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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研究民国时期农村教育发展情况及其经费来源，结合时人对于教育问题的调查与探

讨，对农村教育危机、农村学校师资配备以及农村教育落后的影响等问题进行剖析。分析认为，民

国时期的教育危机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农村教育经费匮乏；教育经费不足显然与外来侵略、政局不

稳、军阀林立、乡绅盘剥和农民赤贫化以及自然灾害频仍等因素密切相关；民国时期农村教育落后

严重阻碍了中国社会的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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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９１１年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帝制，但中国社会

依然是一派混乱、凋敝与落后的景象。为了探寻中

国落后的原因和拯救中国的道路，一批忧国忧民的

知识分子将关注的目光聚焦到中国的农村和农村教

育。近年来，学术界关于乡村教育的研究大致可以

分为：（１）现代学者将乡村教育运动中涌现的教育

家著作资料进行整理，如《俞子夷教育论著选集》、

《黄炎培教育论著选》、《陶行知全集》和《梁漱溟教

育论著选》等；（２）现代学者关于近代乡村教育思潮

和运动研究成果颇丰，其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著作

是苗春德主编的《中国近代乡村教育史》，该书详细

考察了近代乡村教育思潮和运动产生的背景、嬗演

历程、各主要教育的理论和实践等，类似的论著还有

郑世兴的《我国近代乡村教育思想和运动》、中国陶

行知研究会编的《陶行知研究在海外》、马勇的《梁

漱溟评传》以及程静英《晏阳初与“博士下乡”》等；

（３）田正平等的《中国教育早期现代化问题研究》、

陈青之的《中国教育史》、陈鸣等的《中国教育经费

论纲》等对中国乡村教育都有所涉及。综上所述，

近年来学术界关于农村教育的研究成果众多，宏观

和中观层面上已经有了不少的成果，但是对于近代

农村教育的微观研究显然不够。诚如梁漱溟所言：

“都市好比一个风筝，下有许多线分掣于各乡村；风

筝可以放得很高，而线则是在乡村人手里牵着，乡村

能控制都市。”［１］在他看来，中国的落后关键在农村

的落后，而农村的落后又突出地表现为农村教育的

落后。由此认为，拯救中国之道在于推进农村教育。

晏阳初、梁漱溟、黄炎培和陶行知等怀揣着改造旧中

国的梦想穿梭于田间地头，躬行乡村教育的理念。

那么，当时的中国教育到底怎么了，与当时世界发达

国家的教育差距有多大，这种差距是如何造成的，笔

者主要依据《中华教育界》和《教育杂志》，不揣浅陋

对此做一微观考察。

一、近代以来中国农村

教育危机概况

　　“尚贤尊师”一直是中国人的传统。近代以来，



由于政权的内卷化和国家机构的正规化，乡村领袖

被迫要在国家政权和自己所领导的村民之间做一选

择，从而确定到底站在哪一边。至此，中国传统社会

中的绅士退出农村政权，甚至迁离村庄［２］。同样梁

漱溟也认为，中国原本是一大乡村社会，之所以发生

变化主要是因为中西相遇。要想重建乡土秩序最重

要的还是培育地方精英也即知识分子切实承担起其

应有的社会责任。因此在梁漱溟看来，知识分子代

表理性，维持社会，其在社会中的地位是众人之师，

负有领导教化的责任［１］。

“中国的学校，只是好像几个逃荒的难民住在

一所墙壁破漏的房子中间一样。外面是谁也可以甩

块瓦片或伸双手进去的；里面是谁也预备着各找生

路，不过暂时蹲在一处。”［３］晚清以降，儒家教育让

位于西方教育，作为道德灌输的地方教育已经穷途

末路。中国社会包括教育的近代化过程极其漫长，

外来压力使其近代化的过程颇为坎坷。按照近代化

理论要求，地方政府和国家应当承担教育的主要责

任，而传统地方精英和宗族势力退出历史舞台又绝

非朝夕可见。１９２３年，邓新钧等呈请当地教育司设

立所谓国学专修分馆文学预备科，经查实所列课程

与书目，均与私塾无异，被相关部门驳回［４］。１９２４

年，时人对中国农村教育进行调查发现中国教育依

然是私塾与学校教育并存，私塾教育在农村比学校

教育更有市场。① 在调查的个别地方里，农村私塾

数量远远超过了学校数量。福建长汀县小学校不过

１２０所，而私塾有５７８所；四川富顺县小学只有１５６

所，而东南两区私塾已达２０００余所；甚至于当时的

南京城内小学校不过五六十所，而私塾有 ５００余

所［５］。私塾的存在主要原因：（１）风气闭塞，乡民以

不读四书五经为憾，这是私塾存在的根本原因；（２）

学校在师资力量和养成方面存在问题；（３）塾师谋

生需要；（４）私塾放假时期长，符合农民农忙需要劳

动力的要求。正规学校的建设一直处于供不应求之

状态，民国时期“教育黑市”、“教育人情主义”泛滥。

抗战开始后，中国教育事业遭到重创。为了保

证教育事业不受战争影响，国民政府教育部于１９３７

年颁布《总动员时督导教育工作办法纲领》，其中第

５条规定：“为安定全国教育工作起见，中央及各省

市教育经费在战时仍应照常发放。”类似的法案还

有１９３８年４月临时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战时各级

教育实施方案纲要》等。但实际上，抗战期间的教

育经费根本得不到保证，更不可能增加。

以安徽省为例，抗战前全省原有小学３３所，抗

战后均因战事影响先后停顿。１９３７年全省就积极

恢复小学教育，设立２８所临时小学，同年４月，根据

全省政教卫合一原则，将原有普小、短小一律改为乡

镇保小学。据统计，全省有乡镇小学１２１１所，保小

２８６５所，共４０７６所，５８４３班，教职员工为 ８９１０

人，学生１７２００人，１９３８年日军进犯江淮，多遭破

坏。１９４０年又增设１０所临时小学，共计达３８所，

２４１班，有教职员工３９０人，学生为１０６６５人；恢复

普小短小及设立乡镇保小学，全省原有县区私立小

学３７９３所，短期小学３８００所，虽有所恢复，但这与

战前发展态势不可同日而语［６］。

战争严重破坏了中国教育设施设备，教师流失，

学生流亡。与此同时，战争支出激增，教育经费锐

减。据资料显示，抗战期间平均每年军费支出占国

家总预算６３．５５％，最高年份竟达８７％，而同期教育

经费平均每年只占 ２．４４％，最高年份也仅为

３．４５％［７］。军事经费增加、教育经费锐减是一个问题

的两面，此消彼涨。由此可知，抗战期间中国教育基

本陷于停滞，农村教育更是无人问津。从民国之始

到新中国建立，中国教育并没有因此得到实质性进

步，农村学龄儿童辍学现象普遍存在。失学率不断

攀升导致各工厂童工人数激增。据统计，２０世纪３０

年代仅北洋纱厂和宝成纱厂等９个工厂就有童工

２５１３７人，占全体工人总数的３０．３％。最高的丹华

京厂全体８００工人中，童工有５００人，占全体工人总

数的６２．５％。童工们劳动强度惊人，平均每日劳作

时间在１０小时以上，最高的恒源纱厂达到１２小时

３０分钟［８］。

二、民国时期农村学校师资情况

　　民国时期，农村教师总体素质较差。１９２３年湖

南华容县师范毕业生中仅有６人在教师岗位任职，

其中有３人是在当职员、政客甚至是流氓无望之后

才选择以教师作为糊口职业的［９］。教师地位之低贱

可见一斑。１９２４年，祝其乐关于教师出身的调查共

收回调查问卷３２份。这３２位教师的出身状况为：

由师范讲习所毕业的８人，占２５％；由师范本科毕

８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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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１９２４年，时人祝其乐为了掌握中国乡村教育状况在东大教育科等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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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收回不多，但此次调查对于了解中国乡村教育的状况具有一定的参考价

值。回收的主要调查对象包括山西安邑、山西襄陵、福建长汀、福建顺昌、江苏

江浦、江西莲花、湖北枝江、四川富顺和广东文昌。次年，调查人祝其乐将调查

报告刊登在《中华教育界》１９２５年的第１０、１１、１２期。



业的７人，约为２２％；由中小学毕业的各６人，约为

３８％；由前清生员与塾师出身的各２人，约占１２％；

由职业学校毕业的１人，约占３％；总计起来，受过

专门训练的农村教师只有４７％。３２位教师中虽然

有１９位教师在３年内参加暑期或其他类型的继续

教育，但是参加３次的只有１人，参加１次的有１１

人，甚至有１３人没有任何培训［５］。

民国时期训练小学师资的标准为：（１）师范学

校修业年限３年，招收初中毕业生。附设特别师范

科，修业年限２年或３年，招收高中毕业生；（２）乡

村师范学校修业年限及入学资格与师范学校同；

（３）简易师范学校，修业年限 ４年，招收高小毕业

生。附设简易师范科，修业年限１年，招收初中毕业

生；（４）简易乡村师范学校，修业年限及入学资格与

简易师范学校同［１０］。１９２７年江苏大学区曾经对全

省小学教师任教进行调查，参照后来省教育厅制订

的《江苏省县区立小学校长和小学教员任免规程》

中有关资格规定可知，当时全省各县的小学教员总

数是２０６００人，其中合格者为８９２７人，占总数的

４３．３３％，不合格者１１６７３人，占５６．６７％。其中，不

合格者主要包括：第一，绝大多数的是未受师范专业

训练的中学毕业生，有４８２６人；第二，受中学教育

而未毕业的 １４５７人；第三，仅小学毕业即从教者

７７２人，甚至还有２３人仅初小毕业；第四，塾师及取

得前清功名者９７９人；第五，学历达标但未经过师范

训练者。各县纯粹由师范专业培养的师资为数很

少，如句容、青浦、宿迁、东海等１５县，竟无一受过高

等师范教育［１１］。

１９３９年《筹设各级各种师资训练机关计划》规

定，要在全国设立１５００所乡村师范学校，为乡村培

养教师［１２］。虽然如此，但是一般人不愿意去当教

师，遑论农村教师［１３］。很少有教师能够安贫乐道，

在职教师要么是指望有背景发财致富，要么是实在

无路可走才干教师这一行当。真正师范毕业的教师

很少，除了一部分中学毕业以外，还杂有许多老塾

师，以致于一知半解的职匠商人做教师，无非就是混

口饭［１４］。从表１、２［１５］可以看出：无锡县立完全小学

共计有教师２７１人，受过师范训练者共计１１９人，经

检定合格者５人，两者之和约占总数的４５．７５％，其

余未受师范训练或未经检定者共１２４人，约占总数

的５４．２５％；无锡县立初级小学共计有教师７７６人，

受过师范训练的教师有１３２人，经检定合格者为４１

人，两者之和占总数的２２．２９％，而未受师范训练者

竟达７７．７１％。无锡作为中国较为发达地区，其师

表１ 无锡县立完全小学校教师学历结构统计

教师学历 人数

高等师范学校毕业 １

师范本科或高中师范科毕业 ６６

师范本科或高中师范科肄业 １

前期师范乡村师范农村师范师范讲习科毕业 ４９

前期师范乡村师范农村师范讲习科肄业 ２

大学毕业 ７

大学肄业 ２

专门学校毕业 ３７

旧制中学或高级中学毕业 ４４

旧制中学或高级中学肄业 ５

各种职业学校毕业 １８

初级中学毕业 ２２

检定合格 ５

其他 １２

总计 ２７１

表２ 无锡县立初级小学校教师学历结构统计

教师学历类型 人数

师范本科或高中师范科毕业 １８

师范本科或高中师范科肄业 ９

前期师范乡村师范农村师范师范讲习科毕业 ８７

前期师范乡村师范农村师范讲习科肄业 １８

大学毕业 ３

大学肄业 ２７

专门学校毕业 ４６

旧制中学或高级中学毕业 １１０

旧制中学或高级中学肄业 ５２

各种职业学校毕业 ５６

各种职业学校肄业 ２８

初级中学毕业 ９３

初级中学肄业 ２２

检定合格 ４１

小学毕业 １３

其他 １３８

总计 ７７１

资状况尚且如此，其他地方可想而知。据当时教育

部１９３０年的统计，全国有高级小学职员８８４７５人，

有初级小学教职员４５５５３３人，若依上比例推算，全

国高级小学教员则有４万以上为不合格者，初级小

学教员有３０万以上为不合格者。

民国时期，师范类学生的培养情况差强人意。

据王学孟估计，１９３２年全国至少需要增加３８００００

名教师［１０］，然而当时全国各类师范学校在校学生总

数１２２０４７人，故在校师范生总数不及当年需求的

９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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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１０］（表３）。另外，从资质上看，当时全国教师中

师范类毕业的教师只占全国教师总数的３６．３９％，

而其余均由其他学校毕业者或非学校毕业者构

成［１０］（表４）。教师职业素养差使得学校教学随意，

“教师上课与否全凭兴致，高兴起来，一天多上几

节，扫兴时就是小的大的教，大的自己温习

功课。”［１６］

表３ １９３２年全国师范类学生培养情况统计

校别 即将毕业的在校师范生数／人 其余在校师范生数／人

高中师范 ７５３７ ３０８２３

乡村师范 ６０８８ ３５６４５

短期师范 ８８２５ ３３１２９

总计 ２２４５０ ９９５９７

表４ １９３２年全国小学教师的学历情况统计

学历 师范学校毕业者 其他学校毕业者 非学校毕业者

教师数／人 １８６８５９ ２４４３２７ ８２３１７

所占百分比／％ ３６．３９ ４７．５８ １６．０３

　　在薪资待遇方面，中小学薪资虽然历年都有调

查，但结果可用者甚少，其原因在于各省市县随意填

报、漫无根据，往往使得调查结果自相矛盾［１７］。

１９２４年，祝其乐的调查显示农村教师每年薪俸中数

为９２．５元。同年，浙江地方官员钱义璋对绍兴、余

姚等县的９５位小学教师生活待遇进行调查，调查发

现９５位老师年薪从４０元到３６０元不等，平均数在

２００元，超过３００元的只有２位［１８］。１９２７年晓庄师

范学校学生对江苏九县小学教师待遇调查显示，九

县教师平均月薪从１１元至２１．７元不等，年薪平均

不超过２００元［１９］。１９２８年的《小学教员薪水制度之

原则》规定，小学教员的薪俸应“两倍衣食住（以舒

适为度）三事之所费为最低限度之薪水。”该法规还

以江宁县城为例，认为江宁地区教师年俸为 ４３２

元［２０］，但这种最低保障制度显然是一纸空文。以浙

江省为例，据１９３３年调查可知，除了杭州市及少数

“优良县份”的教师待遇可能会好一些，大部分地区

教师每月平均工资只有１０．８４元，也就是说教师全

年工资不超过１５０元［２１］。浙江省尚且如此，其他地

方可想而知。由于币制差异以及各国生活程度不

同，教师待遇无法精确比较，但中国教师待遇菲薄却

无可辩驳［２２］。

农村教师薪资微薄，然而各级政府拖欠教师工

资现象屡见不鲜，因而各种形式的索薪活动层出不

穷。以苏北为例，“本省各县教育经费，能按月发放

者，百不得一；欠二三月者，不足为奇；四五月者，亦

属甚多；有最多之某县，已积欠近二年，如此情形，宁

非怪事！”［２３］１９３１年，宝应的农村教师薪水积欠就有

１０余月之久，半年仅领到５元；江都罢教前后有８

次之多。许多教师整日忙于索薪，所以当时有人将

小学教员戏称为“叫员”［２３］。１９３３年的《中华教育

界》刊登了李锡珍的《啼饥号寒之生活》一文，通过

对松江中小学教师生活进行调查后认为农村中小学

教师待遇与工厂工人相差无几。教师因为拖欠薪水

而罢课游行甚至是自杀者比比皆是。１９３０年，苏州

市立胥江小学教师单鼎襄、孙信良等因当局积欠薪

水太久在课后拉车载客，令当局颜面尽失［２４］。

三、民国时期农村教育

经费的主要来源

　　１９３３年蒋介石在南昌谈教育救国时认为：“（１）

教育即立国之本，救国惟一途径，其力量超过一切武

备；（２）过去教育失败，病在无方针，散漫凌乱，僻私

懈怠；（３）今后教育当遵民族主义，建在伦理上，以

帝国主义为对象。”［２５］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各地方并

没有因为中央政府三令五申地强调教育地位而切实

加强和改进教育。相反，历经将近１５年，中国的教

育尤其是农村教育形势依然严峻。１９３９年国民政

府决定实施县组织纲要，各地方政府曲解该纲要第

２１条“县之财政均由县政府统收统支”的规定，将教

育经费与其他经费统收统支。国民政府本意是扩大

教育投入，而地方的所作所为却侵占了教育经费。

随着这种侵占与日俱增，地方教育事业经费不足问

题日益严峻［７］。

１９４１年实施新县制，教育局被兼并，地方上教

育经费统收统支，由百分之三四十锐减至百分之五。

１９４７年形势更加恶化，县预算只列中心国民学校，

至于一般国民学校经费均为乡保自筹［２６］。① 民国时

期教育经费来源纷繁复杂，但主要是从下层人民身

上所得，所以时人认为，“贫人出钱，富人读书”是中

国教育的一大特色。总体来看，教育经费来源主要

有：田赋附税、食品捐类、燃料捐类、住捐类、行捐类、

中捐牙捐类、货物捐类、产业买卖捐税类、消耗品捐

税类、迷信捐税等１１类，每类又包括名目不一的税

捐［２７］。国家政权的现代化必然导致教育的国家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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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周尚关于教育经费在国家预算所占比例问题显然与史实不符。据

《中国教育经费论纲》一书，中国教育经费１９２９～１９４８年所占国家总预算比
例从未超过５％，更遑论３０％～４０％。



宗族势力在传统社会举足轻重，因而由农村私塾转

变为近代学校无疑也是一场宗族势力较量的结

果［２］。“中央及各省之岁入，则消靡于供养过度之

军队及官僚政客，其残余以及为教育者，为数盖极

微矣。”［２８］

１９４７年度中央教育经费预算为３４００亿元，仅

占国家总支出之３．６％，虽然教育部另行规定４亿

元补贴教育，但是这些都仅仅是杯水车薪，根本无法

满足各地学校开支。即便是原有的学田学产也往往

被地方上的土豪劣绅中饱私囊，教育经费受到层层

盘剥，到县里已经所剩不多，至于落到实处又要大打

折扣［２６］。

与此同时，各派军阀为了争夺土地和人民，纷纷

加强自己的军事实力，根本无暇顾及教育。以１９１９

年为例，中央预算总支出为６４７６１１８７９元，海陆军

费支出为２６９０９９５８３元，占４２％，而教育经费仅为

５０２８８３６元，不足１％。南京政府成立之后，加大对

于教育的投入。１９２８年教育预算为 ６８２９３７４９６

元，其中北平教育经费每月支出３５万元，余由中央

直辖之国立大学分配。１９３５年，国民政府拨款

９５７４９７２元补助教育，拨款全部发放给了城市里的

大中学校，对于农村学校只字未提［２９］。从中不难看

出，国民党当局的教育经费捉襟见肘，“割肉补疮”，

因而政府对于乡村教育有心无力［２７］。１９３６年中央

补助之教育经费达１１０６００８８元，但除了福建、安徽

以及河北等省级拨款与农村教育经费可能有关联以

外，其他大部分资金去向主要还是城市的大中学

校［３０］。关于城乡教育不平等，陶行知认为：“不平均

是城乡学校的相差，城里学校林立，乡下一个学校都

没有。以赋税论，乡下人出钱，比城里人多些；他们

的代价，至少也应当和城里平均，才是公允的办法。

故乡村教育，应为教育者所注意。”［３１］

地方教育经费来源复杂并非个案，以１９３７年为

例，全国各省教育经费令人目炫。江苏省主要依靠

田赋及屠牙两税总计得款４００余万元；浙江主要依

靠泊类营业税和烟酒附加；江西主要依靠盐税２００

万元；贵州依靠屠宰税 ３０余万元；河南依靠契税

２００余万元；其他各省不一而足［３２］。表５、６分别显

示了 １９２７年江苏和 １９２９年安徽各县的教育来

源［３３］。不难看出，教育经费来源复杂，土地及其相

关税费在两省教育经费中都占较大比例，分别为

５９．６％、３０．３％，且安徽省各项附捐中还包含田亩附

加。另外，教育经费各项名称众多，每一经费来源下

面还有许多小名目，不但有田租、亩捐和学生学费

等，还有盐斤鸡蛋捐、鱼肉及牲畜捐等，实在是头绪

难厘。除此之外，民国时期行政和教育部门就地筹

款，现实操作上筹款权力却多为地方劣绅所掌握，最

终使教育经费成为各地人民的沉重负担。而权利与

义务不对称则很难调动农民参与改善农村教学条件

的积极性，附加税门类繁多，其中大部分易于发生变

表５ １９２７年江苏各县教育经费来源情况统计

经费来源 内容 收入／元 所占百分比／％

田赋附征 忙漕附税、亩捐、各漕加征、滞纳罚金、征收盈余、屯芦场灶附税 ３４０１４９４ ５９．６

款产租息 田房租、息金 ７２７０３７ １２．７

学生缴费 学费 ４６５６７２ ８．２

中契附税 中资捐契附税、契纸税、验契带征 ３５２３６７ ６．２

商货捐税 牙贴附税、屠宰附税、杂税附税、货物杂税、营业杂税 ３２５７０８ ５．７

盐税附征 盐厘 １０４１９３ １．８

杂收入 其他捐税及收入 ３２６４２０ ５．８

表６ １９２９年安徽各县教育经费来源情况统计

经费来源 内容 收入／元 所占百分比／％

租息 田地洲租、房屋租、其他不动租产、存款利息 ５９２１６０ ３０．３

各项附加捐 田亩附加、契税登记表、牙帖附加、丁粮串票附加、其他地方税及附加税 １１４９７６ ５８．９

各项物产捐
米棉捐、茶捐、丝茧捐、竹木捐、烟酒香瓜税、盐斤鸡蛋捐、鱼肉和牲畜捐、

石头窑货捐、香麻炭油花生等物捐及其他物产捐款
１１５１８０５ ５．８

补助费及捐款 ２３１６０ １．２

结存款项或基金 １１９０７ ０．６

旧欠及借款 ２０７８９ １．１

其他杂项收入 ３８３９０ ２．０

１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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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遇产业变化则教育经费筹措则更加棘手［３３］。

四、民国时期农村教育

经费不足的原因

　　传统中国是农业社会，因而只靠城市精英教育

不可能改变整个中国命运，农村教育问题始终是中

国现代化进程必然面对的问题。近代中国社会面临

着千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农村教育不能满足中国社

会的发展要求，教育变革势在必行。陶行知针对中

国教育与农业分离的状况，提出乡村教育要与农业

相结合。在陶行知看来：“乡村学校，是今日中国改

造乡村生活之惟一可能的中心……乡村教育关系到

三万万四千万人民之幸福！办得好，能叫农民上天

堂；办得不好，能叫农民下地狱。”［３４］

不可否认，民国时期的农村教育在一定程度上

得到了发展：第一，各级政府比较重视教育经费筹措

工作，给农村教育发展带来契机；第二，政府及相关

部门出台规定从教人员的资质，在一定程度上避免

了不学无术之人进入教育系统；第三，积极加强教师

职业培养，积极促进各地私塾向正规学校、学堂转

变。然而，民国时期的教育也存在许多重大问题：第

一，教育经费来源分散，国家和地方并没有稳定的教

育经费来源，１９２３年政府向淮商借款，淮商要求政

府以盐税作为抵押，引起教育界警惕。教育经费实

际上有很大比例来自盐税，教育界害怕政府借款牵

连教育经费。因此湖南等地召开教职员代表会议，

要求政府不得牺牲教育经费向淮商借款［３５］，教育经

费过分冗杂使教育界人心惶惶；第二，由于农村知识

分子缺乏教师队伍中充斥着一批寄生分子，这些人

得过且过；第三，国民政府虽然制定了相对完备的教

育法规与法令，社会名流也十分重视农村教育，然而

这些关注往往形式大于内容。１９１２年９月６日，国

民政府建立之初教育部即制定相应的教育制度，然

而由于“国基未固，战乱频仍。可用于建设事业之

能力，均消耗于自残之内乱及党派之争竞。当局对

于教育，以其于自身无切肤之关系，咸置脑后。……

当局虽曾宣言如何热心提倡教育，然按之实际，殊鲜

实行，徒托空言而已”［２８］。

中国农村教育衰落归根结蒂在于农村经济的凋

敝，中外资本合流剥离了传统中国的经济基础。

“历史对于个人并不是点缀的饰物，而是实用的、不

可或缺的生活基础……我们不但要在个人的今昔之

间筑通桥梁，而且要在社会的世代之间也得筑通桥

梁。”［３６］自１８４０年以来外国资本在中国各地投资递

增，中国传统的自然经济遭到严重破坏。农村经济

受到外国资本的摧残，更有甚者国际资本家与中国

政府相勾结，中国政府外债不断，从而增加农民负

担。仅１９３０年，全国可以考察的有抵押的外债达

２８００万元，这其中与农民直接相关的海关税、常关

税、烟酒税、盐税、路税占主要部分，间接增加在农民

身上的还有电报、电话以及无线电等税负。另外，外

国资本家还通过在中国发行纸币或铸造银元，利用

中国连年内乱、币制不统一和货币价格不一等因素

榨取中国农民的财富［１４］。农民赤贫化导致农家在

教育费用支出上力不从心，从而使得农民家庭学生

入学率进一步降低。据统计，１９２２～１９２５年，安徽、

直隶以及河南等省大部分农家教育费用年支出占总

费用比例不足１０％，最高为安徽怀远２２．９％，最低

为河南开封仅１．１％。南京金陵大学卜凯等在１９２１～

１９２５年对中国７省１７处２８６６户农家教育状况进

行调查，其中全体未受教育者占 ５２．２％，而 ７～１６

岁失学儿童平均占比为６９．６％，最高的安徽来安县

竟达９６．６％［８］。

教育经费缺乏、教育人才流失和自然灾害等原

因使农村教育步履维艰。众所周知，农村是整个社

会的有机组成部分，没有农村的发展就没有整个社

会的发展。中国社会的现代化离不开农村社会的现

代化。现代化决不是单纯的西方化、欧美化，忽视中

国社会内源性需求只会导致画虎不成反类犬。近代

中国企图摆脱传统社会模式，从而走上以美英等为

范式的现代国家模式，其主要动力来源并非来自于

自身。强大的外来压力使中国社会从原有的运行轨

道上分离，科举制度的废除和私塾制度的消亡固然

是教育现代化的端倪，然而近代教育作为西方舶来

物与中国社会文化生态出现巨大反差，一时之间并

没有使农村教育走上欣欣向荣之路，反而使中国农

村陷入了所谓的教育危机。社会精英不断涌入城

市，农村成为教育秩序失范的重灾区。

近代以来，天灾人祸和死亡率不断增加及城市

产业化过程中大量吸收农村人口，农村人口锐减，农

村经济萧条。１８６２～１９３０年中国出现内乱、外侮以

及水旱灾害等重大变乱和自然灾害１１２１次。农村

经济的萧条又使农村社会秩序崩溃，匪患兵患泛滥，

形成恶性循环（表７）［８］。梁漱溟甚至认为，新式教

育严重破坏了中国农村教育与农村社会的根源：

“数十年来与此乡村社会不切合的西式学校教育，

是专门诱致乡村人才于都市，提高他的欲望而毁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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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７ １８６２～１９３０年中国灾害情况统计

灾害 年数／年 次数／次 灾害 年数／年 次数／次

内乱 ５２ １１７ 火灾 ８ １４

外侮 ４６ １７９ 地震 ２ ２４

兵变 １４ １２５ 病疫 ６ ９

匪劫 ４ １３ 虫害 ３ ３

借外债 ４３ １４４
特大交

通事故
６ １６

借内债 ２６ １２４ 工矿爆炸 ９ ２３

旱灾 １１ ２６ 烟祸 ２４ ３８

水灾 ３４ １１５ 赌害 ５ ５

风灾 ９ １５ 罢工 １５ ６５

雹灾 １ １ 罢市 １５ ６５

他的能力，流为高等乞丐”，其结果造成“都市上一

天一天知识分子充斥拥挤，乡村中愈感贫苦；过剩的

过剩，贫乏的贫乏，两趋极端，其象愈险，而中国问题

亦以愈陷于无法解决”［３７］。

教育问题要遵循客观规律，并非一纸命令或几

个条例就可以解决，农村教育问题也不例外。民国

成立后，历届政府颁布的教育法令和条例不少，但真

正落实的少之又少。相反，各级政府扩大军费投入、

假公济私等现象却屡见不鲜。军阀割据和混战期

间，中央政府成为各派军阀的代言人，他们挪用教育

经费，加大军费和政府开支，直接造成了农村教育经

费不足。１９１６年政府支出军费总额为１亿５千余

万元，１９３５年为６亿元，１９３８年为８亿元，短短１０

余年政府军费支出翻了五六倍［１４］。与此同时中国

教育经费却一减再减。１９２８年四川邓锦侯、刘文辉

和田颂尧虽然答应支付教师薪资，但实际情况却是

久拖不决，教师生活窘迫［２４］。

五、结　语

　　农村教育落后、教育经费短缺以及师资力量薄

弱源于近代中国的落后，农村教育事业的落后又进

一步阻碍了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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