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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国近代乡村建设不能忘记的人——《卢作孚与民国乡村建设研究》序今年是卢作孚先生领导的嘉陵
江三峡乡村建设运动80周年(1927～2007年)。
西南大学刘重来教授撰写的《卢作孚与民国乡村建设研究》一书即将由人民出版社出版，恰逢其时，
可喜可贺！
也许在人们心目中，卢作孚主要是一位爱国实业家和“中国船王”，特别是自毛泽东在上个世纪50年
代指出卢作孚与张之洞、范旭东、张謇是发展中国近代民族工业不能忘记的四位实业界人士之后，卢
作孚作为著名实业家的形象和在中国交通运输业的地位、成就更为人所共知，至今有关卢作孚的研究
成果也大多集中于此。
然而，卢作孚作为社会改革家，他曾在民国时期领导嘉陵江三峡地区乡村建设运动，并取得了重大成
就，却不大为人所知，有关的研究也不多，研究专著更未见。
不少学者在论述民国时期乡村建设运动及其代表人物时，也很少提及嘉陵江三峡乡村建设运动和卢作
孚。
最典型的是一部关于民国时期乡村建设运动的专著，洋洋四十万字，竟无一言一语提及嘉陵江三峡乡
村建设运动和卢作孚。
刘教授的这部专著，以翔实的史料，严密的论证，鲜明而有说服力的观点，高屋建瓴、全方位探究了
卢作孚领导的，长达二十二年(1927～1949年)的嘉陵江三峡乡村建设运动，并明确指出，卢作孚领导
的嘉陵江三峡乡村建设运动，是民国时期众多乡村建设实验中时间最长，成就最大的一个，是卢作孚
一生创造现代集团生活的三大改革试验中最凸现其社会改革思想和实践的一个。
应该说，通过这部专著，卢作孚社会改革家的地位是不容置疑了。
(一)刘教授这部书虽然是以卢作孚领导的嘉陵江三峡乡村建设运动为研究对象，但他并没有把研究的
视野仅仅局限于嘉陵江三峡一隅，而是把它放在民国时期整个乡村建设运动的历史大背景中来研究。
为此，他在书中特辟《民国时期中国乡村建设运动概述》一章，专题论述民国时期乡村建设运动，包
括运动的缘起，参加的团体，各自的主张和建设方式等等，并重点论述了这场运动中最杰出的三位代
表人士晏阳初、梁漱溟、卢作孚，比较了他们的乡建思想与实践方式的异同。
这样，烘托出卢作孚领导的嘉陵江三峡乡村建设运动虽地处偏僻，但它不是孤立的，突兀的，而是有
着大的时代和历史背景，是与整个民国时期乡村建设运动有着密切关系，而且通过历史大背景的分析
和彼此异同的比较，不仅拓宽了研究视野，提高了研究层次，也衬托出卢作孚在乡村建设上的远见卓
识和独到之处，从而奠定了卢作孚在民国时期乡村建设运动中的地位。
相信今后有学者研究民国时期乡村建设运动时，再不会忽略了卢作孚及其领导的嘉陵江三峡乡村建设
运动。
(二)刘教授这部书的一个突出特点，是把卢作孚提出的“乡村现代化”目标作为研究嘉陵江三峡乡村
建设运动的主线，以大量事实说明卢作孚为达此目的而坚持把经济建设放在各项建设首位；总结出卢
作孚乡村建设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交通建设为先行，以乡村城市化为带动，以文化教育为重点的
“乡村现代化”建设模式，并取得了重大成就。
众所周知，实行国家现代化，是卢作孚一生的追求。
十几年前，就有学者指出：“热切追求祖国现代化，是卢作孚社会经济思想的核心，也是他实业救国
的主要内容。
”认为在孙中山之后，“更明确提出‘现代化’口号，并对其具体内容和目标做了明确规定的人，卢
作孚还是第一个”。
而卢作孚在领导嘉陵江三峡乡村建设运动时，就毫不含糊地指出，他的乡村建设，“目的不只是乡村
教育方面，如何去改善或推进这乡村里的教育事业；也不只是在救济方面，如何去救济这乡村里的穷
困或灾变。
中华民国根本的要求是要赶快将这一个国家现代化起来。
所以我们的要求是要赶快将这一个乡村现代化起来”。
卢作孚提出“乡村现代化”，正是他“国家现代化”思想的体现，是他乡村建设的终极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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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教授在书中把卢作孚的“乡村现代化”思想作为研究卢作孚乡村建设的主线，凸现了卢作孚“乡村
现代化”思想的前瞻性、先进性和可行性。
(三)卢作孚乡村建设最突出的成就，是将北碚这个昔日荒僻的小乡场建设成了一座“名满天下”的美
丽城市。
应该说，北碚是民国时期众多乡村建设实验中唯一进行乡村城市化建设的典型，很有借鉴意义。
刘教授在这部书中，以全书四分之一的篇幅，详细论述了卢作孚对北碚进行的城市建设，包括卢作孚
对城市中心地位和辐射带动作用的认识，对城市建设的科学规划、开发和各项建设，特别是在城市美
化和生态环境保护上的种种举措，显示了卢作孚在城市建设上的超前思考。
有学者认为：“北碚小城是卢作孚先生美好而崇高心灵永远的表述。
”这在书中得到了鲜明的体现。
从刘教授书中举出的大量事例中，我们明白了为什么早在1944年一家外国杂志就惊呼北碚是“平地涌
现出来的现代化市镇”，“是迄今止中国城市规划的最杰出的例子”的原因了。
刘教授还明确提出，北碚的城市建设，是卢作孚“乡村现代化”思想的体现，是他乡村建设获得重大
成就的原因之一，并认为这是卢作孚在中国近代西部乡村城市化建设的一个成功探索，对中国西部大
开发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这种认识无疑是正确的。
(四)值得注意的是，刘教授在这部书中还强调了卢作孚领导的嘉陵江三峡乡村建设运动在中国西部的
地域意义，强调了卢作孚开发西部、建设西部的西部情结。
为此，刘教授在书中特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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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20世纪20一40年代末，在中国西南嘉陵江三峡地区，曾开展过一场成效显著的乡村建设运动。
它是民国时期中国众多乡村建设实验中唯一在中国西南部，且时间最长、成就最大的一个。
其主持者，就是我国著名爱国实业家、教育家、改革家，被誉为“中国船王”的卢作孚。
    本书从卢作孚的人生轨迹、乡建思想、乡建模式、乡建成就、乡村城市化探索、以工辅农及其西部
情结、人格魅力等诸方面对卢作孚嘉陵江三峡乡村建设运动进行了全面、系统地探究。
卢作孚不愧为中国西部乡村建设的先驱，同时嘉陵江三峡乡建运动对今天的城乡统筹、西部大开发和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卢作孚与民国乡村建设研究>>

作者简介

　　刘重来1941年3月生，教授，山东青州人，1964年南开大学历史系本科毕业。
1978年调西南师范大学历史系任教。
1990—1999年任校汉语言文献研究所所长、硕士生导师、卢作孚研究中心成员。
1988年、1993年、1997年当选三届重庆市人大代表，1998年当选第九届全国人大代表。
现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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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二章　民国时期乡村建设运动概述民国时期的乡村建设运动，是中国现代史上的一件大事。
以梁漱溟、晏阳初、陶行知、卢作孚等为代表的一批知识分子则是这场乡村建设运动的杰出人士。
有学者认为，“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文化革新之路大致在两种角色中展开：胡适、陈独秀等新文化
旗手角色与陶行知、晏阳初等新文化躬耕者角色。
⋯⋯20世纪二三十年代发生在中国一场声势浩大的乡村建设运动，是中国民间知识分子的一次文化大
躬耕”①。
民国时期乡村建设运动虽然一时轰轰烈烈，但因其本身存在着根本的弱点，所以不可能完全达到预期
的目的。
但对当时寻求中国前途命运，探索振兴农村之路仍有着积极的现实意义。
对于当时参加乡村建设运动的大多数人来说，他们的爱国热情和不为名利、不怕艰险、脚踏实地、深
人农村埋头苦干的献身精神，是值得肯定的。
他们的乡村建设思想和实践经验，他们的乡村建设成就和教训，对于今天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和中国
西部大开发，仍有着重要的现实借鉴意义。
一、乡村建设运动的缘起：对于民国时期乡村建设运动的缘起，当时社会各界就认识不一。
梁漱溟对于乡村建设运动兴起的原因，认为是由于“乡村破坏”造成的，而引起乡村破坏的原因则是
天灾人祸和风气改变。
1935年他在撰写《乡村建设理论》中专辟有“乡村建设运动由何而起”一节，认为乡村建设运动之兴
起“可分浅深四层言之”。
“从浅的一层来说”，是“起于救济乡村运动”，“是由于近些年来的乡村破坏而激起来的救济乡村
运动”；“第二层——是起于中国乡村无限止的破坏，迫得不能不自救。
乡村建设运动，实是乡村自救运动”；“第三层——乡村建设运动是起于中国社会积极建设之要求⋯
⋯乡村建设运动实是图谋中国社会之积极建设的运动”；“进而言第四层”，“起于重建一新社会构
造的要求”，“今日中国问题在于其千年相沿袭之社会组织构造既已崩溃，而新者未立；乡村建设运
动，实为吾民族社会重建一新组织构造之运动——这最末一层，乃乡村建设真正意义所在”②。
由于梁漱溟否认中国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因此，他对乡村建设运动兴起原因的论述，实际只是说了
它的表面现象，而没有说出它的实质。

Page 7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卢作孚与民国乡村建设研究>>

后记

从1996年我成功申报国家社科规划基金项目“民国时期卢作孚乡村建设模式研究”至今，已过去整整
十一年了。
今年是卢作孚到重庆北碚开展嘉陵江三峡乡村建设运动八十周年，书稿能付梓，有特殊的纪念意义。
我从十二岁起就生活在北碚，又在卢作孚创办的兼善中学读了六年书，从1978年起又在地处北碚的西
南师范大学(现改为西南大学)任教。
可以说，我研究卢作孚乡村建设，既有得天独厚的条件，又有义不容辞的责任。
在完成本书稿之时，我首先要感谢民生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没有公司大力支持，这部书是无法出版
的。
其次我要感谢妻子周鸣鸣(西南大学高教研究所副所长、卢作孚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员)，是她的不
断鼓励和督促，才使我从原来多年从事的教学研究领域走出来，开辟了一个新的教学研究天地，自己
在其中也获益匪浅。
还要感谢西南大学卢作孚研究中心及民生实业(集团)有限公司研究室及《重庆市北碚区志》副总编辑
李萱华先生提供的大量史料。
本书的个别章节，是与周鸣鸣和我的研究生陈晓华(现为首都师范大学教师)共同合作的，在《编年纪
事》中，1931年11月至12月的部分资料由民生实业(集团)有限公司研究室龙海同志抄录，人民出版社
邵永忠先生为此书出版出了大力，在此一并表示谢意。
书中当有不少的讹误之处，敬请专家、学者及广大读者指正。
刘重来2007年4月于重庆北碚西南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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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卢作孚与民国乡村建设研究》以翔实的史料，严密的论证，鲜明而有说服力的观点，高屋建瓴、全
方位探究了卢作孚领导的，长达二十二年的嘉陵江三峡乡村建设运动，并明确指出，卢作孚领导的嘉
陵江三峡乡村建设运动，是民国时期众多乡村建设实验中时间最长，成就最大的一个，对今天的城乡
统筹、西部大开发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作为爱国实业家和“中国船王”的卢作孚熟为人知，但是作为一位出色社会改革家，曾在民国时期领
导嘉陵江三峡地区乡村建设运动，并取得了重大成就的卢作孚却鲜为人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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