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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世纪２０年代平教运动与现代国民教育
———以平民千字课本为中心

郭 双 林

［摘　要］从本质上讲，中国现代平民教育运动是一场国民教育运动。２０世纪２０年代公民教育运动兴

起后，晏阳初等人虽然也曾致力于此，但无论从其思想认识还是从社会实践上看，均不出国民教育的范围。

平民教育运动在塑造现代国民方面的主要贡献，是向底层社会播散现代国家观念和国民意识，这从当时编

写的平民千字课本中可以看出来。平教运动期间通过平民千字课向底层社会播散现代国家观念与国民意

识的做法，对我们今天完成民族复兴大业，仍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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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教运动是中国现代史上一场声势浩大的国民教育运动。该运动最初以城市平民教育为主，

１９２６年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以下简称平教会）总会从北京迁往河北定县后，工作重心逐渐向乡村转
移，后发展为乡村建设运动。平教运动的宗旨曾被概括为“除文盲，作新民”六个字。目前关于平教运
动及其主要领导人物的研究成果已经相当丰富，但专门讨论平民千字课本的成果尚显不足①。本文
拟将平教运动置于现代国民教育的潮流中，以平民千字课本为中心，考察其如何向底层社会播散现代
国家观念与国民意识。不当之处，敬请批评指正。

一　平民教育的性质与“真义”

中国现代平教运动，萌芽于五四前后，终结于１９５０年平教会被取缔，先后存在３０多年时间。对
平民教育运动的性质，１９２３年陶行知在北京师范大学平民教育社所作的演讲中就指出：“现在的平民
教育运动，是平民读书的运动。目的在使平民一面读一点书，一面得一点做人做国民的精神……说到
国民精神之培养，恐怕有些人要联想到国民常识之灌输。但国民之精神确要在此时养成，若枝枝节节
的常识，则平日随地可得。我们在这个短少时间内，贵能给一把得常识的钥匙，教他们以后自己去用。
故现在只教他们做人做国民的精神，而不教他们琐碎的常识。”②这种“国民的精神”主要包括哪些内
容呢？他在此次演讲中没有做进一步展开。

１９２４年陶行知在谈及编制平民教育的课本时，对“国民的精神”做了详细的论述。他指出：“平民
是民主国的主体，平民智能不发达，民主国的精神也是不能发扬的。所以编制这种课本，一方既要照
顾做人的精神，一方又要照顾做国民的精神。”什么是“国民的精神”呢？陶行知认为主要包括“自立”
“互助”和“进步”三种精神：对“自立精神”，他指出：“一个国家，好比一间房屋，想求它的坚固，必先把
所有柱子都要弄得稳固；一国国民，人人都能自立，那末，一个国家也就强固了……想养成这种精神，
又必使得各人有自励心，时时刻刻自己激励自己。”对“互助精神”，陶行知指出：“国家由社会组织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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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第５６９～５７０页。



成；社会由个人组织而成。所谓‘组织’，就是人与人互助，社会与社会能互助；推而至于国与国互助，
而组织成一个大结合的世界……国家既有了这种互助性、组织力，国家也就自然趋于强固。”对于“进
步精神”，陶行知指出：“人类的过程，是一天进步一天的，站在现今时代，尤其不得不谋进步。从前有
人说过：‘不进则退。’这句话到现在觉得欠当；因为现在的国家，稍一不自进取，将来必要灭亡了；像脚
踏车一样，坐上去若停脚不动，不想前进，那必定就要倒了。所以我说：‘不进则倒。’”①

与此同时，晏阳初也指出：“近数年来，‘平民’二字渐为一般人所注意，这也是我国的一种好现象，
所以平民程度之高低，关系于国家势力之强弱。先贤所说的：‘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就是这个意思。
吾国男女人民号称四万万，估计起来，至少就有大多数一个大字不识，像这样有眼不会识字的瞎民，怎
能算做一健全的国民而监督政府呢？怎会不受一般政客官僚野心家的摧残蹂躏呢？‘本’既不固，
‘邦’又何能宁呢？”②后来晏阳初又曾指出：“所谓‘平民教育’的‘平民’是指一般己过学龄时期而不识
字的男女，或一般已识字而缺乏常识的男女。所谓‘平民教育’的‘教育’共分三步：第一步是‘识字教
育’，第二步是‘公民教育’，第三步是‘生计教育’。‘平民教育’的最后目的，是在使二百兆失学男女皆
具共和国民应有的精神和态度。”③看来和陶行知所说，没有根本的区别。

以后晏阳初不止一次指出：“平民教育的目的是教人做人。做什么人？做‘整个的人’。什么叫做
‘整个的人’？第一要有知识力，第二要有生产力，第三要有公德心。”④“吾辈所以努力于平民教育的
目的，正为培养国民的元气，改进国民的生活，巩固国家的基础……但期望三万万以上失学的同胞，普
遍的得到做二十世纪的人最低限度必不可少的基础教育。”⑤意思应该说相当明了。

由上可知，平民教育，不论从其性质上讲，还是从其“真义”中看，说到底是一种国民教育，是对国
家不能普及的义务教育的一种不得已的补充。

二　平民教育与公民教育

２０世纪２０年代随着公民教育的兴起，平民教育与公民教育的关系又摆到了人们面前。１９２６年
晏阳初发表《“平民”的公民教育之我见》一文，对此予以回答。在他看来，平等是人人所有的天赋权
利，但由于大多数民众知识能力较低，无法和少数知识阶级的人享受同等的幸福。因此增进大多数民
众的智能，除去不公平的现象，使之同为良好的公民，这是从事教育者的天职。平民教育是要对１２岁
以上不识字的及识字而缺乏常识的全国男女进行教育，把目前全国的平民都养成为“好国民”。所以
平民教育以识字教育为起点，而以公民教育为正鹄。也就是说，“平民”无论好与不好，都是“国民”，而
只有“好国民”才是“公民”。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平民教育（亦即国民教育）与公民教育并非并列关系，
而是种属关系，公民教育与识字教育相并列，二者构成了平民教育的两个阶段。

晏阳初在文章中还专门谈了“‘平民’的公民教育之实施步骤”：第一是对不识字的平民先施以识
字教育。他指出：我国人口号称四万万，１２岁以上不识字的人占二万万有余。我们要大多数民众都
能施行公民的权利，就得给他们一种公民教育。可是人如果根本不识字，连名字都不会写，那么关于
公民的种种活动，如选举、参政，将万不可能。所以我们如果要对平民实施公民教育，必须从根本上着
手，必须从识字教育着手。第二是对已识字的人施行“平民继续教育”。他指出：“平民继续教育”的目
的在于灌输程度较高的公民常识。因此，有两个重要问题必须精思熟虑：（一）什么是“中国的公民”？
（二）什么是“中国的公民教育”？他认为应务求所施的公民教育为真正中国的公民教育，而不是由他
国模仿来的公民教育。而要知道什么是中国的公民教育，非有实地的、彻底的研究不可。最后他表
示，“我国人素来缺乏国家概念，可是共和国家实以人民为主。今日不识字的与识字而缺乏常识的男
女，二万万有余，如不厉行公民教育，他们就永远不会和国家结成一体，所以我们对近日各种公民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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晏阳初：《平民教育概论》（１９２８年４月），宋恩荣主编：《晏阳初全集》第１卷，第１２２页。

晏阳初：《平民教育的宗旨目的和最后的使命》（１９２７年），宋恩荣主编：《晏阳初全集》第１卷，第１１７页。



运动的宗旨都非常赞成。不过我以为举行这样关系重大的运动，不可不先有彻底研究。凡事研究愈
彻底，愈可减少失败的危险，愈容易持久”①。应该说，晏阳初在这篇文章中对公民教育的理解是正确
的，态度也是端正的。

后来晏阳初曾将平民教育的内容概括为“文字教育”（民智）、“生计教育”（民生）和“公民教育”（民
德）。不过他在论及“公民教育”的内容时，多少有些将其内涵窄化：“平民教育从文字方面以提高民
智，从生产方面以裕民生。即使民智提高，民生充裕，对于国家社会的前途究竟有什么利益？这是平
民教育第二重要的问题。试看历来的卖国奴，何一非知识超越、经济富足的人呢？盖其人缺乏公德
心，一举一动，只知有自己的祸福利害，不顾国家社会的祸福利害；所有知识、经济，只足以供其为恶之
资，所作之恶，常比无知识无能力者高出万倍。倘平民教育处处都是养成这种自私自利的亡国奴，岂
是国家之福？所以平民教育于实施文字教育和生计教育外，另有公民教育，希望造成热诚奉公的公
民。”②这样的公民教育，与单纯的道德教育相差无几。

晏阳初对“‘平民’的公民教育”的理解直接影响到平教会的公民教育计划的制定和执行。
负责平教会公民教育的陈筑山曾专门拟订一份《平民公民教育之计划》。在他看来，公民教育有

广狭二义，广义的公民教育是指训练人对于一切团体为有效率的分子的教育———即普遍的团体教育
（亦即社会教育）；狭义的公民教育是指特别注重训练人对于政治团体为有效率的分子的教育———即
特殊的团体教育。他的这个计划就是要“以广义的公民教育作基础，以狭义的公民教育为中心”③。
而平民的公民教育，则是对知识社会圈以外的民众施行的公民教育。从其所论内容看，虽然也涉及公
民教育，但主要是国民教育。

理论上的不清楚也必然反映到实践上。平教会编写的《高级平民学校公民读本》在谈及“公民的
意义”时写道：“一个人不但是家庭的一分子，并且是各种社会的一分子，尤其是国家的一分子，同时又
是世界的一分子，所以一个人，不但应当对家庭负责任，对社会对国家和世界，也应当负责任。能尽这
样责任的人，就叫做公民。”④在谈到“公民教育的意义”时，又写道：“公民教育是教我们自觉公民的责
任，培养公民的道德，发达公民的知识，增进公民的技能，受了这种教育，完成一个好公民，便是家庭、
社会、国家和世界里的一分子了。”⑤通观该书五章内容，所论均为公民的道德与责任，丝毫未曾提及
公民的权利及其使用方法。我们知道，对于国家公民而言，权利和义务本应是对等的，但平教会的公
民教育只强调公民的道德与责任，并不曾涉及权利。对权利教育的缺失，也是当时公民教育的一个比
较普遍的现象。

１９３１年察哈尔省教育厅组团到河北定县参观期间，公民教育部的工作就是由陈筑山介绍的。在
介绍过程中，陈筑山承认：“公民教育的意义很难说清。究竟我们所做的是什么？简单说来：公民便是
国民，公民教育便是训练人民营政治生活。我们看，这种‘公’的意义，不过是从政治方面说来而已。
其实，各方面都有公，并不只限于政治方面，即如经济、社会等方面也都有公，所以我们所谓‘公’乃是
广义的公，并非狭义的讲法。现在就讲一讲公民教育的公字。公民教育之所谓公，是无论从那一方面
讲，都要自我至一家，至一乡，至全世界，而至于整个的宇宙。”⑥这段话之不通，或许与记录者有关，但
“公民便是国民”一句话是清楚的。实际上国民是指一国之民，不论其有无公民权，而公民则是指具有
公民权的一国国民。陈筑山对“公”的解释，更是与“公民”的“公”意风马牛不相及。从公民教育部当
时在高头村的实际工作看，不论是家庭方面的实验（即家庭会）、经济方面的实验（即合作经济）还是全
村公共生活方面的实验（如村治讲学会、开始注意造成基本财产、节会利用、自卫训练、壁报等），都与
公民教育相差甚远。

１９３３年平教会曾出版一本《公民教育工作介绍》，根据该书介绍，平教会公民教育部的工作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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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国族精神、农村自治、公民教育材料、公民活动指导等四个方面的研究，丝毫没有涉及公民的权
利。而从正史归纳出的１４个国族精神的研究目标令人瞠目，这１４个目标是：国家重于生命；法纪重
于生命；职守重于生命；廉耻重于生命；仁义重于生命；忠信重于生命；孝慈重于生命；节操重于生命；

志向重于生命；风化重于生命；恩仇重于生命；朋友重于生命；成人之美重于生命；名誉重于生命①。

儒家传统提倡舍生取义，但也不至于如此无视生命吧！这样的教育与其说是公民教育，无宁说是法西
斯主义教育。也正因此，１９３４年平教会通过的定县实验区组织大纲将公民教育部“暂缓设置”②，实质
上是予以取消。

总而言之，由于２０年代公民教育运动的兴起，晏阳初等人虽然表面上重视“平民的公民教育”，甚
至在中华平民教育促进委员会内部设立了公民教育部，制订了《平民公民教育之计划》，编写了《公民
课本》，但因平民教育从本质上讲属于国民教育，因此从当时的文献中看，虽不乏公民教育的论述，但
实际上他们所从事的仍主要是国民教育。

三　平民千字课本编写与使用

２０世纪二三十年代，在平民教育运动高歌猛进的过程中，出现了一大批平教教材，目前知道的
有：曹典琦编写的《成人读本》４册（长沙文化书局１９２１年版）、《新千字课》４册（长沙贡院西街野村印
刷局１９２４年版），李六如编写的《平民读本》４册（长沙广文书局１９２２年版），晏阳初、傅若愚编写的
《平民千字课》４册（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１９２２年版），朱经农、陶行知编写的《平民千字课》（上
海商务印书馆１９２３年版），黎锦晖、刘传厚、陆费逵、戴克敏编写的《平民课本》４册（上海中华书局

１９２４年版），魏水心、董文、戴渭清、曹芝清编写的《千字课本》４册（上海世界书局１９２５年版），卓恺泽
编写的《青年平民读本》４册（中国青年社１９２６年版），邹业鸿编写的《平民教育课本》第３、４册（１９２６
年醴陵县劝学所印行），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总会编写的《市民千字课》《农民千字课》《士兵千字课》各

４册（前两种由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总会于１９２７年出版，后一种于１９２８年出版），中华平民教育促进
会平民文学科编写的《高级平民学校识字课本》２册（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１９２７年版），中华平民教育
促进会平民文学部编写的《市民高级文艺课本》２册（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１９２９年版）、《农民高级文
艺课本》２册（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１９３２年版），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公民教育部编写的《高级平民学
校公民课本》（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１９３０年版）等。大多教材配有教师用书或自修课本。此外，各地
政府和各地军阀也曾组织编写一些供当地平民或士兵使用的千字课本。

在这些平教教材中，影响最大的当数晏阳初和傅若愚编写的《平民千字课》、陶行知和朱经农编写
的《平民千字课》和平教总会编辑出版的《农民千字课》《市民千字课》《士兵千字课》。据平教会１９２６
年冬对河北省南部各县１０２所男女平民学校的问卷调查，以晏阳初等人编写的《平民千字课》为教材
的有８１校，占调查学校总数的７９．４％③。陶行知和朱经农编写的《平民千字课》１９２３年９月出版后，到
次年３月已印出４１版。至于平教总会编写的《农民千字课》《市民千字课》《士兵千字课》也使用范围极
广，其中《农民千字课》曾先后５次修订。到１９３４年，该会所编的各种教材销售已达一千万部④。

中国自古即有蒙学读物。清末新政以来，又出现一些识字课本，如民国初年董景安编写的《通俗
六百字识字课本》，欧战期间傅葆琛为赴法华工编写的《通俗六百字韵言》等⑤。平教运动兴起后，首
先用“千字课”来命名平教教材的，是晏阳初等人编写的《平民千字课》。不过，当时的这些教材虽然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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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公民教育工作介绍》，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１９３３年版，第５～６页。现存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所藏国际乡村建设学院
（ＩＩＲＲ）档案。
《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定县实验区组织大纲》（１９３４年），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档案资料汇编》第５辑第１编“教
育”（二），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４年版，第７５４页。

傅葆琛：《一点儿旧的调查统计材料与中国北部乡村平民教育概况的推断》（１９３０年１０月），陈侠、傅启群编：《傅葆琛教育论
著选》，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４年版，第１６９页。

晏阳初：《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定县实验工作报告》（１９３４年１０月），宋恩荣主编：《晏阳初全集》第１卷，第３１９页。

傅葆琛：《普通教育识字声中几个先决问题（节选）》（１９３０年９月），陈侠、傅启群编：《傅葆琛教育论著选》，第１４５页。



“千字课”，实际上使用的汉字并非正好一千字。如晏阳初等人编写的《平民千字课》使用了９９８个汉
字，朱经农和陶行知编写的《平民千字课》使用了１２６２个，黎锦晖等人编写的《平民课本》使用了１３３２
个，魏冰心等人编写的《千字课本》使用了１０２７个。与以往所编教材不同的是，晏阳初等人和朱经农、
陶行知在编写《平民千字课》时，吸收了当时东南大学陈鹤琴教授的最新字汇研究成果———《语体文应
用字汇》①。陈鹤琴研究字汇的方法是统计学方法，应该说是科学的，但因统计的对象系人为决定，有
时就难免会带有某种随意性。１９２４年，平教会在修订《平民千字课》时，决定重新选字，最后从搜集到
的１１４种资料中的５０４　６０９字中，选出使用次数最多的１３００字，供编辑平民书报使用。

四　平民千字课本对现代国家观念的介绍

平民教育在性质上属于国民教育，它的目的是要培养平民的国民意识，塑造现代国民，而要做到
这一点，就必须广泛宣传现代国家观念。平教运动中对现代国家观念宣传的手段很多，此处主要围绕
平民千字课展开讨论。

我们知道，近代以来对国家的定义，主要集中在领土、人民和主权三个方面。对此，平教会总会所
编的《市民千字课》所设《国家》一课就以对话的形式写道：“宋诚叔说：‘我们做国民的，应当知道什么
是国家。’蓝孝恒说：‘什么叫国家？’宋说：‘你若要知道国家，先应当知道领土人民和主权。’蓝说：‘领
土人民我尚懂得，惟有什么叫主权，我却不懂。’宋说：‘主权就是自己作主，不受旁人干涉的权力。’蓝
说：‘主权大概我也懂了，还不懂甚么叫国家？’宋说：‘国家就是人民共同生活的团体，有一定的领土和
主权。’”②

邹业鸿所编《平民教育课本》还探讨了国家的起源，指出：“上古时候，草木榛榛，鹿豕狉狉，既没有
婚姻、家族，当然没有国家。以后，渐渐进化，才由渔猎、游牧，进而为部落时代。所谓部落，不过由一
些人集合拢来，居处某块一定地方，相生相养，拥戴一人为酋长。到了中古时候，文化日进，觉得没有
一种具体制度，没有一个系统组织不好，于是乎一切文物制度，逐渐产生。其中之贤明而且强有力者，
就被举为皇帝，这是国家起源的大概情形。自此以后，有了国家，那些皇帝，就父子相传，视国家为己
有，野蛮专制，无所不为。因此近代各国，大起革命，改君主为民主了。由此看来，国家原是由多数个
人、家庭、社会，集合而成的一个大团体。有此大团体，自然要组织各项机关（官署），订立各项规则（法
律），施行各项政治，替全体人民谋幸福，这就是组织国家的作用。但是，照国法学上说起来，组织国
家，必须具备三个条件：一曰土地，二曰人民，三曰主权，名叫立国三要素。否则，就不能叫做国家，这
也是不可不知道的。”③

该书还介绍了三权分立原则，指出：“从前君主专制，无论何国，一切政权，都是操在皇帝一人手里
的，既没有什么立法机关，也无所谓司法机关。自法国学者孟德斯鸠大唱‘三权分立’，于是各立宪国
家，先后仿行，与专制时代的政治，就大不相同了。”④这里所说的“三权”，是指立法、行政、司法三种权
利。对此平教会总会所编《市民千字课》专门对西方各国的议会和法庭作了介绍，指出：“议会是代表
人民的机关，人民是组织国家的根本。所以国家最重要的机关，第一是会议。欧美的立宪国家，无不
看重议会的地位。至于民主国家，更不用说了。”⑤“国家最重要的机关，还有法庭。法庭主要的职务，
在按照法律，审判诉讼。法律的效力，恃法庭来维持，人民的权利，尤恃法庭来保护。所以人民不可能
不看重法庭。”书中还对英美等国实行的“陪审制度”做了介绍，并强调：“这种制度的产生，由于人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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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２０年，陈鹤琴吸收欧美等西方教育界字汇研究的经验，运用汉字“永”字八法，组织人员用两年多的时间，将收集到的儿童
用书、报纸、杂志、小学生课外著作、古今小说、杂类等６种语体文材料使用的５５４４９８个字进行分类统计，合并为４２６１个单
字，然后按照使用的次数进行排列，从中发现其规律性。此项研究成果于１９２２年在《新教育》杂志第５卷第５期发表，并于

１９２８年６月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单行本。

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总会编纂：《市民千字课》第４册，上海：商务印书馆１９２９年第４０版，第２１页。现存哥伦比亚大学图书
馆所藏国际乡村建设学院（ＩＩＲＲ）档案。

邹业鸿：《平民教育课本》第３册，湖南醴陵：醴陵县劝学所１９２６年印行，第１８页。

邹业鸿：《平民教育课本》第４册，第３～４页。

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总会编纂：《市民千字课》第４册，第３５页。



重法庭审判的公道。”①

朱经农和陶行知所编《平民千字课》用４课的篇幅对民国初年的中央政治制度做了介绍。课文写
道，中华民国的中央政府分为三大部：（一）立法机关，即国会，专管制订法律。国会分参议院和众议
院。众议院议员由人民选举。参议院的议员由各省省议会及国会选举法中所规定的各团体选举。
（二）行政机关，由大总统、国务员和中央政府所任命的官吏组织而成。一切政事，都由他们执行。国
务员由大总统取得国会同意加以任命，合组国务院。其余行政官吏，或由大总统任命，或由各国务员
委任。（三）司法机关，就是大理院、各级审判厅和各级检察厅，他们专管打官司和办罪的事体。大理
院院长由大总统特任，其余法官或由大总统任命，或由司法总长荐任②。大总统执行国会所议决的法
律，任命官吏，发布命令，都要有国务总理副署，才能发生效力。大总统代表全国接受外国来的公使和
专使，并且统领全国海陆军，他可以宣告特赦或减刑。大总统任期五年，可以连任一次；如果任期未
满，中途出缺，就由副总统代理。参议院议员任期六年，每两年改选三分之一；众议院议员任期三年，

每三年全体改选一次。国会所做的事体很多，最要紧是通过预算。预算的意思，就是每年政府应该用
多少钱，要预先计算好，做成议案，在两院通过，政府就照国会所通过的预算用钱，不准用过。一切法
律，都要国会通过，再经总统公布，方才有效。国会有监督行政官的责任。行政官所做的事，国会可以
责问，或者投票表示不信任他们。司法官是一种终身职务。除非做错事，或者自己不愿意再做，才可
以免去他的职务。因为要使司法独立，不受政治的牵制，所以不准政府随便免他们的职。只有这样，

司法官才能铁面无私，很公平、很严正地判断案。

国民教育不能满足于介绍一般的国家学说，最终还得落实到本国的实际上。领土、人民和主权是
国家构成的三大要素，各种平民教科书对此都有比较系统的介绍。对中国的地理状况，朱经农和陶行
知所编《平民千字课》以《中华民国疆域歌》为题，用３课（第９３－９５课）的篇幅作了比较系统的介绍。

平教会总会所编《市民千字课》则以《中国地理》为题，用４课（第２１－２４课）的篇幅作了系统介绍。

在中国广袤的土地上，各族人民生于斯，长于斯。平教会平民文学部所编《市民高级文艺课本》专
门介绍了中华民族的由来及其优美的民族精神，指出：中华民族开化最早，最初以汉族为中心，后来逐
渐发展，合汉、满、蒙、回、藏五大族的力量，造成了今日伟大的中华民族。中华民族有三种优美的精
神：第一是爱和平，第二是尚中庸，第三是重人伦。“中国有这样长久的历史，中国民族又有这样优美
的精神，如果继续努力，发扬光大，对于人类，必定有无穷的贡献。”③朱经农和陶行知所编《平民千字
课》也设有《五族共和》一课，其中写道：“我们晓得中华民国是个五族共和国。五族就是汉人，满洲人，

蒙古人，回回人，西藏人。共和就是大家和和气气尽忠报国的意思。五族的人民同心合力的管理国家
的事体就叫做五族共和国。我们五族好比是五个兄弟。大家都要相知，相敬，相爱。大家都要一心一
意的爱护中华民国。不管怎样，我们五族的人，只可有一条心，不可有五条心。若是各人有各人的心，

就免不了你抵制我，我抵制你，国家必定要乱了……我们五族的人，各有各的长处，各有各的短处。我
们若是原谅彼此的短处，看重彼此的长处，就自然而然的变成亲兄弟一样了。所以要想中国一天好似
一天，我们五个弟兄都要同心合力的来担负中华民国的责任。”④

朱经农和陶行知所编《平民千字课》还介绍了民国的由来：清朝末年的时候，孙文提倡民族革命，

党人都有杀身成仁百折不回的精神；到了民国前一年，全国人心里都布满了革命的种子。那年十月十
日，武昌军队首先起义，设立中华民国军政府，推黎元洪为都督。全国国民希望革命成功，如同大旱求
雨一样，所以四方响应，势如破竹。民国元年元日，各省代表在南京设临时政府。公举孙文为临时大
总统⑤。课文还指出：中华民国既是民意造成的，不是个人的私意所能摇动的。所以无论是袁世凯的

洪宪帝制，还是张勋复辟，因为违背了民意，最后都不得不以失败告终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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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总会编纂：《市民千字课》第４册，第３７页。

朱经农、陶行知：《平民千字课》（１９２４年），《陶行知全集》第５卷，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第１６２～１６３页。

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平民文学部编：《市民高级文艺课本》第１册，北平：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１９２９年版，第３页。

⑤⑥　朱经农、陶行知：《平民千字课》（１９２４年），《陶行知全集》第５卷，第１４８～１４９、１７２～１７３、１７４～１７５页。



正是基于这种认识，朱经农和陶行知所编《平民识字课本》还特别强调要依法治国，指出：中国上
古就有了依法治国的观念。但从前的法律由政府定，人民没有参与权。因此法律的基础不稳固。民
国成立后，我们有了国会。国会里的议员都是人民举出来的代表。所有的法律，都应当由他们议决，
再请政府公布施行。无论政府、人民都要受法律的拘束，都要得法律的保护。这就叫作法治。我们要
维持这制度，必须人人具有法治的精神①。

国旗是国家的标志性旗帜，是国家的象征。当时的一些平民教科书对此也作了介绍。如晏阳初
和傅若愚所编《平民千字课》设有《国旗》一课：“国旗是国家的代表，所以凡是国家，都有国旗。但是国
旗的样式，各有不同。我们中华民国的国旗，是红黄蓝白黑五色平行的，取汉满蒙回藏五族共和的意
思。这五色旗既是代表民国，所以我们做国民的，不可不敬爱他。”②朱经农和陶行知所编《平民千字
课》也设有《国旗歌》一课，课文写道：“中华五族同疆域，东亚之东称大国。国旗飞扬呈五色，看取红黄
蓝白黑……故国自来六千年，共和民国新建设。国旗到处扬光辉，爱国儿女心正热。但愿中华万万
岁，全球万国称第一。”③

每个国家与民族都有自己的历史，都有自己的民族英雄和国家记忆。平教会总会在所编《市民千
字课》中有《中国历史》一课，课文写道：“中国民族建国最早，从黄帝时代算起，到现在已经有了四千六
百多年。”课文将中国历史分为上古、中古、近古和现世四个时期：上古从黄帝征服四方起，经过唐虞二
世、夏商周三代，到春秋战国，约二千五百年。中古从秦始皇统一六国起，经过楚汉、西汉、东汉、三国、
西晋、东晋、南北朝，到隋唐，约一千一百五十年。近古从五代起，经过宋、元、明到前清，约一千年。现
世从民国成立起，到２０世纪２０年代。在该书所附练习中，还特别强调：“唐虞夏商周秦汉晋隋唐宋元
明清，是中国历史上帝政统一的时代。”④

对中国历史上的民族英雄，如孔子、孟子、墨子、班超、苏武、诸葛亮、王安石、岳飞、文天祥、郑
和、顾亭林、林则徐等，各种教材都有介绍。如晏阳初和傅若愚所编《平民千字课》设有《文天祥》一
课，课文介绍了文天祥起兵抗元失败被杀的经过，并且写道：“他死的时候，衣带中留着几句话，是
我们后人所当纪念的。就是：‘孔曰成仁，孟曰取义。惟其义尽，所以仁至。读圣贤书，所学何事。
而今而后，庶几无愧。’像这样的人，真可算是爱国的大丈夫。”⑤朱经农和陶行知所编《平民千字课》

也设有一课，介绍顾亭林及其“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主张⑥。对林则徐，平教会总会在所编的
《市民千字课》中也专门介绍了他到广东禁烟的事迹，并指出：“他这种不畏强梁，为民拒毒的决心，

真是令人佩服。”⑦

国庆是国家记忆的重要内容之一，当时各种平民教材对“双十节”都有介绍。晏阳初和傅若愚所
编的《平民千字课》就设有《国庆日》一课：“阳历十月十日，是中华民国的国庆日，我们又叫他双十节。
从前十月十日，武昌起义，各省响应，不到三个月，设临时政府于南京，举孙文为大总统，中华民国就产
生了。所以民国永定每年十月十日，为开国纪念日。这个纪念日，就是我们先烈拿生命去换来的，所
以到了这个节期，我们应当有种种庆祝举动，来表显爱国的意思。”⑧平教会总会所编《市民千字课》和
《农民千字课》也都设有《双十节》一课：“每年十月十日，是中华民国的国庆纪念。因为民国是在那天
成立的，全国的人民都要庆祝纪念。又因为是十月十日，就叫做双十节。到双十节那天，大家都休息
庆祝，唱国歌，对国旗行礼。”⑨课后练习中还专门对此做了强化训练：“双十节，是中华民国出生的纪
念日，全国都开会庆祝。就是在国外的中国人，到了那天，也要开会，热闹得很。在外国的中国人，看
不见中国，他们看见国旗，就如同看见中国。到开会的时候，向国旗恭敬行礼。”瑏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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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记忆不仅是国庆，也包括国耻。晏阳初和傅若愚所编《平民千字课》设有《国耻》一课：“五月
九日，就是从前日本提出二十一条，强迫我国签字的日子。那时，欧战正是打得厉害，我国有人要做皇
帝，政府昏迷不悟，就随便的答应了。这种奇耻大辱，国民是不承认的，所以年年到了这天，我们总要
有点纪念。但是，说到国耻，何止五月九日这一天，我国自从和外国有交涉以来，割地赔款，都是国耻。

若是二十一条，应该纪念，那末其余的国耻，也是应该不忘的。”①平教会总会所编《士兵千字课》也设
有《国耻》一课：“中国国民，富有雪耻心，所以听着越王卧薪尝胆报吴雪耻的故事，大家都眉飞色舞起
来。可是中国近数十年来，割地、赔款、丧权，种种辱国的事，不知较越王当年所受的耻辱大了多少倍？

我们做国民的，应该怎么样？”②答案不言自明。

从以上内容可以看出，平民千字课本对现代国家观念的介绍，几乎无所脱漏，区区千字课，竟演绎
出如此丰富的国家想象，不能不令人称奇。

五　平民千字课本对现代国民内涵的诠释

有国家就有国民，什么是国民呢？平教会总会在所编《市民千字课》设有《国民》一课，课文写道：
“国民是什么？国民是国家的主人。主人怎么做？尽爱国的责任。责任怎样尽？先公益，后私情，有
公战，无私争。”③

与国民相关的是华侨。平教会总会所编《市民千字课》设有《华侨》一课，其中写道：“凡我中华同
胞，侨居在国外的，都称做华侨。华侨人数大约有八百多万，以侨居在南洋印度美国澳洲等处的为最
多……他们虽然在外，可是很爱祖国。对于政治的改革，教育的发展，社会的公益，同胞的灾难，都热
心捐助。这是在国内的同胞所应当知道的。”④

华侨爱国，国民更应爱国。平教会总会在所编辑《市民千字课》所附“练习四”中强调：“国民应当
爱国，爱国要有公共心和责任心。”⑤朱经农和陶行知所编《平民千字课》专门谱有《爱国歌》和《尽力中
华》两首歌曲。平教会总会所编《市民千字课》和《士兵千字课》均设有《爱国（歌）》一课，其中写道：“可
爱我中华，立国亚细亚。人民四万万，亲爱如一家。物产丰富河山美，五千年前早开化。如今共和作
新民，努力治国平天下。”⑥

爱国并非单纯唱歌、呼口号，而是靠真本领。长本领首先要读书：“中国不识字的人太多，中国不
强。中国如果要强，这些不识字的人应当都进学堂读书，明白国家的事，做个好国民。”⑦

除了读书外，还要自立，要合群。“吃自己的饭，流自己的汗。我自己的事，应当自己干。依赖人
的人，不算是好汉。”⑧陶行知的这首《自立歌》，曾被编入各种平教教材，广泛传颂。当时各种平教教
材也都设有《合群》一课，如平教会总会所编《市民千字课》相关课文写道：“为人贵自立，又贵合群。各
人的事各人去管，大家的事大家来干。大家的能力无穷，一人的能力有限。只要大家同心，什么事都
能办。”⑨该会所编《农民千字课》则借李汉生写春联这一故事，提出“合群强祖国，努力作新民”瑏瑠的主
张。邹业鸿所编《平民教育课本》进一步写道：“所谓合群，就是团结一些人拢来，能力合作的意思。因
为一个人，或少数人，力量有限，无论兴办一桩什么事业，抵抗一种什么强权，改革一种什么制度，都非
合策群力不行，况人类社会，必要有些种田的，做工的，以及其他务各项职业的人，合起拢来，才可以构
成一个社会，才能够共同生活，所以我们人类，不单只要合群，而且要爱群。”瑏瑡

使用国货也是爱国的表现之一。平教会总会所编《市民千字课》设有《国货》一课，课文写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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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人应当用中国货，若不用中国货，中国货就不容易销行。中国货应当改良，若不改良，就难受人的欢
迎。”①既提倡国货，同时也对商家提出要求。

现代国民不仅要爱国、自立、合群，还要明了世界大势，具有世界意识。对此，各种平教教材均有
介绍，其中平教会总会所编《市民千字课》第４册以《环游世界》为题，用两课的篇幅，采取歌谣的形式
简要介绍了世界各国的情况②。

权利和义务是对等的。爱国是国民的义务，权利则为宪法所赋予。邹业鸿所编《平民教育课本》
指出：“大凡一个国家，无论君主民主，没有一定人民，便不能成为国家；所以有‘民为邦本’‘主权在民’
那些话。现在文明各国，都要把‘人民之权利’，规定在宪法中间，也就是重视人民的意思，所谓权利两
字，照法律解释，原有公权私权之分：如像选举权，被选举权，为文武官吏之权，等等，名为公权；如像私
人住所不得侵犯，书信秘密不得擅开，言论自由，出版自由，集会自由，结社自由，等等权利，名为私权。
凡公权、私权，既经法律保障，就不许政府随随便便，或借故侵害的。但是，我们中国，就却不然，虽宪
法上也是如此规定，实则住所辄被侵占，书信辄被检查，什么言论、出版、集会、结社，那些事，尤其不能
自由。这种人民应有的重大权利，应有的法律自由，非根据宪法竭力争回不可呀！”③在当时编写平教
教材中，如此详细介绍人民权利的情况并不多见。

在民主制度下，自由、平等是一项基本原则。平教会总会所编《市民千字课》设有《自由》一课，课
文写道：“人类有好自由的天性，所以见着鸟在空中飞，鱼在水里游，就发生一种快感，羡慕鸟和鱼的自
由。人类有自私的弱点，只图自己的自由，不顾他人的自由，结果互相侵害，大家都不自由。人类又有
自觉的聪明，受了互相侵害的苦恼，觉悟自己的真自由，在不侵害他人的自由。”④很明显，这是一种健
康的自由观。

该书同时也专门设有《平等》一课，课文写道：“平等有三种重要的意思，是人人应当知道的：第一，
不问男女老少，不分士农工商，人格是同等的尊贵，这是人格平等。第二，不问天资的智愚，不分境遇
的好坏，都有发展的机会，这是机会平等。第三，不问宗教种族，不分贫富贵贱，都受法律的同样保护，
这是法律平等。”⑤

邹业鸿所编《平民教育课本》也设有《平等》一课，指出：“我们人类，颅同圆，趾同方，原来是一样
的，不应该分什么阶级。其所以有富贵贫贱之分，就是由于中古时候，设官分爵，财产私有，以致把一
切政权，落在那些官阀绅士手里，把一切财权，落在那些资本家地主手里，有的游手好闲，可以华衣美
食，有的手胼足胝，反倒口腹不饱，这是人类一桩很不平的事。现在，世界日进于文明，一般人民，也渐
渐有了觉悟，故无论法律方面，舆论方面，都是主张打破阶级，一律平等。不过表面上虽是这么样说，
要想达到实际上真正平等，没有一点牺牲代价，恐怕还是不行。”⑥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里，人们把平等放在了自由的前面，由此可以反映编者对当时中国社会的看
法。选举权与被选举权，是宪法赋予国民的一项基本权利。对此，平教会总会所编《市民千字课》设有
《选举》一课，其中写道：“国民运用选举权，应当十分慎重。若是随便乱用，对于国家和自己，都有很很
大的害处。譬如当着选举的时候，有些人放弃选举的责任，有些人拿选举去做人情。又有些人拿选举
票去卖钱。结果选出来的代表，都是些无道德、无品格、无知识的人，无形中把国家的事情办坏了，国
民自己的身家，也因此受了无穷的痛苦。这岂不是自作自受吗？”⑦

朱经农和陶行知所编《平民千字课》中甚至用三课的篇幅，通过具体事例详细说明了如何行使选
举权与被选举权的问题。故事讲了为人正直、品德高尚的主人公黄中正在省议员选举中拒绝金钱诱
惑后来不仅当选了议员而且还做了总统的事例；主人公黄中正为人极清高，家道虽苦，却很快乐。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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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人家说他是个“贫而乐”的君子。一次黄中正所在省要选举省议员，他是一个有选举权的人。他对
于本省政治，本来是关心的；每次选举的时候，他要在百忙中偷空去投一票。这次同乡杨越和谢兴两
个人，为了要做议员，竞争的很厉害。杨越本来是个政客，这次就用金钱运动。谢兴本来是很好的，看
了杨越这样运动，怕自己要失败，也就用金钱来运动了。谢兴夜里跑到黄中正处说：“这次我很想你举
我。如果你投我的票，我要送你四百块洋钱。”黄中正想到“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话，就叹了一口气
对谢兴说：“因为你向来很好，这次本来想投你一张票，但是你自己弄坏了。我的票不是钱能买的。不
要说四百块钱，就是把全世界的金银财宝给了我，也不能买我的票。这一张票代表我的人格。只有高
尚的人格，能得我这一张票。你下回要改改才好。”谢兴受了他的感化，再不用金钱运动了。也就是说
黄中正是真正的中正，不仅自己不贿选，而动影响了企图贿选的谢兴。在民主的社会里，像黄中正这
样正直的人不可能埋没，没过多久，用不着运动，他就自然而然的被选为省议员，后来还做了总统，而
且一任就是两届①。故事虽然简单，但作者毕竟通过这三个故事把理想中的国民选举权与被选举权
形象生动地刻画出来，尽管北洋时期的选举绝没编的故事那么理想。

集会是宪法赋予国民的又一项权利，对此邹业鸿所编《平民教育课本》对此作了介绍：“关于重要
问题，无论公益私益，都可以如今群众，开会讨论。其开会的好处，一则可以集思广益，二则可以成为
公论，故凡经会场表决的案，很不容易推翻。何为表决呢？譬如某地方要举办一个小学校，就由少数
人发起，召集本地多数人，开会公议。到了开会的时候，把一个登坛报告事由，即公举一人当主席，然
后开始议事，由众人发言讨论，讨论终结，即由主席按照众人所说的，提付表决。其表决方法，或起立，
或举手，或投标，都无不可，如果赞成者多数，谓之可决，反对者多数，谓之否决。”②

人民不仅享有选举权与被选举权、结社、集会等权利，也有反抗政府的权利。平教会总会所编《市
民千字课》指出：“执行国家职务的机关，总名叫做政府。在中央的叫做中央政府，在地方的叫地方政
府。政府的好坏，与国家的治乱，和人民的祸福，有直接的关系。所以人民对于好政府，有服从和拥护
的义务。对于坏政府，有反抗和改革的权利。”③在该书所附练习中，再次写道：“人民能拥护政府，也
能反抗政府。无论中央政府或地方政府，应当努力革新政治，不当只是干涉人民的自由。”④人民有反
抗政府的权利，这在西方国家的宪法中也不多见。

反对封建臣民意识，也是平教教材的重要内容之一。平教会曾编写过一本《晏婴死国不死君》的
读物，其中不仅详细介绍了晏婴不死君的事迹，而且将其谱成歌曲，让人们传唱。歌词写道：“崔杼杀
齐君，从臣多尽节。晏婴不死君，生命属于国。不为利所诱，不为威所迫。正义严冰霜，光明耀日月。
从容登车回，崔杼也心折。”⑤晏子不死君出自《左传》，说的是春秋时齐国的故事，平教会借此来反对
臣民意识，颇能做到古为今用。

六　结　　语

平民教育运动是中国现代史上一场声势浩大的社会运动，它的主观愿望是“除文盲，作新民”。平
教运动期间也曾提倡公民教育。因此，从逻辑上讲，平教运动应该具有国民教育与公民教育的双重性
质。但从实际上看，平教会的“平民之公民教育”在主观上存在很大偏颇，在实践上成效也非常有限。
换一句话说，平民教育运动从根本上讲不是一场公民教育运动，而是一场国民教育运动。平民教育所
塑造的，主要不是现代国家公民，而是现代国家国民。特别需要说明的是，不论是公民教育还是国民
教育，强调个人对团体之义务、无视个人应享之权利，是整个平教运动过程中存在的一个普遍现象。
在塑造现代国民方面，平民教育运动的主要贡献是向底层社会播散现代国家观念和国民意识方面，可
以说起到了其他教育形式无法替代的作用。平民千字课本的编写、使用，有力地说明了这一点。建设

·６７·

①

②

③

⑤

朱经农、陶行知：《平民千字课》（１９２４年），《陶行知全集》第５卷，第１３０～１４７页。

邹业鸿：《平民教育课本》第３册，第９页。

④　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总会编：《市民千字课》第４册，第２３、２９页。

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编印：《晏婴死国不死君》（历史图记），出版时间不详。现存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所藏国际乡村建设学
院（ＩＩＲＲ）档案。



现代国家离不开对现代国民的塑造。可以说，没有现代国民，不可能真正建设成现代国家。平教运动
虽然已成往事，但塑造现代国民的任务却是长期的、复杂的。平教运动期间通过平民千字课向底层社
会播散现代国家观念与国民意识的做法，对我们今天完成民族复兴大业，仍然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收稿日期　２０１８－０８－１０
作者郭双林，历史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北京，１００８７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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