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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县》

内容概要

我写《文化县》的初衷是打算向盅以外的读者介绍中国引人注目的教育历史。现在，中译本就要出版
了，它将使以学生或以教师身份亲身经历过我所讨论的那些历史变迁的中国读者，有机会了解一个外
国人是如何阐释中国历史的这一重要组成部分的。对此，我感到非常高兴。
    从表面上看，现代教育在世界各国都有一些非常相似的经验。在任何一个国家，都是儿童们坐在教
室里，学习阅读、写作和算术，他们也要接受有关本国和世界历史、地理知识的教育。通过这一教育
过程，他们被塑造成国家的公民。然而，尽管有这么多的相似之处，但以国与国之间，公民社会化的
具体方式还是有着相当大的不同；即便是在文化比较相似的欧洲国家内部，你也可以在各国的教育制
度，特别是所谓的学校“精神”之间，发现它们彼此的显著着异。所以说，研究教育也就是研究深深
地植根于教育背后的文化规范和习俗。
    参观中国的教室并与众多中国人谈论他们的求学经历，是我深入了解中国并探讨中国人思考自己过
去、现在和未来的方式的一次绝佳机会。当然，可能有些中国读者会不同意我书中的某些观点，但我
希望他们能够看到，我试图尽可能地如实反映邹平学生是如何经历20世纪这些教育变革的。同时，我
也特别欢迎能够得到来自中国读者的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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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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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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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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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县》

精彩书评

1、曹诗弟教授在今年九月份将这本书从他工作单位丹麦奥尔胡斯大学给我邮寄来了。在我发给他的
田野调查报告中，设计到当下中国的乡村教育。在当下中国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有颇多的共同见解
，也不少共同的兴趣点。曹诗弟教授待人温和、热心，这是国内许多官僚化的学者、大学教师所不可
能具备的。要知道，我还是一个不知道学术研究为何物的普通本科的大四学生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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