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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一张照片、一段住事，《老照片》出版也有五个年头了，把以前出过的集子合成四大本珍藏版，
也算给《老照片》留个历史照片吧！

　　“逝鸿片羽”、“旧事重温”、“凝望集”、“故时风物”、“名人一瞬”、“秘闻片影”、“
私人相簿”、“环球影存”、“记者手存”、“法国专稿”、“照片考证”、“再品斋”、“事件写
真”⋯⋯在回荡着回忆的背景音乐声中，你可以慢慢咀嚼每一个故事、每一张照片、每一个细节，细
细体味我们经历过的或未经历过的、听说过的或未听说过的，任这些云烟般的往事穿透时空、萦绕在
我们的心头耳边⋯⋯
　　冯克力主编的《老照片（第85辑）》出版后风靡海内外，至1997年每辑销量达30万册，是当年十
大畅销书之一。

　　《老照片（第85辑）》的出版被专家和媒体评为中国出版业50年间50件大事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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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晏阳初重返美国，入普林斯顿大学继续深造。
一年后获得硕士学位。
 1920年7月29日，晏阳初搭乘“俄罗斯皇后”号海轮，启程回国。
在辽阔的太平洋海面上漂泊，海水一样地湛蓝，波涛一样地汹涌，但心情与四年前却大不一样。
学成归国的青年晏阳初雄心勃勃，在经历了科学民主洗礼与基督教文化的进一步熏陶之后，他的人生
目标已经确定。
对于苦难中的祖国，他早已以身相许。
回国后，不做别的事，专心致志从事教育劳苦大众的事业，他坚信“四万万同胞，勃然兴起，普及教
育，人人自振，个个自新”，中华民族一定会强盛！
 8月14日，“俄罗斯皇后”号在上海港靠岸。
阔别四年的晏阳初，终于踏上了祖国的土地。
游子回乡，心情本该格外兴奋，但是，眼前的一切，却使他心中感到格外地沉重。
黄浦江边，高大的西洋式建筑群与马路边衣不蔽体的饥民强烈的反差依旧。
国家没有进步，贫困与落后仍笼罩者祖国的大地。
走出港区，晏阳初叫了一辆人力车拖运行李，往十六铺方向去。
忽然一个洋人乘一辆马车从后面驶来，那洋人趾高气扬，神气十足，威风凛凛。
当马车将要超过人力车时，洋人扬鞭猛地向人力车夫抽打下来，随后扬长而去。
此情此景，令晏阳初悲愤无比，洋人在中国的国土上仍在横行霸道，作威作福。
苦力在自己国家的土地上还在遭受践踏。
残酷的现实更加坚定了他从事平民教育的信念。
 回国后的晏阳初，满腔热血，一门心思要把在法国开创的劳动群众的教育事业，在国内推进。
四顾茫茫，当从何处人手呢？
此时，已是“五四”运动之后，科学与民主被提到头等重要地位，国民教育也开始引起人们的注意，
但还只是零星的，慈善性的，以儿童为对象的。
以一般苦力为对象的平民教育，虽有北京大学平民教育讲演团以及蔡元培、邓中夏、罗家伦等人的倡
导，却多为思想理论的宣传。
一些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对庶民地位与权利的张扬中，也阐发了平民教育的思想。
而用系统的科学的方法有组织有系统地从理论的研究到具体的实验推行，还未见到。
这是一项艰巨的社会工程，需要借助团体或机构的力量。
 离美前晏阳初拜访了北美基督教青年会副总干事福勒且尔·薄克曼，对方建议他回国后去找余日章。
晏阳初即赶到中华基督教青年会总部，拜访了总干事余日章。
在余氏的支持下，首先对当时分散在各地的贫民学校、工读学校，进行缜密的调查，详细考察它们实
施的情形。
经过调查，发现在中国举办平民教育有三大困难。
第一是“穷难”——老百姓贫穷，一天到晚忙于生计，没有钱支持他们去受教育；第二是“忙难”—
—他们终日忙碌，没有多余时间接受教育；第三是“文难”——中国文字难认难写。
解决“三难”的对策，就是举办经济的（以最少的金钱，收最大的效益）、简单的（以最短的时间，
获最充分的知识）、基础的（授与最适用的读写知能）民众教育。
因此，平民教育的第一阶段工作，就须以识字运动的形式出现。
他们先做了几件事： 第一是“选字”。
中国文字数以万计。
晏阳初前后动员了五十多人，从小说、戏剧、民歌、账簿、文契、告示、街名、商店招牌等一百五十
万字的材料中，选取出现频率较高的一千多个字，确定为常用字。
第二是编教材。
要按照平民大众的接受能力，先易后难的原则，以及内容的精炼，初步编出白话文课本《平民千字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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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册，以供急需。
随后在学界朋友朱经农、陶行知、瞿菊农、孙伏园等人的帮助下，一套崭新的，面向新对象，包含新
内容，运用新方法的平民千字课本逐渐完善成型。
这成为中国近代教材史上的新篇章。
 第三是选择长沙、烟台、嘉兴、武汉等地实验试用。
工作步骤分为：（一）分别拜访当地各界领袖、社会贤达，说明来意，请求支持帮助。
（二）扩大宣传，发动全城大中学校学生游行宣传，张贴宣传图画、散发传单，上街直接向民众宣传
。
组织中小学生与各界青年代表游行，向街旁群众喊话：“你们识不识字？
”“不识字就是瞎子！
”“我们办平民学校是为瞎子治病的！
”一路上围观的群众越来越多。
（三）招生。
把大中学生组织起来，分头挨家挨户去动员劝说。
（四）找校舍和桌椅。
分别去借行会、机关、寺庙、居民的空闲房屋。
（五）请教师。
召开全市中小学教师会议，进行动员，讲明开展平民识字教育的意义，并申明工作完全是义务的，不
取任何报酬。
这一消息传至全国，就招致来许多非难、反对。
有一些顽固的旧派人物，站出来指指点点，甚至在报纸上，冷嘲热讽，攻击诋毁。
如责难用白话文教学，反对采用简笔字等等。
但是，这一运动受到了许多开明人士热情肯定，特别是受到广大民众由衷的欢迎。
时任国务总理熊希龄的夫人朱其慧亲临烟台参加毕业典礼，为毕业学生颁发“识字国民证书”，并在
大会上讲演。
“今天这样的毕业典礼，我从未见过，使我非常感动。
毕业生中有六十四岁的老婆婆，有十来岁的小孩子，有家庭妇女，有打着赤脚的泥腿子，有男的，有
女的。
这才是真正自由平等的平民教育。
这才是实现人民政治的真正方法”。
她越讲越激昂，最后表示：“今后我要发一个深心大愿，从今天起，我要把自己的精力贡献给平民教
育的事业！
”这给晏阳初以极大的鼓舞。
 为适应全国范围内兴起的平民教育运动的需要，亟需成立一个总的领导机构加以协调与推动。
1923年8月21至26日，在北京西郊清华学校，由朱其慧主持召开成立会议。
晏阳初致辞，阐述平民教育之宗旨、真义、要项。
强调平民教育“不仅是中华民国的教育事业，且系全人类四分之一的平民教育事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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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老照片(第85辑)》专门刊发有意思的老照片，并辅以简洁生动的文字，以崭新的视角回望历史，观
照百多年来人类的生存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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