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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叶哲铭博士的新著《底层视野——现代学校教育与乡村民众生活》，以浙西南山区为研究范围，
一方面大量利用地方史志、政府档案等资料对这一区域乡村民众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活在20世纪上
半期的诸多变化进行梳理，从中发现与现代学校教育直接、间接的联系；另一方面选择该区域的一个
村落作为个案，借鉴人类学的社区研究和个人生活史等方法，具体地考察分析了现代学校教育对该村
落民众生活的多方面影响。
作者在书中所得出的结论未必都具有普适性，但是，作者所选取的切人路径，所采用的研究方法，所
收集整理的大量文献资料，却对我们全面理解、认识中国教育早期现代化的历史图景提供了颇有意义
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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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叶哲铭，男，1973年生，浙江大学教育史博士，杭州师范大学副教授。
 自硕士研究生阶段开始接受教育史学科训练，对浙江近现代教育变迁情有独钟，硕士学位论文题目为
《浙江近代高等教育变迁》，首次系统梳理了浙江省普通高校1949年前的发端、发展过程。
2003年重回浙江大学，师从著名教育史学家田正平教授攻读博士学位，并以家乡——浙西南山区为区
域研究对象，开始了现代学校教育与乡村民众生活变迁关系研究的艰难探索，完成博士论文《现代学
校教育与乡村民众生活——以20世纪上半期的浙西南山区为中心》。
 历年共发表学术论文12篇，参编学术著作4部，主持国家社科基金教育学重点课题子课题1项、省部级
课题1项、厅局级课题1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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