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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春天，正在清華大學學

習教育心理學的操震球在《新教育》

雜誌上看到了陶行知《南京試驗鄉村

師範學校章程》、《中國師範教育建

設論》、《鄉村教育運動宣言》等文

章，深受影響，萌發了離開清華到曉

莊師範就讀的意願，並寫信給校長陶

行知表達自己的志向。不久，陶行知

覆信操震球。

在覆信中，陶行知寫到 :“繼續

留在清華，有大學畢業文憑，將來

還能出洋留學等等。如果去了曉莊，

便要失去了這一切，曉莊的‘南京試

驗鄉村師範’是沒有文憑的，……將

來的工作是要下農村的。”“……

從北京到南京，（如同）從皇宮似的

清華，到荒山坡茅草篷的曉莊。”陶

行知讚揚了操震球“我不入地獄，誰

入地獄”的自我犧牲精神，同時說明

了農村師範生活的艱辛：“田家生活

是蠻幹的，你願意嗎？你能打赤腳

在爛泥裡奔走嗎？你不怕把雪白的臉

曬得漆黑嗎？你不怕軟手上起硬皮

嗎？你不怕在風霜雨雪裡做工嗎？你

不怕挑糞嗎？你願意和馬牛羊雞狗豬

做朋友嗎？”……陶行知還指出鄉村

教育是一項長期工作，不可能一蹴而

就，“……也許你親眼看不見（鄉村

教育的成果）。要到令郎令孫的時代

才能看見，你能忍耐嗎？”，力勸操

震球“慎重考慮一番再行決定”，“倘

使這番考慮之後，你決意要來投考，我

們萬分歡迎。”然而，操震球在“把信

反復讀了幾遍”後，“被陶行知先生

的精神力量征服了，更覺得非去曉莊不   
可”，最終毅然決然地離開清華大學，

成為陶行知的學生。

陶行知是中國近代的外交家、

演說家、書法家、音樂家，更是著

名的教育家。他不僅在中國有名，

談陶行知鞠耕於鄉村教育的精神本源
 從陶行知給操震球的覆信說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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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世界教育界也很有名氣。正如日

本友人齋藤秋男說：“陶行知不僅屬

於中國的，也是屬於世界的。我是一

個日本知識份子，戰爭使我陷入了彷

徨、苦悶之中，不知該如何生活，該

走怎樣的路，我從陶先生身上受到了

鼓舞，明確了人生的真諦……”。綜

觀陶行知的一生，對其形成生活教育

理論與開展各種教育實踐產生重大影

響的，主要有三大群體：江浙教育前

輩群體、哥倫比亞大學師友群體、進

步學生群體。這三個“朋友圈”群體

對陶行知的人生定位、價值取向、理

論創新與實踐追求產生了關鍵性的影

響。在江浙地區，他接受的是中國的

傳統教育及其初步的對基督教文化的

了解；在哥倫比亞大學，陶行知是美

國哥倫比亞大學著名教授杜威的兩個

中國高材生之一（另一人為胡適

筆者注），他受到的是當時世界上

最先進的近代教育理論的培養；他

毅然謝絕校方請他繼續留學深造的邀

請，踏上了投身教育，報效祖國的神

聖之路。回國後的陶行知，以他之所

知，本可以轉身而為人上之人；那時

的陶行知，以他之所學，本可以談笑

於鴻儒之間；但他卻選擇做一個普通

的教師，先在高校擔任教授，後把目

光死死盯在了中國的最底層社會；他

離開了高校，捨棄了月薪四五百元的

高工資（當時一個高級警員的月工資

不到二十元，一個保姆的工資才一

元）和城市優裕的生活，到只有幾戶

茅棚的南京北郊創辦了曉莊鄉村試驗

師範，吃的是粗茶淡飯，住的是土牆

草房，睡的是稻草地鋪，穿上草鞋與

師生們共同開荒，勞動建校。他在教

學新知識的同時又從進步的學生群體

中受到啟發與感知，最終構成了系統

的教育理論，並以此教育了一批又一

批的先進學子，甚至影響着今天的教

育理念。陶行知說，我就是中國一介

平民。幾十年的學校教育把我往西方

貴族的方向漸漸拉近，而經過一番徹

悟，我就像黃河決了堤，向中國平民

的道路上奔湧回來了。

陶 行 知 說 ： “ 人 生 天 地 間 ，

各自有稟賦。為一大事來，做一大

事去。”他把畢生精力，都投入到            
“教育”中去，確實做了一件“大

事” 平民和鄉村教育運動，卻

因“勞累過度，健康過虧，刺激過

深”，於1946年7月25日患腦溢血逝

世，享年五十五歲。

陶行知的這種超凡脫俗的教育理

念與身體力行的忘我教育實踐，使其

薈聚了近代中國一批教育名家共同推

進教育改革，更吸引了大批有識青年

成為其杏壇弟子。正在清華讀書的操

震球就是這其中優秀的一員。

操震球也是安徽人，1925年考入

清華大學教育心理學系。捨棄人們孜

孜以求的著名高等學府清華學籍去曉

莊師範就讀，對於出身於農家的操震

球來說也並非一件輕而易舉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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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要致力於鄉村教育，其代價是巨

大的。當時中國的鄉村，貧窮落後，

生活條件極差。操震球放棄清華不

讀，卻到鄉村受苦，既不符合家庭供

養讀書的目標，也並非是其個人寒窗

苦讀的初衷。那麼到底是甚麼力量改

變了操震球，讓他能夠放棄個人美好

的“前程”、捨卻愜意的都市生活，

獻身於鄉村教育呢？應該說是陶行知

先生的辦學理念和為鄉村教育付出

大愛的示範作用對其產生了巨大的影

響。既然陶行知作為一個留學美國哥

倫比亞大學歸來的高材生，可以捨棄

優越的城市生活，轉向條件艱苦、收

入微薄的鄉村，終生致力於平民教

育和鄉村教育，那麼作為中國名校的

高材生更可以投身其門下，共同推進

中國教育改革運動。於是，1927年操 
震球來到只有幾間茅屋的曉莊，集聚

在陶行知中國教育改造的大旗下，並

從陶行知先生獲得教育的真諦。《陶

行知全集》第二卷，《答操震球之

問》、《生活即教育 再答操震球

之問》、《社會即學校 三答操震

球之問》等師生之間的一問一答可以

看出，操震球因此而領悟了“教學

做合一是全人類教育歷程之真相”， 
明白了“生活即教育是叫教育從書本

到人生的，從狹隘到廣闊的，從字面

的到手腦相長的，從身體到身心全

顧的”，體味了“社會即學校”，知

識分子可以拜工人、農民等一切人

為老師，來改造教育，改造社會等種

種中國教育改造的內涵與魅力。在

陶行知的直接引導與教育下，聰穎的

操震球成長很快。因此，當1928年國

立浙江大學決定創辦湘湖師範學校

時，陶行知先生推薦了26歲的操震球

出任，並為操震球赴湘湖師範親書3

副對聯：“以社會為學校，奉萬物作

宗師”；“以教人者教己，在勞力上

勞心”；“和馬牛羊雞犬豕作朋友，

對稻寂麥黍稷下工夫”，以勉勵震球

及校友。操震球奉命擔任湘湖師範第

一任校長後，每月的工資有七、八十

元，但他只拿十六元生活費，其餘全

部捐獻給學校建設；他還與湘師師生

一起櫛風沐雨建設校舍，忍受蚊叮蚋

咬，飽嘗辛苦，以至累得吐血成疾，

但在病榻上仍掛念湘師建設。

陶行知及其學生們不計個人得

失，不怕蚊叮蟲咬，不懼政治迫害地

掀起一場民國時期轟轟烈烈的鄉村教

育運動，這是怎樣的一種精神境界；

作為運動旗手和實踐領袖的陶行知又

有着怎樣強大的精神本源呢？筆者以

為，有以下幾個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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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深切的了解農村的生活，對

農民有深厚的感情。陶行知在給操震

球的信中如此描述農村生活：“……

鄉下人也有城裡人想不到的樂趣，

鄉間山青水秀，盡你遊覽。你早上可

以看旭日東昇，引你興奮，晚上可以

待月西山，助你吟誦。到了收成的時

候，你手裡割着黃金似的稻子，那田

家樂的山歌，不斷的洋洋乎盈耳，你

還能親眼看見你所栽培的兒童個個桃

李似的一年一年長大，一直到成家立

業。”這種對農村田園牧歌式的描繪

和教育成效的展望，吸引了對鄉村生

活有情感和體驗基礎的熱血書生離開

城市回到鄉村。

2、 對 當 時 中 國 的 教 育 理 念 不

滿，迫切希望改變中國教育現狀。

陶行知先生認為，中國的傳統教育是

為上層統治者服務的，主張勞心者治

人，培養的是一批批舊官僚，這是沒

有出路的；操震球也認為當時清華大

學教育心理系學習的是一套外國教育

理論，與當時中國的實際是對不上口

的，更無法實現或學以致用。所以他

們抱着一顆為人民大眾、為中國社會

服務的教育初心，投身或獻身於中國

的平民教育運動及鄉村教育運動，以

期改變中國落後的教育現狀。

3、汲取西方教育理論精髓，培

養活的切合中國實際的新型人才。陶

行知在批判杜威“教育即生活”的基

礎上，提出“生活即教育”，“社會

即學校”，“教學做合一”主張，形

成“生活教育”的思想體系。操震球

則被陶行知的“生活教育”理論深深

折服，認為唯有如此才能培養對國家

真正有用的人才，培養那些在人民之

中的老師，而不是培養高高在上的知

識分子。如此，則需要與中國的鄉村

相結合，甚至以農民為師。

4、把農村作為中國富強發展的

希望。陶行知認為中國教育改造的

根本問題在農村，他說：這個國家

以農立國，人們十分之九八生活在

鄉下，所以中國的教育就是到農村

去的教育，就是到鄉下去的教育，

因 為 農 村 如 果 沒 有 改 觀 ， 國 家 就

沒有希望。他主張“到民間去”， 
用 平 民 教 育 為 “ 中 國 教 育 尋 覓 曙

光 ” 。 他 立 下 宏 願 ， “ 我 要 使 全

體 中 國 人 都 有 受 教 育 的 機 會 ” 。

要籌措100萬元基金，徵集100萬位

同志，提倡開設 1 0 0萬所學校，改

造 1 0 0萬個鄉村。他的目標是：讓 
“全村的農夫、農婦人人讀書明理，

安居樂業。……全國的村莊都成為

村民自有自治自享的村莊……”。 
於是，他脫下西裝，辭掉優渥待遇的

大學教授，移居到南京郊外的一個極

為落後貧困的中國普通村落，住到牛

棚當中推展平民教育，帶領學生們自

己耕作，自己勞動，自己修建校舍，

使曉莊這個大學堂，得到很快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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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具有無私奉獻的大愛之心。

幼時受中華傳統文化的仁愛薰陶和少

時基督教愛心思想的洗禮，使陶行知

形成了甘為駱駝、捨己為教育的高度

的自我犧牲精神，確立了淡泊名利、

敢於變革的生活志向，擁有了以鄉村

發展為樂的赤子之忱。這些大愛之

心，成為陶行知甘願獻身鄉村教育的

最重要的精神本源。

歷史上，總有一些人和事讓你

心熱眼濕乃至潸然淚下。中華民族自

古以來，也不斷會有埋頭苦幹的人、

拼命硬幹的人、為民請命的人、捨身

求法的人。這些人是中國的脊樑。而

大凡為自己追求的事業而奮鬥獻身的

人，他是一個傑出的人；藉此而功成

名就者，則可算一個偉大的人，其功

績既可光宗耀祖，也能名垂青史。

陶行知喝了諸多洋墨水，受了

諸多教育大家知識傳授，卻捨棄榮華

富貴、功名利祿，選擇為中國最眾多

的終身“鞠耕於隴上”的普通農民服

務，並立志為農民讀書明理、安居樂

業而努力，其相對那些為蠅頭小利投

機鑽營、為功名利祿斯文盡失的讀書

人，又是何等的高大，對人們心靈的

震撼是何等的強烈。故此，陶行知是

一個傑出的人 對教育事業有着赤

誠之心，終生獻身於教育事業；他是

一個偉大的人 奉行愛滿天下的格

言，以學生成長發展為快樂，以塑造

能服務於大眾的真人作為培養目標；

他是一個教育的聖人 天天學習，

天天對自己進行再教育，以確保常教

常新，不斷進步、不斷創新，不拘泥

於傳統，不計較物質享受，惟覺教學

之樂而無教學之苦……同時，他又是

一個“捧着一顆心來，不帶半根草

去”的具有大愛之心的大寫的凡人。

【說明】

本文引言主要出自楊鈞著《湘師春秋》

第八章《第一任校長操震球同志在湘湖》及

《陶行知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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