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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陶行知是一位民国人物，他生于清朝晚期，死于国民政府土崩瓦解之前，离开这个世界已经66年
了，可是在人们的感觉里，他却新鲜得好像是一位当代人物。
所谓不朽，大概指的就是这种精神生命的魅力吧？
陶行知是安徽人，南京人却妇孺皆知，陶行知对于南京也怀有一种特别的感情，以至于死后没有叶落
归根，而是埋在了南京。
他的中学、大学都是在南京读的。
留学归来后，就在南京的高校工作。
陶行知有一句话常挂在口头上：“人生为一大事来，做一大事去。
”他的一生，可以说是轰轰烈烈的一生，轰轰烈烈做大事的一生。
他一生中，所做的最大的一件事，可以说是在南京——南京市近郊的劳山，创办了晓庄师范学校。
死后，他就埋在了曾寄寓了他人生伟大的理想、曾浸润了他无数的心血和汗水的劳山脚下。
他的双亲、发妻、胞妹也都安葬在那里，五坟合一。
所以说南京是陶行知的第二故乡，并非夸张之语。
在抗战之前的二十年里，像陶行知那样的“海归派”，除了入仕的不算，单是安身于大学教席的，也
多有物质生活优裕、社会地位甚高的黄金岁月。
而陶行知却不愿耽于安逸，而是走出象牙塔，放弃了“阳关道”，另选了一条崎岖的山路，披荆斩棘
，踽踽独行。
因此在这一群知识分子中，陶行知“另类”的标记很明显。
自然的，他的人生价值也恰恰在于此。
从他的伟大行动、实践的本质来说，陶行知不仅是一位著名的教育家，更是一位杰出的社会活动家一
一可谓社会教育活动家。
陶行知是一位很有“异质”感的人，这使他不安于现状，不同于传统，不肯从众思维，而常思改变，
勇于革新，喜另辟蹊径，故而他的教育思想及其所走的大众教育、教育救国之路，必然是独特的。
“独特”是陶行知及其思想生命力长盛、薪火相传的火种。
由陶行知在教育界巨大的影响力，不免令人遐想：若天假其年，陶行知做了共和国的教育部长，今天
会出现“人民满意的教育”吗？
表面看来，这是一个伪命题。
而事实上，对历史做假设并非一无意义。
一是抗战胜利后，中共曾推荐陶行知做联合政府的教育部长，也曾不只一位中共重要官员当众表示要
请陶行知做新中国教育部长的意愿，这种可能性原本存在；二是这样的假设，可给反思今天的教育、
特别是创新教育提供参照。
这也应是陶行知迄今不曾在人民心中远去、学陶蔚然成风、桃花盛开的真正意义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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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随园大家丛书”定位在学术和生活传记之间，力求反映每位大家的学术人生与心路历程，并且要避
免过于学术化和理论化，能够适合一般大众阅读。
同时要求插入60至100幅图片。
王一心所著的《风与火(陶行知)》为“随园大家丛书”之一。
《风与火(陶行知)》叙述了陶行知先生的学术人生。
陶行知有一句话常挂在口头上：“人生为一大事来，做一大事去。
”他的一生，可以说是轰轰烈烈的一生，轰轰烈烈做大事的一生。
他一生中，所做的最大的一件事，可以说是在南京——南京市近郊的劳山，创办了晓庄师范学校。
死后，他就埋在了曾寄寓了他人生伟大的理想、曾浸润了他无数的心血和汗水的劳山脚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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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 劳资纠纷：事件的肇始 陶行知被通缉之前，由他一手创办的晓庄学校被勒令停办。
 一位农村学校的校长，为办学竞遭来缉捕之祸，这在怪事迭 出的民国，仍然不失为一桩奇闻。
一所农村学校，究竟触动了当 局哪根敏感的神经？
 1930年3月15日，是晓庄学校建校3周年的日子。
晓庄学 校白手起家，荒野建校，陶行知更是苦心孤诣，惨淡经营；多少个 日夜，劳精伤神，呕心沥
血，一路坎坷，始有今日。
为此，陶行知 有心要好好庆祝，为他特地安排了3天时间，活动节目相当丰 富，达26项之多。
 显然陶行知是要通过15个展览会及其他活动，全面展示晓 庄学校的各个方面。
事先他给社会各界发了前来观礼的邀请 函。
来宾们如果参加了活动，自然就会对晓庄学校有一个全面 的印象。
而对晓庄学校的成员来说，一下搞出这么多节目，如同 要准备一桌子的珍馐美馔招待客人，自然也忙
得不亦乐乎。
陶 行知如此将欢庆节日与宣传学校结合起来，是想要一举两得。
 仿佛人生如戏—一高潮过后往往是低谷，狂欢之后常常是 哀伤；宿命的人恐怕也要说，大喜多为大
悲的预兆。
晓庄校区地 面上校庆爆竹的纸屑尚未扫除尽净，剧社同学们的脸上仿佛还 留有油彩的痕迹，陶行知
与晓庄学校的劫难就已经到了！
 事情仿佛肇始于3月下旬和记洋行的一场劳资纠纷引发的 风潮。
地处南京下关长江之滨的和记洋行为英国商人所开办的蛋 厂，最初是工人对劳动报酬不满，要求加薪
，遭厂方拒绝，矛盾于 是爆发，以致停工。
4月1日经过南京市党部、民训会、社会局会 同派员调解，工会与厂方签订了条约，规定所有工友，均
由工会 介绍，得厂方同意雇用。
可是厂方却不信守条约，指使工头擅办 雇用工人事宜，而将大多数工人开除，致使4月3日复工时发生 
激烈冲突，厂方竟请泊于下关码头的日本军舰水兵保护。
首都 警察也随后出动，平息了暴动并拘捕数人。
虽《申报》、《时事新 报》等报均称冲突中只是有工人受伤，但盛传“英国水兵枪杀工 人数名”，
各校随即组织“四·三惨案后援会”作为声援。
 4月5日上午，失业工人又在和记洋行附近集会示威；下午 城里各校学生500多人各持旗帜，整队向下
关进发。
他们一路 高呼口号，散发传单；途经江岸时，看见江中停泊的十多艘日舰， 群呼“打倒日帝国主义
”、“驱逐日舰出境”等，声势雄壮；抵达目 的地后，即分头发表演说。
警察随即赶赴现场阻遏事态激化。
 下午四时，教育部长蒋梦麟接到市教育局局长顾树森报告，随即 亲赴下关视察，回部后紧急召集各
大学校长前去谈话，面嘱各校 要极力阻止学生结队游行示威，市教育局同时也召集公、私立中 学校
长叮嘱开导学生⋯⋯ 4月7日，是个星期一，上午10时，国府照例举行纪念孙中 山的总理纪念周①会，
蒋介石操着宁波官话，评说和记洋行工潮 及随后的学潮，向学校、团体发出了要“制裁”的警告，并
于当日 向首都卫戍司令部下达了暂时关闭晓庄学校的密令，同时命教 育部派员前往晓庄接收！
 在整个风潮当中，陶行知并未出现在演讲台上或游行队伍 中；晓庄学校学生参加游行者仅百余人，
与其他学校相比，人数 并不算多。
反而根据《时事新报》报道，4月5日，东方公学校长 陆自衡率领该校男女学生160多人，齐至市党部
声称援助和记 工人，而且工人被英人枪杀的“谣言”也发现是由东方公学、钟南 中学等校学生口传
着的。
既然如此，当局却为何要拿晓庄学校 开刀呢？
 当然事出有因。
 和记工潮以及随之而发生的学生声援工人的风潮，的确不 单纯是一个劳资纠纷及所谓学生误信传言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风与火>>

而“闹事”，而先是日 本军舰借口实习航路，无视中国主权擅闯长江停泊下关，国民政 府却不加以
驱逐；继而洋行英商施以奸诈，还与日军联手对付工 人，而将两件事情搅和在了一起。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中共南京 地下党觑准时机，发动和记工人罢工及学生声援，演成一场意义 更加
深远的较大规模的反帝并抗议政府的政治活动。
这也就是 为什么当时各地各种风潮迭出，而蒋介石独对和记事件特别恼 火的原因了。
 晓庄学校虽然学生人数不多，但其中骨干分子的能量，却不 容低估。
比如曾任中共晓庄学校第一任党支部书记、时任中共 南京市委宣传部长的刘季平，时任中共晓庄学校
党支部书记、和 记事件后调到中共南京市委宣传部工作的石俊等，都是示威抗 议活动中的领袖人物
。
虽然当时蒋介石并未完全掌握他们的底 细，但他们在抗议示威中的活跃程度，难保不会引起到处嗅闻
的 特务们的注意。
除此之外，在蒋介石的印象中，晓庄学校乃至安 徽公学都是一向不“本分”的学校，它们的主办者更
不是一个能 使他放心的人。
 令蒋介石余气迄未全消的 发生在一年前的那次南京各校 各机关各民众团体举行的反日 集会，由陶行
知执掌校印的安 徽公学就在其中，尽管陶行知 已于数月前卸任校长之职。
集 会者当时通过五决议案：1．反 对西原借款；2．驱逐床次出 境；3．反对外交政策及打倒外 交总长
王正廷；4．打倒张学 良；5．打倒国府腐化官僚。
散 会后即举行大游行。
 游行群众先赴日领事馆，被军警阻止，于是改而决定往下关 王正廷家中。
众人撞开大门，拥入室内，随取厨房铁锨等物，将 房内器物及门窗全部捣毁，而后又往中央党部拥去
。
 群众离开王宅不几分钟，蒋介石便乘汽车赶到王家察看，随 后又来到党部，请群众推代表来见。
群众不肯，蒋于是叫全体进 入大礼堂。
蒋当即对众人道，场内是国民党员的站起来。
起立 者36人。
蒋即对众人道：中国之所以不强，是中国人不懂法律， 如今日之举动即不法的表现，我极为痛心！
 当时座中有一吴律师上台回话说：人民不懂法，我以为不甚 紧要，但国府不知法律应如何？
如陈调元之土案，江安土案，并 朱培德在赣种种不法，我未见国府论到何法。
蒋不许他说下去， 说今日我召集大众，是讨论今日问题，与其他事无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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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陶行知是一位民国人物，他生于清朝晚期，死于国民政府土崩瓦解之前，离开这个世界已经66年
了，可是在人们的感觉里，他却新鲜得好像是一位当代人物。
所谓不朽，大概指的就是这种精神生命的魅力吧？
细读王一心所著的《风与火：陶行知》，体会陶行知“人生为一大事来，做一大事去”的为教育事业
轰轰烈烈的一生，轰轰烈烈做大事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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