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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乡村运动的成败，最终取决于乡村内在机制的建立。
以晏阳初为代表的乡村建设派所发动的乡村建设运动就未能动员起民众参加国家建设，也不能解决“
国”与“民”的关系这一根本课题。
如何构建国家权威，如何整合社会，还有赖于全新的乡村建设理念与实践。
《启蒙与重建(晏阳初乡村文化建设事业研究1926-1937)》作者孙诗锦便是以晏阳初的乡村建设为例展
开调查和研究的。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启蒙与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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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诗锦，
吉林省长春人。
1991年长春大学英语专业毕业，2000年在东北师范大学获历史学硕士学位，2006年南开大学中国近代
史专业博士毕业。
曾在英国伯明翰大学、De。
Montford大学、香港浸会大学、中国神学研究院进行访学和交流。
现为华南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主要从事中国近代社会文化史教学与研究。
在《史学月刊》、《学术研究》等核心刊物上发表论(译)
文20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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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革命性贡献的十大伟人”之一，与爱因斯坦、杜威等巨匠齐名。
对于历史人物来讲，如果多年以后仍然为人津津乐道或争论不休，除了说明他的个人魅力外，更重要
的是他所作所为仍然是今天没有解决的问题，他所关注的问题仍然是当今社会的问题。
晏阳初一生致力于平民教育的工作，客观地说，他的思想、实践也的确有很多值得商榷的地方，如他
把中国的问题归结为愚穷弱私四大病症这些表面因素，提出了治标不治本的四大教育。
他甚至对美国的好感超出理性范围，比如他说：“美国的民主虽然有它的缺点和不完善的地方，但无
论怎样在我一生中都具有最大的魅力和最大的启示。
”同时他对共产党主张以革命的方式彻底改变农村经济基础、阶级结构和生产方式不以为然，也为此
遭到了共产党的批判。
其实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他能够为后人提供了思考的依据和行动的借鉴，以及作为历史人物对
历史和现实产生的影响。
从这个意义上说，身为基督徒的晏阳初，以宗教家的精神，毕生致力于平教事业，其最大的贡献莫过
于他勇于探索的本身。
 第二节 救治愚穷弱私：本土化的乡建理念 在世界性的平民教育浪潮的冲击与影响下，晏阳初尝试运
用与借鉴西方的平教理念与实践来观察与审视中国，探索一条救亡图存和改造社会的适合中国国情的
出路，在长期的实践过程中，形成了他独特的改造社会的乡村建设理念。
他认为，要达到改造社会的目的，关键在于彻底改造构成这个社会的基本单位——人，四万万的中国
人构成了中国的社会和民族，而这个基本的单位出了问题，中国的民族和社会自然而然就会危机四伏
，所以晏阳初的改造社会思想的核心就是“以人为本”，中国一切问题的关键在于人，是人出了问题
，中国社会才矛盾重重。
“人”的问题的关键在于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
晏阳初认为人与人之间，只有人格平等，才能发挥无限的潜能、无穷的价值，这样，就“应当给以平
等的教育机会，使他们尽量发展，自由创造”。
只有先“平社会之不平，平天下之不平，而后才能平天下”。
 一、民族再造与民族自救 晏阳初在川中时的经历，使他的脑海里有了抽象的国家民族观念，而香港
浓厚的殖民地色彩，又使他感受到败国之民的羞辱，促生了他的民族意识。
他开始深切体会国之重要，此时，他已有改造社会的愿望。
留美期间，美国的繁荣安定，华裔工商的屈居人下，又回想祖国的贫愚落后，使晏阳初深刻地认识到
：“自强才是谋求真正平等之道”，因为“20世纪是机器时代，是技术时代，是科学时代，是智能时
代”，体力取胜的时代已经过去。
“智能专长得之于教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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