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万里长江水，何处觅归舟？ 他乡同作客，一

心念溪头。 1946 年 3 月，在生命的最后一年，陶

行知在上海写下这首诗。 1908 年春，17 岁的陶

行知从安徽休宁万安乘船赴杭州报考广济医学

堂，此后 28 年时间里，在南京创办晓庄学校，在

上海创办山海工学团， 在重庆创办育才学校后

迁至上海，足迹遍布全国。

今年 10 月 18 日，是伟大的人民教育家、思

想家陶行知诞辰 130 周年。徽州，是陶行知的故

里，上海，则是他的“第二故乡”。行知小学、行知

学校、陶行知纪念馆……如今，在安徽黄山和上

海宝山，你能发现不少相同的地名，跨越 400 公

里，两地因为一个名字紧紧相连。

日前， 新民晚报社、 上海宝山区融媒体中

心、黄山日报社、黄山广电台开展“山海之约·行

知路” 沪黄媒体联合采风活动， 沿着先生的足

迹，重温和弘扬陶行知教育思想，打造长三角一

体化“山海之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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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
面
同走行知路 共结山海约

    “我是一个中国人，要为中国作出一些贡

献来。 ”

———15岁时， 陶行知在安徽歙县崇一学堂
宿舍墙上题写。 （见右图）

“招募一百万基金，征集一百万位同志，创办
一百万个学校，改造一百万个乡村。 ”

———1926 年 12 月，陶行知发表《中国乡村
教育改造宣言书》，1927年 3月 15日，在南京近
郊创办晓庄试验乡村师范，培养具有改造社会精
神的新型乡村教师。

“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 ”

———1929年 6月 6日， 陶行知为江苏省淮
安市新安小学题词。

“春天不是读书天：关在堂前，闷短寿源。 春
天不是读书天：掀开门帘，投奔自然。 ”

———1931 年 4 月 15 日，陶行知以“自由诗
人”署名，在《师范生》创刊号发表题为《春天不是
读书天》词一首，试图让人分清读书、考试、学习、

教育之间的差别与关联。

“你的教鞭下有瓦特，你的冷眼里有牛顿，你

的讥笑中有爱迪生。 你别忙着把他们赶跑。 你可
不要等到坐火轮、点电灯、学微积分，才认识他们

是你当年的小学生。 ”

———1931年 5月 15日，陶行知发表文章。

“社会便是学校，生活便是教育。 ”

———1932年 5月 21日，陶行知在《申报》连
载小说《古庙敲钟录》，以敲钟工人自传的形式，

塑造了敲钟工人通过庙产兴办工学团造福乡民
的故事，阐释了生活教育的思想。

“行是知之始，知是行之成。 ”

———陶行知原名文浚，大学期间推崇明代哲
学家王阳明的“知行合一”学说，取名“知行”。 43

岁时，在《生活教育》发表《行知行》一文，认为“行
是知之始，知是行之成”，并改名为陶行知。

“劳苦大众既然出了钱，使你上学的学堂可以

开办成功，你就应当负起责任，把你所学得的知识
提取精华，教给劳苦大众和他们的小孩。这是每一

个小先生所要明白的根本意义。 死读书而不肯教
人的学生，显然是一个忘恩负义的守知奴。 ”

———1935年， 陶行知连续在报刊发表 15篇
文章《怎样做小先生》。

“滴自己的汗，吃自己的饭，自己的事情自己
干，靠人靠天靠祖宗，不算真好汉！ ”

———陶行知在《自立歌》中写道。

“千教万教 ，教人求真 ；千学万学 ，学做
真人。 ”

———1943年 9月，陶行知给广东省大埔县百
侯中学写了校歌。

“我想在上海创办社会大学、函授大学、新闻

大学、无线电大学、海上大学、空中大学，让整个
上海都变成学校，让上海五百万市民都能得到受

教育的机会。 ”

———1946年 4月， 育才学校搬迁抵达上海
后，陶行知在一百天的时间里，到学校、工厂、街
头发表 100多场演说，他对好友翦伯赞说。

“我等着第三枪。 ”

———1946年 7月，李公朴、闻一多相继蒙难，

翦伯赞打电话提醒陶行知提防，陶行知回复。

“沪苏浙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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沪黄两地共同纪念人民教育家陶行知诞辰 130周年

实践 “工学”合一
在上海宝山，有个名为“行知路”的地铁站，以车站为圆

心向外辐射，有大华行知公园、陶行知纪念馆、行知小学和行

知实验中学，再往北边，还能找到行知纪念广场和山海工学
团遗址。

今年的教师节前夕，在宝山已经历经十年探索的“青陶工
程”学员，给上海市委书记李强写了一封信，表达了“学陶师

陶”的感悟、责任和担当。9月 9日，李强书记来到位于宝山区

大场镇的陶行知纪念馆，与“青陶工程”代表作交流，勉励新时
代年轻教师要教育学生“学会求真，学会生活，学做真人”。

陶行知与上海这座城市的不解之缘，可以追溯至 1914

年。那年，他从吴淞码头东渡大洋彼岸求学。1930年，陶行知

因支持学校师生参加声援罢工遭国民党通缉，避居上海，酝酿
新的教育改革。1932年，他在上海《申报》发表了《古庙敲钟

录》，提出要创办一个全村人民共同管理的学校以普及教育。
同年，陶行知在宝山大场孟家木桥创办山海工学团，践行“教

学做合一”的教育理念。
“工”是工作，靠自己的生产劳动来养活自己；“学”是科

学，学习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团”是团结，大家团结起来，保
卫自己生存的权利。“从 1932年到 1937年，十里方圆内的农

村几乎都成立了工学团，有儿童工学团、青年工学团、妇女
工学团、棉花工学团、养鱼工学团等等……”上海市宝山区陶

行知纪念馆内，上海市行知实验中学的两位“小陶子”正给游
客讲解“山海工学团”情况。

上海市陶行知纪念馆党支部书记、馆长陆黎明介绍：“上
海，是陶行知先生创办‘山海工学团’的生活教育试验田，是他

推行平民教育、生活教育、创造教育等理念的实践地。”也是在
宝山，陶行知开创“小先生制”，当时，面对日常教育中师资缺

乏、经费不足、谋生与教育难以兼顾等突出矛盾，他说：“每个
人，即使是只学习过几个月，只要学到一点，就应当把他学到

的教给别人。”“小先生”并非传统意义上的“长者为师”，而是
发动识字的孩子当老师，开展“即知即传”教育普及运动。从

1934年 1月萌芽，10个月后上海就有了 18000名“小先生”，

“小先生制”很快推广到全国 28个省市。

创造 “求真”之道
“处处是创造之地，天天是创造之时，人人是创造之

人……”10月 15日下午，在安徽省黄山市休宁县万安镇

陶行知私塾纪念馆，琅琅读书声传诵的，是陶行知 1943年
写就的《创造宣言》。激扬文字穿越时空，将人们的思绪带

回到 78年前陶行知的激情演讲，那个倡导生活教育思想
的时代。

1891年 10月 18日，陶行知出生于黄山歙县。当时，

歙县由徽州所辖，自古就有崇文重教的传统，虽然山地纵
横，贫瘠穷困，却信奉“天下第一等好事只是读书”“十户之

村、不废诵读”，走出了朱熹、戴震、胡适等一批大家。从 7

岁到 14岁，陶行知拜在万安老街蒙童馆吴尔宽门下，苦读

四书五经，奠定厚实的古文基础。
“我是一个中国人，要为中国作出一些贡献。”走进安

徽省陶行知纪念馆旧馆（崇一学堂），墙上的墨痕跃入眼

帘，写下这行字时，陶行知才 15岁。崇一学堂是所教会
学校，课程内容不仅有传统的国学课程，还有英语、数学、

理化、医学等。在此学习时，陶行知立下了要为国家奉献的
宏愿。

走出纪念馆，循着老街步行 5分钟，学生正在歙县行

知小学操场上排练舞蹈节目《行知路上》。歙县行知小学诞
生于 1947年，是陶行知辞世一年后，由其挚友许士骐创

办。“我们学校的校训是‘求真育人、手脑并用’。”歙县行知
小学校长张旭东说，学校以特色课程见长，践行“知行合

一、手脑并用”的教育理念。
不远处，是陶行知创办的歙县新安小学。而在千里之

外的江苏淮安，也有一所新安小学。今年 5月 30日，习近
平总书记回信勉励江苏省淮安市新安小学的少先队员，高

度褒奖该校历史上的新安旅行团，该校由陶行知于 1929

年创办，校名取自其家乡歙县的母亲河新安江，凝结着陶

行知对家乡的深情与眷恋。

10月 17日，在黄山市纪念陶行知诞辰 130周年大会
上，歙县新安小学与淮安新安小学学生代表，共同发出《学

陶师陶倡议书》。

传承 “陶花”怒放
缅怀是为了更好地前行，传承才是最好的纪念。如今，黄

山、宝山两地，一系列学陶师陶品牌诞生，“陶花”怒放。
1978年建校的安徽省行知学校，是迄今黄山市规模最

大、综合实力最强、就业安置最优的中专学校，首开中职学校
设立专业之先河。行知学校校长于日锦说：“作为以行知命名

的学校，要向着开启创建行知非遗学院、打造徽文化传承创
新基地、进而建成长三角非遗教育中心的目标不断行知，奋

力前行。”

“先生是中国教育的荣光，更是故园徽州的骄傲。”在黄山
市举行的陶行知诞辰 130周年纪念会上，黄山市委书记凌云

直言，要学习陶行知崇高的教育理想、创新的教育理念、无私
的教育情怀、坚定的教育信仰，始终把立德树人作为根本任

务，把素质教育作为根本目标，把仁而爱人作为根本前提，把
行为世范作为根本追求。“一起去耕耘教育事业的厚土，去登

顶教育发展的高峰，去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
而在上海宝山，“青陶工程”“重走行知路”“行知读书会”

“家庭创客”“社区小先生”等一系列活动有声有色。发源于宝
山的“小先生制”，如今又丰富于宝山。“双减”政策出炉后，“减

负”之后如何“增能”？宝山推出“社区小先生制”，“红领巾”走
进社区，践行陶行知提出“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的主张。

位于宝山的上海市行知中学，前身是陶行知于 1939年在
重庆创办的育才学校，1947年学校迁至宝山大场。上海市行

知中学校长杨卫红认为，陶行知的教育思想虽然发源于上个
世纪 30年代，但在新时代同样能够焕发出思想的光芒，同样

有强大的生命力，作为新时代教师，在当前“双新”教育改革背
景下，更应创新实践陶行知思想。

“今天我们纪念陶行知先生，就是要发扬先生‘我是一个
中国人，要为中国作出一些贡献’的爱国精神，发扬先生‘知行

合一’的求真精神，发扬先生‘处处是创造之地，天天是创造之
时，人人是创造之人’的创新精神，发扬先生‘捧着一颗心来，

不带半根草去’的奉献精神。”在宝山区举行的纪念陶行知先
生诞辰 130周年主题活动，上海宝山区委书记陈杰表示，要让

新时代师德师风蔚然成风。

    “徽州，不仅是曾祖父的出生地、第

一故乡，更是他的价值观、人生观确立的
地方。”陶侃曾多次到祖籍地黄山，探寻

曾祖父的足迹。
在位于黄山歙县的崇一学堂，现在

仍能看到陶行知求学期间留在墙壁上的

文字：我是一个中国人，要为中国作出一

些贡献来。“以铭心志，这说明曾祖父在
少年时代，深受徽州文化影响，确定了献

身祖国的抱负。”陶侃直言，陶行知在安
徽求学时期，家境贫寒，数次搬家，但所

到之处的老师们都愿意免费供他读书，

正是徽文化的大爱精神，给陶行知后来

“爱满天下”精神的培育起到基础而重要

的作用。陶侃坦言，陶行知自 17岁从徽
州走出，直至 55岁在上海去世，期间很

少回过他的家乡。不是他不想回去，而是
当时中国时局下的平民教育、国难教育、

抗战教育等，使得他没有时间回去，这或
许也是终生之憾。

说徽州 立志之地

    上海，被称为陶行知的“第二故乡”，

尤其和宝山有着不解之缘。1914年，陶
行知便是从吴淞码头东渡大洋彼岸求

学，回国后又在宝山大场创办山海工学
团，践行“教学做合一”的教育理念。

“从我的曾祖父陶行知先生起，我们
陶家已经有四代人躬耕于宝山教育。”自

2007年师范大学毕业后，陶侃在宝山从

教 10余年，工作于曾祖父当年创办的重
庆育才东迁后的行知实验中学、上海市

行知中学。“父亲曾对我说，既然希望更
多人一起‘学陶师陶’，如果陶家人自己

都不去学的话，又有什么理由让别人真
心去学呢？”

如今，陶侃任上海市陶行知纪念馆

副馆长，在他看来这是一个更广阔的平
台，可以组织更多的学生，去参与陶行知

的学习和研究。

陶侃理解的“陶馆”，不仅是为缅怀
和纪念，更是为青少年培育人格、志向

和价值观，建设成为学术交流中心、教
师培训中心、多党合作中心、国际交流

中心。

说宝山 实践之地

    立志于安徽、发展于南京晓庄、成熟于

上海山海工学团、推广于浙江乡村师范，陶
行知先生的教育思想始终扎根于长三角

的广阔大地上。陶侃以八个方面概括陶行
知教育理念：“为中国教育寻觅曙光”的

伟大抱负与时代责任感；“捧着一颗心来，
不带半根草去”的奉献精神；“有教无类”

“爱满天下”的博大胸襟；“敢探未发现之新

理，敢入未开化之边疆”的开拓创新精神；
“教人求真”“学做真人”的求真精神；“自

我颠覆”的终身学习态度；“有教育，无家”
的教育家精神；“为国、为民”的崇高信念。

在 17日黄山市举行的纪念大会上，
江苏淮安市新安小学和黄山市歙县新安

小学师生代表，共同发出《学陶师陶倡议

书》；在 18日宝山区举行的纪念大会上，
“长三角青年陶行知教育研究联盟”成立，

沪苏浙皖四地青年教师携手共进，传承与
创新陶行知教育思想。“与曾祖父当年的

环境相比，我们今天有着十分优越的社会
条件，但仍然需要弘扬陶行知先生的精

神，立大志，立真志，成就一番事业。”

特约记者 程向阳 张淑慧 首席记者 范洁

说长三角 融通之地
本报记者 李铭珅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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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做传播陶行知的“火种”

陶侃谈曾祖父———

■ 行知小学学生表演 本报记者 李铭珅 摄

    “陶行知思想是
‘道 ’，是宏论 ，这也
是他逝世后 75 年 ，

仍熠熠生辉之所在。

他就像信仰一样引
领着我，这不仅是血
缘关系，更是因为他
的 人 格 魅 力 和 精
神。 ”这两天，陶行知
曾孙陶侃辗转安徽、

上海 、江苏 ，参加多
地纪念陶行知 130

周年诞辰活动，追寻
曾祖父的教育思想
与理念。

特约记者 徐剑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