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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为了解决农村社会发展过程中的诸多问题，

作为中国规模最大的综合性期刊，《东方杂志》面向全社会

进行征稿。知识分子对农村社会现状进行了全面而又细致的

调查与研究，其中，对农村教育亦进行了重点关注。

在农村地区，自废科举而推广新学堂后，农民对于读

书之态度可谓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读书成本太大，

出来非但没有官做，即教员位置，亦粥少僧多，而况学些空

架子，问不像秀才，武不像丁，手不能提篮，肩不能挑担，

不事生产，要吃要用。”因此巫宝三提出，基于这样的认识，

“农民之识字者（能以写姓名为标准），不及 30%，真正

受义务教育者，不及 2%。[1]”农民及其子女受教育的机会

极少。

有一部分原因在于，农民并不认为接受教育是必要的，

受教育的意识并不强烈；接受教育也仅是在私塾学习，基于

千百年来小农思想的影响，其目的最终是为实际生活服务，

并不追求学业上的深造。学习内容也主要是《三字经》《论语》

之类，并无新式学科内容。且由于农民对新式学堂存在一定

的误解，其对于新学亦极为排斥，怀疑“君等开设洋学堂，

殆将引诱我家子弟，使吃洋教。[2]”

同时也有知识分子注意到，相较于农村男性而言，妇

女的受教育情况则要更为糟糕。在农村地区，妇女长期作为

男性的附属品而存在，其社会地位极低。“她们大多过着牛

马的生活……受过教育的中国妇女恐怕还没有万分之一。[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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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开道曾言：“农民缺乏知识是农村生活衰落的主要

原因”[4]；陈友鹏认为：“中国的农民，占有全人数的百分

之七八十，假如我们不扶植他们，是在中国没有什么希望！”

因此，对于知识分子来说，传播新的知识，实现对农村教育

的改造才是改变中国农村衰落面貌的当务之急，即开展所谓

的“教育下乡”运动。

费孝通特别叮嘱知识分子，“必须先考虑到文字基础

和语言基础，否则开几个乡村学校和使乡下人多识几个字，

也许并不能使乡下人‘聪明’起来。”针对农村教育的改造

应符合农村社会的实际，切不可乱改。后来即有知识分子提

出，农村教育应注意将生产知识和文化知识相结合，这是实

行农村教育改革的基础与前提。

杨开道认为，“改良农村教育的第一步，是要唤醒农民，

使他们知道农村教育的重要。”因此，前期理论的宣传工作

就显得尤为重要。也只有农民对教育本身引起重视后，后续

之工作才能顺利推进。除此之外，对于当时的国民政府来说，

在农村地区开办学校等教育机构，无疑又是一笔巨大且见效

缓慢的投资。在这样的情况下，农民后期在教育投资上的支

撑就显得尤为重要了。

罗志田曾提到，“在科举制废除后，传统士绅的数量

只能日渐减少，而新学生又往往离村。”读书人的离村，造

成了乡村人才的大量外流。杨开道正是看到了这样的情形，

才痛心疾首地指出“一般有知识的人，能做领袖的人，都厌

恶农村生活，都抛弃农村生活到城市里去。农村社会费了金

钱来教育他们的优秀分子，本想他们来做农村社会的领袖，

来做农村社会的改造者；但是他们放弃了他们的责任跑了，

剩下一班没有知识的农民，教他们怎么样能改善他们的生

活？”因此，知识分子则称为衔接农村新式教育与村民之间

的关键角色 [5]。

对此，知识界强烈呼吁，要求知识分子“到农村社会

去服务”。稍后俞庆棠也提出：“近年来我国乡村的衰落及

离村问题极为严重，我们希望城市里的青年们回到乡村里边

去，做归农运动，帮助农民改造乡村，建设乡村。”

农民之所以千百年来受地主阶级饿的欺压而不敢反抗

者，盖无知识；农民之所以迷信而落后者，盖少教育。因此，

对于知识分子来说，改造农村教育之关键乃在于设立一系列

与农村实际情况相符合的农村中小学校。

严仲达认为，“政府应速办理平民学校，授予农民普

通知识，取缔私塾，开办初级高级免费学校，并律定强迫教

育。”在这里，严仲达并未就所谓“普通知识”作出解释。

按照杨开道的意思，他主张农民教育应分为两种：既要授予

农民一定的文化知识，又要授予农民相应的农业生产知识 [6]。

于是乎，农民在具备坚实的农业生产知识的同时，又

有了一定的文化知识。到那时，农民接受教育，具备一定的

知识，便“能认识他们自身所处的社会地位和被压迫的情

形……到那时候，农民自然就会真切的一致联合起来，要求

摧毁他们的桎梏和提高他们的经济地位了。”

不可否认的是，知识分子所提出的关于农村教育改

革的措施确实是有一定的先进性的。这些建议在 20世纪

二三十年代梁漱溟、晏阳初等人所领导的乡村建设和运动中

得到了更加明确的细化与实践。在这些知识分子的努力下，

农村地区农民的文盲率得到了相应的下降 [7]。

但实际上，这种成功只是个例，并不具备普遍性。农

村教育改革后续的人才支持、资金提供都没有得到很好的保

障，资金的缺乏，人才的流失都使得推行乡村教育改革的难

度持续走高。另外，如费孝通所说的那样，在一个尽是熟人

的社会里，彼此间的交流方式基本为口口相传，文字对于他

们来说就显得尤为多余，因此文字在农村的实用性并没有如

在城镇中的大，知识分子所倡导的“文字下乡”运动在农民

群体中并未引起很大的反响。

最根本的是，以梁漱溟为代表的一批知识分子将农村

教育改造视为救国的根本，但“想单单拿教育来领导社会，

来改造社会，那只是中国士大夫的幻梦。”脱离了政治和经

济，就单纯地谈论教育、革新教育本就如无根的浮萍一般，

经不起当时农村地区动荡不安的环境的挑战，其最终结果也

必然走向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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