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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从2001年春季到2003年春季在美国福特基金会的资助下，我和四位同仁沈红、刘云杉、吴凤玲和
李小敏分别在西南川滇黔三省的四个农村地区开展了“中国西南农村教育的社会文化建构”课题研究
。
该项目所指涉的“农村教育”是国家在农村推行的九年义务教育。
选择西南三省农村为田野点是因为该研究主要关注少数民族农村教育。
四个田野点的村民除了涉及少数汉族外，主要有纳日人、普米族、藏族、彝族、布依族、壮族、苗族
等少数民族。
这项课题研究主要采用了人类学参与式田野调查研究方法。
虽然在调查时间上，我们并没有达到通常人类学调查至少为期一年，即一个最短的社会周期的要求，
但在两次累计为期三个月或以上的调查过程中我们都是居住在村寨的村户中，并与受教育主体及其家
长和社区民众有着许多深入的交谈，对他们包括经济的和文化的社会生活有着较深入的观察和了解。
此外，课题组成员翁乃群对川滇的两个调查点以及黔西南的调查点或地区均曾开展过较长期的田野调
查。
沈红在其调查点的研究则持续了多年。
　　该研究与以往许多农村教育研究不同之处在于我们是以质性研究为主，量性研究为辅。
如果说以往农村教育研究更多地反映入学率、辍学率和完学率三个量化指标，我们的研究则主要关注
的是被假设的农村教育相关受益者，学生及其家长和社区民众是如何在他们的社会生活中赋予农村教
育以意义的。
不同于以往国内农村教育研究中充斥着“经济”视角和“客位”（etic）视角，该研究则更多地强调“
社会人文”视角和“主位”（emic）视角。
在调查过程中，除了与这些“受益者”有较多交流外，我们与当地村小的校长和教师，农村教育的最
基层实施者也有较多的交流。
研究中我们并没有采用结构性的问卷方式，而主要是在通过参与观察所获得的感性和理性认识基础上
，进而与村民进行开放式的访谈和交流。
采用此种访谈和交流方式的目的是克服以研究者为中心的研究倾向，促使受调查者主体性的充分表达
和发挥，减少研究者的社会文化偏见，以求更好地认识和理解被研究社会主体行为背后的社会文化理
性和意义。
在以往研究中存在着农村教育实践的两个主体，即国家各级教育机构及其成员的教育实施方，和受教
育者及其家长和社区民众的被实施方或被假设为教育的受益方，对被实施方文化和观念“落后”的责
怪往往多于对实施方及其教育宗旨、导向和内容的反思。
与上述以往研究倾向不同，本文集更多的则是对农村教育宗旨、导向和内容的反思和批评。
　　一些欧美学者在论述中国少数民族地区义务教育时，多将其视为国家建构过程，以及作为国家主
流文化代表的汉族文化对少数民族的同化进程。
事实上，这种现象并非是中国所独有的，而是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普遍存在的，具有全球性意义的现代
国家建设和国族建构的重要过程。
应该指出，在我国大多数少数民族自治区或州、县里，中、小学校不仅普及汉语教育，同时也推行少
数民族语言教育。
虽然民族国家被想象为现代国家（nation-state）的范式，但世界上真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凤毛麟角。
尤其在当今全球化背景下，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进一步推进，致使全球人口流动在数量、频率和
速度上达到了史无前例的程度。
随之也造成了少数原本在族群、语言和文化上较为单一的国家也日益多元化。
在多民族或多文化国家中，规定在学校教育中使用国语或官方语言便是国家建构的重要过程。
这一过程通常变成主流文化对非主流文化的强势同化过程。
在当今时空被高度压缩，人、物、资金和信息高度流动的全球化背景下，寥寥无几的民族国家也正受
到“外来文化”史无前例的冲击和挑战，如在国际上处于强势地位的英语在不断冲击着其他处于弱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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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置的语言。
在越来越多的非英语国家中，英语课程成为学校语言教育中仅次于国语的重要课程，甚至成为超越本
国国语的课程。
这种现象在中国也已变为事实。
在全球化过程中，以美国为主要代表的欧美文化正以前所未有的广度、深度和速度渗透到本土文化中
去，成为各国、各地、各族群或社群文化，特别是它们的城市文化再生产的不可或缺的“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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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村落视野下的农村教育：以西南四村为例》是一本关于农村教育的田野调查文集。
调查开展于2001年至2003年期间，田野点分别为川、滇、黔的四个包括汉族和多种少数民族的村落。
《村落视野下的农村教育：以西南四村为例》从村落的视角对农村教育的宗旨、导向和课程内容进行
了反思和批评。
五位作者以不同的写作风格，相异的分析框架．描述和探讨了城市与农村文化、汉族与少数民族文化
的巨大差异使长期以来以城市为导向的农村教育与农村社会文化的高度分离，以及难以适应为农村社
会文化发展培养人才、提供知识和技术资源的问题。
文集中五位作者的著述有一个共识——因地因时制宜，以农民、农业、农村发展为本应是推进农村教
育发展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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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翁乃群，美国罗彻斯特大学人类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研究员，主要从
事社会文化人类学研究。
　　自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对川滇边境纳日人的社会文化开展了深入的田野文化研究，并发表有《女
源男流：从象征意义论川滇边境纳日文化中社会性别的结构体系》、《公众领域家户化：纳日社会的
公众领域与家户领域及其社会性别问题》和《蛊、性和社会性别——关于我国西南纳日人中蛊信仰的
一个调查》等论文。
主编《南昆八村——南昆铁路建设与沿线村落社会文化变迁》。
曾在《读书》杂志发表过多篇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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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城市导向的农村教育对农村教育量化指标的质性思考城乡二元体制与外向型（精英型）农村教育精英
型教育的历史渊源和平民教育的兴起人观、宗教信仰、社会性别与农村基础教育结语村落知识资源与
文化权力空间——滇西北永宁乡拖支村田野调查引言从家屋到社区国家教育和地方性知识之间结语—
—从乡野到庙堂村落社会文化与国家教育——川西南泸沽湖镇一村小及其所在村落的田野调查乡镇、
村落与村小摩梭人及其文化村民的经济生活远嫁他乡与外出打工三村的教育状况三村教育问题原因的
探讨农村教育新举措的初步实践自上而下的村落经济发展规划与村民们的反应改善农村教育的思考与
建议贫困乡村教育的文化嵌入——黔西北石门坎的田野调查引言：一个贫困山村的文化景观关于调查
方法社区选择：石门坎经济地理和文化地理村民的教育程度学校困境和学生困境记忆：石门乡村教育
过去的辉煌记忆：穷人求学和穷人办学一个村庄两种教育现代教育在贫困社区的嵌村庄与教育——黔
西南一个民族混居村庄的田野研究进入研究村庄的人口与政府的管理如何走出去？
教育：出去的通道？
边地的文化谁在坐井观天？
乡村世界中教育的缺席中国乡村教育实践的检讨启蒙与回归：乡村教育中的精英实践公平或效率：乡
村教育中的国家选择谁的教育？
农民需要什么样的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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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村落知识资源与文化权力空间——滇西北永宁乡拖支村田野调查　李小敏　　2001年7、8月和11
月，笔者在云南宁蒗县永宁乡进行了为期三个月的人类学田野调查。
本文在这次调查的基础上，试图通过对一个村落的描述，关照在国家化和全球化的双重冲击下，乡土
社会以及地方性知识体系如何应对，以及此一场域中不同文化权力的互动。
此外需要指出，本文主旨并不在提供全方位的社区研究，而重在描述知识资源的分配与传承。
由于这是一个“进行中”的命题，所以我们的观察不可避免地要带上动态的色彩。
　　宁蒗位于中国西南川滇交界的偏僻山区，俗称小凉山。
民国初年废永宁土府、蒗蕖土州入永北县（1934年改永胜县），合并为宁蒗县佐，1936年11月升宁蒗
设治局，新中国成立后1952年改县，全称宁蒗彝族自治县，是一个多民族聚集的国家级特困县。
全县人口21.8万人，境内居住彝、汉、摩梭等12种族群，少数民族人口占总人口的78.1％，全县总面
积6025平方公里，分布在海拔1350～4510米之间，多为高寒贫瘠山区，山区面积占总面积的98.4％，具
有边疆、多山、多民族三位一体的特点。
该县以农业为主，基本县情是高赛贫困，到目前为止还有8万多人没解决温饱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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