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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学与农民教育: 1950 年代山西农村社会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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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传统社会的冬学主要是在农村进行识字教育与思想启蒙。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希望通过多种
渠道推广农业生产技术来提高粮食产量，故对广大农民群众的教育问题给予了重点关注。因此，冬学不
再是单一的文化教育，其更加注重农业技术的普及教育，把培养农民正确的生产观、提高农业生产技术
作为冬学教育的主要内容。在具体实践中则是通过新技术替代传统生产方式，进而实现对农民传统思
想观念的改造。1950 年代开展的以思想教育与农业生产技术教育为主要内容的冬学为研究新中国成
立后传统农村社会改造提供了技术—思想—社会的新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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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 年代新中国成立伊始，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成为国家面临的首要任务。在制度层面上，
国家先后通过土地改革和农业合作化实现了农村生产关系的巨大变革，激发起广大农民积极生产
的热情。在实践层面上，国家希望通过多种渠道推广农业生产技术以促进农业丰产丰收，作为农
村社会中文化传承的重要方式的“冬学”即是其中主要渠道之一。冬学是中国传统乡村社会在冬
闲时节民众自发性学习的一种方式，关于“冬学”一词最早的记录是宋代陆游在其诗《剑南诗稿·
秋日郊居》中写道: “儿童冬学闹比邻。”直至抗战前，在广大农村地区一直有农闲时节办冬书房
的习惯，“打锣上学，念书识字”“天寒地冻把书念，水暖花开务庄农”等农谚从侧面反映出当时
开展冬学的情形［1］。抗日战争爆发后，冬学成为山西各根据地民众教育的一个重要载体。“据
统计，晋绥边区 1940 年共设冬学 3116 所( 19 县 ) ，平均 1 个行政村有 2 个冬学，入学人员共
178182 人( 19 县) 。”［2］新中国成立后，冬学不再是实施单一的文化教育，在为广大民众传授知
识的同时，冬学更加注重农业技术的普及应用教育，把培养农民正确的生产观、提高农业生产技
术作为冬学教育的主要内容，冬学成为在广大中国农村“教育群众进行生产的学校”［3］。华北人
民政府在《一九四九年冬学指示》中，明确强调将生产教育作为当年冬学的中心任务之一，从而
“进一步提高群众的政治觉悟，鼓舞群众生产建设的热忱和信心。”［4］冬学曾在 1950 年代农民生
产教育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目前冬学的相关研究多集中在识字、扫盲、社会教育等方面，尚未
有关于冬学与农业生产教育的研究。本研究通过收集新中国成立后国家有关于农村冬学政策的



工作指示、决议、实施纲要、《人民日报》等文献资料①，结合地方冬学教育档案以及农村合作化等资
料①从宏观与微观两个角度全面细致地探究新中国成立后传统冬学在农民生产观念、农业技术推
广和农业生产发展的影响与作用，并以社会文化的视角来考察国民教育与新中国农村社会变迁的
一种关系。

一、1950 年代山西的农业生产与冬学建构
1950 年代新中国成立初期，不少群众对革命胜利后国家发展前途缺乏清醒的认识。尤其是在

土地改革后的农村，不少人因怕“冒了尖”“招风”而不敢发展生产。以山西省太原郊区农民为例，
“一部分中农和富裕中农生产情绪不够稳定，怕政策变，怕生产冒尖增加负担。”［5］有的农民担心经
济富裕了会被斗争，甚至出现了“别多生产，有了就吃点”的言论。农村各阶层中，“不但中农不敢
多生产，就是翻了身的贫农种地时也不愿多上粪”［6］。即使在革命老区的一些农村，也存在农民不
愿对生产多投资的情况，“粪已上足了，粮已打够了，到份了。早起圪塔地蔓 ( 即玉米饭和山药
蛋) ，晌午老瓜( 南瓜) 焖饭，黑夜豆面稀饭，行了。”［7］“对于农业敢不敢再发展，如何发展的问题，
农民的回答是‘一碗水’，即维持现状。”［8］还有一些农村存在着“割韭菜”的思想，“把自己的生产
生活保持在一定水平，认为太低了不好，太高了又怕被共产。土地有了，劳力有了，有饭吃了，三十
亩地一头牛，老婆娃娃热炕头”②。据 1954 年统计 21 个省 14334 户农家资料显示，土改结束时有
48． 7%的贫雇农上升为中农，49%的富农下降为中农，由此农村中的阶层以中农为主［9］，“翻身、分
田、娶妻、生子”成为许多农村新中农的目标。“生产不节约，劳动不致富”甚至成为一些地区新中
农的普遍现象，这种现象严重阻碍了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

在广大农村社会中，农民不但要面对缺乏新社会相关知识的现实，而且要面对农业生产技术
落后的现实。由于长期受到传统土地所有制的束缚和战争的影响，新中国初期农业生产仍然停留
在传统徒手劳动水平，生产工具严重短缺。“在山西省五寨县东秀庄，全村徒手劳动与使用小农具
劳动在总劳动日中占到 70%以上。”［10］“在各个老解放区，犁、耧、耙齐全的农户只占少数，水井、水
车、大车、小车都不够最低的需要。”［11］土地改革后，农民虽然分到了土地，但是由于缺乏技术、工具
及资金，农业生产水平依然不容乐观。在山西太原北郊后王村“大多数农民虽然有了自己的耕地，
却缺乏牲畜、马车、水车、犁耙等生产工具和资金，生产条件依然很差。有二十多户贫雇农有土地
而无力独立进行生产。”［12］

农民的消极态度与落后的农业生产方式已不能适应国家对农业快速增长的需求。1949 年 12
月中央召开了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次全国农业生产会议。会议指出“中国目前还是一个以农业经
济为主体的国家，农业经济占整个经济比重的百分之八九十，恢复和发展农业经济，在当前是极其
重要的。”［12］与此同时，对农民的教育也提上了日程。政务院在开展关于农民业余教育的一份文件
中提出，“有计划、有步骤地开展农民业余教育，提高农民的文化水平，是当前文化建设的重大任
务。”［13］“1950 年 9 月 20 日召开的全国工农教育会议明确工农教育的基本任务是以识字和学习文
化为主，同时学习政治时事和生产技术。”［14］其后，随着冬学在全国范围的开展，教育部还就冬学工
作做出专门指示: “国家大力提倡在冬学中发展互助合作、改进农业技术、提高粮食产量等三项教
育内容。”［15］

传统冬学主要是由民间自发进行的。在抗日战争期间，山西根据地政府对冬学进行了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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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山西省农业合作化史编委会《山西省农业合作化史 互助卷》，内部图书，1996 年，第 631 页。



开始有组织地进行冬学教育。新中国成立后，冬学教育被纳入国家的教育体系中，使冬学成为以
农业生产教育为中心的农民教育活动。冬学教员一般是经政府教育部门进行农业技术培训后派
出。在冬学准备阶段，各地都会对选拔的冬学教员进行集训，并研究教学方法。在 1950 年冬学教
育开展之前，“山西省四个专区共训练 7217 人。平原省①莘县、济源、辉县、单县、博平五县共训练
1056 人。”［16］这一时期各地“冬学教育内容以耕作、选种、施肥、防除病虫害为主。各区根据当地气
候与作物的不同，结合实际情况与群众要求，有重点地进行教育。在训练结束时，每个学员都订出
了回去以后的工作计划，要在春耕以前结合春节活动和冬学开展宣传，召开小型座谈会等，准备把
这次学得的东西告诉给广大群众。”［17］

各省、市还通过举办农业干部技术训练班的形式，间接地为冬学培养生产技术教员。以山西
为例，山西省从 1949 年底至 1950 年初分别在太原市、长治、翼城、兴县、临汾五地组织第一期农业
干部技术训练班，历时一个多月，共“培训学员 582 人( 其中有专署农业科员和县农业科长 4 人，县
农业科员 94 人，区农业助理员 319 人，村干部及劳动英雄 165 人) 。训练内容以耕作、选种、施肥、
防治病虫害为主，各训练区根据当地气候与作物的不同，结合实际情况与群众要求，有重点地进行
教育。如兴县区着重家畜防疫;临汾、翼城区以斯字棉、金字棉的栽培法为主。此外，各区都联系
了历年来的生产经验，学习了领导、组织和奖励生产的各种政策与方法。”［16］训练结束后，每个学员
把所学内容通过春节活动和冬学向群众宣传、讲解，成为冬学生产教员的重要补充。

农民教员是解放后政府推广农业技术的一支主要力量，他们经过一定的技术培训后，在冬学
生产教育中发挥了“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积极的作用。许多农民教员“既要把外来的先进经验
介绍到群众中去，又要用先进的农业科学，把农民群众，特别是老农老圃的增产经验加以总结，在
条件相同的地区推广。”②由于在冬学中大力提倡新、旧生产技术的互助互学，所以将先进技术与地
方经验结合也是农民教员工作的重要方面: “今后组织青年学习农业技术，应该把重点放在学习先
进的农业技术上，同时也必须十分重视老农的操作技术和增产经验，并应切实按照因地制宜、抓增
产中的重要关键、边学边做、逐步提高等原则去进行。”［18］

此外，中央各部委开展的各专项培训，也为冬学提供了师资支持。如农业部 1952 年开展秋冬
两季防治农作物病虫害工作，举办病虫害专业干部训练班，逐级开展技术传授，确保“每个病虫防
治站应巡回训练基层合作社干部和农村生产积极分子至少 200 人，通过劳动模范会、技术座谈会、
巡回展览、冬学等，广泛宣传防治病虫害的技术。”［19］

国家为以冬学为中心的农业生产教育活动提供了必要的经费支持。教育部在《关于开展农民
业余教育的指示》( 1950 年) 中指出“农民业余教育的经费，应以依靠当地群众自行解决为主。必
要时得由县教育经费项下拨出一定数目，予以补助。各大行政区、省、市人民政府，应拨出一定数
额的经费，专作农民业余教育重点补助与奖励之用。”③1952 年华北行政委员会在《关于冬学运动
的指示》中再次强调“冬季民校灯油、烤火、办公费及教师之补贴等，可根据各省( 市) 乡( 村) 镇地
方财政规定解决。”［20］在山西的一些农村“冬学经费由社公益金或由农业税附加百分之四内解
决。”［21］“训练教员、教员所用课本与上课时灯油粉笔等项费用则从地方教育经费下拨。”［22］

冬学经费来源还有一部分是以群众自筹方式解决。自筹部分包括群众上冬学所使用的课本
及烤火费用。在山西“老区很多村子，不等冬学开学，就修建校址，购置课本，自动搞生产解决冬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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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原省设于 1949 年 8 月 20 日，辖河北、山西、河南各一部，1952 年撤销，分别归入河南、山西。
资料来源:中山大学经济系《我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文件选编:农业部分》，1974 年，第 110 页。
资料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工农教育司编《工农教育文献汇编:农民教育》，1979 年，第 18 页。



经费。”［16］有的村子还通过还工的方式给教员发放报酬，“义务教学还工问题，是经过学员自己讨
论解决的，开始决定教一天顶三分，三天顶一工，统一由男学员还工。妇女李巧鱼提出:‘我们妇女
也要还工。我们不能做重活，挽苗锄草都能行。再说振武同志( 教师) 没牲口，有驴的给他送粪，磨
面也能顶工。’这样解决，男女学员、义务教员都满意。”［23］

政府合理安排时间是顺利开展冬学活动的一项重要保证。季节性是农业生产最基本的特征，
山西农民有从每年三月中旬开始春耕到十月下旬粮食收割入仓劳动的传统，一年大体上可分为三
个时期。每年三月中旬到五月中旬是春耕育种的时间; 每年五月中旬到七月下旬农民不仅要锄
地，同时还要收麦打场、整理茬地，并播种晚秋作物;八月中旬至十月下旬则开始陆续秋收、种植冬
小麦，春耕秋收是农活繁忙时期。相比之下，农民一年中最清闲的时期，是从十一月中旬粮食颗粒
归仓后至第二年的三月中旬，这一时期昼短夜长，一般群众除了开展积肥或副业生产外，基本不从
事田间劳作，因此农村历来有“冬闲识字”的传统。

新中国成立后，农村冬学根据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因人制宜、因时制宜，灵活运动”［4］的精神，
与农业生产季节特点相结合，主要集中在农闲时间大规模进行。根据对山西平定等几个区的调查
显示，农闲时期农民每天的学习时间维持在“二至三小时，部分有条件的还可延至半日”。为了避
免出现“冬闲扫盲，春忙收场”“冬天学一阵，三季不过问”等问题，各地根据农民生产需求，安排冬
学活动，“在山西榆次县，1956 年春耕开始后，因人、因地、因时地组织学习，并不断地根据具体生产
情况调整学习时间，如三日制、隔日制、午休学、晚上学等。这样既满足了不同生产、不同条件学员
的学习需求，也保证了教学的效果。如北焦彭等村，在开学后遇到临时的大忙，就改为隔日制; 南
刘李村采取了缩短课堂教学时间与组织田间复习相结合的方式。由于采取了灵活措施，基本上解
决了农忙期间劳动强度大，业余时间少的矛盾，达到了放慢进度，保本生息的目的。”［24］有的地区在
春耕开始后将冬学转为常年民校，继续开展识字和农业技术学习以保障农业生产技术供给。农忙
时期，“除生产紧张时需要适当放假外，农民每天学习时间一个小时至一个半小时”［25］。由于学习
服务于生产，这样既不妨碍生产侵占农民生产时间，又满足农民生产的技术需要，保证了“生产学
习两不误，生产学习两胜利。”①

二、以生产教育与农业技术普及为中心的冬学
新中国成立后，随着土地改革的进行，各地群众的生产积极性被激发出来，广大农民有进一步

发展生产、提高生产技术的客观要求，与此同时，由于农民对新社会有许多模糊和错误认识，所以
对发展农业生产顾虑重重。因此，1950 年代冬学的生产教育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即生产的思想
教育与生产的技术教育。

面对农民传统的保守思想，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都着力希望通过冬学来为农民灌输新思
想、塑造新思维。中央政府号召“冬学和农民业余学校的工作，应加以整理指导使其经常化，以便
利用农闲时间对农民进行时事、政治教育和文化教育( 如读报识字等) ，在教育中要密切结合爱国
增产节约和民主建政、生产互助等政策教育。”①华北人民政府在《一九四九年冬学运动实施纲要》
中明确规定生产教育的首要内容是“生产的思想教育，使群众了解我们的建设目标是实行工业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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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资料来源:山西省农业厅《当前扫盲工作的情况、问题和今后意见———21 个县的扫盲工作检查报告，芮城县农民
业余教育会议关于 1956 年工作总结—1957 年工作实施计划的报告》，山西省档案馆，档案号: C61 － 5 － 228。



与农业机械化，只有农业发展，工厂才能获得原料及粮食。”①中共察哈尔政府②在 1949 年开展农村
冬学工作中强调其具有的重要意义: “在于提高群众觉悟程度和文化生活，以保证冬季各项工作任
务的胜利完成，并给开展明年大生产运动打下稳固的思想基础。”③察哈尔浑源七区贾庄村开渠时
组织读报读些劳动模范的故事，大大地提高了大家的积极性。不少群众说: “报纸上登着到处在建
设的消息，修铁路呀，盖新房呀，开矿山呀。咱们努力开渠，也是参加了建设，好好干吧。仅二十多
天，他们就开了一道一千三百五十多丈长的大渠，夏季浇了二十五顷六十亩地。”④“平原省据各地
经验，组织南旺、寿张等县灾区群众学习时，以实际生动的事例耐心地启发群众组织生产，打破以
往吃不上饭不学习的思想;与此同时，学习组织和教育内容与生产情况和群众要求紧密配合;并加
强领导，多作具体帮助，抓紧督促检查，使生产与学习相互推进。”［26］此外，在文化课与技术课的基
础上，许多地区冬学还适当地加强了政治课的教育，“通过讲解时事与政策，提高广大农民群众的
社会主义觉悟，加强社会主义前途远景教育，拥戴党和国家的中心任务，鼓舞生产热情，从而有力
地推动了各个时期中心工作的顺利完成。”［4］

中国传统农业耕作方式因循守旧严重阻碍了农业的生产发展，1950 年代，传统冬学成为宣传
普及农业新技术的一个重要阵地，通过生产技术教育推动农业技术改良，达到改变农业生产落后
的目的。1949 年 12 月 15 日共青团中央《关于农村青年团冬季工作的指示》指出: “冬学应做好生
产教育，要使青年了解农村经济发展的方向，懂得种植工业原料作物的道理，进行生产技术知识的
教育。邀请有经验的农民及劳动英雄讲农作经验，应组织青年参观农业机器和农场，参观工农业
展览会，青年应以自己学到的东西，向群众进行宣传，并帮助家庭做生产计划。”［27］农业部发布的
《冬季工作指示》中也明确强调，“各地在农村冬学中应进行爱国丰产教育，宣传新民主主义社会农
业发展的前途，并把当地最重要的生产技术常识编入冬学教材。”［28］水利部在《关于加强冬季农田
水利工作指示》中要求各地利用“农村冬学和召开群众大会、座谈会，宣传灌溉效益，交流群众中的
灌溉经验，传授水利技术。”［29］

在各地冬学教学中，选种、田间管理、防治病虫害等农业技术被因地制宜地作为生产教育的主
要内容。“察哈尔省浑源七区贾庄村利用报纸向群众宣传浸种常识，群众消除了顾虑，都自觉进行
浸种、选种，大大减少了莜麦霉病的发生。群众都欢喜地说:‘从前没有人给讲解，现在可好啦!’据
统计，全村 397 户中有 321 户进行了田选。秋收大忙时，全村都实行了随割随耕、边收边打。仅二
十多天，全村即耕地 4866 亩，占全部土地的 48%。”①“山西省榆次县六堡村的冬学根据当地农业
特点，重点讲解了增产、温汤浸种、防止麦苗黄疸黑疸等知识。”［30］“在平原省温县灾区的很多村
庄，冬学以生产经验作为课程内容。王庄冬学组织学员们交换冬天经营副业的经验，开展了多种
多样的副业生产，帮助群众找到了生产门路。”［31］

在冬学活动中，一些村庄专门“邀请农业专家及劳动英雄、生产模范给群众讲解保护与发展牲
畜、兴修水利、改良农具、品种、增加肥料及防治病虫害等农业科学知识与改进生产的经验……教
育群众增加生产的技术知识。”［4］这一活动受到群众的欢迎，许多农民通过学习掌握了简单、易行、
实用的农业生产技术。“如南渠乡上义峡村学员学习了人工授粉、发动了男女学员 85 人人工授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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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山西省农业厅《省百人检查团赴榆、忻专检检查组调查材料》，山西省档案馆，档案号: C61 － 5 － 228。
察哈尔辖今河北省西北部、山西省北部，1952 年撤销，分别并入河北、山西。
资料来源:山西省农业厅《省百人检查团赴榆、忻专检检查组调查材料》，山西省档案馆，档案号: C61 － 5 － 228。
资料来源:山西省农业厅《华北局关于工农业余教育工作指示及对山西扫盲工作检查情况的报告、通报》，山西
省档案馆，档案号: C61 － 5 － 14。



50 余亩。南常乡八一社，经过积肥技术和肥料效能学习后，改变了以往下一样肥料，养分不足的缺
陷，发动社员改进积肥技术，今春共积堆肥、圈肥、混合肥料 7200 余车，使全社 1000 余亩棉田，有了
全面养分的肥料，对保证今年棉花增产起了极大作用，诸如此类典型范例不胜枚举。”［28］很多群众
通过冬学学习反映“只要我们认真地把李顺达、曲耀离等的先进经验推广开来，就可以在农业方面
为国家创造大量的财富。”［32］

三、农民教育与山西农村劳动文化变迁
冬学生产教育有效地消除了群众对新社会发展前途的错误认识，使积极生产成为主流。“由

于大批文盲学员摆脱了文盲状态，襄汾县南刘无青年文盲村的群众在生产战线上起了相当作用，
高银海在冬学结束后，担任了本村的突击队长和劳动组长，护夏时在他辛勤领导积极工作下，夏收
中没有发生过任何事故，并抢救了 2500 多斤麦子，麦假中还领导全组坚持了地头学习，巩固了学习
成果，并被评为劳动学习模范，他领导的生产组也评为模范组，柴爱芝、陈其香不只是识了字，而且
提高了思想觉悟，被群众选为副乡长和妇联主席，梁九如毕业后担任了团组织委员，发挥了政治积
极性和生产热情，经常主动地找材料写黑板报和广播，并改变了过去不积极劳动的作风，夏收评模
时评为一等模范。”［33］平原省南旺、梁山、鱼台、温县、寿张等县灾区的很多村庄，冬学用“能干啥就
干啥，不要图大利;只要手不闲就饿不着的道理，启发群众的生产情绪，调动起群众买牲口搞运输、
合伙养猪的积极性，甚至连老人和孩子都自觉参加打头网、拾柴、捡粪等。”①在山西省榆次县六堡
村，冬学生产教育普遍提高了农民的生产情绪，妇女也打破了传统惯例，开始参加了劳动生产。群
众反映: “俺们今年可红火哩! 一早一晚上地的人就像是赶会一样。这是几年来没有的事情。”①

传统农村社会中，生产经验基本是通过师传徒、父传子的方式传承，这就决定了经验的保守性
以及传授者与被传授者之间的局限性。农村社会中对经验的认同，实际上就是对一种社会关系的
认同。这种社会关系具有排他性，一般来讲技术传男不传女，因此，女性不能介入到生产当中。可
以说，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造就了传统小农“父传子”“师传徒”“教七分，留三分”的保守传承方
式。历史和现实环境决定了新中国冬学的生产教育首先需要打破这种传统技术传播的局限性，把
一些老农，特别是“老把式”总结出的耕作经验即“土办法”或“土技术”推广开来，提高一般农民的
技术水平，同时结合群众生活实际，联系已有经验，使群众经验上升到科学水平上来，从而提高群
众的认识，推广现代科学技术。这与国家提倡“要因地制宜大力推广先进农业技术，认真总结推广
当地的生产经验，并注意培养生产队自己的农业技术人员 ”［29］的教育方针是一致的。因此，在生
产教育实践中，冬学主要是根据群众需求，采用多种多样学习形式，从实际出发组织农民学习，并
采取试验、讨论对比等灵活多样、有效的方法来进行教学。

我们以冬学试验法为例来就上述问题进行探讨。试验法因其直接明了、简单易懂，成为冬学
生产教育中普遍采取的方式之一。“在昔阳县大瓦邱村，教员讲授温汤浸种时，有人担心烫死种
子，还有的群众嫌麻烦而不愿浸种。针对部分群众的顾虑，教员动员一些有浸种经验的学员以亲
身经验进行示范教学。学员秦富长以大家熟悉的豆芽为例，启发道:咱吃的豆芽，就是在热坑上生
的，可没烫死。王英以自己作现身说法: 我是用二碗开水，一碗冷水，在锅里实验，三天半就出芽
了，没浸的得五天。经过具体事例的教育，全村有 90%的人家浸了种，明白了温汤浸种能杀菌的道
理。”［4］与温汤浸种情况类似的还有病虫害防治。“1954 年曲沃县董堡村棉花产生了棉蚜，冬学讲
了治棉蚜办法，学员们带头用六六六药粉展开了灭害虫运动，保证了棉花的丰产。群众懂得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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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的好处，形成良性学习新技术的风气。”①同样是在董堡村，冬学中经常将新技术与试验相结合
来帮助群众提高棉花的产量。“课堂上讲了曲耀离、吴春安的密植种棉丰产经验，农业社领导群众
经过反复讨论，进行了试验，得到了丰产，每亩产了 85 斤皮棉，比过去增产 25 斤，副社长姜占文海
光荣地出席了省的劳模大会。”［34］

除试验法外，还有漫谈法。漫谈法就是冬学以村为单位，组织、发动农民总结自己的生产经
验，通过群众之间互相交换经营与耕作经验，达到提高生产技术的目的。“昔阳县在准备春耕阶
段，许多村庄鼓励农民增加投工、勤施肥、精耕细作。但在翻地时，王寨村有的群众因土壤里有石
子，怕翻了地墒不好，不耐旱。针对这种情况，教员发动学员在冬学展开了讨论，通过漫谈使大家
认识到，要想多打粮，就得多下工，多翻地。地是越翻越好。咱这地方石粒多，不耐旱，更得讲究技
术。翻得浅些，能养墒。下种时，正好种在湿土上。五天后，全村翻地 700 亩，占全村应翻地的三分
之二。”［35］以上事例从技术层面上进行讲解，群众乐于接受，浅显易懂的冬学教学方式直接推动了
新技术推广，实现了农业作物增产和丰收。

据地方县志记载，近代山西蝗虫灾害频发，沁水县接连在崇祯三年( 1630 ) ，崇祯四年( 1631
年) 发生蝗灾。清朝康熙三十年( 1691 年) ，曲沃县“夏大旱，秋七月蝗，雹，疫，淫雨，饥”。康熙三
十一年( 1692 年) ，夏县发生蝗灾，农业减产“先年蝗，大荒，是年春大饥，死者不可胜纪”。乾隆二
十五年( 1760 年) ，和顺县爆发蝗灾，“上年秋霪雨，蝗蝻，本年大疫，大饥，斗米钱五百”。咸丰九年
( 1859) ，垣曲县七月发生蝗灾，此后瘟疫接踵而至。在中国传统社会，农民长期把蝗虫认为是“神
虫”，蝗灾是“天灾”，所以一遇到虫灾就四处磕头拜神。新中国成立前，山西史志中记载的蝗虫祭
祀的八蜡庙、虫王庙和刘猛将军庙等庙宇有三千多座。随着农民文化知识水平的提升和农药灭虫
技术的推广，农民对“神虫”的思想认识也发生了重大变化。1951 年，山西省太原市南郊南街、王
郭村、小站村等十余个村子两千余亩稻田发生蝗灾，当地政府组织群众用六六六药剂扑灭了蝗虫。
农药在消灭蝗虫发挥出的作用使农民看到不再求神也能消灭害虫，在山西农村田间地头的祭拜
“神虫”的八蜡庙、虫王庙和刘猛将军庙也随之消失了，杀虫剂、生物防治等技术的应用使农村社会
很快替代了传统社会中烧香、拜神祈祷丰收的习俗。类似的社会文化变迁还有一些传统的民俗活
动也由于技术的介入而被赋予了新内容。“踩街”是太原郊区农村每年阴历六月十五迎神赛社时
表演的一种秧歌，其历史由来已久，表演者自编自唱，风格独特，而解放后这一娱乐方式被看作技
术进步的标志，即当有新式农具试制成功时，“踩街”便成为全村人主要的庆贺方式。

冬学培育了民众文化教育与生产实践相结合的新观念。“范家堡冬学结束后召开了春耕生产
动员大会，他们就结合‘春光好’等范文，对学员进行了抓紧生产的教育，群众深刻了解了一年之计
在于春和人定胜天的道理，启发了群众积极进行了整地、耙地、积肥、送粪等春耕准备工作。”［33］平
原省林县“泽下村及郊村冬学结束后，村里组织了老农技术研究会以满足群众技术种田的需求，研
究会由村里劳动模范、生产能手、义务教员、小学教员、宣教委员等组成，选出一个技术能手为主
任，一个植棉模范为副主任。老农技术研究会先结合当前生产研究如何种棉花、怎样施肥与防治
病虫害等方法，再根据有关的课文进行教学，学员学习后到家里或饭市 ( 群众吃饭的地方) 上宣
传”②。改进生产技术的事例也随时出现，例如昔阳县思乐农民过去认为“种在地，收在天”“种地没
巧深弯腰，头上汗水往下流”，现在他们相信了人工授粉，改良土壤，药剂拌种等科学耕作技术，“去
年全社六百二十亩玉米，已普遍推行了人工授粉，获得了增产。这个村里的农民认识到学文化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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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带来四快:劳动算账计分快，学习技术快，国家大事懂得快，小两口恋爱通信快”［29］。
冬学生产教育通过技术传授，不仅推动了技术在生产中的应用，更重要的是在民众的观念中

植入了国家发展生产的新观念，并进一步成为农村生产发展的真正动力，推动了农业生产由经验
支配型向技术应用型的转变，对中国农业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四、余论
1950 年代开展的农民教育是以传统乡村社会文化冬学为切入点，通过政府制定和推行的相关

政策，围绕农业技术普及、生产新观念的建构，将束缚在农民日常生活中旧的文化思想体系打破。
新冬学使传统社会中不识文字、不问政治的农民群众的思想观念、文化水平、生产技能都得到了提
高，在生产教育实践中，新冬学摸索出一条思想教育与生产教育相结合的教育路径，这种行之有效
的方式与之前的冬学有本质上的区别。新中国成立前，老解放区曾普遍设立村技委会( 技术委员
会) 负责新技术的推广工作，但由于忽视思想教育，使技术推广流于形式，没有起到提高农民生产
技术的作用。相比之下，新中国成立后的冬学生产教育在改变传统生产经验传承的保守性、有效
实现技术供给的同时，引入生产的思想教育，并以思想教育为先，改变群众因循守旧的观念，培育
起民众学习新技术、应用新技术的意识，带动农业生产由传统向现代转型方面“起了巨大的作用并
已有显著成绩”［33］。但是，由于冬学生产教育持续时间长，涉及范围广，参与人数多，所以也不可
避免地出现了一些问题。第一，因为中国农村文盲基数较大，小农意识根深蒂固，而农业生产教育
是在一定文化基础上进行的，所以在一些地方的效果并不明显。第二，由于师资缺乏，一些地方冬
学主要是“以民教民 ”的方式开展，教师本身就具有局限性，因而农业技术提高与普及都十分有
限。第三，有些地方采取运动的方式，把“冬学冬学，冬去不学”当作一种孤立的文化教育，不能把
冬学和农业生产真正结合起来，使群众很难看到农业技术改良对生产所起到的作用。这些问题存
在的同时也为国家建设过程中解决农民教育问题提供了重要的经验。新中国成立后，在农村社会
中如何发扬传统文化的作用成为解决社会问题的题中之义和内在要求。农业生产教育采用了传
统冬学的文化形式，将传统文化上升到与农业生产、农村社会共同发展的战略地位，激发了人民群
众的文化创造力，建构起新的生产方式和观念，解放和发展了文化生产力，是中国广大农村地区民
众的必然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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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nter-learning and Farmer Education:
A Study of Shanxi Ｒural Society in the 1950s

SU Ze-long
( College of History Culture，Shanxi University，Taiyuan 030009，China)

Abstract: Winter-learning in traditional society is mainly about literacy education and ideological enlight-
enment in rural areas． After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Ｒepublic of China，the state hoped to promote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technology through various channels to improve grain output，and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paid special attention to the educational issues of the vast masses of farmers． Therefore，
winter-learning is no longer a single cultural education，it pays more attention to the popularization and
application of agricultural technology education，and takes cultivating farmers' correct production view
and improving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technology as the main content． In practice，it is to replace the tra-
ditional production mode through new technology，and then realize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traditional i-
deas of farmers． The peasant education carried out in the 1950s through winter-learning mainly focused
on the ideological education of production and the technical education of production． It implanted new i-
deas in people's minds through ideology education，social organization，rural practice and other work，
creating conditions for the transformation of rural society．

Key Words: winter-learning; the 1950s; farmer education; Shanxi rural soci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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