据一点热诚所发出的情感，还有什么武器可以利用。⋯⋯不过照此干法，时间总需长些，区域总需

小些。如果有了政权，一切当然痛快干去。”［+］（"# ’+$）!+)’ 年，黄炎培在回顾这段岁月时自叹道：

“现在看来，我的这些做法只能说是改良主义的尝试。”［!(］（"#))）

陶行知的村治主张充满民主进步色彩，有的还近似空想主义。!+’) 年，在第一次教育工作会议

上，他曾提出这样三条规则：（!）每个实验社会，对内对外应有完全主张；（’）每个实验社会，应严守中

立；（$）每个实验社会的实验期暂定一百年，但不得延长［!!］（"#!’(）。然而这仅是他的一厢情愿。且不

说这些主张能否得到政府的同意，就连他从事乡村教育实验的晓庄师范也遭到封闭，自己落得亡命天

涯的结局。他后来反思道：“我承认大众文化的普及，是要等到整个政治变成大众的政治。但是大众

的政治不是凭空从天上掉下来的，他是要靠大众继续不断的努力才实现。”［!’］（"#!&!）

’( 年代至 $( 年代的教育家怀着强烈的爱国心，以牧师布道般的精神从事着乡村工作实验，但

在中国农村社会的汪洋大海中，想通过几个试验区改造来改变中国的命运，其可能性之小，是不难

想像的。这种尝试就如 !+ 世纪欧文想在资本主义的汪洋大海中建立起一座社会主义的孤岛一般。

“中国知识分子向以代言人自居，从‘代圣贤立言’到代人民立言，从文以载道到文化启蒙，永远摆脱

不了思想优势的自恋心态。知识分子总是在考虑如何引导人类按自己预设的道路前进，总是在想

自己与大众有什么不同，以及如何做才能显出不同，却没有人去思考启蒙者与被启蒙者有什么共同

之处。”［!$］（"#*%）’( 年代至 $( 年代的乡村教育家虽然在不同程度上已认识到这一点，但他们并没

有彻底摆脱这一“救世主”的心态，当然他们“在黑暗中以爝火荧光探照自己的去路，终究比安于现

状无所用心要好。科学发明是通过试验取得的，社会改造也有待于试验来推广”［!*］（"#!(+）。

五、借鉴与启示

中国是一个农业国，)(,人口在农村，农业、农村、农民问题始终是我国经济发展和现代化建设

中关系全局的根本问题。毛泽东同志曾指出：“农民———这是现阶段中国文化运动的主要对象。所

谓扫除文盲，所谓普及教育，所谓大众文艺，所谓国民卫生，离开了三亿六千万农民，岂非大半成了

空话？”［!%］（"#!(-)）目前，我国正在从事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教育建设，其重点和难点仍在

农村。江泽民同志在 !+++ 年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曾强调指出：“特别是要高度重视发展农村教

育事业，我国 !’ 亿人口中，+ 亿在农村。广大农村人口能否接受良好的教育，是一个直接关系到农

村实现小康和现代化的大问题。”从 ’( 世纪初到 ’( 世纪末，我们一直在致力于解决农村及其教育

问题，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仍有许多问题亟需解决。前事不忘，后事之师。通过对 ’( 年代至 $(
年代乡村教育运动及乡村教育家思想与实践的再认识，我们获得了这样的一些启示和借鉴。

（一）理论、实践与激情的融合，造就出一代伟大的教育家

中国 ’( 年代至 $( 年代可谓是教育家群星璀璨的时代，黄炎培、晏阳初、梁漱溟、陶行知便是其



中的杰出代表。在对 !" 世纪 !" 年代至 #" 年代教育家群体的比较研究中，可以看出有这样几种因

素促成他们成为一代伟大的教育家：其一，有着自己特色的教育理念；其二，亲身从事教育实验

（践）；其三，具有强烈的献身乡村教育事业的激情。黄炎培、晏阳初、梁漱溟、陶行知等都以“出家入

佛”的精神从事乡村教育工作，毛泽东亦对这种“以宗教家的精神努力平教运动，深致敬佩！”［$］

（%&’""）他们忧国忧民，悲天悯人，都有“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的无私奉献精神。爱默生说，

“无热诚即无伟大”，正是这种对人民的无限热诚及对教育的无私奉献，造就了一代伟大的教育家。

当代中国教育界有许多著名的专家学者，或著书立说，构建了博大精深的教育理论体系；或投身

教育改革实践，为中国教育事业的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或默默耕耘讲坛几十载，教书育人，无私地奉

献着自己的一生⋯⋯但他们或许少有机会集理论、实践、激情于一身。正如吴康宁先生所言：“凡是真

正有作为的教育思想家所提出的教育取向，无不伴有实现这些取向的相应的技术路径，无不具有这些

教育家所亲身经历的亲自设计、亲自指挥的教育实践，或教育实验的支撑。”［$(］（%&)#）!$ 世纪的中国农

村也正在迫切地呼唤着一大批既具有丰富理论知识、又富有激情的教育家，能把自己的理论与激情奉

献于中国的农村教育实践，去完成那 !" 世纪初乡村教育家们未竟的伟大事业。

（二）从“教育救国”到“科教兴国”

!" 世纪初，中国外受帝国主义的侵略掠夺，内受封建军阀的凌辱欺压，天灾兵祸，民不聊生，国

家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边缘。一大批仁人志士怀着强烈的爱国热情，在不断地追寻、探索救国救民

之路，以黄炎培、晏阳初、梁漱溟、陶行知为代表的众多知识分子走上“教育救国”的道路，也是历史

的必然。梁漱溟曾说：“我们与其说乡村建设运动是人为的，真不若说是自然而然的；我们与其说乡

村建设运动倡导于我，不如说是历史的决定。我亦是被历史决定的，所以我亦料不到我自己啊。”

［)］（%&#’）当时，中国正处在一个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的过渡时期，外无独立的国家主权，内

无民族自由平等，一个真正的中华民族的国家还没有完全建立。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是“无‘国’

可救”。这不仅是乡村教育家的遗憾，也是历史的遗憾！历史学家陈旭麓先生说得好：“面对极端反

动腐朽的统治，许多知识分子还没有找到或不认识马克思主义，从爱国主义出发，囿于自己的经历，

以目代纲地各自提出实业、科学、教育救国，虽然救不了国，多数还是出于不甘自弃的好心。要是把

他们放在改造社会的总纲之下，忠诚地从事实业、科学、教育等事业，在任何时候对社会都是有益

的。我们社会里可惜这样的人太少了。”［$’］（%&$"*）每一个有理智的人都不会苛求：让梁漱溟拿起枪

来，让晏阳初去参加游击队。因为“一个真正的战士，只能改变武器使用的方向，而决不会轻易放下

武器。鲁迅的文艺救国如此，李四光的科学救国如此，陶行知的教育救国也如此。”［$+］（%&!)!）

教育的社会功能是客观存在的，这一功能能否正常且正确地发挥，必须依托一定社会政治、经

济、文化体制的确立。中国革命的历史现实告诉我们，单纯的、疾风暴雨式的“革命”并不能使中国

迅速走上富强之路，“辛亥革命”如此，新中国成立后的土地改革、农业合作化、大跃进以及“文化大

革命”的结果也都向我们证明了这一点。邓小平同志十分重视教育在社会历史发展进程中的重要

作用，$,+* 年，他刚一复出就自荐抓教育，他指出：“从长远看，要注意教育和科学技术。否则，我们

已经耽误了二十年，影响了发展，还要再耽误二十年，后果不堪设想。”［$*］（%&!+’）这位睿智的老人站

在历史长远发展的高度，自 !" 世纪 +" 年代末到 ," 年代初，都在不断地强调依靠教育和科技进行

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性。他的论断为提出和实施“科教兴国”战略构筑了重要的理论基础。$,,# 年，

国务院颁发的《中国教育改革发展纲要》提出，“必须坚持把教育科技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

$,,( 年，全国人大八届四次会议把“科教兴国”定为我国的基本国策。如果说，!" 世纪初的“教育救

国”因缺乏必要的社会政治经济基础，救国云云只是一种奢望的话，那么，今天的“科教兴国”则是建

立在现代化大生产发展基础上的必然需要。从“教育救国”演进到“科教兴国”，是 !" 世纪先进的中



国人探索强国复兴道路的必然历史进程，是“中国教育的社会价值观从主观到客观，由梦想到现实

的艰难转换过程”［!"］（#$%&）。“科教兴国”方略必将给中国的农村及乡村教育带来新的景象。

（三）从“乡村改造”到“农村教育综合改革”

教育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是无法摆脱社会政治经济制约的，乡村教育运动要想摆脱当时社

会客观现实的束缚也是不可能的。我国 ’& 年代至 (& 年代的乡村教育家也已认识到这一点，他们

在从事乡村改造时都曾在不同程度上依附于不同的政治派别、社会团体或国际支持，但在一个时局

动荡不堪的年代里，任何一个政治团体和社会力量都无法给教育一个稳定而长久的支持。正如黄

炎培所感叹的那样，若有了政权，便可痛快干下去。但有了政权的支撑，是否就能一切按照预先设

定的理想蓝图“痛快干下去”？建国后的农村“土地改革”和“合作化”、“公社化”运动已给我们作出

了历史性的回答。近百年来，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和革命家对中国农村的发展道路进行了诸多积

极而可贵的探索，给我们留下了许多宝贵的理论和实践财富，这些都是值得我们珍视的。梁漱溟早

在八十多年前就认为，乡村建设运动离不开教育，运动的本身就是一项教育工程。“所谓中国社会

改造问题，自一面言之，其义实即如何企及现代文明之问题。”［’&］（#$ )&!）他曾一语道破中国的问题

归根到底是一个如何使中国融入世界性现代文明体系的问题。

几千年的传统文化精神和道德价值观不仅流溢于我们的肌肤，更渗透于我们的血管和骨髓，疾

风暴雨式的“革命”换来的必是如鲁迅先生笔下的“阿 *”那样，“割了辫子，便也自称是革命者了”。

对待中国的传统文化，彻底否定或肯定都是不科学的，更不符合马克思主义观。在社会转型的重要

时期，如果我们缺乏正确对待传统思想文化的态度和方法，必将导致在追求现代化的过程中，传统

文化无法发挥其应用的作用，进而直接影响现代性本身的落实，制约我国现代化的进程。中国的农

村地域辽阔，文化差异悬殊，特色各异，都有着几千年的历史积淀。如何继承并发扬我国传统文化

的优势，使之朝着有自己特色的现代化方向发展，是中国农村教育现代化所面临的重要课题。

党和国家十分重视农村的改革和发展，!"%+ 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的发布，

是农村教育综合改革的发端。!"%, 年，国家教委决定在河北建立农村贫困地区教育综合改革试验

区。自 !"%" 年以来，全国已确立 !!- 个国家教育改革实验县。可以说，今天的“农村教育综合改

革”是昔日“乡村改造运动”的历史演进，’& 世纪 ’& 年代至 (& 年代乡村教育家在乡村改造中所得出

的经验和教训，仍值得我们吸取和借鉴。与 ’& 世纪初的“乡村改造”相比，今天的“农村教育综合改

革”有着强有力而稳定的政治经济支持。但历史事实已无数次地证明，仅仅依靠行政杠杆根本撬不

动中国农村这块巨石。要使中国农村走上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道路，我们必须努力提高农民的文

化水平和整体素质，恢复起农村社会原有的自组织能力，激发起农民身上自有的活力与激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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