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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与社会发展关系问题的正确认知与把握
——— 《教育与社会发展研究———基于文化和人的视角》读后

胡德海
（西北师范大学 教育学院，甘肃 兰州　７３００７０）

　　兰州交通大学教授蔡中宏撰著的 《教育与社会

发展研究———基 于 文 化 和 人 的 视 角》一 书，已 于

２０１３年１１月由 中 国 社 会 科 学 出 版 社 正 式 出 版 了。

今年春节期间，中宏看我时送来了他的新作，我和

老伴都仔细地阅读了，我总的认为本书对教育与社

会发展关系问题的认知是正确的，理解是准确的，
感到很有价值和意义，称得上是一部经过多年磨砺

和深思熟虑之作。为此，我不仅感到高兴和欣慰，

而且还要表示衷心祝贺。

中宏大学求学阶段，曾先后就读于兰州大学哲

学系和西北师范大学教育学院。他在西北师大攻读

教育学博士学位，学习的是教育学原理专业，是我

指导的一名博士研究生。读博期间，他撰写的是一

篇题为 《论教育与社会发展》的学位论文，该论文

于２００８年６月顺利地通过了答辩，他也获得了教

育学博士学位。

岁月不居，时节如流。中宏从西北师大读博毕

业，又已过去四五年时光，但他却始终与时俱进，

特别是能够结合原课题研究，继续关注教育的理论

和现实 问 题，不 断 地 学 习 和 研 究 有 关 问 题。２０１０
年７月１３－１４日，国家召开了新世纪第一次全国

教育工作会议，颁布了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

展规划纲要 （２０１０—２０２０）》。《纲要》指出：“加强

教育宏观政策和发展战略研究，提高教育决策科学

化水平。鼓励和支持教育科研人员坚持理论联系实

际，深入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规律，研究和

回答教育改革发展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促进教育

事业科学发 展”。２０１１年４月２４日，胡 锦 涛 同 志

在庆祝清华大学建校１００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指出：
“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必须大力推进文化传承

创新”。所 有 这 些 重 大 决 策 部 署 和 重 要 讲 话 精 神，

中宏都能及时关注、认真学习、深入思考，并吸收

和融汇在自己的著述之中。

２０１２年１０月间，中宏来西北师大看我时又和

我谈到他当年写的博士论文的事。他说，四年来学

位论文一直挂在心上，未尝淡忘，不断思考着其中

的有关内容，总想把它作进一步的修改和完善，也

不断看书学习。在最近一段时间，结合学习和思考

所得，又增加了一章 “学习型社会：教育和社会发

展的共同目标”，作为 其 中 的 第 六 章。经 过 这 样 一

番思考增删和补充，决定以 《教育与社会发展研究

———基于文化和人的视角》这个名称付梓。他要我

为他的这本新作写一篇 “序”。听了中宏和我说及

的这些，我的内心是十分地为此感到欣慰和高兴，

也为中宏几年来致力于不断学习，以求更加完善而

付出的种种努力的敬业精神所感动。于是，我欣然

答应为其作序。

为了写 “序”，我花了两个月时间，不 断 地 翻

读中宏送来的这部书稿，面对着这些我曾不止一次

地看过，早已相当熟悉的文字，我多次想起了他当

年在西北师大就读的情景和他撰写这篇博士论文的

先后过程。一个对知识对学问深怀敬意，对教育学

的理论 知 识 抱 执 着 学 习、一 心 求 索 态 度，精 神 向

上、意志 坚 强、奋 发 有 为 而 又 为 人 正 派、心 地 善

良、思路清晰、思想开阔、专业功底扎实的勤奋好

学者的形象不时生动地出现在了我的脑际。的确，

在我的头脑中的蔡中宏就是这样的一个人。

就以这篇论文或说这部书稿来说，我以为中宏

从一开始就是怀抱着极其热情的态度的，他谦虚谨

慎、虚怀若谷、思考再三，是做到心中有数，做了

充分准备以后才确定了这个研究题目的。在整个研

究过程 中，他 搜 集 阅 读 了 不 少 有 关 书 籍、文 章 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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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经反复阅读、思考后才写出撰写提纲。我作为

他的导师，正是在这个基础上尊重了他选择的这个

题目。他在撰写过程中，更是表现得兢兢业业、一

丝不苟、十分认真，有关理论观点先后找我交谈交

流过１０多次，而由于他本身已充分具备撰写此文

的实力，如应有的知识理论基础，理解、处理有关

理论问题的学术水平和文字功底等，我也是相信他

能写好这篇文章的，尽管文章写得十分艰苦，也是

顺利并胜利地完成了。所以，可以说，他撰写的全

部经过，我不仅十分清楚，也表示过赞许，而对其

结果我也是肯定和满意的，认为是一篇有相当质量

和理论价值的良好作品。这些我以往说过的话、表

过的态，我觉得今天仍有必要在这里明明白白地再

说一遍，并以此来见证这本新著的形成过程。
教育是人类社会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基础。它是

一个民族及其文化发展、进步的一种根本的动力。
在历史前进的长河中，教育作为社会文明的重要手

段，为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正是

在这里，中宏准确地把握住了本书的内涵和主旨，
这是难能 可 贵 的。他 在 学 位 论 文 研 究 和 撰 写 过 程

中，首先发现了 “文化”和 “人”这两个基本分析

视点，并 且 确 定 了 “教 育———文 化———人———社

会”的研究框架，最终找到了 “教育是人类文化的

传承创新，教 育 就 在 文 化 和 人 之 间”的 “谜 底”，
科学地回答了 “教育是什么，教育在哪里？”这个

令人困惑的教育学基本理论问题。他提出，文化是

教育之根，教育以育人为本，深刻揭示了教育的深

层本质问题，这与我的教育本质观是一致的，我是

完全认同的。教育以文化为根、以育人为本。这也

就是我们师徒所共同持有的教育本质观。值得一提

的是，中宏在他的这本新著中明确提出：“教育是

什么？教育是人类文化的传承创新。教育在哪里？

教育就在文化和人之间。文化是教育之根，教育以

育人为本。在文化传承创新中培养人，正是教育的

根本职能和永恒使命”。这正是贯穿全书最为鲜明

的核心立场、观点和思想，也是本书最大的亮点和

看点。因为 在 我 看 来，教 育，文 化 是 根，育 人 为

本。
当然，教育和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问题是一个

大题目，而这里的 “教育”是指教育事业，做这样

一个有关教育事业和社会发展之间关系问题的大文

章，是不容易的，也是不难找出其中某些不足之处

的。因为其中确实也有不少问题在理论上不易讲清

楚，比如其中教育事业与社会政治的有关的内容就

是如此。去年，我在修订我的著作中也发现同样有

这个问题。同样有值得我在有关内容上作必要的调

整和修改的地方。所以，我在这里指出书中的某些

不足之处，实有愿与本书作者和读者共同思考有关

问题和共勉之意。
另外，鉴于社会发展在本书中是个关键词，对

社会发展的内容和涵义的认识极具重要意义。我在

这里还想把我的有关理解也说一说，藉作补充与参

考，并与作者和读者朋友交换意见、交流看法，以

求教正。在我看来，所谓社会发展，其内容十分广

泛，较难取 得 一 致 的 看 法，但 在２１世 纪 的 今 天，
人们已不难看清人类社会发展如下的一个普遍的趋

势：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变；从人治社会到

法治社会的转变；从臣民社会向公民社会的转变；
从一元社会向多元社会的转变。这四大转变是一个

三棱体的四个面，就是实现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的

转变以建设一个富裕的社会；实现从人治社会到法

治社会的转变以建设一个民主的社会；实现从臣民

社会到公民社会的转变以建设一个自由的社会；实

现从一元社会到多元社会的转变以建设一个文明的

社会，构 成 了 四 大 转 变 的 基 本 目 标，建 设 一 个 富

强、民主、自由、文明的新社会。这既是世界历史

发展的普遍趋势，也是人类社会进步发展的潮流。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必须顺应这一潮流，谈

论教育与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也不能不首先看到

这一点。因为这不仅是教育和社会发展之间的切入

点，也是教育事业的根本方向所在。

２０１４年６月６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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