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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勞動教育」在文化大革命前的語義場中有特殊含義，其出現雖與建國以來

的青少年升學問題密切相關，但它不僅是應對學位不足的權宜之計。在中共的意

識形態建構及中共領導的中國近現代轉型中，「勞動」始終是一個關鍵觀念，勞動

教育也源於這一豐富的理論資源。本文以1950年代初期至文革前中學教育為例，

試圖呈現出勞動教育觀念的轉變：1957年前，勞動教育的內涵和外延比較豐富，

其後含義日益狹隘，從最初的「腦體並用」到體力勞動，最後收縮至農業勞動。同

時，「勞動」開始反噬「教育」，狹隘化的勞動教育最終成為一代學生必經的磨練，

在1960年代成為將逾千萬人捲入其中的上山下鄉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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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

從1950到1960年代，中國青少年的升學觀和就業觀發生顯著變化：1957年 

前，升學仍然被視為學生向上流動的主要途徑；1957年後，體力勞動逐漸成為 

學校教育的重要內容，國家試圖以此「逐步消滅體力勞動和腦力勞動的對立」1， 

「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的觀念成為被批判和改造的對象。進入1960年代，

更有逾一千七百萬知識青年響應號召，到農村這一「廣闊的天地」裏「大有作

為」2。此間的觀念轉變和學校實施的勞動教育密切相關。

然而，中國自1950年代開始推行的勞動教育與該詞本意有很大不同：在

1929年出版、山田敏一著的《歐美的勞動教育》一書中，「勞動教育」一詞指對

勞動階層進行普及性的文化教育及職業教育，意即勞動者應具有必要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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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識同時也應有勞動技能3。據民國時期的學者研究，勞動教育在歐美的興

起與其近現代轉型聯繫在一起：英國的勞動教育興起於十九世紀，許多鄉村

自那時開始設立勞動者講習所，如機械學講習所、相互修養協會等。到十九

世紀中後葉，這一趨勢又經大學擴張運動、產業組合運動、成人學校等的擴

充，成為一股蔚為大觀的時代潮流。此間的背景是「英國在十九世紀時期，一

步一步的向着政治的及社會的德謨克拉西進行；一般人民的教育和一般勞動

者的教育，就是實現德謨克拉西的預備條件」。美國的勞動教育與此類似，尤

可注意的是「工場為增進工人的知識，特設圖書室及閱覽室，舉行講習及演

講」，以及開辦夜校、補習班等。勞動教育在德國興起的實踐略晚於英美，意

在「為勞動者建立各種學校，使勞動者有受高等教育的機會」4。

民初，歐美的勞動教育觀點與工團主義、無政府主義、托爾斯泰主義等

思潮一起傳入中國5，成為現代知識份子塑造新國民的主張的理據之一。後

經陶行知、晏陽初、黄炎培等教育家的闡釋與實踐，在1920年代之後，勞動

教育主要強調「知行合一」，「腦體並用」（即體力、腦力並用，體力勞動與腦力

勞動並重）。概括言之，就「塑造新人」這一點來說，民國時期的勞動教育與

1949年之後的勞動教育有相通之處，但兩者又有迥然不同的意趣：在《人民教

育》1957年5月號刊登的〈教育的警鐘〉一文中，「勞動教育」指勞動應貫穿學校

教育的全過程，其目的是使學生擺脫輕視體力勞動的「剝削階級意識」和「只尚

書本知識、脫離實際、脫離群眾的劣根性」；使全體中小學生有勞動基礎， 

不能升學時自願勞動；使大學生擺脫「知識份子架子」，永遠向群眾學習6。

《人民日報》於同年11月26日刊登的〈勞動教育和勞動實踐〉一文對學生進行勞

動教育的定義更為狹窄，專指「直接參加工業、農業生產的體力勞動」7。可

見中共逐漸將「勞動教育」一詞改造為符合意識形態和實際需要的觀念。

根據筆者檢索，在1949到1965年的《人民日報》中，「勞動教育」一詞的頻

繁出現與青少年升學問題密切相關。勞動教育實施之初，基層教師普遍將 

其視作「解決初中畢業生問題」的權宜之計，學生也認為「勞動教育，春來秋

去」8。正因為勞動教育作為權宜之計的一面太易被識破，才使國家更需豐富

其意識形態面相，使其更有感召力。勞動教育作為意識形態的一面和作為權

宜之計的一面如何互相建構？國家意志怎樣轉化為學校的教育行為？勞動教

育因而產生了怎樣的影響？學界以往對相關問題已有一些研究，但多屬宏觀

討論。任雲仙、張耀和劉亞娟都注意到勞動教育與1954年升學危機的關係，

但對升學問題在毛澤東時代的持續存在與影響未做深究9；丁文杰注意到勞

動教育與政治、經濟的關係，不過他的分析限於政策和文件，未有討論具體

實踐bk；定宜莊清晰勾勒出文化大革命前歷次動員學生下鄉與升學率及經濟

起落之間的聯動關係bl，給本文極大啟發。

本文旨在探求1950年代初期至文革前勞動教育觀念的具體演變、實踐以

及其對個體的影響。在學校教育的長時段中，本文主要截取中學教育，因為

這是青少年價值觀的形成時期。除了檔案、內部及公開出版物、各省市文獻

彙編，本文還採用了日記等私密史料並輔之以口述訪談作為研究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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