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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李良玉教授及其博士生学术文丛”原由知识产权出版社出版。
从现在起，这套文集将由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陆续出版。
为了既体现丛书的连续性，又显示新一家出版社的气象，丛书改名为“李良玉教授与其博士生文丛”
。
　　2005年8月至2006年8月，在知识产权出版社领导的大力支持下，特别是在副总编辑王润贵先生和
编辑牛洁颖女士的直接主持下，共有《李良玉历史研究与教育文选》和我的5位学生的博士论文出版
，还有一位学生的博士论文目前已经修改完毕，即将交付审阅。
我衷心感谢所有关心和参与这套丛书的朋友们的远见卓识和辛勤劳动，也特别珍惜和他们相处过程中
所获得的真诚。
记得我在给牛洁颖的一封电子邮件中说过：“人文社会科学的东西，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而已。
我很欢迎和你推心置腹地讨论问题，目标是一致的，就是把书出好；立场是一致的，就是以诚相见；
我想效果自然也是可以预见的，就是互相更加信任，友谊愈笃。
”这段文字代表了我们的共识。
　　1999年，南京大学通过有关程序确认我具备博士生指导教师资格，次年起我开始招收学生。
假如按今天官本位条件下博导的实际社会地位、声誉及其所承担的职责等多项指标来衡量，成为博士
生导师或许并非幸事。
然而，我仍然感谢学校领导、研究生院和所有参加评审工作的校内校外专家，他们给了我一份可能，
如同我在第一届学生答辩的时候所说：“使我有机会获得培养青年、提携才俊的创造性工作的快乐”
。
它来源于教育的诚实、神奇和自我满足。
　　把我指导的学生的论文结集出版博士论文丛书，是我招收博士生伊始就定下来的努力方向，也是
一开始就向同学们提出来的目标。
这是一个艰难的目标。
现在，这套丛书已经拥有13种著作，预计今后一两年内将达到20多种的规模。
假如有人问我，丛书的价值何在？
我依然回答：任何著作一经出版，对它的评判权从来就不属于作者。
只有读者和时间的检验，才能最终决定其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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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吴渊同学通过深入的田野调查，围绕宣村小学20世纪60年代创办以来的历史，收集了大量乡村文
书，包括各种计划、年报、帐册、礼单、名册、发票、发言稿、工程书、决算书、工资单、工作笔记
、会议记录以及相关政府公文、报刊资料，做了大量采访，并整理成谈话记录。
论文详细叙述了宣村小学的创办经过，交代了这所学校在本世纪初停办之前大约40年时间的办学历程
，揭示了在国家统一政策行为之下农民含辛茹苦、节衣缩食的办学情形，介绍了宣村小学的历任公办
和民办教师的工作和生活状况，为我们描述了一个集体化时代农民大力推进农村小学普及教育，为中
华民族的文化进步作出巨大奉献的典型。
这个典型，不仅是集体化时期的一份个案，而且在这个时代具有普遍的意义，是这个时代中国农村教
育的真实写照。
随着农民办学时代的结束，目前大批农村小学已经被撤并，多数已经湮灭，历史资料流失，本文是在
这样的时刻被及时挖掘出来的一桩鲜活的历史事件。
随着时代的演变，它的意义和价值，将会越来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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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吴渊，1978年生，湖北麻成人，南京大学历史系中国近现代史专业毕业，现为西南大学基础教育
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研究方向为历史教学论、教育论、基础教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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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本论文采取个案调查、实证叙事的研究方法。
我选取湖北省麻城市东南郊的旬宣湾村所办的旬宣湾小学为个案。
该村是一个行政村，由7个自然村组成，其中最大的自然村叫句宣湾村，故该行政村就命名为“旬宣
湾村”。
由于名称重复，容易混淆，因此我在以后的叙述中将把作为行政村的“旬宣湾村”称之为“宣村”，
“旬宣湾小学”称之为“宣村小学”，诸如此类，凡是涉及作为该行政村的工厂、人员和其他相关事
物都改成“宣村”。
　　我选取宣村小学作为研究典型，虽有偶然的机缘，但也有其独具的典型性特征。
宣村人口有1000余人，自上世纪50年代至今，虽有变化，但一直在1000人以上，未曾超出1500人，与
中国农村大部分行政村的人口数量相当；我国的绝大部分农村民办小学都是建于上世纪60年代后期
或70年代初期。
宣村小学正式建于1969年，是因应当时农村民办教育浪潮而兴建的，此后宣村和宣村小学小学与全国
其他各地的农村及农村小学一样，经历了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和税费改革，经历了农村基础教育的历次
改革和政策变更。
因此我认为，宣村小学在经济状况、生产环境、发展历程等各方面都具有中国绝大部分农村民办小学
所共有的特征，具有代表性，可以作为农村基础教育研究的个案。
　　这篇论文是一篇实证性的论文。
其主要的研究方法是历史学的实证叙事方法，即以这所小学萌芽、建立、发展、兴旺、最后萎缩的历
史过程为主线，如实地记述农民对这所学校所做的各项投入。
在记述的过程中，还将使用教育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分析该小学与经济体制之问的关系及其变革过程
，分析农村小学与其所在的乡村、村级党组织、乡镇党政部门之间的互动关系，教师的社会关系、生
活状态与心理特征；分析作为学校投资主体的农民的社会生活、对教育的心理反应；此外将采用数理
统计、财政学等方法对农村教育投资的个性数据作微观分析。
　　本文所应用的材料主要有以下几部分：　　1.档案材料，包括省、市（县）、乡（街道办）党政
部门关于农村教育的各种档案文件、统计资料，宣村村委会和村小学的档案文书。
其中宣村村委会和村小学的档案文书占有较大比重。
　　2.私人材料，包括相关人员私人收藏的各种工作笔记、回忆性文章、证书、单据、发票、信函等
；　　3.田野调查材料，主要是对相关人员（包括教育、行政人员，村民，毕业生，周边村庄居民）
的口头采访和问卷调查。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当代中国农民办学研究>>

媒体关注与评论

　　本文运用历史学与社会学的不同学科的方法，依时序地细致地复原了一个乡村小学的建设发展过
程，以此从中透射出中国农民在半个世纪中办学的艰辛，既有学理的探究价值，又有务实的参考资治
意义，其意涵不可谓不深不广。
　　——南京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陈仲丹　　本文对中国农民办学历史个案的研究和宏观把握，以
及所提出的农村基础教育的对策，不但对推动当代中国农民教育的研究，具有丰富的意义，而且对进
一步改革与完善现阶段农村基础教育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和社会价值。
　　——江苏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杨颖奇　　本文在大量收集地方档案、私人笔记信函、报刊文献以
及口述资料的基础上，运用教育社会学和历史学的实证叙事方法，对地处大别山的宣村小学这一农民
村办小学的生存、发展、兴旺以及退出历史舞台，作了深入全面的梳理和考察，展示了当代中国农民
自办教育的历史动因、复杂环境、变迁轨迹、社会成就和内在困境，从而为我们探究农村基础教育的
未来发展路径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这在国内外学术界还是首创，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扬州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周建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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