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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无论对于教育者还是受教育者，教育都是一种生活方式，而且是一种日常生活方式。
所以，我们如果想要了解教育，并且期望发展教育，就必须了解和理解这种生活方式。
当然，生活方式也是多种多样的，尤其当其以经验事实的方式流动的时候，就构成了丰富多彩的教育
图景。
而要揭示这幅丰富多彩的教育图景，教育叙事研究就会成为重要的理论方式。
　　在教育研究中，我们经常可以看到思想与语言的错位：二者的发展总是不协调。
一方面不断有新的想法出现，另一方面这种想法却由于理论语言传统的限制而很难加以表达。
而今教育叙事研究的流行，并非出于追求新颖，而是深切地感到出于日常生活领域里的人群、事件与
感受只能借助于叙事语言才能表达清楚，在事实描述阶段就对语言进行刻意的理论化加工，必然会扭
曲日常生活事实的本来面貌。
对大多数人的日常生活来说，知识往往是以“权力”的形式发生作用，人们很难进入那些描述、界定
他们的理论话语体系，他们只能承受理论话语的界定。
从这一意义上讲，叙事语言还承担着这样一种使命：使普通读者能够参与进来，并依据自己的经验和
感受，对叙事文本进行评价。
叙事文本所揭示的事实性内涵也就会随之扩大，因为某一次叙事并不能达到对事实的充分表达，但是
读者的进入，并与文本中叙述的事实进行对话，却可以使文本逐渐接近事实，而要保证读者可以对话
，就需要使用读者习惯的生活语言。
　　就目前的主流学术研究而言，显然仍是理论语言一统天下。
即便描述现实生活中的问题，理论语言的表述能力也是非常有限的。
让我们重温加登纳的话吧：“日常生活给我们的纷繁复杂的情形，也间接地反映在我们的日常语言的
本质中。
从实践的观点看，语言的主要用途包含了交流信息，表达要求，给出指示，提出建议等等。
它的作用就是要通过下列途径，使行动变得容易，即把世界的各种特征都加以分类，以使它们得到辨
认，并把它们与我们过去的经验联系起来。
而且，因为生活是极其复杂的事情，如果我们要使生活具有意义并达到我们的目的，就需要不断地简
化我们的生活，同时不断地重新适应我们的生活，这样，我们的语言就必须是可选择的，可变动的，
可调整的。
”　　当人们处理日常生活中出现的而需要解决的无数多变的问题时，会根据常识行事，而根据常识
行事，就意味需要根据过去的经验。
在这里，“常识”则是指在日常生活中的诀窍和权宜之计，它们是松散而缺乏严格性的。
但是，我们并不能因为日常生活语言的这种本性而可以像哲学家般地对日常生活的语言加以精确化和
严格化，结果反而不能适合其作用，并导致理解的困境。
“常识”不同于“专门知识”，对于日常生活意义的理解，却可能产生于“常识”和“专门知识”的
对比语境之中。
这构成了一种语言的张力，尤其对于教育研究而言，当我们关注日常教育实践的活动时，就可能产生
自身的话语方式。
而这正是我们关注教育叙事的目的。
　　我们愿意把这种探究看作是一种教育研究的实验行动。
当然，这并不仅仅意味对教育叙事的方法实验，更在意对于教育研究本身乃至教育学科发展的实验尝
试。
这也不单纯是对于教育叙事的行文风格和话语的兴趣，更多的是，我们实在难以抗拒蕴藏其中、对教
育学本身意味深长的发展取向和趋向的诱惑。
正是因为这种考虑，我以为，教育叙事的研究兴起，已经超越了对于西方叙事方法的借鉴，或者本土
化的含义，而在实践中满怀着对于教育学自身理论建构的深情厚谊。
所谓：“言于此，意在彼”，确是这种心情和意愿的真实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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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套“中国教育叙事研究丛书”由五部著作构成。
　　丁钢所著的《声音与经验：教育叙事探究》力图为教育叙事研究建立理论和方法的基本框架。
迄今为止，有关教育叙事研究的论述很多，但是系统阐述教育叙事研究的专著缺场，使得许多问题显
得模糊不清。
在此书中，通过对西方叙事理论和方法的梳理反思，尤其是对教育叙事理论资源的辩证分析，提出把
教育叙事的理论建立在教育叙事与日常教育实践关系的基础上，进一步廓清了其方法论及其意义，并
指出了作为理论探究的教育叙事研究的五个方面的理论范畴，从而为教育叙事探究奠定了理论与方法
论的基础。
　　另外四本著作，则从不同的视角对中国教育进行了教育叙事的研究。
　　许美德所著的《思想肖像：中国知名教育家的故事》，作者是一位长期研究中国教育的国际知名
专家，她的这项研究历经数年之功，访谈了当代中国知名教育家如刘佛年、李秉德、朱九思、王承绪
、潘懋元、汪永诠、顾明远、谢希德、鲁洁、叶澜等，从叙事研究的角度对他们一生的教育、生活、
学术和领导的经历作出了深入的研究。
结合他们个人的以及其所处大学的发展历程，勾画出近百年来中国教育复杂多变和丰富多彩的发展图
景，精彩诠释了在中国社会文化及其教育发展中，通过这些知名教育家所呈现的中国教育发展取向和
独特命运，为人们提供了一个独特而富有魅力的研究视角和领域。
　　张素玲所著的《文化、性别与教育：1900—1930年代的中国女大学生》，揭示了19世纪与20世纪
之交，当时的知识分子和国家对现代性的追求抑或说对现代中国的想象和设计所伴随的对新女性的塑
造和倡导，使女子教育被纳入了民族国家建设的主流话语中并开始迅速发展起来。
此书指出女性并不只是被定义和想象的性别群体，在对女大学生家庭、个人经历、教育背景的研究中
显示，女性并没有完全服膺精英知识分子关于理想中的女性形象的倡导。
女子教育目标、知识分子热切的对于女性的期望，与女大学生自己对于独立生活和职业的追求之间始
终存在一定的距离。
来自不同环境中的女大学生有着不同的思考和行为方式，她们的故事也显示了，教育对于她们内在的
精神品质的影响使她们有着同样的对独立、平等的追求和坚持，尽管在现实生活中，她们也同样面临
着来自社会的压力。
　　孙崇文所著的《学生生活图景：世俗内外的教育冲突》，认为作为中国近代化进程中的伴生物，
大学生包括基督教大学的学生的生活史研究无疑也是一把帮助我们解读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钥匙。
作者结合学生不同的求学经历及其个人成长作具体的考察，关注学生个体的早年经历及其入学的目的
，尤其关注不同个体在家世、地域、性别和年代等方面所存在着的显著差异，并力图尽可能全面地反
映学生们在基督教大学求学期间的生活场景，如基督教大学学生们的宗教生活、学习生活、政治生活
，以及日常生活等。
指出基督教大学在华发展的数十年间，学生们是如何处于这种极端对立与冲突的矛盾漩涡的中心的，
他们的内心深处又如何承受着这些极端对立与冲突的评价标准的拷问，“我是谁？
”“我究竟应该成为谁？
”以及在宗教信仰和民族认同之间，他们用自己的言行所作出的抉择。
　　王楞等著的《教师印迹：课堂生活的叙事研究》，是对中小学教师课堂教学生活进行长期现场观
察和田野工作的研究成果。
作者们运用叙事研究的方法，从课堂观察入手，对教师这一特殊群体的教学进行研究，通过故事描述
教师所从事的课堂教学活动，使人们熟悉又陌生的课堂生活得以展现，从而揭示了那些看似平常，甚
至教师本人习焉不察的行为背后隐含的教育内涵，在课堂实践中寻找教师确认的意义链接，并解释教
师所从事的课堂教学活动的意义。
　　这是我国第一套以教育叙事研究中国教育与社会历史实践的图文并茂的著作系列。
此系列书稿选题独特新颖、研究方法和理论前沿，有很强的可读性和对教育研究的导向性。
此系列出版同样也是基于主编者在近年来以教育叙事研究推进教育经验的理论研究，以及指导这种新
颖研究方式所获得的具体成果。
我们真诚地期望能够为推动中国教育研究的理论创新和实践发展，并由此提升中国自身的教育理论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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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研究，而尽上一份微薄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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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思想肖像：中国知名教育家的故事》考察了作者长期接触的11位中国教育家的职业生涯，其中
既有王承绪、李秉德、朱九思等中国当代教育学的开创者，又有谢希德这样的曾为当代中国的科学事
业与大学发展作出卓越贡献的科学家与教育家。
作者不仅细致刻画了11位教育家的成长历程、事业发展与学术贡献，而且生动再现了中国近百年来的
政治、文化与社会变迁，是以“教育叙事”的方式实现“知人论世”的代表著作，其中隐含的“中国
文化”情结更是表达了作者也像11位教育家那样坚信，无论遇到什么样的挑战，中国及中国教育都可
以泰然面对，并能为世界和平与发展作出积极贡献。
　　《思想肖像：中国知名教育家的故事》作者是一位长期研究中国教育的国际知名专家，她的这项
研究历经数年之功，访谈了当代中国知名教育家如刘佛年、李秉德、朱九思、王承绪、潘懋元、汪永
诠、顾明远、谢希德、鲁洁、叶澜等，从叙事研究的角度对他们一生的教育、生活、学术和领导的经
历作出了深入的研究。
结合他们个人的以及其所处大学的发展历程，勾画出近百年来中国教育复杂多变和丰富多彩的发展图
景，精彩诠释了在中国社会文化及其教育发展中，通过这些知名教育家所呈现的中国教育发展取向和
独特命运，为人们提供了一个独特而富有魅力的研究视角和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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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许美德（Ruth Hayhoe），多伦多大学安大略教育研究院教授，著名比较教育学家、中国教育研究
专家，曾任香港教育学院院长、国际与比较教育协会会长、加拿大驻中国大使馆文化参赞等，并曾先
后在复旦大学、华东师范大学担任外籍专家、紫江特聘讲座教授。
早年即开始在中国从事福利事业，后又长期致力于研究中国近现代教育变迁，堪称国际教育界热爱中
国文化的著名学者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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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开拓者第4章　朱九思：有远见的大学校长第5章　潘懋元：中国高等教育研究的奠基人第6章　谢希
德：杰出的科学家和教育家第7章　王逢贤：一位执著的教育哲学探索者第8章　汪永铨：高等教育思
想家和领导者第9章　顾明远：比较教育家和现代化理论家第10章　鲁洁：一位杰出的女教育学家第11
章　刘佛年和叶澜：两代教育家第12章　肖像比较与思考参考文献代译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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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求是书院设在原普慈寺，于1897年新年开学，同年5月共有学生30人(浙江大学校史编写组，1996
：7)。
课程集中在实用知识领域，如造船、采矿、农业和制造，反映那个时代自强改革家的关切。
所有学生都已达到旧制科举考试的初级水平，在国学和人文科学方面具有相当的知识。
1898年，扩大学额，又招收60人，以后几年继续招生，1903年，按当时改革的一般趋势，改名为浙江
高等学堂(浙江大学校史编写组，1996：10)。
到1907年，规模增加到319名学生，教职员29人(浙江大学校史编写组，1996：11—12)。
直至1911年辛亥革命，求是书院是省内最有名的新式学校之一，毕业生积极参与进步运动和各种社会
活动。
　　但是，在1914—1927年，浙江高等学堂停止招生。
1925年孙中山逝世，1927年国民革命军北伐成功，南京国民政府将开始高等教育的新时代。
这个时期最著名的知识分子蔡元培，在1907—1917年间，曾在德国和法国留学。
1917年回国任北京大学校长。
蔡是国民党党员，1927年被新政府任命为教育部长，他试图以法国高等教育制度为模型，实行大学区
制(Lindeng，1968)。
　　蔡所关切的两件大事是要保证中国大学的自治，不受政党的控制，并使大学的地域分布能有所平
衡。
在他1927年提出的改革计划中，将设立四所以孙中山的名字命名的大学，都按孙中山的出生地命名为
中山大学。
一所设在中国南部广州，第二所设在中国中部武汉，第三所设在杭州，第四所设在新的首都南京。
在这个计划的激励下，浙江省教育行政当局，在浙江高等学堂及后来接管它的两所专门学校的基础上
创办了一所新大学。
1928年的情况表明，大学区制不能有效地贯彻执行，这所大学定名为国立浙江大学，是一所国家层次
的公立大学(浙江大学校史编写组，1996：23—26)。
　　尽管在早先的课程中，重点是放在现代化所需要的应用科学，但后来文理学院成为国立浙江大学
的核心，其目的是鼓励新的理念和思想自由，促进学习和研究的科学方法，以及在全省进行中小学教
学方法的改革。
因而它设有一个教育系，以及中文、历史、外语、政治学、经济学、数学、物理学、化学和生物学等
系。
此外浙大还承诺要培养具有朝气蓬勃、心智灵活，能够很好地服务社会的毕业生(浙江大学校史编写组
，1996：8)。
　　国立浙江大学在早期有过几位校长，郭任远于1933年任校长。
他是一位心理学教授，曾留学美国，具有很高的学术声誉。
他也是一位立场坚定的国民党党员，决心把学生和教授置于强硬的政治控制之下。
当时的形势可谓波涛汹涌，从20世纪30年代早期日军侵略东北开始，高涨的学生运动督促政府抵抗日
本，校园因此频繁爆发激烈的斗争。
学生发动驱郭运动，要求他辞职，导致蒋介石本人于1936年1月来到浙大，学生仍坚持驱郭，他黯然离
去。
这一传奇成为大学历史上一件激动人心的事件(浙江大学校史编写组，1996：33—36)。
1936年春季，著名科学家竺可桢接任校长，在浙大校史上，这是一个重要的新开端。
从此浙大在中国成为以学术卓越和勇敢精神闻名的三所或四所大学之一。
在蔡元培之后，竺也许是1949年以前大学校长中最受人尊敬的校长。
　　竺可桢是一位地质学和气象学专家，他首先是一位杰出的科学家。
他又是一个坚持原则的人，他不允许自己被外部的政治势力所操纵，他对大学具有远见，这使他能吸
引具有最高素质的学者，并为他们提供不受阻碍的工作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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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还对学生开诚布公，不偏不倚地处理他们热衷的事情和行动主义，赢得了他们的信赖与爱戴。
　　浙江大学毗邻中国东海岸，面对1937年开始的日本侵略，是最早不得不内迁的大学之一。
电影《流亡大学》歌颂了1937—1945年期间浙大先后转移到三个内地城市的英雄故事。
在整个困难时期，尽管处于战时紧急状态，竺仍能出色地领导浙大，使之保持士气与最高水平的教学
和科研。
1938年，竺把求是书院校名定为浙大校训，并把它译成英语“真理信念”。
他认为，浙大的核心价值观乃是“诚”和“勤”(浙江大学校史编写组，1996：155)。
　　1945年，抗日战争取得胜利，浙大复返杭州。
竺继续领导浙大直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
尽管他是国民党政府任命的重点国立大学校长，而且资历深厚，但他拒绝去台湾。
他被新政府任命为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直到1974年逝世。
竺可桢永远是一位受人尊敬的人士。
《浙江大学简史》中有专章描述竺的领导作风和作为一位大学校长的杰出成就(浙江大学校史编写组
，1996：151—169)，这些成就后来被许多大学领导人当成理想。
　　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浙大进入一个新阶段，因为中国新一代领导人决定在高等教育方面全面
仿效苏联。
1952年，他们在整个高等教育系统展开全面的调整，寻求沿着把全国分成六大军区的路子，进行地区
合理化建设，这六个大区是：华北区、东北区、华东区、西北区、中南区和西南区。
每个大区应该至少有一所以文科和理科为中心的全国性的综合大学，一所工科大学，一所师范大学，
以及若干所在中央各部委领导下的专门学院。
按照苏联的模式，把最有声望的大学院校集中在每区一个或两个大城市。
目的是保证新的高等教育制度能够培养各个部门的社会主义建设所需要的专门人才。
　　在这种情况下，浙江大学被划属华东地区，却不能与上海和南京竞争本地区仅有的几个全国性综
合大学的名额。
华东区包括山东、浙江、江苏、福建和江西五省。
上海是华东地区无可争辩的中心。
在1949年以前，复旦大学根本没有像浙江大学那样的学术声誉，但是它在上海市的地理位置使它有机
会成为华东地区最重要的综合大学。
　　北方的山东大学、江苏的南京大学和南方的厦门大学，也发展成为区内的综合性重点大学。
而浙江大学则被迫成为一所工科大学，以工程科学为中心。
医学院、农学院和法学院，按苏联的模式成为各领域的专门学院。
文学院和教育学院合成一所新的省级师范学院即浙江师范学院。
　　浙大很多著名的数学和自然科学教授被转移到北京的中国科学院或上海的复旦大学，这一变动造
成的损失令浙大很长一段时期都难以恢复实力。
在这些教授中，有一位著名的数学家，名叫苏步青，1978年，苏成为复旦大学校长。
1994年他被邀为《浙江大学简史》写序，在序言中，他评论了竺可桢的领导才能以及1952年他自己调
到复旦以前在浙大担任教授、系主任和教务长的21年期间所取得的累累成果。
1951年和1952年，从浙大调出的各领域的著名教授的长名单也登载在《浙江大学简史》上。
其中23人后来当选为院士，表明浙大所遭受的损失有多大(浙江大学校史编写组，1996：325—326)。
遭受同样损失的其他国立大学是清华大学(清华的故事参见本书第8章)。
　　1958年，在“大跃进”时期，浙江大学转由省管，设置了若干基础科学专业，试图重建1949年以
前在这些领域的原有强势。
很多其他工科大学也采取了类似的措施，只是在1961年的紧缩中停办了这些专业。
但在浙江大学，当时担任校长的周荣鑫坚持浙大不应回归北京高教部管理，而由省管，这种体制在文
化大革命以后终止。
结果，浙大能保持基础科学专业，这为浙大1978年以后的改革创造了一点有利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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