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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书

人物简介

晏阳初（１８９０－１９９０），又名兴复、遇春、云霖，四川巴

中人。他不仅是我国著名的社会学家、教育家，也是在国

际上享有盛誉的平民教育理论和实践家。他毕生从事平

民教育事业，几十年如一日献身于我国及广大第三世界国

家的平民教育改造工作，参与并指导了中国和广大发展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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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的乡村改造活动，取得了巨大成就，其平民教育思想

至今仍在第三世界国家广泛采用。１９４３年，晏阳初与爱

因斯坦、杜威等一道被西方学界评为“现代世界最具革命

性贡献的十大伟人”。１９９０年，晏阳初走完了他的人生历

程，在纽约逝世。国际舆论界盛赞他为“世界平民教育之

父”、“在世界黑暗之处点燃了一盏明灯”。这位独具东方

异彩的“教育之星”用一生的奋斗实现了“今生今世，我一

不做官，二不发财，要把自己的生命奉献给劳苦大众的教

育事业……”其主要著作有《平民教育概论》、《农村运动的

使命》、《十年来的中国》等，其教育思想大多收录在《晏阳

初文集》和《晏阳初全集》（第一卷）中。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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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民教育思想

平民主义

农民需“知中国”

晏阳初认为，欲“救中国”，首先要让农民“知中国”。

他指出：农民需要“知中国”，中国若不被知，肯定就不可能

被救，所以当务之急就是要中国被知，被谁知，当然是被作

为国民大多数的农民知。

晏阳初上述思想的成因主要有三点：一为儒家的民本

思想，一为基督教士的传教精神，一为四海之民间疾苦。

事实上，晏阳初的乡村教育思想完全是上述三种思想的一

种大合成，前后两种思想的影响是直接导致他把自己的行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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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目标锁定为苦难深重的农村，而第二点传教士精神的影

响则构成了晏阳初从事乡村教育的实践原则和执着精神，

这两种品质历来为中国知识份子所少有，但在晏阳初那

里，这种品质却自然而然地融合进了他的不朽人格。在今

日之中国，这种纯粹的人格仍然非常值得人仰慕和临摹。

同是乡村教育派的梁漱溟在回顾同代人特征的时候曾有

过这样的评价，他说他们那一代人心中普遍有着两个不能

释怀的命题，一个是真理，一个是中国。显然，晏阳初就是

那种对真理和中国难以释怀的一代人之中的典型代表，只

不过他把探索之路引向了自己虔诚笃信了一生的平民

教育。

晏阳初所处时代的中国农村处于一种极度封闭的状

态中，封闭的直接结果就是导致当时的农民极度愚昧和贫

穷，这一点从当时摄制的照片中就能感受到，照片中农人

凝滞呆板的眼神就是最好的证明；而且当时政府管理体系

的触角并不曾延伸至基层农村。晏阳初由此得出农村愚

昧贫穷的根源是农民没有知识的结果。同时，他根据自己

在法国工作的经历，深信农民没有知识的原因不是他们先

天愚笨，而是后天缺乏教育。他认为，哪怕愚顽之人在经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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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教育之后也会被激发出强大的能力。据此，晏阳初又进

一步推论，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国民绝大多数都是农民，

农民贫穷落后也导致了中国的贫穷落后，解决中国的问题

必须首先接近农村问题，如何接近农村问题，当然就是进

行乡村教育。

开发“脑矿”

“脑矿”一词是晏阳初的一个大发现，也是一大创造，

它比什么“金矿”、“银矿”都重要。晏阳初在一战时为在法

国战场上当“苦力”的中国东北、华北招募去的华工当翻译

的过程中，发现了中国有一个巨大的“脑矿”。

１９１８年，晏阳初毕业于美国耶鲁大学。第二天，他就

应募以教育秘书的身份远涉重洋去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期

的法国战场，为在那里的二十多万华工服务，当翻译。那

时战争快结束了，华工思念祖国、家乡和亲人，但是他们不

识字，不会写算，要通信就由晏阳初代他们写。晏阳初目

睹华工被美国、英国、法国的官兵瞧不起，称华工为“苦

力”。就是这些“苦力”，在战场上很勇敢。挖战壕、救伤

员，其中有几千人受到了表彰，表现了中华民族勇敢、坚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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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沉着的献身精神，获得了如铁十字等各种勋章。他们

并不“笨”，并不比外国人差，只是他们没有机会接受教育

而已。晏阳初想起“人人皆以为尧舜”的道理，重视和尊重

他们。他意识到应该把知识教给他们，使他们也能像他一

样写算和认识中国的文字。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他征得

在法勤工俭学的李石增的支持，为华工办起了“识字班”，

亲自选择中国简易文字，用白话文形式编写了《华工周

报》。经过三个多月每晚一小时的学习，其中有４０多名华

工学习较好，获得了识字班毕业证书。晏阳初曾收到法国

战场上的一封来信，信中称晏阳初为“先生大人”，说：“你

自办报以来，天下事我都知道了，但你的报太便宜，恐怕以

后不久会关门，我愿把战争中存下的三百六十五个法郎捐

给你办报。”这件事对晏阳初思想震动很大，使他认识到中

国人并不笨，他们所缺乏的不是“救济”，而是“发扬”，他们

不是不可教，而是无教。这二十万华工代表了占四亿中国

人的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劳苦大众，他们是中国未来的

希望。

过去一般士大夫阶层都认为，普通老百姓属于所谓

“下等”阶层，这些人绝大多数都住在农村，他们没有受教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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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的资格，只能做工当“苦力”，他们“不可教”。但晏阳初

在办华工识字班的过程中深刻认识到，所谓的“苦力”，他

们不在于苦力的“苦”，而在于“苦力”的潜在力，只要发掘

出来，就会产生无穷无尽的力量。１９８５年９月，晏阳初在

阔别四十多年后回到了自己的祖国，他在成都地区原乡村

建设学院校友会欢迎会上深有感触地说：我有一个发现，

“即三四千年来所未发现的，我发现了‘苦力’的力”。他还

说：“在六十年前，我发现了一个新人物，这个新人就是‘苦

力’”。“是‘苦力’教训了我。我不但发现了‘苦力’的苦，

还发现了‘苦力’的力，‘苦力’的潜伏力。他们最需要的不

是救济，而是发扬———发扬他们的潜伏力。五十年前回到

中国，生意人知道开金矿银矿的重要，忘记了脑矿。世界

上最大的脑矿在中国。我们中国一般知识分子没有这个

知觉，……几亿中国农民穷在什么地方？为何穷得没饭

吃？便是没有发现‘苦力’的力，没有发现他们的潜伏力，

所以埋没了他们。许多中国的像林肯、爱迪生、杜威这样

的英雄豪杰被埋没了。考古学家发现了‘北京人’，那是若

干万年的死人，我们发现的是活人，是这世界上有史以来

的最大发现。”他认为，中国人口的三分之二是“苦力”，世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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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上三分之二的人都是“苦力”，整个非洲、中美洲、亚洲百

分之九十以上皆是苦力。发现这个“苦力”的“力”之后，晏

阳初就决定了他一生的志向和事业，他说：“我当时发现了

苦力的力，我从此有了志愿，回到中国不发财，不升官，我

找到了这个大矿。”并且一生要努力开发这个“人矿”、“脑

矿”。

倡导“平民主义”，主张民众本位

“平民主义”是晏阳初平民教育思想中的重要组成部

分，是其进行定县实验的理论基础。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

之所以称为平民教育而非其他，根本原因即在于此。这与

晏阳初受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影响有着密切地联系。

他从１３岁起即在国内西学堂求学，后又赴美深造，学习政

治经济学及历史，对西方资产阶级的思想理论如“民有”、

“民享”、“民治”等有较深刻的理解和认识。晏阳初认为，

“平民”并非指一般意义上的百姓，而应解释为平等的公

民，即所有公民一律平等。“因为无人不是平民，所以平民

无阶级之分，他是包括了人民的各类型。我们可以说都是

平民，就是那些自命为达官贵人，也不能不承认他是平民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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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所以平民教育运动，就是全民的教育运动”。晏阳初指

出，当时的中国，“大多数民众因为知识能力较低，什么事

情都不能和少数知识阶级的人享受同等的幸福”，所以要

大力推行平民教育，增进大多数民众的知能，消除不平等

现象，实现人人平等的天赋人权。

晏阳初还主张民众本位。所谓民众本位，就是“凡是

不以人民为本位的，都是要不得的，没有用的”。他认为

“民为邦本，本固邦宁”，民众程度的高低关系国家的强弱，

本不固，则邦不宁。民本思想是儒家政治思想的重要组成

部分，晏阳初一生深受其影响。他多次强调：“先圣先贤留

给我们的古训中有一条叫做‘民为邦本，本固邦宁’。人民

是国家的根本，本不固则邦不宁。这虽是几千年前的老

话，但它却是历千年而不朽的真理。人民是国家的根本，

要建国，先要建民；要强国，先要强民；要富国，先要富民。

世界上无论任何国家，都是一样，从来没有哪一个国家，是

国势强大而人民衰弱与人民贫困。”但是，“吾国男女人民

号称四万万，估计起来，至少就有大多数一个大字不识，像

这样有眼不会识字的瞎民，怎能算做一健全的国民而监督

政府呢？怎会不受一般政客官僚野心家的摧残蹂躏呢？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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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既不固，‘邦’又何能宁呢？”所以必须以民众为本位，

一切从“民本”出发，立足于四万万人民大众，只有如此才

能拯救中国，消除中华民族的内忧外患。

追求“中国化”的教育

晏阳初认为，实施平民教育运动必需先做彻底的研

究，了解农民的需要和愿望，不能盲目仿古和搬用外国教

育模式。他所奉行的宗旨是，中国的教育必须结合中国的

实际，一切国外的先进科学都必须有一个“中国化”的过

程。他认为，中国人必须先知中国，然后才能救中国。

１９２６年４月，他在《“平民“的公民教育之我见》一文中指

出，对于教育，要适合我国的情况，要有中国的特色。

这种观念的形成源于他对中国近代教育改革的深入

剖析及理性反思。晏阳初分析了近代中国教育的发展历

史，认为清末以来数十年的教育制度与内容，“无非东抄西

袭，不合国情，不切需要”，所以不能完成“造人”的使命。

他指出现在所谓“新教育”，并不是新的产物，完全是从东

西洋抄袭来的东西。过去一般留学的青年回国后不根据

中国的情况，只知道奴隶式地照搬照抄别人那一套：日本
·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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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学生回国，模仿办日本式的教育，英美留学生回国，模仿

办英美式的教育。但是，“各国教育，有各国的制度和精

神，各有它的空间性和时间性”，如果脱离时空条件，漠视

中国国情，一味模仿外国，“照样画葫芦”，就“好像一个人

害病，不问他的病源，任意给他吃药，一定要弄坏的，所以

教育办了几十年，对于中国本身没有发生什么好的影响”，

成效甚小。但他并不反对外国好的东西，认为对于外国的

东西亦可引为参考，以期适应世界的潮流。同时还指出必

须彻底研究本国的历史文化环境，以求得公民教育的根

据。他进而强调，学习外国时不能东拼西凑，而应从实际

需要出发，主动选择，融会中西学问，创造一种中国式的新

教育。为此，中国知识界“就要先认识中国情形，认识社会

情形，亲自到社会里去体验”，既不仿古，也不仿欧，自尊自

信，走自己的路，“创造一种中国教育，用中国药来医治中

国病”。譬如生计教育，晏阳初强调，在今日中国情形之

下，最注重的是根据一般平民生活的程度和经济能力的大

小，一面研究，一面实验，来改进固有的农艺工艺，如此方

能适应今日平民的需要，方有改进平民生计的可能。“若

徒高谈外国的法门，照样画葫芦的去办，一定是有弊无利
·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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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又如卫生教育，晏阳初也强调，“我们有西方经验借

鉴，失败的我们避免，成功的我们吸取，这是典型的敝会研

究中国问题的方法。我们不愿意死搬西方的经验，也不想

依附本国的传统，或是两者的折中，而是要吸取两者精华，

制定出适应当前国情的建设计划”。再如公民教育，务求

所实施的“为真正中国的公民教育，不是由它国模仿来的

公民教育”，“有外国的历史文化和环境，而后产生出它特

有的公民教育。有我国的历史文化和环境，亦当有我国所

特有的公民教育，方能适应我国的需要。要知道什么是中

国的公民教育，非有实地的彻底的研究不可”。总之，“我

们不要今天抄美国的一套，明天抄德国的一套，后一天再

换一套法国的，我们要自己一拳一腿、一点一滴地去开辟，

去创造”。

正是基于以上认识，他回国后积极进行社会调查，亲

自到民间进行实验，游历１９个省，调查中国平民教育现

状，经过一年多的研究和探索，总结出一套适合中国国情

的“平民教育”计划和方案。

晏阳初批评中国近代教育盲目抄袭外国、一味模仿的

流弊，倡导发展教育应符合国情，勇于独创，表达了他对中
·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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