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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民众教育馆与基层社会现代改造》较为全面地考察了江苏民众教育馆对基层社会的现代化改造活动
。
作为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推行时间最长的一种官方社会教育机构，民众教育馆在改良民众文化、改善民
众生计、塑造公民观念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传统观点认为，抗战之前，政府的权力所能达到的边界止于县级，县以下的控制只能通过民间力量间
接实现，然而江苏民众教育馆模式表明，在政府基层力量捉襟见肘的环境下，民众教育馆以其
“权威”角色，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政府对基层社会的管理“缺位”。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江苏民众教育馆模式不失为改造基层社会的有效方式之一。

《民众教育馆与基层社会现代改造》由朱煜编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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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朱煜，1963年生，江苏扬州人。
历史学博士。
现为扬州大学社会发展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兼任全国历史教师教育专业委员会常务理事、中国教育学会历史教学专业委员会学术委员、江苏省历
史教学专业委员会常务理事。
主要研究方向为历史课程与教学论、历史教育史、中国近代社会教育史。
曾主持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江苏省社会科学研究基金项目、江苏省教育厅高校哲
学社会科学研究基金项目等10余项。
代表性著作有：《历史课程与教学论》《历史教材学概论》《走进高中新课改：历史教师必读》等。
在《电化教育研究》《课程·教材·教法》《教育科学研究》《历史教学》《历史教学问题》《历史
月刊》《历史教育》《清华历史教学》《扬州大学学报》等刊物发表学术论文50余篇。
研究成果多次获江苏省及扬州市社科优秀成果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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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本来，民教馆对于“展览”并不生疏。
早在民国初年，江苏省立南京民教馆（其时称通俗教育馆），即将展览视做与图书、讲演、体育并重
的主要活动之一，当时曾在馆内开辟三个展室，分别陈列相关展品，向参观民众进行解说。
不过，在南京国民政府建立直至“九一八”事变，民教馆的工作转向举办民校、流动千字课等民众文
化改良方面，传统的展览活动一度趋于沉寂。
“九一八”事变以后，知识界“救国教育”之声响彻宇内，促使民教馆重新发挥“展览”的功能，以
救国宣传性质的展览作为公民观念塑造的重要内容。
　　“九一八”事变后不久，1931年9月20日，江苏省立南京民教馆召开第一次全体抗日会议，决定组
织南京民教馆反日宣传委员会，推选赵光涛、刘维新、孙辛白、张薰南、范云史等五人为委员。
在22日举行的反日宣传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决议布置反日宣传中心展览室，并分工设计陈列。
随后，在该馆科学部、推广部、总务部等各部共同努力下，迅速建成中心展览室。
展览室的展品内容，分图画、统计、书籍等类陈列。
陈列的统计图表有40余幅，详细绘制了日本在东北的政治、经济等各种侵略活动；向国货陈列馆商借
的东三省农产品320件也在此陈列，以示东北出产的丰富；舞台上以木板制作了模型，表现日本人屠杀
中国同胞的惨状；从剪报搜集来的日军暴行照片200余帧，悬挂在展室墙壁四周，以期引起民众的注意
；各种中日问题及东北问题的书籍40余册，亦一并陈列，以作为关注中日问题者的参考。
从举办者的介绍看，中心展览室的陈列内容琳琅满目，来馆参观者也“乐于浏览”。
　　几个月后，即1932年5月1日，省立南京民教馆又在该馆的小剧场里面布置“国耻展览室”。
该展室的展品，按照相关主题分别陈列，共分成几个区：一是“五三区”，悬挂“五三”惨案中日本
屠杀济南同胞的各种惨状，以及“五三”惨案中的烈士画像等；二是“五九区”，悬挂《二十一条》
全文，讽刺画若干幅，以及袁世凯画像，并附陆、章等人像于其旁；三是“五卅区”，悬挂“五卅”
帝国主义在上海屠杀事件中的各种图说数十幅；四是“最近东北区”，悬挂“九一八”之后东北遭日
寇入侵的惨景，以及东三省交通、物产各种图表；五是惨劫中的淞沪区，悬挂日寇侵略上海屠杀烧毁
情形的画片，以及中国军队抗日血战的照片共千余幅；六是国耻研究区，陈列关于中国60年来外交失
败的各种记述，以及相关各国的国势、国际情形等研究书籍数百种；七是雪耻自救区，悬挂指引自救
方式的四幅图画，分别是“同胞要组织义勇军”“同胞不要买日货”“同胞不要与日仇合作”“同胞
要齐向日瞄准”；八是特种兴奋区，该区台上表演日寇屠杀中国同胞的情景，台的两侧分别题写“铁
血泪”“民族魂”，上方一周悬挂抗日标语，上书：“冲上前去，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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