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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许仕廉乡村建设思想的民族性

与科学性特征
刘 峰

摘 要: 许仕廉乡村建设思想具有民族性和科学性的特点。其民族性表现为进行乡村建设，谋中华民族的生存

与发展; 提高民族素质; 创造民族新文化。其科学性表现为乡村建设方法的科学性; 通过乡村建设使科学社会化，

建设科学化的农村。民族性和科学性对农业现代化和民族复兴提供诸多有益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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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许仕廉:《社会计划与乡村建设》，《社会学界》第 8 期，1934 年。

许仕廉，中国著名社会学家，1896 年生于湖南

湘潭，早年留学美国，获艾奥瓦大学哲学博士学位。
回国 后，先 后 任 武 昌 师 范 大 学、燕 京 大 学 教 授。
1928 年他率领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师生，在清河镇

进行为期两年的农村调查，1930 年主持创办清河

乡村建设实验区，1933 年应实业部聘请参与农村

建设委员会的设计工作。作为邹平、定县乡村工作

讨论会的值年参与筹备邹平、定县的乡村工作讨论

会。许仕廉的乡村建设思想内涵丰富，而民族性和

科学性是其乡建思想的本质特征。在建设社会主

义新农村的今天，再次审视许仕廉乡建思想这一特

征，无疑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一

近代以来由于帝国主义侵略，兵祸匪患再加上

自然灾害使中国农村日趋破产。1929 年资本主义

世界的经济危机严重地冲击着中国，进一步破坏了

中国农村经济，使之走向崩溃。在“农村经济破

产”、“农村崩溃”的呼号声中，“农村复兴”、“农村

改进”、“乡村建设”等口号成为中国社会的普遍呼

声。
欲进行建设，必先了解建设对象的现状。中国

的现状令人失望和担忧: 以言民族，则民族衰弱，危

机日亟，民族固有之文化精神根本破产，国民思想

烦闷纷歧而无所依归; 以言民权，则虽有实施民治

的原则，却没有使民自主的办法，官僚专权，土豪横

行; 以言民生，则盗匪载途，灾荒频仍，生产日落，失

业日多，交通闭塞，水利不兴; 以言民智，则文盲众

多，民众愚昧，迷信盛行。面对内忧外患之现状，许

仕廉把民族的生存与发展，民族素质的提高，民族

新文化的创造寄托在乡村建设上，从而赋予其乡建

思想以民族性特征。
鸦片战争后，传统农业文明受到工业文明的有

力冲击，中华民族的生存和发展面临严重的威胁。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第二次工业革命后，科技发

展突飞猛进，各种新技术、新发明层出不穷，并被迅

速应用于工业生产，大大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引起

全人类社会的剧烈变迁，也引起了农村社会的变

迁。30 年代农村崩溃，不独中国为然，世界各国均

有极严重的农村问题。世界先进国家，如美国、苏

联、意大利、德国等正努力运用种种新技术、新知识

应付社会变迁，提高整个民族生产效率，谋该民族

之生存与发展。许仕廉主张通过乡村建设，谋中华

民族的生存与发展。他指出: 乡村建设要利用国外

新技术，但“决不能倚靠国外势力”，要靠中国自己

“组织他的社会力量及民族力量”。①乡村建设“并

不是要在人工造成的空气中，创出一个和外界隔离

的乌托邦社会，并不是恢复闭关时代中古式农业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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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制度下农村安定”，而是“要使中国的农村人口

以及整个中华民族，能够提高共同生活的效率，以

应付这整个二十世纪世界变迁的种种问题。”①中

国乡建之目的在“提高吾国社会之集体效率，使吾

民族能 在 世 界 民 族 竞 争 中，得 以 自 存 及 自 由 发

展”。②

近代中国农村日益破产，农民无法解决温饱问

题，更无法接受最基本的教育，造成农村文化落后，

文盲众多。许仕廉主张通过乡村建设，培养农村建

设人才，提高民族素质。
许仕廉把农村建设人才分为三种: 第一为农

民，第二为高等技术人才，第三为推广人才。他把

农民放在建设人才的第一位，足见他对提高农民素

质的重视。为提高农民素质，他提出农民要有自己

的组织，要从主观方面对农民进行陶练，灌输科学

知识。“中国有农民七千万，如彼等有坚强之组织，

不独可保农村之安全，且可臻中国于富强之域”。
对农民主观上进行“精神陶练，民族心之发展，科学

知识之输入”。③使农民能与技术人才与推广人才

合作，能运用新知识及新方法，以改进其集团生活，

而建设新农村。
许仕廉重视农业技术推广人才的训练。他提

出:“推广员本身学不必专，但对指定的农村工作，

须有相当训练。同时应明了乡村实况，对乡建计划

之推行，能因地制宜，无过与不及之弊”。④他指出

进行农业技术推广时，第一要注意中国民族的历史

文化，社会心理和生活习惯。第二要利用现代自然

科学与社会科学所发明的最新而最经济的方法。
第三因人才，经验，资本及土地资源的限制要实事

求是，大处着眼而小处着手。推广人员的使命是要

将已经试验过的证明完善的技术方法，推广于农村

社区中———实验技术是包含农业、农村工业、农村

工程、农村经济、农村卫生、农村教育、农村社会工

作、农村组织、地方政治等。⑤

为准备必须的推广人才，许仕廉提出应在可能

范围内，从速实行全国联合的农村人才训练计划，

据他约略估计，全国需要推广人才如下: 一万五千

医生，三万至四万五千个看护，七万五千个助产员，

十万个乡村教师，一万五千个工程师，七万五千个

社会服务员，三万个农业推广员，一万五千个农村

合作指导员，三千个农村新闻记者和编辑，一百万

至二百万平民教育讲师，五千个统计人员。他认

为: 如果没有这些人才，“任何农村建设计划，是不

能够获收全国的效果的”⑥。如果这些推广人才能

够培训出来，那么中华民族的素质就会大幅度的提

高。
由于西方文化的入侵，中国沿袭千年的社会组

织结构已经崩溃，新的社会结构却没有建立，文化

严重失调。许仕廉主张通过乡村建设，创造民族新

文化，建树合乎社会变迁的民族道德。他提出乡村

建设要基于中国传统文化并吸收现代欧美新的科

技文明，吸收西方现代制度的长处，乃至苏联共产

党的有益经验，以创造出一个为全世界所没有的最

进步的文明社会。显然，这与盲目地主张全盘西化

者根本不同，也与顽固的封建守旧派存在着差异。
沟通调和中西，就是把中国固有传统与西方近现代

文化互为调和，而不是政治制度上照搬西方的一

套。
在进行乡村建设时，许仕廉把中国农村看成是

一个复杂的社会文化整体。这种文化整体可分析

成种种“文化混合物”( Cultural complexes) ，每一文

化混 合 物 又 可 分 析 为 种 种“文 化 质”( Cultural
traits) 。相同的文化质与他种文化质的结合方式又

不相同，因文化质混合方式之特殊，故有所谓“文化

方式”( Cultural patterns) 。他认为中国文明与西洋

文明之所以互异，一方面由于文化质、文化混合物

本身不同，一方面由于文化质、文化混合物结合方

式的不同。⑦

中国农村文化有自己的特点。农村龙王庙内

的菩萨，佛爷前的香案，香炉内之香，和尚用的木

鱼，为农村的文化质。集很多文化质，才能成庙。
每种文化质的运用，每种文化质与他种文化质的联

合，均有习俗造成的一定方式。例如，菩萨香案，不

能随意置放，香不能随时点烧，木鱼不能随便敲打。
均有一定的规矩或方式，才能视为“合法”。这些

文化方式，均系民俗( Folkways) 之产物。⑧集木鱼、
香案、菩萨、香烛等无数文化质与拜神、念经、问卦

等无数方式，才造成中国一个乡村宗教的文化混合

物。然后再集合关于宗教、教育、道德、赈济、贸易、
工艺、耕植、林垦、渔牧、水利无数的文化混合物才

形成中国乡村社会。每一个乡村社会，是由无数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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⑧许仕廉:《中国乡建中心论质疑》，《申报月刊》第 3 卷第 1 期，1934 年，第 81、81 页。



化混合物结合而成。每一个文化混合物，又有无数

文化质结合而成。文化质与文化质的结合，或者文

化混合物与文化混合物的结合，会造成多种多样的

文化方式。① 进行乡村建设时，要尊重农村文化方

式。
许仕廉认为中国农村问题是文化失调造成的。

文化发 生 变 迁 时，由 于 速 率 不 同，会 产 生“文 化

差”，“文化差”会导致“文化失调”，“文化失调”就

会产生“社会问题”。“社会各部文化之变迁( Cul-
tral Change) ，即文化质与文化混合物之增减变换

不必有同一速率( Ｒate of Change) ，速率既不相同，

各文化质与文化混合物之间，即发生文化差( Cul-
trallag) 现象。文化差常引起‘文化失调’( Cultral
maladjustment) 情状。‘社会问题’即文化失调之象

征。”②中国农村问题就是“文化失调”。乡村建设，

物质建设与社会建设，应平均发展。倘若这两项

“不能平均发展，即有‘文化差’现象，社会问题就

会发生”。③

文化质与文化混合物的增减变换，是文化失调

的最原始因素。社会上的人，对于文化质及文化混

合物之增减变换，必然会发生怀疑与抗拒，此抗拒

性叫做文化惰性( Cultral Inertia) 。文化惰性“即社

会随时发生一种趋势，拒绝新文化质或文化混合物

之输入，与旧文化质或文化混合物之变更”。任何

外来“单个文化质，或单个文化混合物，或单个文化

方式，若不与整个文化复体相配合，必不能为该社

会全体所容纳”。④许仕廉认为乡村建设，“单是农

法改良，或单是学校改革，或单是精神陶练，或单是

医院建设，或单是合作社之成立”，这些措施“均不

足以推动整个文化之复体”。单是学习西方技术，

或照搬西方政治模式，也“决不能为中国乡村社会

所吸收，反 足 以 助 长 中 国 乡 村 社 会 之 恐 慌 与 不

宁”。⑤因此，通过乡村建设创造新文化，要对中国

固有文化进行整体改造，而不是单方面的改造，要

立足中国传统文化，使西方文化与中国整体文化相

配合，并能为中国文化所吸收。
许仕廉提出要建设合乎社会变迁的新道德。

在数年的乡村建设运动中，他发现“有不少人欲恢

复中国乡村旧有道德”。对此他进行了批评，“殊

不知人口流动，为旧道德退化之主要原因，而工业

经济之发展，实人口迁移之主要动力。如欲保持中

国乡村旧有道德，必须制止乡村人口之流动。如欲

制止乡村人口之流动，必须实行门户封锁，阻塞工

业经济之侵入，门户封锁之不可能孰不知之? 旧道

德中心论即难成立矣”。他提出: 在“世界经济侵

入中国条件之下，吾人应从速建树合乎现代社会变

迁之民族道德”。这样“则乡村社会，必得重行安

定，乡村道德，必重放光明矣”。他认为乡村建设就

是弘扬民族精神，为人类文化作贡献的建设。在定

县全国乡村工作讨论会上，他提出乡村工作旨趣为

“发扬国族精神，利用科学技术，增加中国社会组织

效能，以应付世界变迁，而促进人类文化!”⑥

许仕廉主张乡村建设是民族的，就是希望通过

乡村建设，摆脱帝国主义的压迫，实现民族自救，使

中华民族能够生存和发展，提高民族素质，使民族

由衰落走向复兴。通过乡村建设创造出新文化，这

种新文化，就其内容说，要尊重中国历史文化，反对

历史虚无主义，维护民族的尊严和独立，提高民族

自信心，就其形式说是具有鲜明的民族风格、民族

形式和民族特色。

二

许仕廉对中国乡村运动所持的立场，不仅“是

民族的”，而且“是科学的，是计划的”。⑦所谓科学

的，就是运用科学方法进行乡村建设，发展乡村教

育，救治农民愚昧，提高农民科学素质，传播科学知

识，反对迷信思想，建设现代化的农村。
许仕廉主张进行乡村建设，要运用科学的方

法。乡村建设方法的科学性表现在乡村建设的整

体性、计划性和全局性。
乡村建设不是对农村枝枝节节的修补，而是整

体推进。30 年代，乡村建设运动蓬蓬勃勃展开，而

从事乡建的工作人员，由于工作环境不同，工作性

质不同，个人训练不同，社会机构不同，对于整个农

村建设的认识也存在差异。“有主张以乡村学校为

乡建中心者，有主张以合作社为乡建中心者，有主

张以农业推广为乡建中心者，有主张以农村自卫为

乡建中心者，有主张以恢复旧道德为乡建中心者，

有主张以推进某种宗教为乡建中心者，有主张以重

分土地为乡建中心者，有主张以改造县政府为乡建

中心者”，此外还有道路中心论，水利中心论，垦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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⑦许仕廉:《社会计划与乡村建设》，《社会学界》第 8 期，1934 年，第 267、267 页。



中心论，自治中心论，卫生中心论，农村工业中心论

等。许仕廉认为这种认识上的不同，“长此以往，将

使中国之乡建门户对立，学派纷歧，与建设本身，恐

害多利少。”①他强调:“农村是一个复杂的社会，社

会是整个的。”②在农村建设上，任何从片面入手的

方法，都不能得到完满的结果。如果单是从农业改

良，或单是学校改革，或单是医院的建设，或单是道

德改良，都不足以转变农村文化整体。如果农村单

方面的技术改良，不和全盘的文化复体互相配合，

那么他是不会真正的被吸收到农村社会的本体里

去的。因此改造农村社会，复兴农村社会，“必各方

面同 时 并 进，分 工 合 作，以 整 个 社 会 为 工 作 对

象。”③

乡村建设应该有计划进行。许仕廉认为: “中

国要求 复 兴，自 然 不 能 不 有 社 会 计 划 或 经 济 计

划。”④所谓社会计划，“是以有系统的方法，将科学

的技术，运用到区域社会里去。其目的在固有人口

状态之下，以有限资源和有限技能，用效率最高而

最经济的方法，为最多数人口谋最大之福利。”⑤中

国社会，大部分以农业经济为基础。必先发展农村

经济，都市的工业才有一个基础。而中国过去的实

业计划，因没注意到此，大多失败了。“乡村经济稳

定，工业才能发展，国家经济才能充实。”⑥因此，许

仕廉制订社会计划时把乡村建设放在第一位。
许仕廉指出: 中国十年来的乡村建设运动，是

由中国民族内发的，由社会主动的，求改进乡村社

会经济的一种建设。可“与苏联的五年计划，与美

国的罗斯福新政相同”。“乡村建设运动是中国民

族所产生的，适合中国社会特殊情状的一种计划建

设”，“乡村建设是中国社会计划的一方面”。⑦

许仕廉提出实施农村建设计划要遵循五个原

则: 第一，计划的适用性原则。每项建设，应规定最

低的单位; 而该项事业，确是能适用于单位社会的。
否则建设只漂浮于上层社会，而不能深入下层社

会，是不彻底的。第二，经费的可承受性原则。即

每项建设经费，每社会单位的人口可以担负，其结

果，可有净余而不至亏损。第三，计划的客观性原

则。每项社会计划，是根据各社会单位的自然需要

所产生的，不是几位理想家强迫社会违背本身利益

去接收的。第四，计划的整体性原则。社会计划应

是整个的。教育、合作、卫生、农业等，同时并行，统

筹办理，方能收效。第五，计划的持续性原则。计

划的实施，一定要尊重地方领袖及地方组织，便可

以走得过，便可以持久。否则就会人存政举，人亡

政息，与整个社会，无大补益。⑧

乡村建设不应仅仅限于农村局部地区，应具备

国家的或国际的眼光。许仕廉认为现代国家产生

农村问题的原因及农村问题的表现主要有四点: 第

一，工业革命以后，资本继续向都市集中，此项资本

一部分从农村剥夺而来。结果引起农村金融枯竭。
第二，农业经济社会中，大部分工业，系乡村手工

业。机械发明以后，手工业因不能抵抗机械工业之

竞争，渐起崩溃，结果农村之经济自给，渐被工业经

济所打破。第三，农业社会，人口静定，生活安稳，

社会组织坚固。工业革命以后，乡村人口继续向都

市移动，农村的家庭关系、生活方式、道德思想及整

个文化发生变动，乡村遂有普遍之社会崩溃。第

四，欧战以后，工业先进国家，农业机器大有进步，

机械力代替人工之效率猛增。结果有普遍之农村

失业及农产过剩情状。⑨

他指出除第四项外，上述各项均适用于中国。
中国都市之资本大部分在外国人势力范围之内。
中国的农村不仅受近代资本主义的剥夺，更受帝国

主义的剥夺。中国农村问题特别复杂，产生农村问

题的原因主要有: 一，在经济方面为近代工业经济

向农村经济之进攻; 二，在政治方面，为东西洋帝国

主义者向中国之侵略; 三，在文化方面为中国文化

与西洋文化之冲突。⑩农村崩溃，原因不尽在农村

本身，系西方工业文明侵入中国后所产生之经济恐

慌之一部分。这种经济恐慌为普遍的，为全国的。
“农村 问 题 与 都 市 问 题 系 整 个 社 会 问 题 之 两 方

面”。中国农村之崩溃，是现代世界庞大的社会经

济变迁之部分表现。伦敦、纽约、横滨、上海与川、
陕、闽、蜀远处内地之小村落，系同一整个问题之各

方面。瑏瑡

既然中国农村崩溃的原因，半为内在的，半为

外来的。解决农村问题，要有全局的眼光。“从事

乡村工作者，单从农村观点立定计划，必不足以应

付事实，彼必具有国家观点及国际观点，始得解决

之方向”。瑏瑢如欲制止外货倾销，非由政府实行保护

关税不可。如欲使杂牌军队不骚扰农村，又非有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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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力之中央政府及一有组织之国家不可。农村建

设，如果不能得到国家辅助，是不能获得成功的。
所以农村建设必须胸怀全局，具备国家或国际眼

光。
许仕廉认为乡村建设运动是促进各项科学事

业社会化、计划化的最大力量。要想让科学社会

化、计划化，其一，就是把“各样科学技术，用有系统

方法，介绍到乡村里去。再由村而镇区市省及中

央，完成一国家技术组织”。其二，就是“以科学的

人才，科学的方法，科学的组织”把科学介绍到中国

社会里去，将各种改进农村生活的科学方法，推广

到农村去。① 乡村建设就是向农民传播科学知识，

“努力要将现代科学方法，运用到中国社会，深入民

间，普遍到最低的社会单位如村庄等”。③传播科学

知识时，要利用现代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所发明的

最新而最经济的方法。让“各社区或经济区域内农

村人口与农村劳动者，吸收新知识新方法，并利用

固有知识文化，改进其集团生活，建设新农村”④。
这样的新农村，人人能享受到生产增加，卫生改进，

教育普及，社会病态减少，社会和政治稳定带来的

利益。农村的农场、工厂、医院、学校、庙宇、巡回文

库、报纸、合作社和政府衙署都变成了建设和进步

的推进力。科学素质的提高，使农场里的农民，铺

子里的伙计，家庭中的妇女，学校中的儿童，市集上

的商人和医院中的医生，每人都成为一个建设者，

因为他们的建设工作，旧的农村会消灭下去，新的

农村会产生出来。人人变为革命的前锋，新民族的

创造者。每人在日常生活中，努力使中国农村组织

化，现代化，走向提高效率的大道。使一盘散沙的

四万万五千万人口，变作一个精诚团结的民族，使

一个分裂的、封建的、愚弱的、受压迫的中国，变作

一个统一的、现代的、坚强的、进取的、自由的中国。
这就是科学化农村建设运动可能的最后结果。⑤

科学是社会进步与发展的重要动力。许仕廉

主张乡村建设是科学的，就是通过乡村教育，使农

民获取科学知识与科学方法，形成科学的态度和信

仰，利用科学知识驱除农民头脑中的鬼神观念和迷

信思想，使农村从落后走向进步，农民从愚昧走向

文明，利用科学技术，促进农村生产力发展，使农村

从破产走向复兴。
曾经兴盛一时的乡村建设运动，终因日本发动

全面侵华战争而告结束，但乡村建设思想却成为一

笔宝贵的精神财富流传下来。许仕廉提出的乡村

建设使民族生存、发展和复兴的理论，保持本民族

文化特色的理念，运用科学技术促进农村生产效率

提高的主张，解决农村问题要有国际眼光的观点，

乡村建设整体推进的思想等，仍有积极的现实意

义，可为农业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诸多

有益的借鉴和启示。
( 责任编辑:乌东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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