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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教育理论】

“学校离村”的乡村教育新动向及其社会文化隐忧

———兼与“文字上移”提法商榷

周 晔
（西北师范大学 教育学院，甘肃 兰州　７３００７０）

摘　要：近十年来，乡村学校大量急剧消失的现象和态势，应概括为“学校离村”，这是与“学校进村”相 背

而行的乡村教育新动向，这一动向的直接后果是大量乡村学校的急速消亡，进而很大程度上致使村落消亡和

乡村社会瓦解加速、乡村文化“失地”、中 华 文 化 生 态 遭 遇 破 坏 和 乡 村 少 年 文 化 人 格 健 全“土 壤”缺 失 等 问 题，

这些由“学校离村”带来的社会文化隐忧将是深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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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近十来年，对中国广大乡村的教育而言，最显著

的动向莫过于大量村庄学校的急剧消失。短短十余

年，中国广大农村地区“村村有学校（小学）”的格局

被改写，大量乡村的小规模学校因人为“撤并”和乡

村少年及其家长对城镇及乡镇优质学校的追逐而消

失。熊春文和万明钢等人认为，大量乡村学校急剧

消失表明中国乡村教育正呈现出一个“文字上移”的
新趋势①。笔者认为，将这种现象和态势概括为“文

字上移”，不甚准确，需商榷讨论。

关于大规模撤点并校布局调整和乡村受教育主

体对乡村学校的“逃离”所导致的大量村庄学校的急

剧消失所带来的问题，已有研究主要关注到了：学生

远距离走读存在潜在或现实的安全问题；年龄小的

学生家庭关爱和亲情缺失导致的心理问题；学生寄

宿学校或校外借宿增加家庭教育成本和负担问题；

城镇中大规模中小学的管理不到位的问题，等等，并
主要从这些层面对政府的布局调整政策及行动予以

批判。可以发现，这些问题是大量村庄学校的急剧

消失所带来的显性和表面的问题。那么，大量村庄

学校的急剧消失对乡村社会、中华文化以及乡村学

生的发展有没有隐性的更深层次的负面影响呢？这

是需要予以特别关注的。

二、“学校离村”，而非“文字上移”

乡村学校大量急剧消失的现象和态势，应概括

为“学校离村”。那么“学校离村”与一些学者提出的

“文字 上 移”有 何 不 同？“文 字 上 移”的 提 法 有 何

不妥？

首先，大 量 村 庄 学 校 的 急 剧 消 失 不 是“文 字 下

乡”走到极致的反过程。“文字上移”的提法是将其

看成是与“文字下乡”相对的概念，熊春文认为，在中

国乡村社会经历了“一种‘学在官府－文字下乡－文

字上移’近 乎 完 整 的 辩 证 法 过 程”［１］。需 要 说 明 的

是，“文字下乡”是费孝通在《乡土中国》里提到的一

个概念，指的是民国期间，政府对广大乡村社区文盲

现象严重的问题所采取的国家行动，其“抓手”是举

办大量乡村学校（尤其是小学），历经百余年，文字借

助于学校这一机构终于扎根于中国广大乡村社会。

按照费孝通的观点，原先的中国乡村社会是没有也

不需要文字的，所以文字借助于学校走进乡村社会



的过程被称为“文字下乡”。今天，文字已经在乡村

社会扎根，而且绝大多数“乡村人”的生活已经离不

开文字，大量村庄学校急剧消失的现象，并不能代表

文字在乡村社会的消失，并不是当“文字下乡”过程

走到极致的时候出现的一个“文字上移”的反过程。
其次，从社会现实来看，“文字上移”已不可能。

今天的“学校”，对乡村社会来讲已不具有单一的“文
字下乡”功能。今天的“学校”主要是一个代表国家

教育权力的有型的实体机构。在乡村社区，能够代

表国家权力和意志的机构有二：一是政府部门（乡镇

政府及其下属的村委会），二是学校，有学者将村落

中的学校称为村落中的“国家”，正是此意。而对于

今天的乡村社区来说，“文字”已不具有代表国家权

力和意志的符号意义，尽管其是主要载体，今天的文

字也不是庙堂性的。历史上的广大乡村社会，绝大

多数人口是文盲，不具备获取文字和外界信息的途

径和能力；历史上的广大乡村社会，是封闭的自给自

足的社会，乡（村）民日常生活中也没有必要获取文

字和外界信息。而今天的广大乡村地区，已基本扫

除青壮年文盲，加上原有的大量文盲者因年长离世

而自然地减少，再加上社会的开放和乡（村）民大量

流动，这能够充分证明今天的乡（村）民已具备获取

文字和外界信息的能力；今天的乡村，广播电视“村

村通”，手机几乎普及，电脑网络发展迅猛，已经不是

传统意义上的封闭社会了，乡村社区可以不只通过

村落中的“国家”这一渠道获取文字和外界信息了。
可以说，文字已经融入了今天的广大乡村，融入了乡

村居民的日常生活。所以，乡村学校的消失，并不代

表乡村社区获取文字的渠道被撤销和关闭，乡村学

校的消失并不代表乡村社区文字的消失。一句话，
历史中的学校下乡进村代表着“文字下乡”，今天的

乡村“学校离村”不代表“文字上移”。故此，近十来

年村庄学校大量急剧消失的现象和态势用“文字上

移”来概括不妥，而应该用“学校离村”来概括。
再次，“文字上移”不是国家意志的反映。“文字

下乡”曾是代表国家行使权力的政府“建国君民”之

需的行动，是针对曾经广大乡村社会现实中的文盲

特征和封闭社会生态的国家意志的反映。而近十余

年，中国广大乡村地区学校大量急剧消失的主要原

因是中国政 府 主 导 的 农 村 地 区 撤 点 并 校 的 国 家 行

动，是政府在教育领域追求规模效益的价值取向和

提升乡村学校教育质量的行动体现，不能代表国家

“文字上移”意志。否则，这与中国各级政府克服重

重困难，付出巨大成本才得以完成的“两基”工程的

目的相矛 盾。所 以 说，乡 村 学 校（尤 其 是 小 规 模 学

校）大量急剧消失的现象和态势，只能是“学校离村”
的事实动向，而非“文字上移”。

笔者所谓的“学校离村”中“学校”和“村”的关系

是：“村”在，而原来在“村”的“学校”离开了“村”。在

此，涉及一个应当成立的前提假设，即只要“村”在，
只要有在“村”接受学校教育的需求在，“学校”就应

该在“村”。本文的“学校离村”与“学校进村”是相对

的概念。

三、由“学校进村”到“学校离村”：乡村教

育动向的转变

新中国成立伊始，政府发起了学校改造运动，到

１９７１年，全国教 育 工 作 会 议 召 开 后，很 多 农 村 地 方

提出了“小学不出村、初中不出队、高中不出社”的口

号。１９８０年，国家 提 出，八 十 年 代 要 在 全 国 基 本 实

现普及 小 学 教 育，而 且 要 求 以 村 级 办 学 为 主。从

１９８５年首次提出加强基础教育、有步骤地实施九年

制义务教育的政策，在我国形成“村村办小学，乡乡

办初中”的格局，到１９８６年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义

务教育法》规定“国家实行九年义务教育”。从２０世

纪９０年代国家实施“两基”，到２０００年我国实现“两
基”目标，再到２００７年，在全国农村实现了免费义务

教育。在政府努力的过程中，广大乡村社会对学校

教育的重视程度不断提升，举办学校的热情和积极

性也被极大地调动了起来。可以说，新中国成立以

来的多半个世纪，政府下大力气，通过各种措施把学

校嵌入到中国的每一个村落，解决了农民子女“有学

上”的问题。
为了解决了农民子女“上好学”的问题，中国政

府在“优化教育资源配置、改善办学条件”的原则指

导下，２０世纪９０年 代 中 后 期 尤 其 是２０００年 以 来，
实施了农村中小学以大规模撤点并校为主的学校布

局调整。一些地方，甚至曾经将撤并农村学校数量

作为政绩，盲目地、“一刀切”地强行撤并，许多地方

一个乡镇只保留一所中心校。十余年间，在政府宣

称学校布局调整取得了显著成效的同时，大规模撤

点并校直接导致了大量农村学校的急剧消失，农村

的教育生态系统遭到了破坏。
当然，造成学校离村的原因复杂，既与当前中国

城镇化建设的推进和农民及其子女的“离土”“离农”
的趋向有关，也与社会大众对“好的教育”或“优质教

育”的追求（对乡村，现实情况是，农民往往会想方设

法地把孩子送到乡镇或城镇学校去）有关，而且往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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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这些因素的叠加。２１世纪教育研究院发布的《农

村教育布局调整十年评价报告》显示，从２０００年到

２０１０年十年间，农 村 小 学 减 少２２．９４万 所，减 少 了

５２．１％。教学点减少１１．１万个，减少了６成。农村

初中减少１．０６万所，减幅超 过１／４。其 中，２００６年

到２０１０年的５年内，我国累计减少农村小学８４　１５８
所、教学点２２　１４３个，合计１０６　３０１所，平均每年减

少２６　５７５所，每天减少约７３所［２］。
相较于十余年前的半个多世纪的政府把学校嵌

入乡村社会的动向而言，近十来年乡村学校大量急

剧消失的现象和态势，无疑表现出“学校离村”的事

实新动向。这是中国广大乡村地区教育的最大动向

的转变。

四、“学校离村”的社会文化隐忧

“学校离村”引发了诸多新问题，已引起学界和

政府的高度关注，但缺乏对“学校离村”后带来的社

会文化影响的深层次研讨。今天，我们很有必要“跳
出教育看学校”，我们将看到或已经看到，大量的“学
校离村”很大程度上致使村落消亡和乡村社会瓦解

加速，乡村文化“失地”，中华文化生态遭遇破坏和乡

村少年文化人格健全“土壤”缺失。这些影响将是深

远的，需要引起特别的关注与警惕。
（一）村落消亡和乡村社会瓦解加速
嵌入并已扎根于村落中的学校作为村落的一个

有机组成部分，作为村落的文化高地和村民未来希

望的寄托之地，在短时间内突然撤走，对乡村社会系

统而言，无异于将已构成肌体并已在肌体里面担当

重要角色功能的器官突然抽离，必然带来肌体系统

运行的紊乱，甚至是肌体的死亡。功能主义强调结

构和文化对于整体的功能，从功能主义的理论视角

来理解，村落中的学校是整个村落社会有机体的不

可分割的一部分，其承担着相应的结构和文化功能。
乡村学校大量急速消亡，势必直接导致或加速村落

社会的系统功能紊乱，进而导致或加速村落的消亡

和乡村社 会 的 瓦 解。冯 骥 才 援 引 官 方 公 布 的 数 字

说，在２０００年时，我国拥有３６０万个自然村，但到了

２０１０年，这一数字变成了２７０万。也 就 是 说，１０年

间就消失了９０万个自然村。“比较妥当的说法是每

一天消失８０至１００个村落”［３］。李培林曾以“村 落

的终结”来形容这种现象。
固然，村落的消失或终结与城镇化建设的推进

和大量农民“离土”“离农”“离乡”的社会现实是分不

开的，但我们注意到，其实很多地方村落消亡或终结

的诱因是乡村学校的消失。由于村落学校离开村落

社区，尤其是在很多偏远山区，村民为了继续子女的

学业，不得不无奈选择离开村落，离开土地，出现了

“人随学移”的现象，一些地方“陪读大军”的出现也

是“学校离村”的直接后果。“学校离村”与大规模进

城务工潮联袂，促使很多地方村落消亡或空壳化，很
多地方乡村毫无生机与活力，土地荒芜，民生凋敝，
很多地方乡村居民结构呈畸形状态（“３８６１９９部队”
的说法即是明证），这些都是乡村社会被瓦解的现实

表现②。我们不能不说“学校离村”是导致村落消亡

和乡村社会瓦解加速的原因之一。
（二）乡村文化“失地”
“学校离村”还致使乡村文化“失地”，这是“学校

离村”导致的又一负面影响，而且是更深层次的。这

可以从 乡 村 学 校 的 社 会 文 化 功 能 的 角 度 来 理 解。
“学校进村”的政府目的是使乡村学校传播正统的规

训文化知识，而乡村学校一旦融入并扎根于乡村社

会，其功能又不仅仅是传播正统的规训文化知识，其
自然地承担起了更重要的传承乡村文化的功能，而

后者对乡村社会更是不可或缺的，因为乡村社会主

要是靠传统文化和乡村本土文化维持其基本秩序的

（这一点先贤早有论述）。
近年来，在市场经济和不断开放的大社会环境

影响下，各种城市文化和外来文化对乡村社会不断

渗透，乡村文化处于事实上的弱势地位，很多相对有

知识、有素养的“乡村能人”离开乡村社会寻求发展，
直接导致乡村文化中坚力量主体的缺失，学校成为

担当乡村社会文化功能的最后一片圣地。在乡村社

会中，本来有两大“文化阵地”：传承民间的、生活本

身的文化的戏台（尽管乡村的戏台活动经常和庙宇

联袂，含有迷信色彩）和渗透政统的、抽象的、规训文

化的学校。当下，前者在绝大多数乡村已被拆除或

改为其他，而后者正在迅速消亡（１０年前的乡村 基

本是“村村有小学”）。这些学校通常位于村落的中

心位置，这不仅是地理空间上的中心，也是乡村文化

与公共生活的中心（尽管我们多年来批判乡村学校

为乡村发展的服务功能微弱）。农民的经济、社会生

活是高度分散的，而学校则是乡村最重要的具有“文
化高地”地位的场所，对村民具有极强的吸引力，在

这个公共场所的吸引和感召下，村民们可以以某种

方式组织起来并形成一定的公共观念。而且，现实

中的乡村学 校 也 经 常 成 为 村 民 公 共 文 化 活 动 的 场

所，如科普宣传、“文化下乡”、技能培训、村民议事等

公共活动往往选择在乡村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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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 校 对 乡 村 社 会 而 言 是 寄 托 希 望 与 梦 想 的 地

方，是所在村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乡村“适

于居住性”的要素与象征。而且，对于我国许多较为

封闭、偏远的山区村落，学校几乎是村落中蕴含文化

气息韵味的唯一的灵动的标志性场所，是现代文明

在村落的代表（即使是一个小小的教学点）。尽管近

年来在一些乡村建立起了“农家书屋”，但其对于乡

村社会的文化功能远不及乡村学校（况且，不少“农

家书屋”只是乡村的“花瓶”）。国外的一些研究也多

次表明，学校的关闭或撤销，会使当地居民产生强烈

的心理感受：认为是该地区生命周期的一个阶段或

一段时期的结束［４］。
再从乡村教师的角度来讲，教师在村民中具有

很高的威望，因为他们是当地的“识字人”“文化人”。
他们对乡村社会的实际职责也不仅仅是教育学生、
传授知识，还是乡村社会与外部世界信息、文化沟通

的纽带，还扮演着维系、调节乡村社会生活的重要角

色，他们往往在参与或主持乡村社会的各种仪式、礼
节，参与调解邻里的矛盾纠纷等方面，成为乡村社会

里的“场面人”“公理人”。“学校离村”使得乡村教师

对乡土和乡村的告别和逃离更为彻底，即使是家在

乡村的教师，也成为了某种程度上的乡村社会的“外
来人”。

还有，借机于“学校进村”和长久的“学校在村”，
在广大乡村社会形成的坚实的具象的尊师重教的乡

村文化，将因“学校离村”导致的教师不在乡村之场，
教育不在乡村之场，而慢慢削弱，虚幻，模糊，消散。

所以，“学校离村”后，对于被撤消学校的乡村来

说，就是撤消了其文化阵地，乡村文化的传承将缺少

阵地。
（三）中华文化生态遭遇破坏
“学校离村”可能带来的第三个社会文化影响是

中华文化生态遭遇破坏。在一定意义上，这也是由

“学校离村”带来的村落的消亡、乡村社会的瓦解和

乡村文化“失地”的影响而衍生出来的影响。我们提

到的“中华文化”，其构成要素中最主要的是传统文

化和民族文化，其最有中国特色的内容和形式无疑

是在中国广大乡村。一乡一风土，一村一世界。广

大乡村有繁若星辰的乡土文化、草根文化、地域文化

和民族文化，有天人合一的哲学伦理观、熟人人情的

社会观，等等。广大乡村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中
华民族在繁衍生息的历史长河中，不断地从乡村寻

找精神食粮和灵魂慰藉。从社会样态角度来说，当

今中华文化自然包括中华城市文化和乡村文化，但

正如中国古建筑和文物学界泰斗罗哲文所言“中华

文化的根基在村落，西安、洛阳和北京等大都市都是

从村落发展起来的”［５］。所以说，中华文化的根脉在

乡村，中华民族精神家园也在乡村。
历史是一面镜子。民国期间一系列著名的乡村

教育运动，如：黄炎培的农村教育实验、陶行知的生

活教育实验、晏阳初平民教育实验，以及梁漱溟的乡

村建设运动。他们之所以真正重视农村，真正重视

农村教育，是因为他们都有着同样的判断：农村是中

国社会和中华文化的根本。基于这样的判断，强调

国家教育的重心在农村，强调乡村教育应以乡村生

活为本位，以农村、农民为主体。先贤如此的判断，
对中国社会和中华文化的当下乃至将来，都是需要

我们所坚守的。但是乡村“学校离村”，导致乡村的

空虚化和村落的原始性以及吸附其上的文化性正在

迅速瓦解和消失。
再从“人”的角度来讲，人是文化的主体。“学校

离村”，致使学校教育不再置身于乡土情境，致使乡

村文化的重要主体———教师和儿童———不得不离开

村落。与此同时，大批农村青壮年长期离村进城务

工。乡村的教师、儿童、青壮年与乡村社会空间上的

“在场性”和“稳定性”的关系特征的消失，使得他们

处于“无根的抽象化空间”中，而留在乡村的年长者

在乡村社会也处于边缘化的地位，不久的将来也将

故去。可以做出自然的推断，若干年后，真正的乡村

文化的“人”也将大量消失。今天，我们也提新农村

建设，我们也很不愿意去想象，将来，不具备乡村文

化素养、不熟知乡村文化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

主体———“乡村人”———怎样、如 何 可 能 去 建 设 社 会

主义新农村和美丽乡村。
（四）乡村少年文化人格健全“土壤”缺失
余秋雨认为，中华文化的最重要成果，就是中国

人的集体人格。费孝通先生认为，乡土社会是个礼

制的社会，维持社会规范的是传统，传统是社会所积

累的经验。乡村的孩子们在乡村的时空中，天然地

接受着乡土文化的浸染和经历着社会化的过程，他

们的人格在乡村文化的浸润滋养下自然天成。
乡村社会“学校离村”及村落的消亡将使乡村孩

子的文化人格形成失去天然的土壤。社会学常识告

诉我们，生活世界和初级群体对于人的认知和人格

成长具有重要意义。“学校离村”使得农村的学龄期

儿童从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脱离其具体的生活世界

和初级群体，离开家庭和亲情，学生与乡土社会空间

的接触与乡村生活体验不断被压缩，他们从头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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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缺乏乡村经验和家庭天伦的滋润，这势必导致他

们在认知和 人 格 发 展 以 及 社 会 性 发 展 方 面 遇 到 困

难。这种后果已经被已有的一些研究证明。
由于乡村文化是地方性的，那么乡村文化的传

承就需要儿童“在乡村”的时间和空间条件。“学校

离村”之后，乡村学生不得不离开村落，寄宿到城镇

学校。而那 里 的 学 习 和 生 活 大 多 都 与 乡 土 社 会 无

涉，学校教育与学生成长的乡村时空被剥离。也有

研究表明，相较于非寄宿生，寄宿生更倾向于出现自

卑、怀疑自己能力，易为一些小事烦恼、焦虑，易对日

常事 物 怀 有 恐 惧 心 理 以 及 冲 动 和 控 制 力 差 等 问

题［６］。乡村少年文化人格的健全失去“土壤”，“乡村

少年与乡土文化的亲近性缺失，使得乡村少年不再

是文化意义上的乡村少年”［７］。我们注意到一些很

让人痛心的现象，如远离家庭关照而寄宿于城镇学

校的一些农村学生，很快表现出与其学生角色（尤其

是来自农村的学生角色）不符的“傲慢与偏见”———
拉帮结派讲义气，消费跟潮流，忘记了父母血汗钱的

来之不易；瞧不起身为农民的父母，鄙视生他养他的

农村……

五、结语

“对遥远的乡村来说，每一个学校，是一堆火；每
一个老师，是一盏灯，那光虽是暗淡，却明明灭灭地

闪了几千年，是烛照中国乡村的一线微芒，让人温暖

且踏实。”［８］

“学校离村”，将使乡村社会基因发生变异，将使

乡村社会缺乏生机和活力，将改变整个中华文化的

生态系统，将使乡村少年的人格异化，这些足以让我

们心忧！

注释：

①　见：熊春文．“文字上 移”：２０世 纪９０年 代 末 以 来 中 国 乡 村 教 育

的新趋向［Ｊ］．社会学研究，２００９（５）；熊 春 文．再 论“文 字 上 移”：

对农村学校布局调整的近期观察［Ｊ］．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

科学版），２０１２（４）；汪 淳 玉，潘　璐．“文 字 上 移”之 后———基 于

三地农村小学寄宿生学习生活现状的研究［Ｊ］．中国农业大学学

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２（４）．万 明 钢．文 字 上 移：渐 行 渐 远 的 乡 村

教育［Ｊ］．教育科学研究，２０１０（７）．李强．中国村落学校的离土境

遇与新路向［Ｊ］．中国教育学刊，２０１０（４）．

②　当然，对于一些 偏 远 的 小 山 村，因 为“学 校 离 村”到 了 大 一 点 的

乡镇或者县城，对于农民物质生 活 水 平 的 提 升 和 村 民 的 眼 界 开

阔有好处。但这不属于该文讨论的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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