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晏阳初的科普思想和
“
定县实验

”

周 孟 璞

内容提要 30年代 ,晏 阳初在农村科普方面提出了
“
科学简单化

”
和

“
农村科学

化
”
的口号,号 召并组织

“
博士下乡

”
,采 取

“
以表证来教习,从 实干学习

”
的方法。在

“
定

县实验
”
中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其基本经验 ,今天仍有借鉴价值。

关键词 晏阳初 农村科普思想 定县实验

晏阳初是世界著名的平民教育家 ,他领导的
“
定县实验

”
,举世闻名。他作为我国科普先驱在

科普上的贡献这一点 ,论及不多。现就这一问题谈一些个人的看法。

-、晏阳初的科普思想

科普是指通过各种方式把科学技术知识和技能、科学思想和科学方法等普及给人们,以 提高

人们的文化素质和思想素质 ,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其核心是普及科技知识和技能 ,功 能是提

高人的素质 ,目 的是发展社会生产力。晏阳初的科普思想很明确 ,他抓住科普的核心提出了
“
科学

简单化
”
的白号 ,我认为有

“
科学学通俗化

”
的思想。为了提高农民的素质 ,他又提出了

“
农民科学

化
”
的口号 ,并 明确指出目的是为了发展社会生产力。他说 :“二十世纪及今后世界最大的挑战是 :

如何应用现代科学推广到广大落后地区的民间。也就是如何将科学简单化 ,农民科学化。丬lI他 又

说 :“女日何把科学知识传播给广大农民,这是世界科学家面临的最大挑战。我们需要给农民一把打

开现代科学大门的钥匙。这就是简单化(容易教、容易学 )、 经济化 (不经济 ,学不起 )、 实际化 (不实

际 ,他不学 )·
·⋯·关键是科学要简单化 ,这是一切的一切。

”匚2]他 还说 :“只扌农民进行生计教育 ,是为

了有效地发展他们的生产力 ,改善他们的生活。
”E3彐 他又说 :“知识就是生产力帅 :。 他的这些论述 ,

充分反映出他的科普思想。正是由于晏阳初有着这样明确的科普思想 ,正确的科普观 ,因 此在
“
定

县实验
”
的实践中成绩斐然 ,至今对我国社会主义农村建设都有借鉴意义。

科普是人类科学活动的一部分 ,是要把科学技术交给人们 ,这的确存在着一个
“
简单化

”
的过

程 ,特别是要交给广大农民,就更需要
“
简单化

”
。晏阳初对

“
科学简单化

”
有着很精辟的解说 ,他从

农村建设的需要出发 ,向 农民普及科学技术 ,提 出
“
科学简单化

”
的口号 ,既是科普指导思想又是

科普方法。只有科学简单化了农民才能接受和运用。同时 ,他又从实际出发 ,把
“
简单化

”
和

“
经济

化
”
联系起来 ,更丰富了

“
简单化

”
的含义 ,即

“
简单化

”
包括了经济、实用。可以说 ,晏 阳初以

“
科学

简单化 ,农民科学化
”
为标志的科普思想 ,是对科普理论的一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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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定县实验

”
中的科普成就

晏阳初从 1929年到 1937年在河北省定县农村进行的平民教育与乡村建设相结合的实验 ,

非常成功 ,影响深远。这一套经验从 40年代向全国推广后 ,50年代以来又向第三世界推广 ,已 经

成为乡村建设的宝贵财富。晏阳初在定县提出的工作纲领是 :文艺、生计、卫生 1公 民四大教育和

学校式、社会式、家庭式三大方式。他认为四大教育是针对农民
“
愚、贫、弱、私

”
四大病源而下的药

剂 ;三大方式是用来推行四大教育的具体措施。
“
四大教育是连锁的 ,不是孤立的 ,要培养人民的

知识力 ,就不能不培植其生产力、健康力和团结力 ,这四种东西是相依为命 ,不是单刀直入所能达

到目的。
”E5]其 中的生计教育和卫生教育又是科普活动的直接体现。定县实验中的科普成就主要

体现在这两项教育之中。

什么是生计教育?平教会生计教育部主任冯锐教授说 :生计教育
“
以介绍及训练改进平民生

计所必需之知识技能为宗旨。
”匚6]又说 :“乡村平民生计教育用普及农业科学方法以达增加农业生

产之目的。
”E7彐 这就是说 ,生计教育是通过科普作为手段 ,以 达到增加农业生产、发展农村生产力

为目的。

科普是以科研为基础的 ,科普和科研的关系是普及与提高的关系。正如毛泽东所说 ,“我们的

提高 ,是在普及基础上的提高 ,我们的普及 ,是在提高指导下的普及。
”[:]定 县的科普经验正体现

了这种关系 ,从抓科研 (自 已进行研究或运用别人的研究成果)入手 ,到试验、到表证和示范、到推

广。在定县的生计教育中,这套科学方法运用得很成功 ,很有成效。下面转抄一段关于定县刘玉

田号小麦推广的成功事例 ,因为这段事实极其生动地展示了定县实验中的农业科普的作法和极

其显著的成就。
“
刘玉田是牛村一名 40岁左右的壮年农民,⋯ ⋯1930年 ,平教总会举办表证农家

训练 ,刘参加受训 ,选修
‘
作物选种

’
课程。毕业后 ,他感到一般农家在作物收获后再选大的穗留

种 ,或是在作物脱粒以后选子粒大的做种子 ,实在错误。应当有一定的标准 ,在 田里挑选 ,才可选

出真正好的种子。同时还可注意到田间生长期中,作物抵抗病虫害和耐旱耐寒抗风的力量。从此 ,

他决定实行大地混合选种工作。1931年夏 ,刘 玉田按科学方法在 zO多亩田里 ,挑选没有病虫、产

量大、成熟早、不怕风灾的无芒白小麦 ,共计 5000单穗。秋季播布于一亩大的种子区。翌年春夏 9

刘发现种子区的小麦苗整齐壮实 ,极少病虫害。当风灾过去 ,他又把合于标准且未被风吹倒的小

麦 ,挑选 500穗秋季播布种子区。1933年 ,刘玉田种的小麦高矮一致颜色一律 ,很少虫害 ,引起邻

人惊奇。当时有六户农家要求换种。刘毅然允许 ,大家共换去 38亩地的好麦种。1934年 ,平教总

会生计教育部又在牛村举办生计巡回训练学校。刘担任义务校长 ,召集村中青年农民受训 ,同 时

自己也按时旁听。并继续做小麦混合选种工作。是年夏 ,河北省北部小麦都染黄疸病 ,定县也不

例外。但刘的小麦病势非常轻微 ,麦杆也不干。消息传布 ,各村农民都成群结队前来参观 ,刘 玉田

当众说明选种经过。是年收获时 ,刘的麦田比一般农家每亩多收大斗二斗五升。并且有人拿他小

麦磨面试食 ,更得赞扬。从此附近各村都认识选种的重要。刘允许换种 ,共换去 11石 7斗小麦 ,

28家农户 ,播种 199亩 。同时 ,刘又将自己田地划出 7分 ,将从前他所有的很杂的小麦 ,分八种区

别种植、表证 ,任人参观。1935年 ,当 定县若干麦田病虫害及风害严重 ,刘 玉田的小麦仍挺立独

秀。收获后 ,刘的小麦比较一般的小麦重一斤。平教总会农场于 1935-36年 ,特将刘玉田小麦与

72号 白麦作比较试验统计 ,结果显示刘玉田小麦优于 72号 白麦。因将刘所有种子区小麦全数收

买 ,由 农场繁殖观察之用。并应金陵大学
‘
小麦试验合作

’
各地试验场的要求 ,分在各地播种 ,成果

极好 ,并定名
‘
定县刘玉田号

’。中央农业实验所严密化验结果 :认为是华北小麦珍贵品种。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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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刘玉田之外的表证农家还有牛村吴雨农家的鸡种改良,水磨屯李士秀家的谷子选种 ,东里

元孙育德的棉花选种等。

晏阳初曾经把
“
以表证来教习,从实干来学习帅 0」

作为
“
乡村改造运动十大信条

”
之一 ,充分

说明表证在生计教育中的重要地位。表证是定县生计教育中的重要科普方法 ,是农业技术推广中

的创造。关于表证 ,晏阳初是这样说的 :“在生计培训的基础上 ,挑选成绩好并热心农业技术改革

的农户,作为表证农家。以此作为当地农业推广的中心与农业经济建设的枢纽。通过他们的实地

操作、实际成果与现身说法 ,向 其他农民作表演示范。这样就把课堂搬到了农田.变书本教学为实

千学习。举凡理想之宣示、技术之传授、试验之证实、推广之实施 ,都可从表证教习来完成。帅 i∶

由

此看来 ,表证既包含了示范又比示范丰富。刘玉田就是典型的表证农户。其实 .表证农户有点像

现在的农村科技专业户 ,在 30年代的定县就能够达到这样的水平 ,真是难能可贵 :

在
“
定县实验

”
卫生教育中,卫生科普的成绩也是非常突出的。晏阳初博士和干教会卫生教育

部的同志们一起 ,主要抓住了卫生宣传和以预防为主这两个重要环节 ,至今农村卫生工作中这两

项仍然是重要的方针。他们在定县创造J眭地建立了三级农村保健网,是 由村保健员、区保健听和

县保健院自下而上组成网络。村保健员是二级保健网的基础。为培训村保健员 ,他 l门 傲丁大量的

卫生科普宣传教育。据陈志潜教授讲 ,七天的初步培训教学内容是这样安排的 :“第一天 .一股的

卫生资料 ,特别是传染病、皮肤伤破 ;使用杀菌剂 (如碘酊);洗澡洁身 ;洗衣除污 ;保护眼睛以防沙

眼等。第二天 ,喝煮沸过的水 ;接种牛痘 ;注射霍乱预防针 ;改建公厕、水井。第三天 ,复 习前两天

课程 ;逐个实习接种牛痘。第四天 ,清洁和消毒的知识 ;学 习保健箱内十种药的名称 ;吸鸦片的害

处 ;防止一氧化碳中毒 ;早婚的不利 ;豆浆的价值。第五天 ,实习保健箱 ;试验绷带包扎技术弓第六

天 ,复习五天来的课程 ,实习填写简单的出生和死亡表格。第七天 ,使用医药治疗和预防接种材料

的管理规定 ;治疗记载 ;送病人到区卫生所的安排。帅
z∶

从这些内容 ,可以看出村保健的主要任务

就是卫生宣传和疾病预防。由于他们是从本村平民学校毕业生中选拔出来的 ,所以为村民所信

任。他们进行卫生科普工作具有极强的针对性与可操作性 ,也易于被接受。

以预防天花的种痘工作为例 ,可看出三级保健网的实绩。他们首先遇到的是村中封建达信和

旧习俗。因此向农民反复宣传种痘的科学道理以排除迷信和旧俗 ,就成了重要的科普工作,他们

不仅口头宣传,还配合标语、图画、留声机、话剧等宣传工具和形式 ,力 求经济、易懂、实际。从

1930年建立研究区开始 ,进行四年艰苦细致的试验推广工作。在取得经验的基础上再向全县推

广 ,从而到 1936年消灭了天花。30年代能在一个县的范围内消灭天花 ,在全国是缒无仅有的。为

了预防肠胃传染病 ,他们改建了水井 ,保证饮水清洁。当时农村水井多数和地面一样高 .甚至低于

地面 ,各种污水都流进了水井中 ,污染了井水 ,极易传染疾病。经改进后 ,保证了井水的清洁.预防

了疾病。

定县三级保健网的技术力量是很强的。县保健院的医生多是留学回来的 ,或经过高级科学训

练的专家 ,他们负责全县卫生工作的规划和指导 ,联系各高等医学院校以向高科技水平发展。区

保健所的医生是高等院校医科毕业生又经过下乡工作培训的 ,他们接受县级医务培训并提出卫

生工作方案 ,还定期巡视及指导村保健工作。村保健员除接受短期培训外 ,还要经常接受区保健

医生的指导 ,并 向区、县做科学统计报告,但决不允许他们开药方。这是一支极科学的卫生队伍 ,

保证了高质量的卫生教育和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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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定县实验

”
中的科普经验值得我们借鉴

“
定县实验

”
中的科普经验十分丰富 ,至今值得我们借鉴。我认为以下两点是主要的 :

一是博士下乡。当时以晏阳初为首的一批博士深入定县农村 ,为农民服务 ,影响很大。当年

活跃在定县的科普战线上的科技专家们 ,如平教会前任生计教育部主任冯锐 ,是美国康奈尔大学

农学博士 ,广州岭南大学、南京国立东南大学教授兼乡村生活研究所主任 ;后任生计教育部主任

姚石庵 ,曾 留学美国 ,是北平商业专科学校校长 ;卫生教育部主任陈志潜 ,曾 在美国哈佛大学医学

院学习研究公共卫生学 ,原在南京任职 ;乡村工艺部主任刘拓 ,是美国艾阿华大学博士 ,北京师范

大学教授 ,等等。他们都是科技界的高级知识分子 ,学有专长 ,并 已在大城市里的科技岗位上担任

重要工作。他们到了定县农村做了很出色的工作 ,事实说明,他们走的是一条正确的道路。没有

理想、没有决心 ,要做到
“
博士下乡

”
是很不容易的。今天我们要搞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农村

建设 ,要搞
“
科技兴农

”
,十分需要更多科技人员到农村去。可是就我国农业院校培养的农业科技

人员而言,就有不少人不愿下乡。江泽民总书记曾经说过 :“科学技术人员是新的生产力的开拓

者。
”E1"农村建设就是要发展农村社会生产力 ,非常需要科技入才。我们希望有更多的科技人才 ,

特别是学有专长的专家 ,到 农村去 9贡献自己的智慧和力量。这里还要提到的是 ,“博士下乡
”
需要

有奉献精神。在 30年代的旧中国 ,晏阳初等一批博士 ,不为名 ,不为利 ,到 定县农村去 ,就是奉献 ,

为农民、为农村建设作奉献。这种奉献精神是很可贵的。颜彬生女士说得好 :“奉献精神是事业成

功不可缺少的因素。
”E11]“ 博士下乡

”
是和奉献精神分不开的。

二是领导者要有强烈的科技意识和明确的科普思想。晏阳初是
“
定县实验

”
的主要领导人 ,他

虽然不是学自然科学的 ,但他强烈的科技意识明确的科普思想 ,是非常令人钦佩的。他
“
不仅重视

科学、宣传科学 ,而且在平民教育运动中贯彻之。普及科学是他进行平民教育的重要 目标之
~。 ,,E151他

提出
“
科学简单化 ,农 民科学化

”
的口号 ,表现了他对科学具有深刻的认识。同时他还十

分重视科技人才 :信任他们、依靠他们。他是以 4C,即 能力(Comptence)、 创造力(Creauvity)、 奉

献精神(Commitment)、 品行(Chracter)为条件选拔人才的。我们前面讲到的博士下乡,这一批科

学家 ,是他亲自约集的 ,他委以重任 ,每人负责一个方面的工作 ,让 他们充分发挥他们的专长 ,发

挥他们的创造力。这是
“
定县实验

”
取得成绩的重要条件之一。

科学技术事业是一项伟大的事业 ,是现代化建设的关键。正当今天我们学习宣传科学技术是

第一生产力的时候 ,借鉴
“
定县经验

”
是很有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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