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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晓忠 ： 识字的用途

识 字 的 用 途

——

论 １ ９５０ 年代 的农村识 字运动

孙晓忠

摘 要 ： 新 中 国 的 乡 村识字运动作为社会整体改造的
一

部分 ， 将识字和改造人 ，
改

造社会结合起来 。 它不仅是一 场教育革命 ， 更是一场移风 易俗的 文化革命。 在此 意 义

上
， 我们应该重新 理解 ３０ 年代社会性质论战 的重 大意义 ，

以 及五十年代 中 共对 电影

《武训 传》 等文化批判的合理性 。 通过考察 １９ ５０ 年代新 中 国 的 乡 村识 字 运动 ，

比较晚

清 、 民国 乡 村教育 ， 有助于总结 出新 中 国 乡 村教育成功经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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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

文字下乡
”

与武训的难题

晚清以来 ， 劣绅泛滥 ， 基层社会的士绅结构越发败落 ，
频繁战乱和国 际金融资本进人乡 村 ，

导致地租收人降低 ， 农民生活 日 益恶化 ； 传统的乡村共同体逐渐解体 。 １９ ３０ 年代围绕
“

中 国 的

问题是什么
”

爆发 了 声势浩大的 中 国社会性质论战 ， 教育救国 派将 乡 村的症结归 为农民 的
“

愚
”

、

“

穷
”

、

“

弱
”

、

“

私
”

， 他们输送新知识 、 改良农业技术 、 组织乡村 自治 ， 希望重振基层社

会。 而反对者认为 ， 如果仅依存现成的乡村社会政治机构 ， 无视乡村封建势力和殖民侵略 ， 甚至

试图借助军阀势力 ， 依然依托乡 村精英重建乡 村秩序 ， 这样的 乡村建设
“

退一步说 ， 即使农民

识得字 ， 能够看书读报了 ，
也不能解除他们底痛苦 ； 即使农民们能够相当改 良技术 ， 使农民的每

亩田能够多产一石谷 ， 多结几十斤棉花 ， 然而帝国主义的
一场倾销 ， 就可以使你的农产物跌去

一

半价钱 ，
两次兵差一派 ， 就可以吞噬了你的全部收人

” ？
。 梁漱溟就曾认为 ， 中 国社会有

“

职业

分途
”

而无阶级分野 ， 外来者不应该
“

在 乡村社会内起一种分化的功夫
”

， 主张
“

整个乡村
”

能
“

出人相友 ， 守望相助
”

，
可他最终也不得不承认 ，

乡村内部
一

方卖儿鬻女 ，

一

方放高利贷 ， 如

何能让经济地位不同的农民组成和谐的
“

整个
”

乡 村呢？ 在土豪劣绅统治的 乡村 ， 任何送进来

的利益只会又
一

次输送到乡村权贵手中 ， 何谈
“

自 治
”

？ 乡村工作者无不感到进人乡 村之难 ， 办

识字教育往往
“

穷人不来富人来 ， 好人不来地痞流氓来 ，
不识字人不来识字人来

”？
。 因此 ，

不

改变社会结构的乡建 ，
只会复制和巩固这个不平等结构 ， 即便个别穷人有条件学习 ， 最后也只是

收稿 日期 ：
２０ １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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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孙冶方 ： 《为什么要批评乡村改 良 主义工作 》
，

《中国农村 》 第二卷第五期 （
１９３６ 年 ） 。

② 西超 ： 《全国乡村工作讨论会印象》 ， 《中国农村 》 第二卷第
一

期 （ １ ９３６ 年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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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离 自身阶层变成新的食利者 。 乡村教育的挫折感 ， 梁漱溟体会最深 ，
他毕生致力于乡建 ， 创办

农校 ， 倡导
“

社会学校化
”

，
可让他感慨万分的就是

“

我们动 ， 农民不动
”

。 他一方面想组织起

乡村 ，

一方面又认为如果
“

乡 民愚昧而有组织
”

危害性极大？ 。 由于农民消极应对 ， 国 民党最后

干脆搞成 了
“

强迫识字运动
”？

，

“

被迫着去识字的人往往这样问 ：

‘

识了字有饭吃吗 ？

’ ” ③
。

也只有在社会性质论战的视野中 ， 我们方能更好地理解费孝通 《 乡土中国 》 的意义及局 限 ，

费孝通通过对乡土 中国的调査 ，
回应了这次论战 。 针对中华职教社认为乡 村的病源是

“

愚 、 弱 、

贫 、 私
”

， 费孝通则认为农民其实并不
“

愚
”

， 他们有着和城里人不
一样的

“

知识
”

， 只不过不是

文字而已 。 在 《文字下乡 》 和 《再论文字下乡 》 中 ， 他指出 乡土社会在时间上和空间上没有产

生文字的实际
“

需要
”

， 所以文字能否下 乡就成问题 。 费孝通沿用社会学功能主义学派的
“

需

要
”

论 ， 从实用角度指 出 了 乡 村教育派识字运动不切实际 ，
可谓打 中 了要害 ， 但也将农民的

“

不需要
”

本质化了 ， 这里的
“

不需要
”

更应该历史地理解为农民丧失了
“

需要
”

的经济条件 ，

而不是农 民天生反感文字 。 但费孝通至少提醒了我们 ， 在进行乡村社会改造中 ， 如何既创造出农

民识字的物质前提 ，
又创造 出农民 内心对文化的 自发的

“

需要
”

，
让文字顺利地进人

“

乡村
”

？

只有在这样的政治经济学的背景下 ， 我们才能理解毛泽东为什么要在建 国之初展开对电影

《武训传 》 的批判 ， 批判那些梦想不改变社会结构 的文化下乡运动 ， 将改 良乡村的希望寄托在个

别人的善行和仁义上。 《武训传》 的初衷是为配合建国初期全国学文化高潮 ， 电影在叙事上以南

下干部
——冬学女教师 （黄宗英饰 ） 在农村夜晚冬学课堂上讲故事开场 ， 中 间 以女教师的 画外

音为线索讲解武训兴学故事 ， 意在说明 乡村变化今非昔比 。 尽管如此 ， 导演孙瑜对历史的认识依

然是模糊不清的 ， 结果拍成了大杂烩 。 武训建起
“

崇贤义塾
”

后
，
只能将其托付给柳林镇上有

文化的乡 绅来主持 ， 这是无奈之举 。 历史上
“

武训学校的首事人 ， 绝大多数是有功名的豪绅地

主 。 就是这样
一批剥削 、

压迫劳动人民的家伙 ， 在孙瑜的 《武训传》 和李士钊的 《武训画传》

中 ， 却变成了 富有正义感的
“

开明士绅
”

或
“

进步人士
”

了 ④ ！ 这些土豪劣绅不仅依然是卫道传

经
，
而且也并非真的为穷人开门办学 ：

在头七年 （

一八八八年八九四年 ） ，
根本没有 蒙班 ，

只有经班 。 而 经班的 学

生 ， 大 多数都是
“

好户
”

（ 地主 ） ， 其余也是富农或商人 ， 没有一个中 农 ，
更不要说 贫

雇农 了 。 教师 的资格也很高 ， 须要进士 、 举人或拔贡才行 。

七十九岁 的 郭 继 武 （ 柳林镇人 ，
过去是贫农 ，

土地改革分到 六亩地 ） 对我们说 ：

“

那时候 ， 我们饭都吃不 上 ，
还能念 书 ？

”

七 十二 岁 的韩 祝龄 （ 柳林镇人 ， 中农 ）
说

：

“

义 学不收学 费 ，
可是要给老 师送礼 ， 每年端午 、 中秋两 大 节 ， 每节 四百 钱 。 那时候 ，

三百钱一斗高粱 ，
四百钱一斗小米 。

”

（ 《武训历 史调 查记 》 ）

退一步说 ， 即便穷孩子上了学又怎么样？ 电影结尾通过武训对办学的最终 目 的很困惑 自 问 ：

“

学而优则仕怎么办 ？

”

学好 ， 就脱离了 穷人去当官 ， 这其实意识到穷人和仕人是两个世界。 武

训其实不必杞人忧天 ， 所谓的
“

经学
”

和
“

蒙学
”

之分早就将穷人家通过读书而升官发财的上

升渠道堵住了 ，
１ ８ 世纪以后 由于社会贫富分化带来了教育不平等 ， 富家子弟往往不屑与

“

贫贱

者为伍
”

， 各
“

延师于庭
”

， 搞私立贵族教育 ， 办起 了贵族学校 ， 造成
“

乡塾党痒不能行于今

① 千家胸 ： 《中国 的歧路 》
， 《中 国农村》 第二卷第一期 （

１９ ３６ 年 ） ， 第 ２６２ 页 。

② 当时 国 民党学 习美 国 ， 实行强迫成人识字运 动 。 出 台了强迫识字 的方案 ， 如 闾长负责登记不识字人姓名 ， 以 １
９３ １

＿

１ ９３７ 为时 间段分步实行强迫教育 ， 每个学员须 四个月 学成 。 到 １
９３７ 年 １ 月 １ 日 起

， 各机关团体工厂商店
一

律不得用十

八岁以上不识字者 。 参见马宗荣编 《识字运 动民众学校经营的理论与实际》 ， 上海商务 印书馆 １９３５ 年版 。 另 外在乡 村

实行不识字罚款和人学摊派 ，
不识字者不得为选 民等政策 ，

“
一

年以后不识字 的人要处罚
”

等规定 ，
《反对国 民党识字

运动 》 ， 上海档 案馆 ， 档案号 Ｄ２４－

７ 。 陈景汉在 《定县社会概况调 査 》 第 五章中也 以数据说明 ， 因教育税均摊 ，
识字

运动不受农民欢迎 。

③ 叶圣陶 ： 《谈识字课本的编辑》 ， 《 申报周刊 》 第一卷第 四十三期 （
１ ９３６ 年 １ １ 月 １ 日 ） 。

④ 武训历史调査团 ： 《 武训历史调査记》 ， 《人 民 日 报》 １ ９５ １ 年 ７ 月 ２３ 日至 ２ ８ 日 。

１７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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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

。 由此晚 明以后在 中国 乡村 已经存在教育双轨制 ： 为慈善的 、 无关仕途的
“

义学
”

， 和为培

养高级管理人才而承办的
“

社学
”

。

“

义学
”

虽为平民子弟提供了识几个字的机会 ， 但并不是为
“

俊秀之士
”

登科准备的 ， 只有从小就一路接受经学教育 ， 从开蒙起就享受精英教育 ， 来 自
“

社

学
”

的富家子弟才有科举晋升的机会？
。 根据何炳棣的研究 ， 早期科举的确为寒门子弟进入上层

社会提供了公平机会 ， 但到晚明后 ， 尤其清朝 ， 由于商业资本主义兴起 ， 捐纳制盛行 ， 寒门通过

科举的上升渠道越来越窄 ， 尤其是到 了太平天国战争爆发最为严重？ 。 梁漱溟所谓 中国社会是伦

理性质 ， 穷人可以通过教育改变地位 ，
没有西方社会的阶级对立 ， 可是

“

职业分途
”

又在哪里 ？

晚清的简字运动 ，
也同样强调简古两种文化的区别 ，

“

简字仅足为粗浅之用 ，
其精深之义 ， 仍非

用汉文不可 ， 简字之于汉文 ， 但能并行不悖 ， 断不能稍有所妨
” ？

，
同时认为真正有学问的还是

小学和古文 ， 小民只需认几个简字俗字 ， 士大夫垄断了上层文化 ， 教育不改变社会的不平等结

构 ，
继续生产着不平等 。 武训对旧官府绝望 ，

可又不能给有了知识后的穷孩子指出一条出路 。

二 、 新薄记与新生产 ： 记工识字课本的兴起

应该说民国时期的平民教育运动者都十分真诚地想为农民办点事情 ， 就成人识字课本来说 ，

民 国时期最流行的是青年协会出版的 《平民千字课》 和 《农民千字课》
？

，
“

平民
”

主要指城市

平民 ，
也包括农民 。 也有专门为农村成人识字编的 《农民识字课本》 ， 如定县中华平民教育促进

会和定县公理会福音堂的识字教材 。 这些课本都强调为强国而必先培养民 的
“

自治
”

能力 ， 而

为民治须先培养
“

独立的个人
”

。 注意到教育要适合平民 ，
并且提出 了

“

教育农民化
”

， 教育社

会化 ， 这是
一大进步 。 课本选材 已经注意贴近平民 日 常生活 ， 叶圣陶更提出

“

教育即生活
”

等

先进理念 。 教材 内容除了百家姓 、 三民主义 、 唱歌 、 珠算 ， 还有平民应酬和文契等 ， 目的是为了
“

训练处理家常信札账 目和别的应用文件的能力
”

。 但对于农 民千字课 ， 当 时除了有人批评课本

价格太贵和生字太多 ，

“

不合平民智力
”？ 外 ， 更多读者则批评平民识字课本对象不清晰？

。 教

材是工农混编的 ，
民国时

一

个识字班里学生年龄会有 ８
—

６０ 岁 的跨度 ， 造成成人课本儿童化现

象
， 当时就引起批评 ： 比如

“‘

何九买鸡蛋 ， 放在瓶子里 ， 鸡蛋打破了 ……
’

没有一处不是属

于小孩子的故事
” ？

， 本来在
“

人的发现
”

的五四新文化主题下 ， 讲究童趣和滑稽笑话 ， 即是开

明本 、 商务本和世界书局儿童国语教材的一大特点 ，
丰子恺的配图更强化了这

一特征 。 学习应用

写作往往学怎么收帐 ， 如何写地契 ， 如何养生 。 即便是流行很广的陶行知和朱经农千字课本 ， 都

很难脱离城市文化的
“

市民
”

性 。 当时饱受批评？
， 并没有真正走入下层社会 ， 尤其是农村？ 。

通过土地改革和合作化运动 ， 新中 国彻底改造了农村社会的基层结构 ， 在新的 乡村社会中 ，

通过文化诉苦 ， 农民意识到没文化的害处 ；
通过合作化中新农具改良 、 记账 、 借贷 、 读报和劳动

工分手册等形式 ， 将识字真正嵌人到了 生产劳动环节中 ， 改变 了费孝通断言的农民
“

不需要
”

文字的状况 ， 重新激发出 了农民对文字的
“

需要
”

， 进而 自发地产生了学文化的愿望 ， 字运动

① 梁其姿 ： 《十七 、 十八世纪长江下游的蒙学》 ， 载张 国刚 、 余新忠主编 《海外中国社会史论文选译》
，
天津古籍出版社

２０ １０
年版 ， 第 １２８

—

１ ５５页
。

② 何炳棣 ： 《明清社会史论》 ， 徐泓译 ， 台北联经 出版社 ２０１ ３ 年版 。

③ 劳乃宣 ： 《进呈 〈 简字谱录 〉 摺 》 ， 载 《清末文字改革文集 》 ， 文字改革出版社 １
９５８ 年版 ， 第 ８ １ 页

，

④ 根据当时全国基督教识字运动研究会调査 ， 当时全国各处所用 的识字课本主要有 ： 《农民千字课》 、 青年协会之 《平民

千字课》 、 《六百字编》 、 《 由浅人深》 、 《慕 道经验问答 》 、 《主 日 学课单 》 及画片 、 《国语教科书 》 、 《市 民千字课 》 、

《 民众千字课》 、 《福音千字课》 （汉 口圣教书会 ） 、 世界书局之 《平民千字课 》 。 可见不少地方的识字运动都是 由宗教

慈善机关发起。

⑤ 基督教识字运动研究会对定县平教会的调査 ， 民众反映当时最流行的两本成人识字教材青年协会的 《平民千字课》 和

《农民千字课》 教材价格太贵
，

“

不合平民经济力
”

， 平教会的晏阳初陈筑 山现场解释
“

至于价格太贵
，

此乃受了同商

务印书馆订立合同的限制 ， 不能 自 行定价＇ 上海档案馆 《全国基督教识字运动会研究报告书》 ，
档案号 Ｕ１ ２３

＞

０
－

１ ５６ 。

⑥ 解放后为工人农民和军队的识字课本则更加细化 ，
甚至工人中还进

一

步包括 《煤矿工人识字课本 》
，
等等 。

⑦⑨ 马存宣 ： 《对于平民千字课的批评》 ， 《 时事新报 ？ 学灯》 七卷 四册第
一号 。

⑧ 冯 国华 ： 《平民教育谈与平民千字课的批判 》 ， 《时事新报 ？ 学灯》 六卷
一册第十七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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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以轰轰烈烈地开展 。 这既和不问
“

农事
”

的儒家经学文化有根本不 同 ，
也和 中国精英文化中

的
“

耕读
”

生活方式有区别 ，
所谓的耕读文化和第

一线的劳动生产并不相关 ， 因此作为
“

传家
”

的
“

耕
”

和
“

读
”

的分离就是生产和管理分离 ，

“

耕
”

越来越无关生计 ， 成为优雅生活的点缀 。

识字如何走近农民 日常生活 ？ 那就先得让农民认与他生活有关的身边的字 。 ５０ 年代的农民

识字课本首先立足于地方性知识 ， 并始终围绕生产为中心 。 合作化运动 ， 在身体 、 时间 、 空间上

对农民的 日 常生活进行全面改造 ， 现代生活因素嵌人到 了传统的乡土社会中 ， 并因其 日常生活中

的现代性魅力引起农民参与的兴趣 ， 在这个形式下农民获得了实实在在的利益 。 合作社有 了全新

的管理方式 ， 有了集体 ， 有事需要请假 ；
上工看钟点

；
有了合作社 ， 缺钱少物可以打免息 的借条

预支
；
有了信用社 ， 可以储蓄和贷款 ， 从此告别了高利贷 。 这些无不说明文字在新社会成为农民

日常生活必不可少的工具 ，
识字也就水到渠成 。 为培养合作社记分员 ， 各县都因地制宜编写识字

课本 ，
开设

“

记工学习班
”

，
毛泽东在 《 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 中高度评价了高家柳沟村 自

编农民记工识字课本的事迹 ， 称之为
“

了不起的创造
”

。 莒南县的高家柳沟村 ， 在成立生产合作

社过程中 ， 由于全村文化水平低 ， 找不到记账员 。 记账员识字太少 ，

“

连人名 、 农活的名称 （ 指

耕地 、 收割 、 庄稼等 ） 都写不出来 ， 就只好用画 圈 、 画杠的办法来记账。 当画圈 、 画杠无法表

达 自 己 的意思的时候 ， 就只好找记忆力较好的人当
‘

心记员
’

了
”

， 结账时靠召集大家 回忆凑工

分 ， 常常熬到半夜也凑不准 ， 闹得不团结 。 后来村以生产队为单位组织夜校识字 ， 将学习 内容和

当前合作社的记账需要结合起来 ，

“

先从社员姓名学起 ， 然后逐步地学到土地座落 、 各种农活和

农具的名称 ， 再学各种数码和记账格式等 。 学 习的具体方法 ， 是把社员 姓名 、 土地座落 、 各种农

具等所要用的字 ， 分类排列起来 ， 先学相同的字 ，
后学不同的字

”？
， 终于解决了难题。

各地地名 、 农作物 、 农活 、 农具都不尽相 同 。 各地农民迫切需要认识哪些字 ， 首先需做调查

研究 ， 这也是学文化中
一

切从实际出发的创举 。 根据 《星火合作社记工识字课本》 编写组交代 ，

本教材入选的都是农民记工和写便条常用的字 ：

“

经过向村会计员 、
记工员和老农调査了农活

名 、 作物名 ， 向社主任调查了人名和地名 ， 向保管员调查了农具名 ， 又向会计员要了各种常用的

便条 、 生产定额表和劳动手册 。

”

根据这些信息入选 了九百个字 ， 再进行深人调査 ，
选定社员最

需要的 ３２ ８ 字 。
？ 选定后即围绕这 ３ ２８ 字编写课本 ， 这些生字对农民来说音熟字不熟 。 如一 、

二

课学习记账用的基本数字后 ； 第三 、 四 、 五课从全部生字中选 出 ３３ 个笔画简单的基础字 ， 如
“

上下 、 大小 、
土地

”

等
， 按照记忆和认知规律成对出现 ， 便于记忆

；
第七 、 八课就是农民劳动

手册 ， 教农民认识劳动手册和借支记录
；
九至十是该县旱地和园 田的二十种农作物名 ； 十

一

到十

八是各个季节的农活名 ； 十九课是该地最常用的八种农具 ；
第二十课是星火社所在乡 乡 长 、 党支

部书记和社主任的姓名 ； 第二十
一

课学习地名 ，
二十二到二十五就是社员常用的五种便条 。

５０ 年代农村识字课本的最大特点是现编现学 ， 课文有些句子预 留下括号或方框 ， 供各地方

教学时 自行填写真实名物 。 首先要认同村人的名字 ， 先认姓 ， 再认辈份和全名 。 乡村虽然是熟人

社会 ，
但名字却

一直很
“

陌生
”

。 认人 、 认地 、 认农活 ， 目的是将熟人 、 熟地 、 熟物转化为文

字 ， 建立新的关系 ；
也是将名 和物 、 声音与符号通过再认重新对

？

应起来的过程 ， 在这过程中地方

性知识 （方言 、 方音 ） 翻译为普遍性的文字 。 通过学习 同村人的名字 ，

“

熟人
”

获得 了再认识 。

在中华文明语境中 ， 姓名意义重大 ， 所谓名不正言不顺 ， 姓名往往代表着
一个人的志向 ， 寄寓着

父辈的理想和对后代的期许 ， 代表着价值观念 ， 姓名还意味着名所对应的主体隶属何种共同体 ，

传统文化秩序中对姓名的管理有严格的分类和谱系秩序 。 因此对农村人来说 ， 姓名其实又不是可

有可无的 ， 它对
一

个人的成长具有阿尔都塞所言的召唤结构 。 但是因为生活艰辛和生存无望 ， 底

① 《宫南县高家柳沟村青年团支部创办记工学习班的经验》 ， 载 中共中央办公厅编 《 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髙潮 》 中册 ， 人

民出版社 １ ９５６ 年版 ， 第 ５０９
、

５ １０ 页 。

② 《我们编写星火农业社记工识字课本 的经过》 ， 载星火农业合作社编 《星火农业合作社记工识字课本》 ， 通俗读物出 版

社 １９ ５６ 年版 ， 第 ３ １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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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人对姓名失去了兴致 ，
又因为和文字隔离 ， 作为一个农 民 ， 在乡 土社会中仅仅以绰号或

“

小

名
”

或贱名被相互传唤 ，
其

“

学名
”

（ 姓名 ） 因无书写的需要而无法流行在村里和熟人社会中 ，

时间长了就被遗忘 ， 所以鲁迅在 《阿 Ｑ 正传 》 中寓言性地交代了书写底层农民之难 ， 不仅在于

作为现代农村
“

多余人
”

无法进人传统书写秩序中 ， 还在于首先就是无法为其命名 。 阿 Ｑ 、 祥

林嫂 、 孔乙己这些贱民的大名叫啥早已没人关心 ， 在 《阿 Ｑ 正传》 中 ， 所有底层人的
“

学名
”

都已被遗忘 ， 甚至被宗法社会强迫取消 了族权和
“

姓权
”
——不配姓赵 ，

生活对他们来说不再

有意义 。 如今将
“

阿 被遗忘的大名激活 （

“

赵 ｘＸ
”

？ ） ， 姓名的意义在认字过程中显露出来 ，

穿过姓名这
一符号 ， 农民重新获得了全新的形象 ，

一个大写的人站了 出来 ， 即便传统文化下的命

名和对应的新人依然充满着张力 。 课文中 同村人名单改变了传统宗族姓氏和族谱的排列秩序 ， 在

课文中平等地排列 ：

“

这样排队的结果 ： 姓高的二十九人的名字 中 ， 有三十三个不 同的字 ， 姓沈

的十三个人的名字中 ， 有十七个不同 的字 ， 姓吴的十五个人的名字中 ， 有十四个不 同的字 ， 姓褚

的两个人的名字中 ， 有两个不同 的字 ， 独姓
一

人 ， 连个不同 的字 ， 共计六十八个不同的字
”

， 在

这个有别于宗法秩序的名单 中 ， 大户和独姓得到平等对待 。 课本教姓氏时有意打破 《百家姓》

的四字句 ）顷序 ， 如
“

高 白于金王 ， 丁安 田牛方
”

， 要农民认识到
“

同是
一个姓 ， 阶级不一样

”

，

从姓中培养阶级意识？。 记工识字课本 中对农民
“

学名
”

的强调 ， 还表 明在新时代 ， 农民地位和

身份的提升 ， 他成了生产队集体中堂堂正正的
“

公家人
”

： 他可以请假 ， 可以无利息借钱借物 ，

想想因高利贷而 四处躲债 ， 最终被迫
“

按指印
”

画押卖女儿的
“

杨白劳
”

， 这在农村就是破天荒

的新鲜事？ 。 第十课的课文则是一个介绍
“

我
”

的开放性文本 ，

“

拜是下思乐村爱国农业生产合

作社的社员 ， 名叫 （ ） （ ） （ ） ， 社长 的名字叫王駿林
”

， 北京 星火农业合作社识字课本的编排

也是如此 ， 空格里要求社员填上 自 己 的姓名？。 书写社名和社长名字 ， 不仅因为社员很多时候要

找社长办事 ， 打交道 ， 更是
一个象征性行为 ，

既是对个体的强调 ，
也是对共同体的皈依 。 正是通

过
“

文字
”

这一抽象符号 ， 每个合作社的社员通过各 自记工账本 ， 进人 了互助组和合作社 ，

一

个集体实实在在建立了起来 。 借助文字的
“

陌生
”

符号 ， 社员进入拉康所言
“

象征界秩序
”

， 每

个社员都会在这枚
“

镜子
”

中再认出
一个全新的 自我 ， 并经 由符号对 自我的再认而获得 自豪感 。

合作化后农村劳动方式发生的显著变化 ， 就是每天用工分记量农民劳动 ，
月底或年底结算分

红 ， 农民的劳动首次有 了文字记载 ， 劳动首次和数字建立了联系 。 工分的出现 ， 表明农 民的劳动

受到社会承认 ， 第一次被认真地铭记 ， 这是实实在在的翻身解放 ， 每个人每天工分多少根据劳力

大小 ， 适当照顾贫弱和按劳分配原则 ， 由村民主会议共 同评定 。 在识字课本 中 ， 课文多使用
“

施事者 ＋施事动作 ＋ 施事对象
”

简单句式 ， 这一最朴素句式最容易为农民接受 ， 课文中每个句

子都以人名开头 ， 作为句子的主语 ， 作为动作的施事者 ， 劳动者的主体得到了强调 。 同样 ，
记工

工分表也是按照
“

主——谓——宾
”

分为三栏来记录工分 ， 形成了一个简单而朴素的 乡村劳动

叙事 。 如第 四课课文只有
一

句话
“

王丕里担类八回 ，
记工十分

”

，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

王丕里已

经不再是为 自家而是为集体担粪 ， 其次还告诉我们王丕里执行着生产队分配的任务 ， 并且他的劳

动获得了大家的承认 。

八课和九课 ， 是用薄记的形式总结
一个农民劳动所得 、 花销 ， 以及最终的结余 。 结余让农民

看得见收成 ， 积蓄和增收 。
一 目 了然的薄记记录了劳动与 日 常生活收支 ， 这种 日 常生活的档案化

管理 ， 可追溯 、 可积累 ， 和鲁滨逊薄记账本中专门算计
“

好处
”“

坏处
”

， 并求得最大剩余价值

① 《同是
一个姓阶级不

一样》 ， 《农民识字课本 》 第
一册四 十课有新

“

百家姓
”

：

“

高 白 于金王 ，
丁安 田 牛方 ， 毛宋徐林

姜 ，
陈吴李刘黄 ， 周朱杨孙赵 ，

胡郑何马张 。 同是一个姓 ， 阶级不一样… …
”

参见北京市教育局教材编写组编 《农 民

识字课本》 第
一册

，
北京人民出版社 １９７２ 年版 。

② 晏阳初批评民国时地主高利贷月 利 ３０％
， 而他们平教会当时给农民以物做抵押贷款物价的 ７０％

， 即便如此 ， 月 利仍高

达 ８％ 。 这对农 民仍然是个天文数字 。

③ 第六课课文是 ： 北京市东郊区辛庄乡 星火农业生产合作社社员□□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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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经济个人主义相 比 ，
记分手册叙述了新社会农民生活的计划性 ， 和各尽所能 、 按劳分配的集体

性 。 账簿分栏 的语法形式也是饶有意味的 ， 形式上它用分栏和数字 。 将劳动者和劳动方式以及劳

动成果数字化 ， 记工分既是劳动实际需要 ， 又是象征性的仪式 ， 劳动在这里只有分工 ，
没有贵贱

差别 ， 每
一

种劳动形式都获得了承认 ，
也保证劳动计量的平等 。 工分是劳动成果的数字化 ， 是对

劳动 的抽象 ， 也是将劳动者和劳动成果暂时分离的过程 ， 这种抽象对于教育一个小生产者来说是

必须的 ， 在新的共同体中 ，
工分制也是通过劳动产品和人的分离 ， 让农民重新理解人和物 、 人和

世界的关系 ， 有利于培养更远大的世界观 。 工分制是劳动 日制 ，
劳动者的报酬取决于本人集体生

产的劳动工分和工分值 ， 能为农民积极认同 。

和农活相关的认字学习主要按
“

耕
” “

种
” “

锄
” “

割
”

的季节性劳动顺序展开 ，
因地方差

异 ， 在各地的记工识字课本 中有不同 的劳动 ， 莒南县共排了二十 九种农活 ， 运用
“

做什么 ， 学

什么
”

， 真正将知识与生产劳动建立起 了最直接的结合 。

“

例如初春的时候 ， 各社正忙着春耕和

送粪 ， 他们就学习
‘

耕地
’

和
‘

送粪
’

等字 。

”

这样下来 ， 在识字学习过程中 ， 农村记账员也培

养起来了 。 通过记工带动认字学习 ，
也从中培养了农村记账员 ， 合作社的经营管理改善了 ， 如前

文所引莒南县的材料所言 ：

以前那种夜里熬眼 ， 账 目 紊乱的现 象 ， 基本上得到 了 改 变 。 青年 满意 ， 群众赞杨 。

通过两个 多 月 的学 习 ，
不但大大提高 了 青年群众学 习 文化的 热情 ，

而 且也提高 了 干部和

群众的 办社信心。 副社长吴常桂说 ，

“

成立 了合作社 ，
文化也提高得快 了

”

。 王守敬的

父亲 ， 看见他儿子能记账 ，
又被选上 了 记账员 ， 欢喜地说 ：

“

咱也算睁开眼 了
，
以 后你

好好的 学吧 ， 你要什 么我给你买 ， 许多 家长 ， 看到 了 学 习 管 用
， 都积极动 员 自 己的孩

子参加 ， 并且给买石板 、 钢笔等学 习 用具 。

识字运动还贯彻了文化创造的群众路线 ， 记工识字课本创造了一种新的编课本方式 ， 课本 由

各地方农民 自 己编 。 山西省昔阳县下思乐村编的记工识字课本经验受到推广 ， 《 中国青年报》 在

社论中鼓励每个合作社每个村子动手编教材 。 以县为单位的教材编写活动迅速展开 ：

“

在
一

个县

范围之内 ， 农活名 ， 农具名是大致相同的 ，
加上年月 日 、 数码和各地大致相同的其它用语 ， 那么

各村各社只要再加上人名和地方就可以迅速编出书来 。

”？ 毛泽东亲 自 为高家柳沟村通过记工识

字课本扫盲这篇通讯写了长长 的按语 ：

这个经验应 当普遍推行 ，
列 宁说过 ：

“

在一个文盲充斥的 国 家 内 ， 是建成不 了共 产

主义社会的 。

”

我 国现在文盲这样 多 ，
而社会主义 的建设不能等到 消灭 了 文盲 以后才 去

开始进行 ， 这就产 生 了 一个尖锐的矛盾 。 现在我 国不仅有许 多到 了 学 习年龄的儿童没有

学校可进 ，
而且还有一 大批超过学龄的 少年和青年也没有学校可进 ， 成年人更不待说

了 。 这个严重的 问题必须在农业合作化的过程中加以解决 ， 也只有在农业合作化的过程

中 才能解决 。 农民组织 了合作社 ，
因 为经济上的需要 ， 迫切地要求学 文化 。 农民组织 了

合作社 ，
有 了 集体的 力量 ， 情况就完全改变 了 ，

他们 可以 自 己组织 学 文化。 第
一

步为 了

记工的需要 ， 学 习本村本 乡 的人名 、 地名 、
工具名 、 农活名和一些必要的语汇 ，

大约 两

三百字 。 第二步 ，
再学进一步 的文字和语汇 。 要编这样两种课本 。 第

一种课本应 当 由从

事指导合作化工作的 同志 ， 帮 助 当地的知识分子 ， 各就 自 己 那里的合作社的 需要去编 。

每处 自编一本 ，
不能 用 统

一

的课本 。 这种课本不要审查 。 第二种课本也应 当 由从事指导

合作化工作的 同 志 ， 帮 助 当 地的知识 分子 ， 根据一个较小 范 围 的地 方 （ 例 如
一 个县 ，

或者一个专 区 ） 的事物和语汇 ，

加上一部分全省 （ 市 、 区
） 的和全 国 性的 事物和语汇

编 出来
，
也只要几百字 。 这种课本 ，

各地也不要统一 ，
由县级、 专 区级或者省 （ 市 、

区
）
级的教育机关迅速地加以 审查 。 做 了这样 两步之后再做第 三步 ， 由各省 （ 市 、 区

）

① 《快把识字课本编出来》 （ 中国青年报社论 ） ， 载 《怎样编记工识字课本》 ， 中 国青年出版社 １９５５ 年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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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机关 编第三种通常应 用 的课本 。
……能记 自 己 的 工账

， 有些人 当 了合作社的记账

员 。 记工 学 习班这个名称也 ；
ｆ艮好。

农民识字图快 、 图用 。 因此编书时要从农民的
“

热
”

字编起 。

“

要从本乡本村的事物和语言

学起
”

， 第一册的 ３ ００ 多个字的课本 由村来编 。

“

编第二本 ，
第三本时 ， 就加上县 的 ，

专 区的 、

省的和全国的市区和语言 。

” ？ 对地名来说 ，
也有

一

个 由言语的熟悉化经 由文字的陌生化而将
“

地方
”

普遍化的过程 ， 这些
“

熟地
”

不是作为风景的
“

自 然
”

， 而是进人公家统计并成为改造

的对象 ：

“

全社地名代
‘

墩
’

字的五处 ， 有八个不同 的字 ，
带

‘

坪
’

字的两处 ， 有三个不同 的

字 ， 带
‘

岭
’

字的五处 ， 有六个不同 的字 ， 带
‘

河
’

字的两处 ， 有三个不同 的字 ， 带
‘

崖
’

字

的三处 ， 有四个不同的字 。 其他地名十九处 ， 有二十八个不同的字 ， 总计三十九个地名 ， 带有五

十二个不同的字 。 教学的时候 ， 先学会
‘

墩
’

、

‘

坪
’

、

‘

岭
’

、

‘

河
’

、

‘

崖
’

等字 ， 再学和这些字

有联系的字 ， 如墩
‘

前
’

、 墩
‘

后
’

，

‘

南
’

坪 、

‘

大
’

坪等 。

” ？ 首先 ， 通过学习认识土地的
“

名字
”

， 旧貌换新颜 ， 农民在一个整体性的空 间 中重新来认识 自 己最熟悉不过的
一块块土地 。

其次 ，
通过对这些土地的

“

汉字
”

符码化和再指认 ， 以及通过土地与
“

命名
”

者的关联 ， 为农

民重新认识土地与土地拥有者 （人民 ） 的关系 ， 为认识个人与共同体关联开启 了契机 。

三 、 识字的用途

在 《语言与国家》 中
，
佛洛里安 ？ 克鲁马斯指 出 乡村识字运动的全球性难题 ，

因 为
“

作为

缺乏教育者本人未必意识到 自 己缺乏教育 ，
要是提出帮助他摆脱这

一

状态 ， 这种要求也未必受到

对方欢迎 ，
因为果真如此 ， 随之而来的牺牲是相当惨重的 ， 他必须要上四百小时的课 。 即便按照

识字计划接受 了教育 ，
也并不意味着成人的生活因此得到改善

” ？
。 在此 ，

识字运动不仅要创造

出
“

需要
”

，
还有赖于乡村生活的整体改变 ， 首先它面对的难题是乡村 的分化 。

“

因为文字的难 ，

学校的少 ，
我们的作家里面 ，

恐怕未必有村姑变成的才女 ， 牧童化出 的文豪 。 古时候听说有过
一

面看牛牧羊 ，

一面读经 ， 终于成了学者的人的 ， 但现在恐怕未有… …
”

， 鲁迅因此感慨在近代中

国 ，
读书是有钱人世袭的事业 ，

也因这样的阶层固化 ， 他对三十年代 的识字运动非常悲观 。 悲观

之一是识字帮不了穷人 ，
下等人可能永远是下等人 ； 悲观之二是穷人 即便读 了富人的

“

经
”

， 脱

离了 自 己的阶层 ， 农民作家不再是为农民写作的作家 ，
也不再去写平民

“
一生的喜怒哀乐

”
？

。

和旧中国的教育救国派不同 ， 识字运动不是对农 民的恩赐 ，
而是为了建设社会主义 。 伴随着第

一

个五年计划经济建设高潮的到来 ， 毛泽东认为文化建设的高潮也将来到 ，
反映了毛泽东对生产力

和生产关系的独特理解和对人的发展的高瞻远瞩 。 在 ５０ 年代文化革命实践中
，
教育农民成为工

作重点 ， 文化部要求
“

把农村文化工作放在首要地位
”

。 ５０ 年代人大北大复旦等各地高校开门办

学 ， 为工农兵办起了工农速成中学 ， 培养 出 了工人作家胡万春
， 军队作家高玉宝 ，

也培养出 了许

多既能拿锄头 ， 又能拿笔头的农民作家 ， 此后的全民写作运动如 ５ ８ 年的新民歌运动 ， 都是识字

运动的开花结果 ， 这是新中 国的平等观和人民观 ，
也体现毛泽东提出 的教育与生产劳动结合 ， 教

育要由生产者来办的理念 ， 这来 自于他青年时代发现的教育与生产 的脱节 ： 乡 村的文化领导人
——

乡村教师
“

基本独立与乡村社会 ， 他们对乡 村社会的发展不负有直接的责任 ， 也不会有意

识地参与乡村事物
” ⑤

， 在 《湖南农民运动调查报告》 中他这样写道 ：

试看农民一向痛 恶学校 ，
如今却在努力 办夜学 。

“

洋学 堂
”

， 农 民一 向是看不惯的 。

① 项南 ： （ 中央青年团宣传部部长 ） 《编
“

记 工识字课本
”

》 ， 载 《怎样编记工识字课本 》 。

② 《莒南县高家柳沟村青年团支部创办记工学 习班的经验 》 ， 载 中共中央办公厅编 《 中 国农村的社会 主义高潮 》 中册 ， 人

民出 版社 １９５６ 年版 ， 第 ５ １ ０ 贡 。

③ 转引 自 （ 日 ） 藤井明 《中 国的文字改革》 ，
河北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０ 年版 ， 第 ７ １ 页 。

④ 鲁迅 ： 《文坛三户 》 ， 载 《鲁迅全集》 第六卷 ， 人 民文学出版社 ２００５ 年版 ， 第 ３ ５２ 页 。

⑤ 蒋纯焦 ： 《
一个阶层 的消失 ： 晚清 以降塾师研究 》 ，

上海书店 出版社 ２００７ 年版 ， 第 ２９８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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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前做学生 时 ，
回 乡 看见农民反对

“

洋 学 堂
”

， 也和一般
“

洋 学 生
”

、

“

洋教 习
”
一

鼻孔 出 气
，
站在洋学堂的利益上面 ， 总觉得农民未免有些不对 。 民 国十 四年在 乡 下住 了

半年 ，
这时我是一个共产党 员 ， 有 了 马克思主义的观点 ， 方才 明 白我是错 了

， 农民 的道

理是对的 。 乡 村小 学校的教材 ， 完全说些城里的 东 西
，

不合农村的 需要 。 小 学教师对待

农民态度又非常之不好 ，
不但不是农民的 帮助者 ，

反而 变成 了农民所讨厌的人 。 故农民

宁欢迎私塾 ，
不欢迎小学教员 。 如今他们却大办其夜学 ，

名之 曰农民 学校 。
①

也是在这个意义上 ，
５０ 年代发明 了 由农民 自 己办学的创举 ， 从合作社中找农民教师 ，

不完

全脱离合作社生产 ，
让农民 自 己教 自 己

②
， 这是一场深刻的文化革命 ， 这使得与生产相关的知识

不再是纯粹技术性知识 ，
也不再因为其实用而受到轻视 ， 知识的等级被打破了 。 这和旧文化以培

养个人慎独 、 克己 、 束性为特征的
“

私德
”

教育形成鲜明对照 ，
后者正是在雅俗意义上将教育

和知识的实用和非实用对立起来 ， 从而将教育和社会等级化 ， 将劳动分为生产者与管理者 。 与知

识实用主义相反 ， 在 《漫长的革命》 中 ， 威廉斯指 出 １ ７
—

１９ 世纪主张人文教育的教育专家用
“

实用主义
”

来取代实际用处 ， 在批判资产阶级教育双轨制或分层教育的 同时 ， 也用所谓的
“

人

文经典
”

教育否定了知识的使用价值 。 在这些专家看来 ， 高雅的人文主义或古典主义教育似乎

不是为职业准备的 ，
而是为了培育个人的

“

修养
”

；
而那些人人都能平等进人的劳动相关的职业

教育却享受不到这种高雅的尊严？ 。 在 《识字的用途 》 中 ， 霍加特通 过对工人文化的人类学调

査
， 揭示了在此二元对立的结构模式下 ，

工人下一代识字的歧路和困境？ 。

五十年代识字运动的重要意义在于试图让下层人民拥有平等享受文化的权利 ， 所谓文艺的人

民性 ， 就是为人民大众争夺美学和艺术的权力 。 语言会引导我们进人
一

个平等的共同体 ， 但不论

是封建社会还是资产阶级社会 ， 文字的诞生却逐步背离其初衷 ， 成为区隔和切割社会和文化的工

具 ， 造成文化与文明 的二分 ，

“

文明
”

只用来指代高雅的资产阶级文化 ， 用以表明资产阶级的身

份 ， 而文化则是粗俗的大众文化 ， 是非艺术性的 。 因此资产阶级
“

高级文化
”

的代表艾略特才

会说
“

工人接受教育也无法改变他们没有文化的本质
”

。 以培养个人修养为 旨归 的启蒙 ， 是否释

放出 了
“
一种毁灭性的个人主义 ， 这种个人主义削弱 了对共同体的任何感觉

”
？

。 社会主义文化

首先需要打破的就是这一不平等的结构性安排 ， 将旧文化所排斥 的价值和意义重新放归生活世界

中 ， 通过识字运动将排除在政治和历史之外的底层人重新纳人到历史进程之中 ，
通过让文化重新

回归劳动人民 ，
通过给乡村 日 常生活重新赋魅 ， 创造出新的高级文化 、

一

个平等拥有文化权利和

文明权利的新世界 。 如果说教育是人类为摆脱愚昧 ， 进入成熟状态 ， 将个人上升为主体的必然手

段 ， 如果说处于封建农业社会的小农在历史进程 中是没有主体的 ，

５０ 年代的文化政治则是要将

农业社会主义的农民塑造为新社会的主人 ，

一

种非个人主体 ，

一

种超越了主奴结构的新主人 。

葛兰西在 《狱中札记》 中按照意大利的实际状况 ， 将知识分子划分为传统知识分子和有机

知识分子或曰城市知识分子 。 城市型知识分子诞生在现代社会 ， 随着工业分工而 出现 ，

“

他们并

不主动去指定建设计划 。 他们的工作是联络企业家和工人之间的关系 ， 同 时控制工作的基层 ， 保

证及时完成工业高级人员所指定的生产计划
”

。 与此相对的是传统的知识分子或乡村知识分子 ，

这类知ｉ只分子 （ 乡村教士 、 律师等 ）

“

总体上比
一般农民具有较高的或者说至少是不同的生活水

平 ， 因此他们代表着农民希望摆脱或改善其处境时所参照的社会典范 。 农 民总想着至少有一个儿

子能成为知识分子 ， 作为一名绅士通过与其他绅士取得联系促进家庭的经济生活状况 ， 从而提高

① 毛泽东 ： 《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 载 《毛泽东选集 》 第一卷 ， 人民出版社 １ ９９１ 年版 ， 第 ３９４ 页 。

② 这样的教师后来叫
“

民师
”

， 民师是学校教员 ， 但是报酬 由所在生产 队以工 分等形式支付 ， 新 中 国后来形成 了庞大的

民师队伍。
‘

③ ［ 英 ］
雷蒙德 ？ 威廉斯 ： 《漫长 的革命》 ， 倪伟译 ，

“

第二部分 ：

一

、 教育与英 国社会
”

， 上海人民 出版社 ２０ １
３ 年版 ，

第 
１ ３３
—

１６３ 页 。

④ＲｉｃｈａｒｄＨｏ
ｇｇ

ａｒｔ ， （／ｓｅ ｑ ／

＇

ｉ ｉｉｅｒａｃ
ｙ

， Ｃｈａ ｔｔｏａｎｄＷ ｉｎｄｕｓＰｒｅｓｓ
，

１ ９５７ ．

⑤
［
美

］
詹姆斯 ？ 施密特 ： 《启蒙运动与现代性 》 导论部分 ， 徐向东 、 卢华萍译

，
上海人 民出版社 ２００５ 年版 ， 第 １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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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社会地位
”

。 因此农民对乡村知识分子是既恨又爱的 ，

“

他羡慕 （ 传统 ） 知识分子和
一般意义

上国家官员 的社会地位 ， 但有时又蔑视这种地位
”
？

。 也就是说 ， 现代城市型知识分子应该脑力

和体力劳动是平衡
一体的 ，

而乡 村知识分子不仅脑力和体力分离 ， 而且成为统治和被统治的关

系 ， 即儒家的
“

劳心者治人 ， 劳力者治于人
”

， 因此才招致农民的爱恨交加 ， 而农 民改变痛恨的

方式是取而代之 。 ５０ 年代针对中 国 的落后现实条件 ， 毛泽东在整体性改造
“

知识
”

， 改造
“

知

识分子
”

的视野中 ， 发起了思想改造运动 。 这既要改造五四 以来的传统知识分子 ，
也要改造农

民 。 而在葛兰西的意义上
，

五四 以来的中 国知识分子在与社会 、 农民 ， 与生产关系分离的意义

上
， 恰恰仍然是封建的绅士性知识分子 。 这种传统知识分子必须改造 ； 同时也要将农民改造为知

识分子。 就农村来说 ，
也就是要致力培养新的农民知识分子 ，

而不再让知识分子成为农民 的
“

他者
”

， 让农民 自身成为一种新型的我称之为
“

农民 型知识分子
”

或农民作家 ， 或许即是三十

年代鲁迅呼唤的
“

农工 出身的作家
”

？
， 从而真正实现农民 自 己 书写 自 己 ， 由 自 然人成为

一

个成

熟的政治人 。 由此我们方能理解 ， 识字就是要人民群众参与管理公共事务 ， 让人人都是哲学家 、

作家 。 毕竟 ， 葛兰西说过 ，

“

人人都是知识分子
”

， 而人人又同时是劳动者 。 在毛泽东的文化实

践中 ， 我们同样发现了来 自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耕读传统 ， 更有王阳 明的知行合
一

传统 ， 但进行了

现代性的改造 。 这
一

实践也是对葛兰西的
“

乡村知识分子
”

概念的改写 ，
而不是按照经典马克

思的理论 ，
作为小生产者 ， 农民 只能成为现代社会的 自然史 ，

这也体现了在农业社会主义实践中

如何在落后的生产关系的条件下 ， 将落后因素转化为积极因素的列宁主义的革命辩证法。

正如列宁所言 ：

“

文盲是处在政治之外的 ，
必须先教他们识字 。 不识字就不可能有政治 ，

不

识字只能有流言蜚语 ， 谎话偏见 ， 而没有政治 。

”？ 底层世界的文化信仰是最模糊的地带 ，
正是

认识了字 ， 消除了迷信谣言 、 流言蜚语 、 谎话偏见 ， 真正开始了移风易俗 ，
生活世界才变得清晰

起来 。 将文化和政治两个世界的分离这
一现代性的世界大难题对焦 、 转变为同

一

体 ，
以催生新世

界 。 上世纪 ５０ 年代的农村识字运动是
一

场轰轰烈烈 的群众运动 ， 它试图在落后的 中国 ， 最大限

度调动生产关系的力量 ，
让文化变成物质力量 ， 主动地促成生产力发展 。 它试图打破劳动分工

；

打破文化神秘主义 ， 将文字还给人民大众 ， 让人 民群众掌握理论 ， 激活他们批评和创造 的能力 。

也是在这个意义上 ， 我们方能理解 ５０ 年代识字运动如何成功地将农民动员起来 ， 让农民从 自 然

人成为走进政治之内的
“

政治人
”

。 在这个意义上 ， 我们方能理解什么是毛泽东一直强调的
“

劳

动人民要知识化 ， 知识分子要劳动化
”

。 此后在
“

五七指示
”

中 ，
毛泽东进

一

步探索新的文化与

教育革命 ， 以期探索
一

个整体性的 ， 统
一

的新世界 。

（ 责任编辑 ： 李 亦 婷 潇湘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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