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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作孚乡村建设成就对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启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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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华师范大学 高等职业技术学院#四川 南充 FEI""!$

摘C要!卢作孚是民国时期乡村建设三杰之一#其乡村建设的理念和实践可以为我们今天

进行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提供有益的借鉴#如加强领导#促进农村交通,文化,教育,体育,卫

生等方面建设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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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长期以来!农村问题一直是我国革命和建设

的核心问题!因此!农村的建设历来受到社会各界

的广泛关注!尤其是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以来!涌

现出了一大批身体力行从事乡村建设的有志之

士" 据统计!当时从事乡村建设的人有 F"" 余人!

共建立了 #""" 余处试验基地*#+

" 其中贡献最大

的有梁漱溟)晏阳初)卢作孚三人!被誉为民国乡

村建设运动的三杰" 关于梁漱溟和晏阳初等人的

乡村建设思想与实践的研究已较成熟!但卢作孚

的相关研究却较为逊色!

" 笔者通过研读相关文

献!发现卢作孚的乡村建设思想和实践不仅在当

时作用巨大!对当今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也有

很大的启迪价值"

一%卢作孚的乡村建设思想及实践

卢作孚 #K$E 年出生于四川省合川县-今属重

庆市.乡下一个农民家庭" 幼时家庭生活困顿!

对农村生活有深刻的体会!这为他日后坚持从事

乡村建设埋下了种子" #$!# N#$!! 年!卢作孚在

杨森的支持下担任永宁道尹公署教育科科长!在

任职期间!卢作孚主持了泸州的%新教育&活动!

为开启民智做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工作" #$!V N

#$!% 年又赴成都建设%民众教育馆&!事业刚有起

色却因杨森的军事失利而夭折" #$!I 年他担任

四川嘉陵江三峡峡防团务局局长!从此开始了他

在北碚一带的乡村建设实践" 在其他地区的乡村

建设运动因抗战爆发而不得不终止的时候!他的

乡村建设却得以继续进行!将名不见经传的北碚

场建设为中国城镇建设的典范!受到梁漱溟)晏阳

初)黄炎培等人的高度赞扬!而卢作孚本人也得以

卓然立于乡村建设家之林"

"一$乡村建设思想

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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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作孚的乡村建设思想主要见于他的/两市

村的建设0/乡村建设0

*!+

)/四川嘉陵江三峡的乡

村运动0

*E+三文中!第一篇文章写作较早!其系统

的建设思想尚未形成!而后两篇文章是其乡村建

设思想和实践的集中体现!对于系统总结其乡村

建设成就价值很大" 王安平和刘重来先生的论著

对此已做了较详细全面的介绍" 为方便行文!在

此根据笔者的理解重新简单归纳如下#

#)教育方面" 与其他乡村建设家一样!卢作

孚也认为教育是立国之本!%乡村第一重要的建

设事业是教育&!

*V+只有开启民智才能改变乡村

愚昧落后的局面" 他把教育分为学校教育和社会

教育两类" 对学校教育而言!主张根据适龄儿童

的数量设立相应数量的学校!并认为建学校之前

要培养教师!教师待遇要够养活一家人!学校的地

理位置要方便孩子上学!设施要简单实用!在教学

理念方面强调引导式教学!养成儿童获得知识的

能力!训练学生的各种行为能力和艺术欣赏能力"

社会教育首先要普及到市场!乃至农民家中" 想

方设法使人们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可以接受

到科学文化的教育和熏陶"

!)经济方面" 卢作孚对乡村的经济落后深有

感触!他认为要改变这种现状!首先需要做资源)

资本)生产力等方面的调查!摸清资源情况后再做

具体规划" 农业方面!卢作孚提出设置气象台!建

立农事试验场和苗圃!修建公共水利设施!改良副

业!加强技术指导等等想法"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

他还建议设立农村银行!以解决农民资金不足的

问题"

E)交通方面" 在卢作孚眼中!交通一词包括

通常意义上的交通和通讯两方面" 交通方面要修

路和经营好河流!其次要加强通讯建设!即他所谓

的%传话的交通事业&!包括邮政和电话两方面!

%能够在远距离立刻听着而且立刻回话&的电话

机要多安装!至少每个乡镇都要有!他甚至认为这

不仅是便利的需要!甚至是保障%一般人民以说

话的权利&"

*%+

V)治安方面" 针对当时社会治安恶化的现

象!他认为只有秩序好了才能开展其他方面的建

设!秩序是根本" 具体做法是要武力民众化!稽查

奸尻!防止游氓的产生"

%)卫生方面" 一方面要设置医院!同时要加

强教育!培养人们讲究卫生的习惯" 卢作孚为此

还专门提及厕所)垃圾)污水等方面的处理办法!

最终目的是要家家户户养成讲卫生的好习惯"

除此以外!他还专门谈及乡村的政权组织问

题" 按他的设想!每个乡设置相应的教育委员)经

济委员)卫生委员!负责上述各项事宜!乡镇长就

是委员长!主持一乡镇的全部事宜" 乡镇长之下

还有闾长和邻长负责小范围的事宜" 上述各种人

选可以由各级人民代表会议选举产生或由上级遴

选指派"

"二$乡村建设实践

卢作孚在/乡村建设0第一章%自治的意义&

中举了改良街道和种牛痘两件事情来说明传统思

想之顽固" 不过卢作孚的过人之处在于其缜密的

思维和过人的魄力!正如他在/乡村建设0末尾所

说%我们对于任何事业!事前应有精密的计划!事

后应有精密的整理&"

*F+卢作孚在全面推进乡村

建设之前!首先做了如下准备工作#

#)肃清匪患!保障平安" 卢作孚任峡防团务

局局长之前!嘉陵江三峡-泛指从北碚到重庆嘉

陵江沿岸地区的北碚)合川)璧山)巴县等地.匪

患猖獗!民众不堪其苦" 卢作孚上任伊始就组织

起武装力量!训练士兵!广泛宣传发动群众!主动

出击" 一方面利用武力镇压!一方面分化瓦解!短

时间内该地区的匪患即告清除"

!)网罗)培养人才" 人才奇缺是当时一个突

出问题" 对于特殊人才!他想方设法去找!不少国

内外专家被他网罗其中!如法国昆虫学家傅德利)

丹麦铁路工程师守而慈)留学工程师唐瑞五等"

对于普通人才!他则通过训练和招考的办法解决"

他先后培训本地青少年 %"" 余人成为%少年义勇

军&和警察!这些人日后在保障治安)宣传教育)

标本采集等诸多方面成为了卢作孚可信赖的力量

和事业的保障"

E)解决经费和场所问题" 卢作孚所在的峡防

团务局经费并不充裕!但他又不愿增加百姓的负

担" 卢作孚采取的措施是拆掉当地的各类庙宇用

作公共设施场地" 他派遣学生队一夜之间拆掉了

北碚的关帝庙)城隍庙)天上宫)禹王宫等等庙宇!

将其改造为博物馆)图书馆)织布厂和医院等" 虽

然当时遭遇很大阻力!但随着时间的流逝!人们也

就渐渐认可了卢的做法" 卢作孚通过此举不仅解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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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了经费和场所的问题同时还极大地改变了民众

的落后观念"

至此!乡村建设的各项准备工作已经就绪"

卢作孚根据北碚一带的自然)人文情况制定了建

设目标#将北碚建设成为生产之地)文化之地和游

览之地" 为此卢作孚主要进行了以下几方面的

工作#

#)改善交通和通讯" 当时的北碚!除嘉陵江

水路可以通船外!公路和铁路都没有!也没有通

电!更没有电报事业" 在卢作孚的牵头下!北碚和

合川的一些煤业老板集资修建了一条八公里半的

窄轨铁路用以运煤" 璧山县的宝源煤矿开凿了一

条小运河以木船运煤"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卢作

孚还在北碚至重庆)合川等地以及北碚各乡镇之

间架设电话线!而当时重庆)成都还没有通电话"

!)兴建公共文化)医疗)体育场所!开展文化

体育活动" 卢作孚深刻地认识到当时百姓思想文

化的愚昧和落后!他曾在/四川嘉陵江三峡的乡

村运动0一文中举出多个例子!此不赘述" 他进

行的文化和公共事业有如前所述拆庙建博物馆)

医院)图书馆等!还有修建公共运动场!创建嘉陵

江报馆!免费种植牛痘)提供清洁水源等" 此外他

还修建了综合性体育场!开展了丰富多彩的群众

体育比赛"

E)民众教育" 实施民众教育!开启民智是卢

作孚毕生的追求" 为尽快提高民众科学文化素

质!卢作孚可谓绞尽脑汁!几乎达到无所不用其极

的地步" 如把报纸)宣传图片贴到各个公共场所!

把扫盲学校建立到农民家中和茶馆)船上!趁赶集

人多时放电影)幻灯)展览等等" 为此他动员了大

量人员进行民众教育!甚至有时自己还要亲自讲

解幻灯片内容" 后来!他还在北碚建立了中国西

部科学院!开展了大量科学研究工作"

在卢作孚的努力下!北碚的教育得到快速发

展" 到 #$EF 年!北碚已有两级小学-即完小. V

所!初级小学 #V 所!学生 # E"" 人!入学率为

!#_" 到 #$V% 年!儿童入学率达到了 K"_

*I+

"

这么广的普及程度在当时全国范围内也是很高

了"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 #$VI 年 #! 月特派代表

来北碚考察!次年 ! 月!该组织定北碚为%基教实

验区&!充分肯定了北碚民众教育*K+

"

二%卢作孚乡村建设思想对社会主义

新农村建设的启示

"一$领导的重视及人格魅力

#)求真务实精神" 卢作孚/怎么样做事111

为社会做事0一文由许多警句组成!既是对自身

的勉励!也是自身的感悟!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做

事的态度" %我们应一致反对的是空谈!应一致

努力的是实践&

*$+

!在北碚火焰山营房墙上写着

他的话#%忠实地做事!诚恳地对人&

*#"+

" 他是这

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 %做事有两要着#要大处

着眼!小处着手&" 卢作孚在乡村建设进行之前!

已有了周密的部署!首先是清除实施障碍!整顿社

会秩序!准备人才和场地" 然后经济建设)民众教

育)卫生建设)交通建设等各项工作同时推进!多

管齐下" 虽然头绪繁多!一切都从零开始!但短短

的时间内!各项事业都取得了明显成效"

卢作孚当时面临的乡村建设任务显然比今日

繁重得多!但他能让百姓很快从严重抵触到衷心

拥护!乡村面貌迅速变样!成为全国的楷模" 显

然!这是与卢作孚求真务实的精神分不开的"

对比我们现在某些地方领导!片面追求政绩

和LRU数字!搞了不少劳民伤财的形象工程)面

子工程" 以笔者亲眼所见!一些地方仅仅选择交

通方便!底子较好的地方作为新农村建设的试点!

修公路)拆旧房建新房!修建水利设施和体育设

施" 从表面看!确实显得村容整洁)乡风文明" 但

这种树立起来的典型却缺乏可持续发展的动力!

生产)生活以及村民自治等方面依然如故" 这还

是所谓典型的情况!其余广大偏远农村则无人问

津!难以享受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政策的阳光

雨露"

此外!不少地区模仿成风!不根据自身的资

源)交通)历史等条件制定发展方向!结果事倍功

半!效益低下!百姓怨声载道" 卢作孚曾说%无论

做什么事!事前贵有精密的计划!事后贵有精密的

整理&" 在制定乡村建设方案之前亲自进行了详

细的调查!摸清了资源状况! 在乡村建设过程中!

他随时总结经验教训!每天都要对当天的工作进

行总结!正是这种求真务实的作风才保证了其事

业的顺利开展"

!)身先士卒)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

#$!I 年初到北碚时!卢作孚看到街道又肮脏又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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暗!下决心整治!但居民已经习以为常!并不支持

工作" 在清理街心淤泥时!卢作孚身先士卒!跳入

沟中!挖刨疏浚" 在他的带动下!学生们和一些居

民积极投入除污行列!多年未经疏浚的臭水沟最

终被清理得干干净净" 在建设北温泉时!他亲自

率士兵一起劳动" 在架设电话线时也与同仁一起

在外风餐露宿!栉风沐雨"

卢作孚说#%我们应努力于公共福利的创造!

不应留心于个人福利的享受&

*##+

!确实!卢作孚一

生勤俭!不追求物质上的享受!即便是在最后的遗

言中!也要求民生的股票全部归国家!借用民生的

家具一律归还!住民生的房屋一律交出归还"

黄炎培先生与卢作孚交情甚深" 他在一篇文

章中介绍说#%民生公司!卢先生是总经理!员工

共有六千多人!他们每年分红的方法!把六千多人

分做五级!不问职位高低!薪水大小!但按他劳逸

和功过!列入某级" 如系第一级!应得花红若干!

总经理这样!水手仆役也是这样" 所以去年卢先

生分红得四十九元几角!列入第一级的水手仆役

每人所得也是四十九元几角" 这样实行平等!怕

民生以外!还不容易找第二个公司吧3&

*#!+

毋庸讳言!我国现在搞事业!领导起着至关重

要的作用"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同样要注意到这

个国情" 因此!加强对领导的教育)考核)监管和

奖惩十分必要!避免出现政绩工程!甚至贪污腐

败!真正做到全身心为人民服务!一切以人民的利

益为出发点"

"二$关于乡村建设的具体思想和做法

乡村建设头绪繁多!传统意识和既得利益者

所造成的阻力很大!要想成功开展难度着实不小!

但卢作孚的一些思想和做法可以为我们提供有益

的借鉴"

#)乡村地位的认识和乡村建设的意义" 卢作

孚从政治)教育)经济三个方面阐述了乡村的重要

地位!抨击了当时只重城市不重乡村的现象" 语

言浅显易懂!但结论却入木三分" 他说#%如果仍

是持续不断地重视城市而不重视乡村!必更有一

危险的问题!便是#促成人口集中城市"&这样就

会形成欧美国家已经出现的城市问题" 卢作孚的

这些认识虽然是 K" 年前提出的!但在今日看来依

然有其现实意义" 新中国成立以后!城乡二元体

制造成了城乡对立和城乡差别的进一步扩大" 目

前虽然我国的城市化率只有 %"_左右!但城市病

在许多地方已经十分明显" 人口拥挤)资源匮乏)

交通堵塞)污染严重等问题不仅存在于北京)上

海)广州这样的特大城市!在不少中小城市也已经

出现" 尤为糟糕的是!目前的政策导向仍在倾向

于城市!对农村的重视雷声大雨点小!缺乏实质性

的长远规划和行动"

关于乡村建设的意义!卢作孚说#%我们要提

倡的事业意义却不同!在消极方面是要减轻人民

的苦痛!在积极方面是要增进人民的幸福" 怎么

样减轻苦痛呢, 是要他们少些骚扰!少些病痛!少

些天灾!少些强力的压迫!少些不该有的负担" 怎

么样增进幸福呢, 是要他们多些收获!多些寿数!

多些知识和能力!多些需要的供给!多些娱乐的机

会&" 建设和谐社会不同样需要增进人民的幸福

吗, 增进人民的幸福才是新农村建设的根本目

的!而不是做一些漂亮的表面文章)政绩文章和

LRU数据"

!)乡村教育" 卢作孚在教育方面倾注了很多

心血!虽然他自己的正式学历仅为小学!多数知识

是自学得来的!但他善于思考!注重从对方立场考

虑问题!所以他提出的很多教育思路现在看来都

是非常先进的!至少是适宜的" 比如学校的设置!

他说#%设置学校的第一要事在选择适宜的地力"

求便利周围就学的小孩子"&这些年农村流行农

村中小学撤并工作!将一些长期存在的便利孩子

上学的学校撤销并入中心校!美其名曰建设达标

学校和便于管理!实际上给偏远地区的孩子上学

带来了交通上的极大不便!增加了他们负担!占用

了更多在路上的时间!同时增加了安全隐患!最终

导致更多的学生辍学" 关于教育!卢作孚还有很

多具有真知灼见的认识!学术界已做了不少探讨!

此不赘述"

E)交通和通讯建设" 我们都熟悉一句口号

%要想富!先修路&!这句话当然不错!要摆脱农村

传统自给自足的现状!必须加强交通建设!让村庄

不再闭塞!让村庄与外界更好地融为一体" 在现

代社会!通讯业迅猛发展!手机和电话已经基本普

及到每个家庭" 但互联网在农村的铺设还很不理

想!这主要源于现在乡村的人员多数岁数大!文化

水平低!视电脑和网络为畏途!因此使用的积极性

不高" 而网络公司又觉得在广大农村建设网络投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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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高回报少!因此也缺乏激情"

卢作孚为了修路!动员了一些企业老板出资"

我们现在修路的出资人一般是这样的#城市和一

些跨区域的大型工程多数由国家或企业投资!至

少一般百姓是不出钱的" 目前!高铁)高速公路修

得不亦乐乎!城市的道路建设也红红火火" 但乡

村公路的修建情况却完全不同" 国家一般是不出

资或部分出资!剩余部分由农民自己出钱出力!实

际上基本上是以农民为主体进行修建的" 据笔者

在四川的了解!农民出资的数额大体在每人数百

元!一家三口动辄就要上千元!有的还要两)三千

元!因此筹资的压力非常大" 政府资金缺位的结

果是乡村公路成了被遗忘的角落" 没有公路!农

民脱贫!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型!农村实现可持

续发展等都将是一句空话"

V)体育和卫生建设" 体育设施即使在当今的

农村仍然是一个稀奇事物!除学校内或政府大院!

其他地方难觅体育设施踪影!农民们唯一的体育

活动大概是散步" 笔者认为!设置一些简单的公

共体育设施并不需要花太多的钱和场地!对地方

政府而言!只要真心想解决应当不是难事" 卫生

方面!中国农村的卫生事业取得较大的成就是在

#$F% 年毛泽东发表%F)!F&讲话以后!当时许多城

里的医生下放农村!农村也建立起了赤脚医生制

度" 时过境迁!今天农村医疗卫生事业面临着诸

多新的困境!在医疗设施)人才等方面都有许多需

要克服的问题" 因此!在新农村建设的时候!同样

需要重视医疗卫生事业!解决看病难!看病贵问

题!真正让百姓%多些寿数&"

前文对卢作孚先生在乡村建设思想和实践进

行了简略的梳理!据此提出了一些对社会主义新

农村建设的启示" 事实上!卢作孚的思想广博而

深邃!还有很多值得我们深入挖掘" 真心希望卢

作孚先生心目中的%可爱的乡村&

*#E+不再是遥远

的梦想!而是不久将来的现实"

&参考文献'

)#* 申学锋)$乡村建设运动%的三种模式)D*)中国财经

报#!""IJEJ#E+I )

)!* 罗中福)卢作孚文选)S*)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

社##$K$+F!JII)

)E* 罗中福)卢作孚文选)S*)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

社##$K$+#$F)

)V* 罗中福)卢作孚文选)S*)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

社##$K$+F%)

)%* 罗中福)卢作孚文选)S*)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

社##$K$+I!)

)F* 罗中福)卢作孚文选)S*)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

社##$K$+II)

)I* 周永林#凌耀伦)卢作孚追思录)S*)重庆+重庆出版

社#!""#+VI$)

)K* 吴洪成#郭丽萍)教育开发西南'''卢作孚的事业与

理想)S*)重庆+重庆出版社##I#)

)$* 罗中福)卢作孚文选)S*)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

社##$K$+EE)

)#"* 赵晓铃)卢作孚的梦想与实践)S*)成都+四川人民

出版社#!""!+%!)

)##* 罗中福)卢作孚文选)S*)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K$+EF)

)#!* 黄炎培)蜀道/蜀游百日记)S*)上海+开明书店#

#$EF+##VJ##$)转引自张守广)卢作孚年谱)S*)南

京+江苏古籍出版社#!""!+!K%)

)#E* 罗中福)卢作孚文选)S*)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

社##$K$+FK)

)#V* 王辉)抗战前后重庆城市重大交通规划研究)**)重

庆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E")

"责任编校!杨C睿$

70%I",(80$%":%"$26M;Q;26;/;&-,92")$&;*$(2"!*0(%>%:%"$)

2"L2*(-,()$/;&-,/%*2")$&;*$(2"

2]MDLe6.4J56.4

-;7""#"&J,%7$)K"0+1,"*+#9$07*"#"%4! X$-1!7,*+ =").+#2*,3$)-,14! ;,07(+* =+*07"*% FEI""!! !7,*+.

!<)$&-*$#

Y, d,+1, 6<+.8+1(3-88+,(<(/.:6.4(/08.(<+1-,-/0'+.<(-,'(6+. 6. (38T8-6+: +1(38P8T,W06'+1236.//.: 36<'+.J

'8T(/.: T-/'(6'8+1-,-/0'+.<(-,'(6+. '/. T-+>6:8(38W8.816'6/0-818-8.'81+-<+'6/06<(>600/48-8'+.<(-,'(6+. (+:/9! <,'3 /<

<(-8.4(38.6.408/:8-<36T! T-+[+(6.4(38'+.<(-,'(6+. +1(38-,-/0(-/116'! ',0(,-8! 8:,'/(6+.! <T+-(<! 38/0(3 1/'606(68</.: <++.)

=%. 42&')#

Y, d,+1,$ -,-/0'+.<(-,'(6+.$ <+'6/06<(>600/48-8'+.<(-,'(6+.

I"#

第 % 期CCCCCCCCCCCCC常青青+卢作孚乡村建设成就对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启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