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十二年做了一件事

汪国新

初心人人俱足，使命各不相同。

在基础教育一线摸爬滚打 24 年后，机缘巧合，我做了杭州市成

人教育研究室的主任。生活在现代化大都市的人们的物质条件极大地

改善了，但幸福感并没有同步提高，个中原因各异，但通常与精神世

界的荒芜和生活意义的缺失相关。社区教育和学校教育犹如人之双腿、

车之双轮、鸟之双翼不可偏废，其实，社区教育与人们的生活质量的

提高和生命境界的提升关系更为密切。建设独特韵味、别样精彩的世

界名城杭州，把杭州建成真正的人间天堂，发展社区教育、建设学习

型城市是必由之路。

为发现“宝贝”而激动。２００７年下半年，我到杭州市成人教

育研究室履新不久，省教育厅鲍学军副厅长就给了我一个明确的任务：

“社区教育已经开展了很多年，但老百姓不喜欢，你要深入研究一下，

如何让社区教育有吸引力。”

杭州是原创理论产生的沃土。带着领导的嘱托，怀揣探求真理的

热情，当我的眼睛朝下，关注基层、关心“草根”，创造激情和创新

源泉喷薄而出。在深入社区考察后，我在司空见惯、微不足道的现象

中发现了一个“宝贝”。当我首创社区学习共同体概念并大胆地作出

“基于‘社区学习共同体’的学习是成人学习最有效的方式之一”的

判断时，我怦然心动，如同老来得子一样兴奋异常。



为困境中坚守十二年而感动。古老而为大众所淡忘或轻视的成人

教育，从某种意义上说，比未成年人教育更重要。如果说青少年是禾

苗，成人世界就是土壤和水分。没有肥沃的土壤和丰沛的水源，何有

禾苗的茁壮成长。坚定地选择从事成人教育工作，既有榜样的启示—

—中国现代最有影响力的教育家陶行知、晏阳初、梁濑溟、费孝通等

都是伟大的成人教育家，更有个人使命的招唤。正如我的一位同事所

说：“你是为成人教育而生的。”

研究社区学习共同体，如同在边缘地带挖一口方井，一点也不

起眼，一点也不被人瞧得上。但我仍固执地、孜孜不倦地，用整个生

命来挖这口井，一挖就是十二年。选择成人教育，就是自觉走向教育

的边缘地带。选择边缘，意味着选择孤独；选择边缘，意味着深耕，

意味着沉潜，更意味着奋斗。

逼近真相，探寻规律。2010 年之前，我对学共体的认识是第

一阶段，即认识到它是成人学习的有效方式之一。2011年至 2013 年，

我的认识进入第二个阶段，即“城市无社区，社区学习共同体让城市

更美好”，也正是在这一时期，因为一次应邀在上海举办的国际会议

上的演讲认识了项秉健先生。临近退休、业已决定歇笔的他，因为社

区学习共同体这一独特的项目，焕发出让他自己也感到惊讶的创作激

情，乐此不疲与我并肩开展研究工作，我们不断地自我质疑、自我否

定，一步步向真相逼近，当我们揭示出社区学习共同体的四大支柱（本

质意志、共同学习、守望相助、生命成长）和成长机理（自觉－自主

－自给－自评）时，产生出一种难以言说的成就感与幸福感。



追根溯源，瑞典之行，大喜过望。２０１２年，我带着“社区学

习共同体”的源头在哪里的问题，只身来到瑞典调研。“学习圈”在瑞

典已有百余年的成功实践。瑞典总人口 900多万，时至今日，实际参

与者大概每年９0万人左右。瑞典是幸福指数最高的国家之一，它更

加让我确信，要真正实现教育公平和人的全面和谐发展，必须高扬终

身学习的大旗，变革社区教育，走共同学习之路。中国社区学习共同

体一定会像瑞典“学习圈”一样，成为我国民众生活的重要部分贯穿人

的生命全部历程。

科研需要下接地气，上接天线。临安清凉峰镇是杭州最西边的山

区小镇，离杭州市区 150公里，十年来我每年都去多次，因为这里的

“太极拳俱乐部”是农村学共体的典型，其带头人胡新人更是学共体

核心成员的榜样。一个身患重病、动过大手术的退休干部，因为“忙”

着这一学共体而忘记了年龄和疾病，成为最健康的人和最幸福的人，

其生命状态的积极变化，已经影响了周边三百个人和他们的家庭，社

区学习共同体的神奇魅力，促使我努力让好东西能为更多的人服务，

于是我采取“影响有影响力的人”推进策略。只要到北京，我就到教

育部职成司刘建同副司长办公室汇报研究进展，只要有机会遇到中国

成人教育协会的领导，我就利用一切机会向他们提出成立全国学习共

同体专业委员会的请求。

为超出预期的成果而欣慰。2013 年至今，学术研究进入第三个

阶段，社区学习共同体建设能部分地有效回应“学习无‘初心’、人

生无‘自己’和城市无‘社区’”三大世纪难题。7000 个学共体遍布



城乡，实践研究成效明显的同时，理论研究更深入和更系统，已初步

建立起社区学习共同体理论体系。同样重要的是，科研对于政策制定

的先导性作用得到发挥，在教育部二个文件（学习型城市建设和社区

教育发展）吸收我们的研究成果后，全国已经有十五个省市在其社区

教育发展的政策文件中写进社区学习共同体。

2013 年 10 月日首届国际学习型城市大会在北京召开，我应教

育部领导刘司长邀请参加会议，会议中餐时间，中成协常务副会长兼

秘书长张昭文向刘建同司长建议，教育部职成司是否能专为社区学习

共同体发展立一个项目，刘司长说，暂时没有立项的路径，但可以在

今后社区教育发展的政策制定中体现社区学习共同体建设内容，以此

推动社区学习共同体在全国的发展。2016年的夏天极其难忘，因为

等待以久的在我看来的大事尘埃落定，教育部等九部门《关于进一步

推进社区教育发展的意见》把学习共同体培育与学习型组织建设并列

提出，这无疑是中国社区教育发展史上一项重大的创举，对我国和谐

社会建设和学习型城市建设将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意见》出台

后社区学习共同体建设虽并非我们想象的那样——从此受到行政官

员、学术精英和实际工作者的普遍重视，而是进入了一个发展需求旺

盛而阻力依然强大的艰苦探索阶段，我们却从事物的另一面看到这一

创举的超前性和珍贵性。

陶行知先生说：“人生为一大事而来，做一大事而去。”对我来说，

人生最大的意义，是我做了只有我才能做到的事。在我看来，研究与

推进社区学习共同体是造福于人类的大事。２０１４年，已过“知天



命”之年的我，自加压力，毅然决然地选择向社区教育科研的高峰进

发。我知道近十年来还没有社区教育领域的课题入选国家社会科学基

金项目，当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成为现实时， 当我收到“十二五”国

家社会科学基金教育学一般课题《社区学习共同体生命价值与成长机

理研究》（BKA140033）项目通知书接到后，我就想要做真正的社区

教育研究，以回报教育部的信任，于是计划用二十年时间出版社区学

习共同体研究丛书。因为早在 2012 年浙江省教育厅的鲍学军副厅长

就勉励我：“社区学习共同体可以成为一门学科，你就是这门学科的

创始人。”

2018 年的夏天同样是难忘的。由我牵头和主持的“全国首届共

学养老社区建设研讨会”如期在建德召开，来自全国各地的 200名代

表与会，参会的涌跃程度超出预期，从一个侧面说明我提出的“社区

共学养老”理念得到了国内同行的认同。解决老年人学习问题，就是

解决社会大问题。解决老年人的学习问题，也就解决了“老有所乐”

和“老有所为”的问题。用兴办老年大学的办法解决老年人学习问题

是不现实的。我提出的“社区共学养老”策略，经由杭州的实践充分

显示出：社区共学养老是化解老年人负面情绪感受的新方法，是满足

活力老人学习需求的新思维，还是“老有所为”新的平台。２０１８

年有 15 万老年人参与社区学习共同体的学习，社区学习共同体平均

每月活动次数为 8.1次，全年老年学习者参与学共体达 144万人次，

常规老年学校培训量是 9.62万人次，前者是后者的 15 倍。

中国当代伟大的教育家、改革家，武汉大学原校长、被誉为“武



大的蔡元培”刘道玉先生，在三本书稿需要校对的重要时期，在酷暑

难耐的夏天，用整整一个月的宝贵时间，硬是用他的左手，一个字一

个字地为我们的著作《社区学习共同体》书写了长达六千字的序言《开

创社区教育新天地》。刘校长说此序言是他所有序言中最难写的又是

迄今写的最长的一篇。我能能得到闻名全国（在国际上同样有重要影

响）的教育大家和前辈（时年 86 岁）的厚爱，或许就是上天对成人

教育和我本人的恩典。刘道玉校长强烈的忧患意识、伟大的改革精神、

崇高的求是作风、无尚的人格魅力是我们永远学习的标杆。

社区学习共同体这一“微共同体”，像天上的星星一样，撒落在

城乡的各个角落，从而在“国”与“家”之间生活出一个新的人伦空

间，从而解决有“国”有“家”而没有家园的问题。社区学习共同体

的研究与推进，与平民真实生活紧密相联，接地气、惠民生、全覆盖、

常态化，它逼近学习的真谛、幸福的源泉、生命的真相。

浙江省正式启动的“未来社区”建设，把未来邻里建设作为未来

社区九大场景中的第一个，反映了民众对良好邻里关系的强烈诉求。

社区学习共同体的理论与实践，正是老百姓良好邻里关系建立的金钥

匙。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我深信，社区学习共同体在中国有广阔的发

展前景，因为它在理论上逼近了学习的本原，在实践上突破教育资源

短缺的现实困境，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背景下增强群众幸福感的

有效途径，是构建新时代学习型社会的新动力，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

体的人文基石。基于社区学习共同体的共同学习成为杭州人共识和普



遍行为之时，才是美好杭州正真建成之时。

经历十二年的艰苦探索之路，我对梁启超先生所说的“大抵天下

事，从苦中得来的乐，才算是真乐。人生须知道负责任的苦处，才能

知道尽责任的乐处”有了更真切的体悟。“十年三段一根筋，心系草

根慰平生”。坚持与守望，我寂静无比；创新与践履，我甘之如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