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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告语人民》是我国著名平民教育家晏阳初的多年活动和思想的结晶。
作为美国耶鲁大学的高才生，20世纪20年代到40年代，晏先生在中国致力平民教育与乡村建设实验，
并从50年代起在亚、非、拉美的一些国家推广。
曾获“现代世界最具革命性贡献伟人”称号。
本书还收录了美国著名作家赛珍珠对晏阳初平民教育运动的采访稿《告语人民》，从一个世界公民的
角度，将中国平民教育家晏阳初及其事业介绍给大家，在世界上产生极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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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晏阳初（1890-1990），四川省巴中县人。
美国耶鲁大学毕业后即赴法国投身于华工识字教育。
20世纪20年代到40年代，在中国致力平民教育与乡村建设实验，并从50年代起在亚、非、拉美的一些
国家推广。
曾获“现代世界最具革命性贡献伟人”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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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平民教育　　平民教育　　平民教育的宗旨目的和最后的使命　　平民教育概论　　中华平民教
育促进会定县工作大概　　农村运动的使命　　中国农村教育与农村建设问题　　农民运动与民族自
救　　平民教育促进会工作演进的几个阶段　　“误教”与“无教”　　10年来的中国乡村建设　　
抗战建国的基本问题　　农村建设育才院的宗旨与今后的使命　　开发民力建设乡村　　为和平而教
育世界　　中国的平民教育及其对世界的影响　　创立国际乡村改造学院的计划大纲　　在菲律宾培
训班开学典礼上的讲话　　关于乡村改造运动的总结　　在危地马拉训练班结业典礼上的讲话　　我
为什么第二次回到祖国 　　乡村改造运动十大信条　　平民教育运动的回顾与前瞻　　九十自述　　
告语人民　　序言　　第一章　　第二章　　附录　　晏阳初年谱　　附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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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他站起来，在屋里来回踱步：“还有一点要对你说，就是在整个社会改造事务中各个方面互相关
联的重要原则。
生活是一个完整的有机体，不要把它划分成各自独立的部分，当想到我们一直在谈论的‘四大病根’
时，你必须看到它们间的内在联系。
例如，贫穷是引起疾病的一个原因；疾病和体弱是经济上的浪费，因而又会导致贫穷。
反过来说，贫穷和疾病又大抵是愚昧无知的结果。
除非出现一个有效的、有人民参加的政治制度，不然的话，要在文化、经济、卫生等方面取得持久成
效是困难的。
当谈到社会改造的四个方面时，我们应认识到这不是彼此分离的，而是相互联系的生活的各个方面。
它们只是一个复杂计划的一种方便的组织形式，这就是我们强调要一个相互关联的计划而不是彼此分
离的方针的原因。
教育、经济改造、公共卫生和自治政府是彼此相关、互相依赖的，任何一方面的成功都要依靠其他几
个方面的成功。
”　　“平民学校在农民的心目中产生了这样一种影响，他们有史以来头一次自称为读书人，那是他
们曾为之追求了多少个世纪的一种身份或地位，而过去，他们却从未有机会得到它。
现在，他们能读书识字了，真的成为读书人了，中国农民就像获得了魔力一样，顿时产生了自尊心和
自信心，有了自己的尊严。
以后，校友之间也产生了同学间的感情，你可利用它为社会服务；妇女们也有了这样的感情，这样，
社区建设就有了基础。
在这些男女学员中有了核心，出现了为改造整个社区和整个国家的潜在的强大动力，那是一种非常重
要的东西。
　　“但是，倘若停滞不前，那可就麻烦了。
首先是教育办不下去了。
我认为有时候不受教育要比受错误的教育要好些。
现在人们要求有较好的住处和较好的生活，那是合理的，可以理解的，但是，倘若只向他们中间灌输
许多新思想、新愿望，而不用实际的知识和技能去充实他们，以达到他们的新要求新愿望，那我们的
工作就会给社区带来不和谐的气氛，造成思想上的混乱。
曾有人找到我，对我说：‘晏先生，可能你教育的这些农民都想当白领了，他们不愿再种地了。
’我答道：‘如果这样，这种教育是失败的。
’当你使人们自己要求改善生活时，这是很可贵的，但是，你必须立即提供改变现状的实际知识和技
能。
　　“正如我们发现的那样，我们必须使识字教育与在更大程度和更广范围内改善生活的教育联系起
来。
你没有必要把这些人从他们的环境——农田中带走，应该就在农田教育他们。
这样，你就用不着在学成后把他们送回来，因为他们始终就在农田。
许多慈善家把孩子们带走，让他们住进豪华的楼房里，教他们读书，这本是好意。
然而不知为什么，他们都不愿回到自己的家乡去。
我们从来不那样做，我们就在他们居住的地方开展教育，在他们学完平民教育课后，便马上把同学会
组织起来。
”　　中国的知识分子在和农民、平民结合的时候，要从根本上破除“上智下愚”的传统封建观念。
把自己看成是上等人，而把农民、平民看成是下等人，这是大错特错。
1776年美国的《独　　立宣言》，1789年法国的《人权宣言》都表明了“人人生而平等”的思想。
1948年联合国大会通过了《世界人权宣言》，进一步发挥了这一基本思想。
它和中国的封建思想是根本不同的。
　　受过现代教育洗礼的知识分子首先应当具备民主自由的先进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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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待中国的平民百姓，特别是占人口总数85％的农民，我们要从心底把他们看做是与我们一样的平等
人，看做是我们的同胞，是自己的兄弟姐妹。
几千年来的封建统治，使他们祖祖辈辈受苦受难，不能摆脱愚昧无知的状态。
这不是他们的过错，他们不是不可教，而是“无教”。
他们并不缺乏才智，缺少的是机会。
他们受尽千辛万苦，有其独有的不朽经验，只要给他们以机会，他们的聪明才智总有一天会爆发出来
的。
我曾说世间最宝贵的财富是人，世界最宝贵的矿藏是“脑矿”，最大的“脑　　矿”在中国，中国的
平民、农民蕴藏着无穷的伟力。
我们搞平民教育与乡村改造，就是在开发“脑矿”，开发民力。
而从事这一工作首先要求我们扫除自己头脑中的封建意识，树立一个平等的思想。
所谓平民教育，其“平民”二字中的“平”，并非只“平凡”一义，其中还含有“平等”的意思。
首先是人格平等，其次是机会平等。
当真正实现平等的时候，天下才能“太平”。
如果世界上2／3的人总在贫困和不满中生活，世界能够实现和平吗?　　70年来，我们初衷未改，坚持
生活在劳苦大众中间，前30年在中国，后40年在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为了推动乡村改造，我们必须
虚心向农民学习，向农民求教。
不这样做，我们在农村就不可能站得住脚，更不可能有所作为。
你高高在上，视自己与农民为异类，你就不可能抓住他们的心弦，就不会得到他们的信任与尊重，就
不可能推行你的主张。
这好像医生为病人看病，要达到治病救人的目的，你就要问病情，检查身体，这就是向病人学习。
你还要有一个严肃、诚恳、热情的态度，否则病人就不跟你合作。
积几十年经验，我们深深认识到，要想使乡村改造事业取得成功，非要和农民打成一片不可，非要向
农民学习不可。
　　⋯⋯　　　　书摘2　　要实现“民族再造”的使命，最有效力的方法，莫若“教育”，但是要
怎么样的教育?这是生命攸关的问题。
若用中国式的古董教育，或西洋式的舶来教育，可说这不但不能达到民族再造的目的，反要促成“民
族自杀”、“民族速死”悲惨的结果。
　　究竟要怎样的教育呢?总括起来说：要“实验地改造民族生活的教育”。
中国式的古董教育，与民族生活不相干，只能造成三家村的乡学究；西洋式的舶来教育，与民族生活
不相应，只能造成外国货的消费人。
只有实验的改造民族生活的教育，才能造成国家中兴发强刚毅有作为有创造的民族。
　　何以叫改造民族生活的教育呢?这种教育，以培养民族的新生命，振拔民族的新人格，促进民族的
新团结新组织新目标，以适应实际生活，改良实际生活，创造实际生活为内容。
前者　　“教育即生命”，使接受这种教育的人，自己决心要改造他的身心，来发扬民族的精神；后
者“教育即生活”，使接受这种教育的人，自己决心要改造他的生活，来适应·民族的生存，所以叫
做改造民族生活的教育。
　　又怎样叫实验地改造民族生活的教育呢?要实现上段所说的“教育即生命”和“教育即生活”的两
个原则，绝不是在书本上言语上的教育可以做得到的，教者与学者，都要在实际生活　　上去实地历
练才成。
举两个例子来说：譬如教农村青年选择良种，驱除病虫，其方法不重在教室内黑板上的讲演，而重在
田地里的实际工作。
其目的不光在增加生产，而要在输入科学知识，造成科学头脑，启发人类可以“赞化天地”、“征服
自然”、“人定胜天”的观念。
这正是在改良实际生活的实验中，培养民族的新生命，振拔民族的新人格。
又如在农村里提倡办合作社，其目的不仅在增加农民的收入，而要在养成他们的合作精神、合作习惯
、合作技能，以促成民族的新组织新团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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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这样在实际生活上，教者与学者一同去历练的教育，所以叫做实验的改造民族的教育。
　　中国农村运动要实现“民族再造”的使命，其方法非从“实验地改造民族生活的教育”下手不可
。
中国的农村虽然破产，而人才很丰富，有的是人，只要你肯给他们以好教育，那是很大的富源。
依我们从事农村工作的同人10余年来的经验看来，青年农民当中，真有不少的天才，受了短期的平民
教育，就能表出他们很丰富的智力与才力，真是我们未到民间以前，所梦想　　不到的高兴事情。
我们所以能10余年如一日，在乡间吃苦挣扎，就因为受了这些可爱可造的农民的感动。
否则我们也愿意享受都市的很舒服的生活，老早就一丢光跑了。
　　我希望农村运动的同志们，看清楚这些青年农民，真是可畏的后生，他们要是都受了改造生活的
教育，国家今后的大责任，就可由他们的群策群力去担负。
我们今日只管培养他们的新生命，振拔他们的新人格，促成他们的新团结，训练他们的新生活，使他
们科学化、合作化、纪律化、现代化。
他们便自己能尽国家主人翁的责任，随时代的演进，解决变化无端层出不穷　　的种种问题。
用不着我们包办他们的将来，什么问题都要想依我们今日的理想主义替他们都做好。
人类社会没有这样简单容易机械的事情。
　　　　为什么要办育才院呢?育才院就是造就适应时代的合于社会要求的建设乡村的有用的人才。
大家知道中国闹人才荒的今天，有些机关找不到人，有些人却找不到事，并且有时还要争起来抢夺人
才，彼抢此夺，抢得一蹋糊涂。
所以中国弄不好，并不是说没有钱，有的是外债、公债及发行的纸币；也不是没有计划，国民政府里
的计划多得很。
那么中国成问题的是什么呢?中国就是没有得其所用的人才，所以我们今天来办育才院，就是要解决人
才荒的问题。
　　至于说到人才，我可把它分成几种人才：　　第一种是庸才。
只要跑到旁的大学里或中学里去看，还有好多学生要嫖要赌的，说不定甚至还有抽大烟的。
在他们的眼中，并没有什么民众和抗战及国家观念，他们只知糊糊涂涂地享受目前的快乐。
第二种是奴才。
这种才比庸才要厉害些，一个受过教育的人，没有气节，要当汉奸，你看成什么才呢?但是你们受了教
育后，切不要去当奴才。
当然，现在你们没有地位，没有权势，要去卖国也不够椿，但到将来够格的时候，或者在三四十年后
，也要明白奴才是出卖国家的，这不是人做的事。
第三种是天才。
在中国的天才实在是凤毛麟角。
何谓天才呢?这里有一个这样的定义：科学家爱迪生真是个天才，有一个人称赞他是天才，他说：“你
如果承认我对天才的解释，我很诚意地接受你的批评。
我以为天才只有1％的才气，要加上99％的血汗。
”要知道爱迪生的成功，并不是偶然的，每天他要做15个钟头的工作，只睡3个钟头的觉。
我在美国还亲眼看到一位钢琴家，他从7岁起已学会了弹钢琴，到现在已是白发蓬蓬的60岁的老翁了，
他每天还要练习8小时，他担心落伍。
所以只要他到那个地方去弹琴的时候，听他弹琴的人，总是争先恐后地拥挤着。
现在我们要做天才的话，就要像爱迪生一样，每天要做15个钟头的工作，到年老的时候，也要像那位
钢琴家那样，每天要练习8个钟头，这样，才会成就你们的天才，要不然不配称天才，只配叫怪物。
第四种人才是中平之才，比上不足，比下有余。
这类的人，只要有教育给他，可为国家所倚重的人，所以我们要培养的，也就是这种人。
　　现在再讲本院训练人才的六大目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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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序言：“世界公民”　　——晏阳初与赛珍珠　　晏阳初(1890—1990)无疑是20世纪中国教育家中
最具国际影响的世界性人物。
　 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刚刚从耶鲁大学毕业就搭乘军舰，只身来到法国。
在欧洲战场的英军华工营中，创办识字教育。
他以满腔的热血与勃勃的雄心投身于开发“脑矿”，“扫除文盲．作育新民”的神圣事业，由此奠定
了他终生不渝的奋斗目标：为劳苦的平民大众，特别是为广大农民摆脱愚昧、贫穷、病弱、自私涣散
的平民教育；为祖国自强、自立的社会改革运动；也为世界底层人民争取“免除愚昧无知的自由”，
而奉献自己的一生。
　　“五四”运动之后，晏阳初回到中国，与来其慧、陶行知等人创建了中华平民教育促进总会，他
任总干事。
他们先在长沙、烟台、嘉兴、武汉等地进行城市平民识字教育实验。
1926年之后，将工作重点转移到农村，选取河北定县作为“社会改造实验室”，进行平民教育与乡村
建设的实验。
他试图通过文艺、生计、卫生、公民四大教育医治中国社会的“愚、穷、弱、私”四大病症，为中国
教育的现代化与本土化，以及整个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进行探索。
他号召知识分子“走出象牙塔，跨进泥巴墙”，回到社会最底层的农民中间去；并身体力行，将“科
学与民主”的口号，转化为文化启蒙、科学启蒙、民主启蒙与个体意识启蒙的具体实践。
在他的倡导下，一大批中高教知识分子，包括学有所成的留学归来的博士、硕士，纷纷舍弃了城市中
待遇优厚的职位与相对舒适的生活环境，携妻将雏，来到乡间，开始了乡村建设的实验，掀起了现代
史上著名的“博士下乡”运动。
这标志着中国知识分于对“学而优则仕”与“坐而论遭”等传境观念的彻底决裂与超越。
　　“定县实验”首后达10年之久。
通过实验他们探索出一整套适合于中国国情的乡村教育与乡村建设的制度，创造了乡村平民学校、生
计巡回训练实验学校、大队组织教学学法、导生传习制、表证农家，以及学校式、社会式、家庭式等
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教育教学形式。
他们还编制了不同程度不同对象使用的字表，词表、简化汉字，以及各种类型的平民千字课本、农民
千字课本、历史图田说、国族精神等一系列平民教材。
从教育入手，对农业生产、农村卫生、保健、社区组织、县政改革进行了一揽子实验，总结出教育，
科技与农业生产结合，学校教育与社全教育互朴以及农村教育基础化、经济化、普遍化等一系列经验
，有力地促进了上个世纪前半叶全国的乡村教育与乡村建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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