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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0世纪以来，教育理论的发展常常是通过跨学科的研究而实现的，各类教育学科分支的产生，既
是教育研究视野扩展的标志，又是跨学科研究方法在教育中运用带来的结果。
多学科或边缘学科研究已成为理论创新的新生长点。
事实上，如果说有综合学科的话，应该说没有什么学科比教育学更为综合，因为教育学是研究与实践
如何培养人的学科，有什么能够比这种任务更为复杂而更需要运用多学科去加以研究？
而展开教育文化与社会研究，也将昭示教育学科本身的理论和实践使命。
　　可以说，教育问题，首先是社会和文化的问题，理解教育活动，离不开对其镶嵌的社会与文化情
境的理解。
我们主张把文化看作是意指一种物质上和精神上的整体生活方式。
由此认为教育作为文化传递与创造的核心，其理性的价值取向，只能是某一文化结构活动的历史地形
成的产物，并且决定于这一文化结构本身的活动方向。
脱离实际的文化经验与处境，只能使文化教育变成一种抽象的泛（非）文化的活动。
所以，强调探究一种文化解释的教育理性，文化经验或处境的描述仍然是必要的。
对于教育应当是什么的价值判断，就必须对某一社会文化现象进行广泛的比较与综合，以减少文化偏
见。
更重要的是，适合于自身需要的教育理性及其体系，并不是完全依据社会发展水平或阶段来加以判断
的。
来自于不同文化处境下而发展的教育理性，本身也是具有适切性的创造。
否则，人类许许多多有意义的文化经验都将受到局限或排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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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以华北地区一个村庄的教育变迁为研究对象，以时间为外显的线索，运用口述史和田野调查的研
究方法，借助大量史料，描绘了一个多世纪以来该村学校和教育的发展轨迹，呈现出一个真实的村落
教育的历史演进历程。
    本书为百年来乡村教育的历史变迁提供了一个微观的个案图景，对乡村教育及教育史、教育人类学
等领域的相关研究人员均具有借鉴意义，也可供关注我国农村教育的读者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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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司洪昌，青年学者，曾在河北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求学，现供职于国家教育行政学院
。
目前的研究方向是：尝试从历史学、人类学和社会学的跨学科视角，审视乡村教育、高等教育领域的
相关问题。
其博士论文入选2008年度全国百篇优秀博士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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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1章　一个地处华北的村庄　　第1节　华北的地理和气候　　一、地理　　由于地理、历史和
社会等原因，华北一带形成了一种比较同质的气候、饮食、文化和习俗，所以在学术研究上，华北研
究形成了比较独特的社会文化现象。
　　在地理学界，华北地区一般指的是五省二市，或者将皖北、苏北也放在这一地理区域；它们在气
候条件和地理位置上的亲缘关系，使得研究者一般将其作为一个研究的区域单位。
华北地区作为一个社会史概念，一般包括北京、天津、河北、山东、山西和河南（中北部）在内，这
些地区除山西外基本处于华北平原的农业带，但有时也包括位于华北平原南端的苏北、皖北。
　　对于华北的区域范围，各种历史研究的著作并没有明确地加以界定，这造成了华北地带的模糊性
。
社会史研究的华北区域，与行政区域划分并不完全一致。
在行政区划上，华北行政区指的是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内蒙古。
从地理范围来看，华北地区大致处于黄河中下游领域的范围之内，基本处于北纬33.0—43.0度、东
经112—122度的一个区域，面积大约有50万平方公里。
其南面以秦岭、伏牛山以及淮河为界，北面是蒙古高原，西面为黄土高原，东部为大海，地势上是西
高东低，西部为海拔超过1 000米的黄土区，而东部的大平原海拔一般不超过100米，这造成了河流自
西向东流向大海的大趋势。
其中，华北平原是淮河、黄河与海河冲积而成的平原，总面积达30多万平方公里，耕地面积约800万公
顷，粮食与棉花的产量分别占到全国总产量的15％和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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