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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我的父亲戴自俺，是一个平凡的人。
然而，他却经历了一个不平凡的时代。
　　清末民初，从上到下曾经都非常重视师范教育，这让父亲那样的贫困子弟能够走出农村，来到省
会贵阳读书。
辛亥革命以后，贵州长期处于军阀割据状态，贵州学子益发为自己家乡的贫穷、愚昧、落后痛心。
父亲有幸结交了几个志同道合的同学，一起步行走出贵州，辗转来到南京，进入陶行知先生创办的晓
庄学校。
有幸师从陶行知先生，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转折点。
在晓庄同学里，他是从一开始就不戴&ldquo;有色眼镜&rdquo;，从而能够客观、如实地认识这位老师
，也就能够自觉实践老师教育思想，像老师那样终身以大众教育为己任的人之一。
　　人们常说：&ldquo;从一滴水可以看一个大千世界&rdquo;，父亲一生的经历只是&ldquo;一滴
水&rdquo;，但这滴水却可以反映出一个世纪里中国教育的变迁，也反映出整个中国的变迁。
个人总是渺小的，何况只是一个平凡的人？
写父亲只是一个&ldquo;切入点&rdquo;；时代才是伟大的，浓墨还得落在那个不平凡的时代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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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戴问天，1956年毕业于重庆大学地质系，此后一直任教于地质部西安地质学院(2000年改建为长安
大学)。
其间1982—1984年在联邦德国格廷根大学做访问学者。
专业论著之外在报刊上发表过多篇科技、文化方面的文章。
出版有《格廷根大学》(“世界著名学府”丛书之一，湖南教育出版社1986年出版)和《为什么是英语
》(东方出版社2003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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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祖母是附近村子后坝的人，娘家姓杨，她之上还有一个姐姐，父母为她起名&ldquo;招弟&rdquo;
，寄予的期望不言而喻。
她果然招来一个弟弟（起名树清），这让家人非常高兴。
但毕竟家境清寒，尽管是男孩也没能让他读书。
不过父亲这个舅舅虽然不识字却也精明能干，我的祖父去世以后，他经常过来帮助照应一切。
我的祖母生了六个儿子，依次起名为福安、平安、治安、吉安、久安和艾安，还有一个女儿，起名春
萱。
女儿起名不依&ldquo;宗谱&rdquo;，大概是中国传统重男轻女思想的一种表现。
不过重男轻女的事直到今天在姓&ldquo;社&rdquo;而不姓&ldquo;资&rdquo;、更不姓&ldquo;封&rdquo;
的新中国仍然屡见不鲜，又怎能苛求于清末民初的农民呢？
我的祖母为娘家&ldquo;招&rdquo;来一个弟弟，又为戴家生了六个儿子，而且个个长大成人，&ldquo;
功莫大焉&rdquo;，家里家外也就格外受到尊重。
祖父四岁时曾祖父就去世了，曾祖母含辛茹苦把戴家这根&ldquo;独苗&rdquo;哺养长大，现在有了六
个孙儿，尽管财不旺但丁旺，乡里人讲迷信，都说她&ldquo;积德有福&rdquo;。
在这种情况下，一般人家容易发生的婆媳矛盾在我们家并没有出现。
父亲从小就生活在一个虽不富裕但很和谐的家庭里，这对他开朗、乐观性格的形成无疑起了很重要的
作用。
　　然而&ldquo;丁旺&rdquo;的最大受益者还不是&ldquo;积德有福&rdquo;的祖母，而是我父亲。
由于兄弟众多，家里劳动力强，他才有可能不下地劳作而人塾读书。
他能够走出农村，在感谢父母之外，还得感谢五位兄弟和姐姐，尤其是两位哥哥。
附带说说，村里&ldquo;财旺&rdquo;的是一个熊家，早年曾经用钱捐过一个&ldquo;武举&rdquo;，算是
有了&ldquo;功名&rdquo;。
熊家是富甲一方的大地主，每年收租谷四五百石（每石十斗，每斗约36斤）。
　　父亲出生于清宣统元年．（乙酉，公元1909年）农历七月二十三日，1915年春（五岁半）进入私
塾，正式开始&ldquo;读书&rdquo;。
但在那之前他已经随父母兄长学了一些生活知识，还有简单的农业知识，．不妨算作他在家庭里接受
的&ldquo;学前教育&rdquo;。
对于那个时代的农村孩子，这应该是有代表性的。
由于家里男丁多，劳动力强，父亲儿时家境尚可，要用毛泽东农村阶级分析的办法来分析，过的大概
可算一种&ldquo;上中农&rdquo;生活。
一日三餐，一稀两干，而且稀饭总是煮得很稠，筷子插上不倒。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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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1909-1994，一位中国教师的个人史。
　　从旧私塾、改良私塾到新式小学堂的演变，从民国幼稚园的创建到中小学旅行教改，展现中国教
育百年之沧桑巨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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