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晏阳初（1890—1990），别名晏遇春，巴中

人，联合国教科文卫组织特聘顾问，中国平民

教育和乡村建设的先驱，与陶行知并称为中

国平民教育的“南陶北晏”，与梁漱溟、卢作孚

三人并称为“民国乡建三杰”，著有《平民教育

的真义》《农村运动的使命》《告人民语》（与赛

珍珠合著）等书。

晏阳初毕生从事平民教育和乡村改造事

业，形成了简单实用、便于推广的教育方法，

向实践要真知、在实干中造福的乡村改造道

路，提出了“知行合一”“学以致用”的实用主

义学习观。这种学习观及其实现途径，在今天

的中国仍然具有很强的借鉴意义。

启迪民智 强民救国

晏阳初一生矢志以平民教育启迪民智，

以自己的言行唤醒民众，以“不流血”的方式

达成强民救国的伟大目标，他提出了“除文

盲，作新民”的新思想、“人人皆可以为尧舜”

的主张，认为人民有“免于愚昧无知的自由”，

并为此秉心直行，终身不悔。

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与他的出身与

成长经历有关。晏阳初出生于巴中的书香世

家，自幼跟随身为塾师的父亲熟读孔孟。14岁

入阆中天道学堂接受西学，17岁到成都华美

学堂开展系统的西学训练。蜀道自古难行，多

有凶禽猛兽，在动辄数日数月跋山涉水的求

学路上，他常与那些苦难的挑夫为伍，所以，

他从少年时代开始，就深感底层民众之劳苦。

1913年，晏阳初考入香港圣保罗书院（香港大

学前身），后又进入美国耶鲁大学读书。在行

万里路中，他见识了万里风物，目睹万民困

苦，同时深感祖国积弱积贫。

他在耶鲁主修政治经济学，立志改变祖

国面貌。那时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他密

切关注时局的变化。耶鲁大学毕业后的第二

天，他就以教育秘书的身份，奔赴法国战场，

为华工当翻译、写书信，教那些目不识丁的华

工识字读报，并编写出版《华工周报》。

某一天，他收到一位华工来信：“你自办

报以来，天下事我都知道了，但你的报太便

宜，恐怕以后不久会关门，我愿把战争中存下

的365个法郎捐给你办报。”晏阳初读信后深

受触动，并于此发现了“苦力”的“力”，让他久

埋心中的济世理想找到了突破口，立志献身

于开发民智。

开智济世，强民救国，这就是晏阳初平民

教育观的主要内容，也是他的重要思想。

简明易学 自成体系

晏阳初从小就崇尚惟实惟用，一切言行

都特别贴近生活。他从日常生活以及报刊杂

志中，挑选出最为常见的汉字，编成《平民千

字课》，作为平民教育的教材。从不识字的人

只要每日学习两小时，连续学习四个月，就可

以达到读书写信看报的水平。

“你是人，我是人，不分贫与富，不分尊与

卑……”这就是晏阳初所编教材中的内容，简

明易懂，朗朗上口。他把孔子“有教无类”的教

育思想提升到涉及到所有平民的高度，无论

是工人、农民还是贩夫、走卒，不分男女老幼

和年龄大小，只要他们愿意学习，都可以随时

随地参加免费学习。

晏阳初特别注重系统学习的观念。从回

国的那一天开始，他就立志将平民教育和乡

村建设打造成一个全方位的系统工程。晏阳

初的教育思想，可以简单地归纳为：“一大发

现”——脑矿，“两大发明”——平民教育和乡

村建设理论，“三大方式”——学校式、社会

式、家庭式，“四大教育”——文艺、生计、卫

生、公民，“五个结合”——与实际生活、理论

与实践、科学与农村实际、物质文明与精神文

明、个人与集体的结合 ，“六大建设”——政

治、教育、经济、自卫、卫生和礼俗。

在河北定县试验时，他专门创办了适宜

农民阅读的《农民周报》，打造了流动图书馆，

搭建了农民剧台，开办了最早的农村广播电

台，这些在中国都是史无前例的创举。

晏阳初的教育思想是博大精深的，同时

又是简明易学的，具有很强的实用性和操作

性，在各地的推行中取得了明显效果。

言传身教 以人化人

孔子说：“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晏

阳初特别重视向实践学习、向民众学习，他

说：“要想‘化农民’，就必须‘农民化’。”

坐而论道，不如起而行之。晏阳初带领妻

子许雅丽和尚在襁褓中的婴儿，毅然离开北

京，带领一大群知识分子走出书斋，来到定县

进行平民教育和乡村建设的实验。他们住农

民房、穿农民衣、吃农民饭，与农民打成一片。

他们放下知识分子的架子，虚心地向农民学

习。在这十多年里，他以自己的才华和努力创

办了一个“人类社会实验室”，用实际行动践

行了“化农民”就须“农民化”的重要理念。

“以身教者从，以言教者讼。”晏阳初始终

以“人”为航标，相信人的尊严和价值及其重

要意义。他在定县农村改良动植物品种，由中

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引种试种，让农民自行择

优选择优良品种，收到了良好的效果。他举办

了多个实验农场，改良当地的猪种和鸡种；他

还推广良种，防治病虫害，科学养猪、养鸡、养

蜂，组织农民自助社、合作社，开展信用、购

买、生产、运输等经济活动，进行多种多样的

“生计训练”。同时，他会慢慢让农民自己进行

组织——不是被救，而是自救；不是被教，而

是自教；不是带给农民知识，而是让农民慢慢

地有所认知。

晏阳初说：“我们下去不是救农民，一方

面我们要向农民学习，因为有很多东西我们

并不知道；另一方面，也是让农民自己去救自

己，使自己成长为一个真正的完善的人。”

兼收并蓄 去旧创新

晏阳初称自己是“中华文化与西方民主

科学思想相结合的一个产儿”。

晏阳初崇尚创造，学习西学，却并不迷信

西学。在《“平民”的公民教育之我见》中，认为

教育要适合各自国家的情况，“有我国的历史

文化和环境，亦当有我国所特有的公民教育，

方能适应我国的需要。”

他并不反对外国优秀的东西，但主张对

本国历史文化环境务必彻底研究，求得公民

教育的根据；对于外国东西亦可引为参考，以

期适应世界的潮流。

在如何对待中外文化和思想传统的问题

上，兼收并蓄、去旧创新，成为了晏阳初的重

要思想主张。他不仅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

的，并且一直都做得相当出色。美国曾经系统

地引进“定县经验”，有效地降低了文盲率。

晏阳初具有很强的使命感和救世观，他

一生服务的是底层劳苦大众。他始终将自己

的所学和治学，与平民教育和乡村改造高度

统一起来。晏阳初的教育思想和学习观念，已

经跨越了国家和民族的界限，跨越了种族和

阶层的界限，成为了20世纪早期和中期“人

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重要实践。

对看电影，我一向随心随性，不看

评分、不看评价，更不看剧透，仅仅根据

片名与第一感觉而去。选择《深海》是因

为第二天就要开学了，自以为动画片很

轻松，可以清空一下头脑，然后全身心

轻装上阵，投入新学期的工作。然而，观

影过程中一步步被带入情节，心一次次

被揪紧，最后踩着片尾曲《星辰》的余韵

抹泪离开，脑中一直回响着影片中南河

的那句话：“希望你今后的每一次笑都

是真心的。”

故事情节很简单，9岁的参宿是个

敏感的小女孩，由于父母离异，父亲重

组家庭后有了同父异母的弟弟，感觉受

到冷落的她患上了抑郁症，妈妈留下的

红色卫衣是她最大的念想。在与家人一

起出行的游轮上，她不慎落海，生死之

间经历了一段虚实结合的梦幻深海之

旅，在深海大饭店老板南河的帮助下一

步步找回自我，完成生命的救赎。

电影画面很唯美，繁杂的内容、传

统的水墨画晕染色彩和栩栩如生的3D

动画视觉效果，都给人强烈的视听体

验。然而，故事带给人心灵的震撼与来

自内心深处的思考才是我观影最大的

收获。

电影触及到了一个非常敏感又普

遍存在的话题——抑郁症。根据《2022

年中国抑郁症蓝皮书》，中国有高达

9500 万抑郁症患者，平均每 14 个人中

就有一人患有抑郁症。根据统计：18岁

以下的抑郁症患者占总人数的30%，很

大一部分为在校学生。这触目惊心的数

字给我们的家庭教育与学校教育敲响

了警钟，也提出了新的要求。

作为长期工作在一线的教育工作

者，我天天与学生打交道，见过因抑郁

自伤自残，甚者自杀的孩子，也见过悲

剧酿成后，家长的悲痛欲绝以及老师的

追悔莫及。人间悲欢，就在刹那间改变。

每个生命都不容易，每个孩子都是被呵

护在手心里的温柔。然而受人际关系、

家庭变故、学习压力、转学、留守等各方

面原因的影响，一些孩子变得情感低

落、思维迟缓、注意力下降等，也有一些

孩子人前看似没心没肺，独处却倍感孤

独无助，自我怀疑、自我否定，严重影响

着身心健康。作为家长、老师，很多时候

关注着孩子的温饱、学习成绩，往往忽

略了孩子内心感受，忽略了孩子的情感

需求，不知道他们正经历着怎样的心理

折磨。孩子也意识不到自己生病了，他

们在自己的世界里挣扎，找不到突破的

途径与缺口，又不懂得向外界求助，或

者求助后得不到相应的回应，在煎熬中

自我伤害，甚至走上绝路。

近日的胡鑫宇事件，其实也给我们

再次敲响了警钟。如果能早发现、早重

视、早干预，也许就能帮他驱散心头阴

霾，还他健康阳光的生活。我们不知道

他经历了怎样的内心挣扎、承受了多大

的心理折磨，他有多少话想对亲人倾诉

却话到嘴边又咽下……其实，这世上有

无数个胡鑫宇，他们善良单纯、情感丰

富、内心敏感，他们承受着这个年龄无

法承受的压力，他们想做更好的自己，

可是，也就是在他们艰难前行的旅途

中，在别人无法感同身受的地方，他们

早已遍体鳞伤，心理负荷渐渐超出承受

极限，最终导致悲剧发生。抑郁，就这样

在我们看不见摸不着、必须用心去贴近

才能感受到的地方，威胁着孩子敏感而

脆弱的心灵。

《深海》是一个孩子的自我救赎，也

是对良好亲子关系的呼唤，更是对教育

发出的追问。心病需要心来医，每个孩

子都是唯一，每个生命都值得珍惜。参

宿在南河性命托付与不离不弃中终于

唤醒了自身发自内心的哭与笑，重新开

启明媚阳光的生活，这是不幸中的幸

运。愿整个社会都多关注一下身边那些

特殊的孩子，他们应该被温柔以待；愿

天下所有羞怯、孤独、内向、胆小、抑郁

的孩子，都能拥有属于自己的保护神

——南河；愿每个孩子都能有一颗星星

指引找到回家的路；愿每一次冒险之旅

最后都会迎来春暖花开。

李娟是一位优秀的散文家，在读完她的

《我的阿勒泰》和《冬牧场》之后，我再读《记一

忘三二》，别有一番感触。

《记一忘三二》是李娟的一本随笔集，全

书32篇随笔均以“记”为题，通过点滴细节描

写，将作者的亲情、友情、爱情逐一展现在读

者面前。语言平时诙谐、温暖自然，像一位多

年不见的好友，向你絮絮叨叨她这些年的经

历，字里行间透着一种风趣和生活气息。

这本书的名字，取自黄庭坚的诗句：“少

时诵诗书，贯穿数万字。迩来窥陈编，记一忘

三二。光阴如可玩，老境翻手至。良医曾折足，

说病乃真意。”原诗是写诗人读过的书籍，记

住了三分之一，大部分都忘记了。

李娟这本书并非写读书，而是写作者自

己生活中的一些家长里短、市井琐事。作者的

母亲和外婆是她着墨最多的亲人，尤其母亲，

成了作者写不尽的题材金库。如《台湾记》中，

妈妈去旅行，回家会总会在领居间炫耀，看得

人啼笑皆非；《扫雪记》中，作者在阿勒泰市郊

买了一个大院子，冬天下雪时，和母亲只能越

过重重难关，在积雪中挖出一条路行走。李娟

笔下的亲情，并不是母慈子孝温情脉脉的模

样，而是人间烟火里最真实朴素的相伴相守，

有温暖也有艰辛，像极了生活中的你我。

作者也总能从一地鸡毛中找到生活的乐

趣。关于懒，她说：“我最近懒成渣了，懒得我

都懒得描述这种懒。”关于作者自己，她说：

“我这个人，赚钱靠想，生病靠躺，说出去大家

肯定眼红。”关于过年，她说：“在每一个普天

同庆的特殊日子里，我永远站着，照常生活，

像是没有行李的旅人，又穷、又轻松。”艰辛的

生活、磨难和历练，在她笔下竟以如此克制的

笔墨描述出来，不得不佩服作者的豁达，读后

也不免汲取了满满的乐观能量。

一本书一个世界，打开李娟的文字世

界，那些朴素的日常、艰辛的过往，都在她

的笔下开出了调皮的花。她的文字透着一股

鲜活的生命力，透过干净的文字，书写着对

生命的感悟。她在书中写道：“小时候笨拙，

性格又倔强，好在幸运地能够读书写作，从

此开启自由的状态。”面对艰苦、孤独的边

疆生活，李娟说，孤独是强大的独立，让自

己不曾畏惧过人生的变故。我想，李娟的文

字魅力，大抵就来自于这份从孤独内心淬炼

出的光明与透彻吧！

李娟用文字重塑了生活，使读者在诙谐

中不忘生命的热烈，并且在不经意间，透过文

字看到了生活的大智慧：不必追寻高大华贵

的远方，寻常烟火亦能慰藉心灵。其实，人生

在世，哪能事事都记忆深刻？何况，记忆的筛

选本身就不公平。有时偏偏是稀松平常的小

事，令人时而触动，时而欢喜，时而难过。人生

也是如此，小径独走，记记忘忘，走走唱唱。若

是有那么一两件值得记忆，也不枉此生了。果

真如此，更要感悟那份“记一忘三二”的生活

态度了：记住快乐，忘记悲伤！

向实践要真知 在实干中造福
——晏阳初的平民教育观

立春一过，万物就复苏了。儿子问：“妈

妈，这个春天你有什么愿望吗？”我仔细想

了想，要真有想实现的愿望，那就是“我想

和你在这个春天读遍心仪的书”。

儿子4岁，刚能看懂文字时，就喜欢偎

在我身边，看我读一篇篇温暖的散文。读到

林清玄的《煮雪》，开篇有“传说在北极的人

因为天寒地冻，一开口说话就结成冰雪，对

方听不见，只好回家慢慢烤来听……”他托

着小脑袋想了很久,说：“妈妈，我们什么时

候也去一次北极吧，我要把想对你说的话

全部冻起来，这样等我长大就不会忘记了，

还能慢慢化给你听。”

都说孩子的语言是最美的诗，在那一

刻我只想静静地拥他入怀，把爱与温暖全

部揉在书页里，陪他慢慢长大，去读更大的

世界。

儿子6岁，喜欢上那段时间我常读的

丁立梅的《暗香》。当我沉醉于梅子老师笔

下那些满含深情的花草时，他却被一篇《醉

太阳》吸引了。“妈妈，等到了春天，我们也

一起去找小虫子吧，然后一起坐在太阳下，

闻闻花香，听听鸟叫，在太阳下打个盹儿，

醉在春天里。”我当下就心动了，虽然当时

正值寒冬，可我仍旧找了一个阳光灿烂的

日子，拉着他的小手，循着太阳的轨迹沉醉

在时光里。

孩子爸爸总说孩子应该读童书。但其

实，孩子未必不懂，他比我们更适合在细腻

的散文里游弋，去聆听藏在钢筋水泥里的

葱翠童年。

儿子8岁，我读梁实秋的《人间食话》。

他看几页，就咂巴咂巴嘴，好像作家笔下的

那些食物就在他面前，只闻味儿却吃不到。

那些天，他总缠着我做美食，从炸丸子到煎

馄饨，从醋溜鱼到汤包，从烙饼到八宝饭。

“做吃的可以，但是你要写一写吃的感受

啊，这样以后你也可以写文章。”我指指他

的肚皮说。“好呀，好呀，只要肚子填饱了，

我肯定能写几行。”他答应得痛快。

“银盘一捧三千粒，个个团圆待老签。”

捧着炸好的丸子，他嘴里冒出这样两句。

“遥望洞庭山水翠，白银盘里一汤包。”“五

谷丰登，年年有鱼。”“昨夜西风凋碧树，今

早起床吃烙饼。”显然是吃多了嘴欠。不过，

还没等我翻脸，他已经把正确的诗句给补

全了，书还算是没白读。

这几年，儿子跟着我读了不少书，背了

不少诗句，写作文也妙句频出。有时候，他

头脑里的句子，我都自叹不如，真的是童言

亦有才啊。

所以，等春风漫过广袤的土地，我只想

和儿子在春天里慢慢读书。头顶朝阳，脚踏

青绿，一遍遍在春日里读那些令人沉醉的

句子，让心奔跑在文字的城池里，晕染成最

美的光阴。

■ 苗勇

记住快乐 忘记悲伤
■ 李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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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孩子都应当被温柔以待
■ 唐雅冰

我想在春天
和你一起读书

■ 周晓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