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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卢作孚“乡村现代化”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思想及其启示意义 

——卢作孚乡村建设思想及实践探析之一 

 

刘重来 

 

美国著名史学家费正清在其主编的《剑桥中华民国史》中论述了发生在上个

世纪二三十年代那场规模大、波及面广、参加者众多的民国乡村建设运动后，不

无感慨地说，这些乡建运动尽管一时轰轰烈烈，但“最终都遭遇不佳，日本人的

入侵则把它们全部清除干净”①。但费正清并不知道，事实上并没有“全部清除

干净”，因为在中国西南部，由卢作孚主持的嘉陵江三峡乡村建设运动从二十年

代一直延续到解放前夕，也许这里是民国时期乡村建设运动中唯一没有间断的延

续之地。 

20 世纪二十至四十年代末，由卢作孚主持的，以重庆北碚为中心的嘉陵江

三峡乡村建设运动，由于地处偏僻、相对闭塞，在当时信息不灵的年代，其乡村

建设影响，远不如已名满天下的晏阳初、梁漱溟等人在中国东部和中部开展的乡

村建设那么显眼和备受关注。但它却是民国时期众多乡村建设实验中持续时间最

长（1927~1949），成效突出的一个。卢作孚“乡村现代化”的乡建宗旨和理想目

标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乡建方式，不仅使其乡村建设能够持续不衰，而且

也确实使整个嘉陵江三峡地区（以下简称峡区）的社会经济和文化教育发生了很

大变化，特别是使北碚这个昔日贫穷落后、偏僻闭塞、盗匪横行的小乡场，在十

几年间建设成“生产发展、文教事业发达、环境优美的重庆市郊的重要城镇”②，

被陶行知誉为“将来如何建设新中国的缩影”③。 

1927 年 2月 15 日，民生实业公司总经理卢作孚又被主政四川的军阀刘湘任

命为江(北)、巴(县)、璧(山)、合(川)四县特组峡防团务局局长，负责峡区治安

                                                        
① 费正清. 剑桥中华民国史（下）[M].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470. 
② 梁漱溟. 怀念卢作孚先生[J]. 名人传记，1988（5）. 
③ 陶行知. 在北碚实验区署纪念周大会上的讲演[A]. 陶行知全集（3）[M]. 湖南教育出版社，1985：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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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防。所谓峡区，是指嘉陵江由合川至重庆间的小三峡（沥鼻峡、温塘峡、观音

峡）地带，处在江北、巴县、璧山、合川 4 县结合部，辖 39 个乡镇，人口 10

万，面积约 500平方公里，其地势险峻，交通闭塞、贫穷落后。由于是“四不管”

之地，故盗匪猖獗，所以在北碚设峡防局，为一个治安联防机构。卢作孚作为峡

防局局长，主要职责是清剿土匪，维护一方治安。但他却借此难得机会，以峡区

为平台，开展了嘉陵江三峡乡村建设运动。 

一、“乡村现代化”——卢作孚乡村建设的终极目标 

2009 年，有位学者为一部内容是新乡村建设理论与实践的书写序，序言的

第一段话就是：“中国的现代化，最根本的是农村现代化。农村现代化不了，谈

中国现代化，就是一句空话。”①然而谁能想到，这样的论点，早在上个世纪三十

年代，就有人明确提出并付诸实践，此人就是卢作孚。 

1949 年底，随着重庆北碚的解放，卢作孚主持的嘉陵江三峡乡村建设运动

也随之戛然而止。与此同时，北碚管理局向前来接管的军管会递交了一份《北碚

概况报告书》，详述了自 1927 年以来嘉陵江三峡乡村建设的概况。令人注目的是，

在当时政治风云突变的压力下，在其《前言》部分，仍详述了卢作孚乡村建设的

宗旨和理想目标： 

“北碚的经营是由卢作孚氏根据其《建设中国的困难及其必循的道路》（卢

作孚 1934 年 8月 2日至 11日逐日在《大公报》连载之文——笔者）一文的理论，

想以此为现代集团生活的第二个试验（第一个试验为成都通俗教育馆，第三个试

验为民生实业公司），在这穷僻的山间水间点缀着几桩现代的文化事业和经济事

业，描摹出一幅现代物质建设和社会组织的轮廓画，更进而布置成功一个生产的、

科学的、美丽的社会理想，让人们勾起一个现代中国的憧憬来，以推进国家现代

化的经营。”② 

短短的一段话，竟有 5 个“现代”词语穿插其中，充分体现了卢作孚乡村建

设的“现代化”思想。 

而卢作孚明确提出“乡村现代化”则是在 1934 年，距他发表《建设中国的

困难及其必循的道路》一文仅 2 个月，然而此时他已在嘉陵江三峡地区推行乡村

                                                        
① 司马云杰. 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相对接——新乡村建设的理论与实践·序[A]. 辛秋水. 传统文化与现代文

明相对接——新乡村建设的理论与实践[M]. 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2010：1. 
② 北碚管理局. 北碚概况报告书（1949）[J]. 卢作孚研究，2005（1）：54. 



 3 

建设运动 7 年半了。这年 10 月，卢作孚在《中华教育界》发表《四川嘉陵江三

峡的乡村运动》一文，这是他继 1930 年 1 月在《嘉陵江报》发表《乡村建设》

一文之后又一篇论述乡村建设的专文。此文之所以重要，是卢作孚在文中首段，

就开宗明义阐述了他开展嘉陵江三峡乡村建设运动的目的是为了“国家的现代

化”，而要实现国家现代化，就必须“赶快将这一个乡村现代化起来”，从而正式

提出了“乡村现代化”思想。他写道： 

“四川嘉陵江三峡是在嘉陵江流域重庆与合川一段间，跨在江北、巴县、璧

山、合川四县的境界。我们凭借了一个团务机关——江、巴、璧、合四县特组峡

防团务局，凭借局里训练了几队士兵，先后训练了几队学生，在那里选择了几个

点——北碚、夏溪口以至于矿山北川铁路沿线——试作一种乡村运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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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灾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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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可以说，在整个民国乡村建设运动中，把“国家现代化”延伸到乡村建设中，

并旗帜鲜明地提出“乡村现代化”的乡建宗旨和理想目标，并付诸实践，卢作孚

是第一人。 

为了实现“乡村现代化”，卢作孚又提出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思想和

建设模式。嘉陵江三峡乡村建设之所以成就大、成效好，是与卢作孚独树一帜、

高瞻远瞩的“乡村现代化”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乡村建设思想分不开的。 

卢作孚为什么要强调他在嘉陵江三峡地区推行的乡村建设运动既不是“如何

去改善和推进这乡村的教育事业”，也不是“如何去救济这乡村里穷困和灾变”

呢？他之所以这样说，是有所指的。当卢作孚在撰写此文时，在中国大地上，乡

村建设运动正处在如火如荼的高潮之中。据统计，“1934 年全国从事乡村建设运

动的团体达 600 多个，它们建立的实验点、实验区有 1000 余处”②。其中著名的

有梁漱溟在山东邹平，晏阳初在河北定县，陶行知在南京晓庄，黄炎培在江苏昆

山，高阳在无锡黄巷，彭禹庭在河南镇平，江苏农矿厅在镇江黄墟，内政部在上

海俞塘，苏州青年会在苏州唯亭，福建教育厅在福建闽侯，顾君义在秦县等地进

行的乡建实验③。但这些乡建实验大多“是以乡村的教育工作为目标”①，还有极

                                                        
① 卢作孚. 四川嘉陵江三峡的乡村运动[A]. 卢作孚文集[M]. 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353. 
② 乡村建设经验（2）[M]. 上海：中华书局，1935：19. 
③ 各地乡村改进试验区之消息[N]. 嘉陵江日报，193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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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数的如章元善主持的华洋义赈会是在乡村推行义赈救灾为目的。无怪著名经济

学家陈序经在这一时间考察了全国各地正在进行的乡村建设实验后感叹地说：

“照我个人的观点，今日所谓乡村建设的工作还是注重在教育方面。”② 

而惟有卢作孚在嘉陵江三峡推行乡村建设运动的目的，不仅是为“国家现代

化”而“要赶快将这一个乡村现代化起来”，而且是要供中国“小至于乡村，大

至于国家经营的参考”。也就是说，卢作孚虽然身在偏僻闭塞的嘉陵江三峡搞乡

村建设，而他的雄心壮志，却是为整个中国农村搞出一个“乡村现代化”的样板

来。这是何等雄伟的气魄！何等高远的眼光，何等开阔的胸襟！ 

可以说，“乡村现代化”是卢作孚乡村建设思想的核心，是卢作孚推行乡村

建设运动的终极目标和崇高理想，也是他主持乡村建设实践活动的高度概括，更

是他与民国时期众多乡村建设实验不同之处。 

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现“乡村现代化”之路 

那么，如何实现“乡村现代化”呢？卢作孚认为，唯一的办法就是要集中力

量搞经济建设，要把经济建设放在其他各项建设的首要地位。1936 年 11 月，即

卢作孚主持嘉陵江三峡乡村建设已十年之时，他发表了《中国应该怎样办》一文。

文中不仅对中国当时严酷的现实有一个清醒的认识，更对中国的未来，从国防、

产业、交通、文化、人民、社会等方面确定了一个理想的发展目标。而为了实现

这些目标，卢作孚提出了三点意见：“（1）集中全力于建设。（2）集中全力于生

产建设。（3）在第一期，尤其是集中全力于有关国防的生产建设。”③这三个“集

中全力”非常充分地体现了他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思想。 

1944 年，抗战即将结束，卢作孚在思考中国战后该如何建设时，写了《论

中国战后建设》一文。此文的中心思想就是“建设应以经济为中心”。他认为战

后中国的建设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政治方面，要求成功一个完全独立自主的

民主国家，以实现民族主义和民权主义”；二是“经济方面，要求工业化，人民

的生活水准提高，以实现民生主义”；三是“文化方面，要求教育普及，人民的

文化水准提高，使能完全实现三民主义”。 

然而卢作孚认为“这三方面的建设诚当并重，但更当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更

                                                                                                                                                               
① 费正清. 剑桥中华民国史（下）[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407. 
② 余定邦. 陈序经文集[M]. 中山大学出版社，2004：311. 
③ 卢作孚. 中国应该怎样办[A]. 卢作孚文集[M]. 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4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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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集中一切力量于经济建设”。他认为全国上下，方方面面，都应保证“以经济

建设为中心”的实施：“政府机关是用以管理经济建设的，法律是用以保障经济

建设的，教育是用以培养经济建设所需要的人才的，科学研究是用以克服经济建

设所遭遇的困难的。”①也就是说，政府、法律、教育、科研等等都要为经济建设

服务。 

卢作孚还进一步回答了“为什么应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理由： 

“第一，任何建设，政治的或文化的，皆应以经济建设为基础。政府要管理

一个极大的国家，必须依赖铁路、公路、航路的运输便利，电报、电话的通讯便

利。要能抵御侵略，必须有强大的陆海空军，必须有大量的大炮、坦克、军舰、

飞机的装备，必须有大量制造大炮、坦克、军舰、飞机的工厂，……因此，必须

首先着重经济建设，尤其发展工业，否则一切皆感空虚，皆成问题。第二，必须

增进人民的富力，乃能增进人民对于国家完纳赋税的负担力，……故必须先致力

于经济建设，增进人民的负担能力，而后其他建设乃能追随或并驾齐驱。第三，

经济活动为国家最大多数人所必须参加的活动，一个国家只需最少数人作政治活

动和文化活动。……对于最大多数人从事的经济活动，应首先予以帮助，故应先

致全力于经济建设的运动。”② 

必须指出，卢作孚明确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思想虽然是在 1944 年，

但实际上他从 1927 年开始主持嘉陵江三峡乡村建设运动之时，就把经济建设放

在其他建设之首。1930 年他率队出川考察期间，多次给峡防局同仁写信，强调

峡区乡村建设首先要抓好经济建设。他强调“峡局事业（指嘉陵江三峡乡村建设

事业——笔者）终不应仰赖于人，弟到此竭力留意生产事业，以为根本自立之计”③，

“峡局之事业要图巩固，只有自造生产事业”④。他要求峡防局机关紧缩开支，

甚至暂不发月薪，集中资金购买农业机械等设备，他表示“冒此危险，下此决心，

实为峡局根本问题应有妥当解决，应建其基础于生产事业”⑤上。这“建其基础

于生产事业”正体现了他“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思想。无怪著名爱国者杜重远

1931 年来到峡区参观，看到卢作孚乡村建设有“二十年内之计划（今已四年），

                                                        
① 卢作孚. 论中国战后建设[A]. 卢作孚文集[M]. 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603. 
② 卢作孚. 论中国战后建设[A]. 卢作孚文集[M]. 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603~604. 
③ 黄立人.  卢作孚书信集[M]. 四川人民出版社，2003：181. 
④ 三峡染织工厂业务概况[N]. 嘉陵江日报，1931-1-22. 
⑤ 黄立人. 卢作孚书信集[M]. 四川人民出版社，2003：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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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充实内容，深入社会，以全力建设经济基础”①。这“全力建设经济基础”是再

清楚不过表明卢作孚的乡村建设在最初阶段就已把经济建设放在其他各项建设

之首了。 

自改革开放以来，确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方针，是邓小平为实现社会主义

现代化最根本的拨乱反正和英明决策。而卢作孚早在民国时期就提出了建设现代

化国家必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思想并付诸实践，我们不能不叹服卢作孚的

远见卓识。 

三、设计嘉陵江三峡“乡村现代化蓝图” 

卢作孚不是一个“空想”家，也不是一些人所称的理想主义者。他的乡村建

设思想博大高远、内容丰富，既有“乡村现代化”的理想追求和远景目标，又有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设计蓝图，更有周密而切实可行的实施规划。从他主持

嘉陵江三峡乡村建设一开始，他对峡区的未来，对峡区的“乡村现代化”就有一

个全面、系统、可实施的规划。 

早在 1929年 12 月，即卢作孚出任峡防局局长的第二年，他就在峡防局举办

了一次名为“将来的三峡”的展览会。这次展览，实际上是卢作孚对嘉陵江三峡

地区的“乡村现代化”建设的最初构想： 

“(一)教育：设立科学院——内有气象台、理化实验室、植物馆、动物馆、

地质馆、社会科学馆。 

普及小学教育——小学校有试验室、学校校园、运动场、陈列室、图书室。 

普及社会教育——每场(指乡镇)皆有图书馆、博物馆、讲演所、运动场。 

(二)交通：延长北川铁路到渠江、建筑嘉扬马路——由嘉陵江到扬子江，普

及乡村电话，普及乡村邮递。 

(三)经济：用机器解决采煤问题，创设水门汀厂，创设造纸厂，创设水电厂，

培植森林，提倡农田溪河养鱼，改革现有农业、工业。 

(四)风景：创设公园，开拓山间交通，培修名胜地点。 

(五)人民：皆有知识，皆有职业，皆能自治，皆无迷信，皆忠实做事，皆诚

恳对人。 

我们的目的： 

                                                        
① 杜重远. 从上海到重庆[A]. 狱中杂感[M]. 上海书店，1983：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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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积极方面——提高人们精神上的快慰，改进人们物质上的享用和供应。 

2、消极方面——消灭一切罪恶的痛苦”①。 

以今天的眼光来看，卢作孚设想的“将来的三峡”实在谈不上多么先进。但

是，处在 20年代内忧外患严重，农村贫穷落后、农业经济濒临破产之时的农村，

特别是对于地处偏僻闭塞、盗匪横行的中国西南部嘉陵江三峡地区的农村，这样

的构想，已很不简单了。何况，其中不少内容，如“每场（指乡场）皆有图书馆、

博物馆、讲演所、运动场”，“人民皆有知识，皆有职业，皆能自治，皆无迷信”

等等，不是今天仍须努力才能达到的吗? 

1934 年，卢作孚在经过了 7 年多的乡村建设实践，经济文化等方面已取得

巨大成就和宝贵经验的基础上，他又对嘉陵江三峡乡村建设设计了一幅“乡村现

代化”的蓝图： 

“我们如何将这一个乡村——嘉陵江三峡现代化呢?请看将来的三峡： 

1、经济方面： 

一、矿业  有煤厂、有铁厂、有磺厂 

二、农业  有大的农场、有大的果园、大的森林、大的牧场。 

三、工业  有发电厂、有炼焦厂、有水门汀厂、有造纸厂、有制碱厂、有制

酸厂、有大规模的织造厂 

四、交通事业  山上山下都有轻便铁道、汽车路，任何村落都可通电话，可

通邮政，较重要的地方可通电报。 

2、文化方面： 

一、研究事业  注意应用的方面，有生物的研究，有地质的研究，有理化的

研究，有农林的研究，有医药的研究，有社会科学的研究。 

二、教育事业  学校有实验的小学校，职业的中学校，完全的大学校；社会

有伟大而且普及的图书馆，博物馆，运动场和民众教育的运动。 

3、人民： 

皆有职业，皆受教育，皆能为公众服务，皆无不良嗜好，皆无不良的习惯。 

4、地方： 

皆清洁，皆美丽，皆有秩序，皆可居住，皆可游览。”② 

                                                        
① 峡防团务会议记录[N]. 嘉陵江报，1929-12-6. 
② 卢作孚. 四川嘉陵江三峡的乡村运动[A]. 卢作孚文集[M]. 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359~3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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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卢作孚绘制的这两幅“将来的三峡”的蓝图中可以看出来，他的乡建思想

在 7年中发生了很大变化：一是他把经济发展由第三位改到首位，这是他“乡村

现代化”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思想逐渐成熟的具体体现；二是他在发展经济

上主张因地制宜。他之所以把矿业放在经济发展的首位，是因为峡区煤炭资源极

为丰富，有巨大发展潜力，可成为峡区的支柱产业；三是他既重视经济发展，又

非常重视科学文化和教育事业的发展；既重视物质文明的建设，又重视精神文明

的建设。他要求峡区人民“皆受教育，皆能为公众服务，皆无不良嗜好，皆无不

良习惯”；四是他既重视经济发展，又重视环境保护。他要使这个地方“皆清洁，

皆美丽”、“皆可游览”。 

卢作孚能在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乡村建设中就提出环境保护和环境美的

要求，并把它在乡村建设规划中提出来，恐怕是在民国时期众多乡村建设实验中，

也是独一无二的；五是这些规划虽然目标高远，但又切合实际，可操作性强。从

1929年的构想中，有一些想法，如“普及小学教育”，“普及社会教育”，特别是

要每个乡场“皆有图书馆、博物馆、讲演所、运动场”，显然有些不切合实际，

所以在 1934年的蓝图中都一一删去。 

值得一提的是，卢作孚不仅对峡区“乡村现代化”制定出一个切合实际的蓝

图，而且对于整个中国的现代化，卢作孚也有一个切合实际的考虑。1936 年 11

月，即卢作孚发表《四川嘉陵江三峡的乡村运动》，提出了峡区“乡村现代化”

蓝图 2年之后，他又发表了《中国应该怎样办》一文，文中他“画出了两幅图画。

一幅是中国的现在，一幅是中国的未来”。在“中国的未来”图画中，他从国防、

产业、交通、文化、人民、社会 6个方面绘制了中国现代化的蓝图。如在国防上，

他提出：“空军：有若干队可任国际战斗的飞机。海军：有若干队在东南沿海可

任自卫的舰队。陆军：有举国皆兵的征兵制。有完整的现代武器和编配，有战车

队和化学战备。” 

如在产业上，他提出：“有充足的粮食和燃料，有可以自给的钢铁和其他有

色金属的矿产。有各种农产和矿产的原料。有机器耕种的农场，有各种重工业和

轻工业的工厂。有各种调节货物的商业机关，有调节金融的银行。有若干万千瓦

的电力供给，有若干万马力的动力供给。” 

如在文化上，他提出：“有若干小学校，足容纳全国学龄儿童。有若干中学

校，足培养社会需要的青年。有若干大学校，应各种专门人才之需要。有若干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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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机关，应各种专门科学的试验、发现和发明的需要。有若干图书馆、若干运动

场，若干公园、若干电影院，若干戏院，应一切公共活动的需要。” 

对未来中国的人民，他提出的目标是：“有知识，有职业，有勤俭的美德，

有健康的体魄，有相勉为善的风气，有忠效人群乃至于国家的热忱，决心和勇气。

无不良的嗜好，无疾病，无贫穷，无犯罪的行为。”① 

在 30 年代内忧外患形势严峻，整个国家，特别是广大农村处在极其贫穷落

后的状况下，卢作孚能够为未来的中国描绘出一个现代化图景，我们不能不钦佩

他对“乡村现代化”和“中国现代化”的超前眼光。 

四、布置“三个区域”——造起一个社会理想 

卢作孚是一个有理想，有抱负的人。他曾说：“理想是安慰人的，假若人没

有理想，那就痛苦极了”。他对理想的态度是：“把峡区、四川、中国，以至世界

变成怎么样的好，我们就照着这理想去做，一直到死就完了，假若还生存在一天，

那我们还要协同继续的努力，照着理想做下去”②。 

卢作孚“乡村现代化”的理想，集中体现在他“想将嘉陵江三峡布置成功一

个生产的区域，文化的区域，游览的区域”。他说： 

“我们的理想是建设成功一个美满的三峡，是从经济上、从文化上、从风景

上、从治安上建设成功一个美满的三峡，我们便要从各方面包围着这整个的三峡

活动。”③ 

首先，卢作孚在嘉陵江三峡“布置”的“生产的区域”，是因地制宜，实事

求是，充分利用当地资源优势发展经济： 

“因为这里有丰富的煤产，可以由土法开采进而机器开采；为了运煤可以建

筑铁路；为了煤的用途可以产生炼焦厂；用低温蒸镏可以产生普通用焦，电厂用

的瓦斯，各种油类及其他副产品；两个山脉的石灰岩石，山上山下的黄泥，加以

低廉的煤炭，可以设立水泥厂；为了一个山脉产竹长亘百余里，可以设立造纸厂；

为了许多矿业、工业、交通事业的需要，可以成立电厂；如果在那山间、水间有

这许多生产事业，可以形成一个生产区域。”④ 

看看后来的北碚，几乎一切都是按卢作孚的这些想法逐一在实现：北碚的煤

                                                        
① 卢作孚. 中国应该怎么办[A]. 卢作孚文集[M]. 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447~449. 
② 卢作孚. 一个团体的理想[N]. 嘉陵江报，1929-3-13. 
③ 卢作孚. 我们的要求和训练[A]. 卢作孚文集[M]. 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259. 
④ 卢作孚. 建设中国的困难及其必循的道路[A]. 卢作孚文集[M]. 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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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原来是众多小煤矿各自为政，生产管理和生产设备都十分落后，在卢作孚的

积极努力和协调下，联合成一个大型现代煤矿——天府煤矿，采用了先进的管理

和先进的设备，使煤业成了峡区乡村建设的支柱产业，成了抗日战争陪都重庆的

燃料供应基地。为了运煤，一条轻便铁路——北川铁路修筑起来了；为了城市建

设，在嘉陵江岸边，一座利用当地石灰岩和低廉煤炭的水泥厂建设起来；为了利

用当地丰富的竹木资源，一座座造纸厂建立起来；为了利用当地的水力资源，水

力电站也建立起来。 

卢作孚还以招商引资、合资开发的形式，吸引新的实业项目，使不少工厂企

业到峡区落户，以发展峡区经济。这些工厂企业有嘉陵煤球厂、洪济造冰厂、利

华玻璃厂、惠利火柴厂、广益化学工业厂、白矾厂、炼焦厂、自然电池厂、霍胥

洞水电厂、燧川水电厂、富源水电厂、菜子沟炼钢房、金刚碑王姓炼钢厂、盛敬

之铁厂、富毕铁厂、义瑞桐林公司、乐园种植公司以及 9个砖瓦厂、7家碗厂、

数十家石灰窑等①。这些工厂企业，为峡区的经济繁荣起了很大作用。 

为了把峡区布置成一个“生产的区域”，卢作孚还非常重视为生产服务的公

共事业建设。早在 1930 年，他在《乡村建设》一文里的《乡村经济建设》一章

中，明确提出“应筹备关于经济的公共事业”，并提出了 6 条具体建议：一是建

立气象台。他认为“乡村农人最感痛苦的是天灾，或苦久晴，或苦久雨，或苦风

雹，不但是他们无法宰制，亦并无法预料”。而气象台则“可以把最近的将来气

象如何变化告诉农人，农人便可对农作设法预备，对灾害设法预防”；二是建立

“农事试验场，可以将各种不同的种子不同的播种期，不同的土壤，不同的肥料，

不同的距离，通通试验出来，比较成绩的好坏，告诉农人，并且指导他们怎样改

良种子，改良土壤，改良肥料，改良一切种植的方法，改良农具，期于节省生产

费，提高并加多生产品”；三是建立苗圃。“培植各种关于园艺和森林的苗木，指

导农人讲求园艺，培植森林”；四是“开辟公用的堰塘或凿公用的井。”并“蓄水

以灌农田，或购公用的吸水机”；五是建立农村银行。“在农人青黄不接的时候，

贷予款子，并办理存储与汇兑”，解决农民的急需；六是建立合作社。包括消费

合作社，以“供给农人廉价的消费品，并分与最后所获的红利”；也有生产合作

社，“以公共的保证，帮助需要借款的农人，取得随时可以借款的权利。” 

除此之外，卢作孚还提出应指导农人“改良养蚕的方法”而设置公共缫丝厂，

                                                        
① 黄子棠，刘选青. 嘉陵江三峡乡村十年来之经济建设[J]. 北碚月刊，193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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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干茧室；为了“指导农人暇时工作，改良工具和工作方法，制造农产原料，

供给农人需要”，他提出要倡办农产品的工厂等等。令人欣慰的是，卢作孚的这

些建议以后基本上都一一实现了。峡区不但有了气象站，还有了气象研究所，建

立了对农林牧副业进行改革试验性的西山坪农场，建立了峡区农村银行和合作

社，建立了黛湖等水利设施，……峡区确实形成了一个“生产的区域”。 

在卢作孚的心中，不仅是“盼望这许多事业成功”，而且“是想将这一大幅

地方变成一个现代的生产陈列馆，以上一些事业便首先陈列在中间”。①也就是说，

卢作孚要布置成功的“生产的区域”是一个“乡村现代化”的样板。 

其次，卢作孚在嘉陵江三峡“布置”的“文化的区域”内容丰富，品位高，

而且是为精神文明建设创造一个优良环境： 

“以职业的技能，新知识和群众的兴趣的培育为中心，作民众教育的试验；

以教生产方法和创造新的社会环境为中心，作新的学校教育的试验；以调查生物

——地上的出产；调查地质——地下的出产，又从而分析试验，作科学应用的研

究；并设博物馆、图书馆、植物园、动物园以供参考或游览。如果在那山间、水

间有这许多文化事业，可以形成一个文化区域。”② 

卢作孚认为，在发展生产的同时，必须有与之相适应的科学技术、文化教育

来配合，以促进经济的发展。让经济发展有一个很好的文化教育环境，成为经济

发展的根本保证。而实际上，他的这些“布置”，如开展民众教育和教育改革，

开办妇女学校、力夫学校、船夫学校、挨户学校等等。建立科学研究机构——中

国西部科学院，建设博物馆、图书馆、动物植物园、民众俱乐部、公园、运动场

等等，确实都努力做到了。 

卢作孚认为“教育应造成环境，无论是学校环境或社会环境。记得有一个教

育哲学家杜威曾说：‘教育就是环境’，暗示教育本身，就得天天研究布置环境”③。

卢作孚指的“环境”，也包括要造就一个“现代化”教育的氛围。而一个“文化

的区域”的形成，不仅为经济发展，而且也为“乡村现代化”创造了与之相适应

的环境。 

第三，卢作孚在嘉陵江三峡“布置”的“游览的区域”，则体现了他的文化

艺术修养，特别是审美价值观。他不仅要使这个乡村经济发展、文化发达，而且

                                                        
① 卢作孚. 四川嘉陵江三峡的乡村运动[A]. 卢作孚文集[M]. 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354. 
② 卢作孚. 建设中国的困难及其必循的道路[A]. 卢作孚文集[M]. 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336. 
③ 卢作孚. 如何改革小学教育[A]. 卢作孚文集[M]. 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6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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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要使它环境优美。而如何使环境优美呢?就是在自然美的基础上再加上人工美，

形成许多公园。他说： 

 “凡有市场必有公园，凡有山水雄胜的地方必有公园，凡有茂林修竹的地

方必有公园，凡有温泉或飞瀑的地方必有公园，在那山间、水间有这许多的自然

的美，如果加以人为的布置，可以形成一个游览区域……于是乎先后经营各种事

业了：温泉有公园，北碚有公园，运河有公园，凡有隙地必有园林”……① 

有意思的是，卢作孚出任峡防局局长后发布的第一个文告，不是有关维护地

方治安的内容，而是《建修嘉陵江温泉峡温泉公园募捐启》。他要利用嘉陵江温

泉、缙云山森林等自然景观与当地古寺、石刻等人文景观打造嘉陵江北温泉公园，

开发嘉陵江三峡地区的旅游产业。他亲笔撰写了这一文告，明确指出修建温泉公

园的目的： 

“学生可到此旅行；病人可到此调摄；文学家可到此涵养性灵；美术家可到此

即景写生；园艺家可到此讲求林圃；实业家可到此经营工厂，开拓矿产；生物学者

可到此采集标本；地质学者可到此考查岩石；硕士宿儒，可到此勒石题名；军政绅

商，都市生活之余，可到此消除烦虑。人但莅此，咸有裨益，事在必举。”② 

由这段话可知，卢作孚要“布置”的“游览的区域”， 不是单纯的闲情逸致，

游山玩水，而是将其置于一个较高的文化内涵中，将旅游与科学研究、文化、生

产活动紧密联系起来。 

为了将嘉陵江三峡打造成一个“游览的区域”，卢作孚在峡区大造公园，他

要求“温泉有公园，北碚有公园，运河有公园，凡有隙地必有园林”③，几年之

间，他在峡区修建了北温泉公园、北碚平民公园、缙云山黛湖公园、澄江公园、

桥头公园、运河公园等等，这还不包括北碚的若干街心花园。他的“凡有隙地必

有园林”的气魄令人钦佩。卢作孚有句名言：“愿人人皆为园艺家，将世界造成

花园一样”。在他心目中，不仅将来有一个美丽中国，最终还会出现一个美丽世

界。 

通过多年的努力，卢作孚确实把北碚建设成了一个山水园林城市和一个有巨

大潜力的游览胜地。早在 1944 年，一家美国杂志就赞叹北碚的优美风光，并认

为“除了峨嵋山外，北碚最有希望有一天成为不仅是中国而且是东亚最重要的旅

                                                        
① 卢作孚. 建设中国的困难及其必循的道路[A]. 卢作孚文集[M]. 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336~337. 
② 卢作孚. 建修嘉陵江温泉峡温泉公园募捐启[A]. 卢作孚文集[M]. 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54. 
③ 卢作孚. 建设中国的困难及其必循的道路[A]. 卢作孚文集[M]. 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3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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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中心之一”
①
。1997 年，北碚被命名为重庆市第一个山水园林式城区，不能不

说，应归功于卢作孚当年为把嘉陵江三峡创建成一个“游览的区域”而打下的坚

实基础。 

卢作孚在乡村建设实验中“想将嘉陵江三峡布置成功一个生产的区域，文化

的区域，游览的区域”，这不正是卢作孚提出为实现“国家现代化”必须造起产

业运动、交通运动、文化运动在乡村建设上的体现吗? 

五、卢作孚乡村建设的启示意义 

2012 年 9 月，国务院副总理、重庆市委书记张德江在重庆市委召开的加快推

进农业现代化大会上指出：“纵观农业发展历程，用现代工业装备农业，用现代

科技改造农业，用现代管理方法指导农业，用现代知识提高农民素质，促进传统

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这是农业现代化发展的客观规律。”② 

而卢作孚 23 年乡村建设，或多或少符合了这个发展的客观规律。为了实现

“乡村现代化”，他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在峡区开发矿业、兴建工厂、修铁路

公路、建设电站、架设电话、建立农场、农业银行，改进农机具、改良农作物品

种、改良土壤，改进农田水利等。 

令人惊奇的是，为了促使峡区农业现代化，卢作孚还创办了合作农场，到 1949

年，全峡区合作农场达 82个，参加农户达 5727户，占全峡区农民 7395户的 78.5%。

这种合作农场对于“改进技术，建立团体信用，及公共造产，兴办农民福利，养

成集体生活精神等，均有显著成效”。为了号召全体农民均参加合作农场，他还

“实行合作租佃，调整单位农场面积，实施土地重划及举办各作合作业务等，以

期充分发挥组织教育及集体改进之功能”③。 

另外，他还在良种推广、防治虫害、保增土肥、农畜保育、农田水利等方面

采取了有效措施。更有意思的是，为了鼓励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他还开展“生产

竞赛”，对“养猪、种稻、麦、红苕、玉米、葫豆及其他果品蔬菜等，均于收获

时举行竞赛，如有打破上年纪录者，予以重奖，并给以某项‘英雄’头衔。”④简

直让人有时空错落之感。 

为了使峡区经济迅速发展起来；他还在峡区兴办学校、科学院、博物馆、图

                                                        
① 孙恩三. 卢作孚和他的长江船队[J]. 美国 Asia and Ameriea's，1944（6）. 
② 重庆市委市府召开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大会[N]. 重庆时报，2012-9-26-7. 
③ 北碚管理局. 北碚概况报告书（1949）[J]. 卢作孚研究，2005（1）：57. 
④ 北碚管理局. 北碚概况报告书（1949）[J]. 卢作孚研究，2005（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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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馆、医院、运动场、俱乐部、公园等，使峡区文化教育和百姓素质有了很大提

高。应该说，卢作孚的“乡村现代化”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思想与实践大

体上是符合农业现代化发展客观规律的。 

更难能可贵的是，在解放前的社会制度之下和整个土地制度还无法解决的情

况下，卢作孚却采取了一些“扶植自耕农”和“保障佃农”，“严格管制地主”，

“推行二五减租”等等举措。在“扶植自耕农”中，分为“直接扶植”：即“征

收朝阳镇 19 保土地 1428 亩划分 73 个单位，农场放与 73 户农人自耕”；还有“间

接扶植”：即“凡各镇乡有土地出售时，限制先由佃农取得，计先后购地 2520

亩，扶植自耕农 126 户”。在“保障佃农”中，明确指出“在整个土地问题未获

解决以前，本局（指北碚峡防局）曾从事保障佃农工作”，具体办法是：“（一）

稳定租佃关系，严格管制地主，不得加租加押与撤佃等事，并已办竣全局农地租

约登记，换发统一的三联单式租约，以便管理。（二）推行二五减租：三十七年

（1948 年）实施一次二五减租，本年（1949 年）继续办理至为彻底”①。在旧中

国，卢作孚能够实行“严格管理地主，不得加租加押和撤佃”，“推行二五减租”

等办法来“扶植自耕农”、“保障佃农”，而不惜触及旧有的社会制度、土地制度

和生产关系，这是要有大智大勇气魄的。 

卢作孚在峡区领导的乡村建设运动受到海内外属目和认可。1948 年，北碚乡

建实验区荣膺四川“模范实验区”称号，同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命名为“基

本教育实验区”。但真正的成就是这一地区的社会经济文化面貌发生了很大变化，

尤其是峡区的农民的生活和精神面貌发生了很大变化。1948 年 11 月，即卢作孚

乡村建设 22 年后，晏阳初向中国乡村建设学院的同仁们谈到他头一天在北碚目

睹的这一变化： 

昨天我在北碚看见从前不识字的农民现在识字了；从前没有组织的，现在有

组织了；从前没有饭吃的，现在收入也增加了。一个个地对着我们发笑，使我获

得无限的兴奋和愉快。② 

晏阳初在峡区亲眼看到农民的物质生活得到提高，精神面貌焕然一新，这在

整个民国时期的众多乡村建设实验中，能有如此成效，恐怕是独一无二的吧，这

才是对卢作孚乡村建设的最高评价。 

                                                        
① 北碚管理局. 北碚概况报告书（1949）[J]. 卢作孚研究，2005（1）：51-58. 
② 晏阳初. 目前乡村建设的重要性[A]. 晏阳初全集（2）[M]. 湖南教育出版社，1989：3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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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作孚对其乡村建设成效也颇为满意。1944 年，即他设计“乡村现代化——

将来的三峡”蓝图 10 年后，他不无自豪地说： 

“我们希望中国能够建设起来，先曾以北碚这个小小的地方作一度经营的实

验，悬出一个理想，叫作‘将来的三峡’。最初进行起来颇困难，但毕竟能建设

成功一个这样的局面。……两三年内完全实现了原来的理想，甚至超越了原来的

理想。从这个小小地方的经营，可以证明：中华民国是可以建设得起来的，是能

够建设得起来的；使别的国家也认识中国，必决有希望，有前途。”① 

卢作孚主持的嘉陵江三峡乡村建设运动也实际上在努力达到他提出的“供中

华民国里小至于乡村，大至于国家经营的参考”②，即努力成为民国时期全国乡

村建设样板的目标。 

应该说，卢作孚的乡村建设之所以在民国时期众多乡村建设实验中异军突

起，成就大、成效好，持续时间长，有三个方面令人深思：首先，是他始终保持

其高远而符合国家和乡村发展规律的奋斗目标——中国现代化、中国农村现代

化，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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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化教育为重点的建设模式来努力达到这一奋斗目标。 

其次，是他一以贯之始终坚持“微生物”的社会改良方式，以渐进的、全力

建设的方式来达到其奋斗的目标。可以说，不管远去的历史，还是近现代历史，

都证实了一个真理；达到一个积极、健康的变化，在某些特殊情况下，改革改良

有时比革命，特别是暴力革命更加有效。正如有学者所说：卢作孚“‘以建设的

力量作破坏的前锋’，用渐进的办法来达到履行社会，强国富民的目的。观卢作

孚的一生，无论在实际操作层面还是思想理论层面，无论在经济建设领域和文化

领域，他都始终坚持以这个原则为自己行动的指南，从不偏离，从不放弃，鞠躬

尽瘁，死而后已”③。 

第三，是卢作孚与晏阳初、梁漱溟等人的最大区别，就是他不是把乡村教育

作为乡村建设的主要内容，而是把“国家现代化”、“乡村现代化”作为乡村建设

宗旨。为此，他在乡村建设中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把经济建设放在首位；

而且以北碚作为中心进行城市化建设，作为带动整个峡区乡村建设的核心经济圈

                                                        
① 卢作孚. 国际交往与中国建设[A]. 卢作孚文集[M]. 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577. 
② 卢作孚. 四川嘉陵江三峡的乡村运动[A]. 卢作孚文集[M]. 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353. 
③ 卢晓蓉. “以建设的力量作破坏的前锋”——试析卢作孚的建设观[]A]. 我的祖父卢作孚[M]. 人民日报出

版社，2012：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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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经济增长点；他以民生公司总经理的身份，从经济实力、技术力量多方面支持

峡区乡村建设。他的以工辅农的做法，也达到了互利双赢的效果，而卢作孚在峡

区大力发展文化教育事业，注重精神文明建设，使峡区精神面貌为之一新。这都

表明了卢作孚的乡村建设思想与实践，对今天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也具有重要

的启示意义。 

然而坦率地说，在民国时期那个政治黑暗、军阀混战、社会动荡、经济凋敝

的年代，尽管卢作孚为“乡村现代化”作了最大的努力，但这个理想也是不可能

完全实现的。实际上，包括卢作孚在内的民国乡村建设运动都是不可能达到预期

目的的。早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正是在乡村建设运动处在高潮阶段时，就有学

者发出了“乡村建设之路走得通吗”的疑问。认为“近年来风起云涌的乡村运动，

并不能解决农村中大多数穷人的吃饭问题”①。还有学者认为：“中国之所以落后，

所以不能现代化，国际资本帝国主义者的桎梏束缚与残酷的侵略榨取，实为一大

原因。其次，残余的封建势力对于民族资本主义，也还具有很大的反动作用，其

表现于政治的是军阀政治与官僚政治之延续；其表现于经济的则是一切残酷的榨

取——地主、豪绅、贪官、污吏，以至大小军阀对农民、商人，与民族企业家剥

削压榨。”②正因为如此，当时就有学者认为中国要实现“农业现代化”，必须有

下列“先决条件”要解决：“1．有统一的政治与贤明的政治；2．脱离帝国主义

的羁绊；3．改革土地私有制度；4．铲除商工资本的榨取形式。”③虽然卢作孚的

乡村建设因种种主客观原因获得很大成就，很好的成效，但在当时这些“先决条

件”都未解决的情况下，“乡村现代化”的理想不仅不可能实现，而且难以推广，

更不可能改变整个中国乡村的悲惨命运。 

尽管如此，也不能因此否定民国时期乡村建设运动，诚如有学者所言：“在

旧中国，只要是在实现现代化和社会进步这个目标下，许多‘政治改良’、‘实业

救国’、‘教育救国’等主张，尽管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改造中国的问题，仍然在某

些方面起过有益的作用。”④只有在改革开放的今天，在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

城乡统筹、构建和谐社会、工业反哺农村、城市带动农村等一系列方针政策推动

下，中国农村才有可能真正达到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

                                                        
① 孙晓村. 中国乡村建设运动的估价[A]. 孙晓村纪念文集[M]. 中国文史出版社，1993：322. 
② 杨辛之. 论中国现代化[J]. 申报月刊，1933（7）. 
③ 吴觉农. 中国农业的现代化[J]. 申报月刊，1933（7）. 
④ 金冲及. 中国近代的革命与改革[N]. 光明日报，1990-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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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民主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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