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他开创的平民教育和乡村建设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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晏阳初（1890年—1990年），祖籍四川
巴中市，曾留学美国。1923—1949年担任
中 华 平 民 教 育 促 进 会 总 会 总 干 事 。
1940—1949 年在重庆歇马镇创办中国乡
村建设育才院（后名乡村建设学院）任院
长，组织开展乡村建设实验。20 世纪 50
年代以后，协助菲律宾、泰国、危地马拉、
哥伦比亚及加纳等国建立乡村改造促进
会。60年代在菲律宾创办国际乡村改造
学院，任院长及该院理事会主席。

1926年，晏阳初从美国获博士学位归国后，随即
举家迁往河北定县（今定州），建立起“世界上第一个
社会实验室”。他亲自领导试验，一干就是 10年，干
出了“定县经验”。随后的10多年里，晏阳初“从中国
干到世界上”。20 世纪 50 年代初到 80 年代末，晏阳
初在亚洲的泰国、菲律宾、印度、印尼，非洲的加纳，
拉丁美洲的危地马拉、哥伦比亚、古巴等国家先后成
立了平民教育组织，用“定县实验”总结出的理论经
验指导各国平民教育与乡村改造，引起了国际社会
的重视和认同，最终演变成为一场声势浩大的世界
性平民教育与乡村改造运动。

要化农民先农民化

1929年夏秋之交的一个炎热日子里，晏阳初身穿
蓝布长衫、头戴礼帽，骑着小毛驴来到定县东亭镇翟城
村。在他身后，是金发碧眼、有着西方血统的妻子许雅
丽以及4个孩子，最小的还不满周岁，不会走路。

与他一同前来的，还有一群同样身着长衫、带着
家眷的高级知识分子。这些人中，有教授、学者和官
员，不少还是留美、留德、留日归来的博士、硕士，甚
至是文化教育界的知名人士。此时，他们都已辞去
原职，放弃大都市优越的工作条件和舒适的生活环
境，跟随晏阳初举家来到贫困落后的农村开展平民
教育和乡村建设。

翟城村是一个偏远的小山村，距离定县城区 20
公里，有农户 368户、2186人，没有什么产业，贫瘠落
后，发展缓慢，是中国千千万万普通山村中的一个。
此时定县有 40 余万人口，恰恰是当时中国总人口的
千分之一，其中 90%以上是农民。这里没有名山大
川，没有显赫的人物或名胜古迹，在中国千百万的普
通县中颇具代表性。晏阳初带着一群高级知识分子
扎根这里，并非一时心血来潮，而是提前有着周密的
计划和细致的准备。

早在 1918 年一战中的法国战场上，晏阳初在为
战地华工服务、办华工识字班时，就发现了蕴藏在平
民中的巨大潜力，他说：“几亿中国农民穷在什么地
方？为何穷得没饭吃？便是没有发现‘苦力’的力，
没有发现他们的潜伏力，所以埋没了他们。”自此，晏
阳初立志“不做官，不发财，将终身献给劳苦大众”。

1920 年，晏阳初从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硕士毕业
回国后开展调研，他走遍中国 19个省份，深入农村，
深入普通农民的生活。他认为中国之生死在于民族
再造，并喊出“除文盲，作新民”口号。后来，他担任
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以下简称平教会）总会总干
事，从众多的汉字中挑出 1000 个常用字，编写教材

《平民千字课》，分别在长沙、武汉、嘉兴、烟台等地开
展大规模的市民识字运动，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经过几年的城市平民教育后，晏阳初他们积累
了不少的经验。他始终清醒地认为，中国是一个历
史悠久的农业大国，80%的民众是农民，要振兴国家，
就必须从农村与农民入手。

晏阳初将平民教育的战场从城市转向农村。带
领平教会同仁决定将定县作为华北乡村改造试验区的
中心，并计划从翟城村开始起步，筹备工作立即展开。

1926年11月，晏阳初在翟城村设立办事处；1928
年6月，平教会设立社会调查部，聘请具有学术基础和
实地调查经验的燕京大学教授李景汉为负责人，深入
定县开展农村社会调查，并在此基础上制定规划。

要想改造农民和农村，就必须深入农村，获得农民
信任。晏阳初告诫同仁：“欲化农民，必先农民化。”
1929年，平教会总会从北平迁往定县。

1929年秋天，晏阳初一行来到翟城村，立即走访
农民。为了拉近与农民的距离，晏阳初和他的同仁
住着和农民一样的房子，吃一样的饭菜，就连向来喝
洋咖啡吃洋面包的混血妻子许雅丽也照样吃起了面
疙瘩。不仅如此，晏阳初还学会了用当地方言与农
民说话。他本来不抽烟，但在田间地头和农民闲谈
时，还经常拿过农民呛人的旱烟管猛吸几口，并夸赞

“味道不错！”就这样，晏阳初他们生活上、行为上完
全同农民打成一片，很快就融入了农村。

晏阳初在定县推行的乡村建设，从1926年开始算
起，到 1937年日本侵略定县时结束，前后历时 10年。
据统计，当时参与乡村建设实验区的知识分子每年约
120人，最多时超过500人。即使今天回望，众多知识
分子深入农村甘愿吃苦，其拳拳爱国心，令人感佩。

要治愚先扫盲

晏阳初带领平教会同仁对定县62个村系统调查
后发现，农村的问题千头万绪，目不识丁的文盲占到
85%；大多数人贫困到在生与死的夹缝中挣扎；科学治
病和公共卫生根本无从谈起，生命存亡多付之“天命”；
相互之间不能团结合作。他将这些问题归纳概括为

“愚、贫、弱、私”四大问题，并据此提出了相对应的四大
教育：一是文艺教育，培养知识力来攻愚；二是生计教
育，培养生产力来攻贫；三是卫生教育，培养健康力来
攻弱；四是公民教育，培养团结力来攻私。

那时，中国农村观念陈旧，村民贫穷，根本上不
起学，人们也没有读书的意识。晏阳初和他的同事
们虽取得了农民的信任，但让农民自愿接受教育是
他们面临的一个巨大难题。

来定县之前，晏阳初就安排人做过详细调查，得
出的结论是：农民居住分散，缺乏固定学习时间，又
自由散漫惯了，受不得长时间的约束，在农民中间展
开识字运动比城市里难多了。来到翟城村后，这些
长年与土地打交道的农民听说这些城里来的“先生”
要教自己识字，当即就笑了：“我们这把年纪了，还识
什么字？”“我们都不识字，可并不影响我们干农
活！”……农民对读书识字根本就不感兴趣。

为了激发农民识字热情、认识教育的重要作用，
晏阳初他们将农谚和节气歌谣写在灯笼上，在傍晚
时四处走动，吸引农民的注意力。又趁着农民好奇
的心理，逐一解释这些农谚和节气歌的意思，讲解读
书与日常生活和种庄稼的关系，激发农民对知识的
渴求。然后，免费开办平民识字班，教授农民识字。

识字教育在定县全县铺开后，为解决教师人手
不足问题，晏阳初他们发明了“导生传习制”，实行学
员教学，在每个村子挑选优秀的毕业学员充当教师，
随时进行就近教学，然后再派一名平教会的老师检
查辅导。传习的导生有二十多岁的青年，也有七八
岁的小娃娃，还有十多岁的大姑娘。

随着导生传习制在全县全面展开，晏阳初团队
又以自然村为单位，设立传习所，所长由平教会教师
担任，负责定时对全村的传习处指点和督查，并训练
提高导生的水平。几个村设一个管理站，站长由平
教会工作人员担任，负责及时掌握各村的学习动态，
并及时把信息反馈给平教总部。到 1936 年，定县全
县472个村共办起平民学校470所。

晏阳初还在县城建立广播站，在400多个村子安
装了收音机，为农民建立了无线广播，让农民了解天
下大事，开阔眼界，开辟了中国进行农村教育广播的
先例。

新中国成立之前，我国只有少数人能接受教育，
绝大多数农民是文盲。1980 年第三次人口普查显
示，定县是当时全国唯一一个无文盲县，足见平民教
育影响之深远。

让农业科技服务农民

晏阳初和平教会众人经过调研，发现定县夏季少
雨，日照时间充足，特别适合种棉花。但农民在选种时
很随意，头一年的种子，第二年继续使用，种子老化蜕
变，亩产只有50斤到80斤，小麦亩产也仅为120斤到
240斤，谷子亩产400来斤，生产力水平十分低下。

尽管农产品产量十分低下，但当地农民却不愿
意更换品种，当问及“棉花产量这样低，为什么不考
虑换一下种子？”当地农民诧异道，“村子里世世代代
都这样种，收成就这样了，”甚至还说“人啊，不可心
太厚了，小心‘土地爷’报应……”平教会提出要教他

们种庄稼时，村民嗤之以鼻，认为城里来的先生读书
可以，但种庄稼却不如他们这些老农，根本不相信这
群读书人能务农种庄稼。

如何让农民接受先进的农业耕作技术，接受改
良新品种又成了一大难题。经过讨论，晏阳初他们
决定采取建设实验示范基地这种直观而有效的方法
来让农民信服。

从 1930 年春天开始，晏阳初和他的同事们在翟
城村村民农田周围开辟了几十亩实验示范田，亲自
下田耕种。晏阳初他们从国外引进先进品种，施用
化肥，待农民跑来观看时，他们就会不失时机向他们
传授一些先进的耕作知识。

事实胜于雄辩。第一年秋天，平教会的示范田
获得了丰收，取得了令村民信服的成绩。第二年一
开春，他们开始免费为当地农民提供种子，传授种植
技术，指导农业生产。

为了将改良品在全县推开，晏阳初他们又在全
县平民学校毕业学员中进行示范种植，与示范户签
订协议：示范户拿出家中一半的田地作为实验地，种
植平教会提供的良种小麦或棉花等农作物，而另外
一半田地仍然种植农民自己往年的种子，等收割后
进行比较。如果试验田的产量比原来的低了，平教
会则根据其产量的多少进行补偿。示范户没了后顾
之忧，示范工作进展顺利，推广工作得以顺利开展。

晏阳初带领平教会入驻定县后，成功育成“四号中
棉”“平教棉”等良种。“平教棉”能抵御当地为害最烈的
卷叶虫的侵害，极受棉农欢迎，栽种面积迅速扩大。他
们又引进波支改良猪、改良鸡舍，推广力行鸡、红洛岛
鸡，以及新型农具和科学的耕作技术；改良白菜与梨
树，改良后均增产25%左右，使得定县农民收入普遍增
加一倍。而用杜梨嫁接改良成的新品种鸭梨，个大味
甜，深受人民喜爱，价格比普通鸭梨贵一倍。九十多年
后的今天，当年晏阳初带领平教会引进的良种猪、优质
白杨和良种苹果，依然享誉河北，致富于民。

创办农村合作社

定县农村丰收后，晏阳初和他领导的平教会很
快就发现一个新的问题：谷（棉）贱伤农。

1931年秋，由于推广引进的优良棉种，定县全县

棉农普遍增收。但晏阳初和平教会的同事在全县调
查时却发现，收获后棉花销售市场的形势很严峻：农
民丰收了，可收入增加并不多。棉花丰收后，前来收
购的棉商统一口径，将价格压得很低，农民们急于用
钱，加之又没有其他的销售渠道，明知不公平，也只
得忍气吞声贱卖，导致增产不增收、丰收不丰收都是
一个样，出现了“棉贱伤农”现象。同时，一些不法商
人趁青黄不接放高利贷给农民，收取高额利息，极大
增加了农民的负担。

晏阳初意识到，长期如此，会严重挫伤农民们的
生产积极性，久而久之，他们会对品种改良和农村发
展失去兴趣。

晏阳初当即提出，马上组建农民自主合作社，让
农民自己保护自己的合法利益。

晏阳初带领平教会立即行动起来，他们帮助村
民制定章程和管理原则，指导他们如何建社，如何运
作。合作社实行农民自己组织、自己管理、自己受
益。平教会动员各村村民成立自助社组织。同时，
帮助寻找地方银行为自助社发放低息小额农贷，让
自助社有了启动资金。

农产品的销售，农资的购进，全由合作社来完
成，极大地方便了农民。同时，他们还引导合作社成
立自己的信用社，为资金周转不灵的农户提供必要
的帮助。

到 1934 年初，定县全县已经建成自助合作社
300 多个，农民纷纷加入自助社。棉花丰收后，他们
自己组织人运到天津的棉纺厂，减少了中间商人的
剥削，价格要比往年高许多，农民的收入也得以稳
定增加。

自助社的成立损伤了当地不法商人的利益，他
们组织纠集自己家的长工出来闹事，明确提出“反对
合作社！”“赶走平教会！”“打倒晏阳初！”……气焰一
时非常嚣张。

从合作社获得收益的定县农民纷纷行动起来，
他们成群结队，与闹事的商人对峙，揭露他们鱼肉农
民的罪恶勾当，痛斥商人的丑恶嘴脸。几天后，这场
由不良商人出钱上演的闹剧灰溜溜地收场了。晏阳
初和平教会不但未受到影响，其建立合作社的先进
做法反而愈加深入人心。信用社、合作组织的做法
沿用至今，被世界很多国家借鉴。

在农村建立完备的卫生体系

进入定县后，晏阳初和他的同事们发现，当地很
多村民身体羸弱，农民每天工作5个小时左右就没了
力气，傍晚很早就进屋睡觉。有些年轻人也有气无
力，即便农忙也是如此。

为此，晏阳初组织专门人员迅速开展调研，最终发
现问题的根子出在卫生差上面。当时定县农村几乎没
有医疗卫生设施，全县无一家合格医院，220个村无任
何医药，250个村只有当地中医自制自售的土产药材，
每家每年医药费平均1.5元，一村所能负担的卫生基本
组织费用一年不过50元。

同时，医生严重不足，全县470多个村子中，只有
近一半的村子有中医，没有一个西医。定县每年死
亡的农民中，超过三分之一的人从未看过医生，传染
病人和健康人杂居，很多人死于霍乱和天花，产妇因
为受不到最起码的医疗保护，难产死亡率和婴儿死
亡率都很高。许多村庄的中医一字不识，治病也是
随意而为，大部分还很迷信喝“符水”。

找到症结，晏阳初在平教会设立专门负责卫生
教育的卫生部，并亲自到北平协和医院招引人才，成
功将姚寻源、陈志潜等人引进到定县从事卫生工作。

然后，开始在定县改良人用饮用水的水质，增
加井围的高度，使其高于地面，避免污水流入，并在
井沿上加盖，按时在井中投放适量的药剂，消灭细
菌，减少疾病来源。加大卫生知识宣传，训练培养
一批合格的卫生员，免费为农民种痘，预防传染
病。同步推行母婴保健制度，培养合格的接生婆。
建立健全的医疗档案，在全县进行出生、死亡及各
种有关卫生方面的调查工作。大规模收集民间偏
方验方，研制中药土药，及时在临床上使用，让药品
更加价廉物美。

紧接着，晏阳初他们又开始在定县建立三级保
健网。每村培养一名合格的保健员，配备常用药物，
对普通疾病进行及时医治。在区或乡镇设一个保健
所，按受过正规训练的医生一人、护士一人，每天上
午设立门诊，诊治保健员不能解决的疾病。同时，巡
回辅导辖区内的保健员工作，不定期召集辖区内保
健员，对日常遇见的疑难病症集中讨论，不断提高保
健员的医疗水平。晏阳初还在定县建设了一所规模
较大，设备较齐全的保健院，负责全县的卫生保健工
作，指导下一级医护人员，集中诊治下一级医疗所不
能诊治的各种疾病。

定县这种较为完备的公共卫生体系，做到了小
病不出村，大病能及时到县里治疗，种痘区域推广到
全县430余村。1934年全国天花流行，各地均有大量
人员死亡，而整个定县只有两人发病，1936年定县天
花发病率为零，这在当时是全国唯一。新中国成立后
我国备受国际推崇的赤脚医生制度也是受此启发。

走出国门 服务世界

1950 年初，晏阳初决定将已取得成功的定县经
验推广出去，让全世界正在遭受贫穷和疾病的人们
早日过上幸福生活。在晏阳初的推动下，1951 年 1
月，国际平民教育促进会正式成立，晏阳初全票当选
为主席。

会后，晏阳初的身影开始出现在世界各地。
1951年4月，在菲律宾邀请下，经过初步考察，晏阳初
将菲律宾作为国际平教乡村改造运动的首善之地。

在实地调查的基础上，晏阳初提出了菲律宾乡
村建设的整体计划。即在扫除文盲、办平民教育基
础上，采用学校教育、社会教育、家庭式教育三大方
式，推行文艺教育、生计教育、健康教育、公民教育四
大教育，各项工作同时进行，密切合作，一体推行。

晏阳初首先在条件最艰苦最贫困的地方开展示
范。他组建专门的工作队进村入户，帮助当地村民
建立买卖合作社，给村民提供贷款和耕作工具，以及
水牛、家畜，鼓励农民购买耕作和生产必需品，又将

“四大教育”连环实施。
此时，菲律宾农村很多地方秩序混乱，乡村工作

队白天深入农民家中做工作，晚上居住在农民家中，
女队员住在房内，男队员就睡在房子外面。为确保
女队员安全，这些男队员便用一条长绳将每人小腿
缠住，并与女队员的小腿连在一起，如果遇到坏人来
袭，这些队员就可立即起身一起防卫。

很快，荒原变成良田，乡村秩序逐步好转。乡民
们经过土地改良，水稻由一年的一季变为两季，两季
收获后又种植番茄、洋葱等作物；在农闲时间，家庭
还制作手工艺品进行贩卖。

几年间，示范地区人均收入是全菲人均收入的3
倍。这些曾经的不毛之地乡村面貌发生了巨大变
化，农家都有厕所、垃圾坑，村上有了村医，变成了人
人向往的富庶之地。

1954 年，新上任的菲律宾总统麦格塞邀请晏阳
初在国内推行三年乡村改造计划。按晏阳初的乡村
改造思想，菲律宾完善了村议会制度，规定每村都应选
举村议会，其中包括教育、卫生、生计三个村议员。到
1958年，晏阳初已帮助菲律宾重建了200多个村庄。

与此同时，晏阳初还在菲律宾建立了国际乡村
改造学院，并以国际乡村改造学院为阵地，协助第三
世界国家培训平民教育骨干和相关教师，专门向第
三世界国家推广自己的平民教育思想。泰国、菲律
宾、印度、加纳、古巴、哥伦比亚、危地马拉等亚非拉
所有第三世界的国家，都留下了晏阳初的足迹，晏阳
初的名字几乎家喻户晓。由于乡村改造成效显著，
菲律宾村民对晏阳初感恩戴德，尊称他为“现代农村
的圣徒”，菲律宾总统授予晏阳初“金心勋章”；在印
度，人们把晏阳初的名字与圣雄甘地并放在一起；危
地马拉总统授予他国鸟勋章。1987 年，美国总统里
根为晏阳初颁发“杜绝饥饿终身成就奖”。

晏阳初一生从事平民教育和乡村改造七十余
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称颂他“晏阳初不仅是中国
的，也是世界的”，国际社会誉他为世界平民教育之
父。晏阳初的实践开启了近代中国经验反向传播的
序幕，他开创的平民教育和乡村建设理念影响了全
世界，为世界贫苦人们打开智慧和富足之门，正在被
越来越多的国家学习和借鉴。

（作者系四川省总工会副主席、知名作家）

编者按：晏阳初一生在中国和世界从事平
民教育和乡村建设七十余年，与陶行知先生并
称“南陶北晏”。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聘为终
身顾问，被誉为“世界平民教育运动之父”。今
本报特邀《晏阳初》一书作者苗勇撰写此文，以
飨读者。

晏阳初在河北定县骑着毛驴
下乡。

本版图片均由苗勇提供

1982年晏阳初在纽约寓所留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