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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 论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袁 野三农冶 问题备受关注袁 中国农村研

究在国内外学术界逐渐升温袁 学者们普遍认为袁 深入剖析中国

农村是研究中国现代化问题的症结和要害所在遥 作为农业大国袁
农村社会的诸多问题在历史上长期存在尧 久难突破袁 而今中国

农村的社会现状和发展取向究竟怎样不仅只有学术研究的意义

和价值袁 而且还具有直面农村社会现实与问题的实践意义遥
作为农业人口大国袁 农村的发展和稳定直接决定着整个社

会的发展和稳定袁 正如塞缪尔窑亨廷顿在论及发展中国家政治稳

定时所言 野农村的作用是个变数袁 它不是稳定的根源袁 就是革

命的根源冶遥
在新的社会形势下袁 中国农村社会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遥

农村义务教育逐渐普及袁 农民的科学文化素质逐渐提高曰 农业

科技的推广和应用尧 农村产业结构的调整使传统农业正在向现

代农业转变曰 乡城间的人口流动规模越来越大袁 青年农民外出

打工袁 改变了农村家庭内部原有的代际关系曰 家庭结构逐渐小

型化袁 传统的家庭养老难以满足老年人的养老需求曰 公共品供

给制度无论从供给主体还是筹资模式均发生了较大的变化遥
本书的主体部分包括八章院
第一章 农村教育的发展遥 将简单介绍农村教育发展的历

史演变袁 重点介绍改革开放后国家教育政策尧 发展现状及存在

的问题遥
第二章 科技进入与传统农业的改造遥 在对传统农业与现

绪 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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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农业比较的基础上袁 论述了传统农业改造的必然性以及现代

农业发展的影响因素遥 科学技术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要

推动力量袁 在农村物质文明尧 精神文明及政治文明和生态文明

建设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遥
第三章 农村娱乐方式的变化遥 伴随着农村生产方式尧 生

活方式的变化袁 农村的娱乐方式也发生了较大的变化袁 在呈像

上来看袁 这种变化与农民的生产和生活方式的调整息息相关袁
是一种自然而然的转变过程遥

第四章 农村社会交往的变迁遥 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袁 社会

交往的手段尧 空间尧 规则尧 观念和方式都有着较为显著的差别遥
本文重点从交往对象尧 交往媒介尧 交往观念等三个方面介绍了

这种变化遥
第五章 择偶与婚姻遥 农村社会的变迁对农民的择偶及婚

姻观念产生了较大的影响袁 其变化的特点可以概括为院 从传统

向现代的转变曰 从封闭向开放的转变曰 从一元向多元的转变遥
第六章 家庭遥 本章主要介绍了家庭结构的变化尧 功能的

变迁及代际关系的改变袁 这些变化对农村传统的家庭养老形成

巨大的冲击遥 农村社会中传统的人文价值观念正在逐渐消退袁
村庄边界的开放使得村社集体舆论力量式微曰 家庭结构逐渐小

型化尧 核心化袁 农村人口老龄化加剧尧 代际之间的空间距离不

断扩大袁 亲子关系逐渐淡化等等袁 农村传统的家庭养老正在遭

遇前所未有的挑战遥
第七章 农村民间信仰的变迁遥 从性质上看袁 民间信仰不

属于宗教袁 官方对待它的态度及所制定的各项宗教政策袁 直接

影响和决定了民间信仰的发展和变迁遥
第八章 农村公共品供给制度的变化遥 本章以农村税费改

革为界袁 分别对两个不同时期的农村公共品供给制度进行对比

和分析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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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附录部分由 2 个个案组成袁 分别是 叶城乡居民社会养

老保险参保决策影响因素调查研究要要要以河北省 N 县为例曳 和

叶农村居民养老模式选择意愿的实证分析-基于对河北省 X 县的

问卷调查曳遥 前者主要调查影响城乡居民参保的因素袁 在此基础

上提出了提高参保率及缴费档次的建议和对策曰 后者主要是就

某县农村居民的养老意愿进行的实证研究遥 通过调查发现袁 近

70%的农村老年人仍倾向于家庭养老遥 因此袁 在农村社会养老保

险水平较低尧 社区养老服务欠缺的情况下袁 家庭养老仍是大多

数老年人的选择遥

绪 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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淤于周志毅院 叶传统尧 理想与现实的变奏要要要20 世纪 20尧 30 年代中国农村教
育的变迁曳袁 载 叶杭州师范学院学报曳 1999 年第 2 期遥

第一章 农村教育的发展

农村教育历来都是一个值得人们思考和讨论的话题遥 无论

追溯到什么时期袁 只要一谈到农村社会尧 农村生活等问题的时

候袁 都免不了要考虑到教育遥 农村教育作为农村社会变迁中的

一环袁 在近代中国和现代中国农村的文化演进中发挥了十分重

要的作用遥 近代农村教育的探索尧 建国后农村教育的起步尧 文

革十年教育的停滞和倒退尧 改革开放后农村教育的重建等事件

都和不同时期的农村文化相契合遥 本章以近现代农村教育发展

为主线袁 通过对不同时期农村教育发展情况的描述来体现近现

代农村社会变迁中的文化演进与冲突遥
第一节 近代农村教育发展

20 世纪 20 年代后期兴起的农村教育运动袁 试图建立一种

适合中国农村实际的农村教育制度袁 而不是拥有西方的以城市

为重心的现代教育模式遥 这场运动对农村传统教育的许多弊端

提出了革命性挑战袁 并在实验区里取得了较大的成果遥 淤 在这

一时期袁 农村教育运动开展的如火如荼袁 其形式多样尧 内容广

泛尧 影响深远遥 虽然与现在的农村教育理念及实践活动存在诸

多差异袁 但其试图通过教育改善农村贫困落后面貌袁 实现富国

强民的目的是共通的遥 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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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尧 近代农村教育活动发起的缘由

但凡任何事袁 分析其原因都有其主观与客观之分遥 近代的

农村教育亦是如此袁 并且其客观原因也是近代农村教育和现代

农村教育不同的一大根源所在遥 近代的农村教育在新文化运动

以后袁 就变得一发不可收拾袁 受到民主和科学等思潮的影响袁
一些知识分子结合中国国情 渊中国作为农业国冤袁 敏锐地感觉到

当前中国农民的贫弱和农村教育的困顿袁 于是纷纷提倡乡村教

育遥 作为新中国农村教育起步和发展的重要阶段袁 近代农村教

育发展不仅有着深刻的历史尧 现实意义袁 还有着其必须发展的

原因所在袁 这就不能不提到近代中国特殊的外部环境袁 可以说袁
近代农村教育的起步在很大程度上是被 野逼冶 出来的遥

渊一冤 内忧外患袁 民族危机四伏

近代中国战争连绵不断袁 自 1840 年鸦片战争到中华人民共

和国建立这段时间里袁 中国的炮火声就从来没有间断过遥 外有

列强侵扰袁 内有军阀割据遥 从鸦片战争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

这一百多年的时间里袁 由于政局不稳导致了战争频发遥 除此以

外袁 人民群众还受到了帝国主义尧 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

座大山的压迫袁 生活极端贫困袁 民不聊生遥
渊二冤 多重压迫袁 农村社会衰败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里袁 中国始终都

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状态袁 由于战争的频繁发生和外国资

本主义与本国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袁 我国农村贫困落后尧 农民愚

昧无知袁 在这种情况下袁 教育农民尧 改善农村显得尤为重要遥
渊三冤 人才缺乏袁 农村教育受阻

洋务运动以来袁 虽然有一些新式学堂在不断创办袁 但由于

其规模小尧 数量少尧 设施差尧 人员冗杂等原因袁 这些学堂始终

没有发展起来遥 在当时的中国袁 农村地区一向不受重视袁 即便

这些学堂能够发展起来袁 有足够的影响力袁 也不会在很大程度

第一章 农村教育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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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改变农村贫困落后的面貌袁 这在一定程度上为后来农村的衰

败埋下了伏笔袁 但也成为新文化运动后知识分子在农村开展乡

村教育运动的原动力遥
渊四冤 国外先进思想的传入

当时的一些教育家如黄炎培尧 晏阳初尧 陶行知等人纷纷走

出国门袁 学习欧美的先进的教育理念和教学模式遥 黄炎培曾经

对中国教育政策做出过如下回答院 应充分发挥民主精神曰 应普

及全民教育曰 教育应与人民生活结合曰 应注重实用科学遥 除此

以外袁 一些国外知名学者如罗素尧 杜威尧 克伯屈等人也来华进

行宣传遥 淤 另外袁 五四运动以及新文化运动的开展也为外国先进

教育思想的传入提供了一个有利的契机遥 西方的民主尧 科学思

潮袁 马克思主义理论以及其他学派关于教育的观点也都纷纷传

入中国遥
渊五冤 中国传统思想的影响

无论是知名学者还是普通百姓袁 在当时的那个年代袁 受到

儒家思想的影响要远远大于外来其他思想的影响遥 中国作为一

个农业国袁 农民占了绝大多数袁 其他一些阶级如士尧 工尧 商也

基本上是由农民这个阶层演变而来的袁 可以说袁 在当时的中国袁
农民阶层是一个最为基础的阶层遥 受到这一国情的影响袁 梁漱

溟尧 黄炎培等教育人士开始重视农村教育并且逐渐发展乡农学

校遥
渊六冤 社会团体的支持和帮助

首先是众多学者尧 知识分子的倡导遥 野同劳动阶级打成一

片冶袁 野把现代的文明袁 从根底输到社会里面遥冶 于 李大钊曾以此

号召知识分子去开发农村袁 用教育解除农民的痛苦和愚昧遥 陶

行知也曾就民主与教育的关系发表过如下观点院 野民主教育是

淤江问渔院 叶农村改进与农村教育曳袁 载 叶中华教育界曳 1934 年第 4 期遥
于 叶李大钊选集曳袁 人民出版社 1959 年版袁 第 67 页遥
6窑 窑



教人做主人袁 做自己的主人袁 做国家的主人袁 做世界的主人袁
噎噎民主教育是人民的教育袁 人民办的教育袁 为人民自己幸福

而办的教育遥冶 淤众多学者的身体力行为近代教育事业的发展奉

献了自己的力量遥
其次是教育团体的蓬勃发展遥 1917 年 5 月袁 中华职业教育

社成立曰 1921 年 12 月袁 中华教育改进社成立曰 1923 年 8 月袁
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总会成立噎噎于一系列的教育团体不断成立

和发展且都十分注重教育的实用性尧 普及化和平民化袁 并且逐

渐将研究的焦点转向苦难的乡村尧 农民和农村教育袁 因而使得

农村教育的发展指日可待遥
最后则是一些权威机构和部门的支持遥 可以想象袁 如果没

有这些部门的支持袁 那么农村教育是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在那个

战火纷飞的时代有所发展的遥 20 世纪初的中国袁 全国城乡到处

都是 野城市买办阶级和乡村豪绅阶级的统治冶 盂袁 北洋政府和国

民党掌握着近代中国大部分时间的政权袁 尽管这两个政府在当

时并不受到人们的爱戴袁 但是如果没有它们袁 没有里面的一些

身居高位但志存救国救民的仁人志士的话袁 农村教育是决计不

会得到发展的遥 黄炎培曾经作为江苏省都督府的教育司长进行

过教育活动曰 蔡元培也曾担任过南京临时政府的教育总长曰 晏

阳初尧 梁漱溟等人也得到过其所在地区当权者的支持噎噎可以

说袁 当权者的支持是近代农村教育发展的一个必备条件遥
纵观以上的几个原因袁 我们可以将其归类袁 前三个为现实

因素袁 最后一个为人力组织因素袁 剩下的则是思想因素遥 由此

可见袁 近代农村教育的发展无外乎知识分子的重视以及内忧外

患的环境和中国人思想的转变等原因所造就的遥 虽然历经曲折袁
淤 叶陶行知文集曳袁 江苏教育出版社 2008 年版袁 第 552尧 785 页遥
于袁媛院 叶近代中国乡村教育实验研究曳袁 东北师范大学 2007 年版袁 第 8 页遥
盂 叶毛泽东选集曳 渊第 4 卷冤袁 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袁 第 47 页遥

第一章 农村教育的发展

7窑 窑



农村社会变迁中的文化演进与冲突

但总算是将农村教育一步一步地发展起来了遥
二尧 近代农村教育活动的开展及意义

渊一冤 农村教育活动的开展情况

20 世纪初的农村教育是在迷茫尧 困惑和痛苦之中发生变迁

的遥 先进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仅震撼了中国农村社会的乡土

基础袁 而且还冲击了与传统社会遥相呼应的农村教育遥 农村社

会环境的改变必然会引起新的教育问题袁 如新学与旧学的冲突尧
西学与中学的冲突尧 学校教育与农村社会生活相脱节等袁 为了

解决农村传统教育体制失调所产生的与农村社会变迁不相适应

的教育问题袁 人们首先进行了西方教育模式的尝试袁 但随后被

证明是不符合我国农村现实情况的遥
西方现代教育在我国农村的受挫袁 促使一些教育家开始重

新审视中国农村教育的发展之路遥 20 世纪 20 年代后期袁 一股教

育浪潮开始涌向农村袁 并在 30 年代达到高潮遥 这股教育力量在

学界主要包括以晏阳初为代表的平民教育派尧 以陶行知为代表

的生活教育派尧 以梁漱溟为代表的新儒学的文化教育派尧 以黄

炎培为代表的职业教育派遥 他们在各地建设农村实验区进行积

极的实验革新遥 在实验进行的过程中袁 由于为失学儿童和青年

提供了受教育的机会袁 因而受到实验区人民的欢迎袁 实验活动

也比较顺利的得以进行遥 从结果上来讲袁 实验区的文盲率较其

他地区有大幅度的下降遥 以河北定县翟城村为例袁 在 20 世纪 20
年代末的时候袁 该地区文盲率为 80%左右袁 但到 20 世纪 30 年

代初袁 文盲率则下降到 60%左右遥 由此可以看出袁 农村教育活

动所取得的巨大成绩遥
农村教育运动的开展表明袁 人们开始放弃了西方现代教育

模式袁 转而追寻一种适合中国农村教育的发展道路遥 尽管在教

育下乡的背后夹带着形形色色的教育理论袁 但这意味着中国农

村教育朝着教育制度农村化尧 教育观念农村化尧 教育内容农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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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的方向变迁遥 这种变迁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遥
1. 在教育观念上袁 把农村教育视为有别于城市教育而具有

自己特殊性的一种教育袁 不再盲目照搬城市教育的模式遥 在此

之前袁 农村教育一直被视为城市教育的 野附庸冶 而备受冷落袁
但是随着 20 世纪初教育改革的不断推进袁 乡村教育成了改革中

出现一系列问题的难点遥 许多教育家在教育实践中逐渐醒悟到袁
中国教育的主要问题在农村遥 这种教育战略重点的转向袁 导致

人们对农村教育的真正重视遥 晏阳初尧 陶行知尧 黄炎培尧 梁漱

溟等人都是在这种转变过程中袁 被迫走上农村教育之路的遥
2. 在教育内容上袁 强调与农村生活尧 农村改造相结合遥 农

村教育家们注意到袁 以往农村教育的内容几乎是城市教育的复

写袁 它把中国农村的实际问题搁置一旁遥 20 世纪 30 年代的农村

教育运动者力图改变这种局面袁 使教育内容不仅适应农村现实

生活的需要袁 而且要适应农村发展的需要遥 无论是晏阳初的

野民族再造冶袁 还是梁漱溟的 野文化再造冶曰 无论是陶行知的 野生
活再造冶袁 还是黄炎培的 野职业再造冶袁 都体现出通过教育改造

农村的用意遥
3. 在教育方法上袁 提出以教育为中心袁 集农村的政治尧 经

济尧 文化尧 组织建设尧 卫生尧 治安等方面的改造于一体遥 这在

方法论上突破了就教育论教育的理论框架遥 晏阳初提出以学校

式尧 社会式尧 家庭式三种方式袁 来实施四大教育袁 强调学术与

政治合流曰 梁漱溟则认为袁 中国乡村的衰败袁 其实质表明了中

国文化 野自身失其原有调和冶袁 因而应该通过文化的改造袁 使老

树发出新芽遥 梁漱溟所倡导的乡村建设工作是将乡村的经济尧
政治尧 教育三者综合进行袁 以教育为枢纽袁 用教育力量组织乡

村遥
由此可见袁 20 世纪 30 年代农村教育的变迁袁 是在中国自己

的教育理论指导下进行的袁 这些理论是与中国农村社会水乳交

第一章 农村教育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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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的袁 意味着中国农村教育已开始摆脱邯郸学步的状态袁 朝着

教育农村化的方向迈进遥 淤

渊二冤 开展农村教育活动的意义

尽管农村教育活动辐射范围较小尧 学校普及有限尧 影响不

深袁 但是在教育先辈们进行农村教育的这一系列活动的过程中袁
亦有值得现代人铭记和学习的地方遥

1援 中国开始重视农村教育

以前纵然在农村也有过教育活动袁 但是活动范围及影响力

十分有限遥 20 世纪 20 年代以来的农村教育革新实验以农民为根

本袁 知识分子和教育家们通过在农村传授知识寄希望于广大的

中国农民这一做法为真正解决当时中国所面临之困境提供基础遥
2. 教学方式的革新

教育家们通过把握实验区人们的心理袁 有效地避免了单纯

的课堂式教学袁 以大众喜闻乐见的民间故事和其他诸如秧歌尧
鼓词等活动向人民传授知识袁 以此调动了实验区人们的积极性遥
此做法在今天看来仍具有实际意义遥

3. 因材施教袁 因人而异

接受教育的不仅仅只有儿童袁 一些成年人也要进行教育遥
实验区根据不同人的实际情况进行分类遥 对于儿童袁 在教育阶

段方面设义务教育和初尧 高等教育袁 在时间上分全日制尧 半日

制和时间制曰 对于成人袁 则以扫盲为主遥 这些举措充分考虑到

了不同群体对自身所接受的教育水平的需求袁 并且与其生活状

况相结合袁 使他们在接受教育的同时不会因此而造成生活上的

负担遥
近代农村教育活动是在当时中国所面临的实际情况下发起

的袁 虽然辐射范围有限袁 但是意义深远袁 尤其是对现代的教育

淤周志毅院 叶传统尧 理想与现实的变奏要要要20 世纪 20尧 30 年代中国农村教育的
变迁曳 载 叶杭州师范学院学报曳 1999 年第 3 期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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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实践活动有着深远的指导意义遥
第二节 建国后至改革开放前我国农村教育的发展

新中国成立之时袁 中国农村文盲充斥袁 农村学龄儿童入

学率在 20%以下遥 在广大农村袁 除了稀稀落落的私塾教育之

外袁 少有其他的教育形式遥 新政权视发展 野民族的尧 科学的尧
大众的文化教育冶 为国家建设的重要任务袁 这其中寓含着对

发展农村教育的特有关注遥 1951 年 8 月袁 叶中央人民政府政

务院关于改革学制的决定曳 予以公布袁 这标志着新学制的确

立遥 野在新学制中袁 工人尧 农民的干部学校和各种训练班袁
补习学校取得了应有的地位曰 小学实行五年修业的一贯制袁
取消初小和高小两级修业的分段制袁 便于广大劳动人民尤其

是农民的子女能够受到完全的初等教育曰 各种为培养国家建

设人才所急需的技术学校被列入正规的学校教育关系之内袁
并建立了必要的制度曰 各种学校教育在整个教育系统中都能

够互相衔接袁 从初等教育到高等教育袁 形成了人民教育的一

条康庄大道遥冶 淤 新学制的确立袁 不仅使新中国农村教育的发

展有了新的制度保障袁 同时更使农村教育的发展有了一种前

所未有的推进力量遥
一尧 建国后至文化大革命爆发之前我国农村教育的发展

解放战争刚刚结束袁 新中国的各行各业百废待兴遥 各个领

域尧 各个行业都需要大量的专业人才袁 因而教育工作的开展十

分紧迫遥 由于战争的影响袁 大部分人应征参军袁 生源的减少和

人才的流失造成了这一时期教育的 野青黄不接冶遥 很多人都要从

识字开始遥 除此以外袁 新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袁 除了苏联外

几乎没有可以学习和借鉴的对象遥
淤 叶社论院 为什么必须改革学制钥曳 载 叶人民日报曳 1951 年 10 月 3 日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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