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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建设运动
:

`

一个社会学的考察

李
·

善 峰

在本世纪的二三十年代
,

也就是自1马2 6一珍 37 年的10 余年间
,

在我国发生了一场颇有声

势的乡村建设运动
,

一大批自由派知识分子 , 企图在保存现有社会关系的前提下
的方法` 通过社会改印

:

振兴史国农村
,

骊

既不同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农村革命运动
, 、

也有别于国民党政府的农村复兴计划
,

它代表了

i{::l{〕)l滁缪攀篡11柔鬃i鄂黝
粤

乡村建设运动的概况

·

气
. ’ _

、 下 几

一
一

、 , -

本文的乡村建设运动所涉及的苹围
,

起于诃北省定县翟城村米迪刚所提倡的农村建设和

晏阳初在同一地带所办的平民禅育实验卜要于
` 9 3 7年因日本大举进攻中国使各项彝设事业的

被迫中止
。

,

在这大约 `。年的时间里
,

我国各地当现了尸个持续的乡村建设运动的热潮
·

据美

甲学者拉穆利 (H ar yr 拼冬耐
”
y) 统计

·

到玲 3啤
,

我国各地从事诸种建设活动的公私团

体共有 6 91 个
。
① 台湾社会学家杨愁春教授根据申报年鉴统计

,

自 1 9 2 5一 1 9 3 4 年全国各地兴

办的乡村建设
、

农村改造
、

民众教育 、
一

良治实验等计划共
” “处

。

② 在孚为数众多的各项活动
中

,

其中由知识分子主持的
、

最著名的有三家
,

即河北定县的平民教育实验区
、

山东邹平的

乡村建设实验
、

江苏的乡村教育工作
,

由此形成全国乡建运动的三大中心
。

(一 ) 定层的平民攀育污动
_

一
-

;
,

河北定县的平民教育运动是由中华平异教育促进会主持的
。

192 3年 8 月
,

晏阳初在北京

成立 了中华平民教育促进幕会
·

开始倡导平民攀育运动
。
` ” “ 4年

,

促进暮会的工作由城市转

向农村
。

钾26 年正式选定定县为试会的华北实验区 ( 总会把全国分为华南
、

华北 、 华东 、 华

西
、

华中
、

西北
、

东北七个平民教育区 )
,

以定县翟城村为中心
,

集中力量
,

从事以县为单

位的乡村平民教育运动
。

定县在河北省西部
,

当时人 口 4 0万
, 4 72 村

,

共
.

7万户
。

全县地势平坦
,

上质中常
,

从事

农业者占90 %
,

自耕中农约为60 %
,

佃农约 10 %
,

拥有耕地 20 一 30 亩的农民为多
,

贫富悬殊

不大
,

可称为典掣的农村参t会
。

户 定县之所以被选为实验县
,

是因为 “
定县的农民生活

,

乡

村组织
,

农业的情形
,

都可 以相当的代表全国各县
。

定县距离都市较远
,

人民生活淞受都市

②

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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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特殊影响
,

交通上有平汉铁路的便利
,

比较合适的做县单位的实验
” 。

必

平教会在进行了一段识字运动后
,

觉得仅教农民识得文字
,

取得求知识的工具对于农民

是没有直接效应的
。

实际工作使他们觉悟到
,

在乡村办教育
,

若不参与建设工作
,

是没有用

的` “
不谋建设的教育

,

是会落空的
,

是无补于 目前的中国农村社会的
。 ”

渐放弃单纯的识字运动的主张
,

而谋求整个的乡村建设
。

并把宣传 口号由
“

改为
“
农村改造

,

民族复兴
” 。

⑦ 因此
,

他们逐

除文盲
,

做新民
”

拼 ,l0 湘年
,

,

平教会经过详细的调查
,

深切地感到中国人的生活
,

有四种基本缺点
,

一是愚 ,

匕是穷 , 兰是弱 , 四是私
。 `

盆所谓愚
,

我们知道中国最大多数的农民
,

不但缺乏知识
,

简直

他们目不识丁
。

所谓穷
,

我们知道最大多数人民的生活
,

简直是在生与死的夹缝里挣扎着
,

_

实在谈不到什么生活程度
。

所谓弱
,

一

我们知道中国最大多数人民无庸讳辩的是病关
,

人民生
、

括铀存亡扩简直付之天命
,

所谓科李治疗
,

公共卫生
,

根本谈不到
。

所谓私
,

我们知道中国

最大多数人民是不能团结
,

_

不知合作
,

缺乏道德陶冶
,

以及公 民的训练
。 ” ③ 他们认为

,

中

国画为具有此四大病症
,

缺乏生存上所必需的知识力
、

生产力
、

强健力和团结力
,

故一切建

设
,

杨无从谈起
。 一

`

一
、 _

针对这四大间题
,

他们提出在人人取得最低限度的文字教育的基础上
,

实施四大教育
,

即以文艺教育培养知识力
,

以救农民之愚
,

以生计教育培养生产力
,

以救农民之穷
,

以卫生

教育培养强健力
,

以救农民之弱
,

以公民教育培养团结力
,

以救农民之私
。

、

一
,

文艺教育的意义 ; 在子使人蔑能应角传达知识的工具扩促进文化生活
,

并有能力去欣赏

与了解自然环境和社会生活
。

用艺术方法增进科学知识
,

培养文艺的兴趣
,

充实文化生活
。

醉以此种教育使中国民族 自觉认识其过去的光辉
,

增强其自信心
,

而着眼于未来文化的创进
,

轰锡民族的箕正精神
。 ’ 一

.

、
`

; .
、

`

认
· `

生计教育的意义
,

在子普及科学的知识与技术
,

改进生计组织
,

提高经济生活
。

一面增

加农民的生产能力
,

一面训练合作能力
, :

造成经济的合作制度
,

以解决其生计困难
,

应付经

济压迫
。

’

碑 厂
一

丫
,

,

`
一 ’

卫生教脊的意义
,

在子普及卫生教育知识
,

养成卫朔债、建设卫全环境
,

形成卫生生活
,

提高卑免的强健力
,

`

以期能对多难的国象负起困苦艰难的责饵
. `

-

’

公民教育的意义
,

在于养成农民的公共心与合作精神
,

发展团结组织力量
,

启发民族的
自觉与自信

,
`

训练自卫自治能为、
`

并养
毗

治的精神
_

这四大教育的实施有兰种方式
,

一为学校式
,

即普通的学校教育
,

以个人为对象
,

在气

定时押男, 施以系统的教育
。

二为社会式
·

以团体的共同教学为对象
,

以伦回讲演
,

社会哭
务指氛

、 一

及其他直观与直感的教育方法争主
,

家庭中各个分子不伺的地位
,

由多数家庭中
,

于社会的活动中施以教育
。

三为家庭式
,

是对

联合起来
,

施 以相当的训练
,

以家庭生活改 良

① 平教会
: 《定县的实验 》 。

②⑧ 《 乡村建设实验》 第一料?

,

子0乡



上是互为因果的
,

故四项教育的推行也应该互相关联
,

不能独 立进行
。

于是
, 1 9 3 2年 7 月

,

平教会重新提出
6 年计划

,

将四项教育合为一体全面推进
。

并注意将实验工作与县政改革结

合起来
,

经过几年的实际工作
,

他们发现进行乡村建设必须由农民教育
、

县政机关相互配合

才能顺利进行
。

定县的教育科长
、

民政科长都是平教会的成员
,

县政府的施政计划与平教会

的工作计划融为一体
,

自然易于推行
。

总之
,

定县的工作试图在切合农 民生活的大原则下
,

从农民生活里找问题
,

以四大教育

连锁进行
,

以求其解决
。

教育与建设相互联合
,

在一个整体的积极改进生活中
,

以乡村人民

的自觉行动为根本
,

找出一套科学化与制度化的办法
,

力求熊够普遍推广
。

由于整个实验工

作吸收了20 0多位包括博士
、

硕士在内的高级知识分子
,

把现代文化和科学技术带到了乡下
,

琴过数年的经营
,

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

其中平民教育效果最明显
, 1” ” 3年平民学校的高初两

级毕业生达 7 6 4 4人
,

自19 27 年以来
,

毕业人数不下 10 万人 (全县 19 3 0年人 口普查共有 38
.

4万

人 )
,

该县减少文盲的工作在全 国1 9 0 0多个县中居领先地位
。

①在农业生产和卫 生 保 健 方

面
,

引进和推广 了一些诸如粮
、

棉
、

猪
、

鸡的优良品种
,

建起了实验农场
,

成立了消费合作

社
,

建立了农村保健站和治疗点
,

注意防治村民的各种疾病
,

并宣传
、

推行了计划生育
。

(二 ) 邹平的乡村建设实验

邹平县的乡村建设实验是由梁漱溟主持进行的
。

与定县的平民教育和乡村建设不同的是
,

邹平的活动有其预先的系统而精致的理论指导
,

其乡村重建的实践是建立在
“ 以 乡 村 为 本

位
” 和 “

传统文化现代转化
” 的基础之上的

。

据梁漱溟自己说
,

他的乡村建设理论
“
萌芽于民国十一年

,

大半决定于十五年冬
,

而成

熟于十七年
。 ” ② 与当时的大多数知识分子一样

,

他的社会改革方案也是从社会 间题 引 发

的
。 “ 我的问题虽多

,

但归纳言之
,

不外人生问题与社会间题两类
, … …所谓中国社会问题

是以中国政治问题为中心
,

我今日所提倡并实地从事之乡村建设运动
,

即是我对于中国政治
间题的一种烦闷而得来之最后答案或结论

。 ” ③ 1。 18年
,

梁漱溟在 《吾曹不出如苍生何》 一

文中列举了中国社会存在的种种问题
,

如国家的分裂
、

法律的废驰
,

战争直接破坏 了战区的

商业
,

并给农业
、

工业带来严重危害
,

外债急剧上升
,

农民在内外交困中过着潦倒的生活
,

以及社会风俗
、

道德的沦丧
,

学术交流的 日益衰微
,

等等
。

他认为
,

中国社会存在的这些间

题的原因是由于文化的失调
, “ 自东西两个不同的文化相遇以后

,

中国文化相形见细
,

老文

化应付不了新环境
,

遂不得不改变自己学西洋以求应付西洋
,

但结果学西洋没有成功
,

反把

自己的老文化破坏了
。

老文化破坏殆尽
,

而新文化未能建立
,

在此青黄不接前后无归的过度

时期
,

遂陷入混乱状态
。 ” 国在他看来

,

近百年来中国民族的处处失败和动乱
,

是文化的失

败造成的
,

而文化上的失败
,

是因为传统社会产生的文化弱点 (他谓之幼雅
、

老衰
、

不落实
、

落于消极亦再没有前途
、 \
暖昧而不明爽—

这五大病是由中国文化的
“
早熟

”
造成的 ) ⑥ 应

付不 了近代以来世界交通的大环境
,

因此
,

首年以来到今天尚未解决的中国问题
,

实际上是

形成于百年以前的中国社会之上
。

① 杨雅彬
: 《中国社会学史努

,

第1 81 页
。

② 梁漱溟
: 《 乡村建设理论》 ,

邹平乡村书店
,

19 36 年版
,

自序第 2 页
。

⑧ 梁漱溟
: 《 乡村建设论文集》 ,

邹平乡村书店
,

19 36 年版
,

第14 页
。

④ 梁漱溟
: 《 乡村建设大意》 ,

邹平乡村书店
,

19 36 年版
,

第2 0页
。

⑤ 参见梁漱溟
: 《 中国文化要义》 ,

学林出版社
,

1 987 年版
,

第2 97 一301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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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子此
,

他主张
,

要解决中国的社会间题
, 必须从积极的文化建设方面来进籽

。 “
乡村

建设除了悄极地毅济乡村以外
,

国文化里转变出一个新文化来
。

更要紧地还是积极地创造文化
,

所谓乡村建设
,

就是要从中
” ① 在另一个地方

,

他更进一步明确
, “

我们讲新就是建设

新礼俗公所请新礼俗
,

就是中国固有精棒与西洋文化的长处二者为具体事实的沟通调和 (完

全沟通成一事实
,

事实出现我伽佗新礼俗 )
。

不仅是理论上的沟通
,

要紧的是从根水上调
和沟通成一事氮

·

… 当中国精神与西洋长处二者调和的事实有了时
,

就是一个新社会的实

现
,

也是人类的一个新生活
。 ” ·

② 只要把中西许多冲突的地方解决了以后
,

就能形成一个全

新的社会组织
, “ 这个组织乃是以伦理情谊为本原

,

以人生 向上为目的!o’
·

… 它充分发挥了

人类的精神 (理性 )
,

充分容纳了西洋人的长处一是团体组织
,

此点矫正了我们的散慢
; 二

增
,

点
,

此⑧是团体中的分子对团体生活为有为地参加
,

此点矫正了我们的被动
; 三是尊重个人

,

进了以前个人的地位
,

完成个人的人格 , 四是贻产社会化
,

几

此点增进了社会关系
。 ”

,

介
这种建设新社会的方案

,

单靠纸上谈兵无法实现犷 在混乱钓中国也无法从上而下组织实

施
,

只有由乍而上 、 从乡村 / 点公滴做起宁由乡村开端倪
,

’

然后推广到全国
,

才能实现
。

一 一

凛派祺认为犷建立薪的社会组织
,

必须靠乡村建设运动
, “ 中国是一个以乡村为本的社

会
,

百分之十以上的人日住在乡村
,

过着乡村生活
,

中国的命运是!寄托在乡村
,

百托在 农

么 分④
师画文化是以乡村为本

、 以乡村为重* 所以中国文化钓根兢是乡村
。 `

,, ⑧ 因此
,

` 。
币囱河题加解决丫其发幼以童于宪成、 全在其社会中知识分子与乡村房民

,

打开在一起所

构成之小为量
。

傲 困
一

’ ` 一 `
·

厂

梁漱加的乡村建设的实践浩动
,

经仿了三个时期奋 19 邢年在广州办 “ 乡治讲 习 所
” ,

19 30 年在柯南辉套与彭禹廷
、

染仲华等人办河南村治学院
, 1亏3 1一奎, 3 7年在山东邹平办乡村

建设研究院
,

在邹平
,

历时 7年的乡村建设 实验把全国乡建运动推向了高峰
。

一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分为兰部分犷另外还有、 个附属农场及其他附属机构
。

第一部分是

乡村建设研究部扩任务是研究乡村建设理论
,

一

招收大专院校的毕业生
,
每次招收四

、

五十人

学魂月年
。

第二部分是乡村服务训练部 、
`

任务是训练乡村服务的工作人员
一

,

招收高初
.

中毕业

生或科等学力者厂每钦招收 3而人左右
,

毕业后画咨县担任乡
、

村建设的骨干
。

第三部分 是 乡

村健丧实验这
,

以邹单全甚为实验区护甚政府隶属研究院
,

套长由研究院提名
,
省政府任命

。

以后又增设荷泽
、

济宁为实毅县
一

、 、

二
」

- · 。 厂

邹平的整个工作
,

是采用
,

行政机笑教育化钓制度
,

依据丹麦 “
殆终以天生问题为中心

”

钓教育模式
,

通赴通立乡李
、

村李犷吸收全部乡村的人偷学众 、一启发农民的自觉性
。

一 多李
、
村学是新社会组织的雍式

、

梁漱溟认为
,

、

借助于乡学村学 ; 可以完成 下 面 的 任

如戈
一

讨 保持辘
理情谊和人生向上的中国良族精神

,
`

他认为是北宋 吕和叔的
“ 乡约 ”

启

发丫他的灵感犷其
’ 。

“
德业相劝

、

过失相视
、

礼俗相交
、

患难相恤
” 的人际关系刚好是中国理

性探层结构钓表规
。

( 2 ) 克服了中国乡村社会二盘散沙的局面
,

将农民组织起来
,

把共同

困难
卜

的祠题拿出
一

琳
`

让他{辆认识到自己共同钓不幸
,

促使他们自觉地共向合力来解决
,

即是
气

-
-

. ` 一 ’
`

梁漱溟 ` 《 乡村建设大意》
:
护

要举馨
:

桨漱溟犷
`

梁漱溟
:

《乡村建设稗论》 乡

《乡村建设理论》 ,

《乡村建设大意 》 ,

第2 5页
。 _ _

第 143 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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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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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上
,

第 21 页
。

梁漱溟
: 《乡村建设理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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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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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乡农学校可以使农民生发 自觉和命作的要求
。

,

( 3 ) 在此基础上
,

大家遇事共同商量
,

合

力解决面临的吞早
、

地疫
、

粮残
、

捐重
、 烟赌等社会问题

,

在这种自治氛围中慢慢生发出一

种具有中国特今的民主政治
。

( 4 ) 也是最重要的
,

即是通过教员这些新知识的传播者
,

把

先进的科拼技术如 良种
、

机械
、

农药等带到农村
。

这样
,

通过乡农学校
,

就能实现经济上的

生产与分祝的社会化
,

为消费面生产
,

从农业引发工业
,

组织生产合作社
,

以及教育民众
,

推广识字运动
,

整顿不良风俗
,
引导大家关心社区间题

,

参与社区生活
。

实际上
,

乡农学校

在兴办教育
、

开发民智
,

促兴农业 , 发展经挤
,

风俗改良和卫生习惯的养成
,

提高办事效率

方面
,

确实做出了相当可观的成绩
。

①

(三入江称的乡村教育工作
【

`
,

_

与北方定县
、

邹平相呼应铆是江苏省的乡村教育与乡村建设实验
。

它们由中华职业教育

社
、

中华教育改进社和征苏省宾教育学烷分别丰持推行
。

中华职业教育社是由黄炎培
、

一

江恒掉
、

赵叔遇等人发起的
。

1 , 26 年冬天
,

中华职业教育

社在江苏易山县徐公桥以乡为单位设卒乡村改进试验远
, 19 2 8年又在该地成立乡村改进会 以

促承徐公桥的乡村自治
, 1 93 4年表

,

大
一

娜昆山县秀自愉实脸区
。

中华职教社认为
,

农村教育决

不能脱离农业而独辛
,

_

如果不全力改进 一 个新钧环境
, 则教育就无从实施

。

如果农村经济没

有改进犷 农村生产投有增加
,

、

则教育不易进步
。

同时非农村组织健全
,

有 自治能力
,

则农村

建设事业也林不能保持长朱
, 因此

,
他们致力于农村事业

,

努力使中国农民 由
“
无 业 者有

业
” , “

有业者乐业
” 。

以教育为一切农村改进事业的中心
,

从经济方面做起
,

而以农村自

治为终结 、 实施之际
, 1

对于禅育事业的推进
,

以政治经济为输 对于政治事亚的琳革
,

则以

教育经济为辅笋 对于绿济事业钓发展
,

则以教育政治为辅
。

教育
、

政治
、

经济三管齐下
,

以

达到农村发展生长
、

壮大的目的
。
一

,
、

·

_

切2
碑

,

中华教育改进社在审京设立了乡村师落学校
,

即著名的
“
晓庄师范

” 。

其宗旨

是以教育推进和改造乡村钧生活
。

他们在
,《改造全国农村教育宣言 》 中宣称

: “

征集一百万同

志、 促办一万万所学校
,

改造一百万个乡村
。 ” 为了达拜这个 目的

,

他们实行了生活即教育
、

社会即学校和教学合二的办学方针
,

强调教学与实际工作的结合
。

为保证学校办在社会里
,

学拉一方面与地方机关单位如水利 、 卫生
、

工厂等相配合
, 一面 自己设立社会事业单位如中

心茶园
、

巡回剧团
、

民众学校
、

展览会等
,

用 以密切与社会的关系
。

设在杯苏天揭的扛苏民众笋育学院犷后改称江苏教育学院、 是俞庆棠
、

高践 四 等 人 于

19 2 8年成立的
。

井设五解旨在麟
江郭

1

劲
民众教育与农事教育的服务人才

,

它与普通

的熬育学阶 性质不同
。

俞庆棠曾:留学羌国
乡 专玫成人教育

,

( 又称民众教育
、

社会教育)
,

其教育的对象是正在从事社会生产活动钩
:

成年人
,

他幻的学习在工作之余进行
。

教育学院纵

民众教育
、

为手段
, 以乡

.

村建讯海月的
。

他们从为民众教育不走向乡村建设的目的去
,

则会流

为空译无用、 而乡村建设不承道于民众教育
,

一切也无从下手
。

因此
,

他们认为
: “
教济农

村的衰落
,

应以民众教育为动力、
.

农村建设是实施 民众教育的目
、

的
, 民众教育是完成农村建

设 的方法
。 ” ② 民众教育所以能成为乡村建设之路

,

即因它是一种工具
,

可以启发民众
,

引

出问题
,

能使民众有组织
,

有力量
,

能自觉 自动的起来谋求所以求解决间题之路
。

教育学院

分为三部分
,

总务部总理事务
,

教务部主持人才训练及有关教务事项
,

研究实验部研究各种

① 参见 《 全国乡村建设运动概况 》 一书
。

② 《研究实验中心间题》
,

江苏教育学院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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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计划
,
·

主持各部实脸工作
。

193 2年
,
教育学院设立北夏普及民众教育卖验区

, 卜

希望借着教育的方量
, 组织民众

,
一

建

设乡村
。

他们在实验区内设立了民众实验学校
、

乡村小学
、

民众学校
、

合作社员训练班以及
乡村建设讲习会等

,
.

教育内容涉及了自卫
、

自洽护识字
,

推广农业改良
, `

提倡合作组织
,

举

办健康指导等等
,

并企图在此基础
_

L
,

实现一个政教合一的社会组织
。 一

-

· ; “一

以上所述是 10 年乡村建设途动的几个主要方面
,

我们从中不难看出乡建运动当时的潮流

趋势
`

·

从事乡村建设的知识分子
,

为了根互沟通
,

取长补短
,

·

还举办过三次全国规模的乡村

工作讨论会
,

第一次讨论会予 19 3 3年 7 月在邹平召开
,

到会着70 余人户代表” 个团体乡第二

次于王幻 4年功月在定县举行
,

到会者 150 余人
,
代表 76 个团体

,

夯属 1
嘈

, 第兰次子 1仑3 5年 1仓

月在无锡举行
,

到会者工6 9人 ,
·

代表 1 04 个团体
,

,

分属 18 省
。

一

① 会议的规模公次比` 次大
,

参
加的人数分次比州次多

。
一

“
’

,

’ :
』

’

一
’

, -

、

值得一提的是
,

俞庆棠在创办江苏教育学院之后
,

二

又于 1 9 3 3年发起成立了社会教育社犷

这是一个从事社会教育工作的人爵感参加的学术性的民间组纸 社会教育社把很多从事乡村
工作的知识分子吸引到自己周围

,

互柑切磋经甄
`

起到了协调发展的作用
。

社会教育社的兰

位负责人是俞庆棠
、

梁漱溟 : 赵安霞矿
川

. ;
-

由于 日本军国主义的入傻
,

也由于乡村工作的改良性质所导致的自身难以舒解的困难
,

整个活动基本上于 19 37 年局平年停顿下来
, ;

10 年成果也被炮火殷于“ 旦
。 一

、 奋
_

了 畜
一 ’ ,

{ 、 、

一
之 、 、

奋

二
、
乡村建设

一

的社会背景与理论根源
·

_ 1 `
.

`
4

;

一

` 0年乡村建设运动
,

「

众多加识分争
,

从各种术可的立终
_

抱有不
1

同的目终
、

运用不同

的方法
,

集中到农村改良方面来
,

这盲然不是偶然的事情
,

茸中包含有深亥卿经济
、

政治
、 _

文化背景
,

一 :

它是拼部夯爱国扩正首
、

食亩的知识分子基手
、

中匡

及世界文化未来方向的体认
~

, 、

对民族玩代化遭路的选择犷
二

`

、

案漱溟在全国乡租作衬论会上演讲
`

,乡艇设时巍
,

块
,

这证明今日乡村运动好象是天安排下的
,

’

非出倩然
。

它

下的社会现实和对良族文化
1

一

叮
一沁 之 ; `

)
_ .

四面少访的采封二

一
笔都 是从两

面来的
:

一面从中国扮更夜卞来
,

二面从西泽历吏演下来
,

-

问题
。

从中国间题产奎戮十年栖诀族自救运动
, ,

辗转变化
, ’

二者相遮
,

发生近百年来的中国
诗二(乡村建议这

着 o) 此其故亦都蓉易创白
·

用简单的商句话来说
:

.

蒸是中鲡
基

,

以乡村为主体
, 少
发展蔚成商度伪乡村文明 f 而近代西洋文明

商童路上走
,

假如走上去植晓完了
,

热汝有我们的乡
·

村建被丫
。

无

为爹村国象
,一

乘了
,

逼着它

议乡
、

村为
`

根

往责本主义工

创成在此
、 `

中国的得救在此
`
冲

,

国之得救是要新社会文明的创成而得救的
,

`

我们只有向着创

造新文明去努力才可以救中国
,

此殆为历史命运所决定
。

没看清大势的人嚷着救济乡村
,

乡

村自救
,

而不知其为民族 自救运动之最后一着 , 或知其为最后的民族自救运动协 而不知其恰

① 《 中国农村论文选》 上
,

人民出版社
,

19 韶年版
,

第27 1一留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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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负担着创造新文明的使命
。 ” ①这一番大有

“
普夭下舍我其谁赞的自负言语

,

道出了部分

知识分子烤国优 民的悲凉心景和
“ 斗天为己任` 的共 同心态 、

`

也明确地向我们透示了乡村建

设运动的社会背景
。 、

’ 、 一

`

以农业文明为基础的决i国民族
,

当她斯文地迈着为{步走向近代的时候 ,突然遇到了以火与

血开路的西方文明的严峡挑战
。一这种挑战是整体伙的

。

中国被迫纳入了世界性的现代化潮流

中去
。

外国资本的侵略
,

民族主权的丧失
,

历史进程的急剧转型
,

都使中国出现了一些间题
。

(一 ) 经济方面
,

自近代以来
,

外国帝国主义的侵略破坏 了中国自娘自足的自然经济
,

`

他们挟牙洲秘的手业品冲垮了中国的乡土工业
,

动摇了中国的社会基础
。

加上自民国初年以

来
,

儿乎连气的灾荒租军母够盘握战乱
,

使戮禽麟佘二片混乱
,
中国农村在内外矛盾的夹击

下
,

在慢性破产的基础上
,

长期地环沦于恐慌眼舞渊
,

农民购买力极度减少
,

乡村资本急剧

流入城市
,

加重了整个社会的危机
。

这种危机到了
“
九

·

一八
” 之后

,

更加空前的紧张
。
在

这种情况下
,

人们取新把眼光转到中国的社会基础方两
,

企图复兴中国农业
,

以挽救民主的

经济危机
·

这样
, “

外国侵略虽为患
,

。

良身有力量可以御外也
,

`

民穷财尽虽可优
,

使有秩序

则社会生活顺利进行
,

生养长息不难 日有起功也
。 ” ②

乡村运动者正确地把握了中国的基础在农村
,

因此
,

他们都注意倡导知识下乡
,

从而改

造农民素质
,

改 良农业技术
,

提高农民收入
,

·

重建社会的微观攀济基础
。

(二 ) 政治方面
。

在西方文明狂解般麟侵袭下六 也协中国政治得到了回应
:

1 8 6 5年清政

府创办第一所具有近代技术的江南制造局
, 1 8 9 8年的新法要求学习西方民主

, 1 9 0 5年废除科

举
, 1” ` 1年推翻满清建立共和一 ,

、

然而
,
道路考不顺利

,
.

自强新政的洋务措施
,

在开矿
、

练军
,

举办工业方面积累了33 年的成绩
,

经不住 甲午海战的一次考验
。

康
、

梁
,

谭等人的维

…麟矍蒸粼黯{粼〔鬓数

兹攀退娜猫开始做
,

搞乡封的良治
,

村一乡的向
甲

抢摔搜乃
从乡村做起

,
慢慢墙养中国农民的新政治习扭熟可

料以建
多霹少地受了孙中山 嚼政权归于干界

”

继
的影响

,

的蓦础妈郭有了
。 ” ④ 在他们看来

,

文越民丰琢治的基础
,

一

这种思想
,

或

而当时流行麟看法
,

平民主义应以推

进平民的能力与却识为本
,

`

月典
,

r

他们丰张社会与政偷改革应从乡村建设入手
。

我们可以看出
,

乡村建设运动的勃兴
,

是有着深刻的经济
、

政治
、

客化等方面的原因的
,

其

① 参见 东乡村建设论文集》
。

⑧ 引自 《 中国农村论文选》
,

卿 《 民间》 半月刊创刊号
。

. 采漱沉 ; 嗽忆往谈旧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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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农村的破败和建立新政治制度的憧憬是导致许多知识分子离开都市
,

走向民间的主要原因
。

乡村建设运动
,

在当时也有着一定的理论根源
。

( 一 ) 中国传统民本思想的影晌
:

中国历来有重视人民力量的传统
。

关于民犹如水
,

能载船亦能覆舟的记载史 不 绝
、

书
。

“ 民为邦本
,

民强邦固
”
是定县晏阳初乡村建设的哲学基础

。

邹平梁漱溟也认为进行任何工

作
,

若没有大多数的人民参加
,

是不能成功的
。

我国基于民本思想的从宋代开始的
“ 吕氏乡

约 ” 直抉影响了乡村运动的组织机构
。 “ 吕氏乡约

” 是北宋 吕和叔于 1 0 7 6年在陕西兰田县推

行的
,

它是一种邻里乡党之间互相要求
、

监督的书面承诺
。

内容分
“
德业相劝

、

过失相规
、

礼俗相交
、

患难相恤
” 四部分

,

后经南宋理学家朱熹加以修改
,

推行于全国
。

明朝王守仁也

曾订有南赣乡约
,

实行移风易俗
,
明代末期理学家陆世义著有

“ 乡治三约
” ,

以乡约为纲
,

以社学 、 保甲
、

社仓三者为 目
,

实行区域性的地方自洽
。

乡村工作者受其启发
,

认 为 古 代
“ 乡约

”
实际上就是现代的

“
地方自治组织

” ,

乡村建设合于乡村居民自动
、

自发
、

自为的

原则
,

并符合将教育 , 政治
, 经济的工作内容融于一体的做法

。

(二 ) 西方
,

平 民御育思想和杜区发展理论的影晌
:

随着西方工业化的发展
,

要求乡村居民不断适应正在飞速发展的机器生产的需要
,

提高

自己的文化水平和工 作能力
,

因此
,

从实际中产生了平民教育思想
。

其中丹麦的民众教育最

为成么 我国一些平 民教育家曾留学欧美气对西方的平民教育思想比较熟悉
。

俞庆棠女士留

学美国学的就是平民教育专业
,

从理论到实践都受过严格的专业训练
。

梁漱溟虽没有负籍欧

美
,

却对丹麦平民教育最为详熟
,

对丹麦教育中的人生行谊
、

人生自觉
、

互相合作
、

学做合

一 以及爱国心的培养等内容有正确的把握
。 ① 因此主张将 产组织起来

”
租

“
人生向上

”
做为

中国乡村工作的方向
。

在本世纪的二
,

三十年代
,

现代社会学的关于社会发展
、

社区工作理论
,

经 由近百年的

努力
,

已臻完善
。

当时的社区发展理论认为
,

落后社区的社会开发分应以科学的社会调查与

实地研究为基础
,

来取社会各方面协调发展的整合计划
,

自下而上地推行
,

他们强调社区人

民的主动参与和其素质的提高
。

.

这些理论直接影响到了乡村建设运动的措施
。

.

晏阳初强调社

区人的间题
,

梁漱溟的户籍调查
、

农民自觉和团体组织双管齐卞的做法
,

俞庆棠
、

陶行知的

教育在于改造生活的宗旨
,

_

实际上是社会发展理论在中国的发展和运用
。

另外
,

乡村建设运动也明显地受到了美国乡村生活运动的影响
。

美国乡村生活运动是谋

求农村生活的改良而兴起的一种农村生活研究与建设的运动
。

本世纪初年
,

因为受到了工业

革命和城市发展的影响
, ;

许多美国农村中发生了各种社会间题
,

如农业生产减产
,

农民生活

贫乏
,

教育水准下降
,

青少年大批离乡等等
,

乡村呈现出全面解体衰败的现象
。

当时的罗斯

福总统
,

鉴于这种危抓情况
,

于 19 0 8年组织了二个美国乡村生活委员会
,

由七名对乡村生活

有研究的学者为委员
,
对农村进行调查

,
1 9 1 1年写出报告

。

这样
,

乡村生活与建设的运动逐

渐引起各方注意
。

19 1 2年美国社会学年会
,

’

即以乡村生活的研究为主题
。

从此
,

与美国农业

推广
、

乡
一

村教育
、

农村经济学与农村社会学相互联系在一起的各地区的活动就繁荣起来
。

中

国的一些乡建巨头如晏阳初
、

.

陶行知
、

俞庆棠
、

李景汉
、

高践四等人
,

在思想和做法上受到

美国这一运动的影响
,

借鉴了他们的一些做法
。

。 参见 《丹麦的教育与我们的教育》 , 《梁漱溟教育文集》 ,

江苏教育出版社
,

1 988 年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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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乡村建设运动对中国和世界的影响

由知识分子发其端的乡村建设运动
,

在当时就引起了中国共产党人
、

南京国民党政府和

一些西方人士的注意
。 ’

(一 ) 对中国的影晌
:

.

20 年代后半期
,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运动正处于低潮
,

但仍关注着知识分子的农村改

良活动
,

他们批评乡村建设运动企图在现存制度下
,

用和平的方法达到国家改革的理想
,

是

用幻想代替产酷的现实
。

并指出中国面临的社会总体间题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及代理人的

压迫
,

只有用暴力革命改变既存的社会关系
,

才能实现国家富强的目标
。

而对那些抱着爱国热

情投身农村工作的青年知识分子
,

则是给予热情支持
,

并努力争取他们走到革命的道路 上来
。

乡村
.

卫作者对农村的改良
,

对农亚科学技术的改进
,

客观上符合了国民党政权的利益
。

他们放宽了对乡村工作者实验的限制
。

1 9 3 2年 12 月
,

第二次全国内政会议
,

有在各省设立县

政实验区及县政建设
、

研究院的决议
,

并采用 “ 政
、

教二富护卫犷合一的精神
,

改革县政
。

抗战爆发后
,

晏阳初又在重庆马歇场成立了乡村建设学院
,

并设定番实验县
,

在继承切年乡

建工作优点的基础上
,

进行学术和实践结合的县政改革
。

它强调行政的学术化
,

学术的实际

化
,

试图用学术刷新中国的政治
,

实现民主共私的理想
。

乡村建设对平民教育的强调
,

影响到了当时
.

的南京政府
。

19 28 年 导月国民党政府第一次

全国教育会议上
,

就有设立乡村师范学校与训练乡村教育师资的议案
。 1导30 年 4 月全国第二

次教育会议
,

又提出了实施义务教育的初步计划
,

并规定在 5 年内健全全国乡村师资堵训机

构
,

同时决定开办城市和乡村义务教育实验区 1 5 0 0处
,

预定在 19 3 1年底
,

全国实施四年义务

教育
。

可见定县
、

江苏等地的民众教育实验对全国 民众教育政策及发展均具有推动的作用
。

(二 ) 对. 除的影晌
: ①

中国的乡村建设工作刚一开始
,

就引起了外国人士的注意
。

美国学者甘伯尔 ( iS血 ey D
.

G a 也 b l e ) 曾亲 自参与河北定县的实地调查研究工作
,

并写成 《定县—
一个中国北部 的

.

乡

村社区》 一书
,

对定县的实际生活状况和平教会在定县的工作方法进行了洋细介绍
。

玲 45 年

3 月
,

美国女作家塞珍珠 (产耐 S
.

B公 c k ) 通过对定县的考察后
,

·

出版 《告语人民》 一书
,

向全世界介绍了中国定县平民教育运动
,

并强调 了它在世界范围内的意义
。

她指出
,

目前世

界上有四分之三的人民正处于文盲
、

疾病
、 一

饥饿与残暴政洽的统治之下
,
如不能使占人类绝

大多数的普通人民接受教育
,

获得最低生活水准
,

则人类的幸福
、

·

和平
、

繁荣就没有保障
。

因此
,

她认为定县
r

的平民教育运动不仅可以推行于中国
,

·

也可以推行于世界
,

尤其是亚洲
、

’

非珊
、

一

拉丁美洲的乡村社区
。

.

此书出版之际
,

正值联合国的有关会议在美国旧金山举行
,

各

国的政府领导为战后的复兴计划寻找对策
,
中国乡村建设工作的经验可以为世界各国提供一

种把战后的贫穷社会予以救济的新观念
。 1 9 4 5年 n 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 巴黎举行会议

,

中

国代表翟世英根据定县平 民教育的工作经验
,

向大会提出了报告
,

介绍了中国的做法
。 1 9 5 2

年晏阳初肉国际平民教育运动委员会的介绍
,

前往菲律宾介绍中国定县乡村建设的经验
,

并

长期居住翔F律宾
,

帮助推行乡村建设
。

1 9 6 1年 7 月
,

晏氏应邀赴拉丁美洲及非洲各地讲述乡

① 本部分的写作借用了台湾东吴大学社会学教授徐震先生的有天材料
,

参阅 《 中华民国历史与文化讨论集 》 第四

册
,

台湾正中书局
,

19剐年版
,

第374- 3沁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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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建设的经验
,

引起反响和实际行动
。

一直到 1 9了3年
,

美国学者哈福特 ( Cb a r l e , w
.

H ay
-

fo 记 ) 以 “
中国的乡村建设

”
为题

,

撰写了哈佛大学的博士论文
,

对我国的平 民教育与乡村

建设
,

作了学术性探讨
。

1 9 7 9年世界展望会国际总会在非洲开会
,

该会主持人专门介绍了晏

阳初在中国和菲律宾的农村建设工作的理论与方法
。

可见定县的经验已在世界许多地区流传

和接受
。

关于邹平的乡村建设实验
,

日本学者菊田太郎 ( K ik at
a T aor ) 曾于 1 9 41 年发表 《梁漱

溟的村治论》
,

小野川秀美 ( O on g an
a H id

e m i) 于 1 9 4 8年发表 《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的成

立》 一文
,

分别对梁獭溟在邹平进行的乡村工作的理论
、

方法及实际工作做了介绍和评论
。

美国学者拉穆利 ( H ar yr J
.

L a m le y) 发表 《梁獭溟
,

乡村建设与乡村工作讨论会》
,

对中

国乡建 10 年的工作计划
,

作了详细整理
。

现任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的美国学 者艾 恺 (G u y

5
.

lA it ot ) 在他那本发表于 1 9 7 9年并荣获美国
“
东方著作奖

”
的 《最后的儒家

:
梁漱摸 与中

国现代化的困境》 中
,

对邹平的社会重建的实验
,

辟专门章节进行了研究
。

使邹平的工作得

以介绍到世界各地
,

对战后各国的社会重建和改组的构想
,

特别是落后地区乡村的建设与改

造
,

起到了参考性作用
。

19 4 9年
,

我国社会工作专家张鸿钧应邀参加联合国工作
,

先后任社会局研究主任
、

中东

地区社会发展办事处主任
、

联合国亚经会社区发展顾阿等职
,

负责亚太地区各国社区发展的

训练和规划工作
。

张氏在我国乡村建设运动期间
,

任燕京大学社会工作教授兼山东汉上实验

县县长
,

是我国推行和实际参与乡村工作的领袖之一
。

他以实际工作经验
,

参与有关联合国

的会议
、

规划与决策
,

使中国乡村工作的有效经验
,

得以在决策层次上推行于世界
。

四
、

乡村建设运动的现代启示

前已论及
,

乡村建设运动是企图在保存现有社会关系的前提下
,

用改良的方法
,

实现社

会现代化的理想
。

由于中国二
、

三十年代
,

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空前激烈
,

致使当时不存在

社会改良的条件
,

因而使整个乡村重建的工作最终不可能顺利进行
。

乡村建设运动开始之初
,

就遭受了或平和或尖锐的批评
。

比较有代表性的批评是
,

城市

救国论者昊景超
,

全盘西化论者陈序经
,

社会学理论家孙本文
,

及以孙冶方
、

千家驹
、

李紫

翔为代表的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对乡建改良的批评
。

其中
,

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比较全面系

统地从中国社会政治历史的发展
,

分析了产生农村改良主义运动的背景
,

并指出在当时社会

条件下
,

用和平的方法进行社会改组是行不通的
。

他们公开批判了乡村建设的理论和实践方

面的错误
。

第一
,

中国的国民经济
,

无论从与其各国的关系上
,

或其自身 的结构上
,

都 已成

为世界经济的一个环节
,

在整个民族陷入沦亡危机的时候
,

中国经济的复兴与政治的解放是

不可分割的一个事实的两个方面
。

因此
,

中国的乡村建设不能离开 民主解放运动 而 单 独 进

进
。

第二
,

中国的问题
,

是整体性的
,

想由
“
农业引发工业

” ,

或以农村复兴振兴都市
,

都

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中国向题
。

第三
,

农村或农业间题
,

实包含有生产手段的分配
,

生产物的

分配
,

农业经营和农村金融等问题
。

乡村运动者忽视生产手段和生产物分配的间题
,

尤其是

土地分配问题
,

仅从农业技术
、

农业改良
、

农品运销
、

流通金融等枝节间题上下功夫
,

不可

能从根本上解除农民的痛苦
。

第四
,

乡村工作者在当时社会条件下所做的恢复农业的事情
,

客观上有利于既存社会制度的维持和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
。

当时兰溪实验县的工作报告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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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的结论
。

兰溪县的乡村工作者指出他们遇到的困难
: “

第一
,

手工业

无论如何提倡
,

总敌不了外来货物的倾销
,

则手工业还有什么前途 ? 第二
,

外来农产品倾销

到农村
,

有什么办法可以把洋米洋面赶 出去? 如果赶不出去
,

则改 良农业生产
,

增加收获
,

岂非更将使农产品价格跌落
,

农民愈不能维持
。

对此有何法救济? 第三
,

特殊原料之输出
,

不能一般通行于各县
,

而且可因在外之竞争而被阻
,

此事并非根本恢复经济的方法
。

第四
,

农民贷款
,

如果从理论上讲
,

土产农产品价格必 自然的 日渐低落
,

仓库抵押必有不能实行之

一日
,

否则银行有亏本之虞
。

这些困难
, … …第一

、

第二两点
,

非地方力量所能办
,

有待于

省与中央
,

第三
、

第四
,

只能做到局部
,

然而中央与省两方面又都认地方县政
,

刁
`

是抵御外

来经济侵略的政治细胞
·

一
。

如何能解决外来经济侵略问题
,

正是中国政治是否有前途的唯

一关键
。 ” ① 兰溪实验县的例证

,

说明了农村改 良并不能够解除经济的危难
,

亦不能抵御帝

国主义的经济侵略
。

乡村工作者在实际工作中也遇到了一系列困难
,

诚如乡建巨头俞庆桌所说
: “

日 卜乡村

工作中的保卫事业
,

保得住一村一乡或一县少数人的生命财产
,

却挡不住黄河长江的怒潮
,

更保不了整个国上的完整
。

… …乡村工作中的生计设施
,

可以增加几个乡村或几个县份的收

入
,

却抵不住国际经济侵略的深入农村
,

也不能使农产品的价格不低落
,

从事生产的资源不

枯竭
。 … …从事于乡村工作者

,

费了九牛二虎之力
,

使每亩农作物的田地
,

增加半担以上的

收获
,

这是了不起的成绩了
。

如果一旦洋米倾销
,

或麦棉大量进口
,

每担作物的价格
,

立刻

可以跌到原有价格的半数
。 ” ② 由于改 良者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农村业 已集聚严 重 的 土 地间

题
,

因此
,

他们就找不到现实的力量来支持这个运动
。 1 9 8 3年深秋

,

笔者随山东大学调查组

前往拜访梁漱溟时
,

这位一生抱有救国宏愿的世纪老人还对当年知识分子空有救国之心却不

能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而导致
“
号称乡村运动而乡村不动

,

高谈社会改良而依附政府
” 的结

局感叹不已
。

尽管如此
,

乡村建设运动在当时仍有其积极的意义
。

(一 ) 发现了中国社会的真实性
。

他们的工作避免 了以前历次运动对农村的忽视
,

否定了拿少数都市社会来代表真正中国的见

解
,

他们一致指出
,

中国真正的社会是那 占全国百分之八十五 以上的人口分散居住着的广漠

的乡村
。

要解决这样一个乡村社会的问题
,

天然不能忽略了或弃置了他们本身
。

乡村工作者

深入农村所搞的调查研究
,

如李景汉先生对定县土地分配与农作物种类的调查
,

邹平对户籍

和农村人 口的调查
,

不仅发现了新的社会事实
,

向全国各界介绍了中国农村的现状
,

而且保

存了珍贵的历史资料
。

( 二 ) 发现了解决中国社会问题的力量是在基层
。

他们认为
,

解决中

国间题的根本
,

是使这个社会本身生发出力量来
,

要培养社会发展的动力
,

必须从潜伏在广漠

的乡村的农民做起
。

乡村工作者深入到真正的社会里去
,

做艰苦的自动与自觉的启发工作
,

指出社会基层组织的重要
,

在某种意义上抓住了解决中国问题的根本
。

乡村建设运动惨淡经营10 年
,

终因整个活动的改良倾向与时代生命的脱序而归于失败
,

当时曾叱咤一时的人物也大都消失于默默的历史长河之中
。

然而
,

在选择 民族现代化道路的

探索中
,

整个两代知识分子的奋斗是发乎心灵的
。

经过半个多世纪的时空置换
,

它以悲剧色

彩所留下的启迪还是能引起人们深深的思考
。

从一个大的历史跨度看
,

我国的现代化建设仍

① 参见 《 中国农村论文选》
,

上第26 7页
。

② 参见 《中国农村论文选》 ,

上第27 3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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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进行中
,

农村和农业
,

仍然是国家的基层和基础
,

在今天深化农村改革的过程中
,

有机会

总结乡村建设运动的经验教训
,

我们发现
,

当年的一些理论和措施
,

仍有着方法论上的启发

作用
。

(一 ) 注重民为邦本
,

发挥村民自身的作用
。 “ 民为邦本 ”

是中国的固有哲学
,

乡村建

设运动
,

在很大程度上是发现了农民力量在中国社会中有特殊作用
,

并努力培养他们的自治

能力
。

晏阳初曾深刻地指 出
: “ 现在国家所以弄到如此地步

,

主要的原因
,

就是忘本
, … …

我们要救亡图存
,

必先认清症结所在
。

过去的政治经济文化之所以落后
,

就是因为设施没有

着眼于民众
,

民众伟大的力量
,

非但从来没有运用过
,

而且根本没有发现过
。

所 以乡村建设

运动的 目标
,

在发现组织和训练民众伟大的力量
。 ” ①

乡村工作者都强调启发 民众 自身的力量
。

晏阳初认为
,

挽救农村的破产
,

不应该用救济

的办法
,

而是协助他们自己解决 自己的间题
,

所 以他强调
“ 不是救济

,

而是发挥
” 。

梁漱溟

也认为工作的重点要放在启发
“
人生向上

” 上
,

倡导社区居民对社区生活为
“
有力的参加

”

和 “
商量着办事

” 。

这种观点符合联合国发展署关于社区发展的经典定义
, 即社会工作者和政府引导和配合

社区居民通过 自己的努力
,

改善自己的社会环境和生存环境
。

乡村工作者50 年前的方法
,

在

今天我们正在进行的社会救济和社会保障工作; 对我国某些落后社区的开发
,

仍有着现实的

启发作用
。

(二 ) 在现代化过程中
,

面对中外文化的冲撞
、

融合
,

既注意吸收西方文化的长处
,

又

注意本 民族文化的特长及对外来文化的接受方式
。

定县和江苏的乡村教育工作
,

都明显地受

到西方教育思想的影响
,

但他们在实验中
,

在工作的开展上
,

注意将实践 的内容与作法符合

中国国情
,

提供一个既合于西方科学方法
,

又能被我国农民所接受的教育模式
。

梁漱溟的社

会实验
,

更多地注意了民族传统的重建间题
。

他比较注重维护和发展中国固有的传统
,

注重

中国社会自身的特点
,

并把它作为建设新社会
,

开创新事业的重要依据
。

梁 氏的关于中国的

现代化是实现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化的思想
,

在今天仍有着方法论上的意义
。

(三 ) 解决乡村间题的整体性观点
。

定县
、

邹平
、

无锡等地的乡村工作
,

都有着详尽而

严格的计划
,

如定县解决愚贫弱私四大间题的 6 年方案
,

江苏北夏实验区的平民 教 育 步 骤

等
。

在工作方法上
,

定县的教育采用了家庭式
、

学校式
、

社会式相结合形式
,
邹平则采取把

“ 农民自觉
” 和 “ 乡村组织

” 的双重 目标通过乡农学校的形式一同实施的措施
,

这种整体性
、

全盘考虑的方法
,

也值得今天从事社区工作的同志借鉴
。

(四 ) 知识分子深入实际
,

走入民间
,

与广大人民联合起来谋复兴之路的精神
。

梁漱溟

指出
: “ 乡村问题的解决

,

第一固然要以乡下人为主力
,

第二亦要有学问
.

有眼光
、

有新知

识的人与他合起来
。 ” ② 他认为中国社会问题的解决

,

中国新社会制度的建立全靠知识分子

下乡
,

与乡村居民联合起来才能完成
。

在他及同仁的倡导下
,

许多知识分子换上布底老鞋
,

从都市来到闭塞的乡下
,

做艰苦的民族自救的工作
,

其精神是极为可嘉的
,

当时就受到了学

界的普遍称赞
。

知识下乡
,

始终是中国社会现代化中的一个大间题
。

这在今天
,

仍有着迫切的现实意义
。

在农村改革逐步深入的新形势下
,

随着产业结构
、

多种经营的不断发展
,

农民对教育
、

科技

① 《 中国农村论文选》 上
,

第301 页
。

② 梁漱溟
: 《乡村建设大意》 ,

第15 2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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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提出越来越高
一

的要求
,

科教兴农的呼声
,

已不绝于耳
。

据研究
,

我国 30 年来农村依靠科学

技术所提高的生产力极为有限
。

因此
,

科按下乡
,

是加速农村改革的题中应有之义
。

但直到

目前
,

知识分子大规模下乡的迹象还没有出现
。

在这方面
, 3 0年代前辈学人的牺牲精神是值

得提倡的
。

作者工作单位
:

山东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

责 任 编 辑
:

陈庆利

我国社会学界的老朋友日本著名社会学家

福 武 直 逝 世

我国社会学界的老朋友
、

战后 日本代表性社会学家
、

东京大学名誉教授福武直先生因心

肌梗塞发作
,

于 19 韵年 7 月 2 日晨在东京不幸逝世
,

终年 72 岁
。

福武直先生是日本冈山县人
, 1 9动年 3 月毕业于东京帝大文学部社会学科

,

在学习研究

生课程和担任助教期间参与中国农村调查
。

战后
,

为加速农村改革与废除家族制度
,

推动日

本社会民主化进程
,

致力于日本农村社会性质的调查研究
。

1 9 4 8年任副教授
,

1% o年任教

授
。

1 9 6 3年
,

他的论著 《世界农村之旅》 获每日出版文化奖
。

1 9 8 1年退休后至 1 9 8 6年任社会

保障研究所长
,

将社会学理论运甩到社会保障与社会福利研究领域
。

他还担任了厚生省中央社

会福利审议会委员长
、

总务厅老人闻题恳谈会会长
、

全国大学生活协同组合联合会长等职务
。

福武直先生的研究领域广泛
,

主要包括
: ①社会学理论与社会调查方法研究 ; ② 日本

、

中国
、

印度农村与社区的实证研究 , ③社会保障与社会福利研究及对策等
。

主要著作有 《中

国农村社会结构》
、

《 日本农村社会性质》
、

《现代 日本社会论》 等
。

他的实证研究方法主

导了战后 日本社会学的发展方向
。

福武直先生对中国充满了友好之情
。

他对中国苏州郊外农村的调查是他毕生农村社会研

究的起点
。

1 9 7 9年中国社会学恢复以后
,

他以极大的热情关注我国社会学的重建与发展
,

于

1 9 8 0年 9 月亲自发起成立了
“ 日中社会学会

” ,

积极开展学术交流
。

1 9 8 3年至今
,

他分三次

将私人珍藏的 4 0 3 3册社会学书刊捐婚给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
,

提供了丰富
、

珍贵的

资料
,

有力地推动了我国社会学的发展
。

今年 3 月
,

在中国社会学恢复十周年之际
,

应中国

社科院社会学所的邀请
,

福武直先生作为 日中社会学会第三次访华团顾问来华访间
,

为 “ 福

武直文库
”
剪彩

,

并接受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社会学系
“
名誉教授

” 称号
乙

福武直先生渊博前学识和搏朴的作风赢得 了中国社会学工作者由衷的敬意
。

他的逝世使

我们失去 了一位可亲可敬的益友
,

我们为之无限惋惜和悲痛
。

(李国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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