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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国是一个名副其实的“乡村型”大国，传统文化大多产生 于 乡 村 社 会。中 国 乡 村 社 会 的 发 展

与变迁直接影响着乡村教育的发展与变化。古代时期，“生存型”社会决定了生活化的乡村教育、官学无力 导

致私学的兴起、乡里的士绅对乡村教育做出积极贡献，追求功名激起了乡村社会的自学浪潮；近代时期，城 市

化发展决定了城乡学堂不均衡布局、新式教育的实施造就了一大批乡村教育家；现代时期，人民公社制推动了

生产劳动式的乡村教育、文化大革命导致乡村教育的断层、乡村文化的滞后要求全面实施乡村素质教育、改革

开放政策推动了多样化创新人才的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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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一个名副其实的“乡村型”大国。这不仅因为中国是拥有乡村领域所在国土面积比例较

大的国家之一，更重要的是因为中国有着悠久的乡村文化历史。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传统文化大

多产生于乡村社会，以至中国乡村教育的发展与乡村社会的发展与变迁有着密切的关系。鉴于此，

具体详实地梳理中国乡村社会的变迁史，对合理理解中国乡村教育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一、中国古代乡村社会中的教育发展

关于中国古代时期的划分，已是仁智互见。我们拟基于白寿彝主编的《中国通史》［１］中关于中

国古代时期的划分标准，从远古、上古和中古三个阶段梳理中国古代乡村社会的变迁史，借此探索

中国古代时期的乡村教育的发展情况。

（一）中国古代乡村社会的变迁史

１．远古时期的乡村社会

在旧石器时期，人们以农业、狩猎等为主要生活方式，尚无现代意义上的乡村概念；只有到了新

石器时期，农业和畜牧业开始出现分离，那些以农业为主要生计的氏族定居下来，成了真正意义上

的乡村。如最早出现的浙江的河姆渡以及陕西的半坡等［２］。

在远古时期的乡村社会里，无论是经济、生活，还是个体人等的发展都十分落后、低下，以至有

人认为那是一种非常野蛮的、非文明时期［３］１０。远古时期的乡村社会主要表现为：（１）生产力水平非

常低下；（２）物质资源（野生）虽然很丰富，但难以直接转化为生活资源；（３）人们非常野蛮，缺乏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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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文气息；（４）人们“享受”着自由平等的生活。

２．上古时期的乡村社会

中国上古时期（前２０７０－前２２１），一个基于私有制的全新的统治阶级主导型社会已经建立起

来。这一时期，拥有权势的统治阶级所处的经济中心地区逐步独立出来，主要以剥削他人劳动而获

得剩余价值，或在不平等的商业贸易中获利，而与之不同的是非经济核心区域，或称为“乡村”的地

方，人们拥有另外一种生活方式，即从事着笨重的体力生产劳动，甚至还吃不饱，穿不暖。

首先，从政治变化来看，原始社会末期，尧、舜为帝时期，虽然是一种氏族公社制，但是，由于王

权殊荣的诱惑，在氏族内部或氏族之间的斗争也越演越烈，这在夏族禹氏那里表现得尤为明显。据

说，禹也曾试图禅让给外族贤人伯益，但终因禹氏家族势力反对，禹之子启最终杀死伯益而继承王

位。于此，一种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的专权的统治阶级制度开始兴起。

其次，从乡村经济上看，上古时期的最大特点就是首次实现了从公有制向私有制的过渡。据说

在神农氏时，“以石为兵”；黄帝时，“以玉为兵”；禹的时代，“以铜为兵”［４］２２。商代由于青铜农具的广

泛使用，加速了井田制农业经济发展，以致六畜兴旺，除了食用外，牛马还被广泛使用于驾车、作战。

西周沿用了商代的井田制，并辅之以亩制［４］４８。春秋时期，铁器牛耕的生产方式，为农业生产提供了

有利条件。战国时期，虽然铁器的广泛运用大大提高了生产力水平。但是，由于战乱四起，以致战

国时期的整个经济状况也不尽如人意。

其三，在乡村治理形式上，上古时期出现了专门的乡村治理制度。其中，乡里制度萌芽于夏商

时期，其设有“六乡六遂”［５］。西周时期初步确立了什伍之法，但此时，乡的层级高于州县的行政建

制，遂的层级亦高于州县［６］。春秋时期，继续沿用乡里制度，同时还出现了“邑，乡、党、邻、里”。战

国时期，“郡县制”基本形成，将乡沉至县下，成为最基础的组织［７］。可见，上古时期的乡村社会，已

经确立了较为明细的管理层级。

其四，就乡村文化而言，上古时期，是中国文字广泛运用的时期。据考证，在远古末期就出现了

图形文字，如大汶口文化。由于文字的出现，大大加速了西周的文化事业的发展，以至《诗经》记载

的诗歌大多数都是创作于西周时期。春秋战国时期，打破了学在官府的局面，出现了各类私学，呈

现百家争鸣之势。由于养士之风盛行，文学之士不断增加，其著书立说，上说下教，文化学术获得空

前的发展。［４］９９

可见，上古早期阶段，是一种纯粹的奴隶制形式，其学在官府的制度，无形剥夺了处在乡村的平

民百姓或长期为奴隶主干活的奴隶的受教育权利；自春秋起，逐渐向封建的小农经济转化，出现了

“学术下移”的趋势，大量生活在乡村的有志平民同样有了“自由”接受教育的机会。

３．中古时期的乡村社会

中古时期（前２２１－１８４０）经历了２０００多年的历史。这一时期，长期从事农业活动的农民百姓

远离城市，构成了乡村社会的主要群体。

中古时期的乡村社会主要表现为四个方面的特征［８］３３－４７：一是分散的小农经济长期存在。秦王

统一六国后，继续沿袭着土地私有制，推动了家庭拥有式的小农经济形式逐渐替代了土地国有式或

大庄园式的生产形式。于是，国家通过各个地主代替管理土地，以征税的方式收缴国库。当然，这

种小农经济是一种分散的经济模式，其分散到各个小农家庭。二是宗族式的乡村组织机制。正如

韦伯所言，传统中国是“家族结构式的社会”，宗族组织在社会生活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在同一地域

生息劳作的家族依靠地缘关系组成村落共同体，构成以共同风俗习惯和规范为纽带的自治群体，这

是一个一切以传统为准绳的封闭、自律的社会生活组织［９］。三是国家渗入乡村有一定限度。正是

由于拥有国家权力的县官高踞于地方社会之上［８］３３－４７，以致乡村社会几乎处于“自我控制”状态。乡

村社会的这种自治形式，一方面在一定程度上激活了乡村经济；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国家权力渗透到

１７



乡村社会中存在一定的限度。四是士绅在乡村扮演特殊角色。中央政府历来注重吸收地方上的有

权有势的社会人物，作为管理乡村社会的同盟者，以致那些拥有地方基础和影响网络的地方士绅主

动担起了管理地方民众的责任。因此，可以说乡村社会的维持在一定程度上主要是依靠士绅主导

的宗族自治。

（二）古代乡村社会变迁对乡村教育的影响

前述可见，中国古代乡村社会的变迁历程复杂多变，其 决 定 了 中国 古代 时 期 乡 村 教 育 基 本 性

质、形式和发展历程。

１．远古时期的“生存型”社会决定了生活化的乡村教育

中国远古时代，尤其是旧石器时代的原始人群为了生存不得不以采集、捕猎等最为原始的方式

获取食物，渐渐地学会了群居，并采取群体捕猎行动。在这种群体活动中，人们学会了交流和传递

经验，以至能更好地获取食物。可以说，此时，专门性的教育活动还未形成，只是一种简单的口耳相

传式的生活化教育。直到远古末期，随着新的生产工具产生，出现了一些专门性的技术学习活动，

如制作陶器和铜器等复杂性的技术活动。同时，新生产工具的使用，有了大量剩余劳动产品，于是

一些年长者以及小孩就不用参加生产劳动。通常，年长者会将一群孩子集中起来，在照顾孩子安危

的同时，传给孩子一些生活技能。这便是最初的乡村学校。这在夏商时期表现得尤为明显。如汉

代郑玄注《礼记·文王世子》时云：“五帝名大学曰成均，则虞庠近是也。”说明，原始社会末期就有了

学校的萌芽［３］３４。

２．不同的乡村社会结构造就了不同的乡村教育形式

可以说，就现代意义的乡村概念而言，中国远古早期还没有真正意义上的“乡村”，因为那时的

原始人群还经常随采集和狩猎场地的变化而迁移不定，以至还没有与之对应的城市和中心的说法。

到了远古晚期，出现了部分人群脱离农业活动，而长期处于社会的中心或城市区域，于是出现了真

正意义上的乡村。而此时的乡村教育主要是有关生产工具和生活技能方面的学习。当然，也涉及

一些生活中饮食、穿戴以及居住等习惯方面的习得［３］２１－２４。上古时期的夏商西周是完全的奴隶制时

期，奴隶主阶级享有绝对的受教育权利，而奴隶是没有受教育权利的。当然，奴隶可在生产需要时

接受一些简单的技术性知识，以及接受一些非正式的奴化思想的灌输。进入封建社会后，小农经济

的不断发展，一般农民百姓除了可以在租来的土地上自由种地外，也有了可以自由从事学习活动的

权利。尤其是科举制度兴起以后，想借助于科举考试改变命运的平民比比皆是，出现了一大批寒窗

苦读的有志青年。

３．官学无力导致私学的兴起

“学在官府”是中国历史上统治阶级试图推行的贵族垄断式的教育行政行为。如奴隶社会里，

只有奴隶主享有受教育的专利权。到了春秋战国时期，由于周天子的权力渐渐弱化，各方诸侯纷纷

参与争霸行动，此时的王权已是名存实亡，加上常年战乱四起，国家根本无力顾及教育活动，但是各

方诸侯为了在争权称霸中占据优势，又纷纷招揽贤士。这样一方面官学难办，另一方面养士之风盛

行，以致学术下移，私学兴起。这时的私学自然成了乡村教育的主要表现形式。当然，私学的经费

投入，大部分靠民间自己筹集，或由宗族承担，或由办学者自己承担，同时受教育者也缴纳一部分学

费，共同支撑着私学的存在与发展［１０］。

４．乡里的士绅对乡村教育的积极贡献

从行政管理体制来看，古代时期，主要是一种小农经济形式，最低一级的行政管理大多设为县

级，县以下的管理虽采用乡里或保甲形式，但几乎都是一种乡村自我控制的自治形式。然而，国家

虽然没有直接参与乡村社会的管理，但出台了一系列鼓励性政策，支持各乡里的士绅作为沟通国家

管理与乡村社会自治管理的桥梁。因为各地方士绅有其特殊身份，大多是曾经有过官爵、功名，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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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下比较富有，他们既是乡村社会的文化象征，具有一定的威望，又是国家的功 臣，享 有 特 殊 的 权

利。自然，由他们来担任乡村社会的教育活动的组织者和主导者则再适合不过了。以至于，历代乡

村教育中士绅都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既为乡村经济发展培养了大批技术人才，也为国家输送了

不少能人贤士。

５．对功名的追求激起了乡村社会的自学浪潮

在中国古代社会，自从国家开始向社会各界招揽能人贤士以后，随之而来的是学术下移，各方

私学纷纷兴起，通过读书学习才能获取功名的教育观念植根于全民心中，正如孔子所言：“学而优则

仕”。尤其是隋唐时期，确立了科举制度之后，通过自学，参加科举，以至改变命运，已成为乡村社会

里人们的基本梦想。也就是说，在中国古代的乡村社会里，对于没有机会接受正规学校教育的平民

百姓来说，自学则是人们追求功名的主要途径。因此，可以说追求功名，激起了古代时期乡村社会

的自学浪潮。

二、中国近代乡村社会中的教育发展

（一）中国近代乡村社会的变迁史

１．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乡村社会（１８４０－１９１９）

１８４０年鸦片战争爆发，致 使 中 国 陷 入 半 殖 民 地 半 封 建 主 义 社 会，直 至１９１９年 的 五 四 运 动 前

夕，革命者在争取民族独立的同时，试图在中国建立不符合中国基本国情的资本主义社会，这一时期

被称为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这一时期，由于外来势力侵入，致使中国乡村社会发生了极大的变化。

（１）乡村宗族问题变迁。宗族一直是中国历史上乡村社会治理不可缺少的重要力量。由于宗

族参与社会治理，其与国家组织共同构成了中国自夏朝确立以来长期沿用的宗法制度。近代时期，

宗法制度同样是乡村社会治理的主要方式。鸦片战争打开国门后，帝国列强纷纷入侵，自此中国乡

村社会的安宁之日渐行渐远。这时各种反对声音愈演愈烈，大大 加强 了 宗族 成 员 之 间 的 凝 聚 力。

由于宗族在乡村社会控制方面所具有的直接性、亲和性和封闭性特征，决定了其必然对封建儒家思

想和封建纲常的积极维护，同时也对异端文化的摒弃与排斥［１１］。

（２）乡村士绅问题变迁。近代社会，士绅继续发挥着参与乡村社会治理的作用。有学者指出，

“士绅作为一个地方权势力量，其角色、功能并未发生质的变化”［１２］。可见，士绅在近代乡村社会的

影响作用也是不可忽视的。然而，清代的捐纳制度到了咸同时期造成了相当数量的“异途”士绅，他

们不仅控制着乡村事务，还逐渐扩散到城市。当然，近代士绅不仅仅是简单的“绅－官”或“绅－商”

式的流动，而是逐渐渗透到教育、文化、法政、行政、实业等，有些士绅甚至流向了基层士兵。这种结

构性流动最终导致整个士绅阶层走向消亡［１３］。

（３）乡村权力机构变迁。清政府为了加强对乡村社会的有效管理，除了支持和鼓励士绅的合理

存在外，还设立了“公局”。所谓“公局”，指清代团练的办事机构，也有说法是“团练公 局”的 简 称。

根据龙启瑞的《大冈埠团练公局记》记载，“至广西盗贼蜂起，各府州县官吏、荐绅先生，率其乡之所

属，日从事于团练。而各村镇关市，始有公局之设”［１４］。有研究指出，“公局适应了清皇朝把统治延

伸到县以下基层社会的需要，局绅和大多数乡村居民之间存在着尖锐的阶级矛盾。到了１９世纪末

２０世纪初，公局的作用日益衰微。”［１２］可见，公局的存在，其代表政府在治理乡村社会问题上发挥着

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４）乡村经济结构变迁。近代中国乡村社会经济的变化源于内外两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首先，从外来入侵角度看，近代中国乡村社会经济关系的结构性变化主要体现为：一是由于外来商

品的流入，导致中国传统小农自然经济开始解体；二是由于中国商品的大量出口，促成了中国商品

生产对国外经济的依赖；三是出现了大批专门从事推销国外商品和收购中国土货的买卖商人；四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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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商人办起了现代企业，雇佣中国工人，造就了第一批中国近代产业工人。这些变化决定了近代

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复杂型社会经济。其次，就国内因素来看，尽管外来入侵致使中国自给自足

的自然经济结构逐渐被破坏，但经过长期实践所积淀起来的自然经济体系，本身就对外国商品的输

入具有强大的抵抗力，以致近代自给自足式自然经济的瓦解不是一下子就完成的。或许正是这种

开放型社会经济的兴起，乡村社会中“地商”得到了快速发展，从而促进了高利贷经营模式在中国近

代乡村社会发挥着重要作用。

（５）乡村文化制度变迁。近代时期，西方文化逐渐渗透到中国社会，形成中西文化对峙的局面，

以至刺激了中国传统的宗法制度、封建经济和儒学教化的三角构架之势，最终导致民众实现极端排

外和传统教会机构的几何增长［１１］。其中，表现最为激烈的是，新式学堂的兴起，令那些保守的封建

士子和忠臣顺民甚为恐慌。尤其是宗族体系的民众认为，洋学堂必将诱惑孩子们崇洋媚外，因此不

许孩子入洋学堂。在宗族体系里，明确主张反对新式学堂，而支持私塾学校，以致当时无经费、无教

员［１５］的情况下，宗族用于发展教育的族田仍在不断壮大。如：“广东番禺沙湾留耕堂的族田康熙时

达１６　４０９亩，乾隆年间续增达３１　６７６亩，民国九年竟达５６　５７５亩”［１６］。

２．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乡村社会（１９１９－１９４９）

１９１９年５月４日，中国青年学生发起了爱国运动，标志着中国的旧民主主义革命的结束，开启

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征程。但是，由于西方文化对中国的持续冲击，中国乡村社会的经济生活、乡

村治理、乡村文化等都被卷入了这场革命当中。

（１）乡村经济生活。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经济结构相当复杂，是多种经济形态的综合体。

此时的乡村经济既有公有制成分，如国营经济；也有私有制成分，如个体经济和私人资本主义经济

等；还有半社会主义成分，如合作社经济，它是“以私有制为基础的无产阶级领导的劳动人民群众的

集体经济组织”［１７］５４－５５。事实上，说它复杂，还远不止这些。从其经济区域来看，有共产党领导的无

产阶级革命区的复杂经济体系，也有国民党掌权区域的官僚资本主义经济体系。抗战时期，还有日

战区的殖民地经济体系。显然，如此复杂的乡村经济结构决定了这一时期复杂的乡村生活。

（２）乡村治理。乡村治理是乡村社会的运作动脉，无论乡村治理水平的高与低，它都是维系乡

村社会赖以持续下去的基本保障系统。然而，土地管理一直是封建地主阶级乃至整个近代时期的

乡村社会十分专注的核心问题，以至土地制度以及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城乡地价差距较大，自然成

了中国社会发展的根本性问题。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问题焦点在于乡村社会的整体衰落。尤其

是２０世纪３０年代，中国乡村生活，已衰落至极。其中，教育等方面无一例外［１８］。此外，治理机构

也是人们关注乡村社会治理问题的焦点。比如有学者指出，１９３０年代新桂系在广西大力加强基层

建设，其中一个重要举措就是设立村街民大会［１９］。尽管此时的村街民大会在根本上是为了传达一

种官意，而非真正反映民情，但是它还是带有几分“民主化”的彩色，能在一定程度上适应当时的乡

村经济形势，具有一定的近代化意义。因此，其反映的是一种新型的乡村治理模式。

（３）乡村文化。进入新民主主义革命后，新式教育已经运行多年，此时的乡村文化结构较传统

乡村文化结构已有了根本性的变化。在传统社会里，城市在文化建设上较农村不存在太多优势，如

有学者认为，“城市和乡村的建筑物及日常生活其他方面差别极小，甚至连印刷业都是城乡一体化

的。［２０］然而，自从新式教育兴起以后，由于西方教育思想的引入，人们的道德观念和价值取向受到

了强烈冲击，以至整个乡村文化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由于近代城市化的发展，无论是经济、文

化还是人才都极速向城市倾斜，从而导致乡村文化的衰减。

（二）近代乡村社会变迁对乡村教育的影响

近代时期，乡村社会的结构性变化，城市化发展已成趋势。与此同时，西方教育思想和科学技

术的广泛引入，大大刺激了中国传统教育体系，在一些积极人士的推动下，新式教育在中国开始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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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基于这样的背景下，中国近代时期的乡村教育自然也出现了诸多变化。

１．近代乡村经济结构的变化对乡村教育的影响

鸦片战争后，大量的外来商品引入和一些中国土货的出口，商业贸易加速发展，以致中国传统

社会原有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结构受到严重破坏，与此同时，由于近代经济的逐渐集中，逐渐形

成更多更大的近代化城市，自此城乡经济发展的差距也逐渐拉大。乡村社会里的诸多知识分子纷

纷流向城市，导致乡村的文化结构的逐渐崩溃。更重要的是在帝国列强的控制下，各类新式学堂纷

纷兴起。当然，这些新式学堂更多的是在城市，乡村社会里排外思想严重，为了抵制洋式教育，各种

私塾学校在乡村快速兴起。因此，可以说，与城市相比，近代的乡村社会接受新式教育的途径和能

力都要滞后些，近代的乡村教育中私塾学校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２．近代乡村文化的崩溃对乡村教育的影响

近代乡村经济结构的变化，改变了“从乡村到城市，再到乡村”的传统文化模式，即古代时期的

文化大多产生于乡村，流向城市，再回归乡村。然而，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传统农村士绅为主导的

领导精英向城市流动或日趋没落，乡村土豪劣绅势力日益增长，从而形成乡村文化及政治危机。［２１］

自然，这种日益衰减的乡村文化对乡村教育造成了极大影响。一方面乡村文化的衰减意味着乡村

知识分子的流失，这就直接影响了乡村教育的水平；另一方面乡村文化的崩溃，进一步加剧乡村人

民对洋式学堂的抵制心理，这也是近代私塾学校广泛兴起的主要原因。

３．近代乡村治理方式对乡村教育的影响

中国乡村的治理形式历来都是“皇权不下县，县下惟宗族，宗族皆自治，自治靠伦理，伦理造乡

绅”［２２］。即是说，县下一级的即使是正规学校也缺乏清政府的直接管理。因此，乡村教育的责任自

然落到了宗族群体肩上。当然，乡村社会少设新式学堂的原因主要有两点：一是乡村社会主要依赖

中介力量参与管理，比如近代早期所设有的公局负责处理乡村事务；近代后期，设有“村街民大会”

具体负责代理国家管理乡村事务；二是宗族式乡村社会发展，决定了乡村人民对外来洋式教育思想

的抵制，从而加大了乡村宗族群体的凝聚力，以及他们对传统儒学思想的坚守，于是出现了大量的

私塾学校。

４．近代的城市化发展决定了城乡学堂不均衡布局

随着商业活动的快速发展，城市化集中发展成为近代时期的一大显著特色。然而，这种城市化

的集中发展，造成了城乡学堂的布局严重不均衡，即城市较多，而乡村社会很少。比如，１９３０年，上

海、北平、青岛、威海、南京这５座大城市分别每一千平方公里设有小学幼稚园２９５．５所、１２４．２所、

９５．６所、９５．０所、８６．１所［２０］。而在１９３１年，全国中小学校共２６２　８８９所，平均每４村才有一所学

校。如此不均衡的布局，最终导致了城市对农村的文化支配，换句话说，“教育成了城市的新专业”。

５．新式教育的实施造就了一大批乡村教育家

近代时期，西方教育思想的引入，助长了新式教育在中国大地上兴起，同时由于近代时期的新

式学堂大多集中在县以上的中心城市，从而导致了城乡教育水平的差距越来越大。这在一定程度

上，更加突显了乡村教育的问题所在，同时也出现了一大批如晏阳初、陶行知、梁漱溟等热心关注中

国乡村教育的教育家，长期思考着中国乡村教育的发展问题。

三、中国现代乡村社会中的教育发展

（一）中国现代乡村社会的变迁史

１．新中国成立至文化大革命时期的乡村社会

自新中国成立到文化大革命结束，中国乡村社会发展比较复杂，实现了社会主义三大改造，也

经历了人民公社制的乡村管理过程，还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等。其具体变化可概括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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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乡村权力机构的变化。建国初期，通过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在我国初步建起农业合作社式

的乡村管理模式。如，１９５３年，先后发布《中共中央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和《中共中央关

于发展农业合作社的决议》两个文件，要求在全国实行农村互助合作式管理［２３］。这在农业公有制

改革过程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１９５８年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决议，要求全国各地尽快地将

小社并大社，转为人民公社［２４］。至此，实现了除农业合作之外的其他如工业等方面的合作。１９８２
年，人民公社制度被取消［２４］，“乡”被重新确立为农村基层行政单位。

（２）乡村经济的变化。新中国成立后，虽然通过三大改造实现了社会主义公有制，但是由于平

均主义、吃大锅饭等本身暗藏惰性的管理政策，严重抑制了人们的生产积极性。其结果是，政权组

织权力极度膨胀，而经济组织功能逐渐萎缩，最终导致乡村公共领域缺失［２５］。因此，从这个意义上

说，当时的公有制度不仅没有大幅度提高生产 力 水平，反而制约了乡村经济的活力［２６］。尤其是文

化大革命时期，乡村社会的经济结构更是受到了毁灭性的打击。

（３）乡村文化制度的变化。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国家领导非常注重乡村文化建设。一些接受过

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的知识分子、经受过新思想改造过的“旧”知识分子以及通过教育培训机构培

养出来的新生知识分子，在乡村社会发挥重要作用。１９５７年后，为了加强乡村建设，国家出台了诸

多政策为乡村社会增添了许多“特殊”的知识分子。一是被打为右派的“右派分子”被派到乡村去支

持农村的建设活动，同时接受社会改造；二是大批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支持乡村的建设，同时接

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如１９６２年至１９６６年有１２９万城镇知识分子被派到乡村去，而１９６７年至１９７６
年则有１　６４０多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为乡村社会的文化建设做出了极大的贡献；三是积极鼓励大中

专毕业生到农村锻炼，同时还探索“赤脚医生”和“五七大学”学生以补充乡村文化人才的不足［２７］。

２．改革开放以来的乡村社会

实践表明，自１９７８年开始实施改革开放政策以后，中国乡村社会，乃至整个国家的经济得到了

飞跃式发展，为中国列入世界强国奠定了坚实基础。这时乡村社会的具体变化如下：

（１）乡村治理制度的变化。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国乡村社会的发展进入及时恢复和快速发展

时期，对内变革了乡村社会的管理制度；对外兴起了开放政策。此时，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逐渐取

代人民公社制度，实现了由村民和自治组织负责 管 理本 村 的经 济 社会发展 的具体事务［２２］。这样，

土地承包给各个村民家庭，村民们的生产积极性有了大幅度提升。然而，为了应对由于家庭联产承

包责任制替代人民公社而导致的乡村社会在自在状态下可能存在的管理失范问题，一些地方农民

自发组织成立了“村民委员会”。１９８２年我国宪法确认了村民委员会的法律地位，为村民自治提供

了法律依据。［２８］

（２）乡村文化制度变迁。改革开放后，国家放宽了知青返城的条件，激起大批知青返城，于是乡

村文化人才逐步衰减，尤其是９０年代里，受市场经济刺激，加上改革开放的春风，不仅将大批乡村

劳动力吹向了沿海开放地区，而且大批乡村知识分子也纷纷下海，造成乡村文 化 严 重 失 衡。鉴 于

此，文化部于１９９８年１１月２６日发文指出：“搞好农村文化建设……对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和社会全

面进步，具有重要作用”［２９］。这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乡村文化建设的发展。进入新世纪后，为了加

强乡村文化建设，党和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２００３年，胡锦涛指出：“要注重解决农村教育、

科技和文化发展水平明显低于城市，农 村社会 事 业 建 设 明 显 滞 后 的 问 题”［３０］。２００５年，国 家 提 出

“高校毕业生到农村服务计划”［２７］。随后，“十一五”“十二五”期间均以不同的方式强调了农村文化

建设与发展的重要性［３１］。这些政策措施，为我国乡村文化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制度保障。

（３）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指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按照新时代的要求，

对农村进行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等方面的建设，最终实现把农村建设成为经济繁荣、设施完善、

环境优美、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目标［３２］。在《十一五规划纲要建议》中明确提出了社会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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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新农村建设的判定指标，即“生产发展、生活富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３２］。这为我国

新时期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指明了发展的基本任务和方向。目前，中国新农村文化建设尚存至

少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中国新农村文化建设的基础设施条件普遍较差，严重影响社会主义新农村

文化建设的进度，制约着社会主义新农村文化的繁荣与发展；二是相关建设机制与体制还存在一定

的问题；三是一些经济条件相对贫乏的地区，普遍存在着形式单一，建设内容层次较低等现象。［３３］

这说明，我们还需要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方面多下点真功夫。

（二）现代乡村社会发展对乡村教育的影响

现代时期，中国乡村社会发展历史既复杂多变，也丰富多彩。然而，正是这些丰富多彩的变化，

对现代时期的乡村教育的发展提供了丰富多彩的营养。

１．人民公社制推动了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式的乡村教育

１９５８年中国乡村社会开始实施人民公社制。由于战争给中国乡村社会造成的巨大损害，以致

建国后，一方面党和国家领导人希望尽快恢复国民生产，提高国民生活水平；另一方也希望通过社

会主义改造，尽快踏上社会主义道路，甚至恨不得立马实现共产主义。于是，属于集体所有形式的

人民公社制很快被党和国家以及全国劳动人民所接受。实行人民公社制后，大家一起劳动，一起享

福。此时，乡村社会的所有精力都投入到了集体劳动上，人民关注的重心则是如何在集体劳动中寻

求生活的意义。在这样的情况下，乡村的教育活动自然也赋予了集体生产劳动的意义，以至不仅乡

村教育要为集体生产 劳 动 服 务，而 且 乡 村 教 育 也 需 要 紧 密 融 入 到 集 体 生 产 劳 动 中 去。比 如１９５８
年，国务院发布指示：“党的教育方针，是教育为无产阶级的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３４］。

２．文化大革命导致乡村教育的断层

文化大革命对中国乡村教育的影响是非常之大的。如有学者认为，“文化大革命使中国一度处

于动乱之中，教育被迫中断，科学家被从实验室赶到农村去劳动”［３５］。可见，文化大革命时期，虽然

党和国家领导人在不同场合都有涉及到教育振兴方面的论述（如：１９６８年８月２６日的《人民日报》

刊文称：“在农村，则应由工人阶级的最可靠的同盟者———贫下中农管理学校”。［３６］），但由于当时社

会的一度失控，实际上已经造成中国乡村教育处于一种极度混乱状态，几乎落到一种断层的地步。

３．乡村文化的滞后要求全面实施乡村素质教育

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推行，一些开放城市得到了快速发展，而在乡村社会里，一方面由于诸多

乡村知识分子纷纷下海；另一方面很多新生 一代知识青年不愿意深入农村，以致城乡差距 越 来 越

大，较日益发展的城市文化而言，乡村文化相对滞后得多。［３７］这便引起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高度重

视，先后出台了系列文件以确保乡村社会的文化与教育快速发展。比如，１９９８年文化部发布的《关

于进一步加强农村文化建设的意见》和１９９９年国务院发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

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等，都在某种程度上进一步细化了对乡村实施素质教育的要求。

４．改革开放政策推动了乡村多样化创新人才的培养

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不仅实现了在政治上对外多边交流，更是在思想上实现了对外开放。这

使得中国无论是党政领导，还是人民大众，在认识上已经对外来科学文化知识有了客观合理的批判

性接受；在发展形式上实现了国际化发展。显然，这种国际化的发展，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者提出

了多元多样化的发展要求。历史教训告诉我们，不能再封闭自守，我们应该在继承中国优秀传统文

化的基础上，借鉴国外先进经验，从而实现中国社会主义人才培养的真正创新［３８］。正如，江泽民指

出，“我们必须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以提高国民素质为根本宗旨，以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

实践能力为重点”［３９］。

５．新世纪的“农村服务计划”为中国乡村教育培养了大量人才

为了大力发展乡村教育，自２００５年以来，国家先后出台 了 让“高 校 毕 业 生 到 农 村 服 务 计 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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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岗教师计划”和“免费师范生计划”等相关政策，鼓励大学生深入农村从事文化与教育活动，从而

为乡村教育增添了大量的新生力量。此外，国家还通过实施国培计划、省培计划、乡村教师支持计

划、名师工作室等，为乡村教育造就大批优秀的教师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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