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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平教策源地的一般 

定縣這個地方，第一次見於歷史的記載，已在四千年前。顓

頊分天下為九州，定縣即屬冀州。帝摯五年堯受封為唐城都侯，

現在定縣城北十餘里的唐城村，即當時唐國的境內都城。自是而

後，定縣皆為歷代重要的城鎮。地勢平坦，驅馳便利，平時稱為

九州孔道，有事成為四戰之區。歷代的封建英雄常在這裡殺去殺

來。可是到了如今，號稱最和平最安全的平民教育卻又在這裡生

長，做了中國平教的策源地，歷史常是這樣的令人不可捉摸的

啊！ 

定縣位於河北之西，平漢路線穿過境內。從北平到這裡來，

要在火車上坐了八個小時，三等車票三元五角五分。全縣的面積

計有三千七百三十方里，分為八區，大小鄉村計有四百七十二。

土壤屬於沖積土，河流雖有唐河與沙河，但都沒有什麼水利可

言。灌田多取水于井，所以現在全縣所掘有的井不下六萬口，可

算打破全國各縣的紀錄了。據說普通一井可灌田二三十畝，有的

配上一種為南方未有的鐵輪汲水車。按此車約需費一百二十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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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縣的縣城很大，周圍約四十里，居民很少，僅有一萬餘

人，田地很多，若走出市場一望，真有阡陌雲連之感。城中矗立

著一座高塔，名叫「瞭敵」。（據說此塔告成後，適值契丹入寇

用以瞭望，故名。）建于宋真宗時，五十餘年才告竣工。高可摩

天，莊嚴無比。不過現在東北面卻已頹廢了。當時的諺謠說：

「砍盡嘉山木，修成定州塔。」工程的浩大可知。至烏鴉之多也

為人所想像不到的。在覓食時佈滿原野；在棲息時，則蔽滿了樹

枝。常于清晨和黃昏的時光，呀呀的張開喉嚨哀鳴著。 

全縣人口總數約四十萬，人民的職業以耕農為多。可是這最

多的農民如今真是悲慘了。一天，我參觀縣立民眾教育館，招待

者田君告訴我：現在這裏農村經濟真是破產得不堪，農民債臺高

築者不知凡幾。今年曾有許多農民吊死，又有數十農民因無錢還

債遂棄家別井，相結而投荒去。平時農民的生活，吃的大都以白

薯為大宗，約占食糧總數的大半，其次為小米和麥類。再其次為

大豆、高粱、玉蜀黍等雜糧。菜蔬吃的很少，唯蔥蒜則為必需

品，間或吃些白菜、蘿蔔、乾菜及酸菜等。至於肉類，除端午、

中秋、元旦三節外，全年在他的食器中簡直不易找到。富人呢？

能夠常吃麵類的亦不多得,……于此亦可證北方人生活程度的低

微。住的房屋是用泥磚築成，屋頂平平，敷著泥土。每有野草生

在其上。富戶則不然，屋是以磚瓦造成的，四面繞以和城垣般的

圍牆，頗為雄壯。好似別有一種藝術風味。夜間的睡覺，南方人

是用木床的，他們則用土床，即所謂「土坑」。中空，冬天生火

取暖。全家的男男女女都睡其上。於是「混賬」一名詞便成為北

方的特產了。室中固是污穢，即是人身也骯髒得不堪，據說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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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幾天才洗一次臉，有的隔幾年才洗一次身，甚至有的一生只洗

三次身——出世時一次，結婚時一次，入棺時一次。 

不過教育卻是很發達。全縣大學及專門畢業生有千餘人，中

等學校有女中、女師、職業及鄉師四所。高、初小學有四百餘

所，學生共計二萬數千人。平民學校尚在外。政治呢？現在縣長

是九一八事變從東北逃來的官僚，狐假虎威，無所不為。全縣行

政機關全為把持，清一色的「不抵抗者」。河北有一句流行語

說：「東省亡于日本，河北亡于東省」，可想見了。此外鄉村裏

也辦有名不符實的自治。 

二、平教會之史的發展 

一九一四至一九一八年的世界大戰，事也奇怪，雛育了中國

的平民教育。當大戰的爆發，中國加入協約國後，以其本國的軍

隊、武器、槍彈，都沒有資格開往歐洲助戰。於是只募了二十多

萬工人送往法國擔負築路、運糧和挖戰壕的工程。原來這幫工人

都是國內沒有知識的分子，如今一到了人生地疏的異國，自然更

要事事吃虧了。當時留美學生有見及此，有許多越了大西洋，踏

入法國的國土，專門辦理華工教育，現在平教會的領袖——晏陽

初先生便是其中之一。他們已編輯課本，他們親身教導工人，工

人讀了三、四個月，居然就能寫很簡單的信與看軍營中的通告

了。再繼以數年，就有好多能看報和自由地寫信了。晏先生從此

次實際工作中得來經驗和教訓，認為祖國充滿著三萬萬數千萬沒

有受過教育的同胞。是有礙于國家的發展的。若要補救，宜利用

最短時間花最少的金錢，去獲得相當知識和相當技能……于是為

平民教育而努力奮鬥的決心,便在此時深深地種了下來。 

72



二、《定縣平民教育》  

 

一九一九年晏先生從新大陸歸來即著手平民教育的調查研

究。繼又利用掛圖和幻燈的工具在煙臺、嘉定、杭州、長沙等處

教平民學習白話文的千字課，曾醫治了不少的文盲，一九二三年

的秋天成立中華平民教育促進會于北平，一時風行全國，各省市

都有分會設立。一九二五年在京兆、保定各處，他們也做過一度

的實施，可惜因戰爭的影響，終於曇花一現。 

一九二六年晏先生赴檀香山參加太平洋國民會議返國，深感

到過去工作的空虛，以後的工作應走入實地的實驗，又認為中國

的基礎是在鄉村，而不在城市，真正基本的工作是由下而上的，

並非由上而下。於是平教工作便於此時像打了一個三百六十度的

筋斗般轉換了方向。從前是注重城市的，現在是注重鄉村，所以

第二年北平總會便議決選定縣為「華北試驗區」了。 

他們為什麼選定縣為華北試驗區呢？重要的理由：第一，根

據調查的結果，定縣的農民生活、鄉村組織、農業情形，可以相

當為的代表全國各縣，尤其是華北各縣。第二，定縣距離大都市

較遠，人民生活未受都市的特殊影響，而交通上有平漢鐵路，又

尚便利。當時在故鄉辦了二十餘年村治的翟城村的領袖——米迪

剛先生，聽到了這個消息，狂喜了像拾得千金一樣，馬上搭車往

北平邀請他們到翟城村來，這是一九二七年下半年的事。晏先生

等到翟城村後，在一所破廟中設起辦公處，旋劃附近東亭鎮為經

濟中心之六十二村為第一村社會區，開始進行平民教育的實際試

驗工作。不過這時的規模是很小的，職員只有十餘人，行政組織

也極簡單，全區初設三股：（一）農民教育股,（二）農民科技股,

（三）農民生活調查股。他們的生活極苦，辦學啦，住宿啦，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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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所破廟中。鍍金歸來的留學生們，能夠若此，已令人欽佩不

置了。但一般人卻疑為傳教者，致工作頗受其影響。後來以他們

的誠懇和努力，才逐漸地獲取農民的信仰。在經濟支絀中勉強地

建起一點房子以作辦公處。從此一切都具雛形，工作於是蒸蒸日

上。 

時間的車輪，飛一樣的快。一九三〇年的年頭是到來了。他

們在這長期奮鬥之餘，覺得欲把平教推行到全國去，實有變更組

織、擴大範圍的必要。而翟成村也不會合于將來的工作。這樣便

議決連北平總會一齊搬到定縣縣城來。以其深得地方人士及政府

的信仰和同情，便領得考棚（前清貢院）改建為辦公處，及數十

畝地作為農場。從前是以村區為實施單位的,現則以縣為實施單

位，改為「定縣實驗區」。辦事人員增至一百六十餘名。內有數

十國外留學生、數十國內大學專門畢業生,及數十中等學校畢業

生。經費在翟成村初年只有數萬元，在去年已增至三十餘萬元

（按此款多由晏先生赴美捐自彼邦資本家如煤油大王、鋼鐵大王

等。在美成立有平民教育中美合作委員會，主持平教會與美之一

切聯絡，管理平教會在美之基金款項，在中國有經濟委員會之組

織，管理平教會一切經濟。此兩委員會都以美人占大多數。此

外，該會每年出版稅亦有萬餘元及文化基金委員會每年也有三萬

元的補助。）在這樣文化落後的國度裡，有此大規模教育機關的

產生，算是難能可貴了。當他們搬到定縣之初，曾以在翟城村四

年工作為基礎，定了一個「十年計劃」。但自「九一八」事變

後，「以感於內憂外患之交迫，及國內與國際間之渴望，爰擬及

早確定目標、原則，制定設計，加緊工作，縮短年限。」遂於一

九三二年正式由「十年計劃」改為「六年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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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年計劃」的主要內容如何呢？是分為兩期：（一）研究

試驗期,（二）表證訓練期。 

在研究試驗期的工作為： 

1．第一期：以高頭村為研究村，兩年完成「除文盲，做新

民」的工作。 

2.第二期：以研究區六十村為範圍，亦以兩年完成「除文

盲，做新民」的工作（此為第三、第四年）。第一年第二年為本

期之設施準備期間。 

3.第三期：以全縣為範圍，為實施的研究，亦以兩年完成

「除文盲，做新民」的工作（此為第五、第六年）。第一年至第

四年為本期之設施準備期間。 

至在表證訓練期，系根據「六年計劃」的得失、經驗、成

績，設立「平教學院」于定縣，為全國訓練基本建設之專門人

才。 

三、四大教育概況 

很明顯的，現代中國教育是失敗了。失敗的原因，不在於學

校辦得不好，學生的程度太差，根本在於盲目地依樣畫葫蘆地搬

進歐美資本主義的教育。這種教育是與中國社會的情形不合的，

是與中國人民的生活不發生關係的。換言之，不能「解決中國人

生活問題，也可以說不能救治中國社會生活的病痛。」學校是資

產階級公子少爺們的娛樂場，貧窮人家的子弟決沒有受教育的可

能。尤其是全國人口中占最大多數的農民更沒有受教育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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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過其渾渾噩噩的生活。一國的教育若此，你說國家焉往不弱，

你說社會焉往不糟！ 

這便是平教會的先生們之所以提倡平民教育。這種教育是全

國一般人的教育（係利用農民的春、冬農隙以開學校，且極經

濟，四本千字課本也只有一角多錢。）不是少數特殊階級的教

育，而是以四大教育為內容的平民教育。為什麼以四大教育為平

民教育的內容呢？因為它不願偷安取易去做抄襲的功夫，卻完全

取決於科學的調查，在繼續調查的結果，發現中國人有此四大毛

病，即生活上有此四種的缺點——愚、窮、弱、私。全國人數雖

號稱四萬萬，但未受教育的，竟多至三萬萬以上。文化未有發

展，其愚如何不待言。產業不興，生活艱難，窮民餓殍，遍地皆

是，其窮如何不待言。國民身體脆弱，疫癘繁興，辦事沒有精

神，其弱如何不待言。舉國之人勇於私爭，而怯於公戰；輕視公

義，而重于私情，毫無良好的團結精神，其私如何不待言。於是

他們便對症下藥，發明此四大教育以攻之，即用文藝教育以攻

愚，生計教育以攻窮，衛生教育以攻弱，公民教育以攻私。不過

我們於此還要認識的：四大教育是整個的，不是分開的，是平進

的，不是分進的。平教會的目的雖是「除文盲，做新民」，但除

文盲的識字運動，只是用以達到目的的工具。而使人人都達到富

有知識力、生產力、強健力與團結力的新民，才是它的目的。 

（一）文藝教育 

文藝教育的工作分兩部：(1)平民文字部為孫伏園先生主持,

（2）藝術教育部為鄭褧裳先生主持。現從平民文學部說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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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部工作，約分數種：第一為文字工作：他們從前感覺到中

國文字字數太多，對於普及教育大有妨礙。於是想出方法來，搜

集了一百二十種的文字東西，（按其中一百〇三種是印刷品，內

包報紙、小說唱本、詞等。二十五種是手寫的，內包帳簿、發

票、家信等。）共計五十萬零幾字，而選其常用的三千四百二十

字為「通用字」，平常人所用，不能超出於此。但這許多字究非

一般文盲于短期所能學會，所以又挑其中最慣用的一千一百四十

四個字，再參照教育部的國音字典即陳鶴齡先生的《語體應用字

彙》，又得到一些生字，最後加起來，共得一千三百二十個字

為」基礎字」。初級平校的千字課系用基礎字為範圍編成，而高

級平校千字課及其它應用書籍，則用普通字為範圍編成。 

此外又有注音、選詞、造簡字、編平民字典等工作，注音系

就各種千字課每字之旁注以注音符號，使只讀熟符號者可以自

讀，選詞系就複音字，如自由、平等、目的等，現正編有日常用

詞及新民用詞兩表。造簡字，係就中國減寫字。如劉為「刘」，

與為「与」，錢為「刄」等字選出來，而印在教科書每一生字之

下，使平民認識本字後，可以隨便用簡字，節省其時間。編平民

字典，並不像書店裡的字典編得那樣隨便的，它是不用生字解釋

生字，因為生字解釋生字，等於不解釋，平民還是不能瞭解，它

是用一千三百二十個熟字解釋比較生的三千四百二十四個字。解

釋的內容，分有定義法、白話法、舉例法三種。此外，也有些

「詞」加在裏邊，據說這部字典不久可以與世人相見了。 

第二為平民文學工作：即把民間流行的歌謠、故事傳說、大

鼓書等採集起來。關于定縣方面的，現已在採集中。其目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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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採集其性質，其內容思想，描寫技術，不違背近代社會思想

者，將其印行而使之回到民間。二為利用其形式，而以近代平民

生活所必須的科學常識，撰著書籍，推行於民間。三為縣單位民

間文藝調查的實驗，而為將來推行全國之準備，造成一民間生活

反映的寶藏，供給于各方學者的研究。這確是為大眾文學打開一

條出路！近年來中國的談文學者，尤其是普羅文學者，用字既沒

有範圍，形式又完全使用外國的，造成與中國大眾口味不合的東

西，無怪中國的大眾還是埋頭於舊文學裏為多。 

第三為課本工作：編成的課本，計有市民、農民、士兵的初

級平校千字課本三種，及市民、農民的高級平校文藝課本兩種，

至今銷行已在五百萬本以上。除市民、士兵千字課本尚無機會實

驗外，至農民千字課本已為第四次改正本，今年夏間即可為最後

的改正本。以視一般書店所出版的千字課本，完全由幾個編輯人

員坐在房子中憑其主觀編成的，真是相差得遠了。據說，此後初

級平校，或將另以「文字研究設計」所得，以詞的注意及音的注

意，而為一新式識字課本的嘗試。此外教材除千字課外，尚有習

字帖、算術課本、教授書及一切活動設計，連成一套初級平校教

材教具，大約于最近可完成。 

第四為平民讀物工作:平民讀物已出版的計有一百二十八種，

六年計劃中，擬出至一千種。內容分文藝和常識二大類，文藝約

佔十分之三，常識約佔十分之七。字數每冊約三千字至五千字。

定價極為低廉，零售每冊僅二分五厘，一千冊出滿時，僅二十

元，可成一鄉村的小圖書館。一切近代新知識均可于此中求得。

而且此種讀物的編著亦與一般書店出版的有異。平校畢業同學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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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有讀書會，所有出版的平民讀物都交與他們讀，並派工作人員

監讀，遇有不妥地方，即記入于製定的表格中，已出版的，為修

改與否的標準，未出版的則為出版與否的標準。 

平民文學部的工作已如上述，現說到藝術教育部了。 

藝術也是人生不可缺的要素，遠在原始時代已有它的發生，

它能調和人，它能感化人。我們見過不少的罪人為了藝術而懺

悔，我們也見過無數的人們為了藝術而振作前進。但在另一方

面，我們也見過社會上有許多罪惡如賭博、如抽煙、如納妾、如

尋花問柳……等都因沒有豐滿的藝術生活於是而在無聊時就走上

了這種有害的消遣品上去。 

平教會的先生們深明于此，所以便有藝術教育部的設立。內

分製作、研究、表演、表證四部。 

中國過去的藝術，以及現在從西洋輸入的藝術，大半是貴族

的，而非平民的。現在他們對於藝術卻是要把它拿來平民化，即

一切要合于農民的生活，經濟而有效率。 

藝術教育部也很有成績：第一關于圖畫的:每種千字課都有許

多插圖。已完成的插圖計有數百種，這種插圖，有的是用以補助

平民瞭解課本的意義，有的是繪畫關于衛生教育、合作事業等，

用以下鄉宣傳，使聽者注意有趣。收效均好。第二關于幻燈的:夜

間用幻燈以教學，收效較大。但此幻燈一架，若買洋貨，或商務

印書館的，均在數十元以上，但經他們幾次的改造，用洋鐵製成

的，結果只要一元五角一架。片子本是用毛玻璃的，要一角錢一

塊，現在改用軟片，只要幾枚銅元就可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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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關于音樂的：中國的舊樂，他們現正在進行改良。不過

收效最大的，卻是從外國傳來的留聲機，商店裡所售的留聲機價

格是很高的，平民沒有購買的能力，而他們仿造外國的，一切機

件都是自己製造，同舶來品差不多。大大小小都有，普通所用的

一架，只賣五元，再好的是十二元，甲種的也是三四十元，唱片

也是自己製造，不過現在尚未得到最後的成功吧了。 

第四關于無線電放送的：一般農民娛樂多靠秧歌，但秧歌到

年節才有，平時無之。為補充此種缺陷起見，所以他們現在有無

線電放送。放送無線電的內容，除施行四大教育外，新聞、商情

亦有之。發音機在實驗區辦公處，開始只能達到三十裡遠，後經

繼續研究，現已能放送到八十里。收音機和真空管最初都不能自

製，購美國式的一架需洋二百二十元，日本式的一架亦需一百八

十元，現在他們自造一架六個真空管的，只用六十元，一架四個

真空管的才用三十多元，短波的長波的，長短波合用的都有。乾

濕電池，經他們自製只合三分錢一件。能聽到南京，上海、哈爾

濱等處的聲音了。 

最後關于電影和戲劇的：上海百代公司的電影製片，每尺一

元，現在他們自製的，只要三分錢一尺。據說四大教育的內容用

電影表演出來，如選種、殺蟲、平民教育運動等片，拿到鄉村去

開演，農民扶老攜幼，爭先恐後地來觀，真是滿坑滿谷。甚至一

些地方要扣留演員，叫他多演幾天。戲劇正在創造，農民劇由熊

佛西先生主持，當我在定縣時，那晚適值他們公演《政大爺》與

《啞妻》兩幕獨話劇。這劇場設在大禮堂裡，觀眾極為熱鬧，在

每一幕的啟幕前，都有一個老歌者指手畫腳，力竭聲嘶地唱著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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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書——聲音雄邁而沉鬱，充分流露著表現北方的人性，自有牠

的長處。一般的藝術完全是個性與環境的產物，於此更可證明。 

(二)生計教育 

生計教育是四大教育的重要部門。我們常見人類一切的活動

差不多都為生計所支配，別的不用說，只看該會高頭村幹事李訓

石先生在平教人員大會的報告： 

「……拜訪村中村長或紳士，有時拜訪數次，不獲一見。有

時村人男子匿藏不露，專令老太太或太太出來對付。勸其上學，

彼答窮得沒飯吃，怎能上學。不然咱們見縣長去。似此困難情

形，雖有大無畏精神，亦無用處。因彼等雖識字，甚而至高級畢

業，與其生活亦無多大關系。農民的生活是非拾糞無以吃飯，非

撿柴無以生火。故生計教育，首宜普遍。」 

及北齊村第二表演女校張夢蘭女士在平教女教員在討論會的

報告: 

「……因招生事，村人將村中辦公人怒駡不堪，常以『念不

起書』之語答之。否則謂『我們家中婦女皆死去了。』某農家婦

女六七人，共圍坐于院中，正值剝花生工作，辦公人勸上學，彼

等亦以『家中婦女皆死盡』之語答之，又或令其家中之犬出而吠

之。彼等謂一日不織布，即無飯吃；念書不能充饑。」 

便可瞭然。抑尤有進者，文藝教育、衛生教育與公民教育的

能否順利地在農村裡推行，其勢也必將取決於此。 

生計教育部的主持者為姚石庵先生等。其工作分為農村合

作、農村工作、農業教育等等，現述之如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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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村合作，本分生產、消費、信用三種。而組織成功的則只

有高頭村消費合作社。據說此社成立僅有一年，計有六十股，每

股五元，並由平教會借與千元為資本。兩個職員每月開銷七元。

每年營業約三千餘元，以油鹽銷售得最多，物價與市價相同，於

是農民欲到市場購買之物，可于此買之，很是便利。不過此社的

成立，也經過一番準備了。當初設有合作社訓練班，社員經過一

周的訓練，便知道合作意義及普通經營方法。技術人才係從社員

中選出，尤須加以三周的訓練，課程注重合作的經營，新式簿

記、經濟常識、算術等。至農村工業，過去雖改良有許多農具如

犁耙、轆轤、水車、播種器、紡織機等，但以價格稍昂，農民購

用很少，老早停止其製造了。剛成立的有紡織小工廠一所，系用

本地出產的棉花紡紗和織布。但尚未成功，紡出的紗不大緊實，

織出的布也不大可用。但是平教會的工作人員，已有許多用來制

衣服。 

說到農業教育，這一部門乃生計教育中，歷史最古而規模最

大的，但工作亦最艱巨。因為在目前欲改進中國的農業，專門搬

進外國的機器，或專門抄襲外國的本子，一定走不通。唯一的就

是利用外國的科學，把握著中國農村的背景，研究而實驗出一種

方法。這種方法能夠為目前農民所能實行，改良的程度能與農民

生活相相依並進，並能增加其生產效率，而無庸增加其生產資

本，才算成功。所以平教會于最初就在翟城村設立第一農業表證

試驗場，旋于城內瘟神廟設立第二農業表證實驗場，前者我沒有

到過，只可從略。現專拿後者來談：這個農場占地七十餘畝，每

年經費兩萬多元，職員二十餘人。內分畜牧組與園藝組，畜牧組

現在實驗的僅有豬、雞、羊三種。豬，係用波支公豬與本地母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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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配，所生的第一代雜種豬，長得很快。土豬飼養一年只能長肉

七八十斤，雜種豬則長肉百六十斤，現劃全縣為九區，于每區中

心村，置波支豬一頭，凡附近農家的母豬，可擔來交配。每日交

配一支，收洋一角。不過，據定縣人說，此豬比土豬雖然易大，

但食量則比土豬大，又要衛生，然而定縣的人尚未衛生，何況夫

豬！所以養者仍少。雞，據他們研究結果，卵用雞種，係以義大

利的力行雞種為佳；每年產卵最多，可得三百五十枚，最少也有

二百四十枚。將力行公雞與本地母雞交配，每年可產卵一百六十

枚至二百四十枚。本地雞隻能產卵五十枚至八十枚。然能養雞是

很難的，一上數十隻，就易發生雞瘟。當我參觀該場時，瞥見所

有的雞場」空空如也」了。據說是因發雞瘟，全數殺死之故。又

據定縣人說：雜種雞生卵雖多，但肉卻是很粗。比不上土雞，又

要衛生。所以一直到現在，養者仍不多。羊，雖有瑞士羊，但其

目的不在增加生產，而在增進農民的康健。據說養此羊一頭，每

天可得羊奶四磅，然在破產中的農民，飯尚沒吃，那裏又能養羊

吃乳？所以他們推廣出去的也只有十隻上下。但這個數目又誰敢

擔保不是落在地主、紳士手中呢！ 

至園藝組，計有桃、梨、葡萄、蔬菜、花卉等的改良，此外

又有選種、防除害蟲等的設計，成績均很好。 

關于這種實驗成功的東西，最後必得推廣出去。推廣的原因

有二：一是感應的，即給農民以刺激，引誘起其模仿的活動力。

一為自動的，即由農民自己領導農民，自動實行仿效。推廣的方

法，分有實物表證和技能訓練兩方面。在實物表證方面又分： 

（1）全部設計表證——縣或村表證農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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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個別設計表證——表證農家。 

關于前者，即在縣中設一農業科學表證場，全縣劃為幾個鄉

區，于每鄉區中設一鄉區農業科學表證場，講一講實驗成功的東

西（如雞豬等）陳設於農場。表證給農民看，使他心目中發生和

自己的比較，究竟孰優孰劣；由感應而引起模仿心。然而單是如

此，未必造成農民的行動，於是便有後者。即在農村中，選擇較

好的農家數十家，又將研究實驗成功的東西，分類表證與農家，

使農民依照所規定的科學方法飼養或耕種。這樣，旁的農家看

見，確實不多花錢而能增加生產，自然全村的農家都會逐漸倣效

了。這才算是表證的成功。當我到高頭村時，曾見每一家的門邊

都釘著表證農家的牌號。有的屬於畜牧類，有的屬於園藝類，有

的屬於育種類不一。至做表證農場的，需按時將情形報告，而該

部亦常派員前往視察。 

其次在技能訓練方面，又分農業展覽會、巡迴表證演講團、

臨時市集表證演講、表證農家二周巡迴訓練學校、表證農家各種

設計的施行及表證、兒童農事改進團設計的試行及表證等，這些

都是希望達到最後目的的方法。 

（三）衛生教育 

衛生教育部的主持者為陳志潛先生。據說英、德兩國每年的

死亡率不過千分之十六至十八，而定縣的中一區約五萬人，每年

死亡率平均為千分之三十五，若以全國四萬萬人而論，則每年應

死五百萬人。罹病者尚不知多少。由此足見中國人是在病魔與死

魔的包圍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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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生教育雖在雖在一九三〇年才告成立，為四大教育成立的

最遲的，但自成立以來，所有事業部都以實驗的精神，用科學的

方法做去，成績已是斐然了。工作分為診療、預防、訓練三方

面：關于診療方面，設有保健員(預計于一千人口或一千人口以上

處)，保健所（預計于一萬人口或一萬人口以上處），保健院（預

計于五萬人口或五萬人口以上處）；在冬季又有巡迴診療團在各

村施診。關于預防方面，計有預防腸胃病、天花、白喉、嬰兒臍

帶風、痧眼及改良營養六種設計。此外又有舉行衛生視察，設立

農村遊戲場、飲水消毒（係用漂白粉投于井中，足以殺傷寒、霍

亂等菌）、廁所改良、學校衛生、以及生命統計等項工作。關于

訓練方面，視公共衛生的需要，有衛生視導員訓練班、臨床護士

訓練班、衛生調查員訓練班、接生婆訓練班、各班男女學生在相

當的基礎訓練後，即在指導之下，實地參加工作，俾學習和活動

聯合一致。 

此外，破除迷信也是他們最重要的工作。因為迷信與衛生是

不兩立的，我們可以說：有迷信便沒有衛生，有衛生便沒有迷

信。 

衛生教育至今還在我的腦海裡留下深刻的印象，而最使我拍

案叫絕不忘的，便是診療研究的衛生制度。現在用圖說明，並加

解說： 

保健院﹤——保健所﹤——保健員 

保健員是從平教畢業同學會選出來，加以一禮拜的訓練，即

可充當。只一手提「適用藥箱」，箱作四方形，內放紗布、硼

布、藥棉、鬃刷、刀剪等項，及十餘種通用藥品，如治頭痛（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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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匹靈）、肚痛、痧眼、癬疥、皮膚破傷等，一套共值大洋三

元，給村民治病，不取分文。每月由同學會幫助醫藥費二角。保

健員最重要的工作，除治病外，是種牛痘和生死的報告。但重病

不能治療時，便開條子送到保健所（此所內，僅設醫生一人，藥

品頗多。）此時保健所只能收掛號費半價銅元一大枚，意思是在

提高保健員的身份，以便得到農民的信仰。 

但更重病又為保健所不能治療時，便是送到最高機關的保健

院。內設專門醫生數人，對保健員及保健所,負訓練與督率之責。

關于保健院，去年他們在定縣城內曾建起一座，看來已是很堂

皇，但建築費只花了二萬七千元，設備費一萬元，每月經費支出

一千二百元，因有收入三四百元，故實際支出約七百。正醫士每

月薪水一百八十元，副醫士每月七十元，看護二人薪金每月各十

五元。 

院作蛛網形。內部的佈置，分述于下： 

（1）檢驗室——這室的工作，是用顯微鏡檢驗細菌，檢驗病

人的大小便，培養細菌及消毒等。 

（2）小兒病室——病床的用布，全為定縣出產棉布，含有提

倡國貨的意味。室外有小桌小椅。室之內外，牆壁上均繪有美麗

國畫數十幅，多屬於貓、狗、鴨、雞之類。此外還有許多衛生圖

畫和衛生習慣格言，張貼於牆壁，所有陳設都齊整美麗。 

（3）男女病室——這是分開的，所有病床的用布，亦為定縣

出產的土布。病房之旁各有洗澡室，女澡室近處且有產科。各病

室近處,皆有嗮太陽處,空氣極為流通。房金每天頭等一元，二等

四角，沒有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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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手術室——有大手術室與小手術室二種，窗戶皆以雙層

玻璃為之，凡開刀時均在此。 

（5）滅虱室——我國民間因無衛生智識，故臭蟲與蝨子很

多。因之各種疾病，多易傳染。該院為消除蝨子起見，特備一滅

虱室，據說：有虱的衣服一入其中，經過三十分鐘，在攝氏表八

十度時，便可完全撲滅了。 

（6）其它——尚有講堂、牙科室、護士寄宿室、男女衣服

室、洗衣室、烤衣室、診療室、藥房等處，而問事處的後壁上則

懸有照片數張，以表示病人自入院至出院的病狀的經過。此外，

據說定縣一縣，根據調查所得，每年每人的醫藥費為三角。據此

推算，四十萬人便為十二萬元，如按保健員、保健所、保健院的

制度施行後，人人都得到治病的機會。平均每人負擔不過一角三

分。全國各縣如能倣行，那真是再好沒有了。 

然而他們所用的藥品完全是西藥，如果將來全國倣行，那不

是每年要送許多錢于外人，而國藥反成廢物嗎？關于此，我曾和

陳志潛先生討論過，他給我的答覆是：因為要在科學的條件下發

展，中藥雖然也有數千年的歷史，但因為沒有科學的根據，所以

不能採用。我們希望政府作大規模的實驗，使它合于科學，以免

漏卮。 

 （四）公民教育 

公民教育成立于一九二九年，主持者為陳筑山先生。他認為

中國過去的公民教育是失敗了，這因為過去的公民教育，重在人

民方面，如五權憲法、選舉及法律等的知識。農民對比，非獨想

不到它的用處，而且不明瞭，縱使明瞭，對於他們也無用處。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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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各國因為政治發達，故人民對於行使權也覺得很需要。我國則

大不然。人民雖有自治權，但政治不發達，舊日未能將政治達到

民間，故人民對於行使權，亦不重視。我國政府所規定的，為什

麼不能適合於人民呢？就是因為我國人民生活的中心點僅在家

庭，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故人民的觀念只知有家庭，而不知有

鄉村團體公共生活。人民的生活既然如此，現在驟然給予選舉

權、行使權，其勢必無異使那從未見水的人，到那大海去游泳一

樣。故我國政府，此時給予人民行使權，人民確是不會使用的，

這因人民的生活中心，仍在家庭。因此社會不會進化。而公民教

育，也不能發展。然若將此狹義的家庭生活除去，而易以高尚的

理想，施行公民教育，也是無法辦到的。故今後公民教育的入手

處，仍需注重家庭的生活，以家庭生活為公民教育的起點，漸漸

擴充，使發生公民生活興趣，感覺公共團體生活的需要。他們在

這方面的實驗，便不在定縣城而搬到高頭村去做中心。 

公民教育部在高頭村的工作如何呢？ 

第一，研究工作：除擬定公民教育的目的外，如（1）培養公

共心。（2）培養團結力。（3）授以二十世紀最低限度應有公民

道德知識及技能。（4）指導到家庭、社會、國家、世界種種生活

改良的組織和活動。一方面研究對家庭、對社會、國家、世界應

有的公民道德、知識與技能，徵定公民教育材料。一方面調查公

民實際生活，搜集歷史鄉土有關係的材料，比較研究各國公民教

育，討論實際公民生活要求的問題，並隨時試驗所得的辦法。 

第二，編制工作：這是根據研究所得，分別編制各種公民教

育書籍圖表的。例如在教材方面，有初級平校應用的三民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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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圖說、唱歌等。高級平校應用的三民主義、公民圖說、歷

史、地理、唱歌等。青年補習學校應用的三民主義、公民課本、

歷史、地理、唱歌等。教師應用的參考書——三民主義演講稿，

公民課本參考書、平民教育家傳記等，凡此都已大多數出版了。

在公民活動設計方面，有農村家庭改良會設計、模範家庭調查表

彰設計、農村教養調查表彰設計、農村自治研究會設計,農村自治

基本建設設計等也都已擬定印就了。此外關于研究材料的編製已

出版或尚在印刷中的，有（1）國族精神，（2）公民道德之根本

意義，（3）公民道德綱目，（4）公民知識綱目，（5）國民生活

上應改正之點，（6）中國倫理根據，（7）自然環境和中國，

（8）日本維新運動史要，（9）中國古代國民生活狀況等。 

第三，實施工作：這是將研究所得，用以就地實驗的，其辦

法如下： 

（1）各種教育工作結合實施法——與該會農業教育部、衛生

教育部、文藝教育部結合實施。 

（2）家庭聯絡實施法——組織家主會、主婦會、閨女會、青

年會、兒童會、家事善良成績展覽會等，實施家庭改良設計。 

（3）平校畢業同學聯合會實施法——初、高級平校或青年補

習學校畢業同學組織同學會，實施社會改良種種設計。 

（4）村民團結實施法——農村有志之士，結合團體,實施農

村改良及產業合作種種設計。 

（5）個人指導實施法。 

（6）娛樂場所實施法:平民戲場、平民茶館改良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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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逢節遇會實施法:趕集過節時期之設計。 

（8）舉行公民運動週。 

（9）學校講授。 

此外，還辦有村治講學會、壁報等，工作很是浩繁。不過關

於這種心理的改造，想把平民的私心變為公心，確實一件不容易

的事情！ 

四、三個方式概況 

四大教育的內容已如上述，現在讓我們談到實施四大教育的

辦法吧：方法是一切事業的最重要成分，好比有一事于此，它的

能否完成差不多全以辦法的好不好為轉移。平教會的人們既把握

著中國人民生活的情形而發明四大教育，同時有研究怎樣才能把

四大教育授給平民和怎樣才能把四大教育完成，於是便發明了三

個實施辦法。這三個辦法是什麼呢？一是學校式，一是社會式，

一是家庭式。「從前的看法，以為學校課堂的教授是教育的全

部，從平民教育的立場看，學校的方式只是其中一種方式。學校

式的實施，以文字教育為主，注重于工具知識之傳授與基本訓

練；注重個人的教學。社會式的實施，以講解表演及其它直觀與

直感教育的辦法為主，注重團體的共同教學。家庭式的教育成為

中國特殊的而又是必須的一種方式。家庭在中國社會結構上，佔

有特殊的地位，欲改善中國的生活方式，必須從家庭做起。」 

三個方式，現在已經成立而著成效的，僅有學校與社會兩

種。至於家庭一種尚在研究中。那麼現在也只可以前兩者的情形

分別述敘于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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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學校式教育 

 學校式教育部的主持者為湯茂如先生。據說湯先生被聘到廣

西去了，現在好像是殷子固先生承其缺。 

在未介紹該部工作之前，先讓我來引湯茂如先生的話，說明

「平民教育」與「民眾教育」兩名詞的區別。湯先生的話是：

「……等到革命軍北伐快要成功之時我們便把它（平民教育）介

紹到政府，時值蔡元培做大學院長，他接受了我們的建議，並且

造成『民眾教育』一詞，來代替『平民教育』。後來又在第一次

全國教育會議提出民眾教育計劃提案。在我們自己則仍舊保存

『平民教育』名詞，因為我們是私人辦的，與有政治背景者不

同。考『民眾』二字，出於總理遺囑：『必須喚起民眾』，所以

建議給政府用這兩字作為替代『平民』二字之用。」 

該部的組織，分有教務科、研究實驗科、表演推行科、視導

訓練科、及學務調查、兒童教育、青年婦女教育各種研究委員

會。而其活動的中心，則在平民學校。但亦想由研究實驗造成一

種適合國情的縣單位教育制度。關于此，他們曾擬定了定縣實驗

區學校式教育的範圍。其表如下： 

縣單位教育範圍表 

兒童教育 

(十四歲以下) 

青年教育 

(十四至二十五歲) 

成人教育 

（二十五歲以上） 

城鎮實驗小學 

（四歲至十四歲） 

鄉區實驗小學 

（八歲至十四歲） 

鄉村實驗小學 

（八歲至十四歲） 

 

初級平民學校 

（四個月每日二小時） 

高級平民學校 

（仝上） 

青年補習學校 

（半日制，冬春間五個月；全日制，冬春間二個月）。 

青年農民社 

（全日制，一年至三年）。 

成人學校 

（ 農 樂 社 、 家 事

班、文藝班、衛生

班、公民班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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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與表演學校，該部已辦有數十間。不過我所參觀到的不

多——只有數間而已。在這裡，讓我把這數間中印於我腦海最深

的朱谷村婦女初級平民實驗學校及為一般人所注意的翟城村來說

說： 

太陽剛出現於東方的天邊的那天，我們便到朱谷村去。最先

參觀的就是前面所說的那間平校，校舍是一間普通的房子，學生

二十多人。女生上課時間在上午九時到十一時，男生在夜間。當

他們在課堂裡上課的時候，放眼一望，十之九是剪髮了——不論

十餘歲的少女，或數十歲的老太婆。教師為 S 女士，聲音雄邁，

以及一切的舉動，都帶有男性的氣味，教學重於啟發，學生的對

答也極有秩序。其中一位女生曾在開會時做過主席，侃侃而談，

有條有理，許多男子恐怕也比不上！在北方的封建社會裏，在北

方的宗法家庭裏，婦女經過一極短期的訓練，已有這樣的程度，

真令人佩服了。課堂與普通學校的不同，凡有東西的地方，皆貼

有白底、紅邊、黑字的標語，如在講臺處貼有「講臺」字，在國

黨旗處則分貼有「國旗」、「黨旗」各字，在窗戶處則貼有「窗

戶」，在手巾處則貼有「手巾搭在繩子上」，在水壺處則貼有

「這兒擱水壺」,以及在門上貼有「把門關上」。據說此四字係經

三次工作才貼成功：即第一次只貼一「門」字，第二次加上一

「關」字為「門關」，第三次才加上「把……上」兩字為「把門

關上」。餘可類推，這可說是由淺入深的辦法。此外壁上掛著的

圖書的每一件都有貼字說明，即課堂外的牆也貼有「牆」字，榆

樹身上也貼有「榆樹」字。這因為在最短時間，欲使平民記憶得

而又能寫得出所讀的書。他不具論，只關于學校方面的，那是非

造成讀書環境、使她或他觸目皆字不可的。至於習字又與普通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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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的不同，普通學校學生的習字，初時完全是用字印的，往往字

印中的字還有未曾讀過者。他們不然，完全採用模仿式，即係制

定一種習字紙，每一字都是首先讀過的，每一字倣寫一寸大的三

個，半寸大的三個。而該字注音符號也倣寫二個或三個。例如： 

過   外  ㄨ 

ㄞ 

  

      

 ㄎ 

ㄨ 

ㄞ 

  

找   報   

      

 

以上種種，已算良法，但還不止于此。同一件事，他們常用

幾種方法來實驗的。在實驗結果，看哪一種收效最大，才普遍採

用那一種。你說是多麼審慎，又是多麼完善！ 

談到定縣的平教，談到定縣的自治，大家總會注意到翟城這

個村莊吧。不過現在的翟城已非昔比了。自平教會實驗區的辦公

處，從翟城村搬入定城後，於是平教的研究中心村，便由翟城村

轉移到高頭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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翟城村的自治，是中國村治的始祖，創辦于清末。該村自日

本留學歸國、深受該國維新運動的刺激的米迪剛先生及其弟米階

平先生的影響。全村戶口三百七十餘，人口兩千餘。分有仁、

義、禮、智、信五街。以「孝悌忠恕，勤儉互助」為村訓。據說

文盲極少，不及百分之二十，算是中國文字教育最發達的鄉村

了。 

村公所的房子已佈置完全，村制的組織，分有執行委員會、

檢察委員會、調解委員會，其下又分教育協會、因利協會、公安

協會、建設協會、農林協會、財政專員等。全村的學校，現有男

女完全小學各二所，平民學校幾間，及女子師範一班。學生數十

人，附近各村小學教員，多仰給于此。不過一切設備都很陳舊。

村中的經費，共有三千數百元，皆是從全村廟宇祠堂收集而成。

雖然辦了許多公益事業，但人民並不增加一點負擔。且省去許多

迷信的耗費，真是一舉兩得。經費的支配，教育占最多，三千二

百元，保衛三四百元，其餘作為建設之用。 

此外，尚有小規模的紡紗和織布工廠數所，及平教會設立的

第一鄉區表證農場一所，餘無足述了。 

（二）社會式教育 

社會式教育的主持者為霍六丁先生。據說：這種教育與一般

民眾教育,只作宣傳、演講、遊行、散會即完的沒有對象者不同。

他們社會式教育部有組織，故有對象。定縣人口有數十萬之多，

組織一事，談何容易，所以他們的組織有三個原則：1.選優秀分

子, 2.要認識平教, 3.須受過相當的教育。平教畢業的同學，適

合上述三個原則，所以我們將平教畢業的學生組織起同學會來,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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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組織，便是民眾對象。組織的工作開始於一九二一年之十月。

到如今，已組織有同學會鄉聯合會、區聯合會，只是縣聯合會尚

未組成。這是很有系統的。刻下本會有工作時，可以通知區聯合

會，由區聯合會再通知鄉聯合會，由鄉聯合會再又通知各同學

會，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又如一步完善的機器，靈通異常。 

同學會在社會式教育部的領導下，奏效極大，縱是定縣的反

對者都為佩服。茲將活動內容披露如下： 

（1）冬季的活動——該部把各種活動製成一表，分發個鄉

區，令他們活動，于年終時，該部作一種統計，以便知道某地某

種活動已做，某地某種活動未做等情。至冬季活動，是舉行拒毒

會、武術團、禁止賭博、新年會、笑話、唱歌、演說、辦圖書

館、蹋毽子、下棋等，這些活動事項，由統計而比較之，以引起

各鄉區的競爭心。 

（2）春季的活動——如植樹、息訟、賽跑、燈會、演說、寫

字比賽、施種牛痘等, 于春末亦統計比較之。 

（3）臨時活動——例如今年趙村築路一事，縣政府令該鄉村

人民修築。每人日給四個饅頭，但村人不喜為之。因此同學會便

召集同學人員，盡義務修築道路，每日每人發給四個饅頭，他們

都不要，後來村長將饅頭易錢給同學會購書若干。又大西莊的村

湖邊修築道路，亦由同學會中職員及同學負擔之。 

（4）平民角——平教社會教育設備，與普通民眾教育設備也

不同。我們常見民眾教育的圖書館，大村才有，小村則無。而且

圖書室常用鎖鎖著，鎖匙放在村長家中，看書很不方便的。平校

同學會有鑑於此，在平校教室的角隅，放一木箱書架，以作一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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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室。這種圖書室，就給它叫做「平民角」。它的好處既省錢，

又省地方，教室也不鎖著，由同學會會員每日每人管理兩小時，

木箱書架一個很經濟，上邊懸上黨旗、信件、簡章等。 

（5）巡迴文庫——巡迴文庫也是同學會辦的，每十日輪送書

籍到別村一次，一切都很經濟。 

（6）圖書擔——同學會又辦了一種圖書擔，即把各種書籍用

擔子挑到各村去，冬天把擔子挑到太陽下，夏天把擔子放在樹蔭

下。擔子到村，即搖鈴招人來閱覽書籍，每村每週二次，該部統

計村人所看的書，多半為兒童讀物如貓、狗等。他們不喜閱覽較

深奧的書，卻最喜歡平教出版社的平民讀物。 

 (7) 出版物——上面所說的活動事項如平民角、巡迴文庫、

圖書擔等，都是為給予農民以讀書機會的，但光是這樣做，還不

足以充分引起農民的興趣，因此該部便辦了一種《同學會週

刊》，內容三分之二是農民自刊發表的意見，三分之一是該部發

表的意見，分有談話、新聞、歌謠、圖畫、家常話、大家的話、

報告及常識問答各欄。該部又為求通俗以便農民易於瞭解起見，

特把常識問答的「問」改作「誰知道」？常識問答的「答」改作

「我知道」。至農民所投的稿如有錯處，均照原文登出，不過腳

下加以括弧的更正就是。好比歌謠的「謠」，農民寫為「搖」，

于腳下則改寫為「謠」。請眾位先生原諒的「眾」與「原諒」，

農民寫為「種」，與「圓亮」，于各腳下則改寫為「眾」與「原

諒」，意在使其互相對照，而知所改正的。 

五、結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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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篇蕪文，寫到於此，算是收場了。自然這是很簡單的，若

是詳細的話，最低限度要寫十萬言。而且我在寫此文時，適值精

神又很散漫，錯誤之處，或所不免。然而「耳聞不如目見」，最

好大家能夠到那裡去走一遭。平教在中國社會上，教育上的意義

與價值，最後我不打算去說它了，現所要談的是： 

第一，我聽見有許多人說平教會的人們是傳教的，其實他們

對外並沒有傳教，在其《平民教育的宗旨和最後的使命》一文中

曾聲明：「……無宗教的成見……至宗教上或黨派上的信徒，尤

其任國民的自由意志去選擇，絕不挾入平民教育內來宣傳，這是

同人良心上的主張，人格上的自信。」不過裡面有許多職員是教

徒，且在一九三〇年四月間他們在定縣曾主持召集過一次全國基

督教平教研究會，美籍牧師出席者多人。即我在定縣時曾一次於

無意中，窺見他們辦的一間小學裡做耶誕節，就是這樣吧了。 

第二，我自參觀歸來，有許多朋友曾問：「他們是否花錢太

多，成績很少呢？」「他們的生活是否貴族化呢？」關于前一

點，我可以這樣答覆：他們做的是實驗工作，花錢自然比較多

些。至於太多的話，因我沒有精確的調查，是不敢斷言的。成績

呢？已有上面的事實做證，用不著再來插嘴。關于後一點，我見

他們多半是穿土布長衫，住的房子，多半是定縣的舊屋，很少新

建的，縱是新建亦極普通。說是貴族化，未免冤枉。 

第三，我認為光靠四大教育是不能完全解除中國的農民痛苦

的。現除政治不談外，尚有土地問題、移民問題為農民亟待解決

的問題，可是他們並沒有注意到。此外我認為四大教育雖能實現

于定縣，未必能實現于全國，（自然除農業教育有地理限制，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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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地自己研究自己的實驗外。）最重要的是工作的浩繁和艱難，

而別處沒有這麼多人才。雖說別處將來是推行的工作，用不著這

麼多人才，但就目前各縣的情形看，求其願負責而又能負責此平

教者即五分之一也很難找到了！ 

定縣的從事平教運動者是值得稱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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