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晏阳初先生于 #;!$ 年至 #;B$ 年在河北定县进行乡村平民教育实验%后于 #;@" 年至 #;@; 年在重庆歇马镇创办中国乡村建设育才

院"后名乡村建设学院# %组织开展华西乡村建设实验& #;>" 年%晏阳初移居美国%主要在第三世界国家从事乡村建设活动& 参阅

宋恩荣!'晏阳初全集"# :@ 册# ( %天津教育出版社 !"#B 年版%第 #! :BB 页& 梁漱溟先生于 #;!= 年开始正式倡议乡治和村治%其

乡村建设运动正式启动于 #;B# 年 # 月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邹平#的建立%历时 < 年有余& 参阅马勇!'思想奇人梁漱溟( %北京大

学出版社 !""= 年版%第 !; :>B 页& 民国时期乡村建设从业者很多%包括黄炎培)陶行知)卢作孚)彭禹廷)江恒源以及陈翰笙等&

!莫干乡村改进"实践及其对新时期
乡村建设的启示

李C敢

!浙江工商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浙江 杭州 B#""#=#

CC摘C要!在中国近代史与社会学史上"黄郛及其夫人主持的$莫干乡村改进%实践"足以与梁漱溟&晏

阳初等人倡导的乡村建设活动相媲美' 但囿于诸种因素"相较之下"鲜为学界所深知' 基于史实梳理&

实地调研以及经由对与该活动存续同时期部分社会学家学术思想的重读"将$莫干乡村改进%实践视为

!" 世纪上半叶中国社会经济制度变迁的典型个案"去审视其对于促进新旧乡村建设的学理价值"并围

绕新时期农村建设中$村庄转型向何处去%的议题"从$有形%与$无形%双向融合的视角切入"提供若干

关于$乡村活力如何维系与提升%主题的分析性概念暨命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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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国内学界一旦提及中国近代史上乡村建设运

动议题%皆论有晏阳初 "#=;"*#;;" #和梁漱溟

"#=;B*#;==#等方家!

%但对黄郛 "#=="*#;B$#

及其夫人沈亦云"#=;@*#;<##主持的+莫干乡村

改进,实践 "#;!=*#;>" #相对鲜为了解& 实际

上%莫干农村改良实践的社会影响力在民国时代

足以媲美前两者%而其政治影响力甚至远高于前

两者& 虽然+莫干乡村改进,实践只是中国近代

史上乡村建设运动的一个片段%但本着发掘旧日

乡建史实的诉求%基于实地考证%笔者对+莫干乡

村改进,实践历史资料予以梳理%且将此案例置

于今日新农村建设大环境中进行再审视%围绕

+村庄转型向何处去,%提供关于 +乡村活力如何

维系与提升,主题的历史与现实)经济产业与社

会文化双向融合的分析视角&

不过%鉴于多重复杂因素%在相当长的历史时

期%黄郛一度被定格为+亲日派,软骨头%乃至+汉

奸D卖国贼,的罪名%毁之者有%誉之者亦有%聚讼

纷纭%莫衷一是& 于是%在文章结构上%首先%有必

要对黄郛及其夫人的一生作个简要介绍$其次%对

+莫干乡村改进,实践脉络予以整体性呈现$再

次%探讨 +莫干乡村改进,实践的社会学学理意

义$最后%探讨+莫干乡村改进,实践对于今日乡

村建设的启迪%如当年莫干乡村改进活动原址德



清县!与浙江其他地方乡村建设实践的成绩和不

足%以及其可能转化与提升空间等&

一"黄郛与其夫人沈亦云概介

黄郛%字膺白%江苏松江人"今属上海#%民国

时代风云人物之一%但终生郁郁不得志%主要有以

下几方面原因!其一%黄郛是同盟会最早期成员

"+丈夫团,团长#%与陈其美和蒋介石是义结金兰

的兄弟$其二%他在辛亥革命时期任职沪军都督府

参谋长%参与过上海光复%是劝退清皇室退位与维

护保存故宫博物院最大的功臣之一$其三%#;!#

年%黄郛出任华盛顿会议北洋政府代表团顾问%又

在 #;!@ 年的冯玉祥+北京政变,时期任职内阁总

理%摄行总统职权& 在此前后%还陆续参与过+二

次革命,)+护国战争,)北伐战争和国民党+清党,

等事件$其四%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黄郛担任过

首任上海特别市市长"#;!<#)外交部长"#;!=#以

及行政院驻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委员长 "#;BB#

等职位$其五%#;!= 年 > 月%黄郛在+济南惨案,处

置过程中被蒋介石免职顶罪%在 #;BB 年+塘沽协

定,处置中再次替人受过& 从此以后%身负 +反

共,+亲日派,乃至+卖国贼,等污名"#$%&'(

&

沈亦云%本名性真%浙江嘉兴人%黄郛第二任

妻子& 亦云一名为其 #;"$ 年在天津女师学堂毕

业时时任校长的傅增湘所赠%她还为自己取名

+景英,& 辛亥革命爆发后%沈亦云在上海组织

+女子军事团,%#;#! 年嫁给黄郛& #;>" 年移居

美国后%沈亦云于 #;$# 年写成'亦云回忆(

)

%该

著述以史料丰富真实而著称于世&

+济南惨案,后%黄郛即开始退出政坛%隐居

莫干山%从事乡村教育与改良事业& +塘沽协定,

后则完全退隐%全身心投入+莫干乡村改进,活动%

直至病殁& 黄郛 #;B$ 年辞世后%+莫干乡村改进,

事业之所以能够持续到 #;>" 年%离不开其夫人在

这数年非常时期的操劳%谓之苦心孤诣以至于殚精

竭虑%并不为过& 以下按照黄)沈二人两个时期对

+莫干乡村改进,事业脉络予以概要性介绍&

二"#莫干乡村改进$实践脉络%#;!=&#;>"'

%一'黄郛时期%#;!=&#;B$'

黄郛从事 +莫干乡村改进,活动%一直奉行

+受诸社会者报诸社会,的信仰理念%倡导以 +意

远进渐,的温和方式从事乡村建设*+,

&

#;!= 年%黄郛与沈亦云在莫干山先购后修

+白云山馆,%拟作为退隐之所& 初始主要是埋首

书籍)吃斋念佛和零星做些善事%其后悉心经营以

+耕 读并 重) 勤俭 忠慎 , 为宗 旨的 莫干小 学

"#;B!#%主张 +以学校为中心%谋农村之改进,&

随之依托小学开办农业种养场%以场养校%执行教

育与生产实践双结合方式%既可以增强学生动手

能力)学习乡村实践知识%也有助于小学自力更

生*+-

& 之后%在当地开始乡村公益设施建造%例如

+膺白图书馆 , 以及白云池水库*+.等农田水利

设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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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干乡村改进,活动主要发生于莫干山下的庾村%原来属于武康县%武康县在 #;>= 年并入德清县& 当年庾村故地主要位于如今

德清县莫干山镇庾村和燎原村&

沈亦云!'黄膺白先生家传"一卷# ( %出自沈云龙!'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三辑# ( %文海出版社 #;$< 年版%第 B$ :$<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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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亦云!'亦云回忆"上下册# ( %传记文学出版社 #;=" 年版%第 ##; :#B! 页&

杨天石!'黄郛与塘沽协定善后交涉( %'历史研究(#;;B 年第 B 期%第 <$ :=# 页&

方可!'黄郛替蒋介石跳火坑( %'炎黄春秋(!""! 年第 > 期%第 BB 页&

张学继!'黄郛传( %团结出版社 !""> 年版%第 $$ :<# 页&

上海地方志办公室!'上海通志"第四十四卷人物# (!""= 年版%第 =# :=<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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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农村教育促农村改进,是当年黄郛办学的一个重要出发点& #;B! 年 $ 月 # 日%莫干小学举行开学典礼时%黄郛致辞说!+我夫

妇二人将来即以学校为家%愿乡村父老予以合作%使莫干小学成为我们农村改进的先声%莫干小学的学生%各个能成为地方上有用

的人才&,按照德清籍黄郛研究者朱武的考证%无论是师资)设施还是规模%莫干小学在当时中国都属一流& 参阅朱武!'黄郛的教

育实践研究( %华东师范大学 #;;< 年硕士学位论文%第 #! :!B 页&

白云池水库兴建于 #;B@ 年庾村大旱之际%命名取自膺白和亦云各一字&

钱昌照!'钱昌照回忆录( %中国文史出版社 #;;= 年版%第 !!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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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年江南大旱时"甲戌大旱# %还在+莫干农村改进会,下面设立了+旱灾救济委员会, %因其组织有方)工作有序%对救助莫干山

村灾民)恢复生产起到了非常重要的功用&

"

莫干乡村改进之+自治,包括订立山林公约)调解纠纷等$+自教,包括儿童教育)农民夜校)农民教育馆)健身场等$+自养,包括推

广改良蚕种)推广改良麦种)提倡造林)水利交通建设)提倡副业等$+自卫,包括壮丁训练)建立消防队)设置医诊室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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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农民有+贫)愚)弱)私,四大病为晏阳初在开展平民教育运动时所提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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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卢沟桥事变之后%沈亦云立即将他们夫妇位于今杭州市南山路 #"> 号唯一住宅及附属财物捐献给国家%+以供抗敌之用, & 参阅!

项文惠!'寻访黄郛别墅( %'浙江档案(!""# 年第 B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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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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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黄郛余生以学校教育作为改进农村事业的中

心%并试图不再过问+窗外事,& 依据沈亦云的记

录%黄郛经营莫干小学的动机有三!其一为报德%

即+受诸社会者报诸社会,$其二为育才%黄郛目

睹当时莫干农村儿童基本目不识丁%痛心于此$其

三为帮扶农民%与莫干小学成立同时%莫干农村改

进会和莫干农事试验场等从事具体乡村改进工作

的机构也相继成立!

%它们主要执行自治)自教)

自养和自卫四大职责功能"

%旨在帮助农民举办

福利项目与增产增收%改进生活%从而+使得农村

自有其乐趣所在,

# $

& 在黄郛看来%乡村改进实

践是推进农村改良与改变农民+贫愚弱私,

%面貌

的不二法则&

在黄郛心目中%农村事业是一切事业的基础%

+数千年来养国家者农村%而国家尚无暇谋所以

养农村者,$从事局部农村志愿工作是国民应尽

的义务%乡村教育的目的在于培养身心健康的国

民$理想的农村当有 +习于农村)了解农村,的基

本人才%这些从事农村工作的人才宜渐进知晓农

村最需要什么)最厌烦什么%努力做到+上应政府

法令%下合地方需要,$农村改进工作可以围绕农

民体质)农民技术以及农村市场销路拓展等方面

展开& 为此%有必要采用现代合作方式和科学技

术& 农村问题的解决%既须考虑农业机械的使用%

也须同时兼营工业$农村建设最终目的不仅在于

满足农村居民种种需要%也可以吸引城市居民长

期居住而不只是短期休闲度假%且 +自治自卫自

教养%相友相助相扶持,的农村不只应在莫干山

出现%而应遍布全国& '

&

%二'沈亦云时期%#;B$&#;>"'

#9#;B$)#;@>' #;B$ 年底及以后%夫君赍志

而殁%江浙随之相继沦陷%对于沈亦云而言%+莫

干乡村改进,事业何去何从%自然是极大考验&

例如%在日军数次侵犯莫干山和庾村期间%黄郛生

前悉心经营的莫干小学)文治藏书楼以及教学设

备器材)宿卧用具和饲养场的家畜屡屡被日军劫

掠吞噬& +断炊,是常有之事&

在将位于杭州的唯一住宅捐献给国家用于抗

战经费之后(

%驻留于莫干山的沈亦云首先接手

了黄郛生前主持的改进会之 +庾村公共仓库, %

为地方农民融资与生活提供帮助%这是黄郛隐

居莫干山期间从事的多项乡村建设活动之一&

#;B< 年底%因时局骤变以及出于对沈家人身安

全的考虑%政府力劝沈亦云去上海避难& 到上

海后%沈亦云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写信给留守

在莫干小学的时任校长郑性白%了解小学情况%

继续出资维系小学运营& 在郑性白及其夫人李

雪钧以及其他亲友同仁的鼎力支持下%莫干小

学全体教职工历经艰辛%在时时警戒和日军侵

略的战火中顽强生存%还因时制宜地开设了+临

时中学, %每个学期都不存在完全停课情形%直

至抗战胜利&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全体校董

事会示范与支持之下%当时莫干小学全体师生不

仅维系了战时义务教育的秩序%还以铺修道路)节

食捐粮和担架救护等方式协助政府军抗战& 与此

同时%沈亦云等人继续从事救济灾民与其他相关

乡村农事改进工作)

%以知行合一的实践%落实了

+受诸社会者报诸社会,的理念& 在这期间%莫干

乡村教育与改良工作的最大收获莫过于培养了一

种患难不屈的精神)为国家与乡村建设全身心投

入的志趣%即以 +对农村之热心报以对国家之

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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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罗永昌与德清县莫干山镇工作人员对此也有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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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9#;@>)#;>"' 抗战胜利之后%对于沈亦云

等热衷乡村事业的人士而言%除了莫干小学的复

建之外%亟待开展的还是既有农村改进事业的推

进%因为庾村公益事业是黄郛退隐政坛后的最大

志愿& 在亲友同事的共同努力之下%沈亦云确立

了庾村改进事业当奉行+以生产之力%扩充教育%

以教育之功%改良农村,的复建方针!

%庾村教育

和农事工作再度得以紧密结合& 庾村复兴计划执

行后%主要有两件工作值得肯定!其一%一度名扬

江浙的莫干蚕种场即发展于此阶段%蚕场培养的

+天竺牌,蚕种在当时业界口碑极佳%该品牌延续

至今$其二%在沈亦云等周旋之下%受益于联合国

救济总署资助以及宋美龄赠送的 >" 头乳牛和

! 头种牛%+莫干农场,得以快速建立& 让当地人

喝上牛羊奶也是黄郛生前的一大夙愿&

浙江和上海相继解放后%出于综合权衡%沈亦

云同意将莫干小学以及庾村蚕种场)奶牛场)农

场)林场等资产悉数捐给当时的政府管理%仅保留

墓地)藏书楼等用作+纪念,& 沈亦云随后在 #;>"

年经我国香港地区去了美国%直至去世%未曾再返

回莫干山&

概而言之%在黄氏夫妇等人的精心呵护下%历

经 !" 多年的努力%莫干乡村改进工作稳步发展%并

初显成效%当地风俗和生产生活方式均得到不同程

度的改进和提升$而在 #;B@ 年江南大旱时%相较于

周遭饿殍遍野的情形%庾村无灾民饿死$庾村无失

学儿童%村中青壮年劳动力基本都是莫干小学毕业

生%乃至有父子叔侄同校同呼先生的佳话"

& 这期

间莫干小学的毕业生中%既有从军抗战捐躯者%也

有其他以不同专业知识服务地方和社会者%一些

毕业生至今尚健在#

&

当时的浙江人民政府对于黄氏夫妇等人的奉

献予以了充分肯定%曾复函沈亦云!+台端在莫干

山所做生产教育事业%已有相当成绩%请本为人民

服务意愿继续努力&,

$

三"#莫干乡村改进$实践的学理意义

关于+莫干乡村改进,实践对于促进乡村建

设的理论意义与价值%本文侧重从与其存续同期

的部分社会学家"尤其是专长于农村研究与社会

调查者#学术思想评议着手& 这个写作思路多少

启发自本议题主角缘故%即黄郛先生的连襟)中国

社会学最重要奠基者之一陶孟和先生 " #==<*

#;$"#& 另外%从社会学及其运用而言%!" 世纪二

三十年代的中国有两大特色!一是包括农业实验

主义)农村合作运动和乡村教育等板块在内的

+乡村复兴,运动风行一时$二是在那个快速变迁

的时代%中国社会学取得了长足发展%除陶孟和

外%还有陈达 " #=;!*#;<> #) 孙本文 " #=;!*

#;<;#)陈翰笙 " #=;@*!""@ #)李景汉 " #=;>*

#;=$#)言心哲 " #=;=*#;=@ # 和杨开道 " #=;;*

#;=##等一批学界翘楚%他们在国际社会学界取

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其中尤以系列社会调查与

乡村建设议题成果最为突出&

本文之所以一时埋首于+故纸堆,%也是找回

濒临 +丢失,的民国时期社会学传统的一种尝

试%

& 用陶孟和先生的话来概括%是因为历史的

功用在于明白现在的情形和思想%而要明白现在%

需要对过去有充分认知%需要先知其如何经过&

&

以+莫干乡村改进,实践所处时代社会学家的学

术思想去反思这场改良活动学理的研究方式%也

许具有一定的拓展价值&

%一'民国时代 #乡村建设$与 #莫干乡村改

进$灵魂为何物

关于+乡村建设,一词何时进入理论界+大雅

之堂,%学界有一个共识肇始于梁漱溟的山东乡

村建设研究院& 梁漱溟对此也有关于乡村建设是

什么)由来)意义)关键以及救济乡村和创造新文

化对于乡村建设价值功用一类相关论述'

& 在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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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乡村建设运动,的考证%参阅侯建新!'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农村经济调查与研究评述( %'史学月刊(!""" 年第 @ 期%第

!! :B= 页$李德芳!'民国乡村自治问题研究( %人民出版社 !""# 年版%第 #B :!# 页$郑大华!'民国乡村建设运动( %社会科学文献

出版社 !""" 年版%第 !# :!; 页$何建华)于建嵘!'近二十年来民国乡村建设运动研究综述( %'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 年第

B 期%第 BB :B; 页$徐秀丽!'民国时期的乡村建设运动( %'安徽史学(!""$ 年第 @ 期%第 !" :!$ 页$郑大华!'关于民国乡村建设运

动的几个问题( %'史学月刊(!""$ 年第 ! 期%第 #B :#= 页$虞和平!'民国时期乡村建设运动的农村改造模式( %'近代史研究(!""$

年第 @ 期%第 B! :B< 页$李金铮!'中国近代农民何以贫困( %'江海学刊(!"#B 年第 ! 期%第 @! :@$ 页$李金铮!'另一种视野!民国

时期国外学者与中国农村调查( %'文史哲(!"#@ 年第 #" 期%第 !# :!$ 页& 以上文献是改革开放后关于乡村建设运动相对+有分

量,的文献%但对+莫干乡村改进,都未提及&

#

陶孟和!'孟和文存( %上海书店出版社 !"## 年版%第 !!# 页&

$

+多研究些实践%少谈些主义,为钱理群先生针对问题百出的教育现状%依据胡适+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而提出%参阅钱理

群!'我的教师梦***钱理群教育讲演录"随笔集# (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 年版%第 #; 页& 本文借此语去论证可行性乡村改

良思路逻辑%其中+主义,在本文指的是%在乡村建设议题中%轻田野考证%重数字推演%为了理论"模型#而理论"模型#的研究取向

以及那类只见到乡村+土地,重要性%而未能有效关注+土地上的人,限定性因素的+纯理论性,命题假设的构建和检验类的操作理

念与方式%其忽视历史与现实的多元综合%试图得出某种普遍性)可复制性的结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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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时代%相近主张在晏阳初)黄炎培)陶行知)卢作

孚)彭禹廷)江恒源以及陈翰笙等先贤身上都有所

体现%他们的共同之处在于%均欲以局部渐进的乡

村改进和农村复兴方式去救治和振兴中国& 孙本

文曾明确指出%农村问题一直是影响中国社会建

设的四大类问题之一%其中尤以土地问题为甚!

&

!" 世纪上半叶%中国正处于家国离乱的非常时

期%其中尤以乡村破鄙为甚%包括乡村教育)农村

实验在内的形形色色的+改良救国,呼声不绝于

耳& 因而%+莫干乡村改进,实践正是当时国内乡

村建设运动的一个产物或者缩影"

&

黄郛认为%乡村事业是中国的根本& 他隐居

莫干山之初所目睹的农村种种困苦%正是其萌生

兴资办学)从事帮扶农村事业的一大动力源& 关

于+莫干乡村改进,实践的第一点价值意义即在

于%在 !" 世纪二三十年代%无论是陶孟和那样的

研究者%还是黄郛那样的实干家%对于乡村建设都

有着一种浓厚的家国情怀%一种敢于担当的执着

坚韧& 这种担当尤其体现于当年莫干小学整体教

职工团队在抗战非常时期的努力& 在他们身上%

可以见到传统文化中+以天下为己任,的士人风

采与品格& 因此%莫干山乡村改造活动最大成果

之一在于对秉持家国一致专业性乡建精神的培

育%对成为陶孟和所言+有责任心的人,

#的肯定&

在再度面临多重转型的中国%这种执着与担当的

乡村建设精神尤其值得继承与发扬&

%二' #莫干乡村改进$何以存续&&&多研究

些实践(少谈些主义$

从民国乡村建设运动背景着手%+莫干乡村

改进,无疑是一场地方化的社会进步实践%尽管

相对于当时整个武康县乡村建设而言%黄郛从事

的莫干小学乡村教育及其附属农业试验只是一种

局部和整体的关系%但改良工作也只能循序渐进

才能得以运作和持续& 或正如李景汉所言%农村

社区是一个有机整体%对于调查而言%应用具有首

要位置%为此%一要发现事实%二要说明事实%

&

而孙本文也认为%乡村社会问题的解决%需要对其

地方性和时代性予以充分估计&

& 于是%乡村改

造适宜以技术)经济和科学为主%而以宣传为

辅'

& 杨开道此语%或可用作对+莫干乡村改进,

实践秉性的一个不错注脚& 倘若抛开其政治与意

识形态方面的争端%纵览+莫干乡村改进,的方方

面面%尤其是农村生活三大块%即自治)经济和教

育(

%均具有明显的专注于实践而远离空论的

风格&

就+莫干乡村改进,实践整体而言%这种+多

研究些实践%少谈些主义,的务实风格具体是指%

反对空谈)不求+根本解决,%只求+逐步解决,%主

张面向实际问题的探究与求解%经由不断的实践

和实证%奉行实干兴村与科学兴村之准则& 关于

实干兴村%借用杨开道的论述%农村问题不是单靠

喊口号或+理论研究,即可以解决%乡村改良第一

>

李C敢*$莫干乡村改进%实践及其对新时期乡村建设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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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温铁军在 !" 世纪 ;" 年代提出+三农问题,后%!""" 年李昌平寄给朱基总理的信中关于三农问题的呼吁而广为人知& 从 #;=!

年到 #;=$ 年%再从 !""@ 年到 !"#> 年%中央一共发布了 #< 个关于三农问题的+一号文件, %三农问题重要性可见一斑& 而+中国要

强%农业必须强
!

中国要富%农民必须富
!

中国要美%农村必须美,前进目标则明确写进 !"#> 年中央一号文件'关于加大改革创新

力度加快农业现代化建设的若干意见( &

0

本文将+美丽乡村建设,纳入+新农村建设,范畴& !""= 年%浙江省安吉县正式提出+中国美丽乡村,计划%出台'建设+中国美丽乡

村,行动纲要( & +十二五,期间%受安吉县+中国美丽乡村,建设的成功影响%浙江省制定了'浙江省美丽乡村建设行动计划( %广

东)海南等省市陆续有跟进& 在 !"#B 年中央一号文件中%第一次提出了要建设+美丽乡村,的奋斗目标& 如今%+美丽乡村,建设在

一定程度上成为中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代名词&

步是了解真实的农村%应如诊病一般去弄清楚病

症的诱因与病理%然后才可能找到解决之道!

&

比如%务必先弄清楚农村建设的主体问题%而只有

具有自己意志)能力和工作的+村民自己,才是乡

村建设的主体"

& 因此%有必要充分发挥农民的

主动性%聆听农民的声音%深入农村%细心考察特

定地域乡村社会特定需求的实际情形"如区位优

势)产业基础)资源禀赋)竞争优势)自然条件和文

化底蕴等#%实地田野研究农村到底需要什么%而

不是继续摆出+为农民做主,的官学精英高姿态&

科学兴村指的是农业生产需要及时吸纳新科技%

乡村改进事业的持续推进离不开技术与理念的与

时俱进& 黄郛不但重视一般农业发展%还倡导农

村市场拓展)新技术与机械的使用%以及与工业一

道发展的乡村经济复兴之路& 陶孟和曾指出%

+新农业,倡导离不开基于农业机械化与科学化

的农业技术革命& 于是%不论是论及农民增收%还

是论及农业增效%抑或是农村发展%科学作为与理

性决策均不可或缺#

&

民国时期%包括+莫干乡村改进,在内乡村建

设运动的理论指导意见纷繁复杂%但民国社会学人

一般都在扎实社会调查基础之上给出自己的见解&

李景汉曾指出%关于农村问题症结及其解决办法的

争执一直处于胶着状态$

& 李景汉认为%乡村最缺

乏基于自立自强的公民训练以及基于团结合作的

道德陶冶%

& 陈达认为%人口数量与人口品质不

匹配为农村问题的主要病根&

&言心哲则将农村

病因归纳为赋税)人口)农村组织涣散等九个方

面'

%陈翰笙则认为%帝国主义侵略与封建地主阶

级压迫才是农村建设停滞不前的真正原因(

&

尽管在政权性质与乡村社会问题种类与层次

等方面%今日中国与民国时期并无多少可比之处%

但在新一轮乡村建设中%国内理论界倾向于 +坐

而论道,状态%至今也无多少实质性改观%+仰望

星空,者多而坐言起行者少& 例如%走马观花式

调查后%过多依赖于+理论或模型,去揣度乡村建

设%而不是身体力行%以力所能及的行动去改变乡

村现实%远逊于民国先贤对于乡村建设的专一和

执着&

因此%对于新时期乡村建设全体利益相关者

而言%+多研究些实践%少谈些主义,与+大胆的假

设%小心的求证,的脚踏实地的作风在今日乡村

建设中尤为可贵& 也只有如此持续前行%方能孕

育出有效解决各地乡村建设实际问题的能力)情

怀与智慧&

%三' #莫干乡村改进$的后续理论求索&&&

社会与国家力量如何更好合作

不同于民国时期乡村建设运动普遍具有救亡

图存之诉求%如今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经济发展方

式亟待转型%关于+乡村活力如何维系与提升,这

一世纪难题的破解%同样面临着诸多压力与挑

战)

& 在转型新时期%国家与乡村的各自权力与

权利基础的构建都还处于某种程度的磨合之中%

即国家政权与乡村社会在各自形态呈现及其角色

扮演)功能发挥和互动关系等方面%均处于变动不

居的形塑过程中&

近十年来%始于中共十六届五中全会的 +新

农村建设,在某种程度上可视为+莫干乡村改进,

一类民国乡村建设运动的涅?再生0

& 但这种以

政府为主导力量的 +新农村建设,%在乡村经济

$

浙江树人大学学报 !"#$ 年



!

从浙北)浙东多地的调研来观察%即便是经济较为发达的乡村%留在村中谋生存的劳动力%其教育水准一般在高中以下%这个比例

往往占全村人口的 ="! I;"!%有的更高& 换言之%农村劳动力教育水平与其留乡村意愿或事实成反比&

"

国内目前已经有了一些试点%例如传媒人士陈统奎在海口市古村落+博学里,生态创业%海归艺术家渠岩在山西和顺县许村+以艺术激

活乡村,实验%浙江德清+新村落,五四村借力土地流转推动产业升级等%在借力市场和社会力量方面各有特色%但不宜照搬照抄&

#

参阅德清城乡体改办-!"#>.@ 号文件)县体改办 !"#@ 年城乡体改总体性评估报告和提交于省直机构报告%以及县委书记张晓强

"全国+百优书记,之一#于 !"#@ 年 ## 月 #B :#@ 日在浙江省+深化千万工程建设美丽乡村,现场会上的发言&

$

杨开道!'农村社会学( %世界书局 #;!; 年版%第 #! :#; 页&

%

孙本文!'孙本文文集第一卷之社会学原理(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年版%第 $# 页&

发展模式推动与乡村社会发展空间提升等方面衍

生出很多问题& 譬如%部分地方新农村建设有沦

为新农村建筑"外观#建设之嫌%多局限于基础设

施层面的造村或并村%而+建新村,运动背后的乡

村经济产业)乡村组织结构)乡村文化和生活方式

等内容鲜有新进展& 再如%农村适宜劳动力流失

加剧问题%即便在经济相对发达的浙北浙东地区

也并未有实质性减缓%越来越多的农村适宜劳动

力流向城市%至少流入附近工商业较为发达的城

镇务工或定居!

& 其中的利弊得失%不宜简而化

之%需要辅之以分门别类)审慎细致的调研与考

察& 因为其中涉及+村庄转型向何处去,变迁过

程中类型)趋势和功能发挥等多重维度%需要考虑

到不同地域乡村的历史文化特色)人口结构)社会

结构)既有产业形态以及其他物质性或物质性资

产遗存等差异性村庄特质& 于是%+村将不村%庄

不再庄,既可能是一种遭遇工业化)城镇化大面

积+侵蚀,之后村庄的全面衰败或+沦陷,%也可能

是一种从传统+农业,型农村向现代服务型农村

转变后的升华%在后一类新型现代化乡村中%不仅

可以见到传统+乡愁,的点点滴滴再次在萌芽%也

可以见到过去一直以城市为载体的便捷舒适现代

生活的乡村转移&

解决问题的思路是疏而不是堵%例如%可以遵

循+一不越位%二不错位,的原则& 一方面%国家

需要采取积极措施推动乡村经济产业的转型升级

与乡村社会文化生活空间的改良提升%其中需要

由乡村自己完成的事项%尽可能经由乡村自治%借

助市场与社会力量去完成%国家力量在+新农村

建设,过程中不宜管得过多)过细"

& 另一方面%

循序渐进地推进城乡体制改革%促进公共服务与

公共基础设施的均等化与共享化%有序拓展城乡

融合发展新空间& 为此%户籍)土地和金融等配套

改革措施需要及时跟进& 简而言之%今日乡村活

力的维系与提升依赖于城乡互动之上既有体制机

制藩篱的循序突破%乡村建设诸种问题的解决将

更多取决于特定地域内城乡一体化的水准)成本

与效果&

四"对新时期乡村建设的启示

囿于多重因素%+莫干乡村改进,活动的史实

与学理价值长期以来处于边缘化状态%亟待进一

步发掘& 而在其所在地德清县%近年来在新农村

建设方面取得的成绩则颇为显著#

& 这也许多少

惠泽于当年+莫干乡村改进,事业的遗风& 关于

+莫干乡村改进,实践对于今日乡村建设的启示%

结合历史和浙北)浙东的调研%得出以下三点

总结&

%一'复兴之路(从农村起步(重建乡村社会

文化生活

中国目前依然处在复杂的多重转型期%无论

是从历史还是从现实而言%+复兴之路从农村起

步,实为一个重要的抉择& 杨开道认为%农村生

活是改造农村目标所在%而谋求+全体农民的生

活幸福,是其最终归宿$

& 从农村起步%重建乡村

生活%需要细细讨论乡村生活的灵魂是什么%对应

象征符号与价值信仰体系在哪里%新时期乡村建

设中需要怎样的乡村文化与生活方式%两者之间

如何结合才合宜等&

与此同时%鉴于文化主要体现于人们的社会

性行为%

%仅从日常生活方式完善去观察%今日乡

村建设尤其是经济较发达的浙江乡村建设%尽管

在+口袋充实,方面取得了可喜成绩%但是在+脑

袋充实,方面尚有待探索和丰富& 比如%基于风

俗移易基础上的健康生活方式如何更有效地推广

等事宜& 黄郛当年在莫干山推进乡村改进实验时

就非常看重移风易俗的功用%择其善者而从之%提

倡不吸烟)不赌博)讲卫生)守秩序等有益的生活

方式&

<

李C敢*$莫干乡村改进%实践及其对新时期乡村建设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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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浙江%有的文化礼堂是将过去庙宇祠堂加以改头换面%且美其名曰反对封建思想%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的文化礼堂的主

墙上孔子)雷锋和锤头镰刀旗共放%不伦不类$有的文化礼堂连传统拱手礼姿势与汉服穿戴基本要求都没有搞清楚即开始大肆宣

扬& 政府力量过多参与+思想主旨指导, %约莫为此种现象的一大动因& 实际上%政府对于这类文化建设更多应提供政策保障与资

金支持%余下事务可由民间力量完成& 最令人匪夷所思的是%按照基层干部解释%依据省里有关文件精神%每一处新建的文化礼堂

在占地面积和长宽高等方面必须达到相应规格方可+验收过关, %如此看重硬件标准的+文化礼堂,建设%未免令人生疑&

"

李敢!' +文化兴国,之悖论!我们的+文化,在哪里/( %'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B 年第 B 期%第 !! 页&

#

集体记忆又称集体回忆或群体记忆%这一概念由涂尔干的学生莫里斯0哈布瓦赫"JKLMF87.KNOPK8QG#于 #;!> 年首次提出%并将其

定义为+一个特定社会群体之成员共享往事的过程和结果%保证集体记忆传承的条件是社会交往及群体意识需要提取该记忆的延

续性, & 从广义来看%集体记忆指的是一个具有自己特定文化内聚性和同一性的群体对自己过去的记忆& 从狭义来看%集体记忆

专指非历史学的对历史的记忆& 研究层面主要有建构主义和功能主义两种范式%还有两种的+混合式, &

$

陶孟和!'孟和文存( %上海书店出版社 !"## 年版%第 B; :>! 页&

%

陶孟和!'孟和文存( %上海书店出版社 !"## 年版%第 B# :$$ 页&

&

莫干山镇%因莫干山在其境内而得名%先后获得全国环境优美乡镇)浙江东海文化明珠)市级新农村实验示范镇和浙江省首批风情

小镇等称号& 目前已确立+建设特色风情小镇和全省一流的国际休闲旅游度假区,的目标%致力于建成惠及全镇人民的小康社会&

'

按照德清县文创办李姓工作人员介绍%+洋家乐,这个名词是当年他+奉旨作文,的产物%当时需要写一篇关于洋人开设农家乐的

报道%直接启发于+洋人 R农家乐,这一组合%即具有国际化色彩的农家乐%包括国际化服务)管理)餐饮)休闲与运动等&

CC以乡村精神文化如何重建为例去审视乡村生

活议题& 在这方面%浙江以+文化礼堂,作为突破

口& 虽说+文化礼堂,建设目前在浙江蔚为风尚%

其出发点也不错%但纵观多地实践%依然较多体现

出急功近利 +做工程,的政绩观%而非脚踏实地

+以进为文,的人文关怀%结果多的是+礼堂,%少

的是+文化,

!

& 目前%从杭州)浙北和浙东多地的

调研得知%绝大多数 +文化礼堂,有沦为+聋子的

耳朵,之嫌%其对应的文化惠民活动也大多停留

在器物层面的配置上"

& 除了偶尔有村民办酒席

借用场地以及有人员来参观访问时%+文化礼堂,

的大门会临时打开%此外基本无人问津&

究竟何为+文化礼堂,%能否在实际中做到因

地)因村)因时而制宜%+文化礼堂,建设过程中有

无虑及特定村庄+集体记忆,的复建诉求#

/ 如果

有%拟将打造何种 +集体记忆,/ 在这一过程中%

是否又虑及不同乡土社会都具有延续自身文化实

践层面与物质形式集体记忆的双重必要性和必然

性/ 在这一方面%历史经验或值得咀嚼品味%陶孟

和曾论证关于乡村文化振兴%祭祖风俗和佛教等

民间信仰对于乡村生活的黏合聚集有着重大功

用%重建乡村信仰非常重要$

& 由此观之%传统文

化中以家谱和祠堂为标志的祖宗观在 +文化礼

堂,建设中是否值得倡导%还是只能宣扬那些代

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好人好事/ 现今浙

江新农村建设中开始倡导家风家训复建%但是否

家家户户必须都要有自己的家风家训/ 在这其

中%有无注意到现今家庭多为以+核心家庭,面貌

出现的+小家庭,%而过去家庭多为以+家族,面貌

出现的+大家庭,这一基础性社会事实/

新中国成立已有 $< 年%时移俗易%中华传统

文化的很多方面亟待梳理归位%哪些是 +封建文

化,%哪些不是+封建文化,%国家宜及早明确%而

不宜含糊其辞&

%二'新思维与#大农业$(助推复苏乡村经济

活力

如果说重建乡村生活第一步是乡村文化与生

活方式建设%第二步则为乡村经济产业建设& 陶孟

和认为%农业是国民经济中最重要的部门%振兴中

国不仅在于改造农村文化与生活%还要关注农村的

社会经济建设%他还亲自组织了一系列县域乡村的

经济社会调查%

& 依据浙江的调研实际%笔者认为

还可从+异业整合,与产业融合等角度出发%对农

村经济产业或转型或升级等内容展开研究&

首先"还是以$莫干乡村改进%原址德清县莫

干山镇为例&

& 近年来%以 +土洋一体,和 +新旧

一家,为特色的+洋家乐,

'群落化发展以及其他

类别文创产业的集聚化发展%已成为当地乡村产

业发展的新动力& 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与文创

共生已经成为莫干乡村经济产业升级的一条可行

路径& 伴随文化旅游的发展%以生态农业为标志

的现代农业也在莫干山镇快速成长& 概而言之%

农村经济在莫干山镇既有 +生态化,体现%更有

+文创化,体现%+软硬,与+新旧,产业融合特色

=

浙江树人大学学报 !"#$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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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研发现%传统社会时代+乡贤参事会,正在某种程度上得以复兴%但在选拔标准)组织结构和功能发挥等方面亟待改善&

"

调研发现%在德清部分乡村%原本属于+异质性,的产业已经开始融合发展%此处借用陶孟和先生+新农业,的术语提出+大农业,概念&

#

德清县多数有影响力的文创园均处于乡镇之中& !"#> 上半年%德清县文化产业增加值占 16S的比重为 #"9<>!%文化产业增加值

为 #;9>> 亿元%增速为 !<9;!& 而按照国家有关政策规定%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一个主要标志为文化产业增加值占

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达到 >!或以上& 浙江省规定%参评文化产业十强县认定指标为文化产业增加值须超 #" 亿元"含 #" 亿元#或

文化产业增加值占 16S比重达到 >!以上& 由此看来%德清在文化产业指标层面早已经+超标, & 目前%德清县入选浙江省文化产

业十强县%为湖州市唯一入选县市"参阅浙文改办-!"#>.! 号# & +莫干民国风情小镇,从属于+莫干山国际休闲旅游度假区,整体

的规划与建设%因具有万国别墅和黄郛乡村改进活动遗迹等较为丰富的民国文化元素%以及对当下+民国热,消费的捕捉开发而得

名& 其理想定位为!突出发掘潜在文化资源%提升既有主题特色%整合产业融合要素& 庾村文创园区主要是对黄郛时代蚕种场的

改造与开发利用%目前有初步建成的中国首个乡村文创园+清境0庾村 #;B!,与正在建设的+清境上物,和+清境农园, %其中包括

全国最大的自行车主题餐厅+乡食, )乡村文化艺术展厅)莫干山艺术邮票馆)光合作用创意邮局)茧咖啡)茧舍)+蚕宝宝乐园,萱

草书屋%以及黄郛莫干农村改良展示馆等文创单元& +中国钢琴音乐谷,已经被列入浙江省文化产业发展+#!! 工程,中 !" 个重点

培育文化产业园区名录"参阅浙宣-!"#!.>> 号# &

$

李强)陈宇琳)刘精明!'中国城镇化+推进模式,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 年第 < 期%第 B# :B> 页&

日趋明显& 关于新时期+莫干乡村改进下一步可

以做什么,的后续关注%最重要的莫过于因地)因

时而制宜& 比如%能否给各个村庄更多的自主空

间由其自主发展!

& 基于莫干山实践%一个可能

的路径为!结合当地生产生活实际%一方面%以

文化融合携手产业整合%这是有鉴于文化元素

再创造可以为乡村带来不同寻常的生命延续

力%而+大农业,

"之间多元)有效的产业整合%

则可以成为乡村经济结构调整的动力与源泉&

另一方面%支持城乡互动联合发展%从理念价值

到技术行为以及空间布局等规划设计均可涵盖

在内%采取以 +过去 "乡村#记忆加现代 "城市#

印象相结合,的乡村改进方法%努力做到既尊重

和保留原有形态 "例如民间礼俗的复活 # %又能

容纳新鲜悦动的现代生活 "例如新式消费方式

的迭代# %而要实现这类发展规划愿景%除却知

识与技能之外%更需要全体利益相关者的智慧

与情怀&

其次"德清县域内一些农村在经济产业发展

转型方面也具有此种$软硬!新旧#产业复合化%

特色' 例如%县城中部五四村以+花花世界,为代

表的文化旅游群落%以及位于县城东部东衡村和

雁塘村等村落的 +中国钢琴音乐谷 ,文化产业

园#

& 基于地域化乡村产业发展特色%此类乡村产

业转型或可涉及对既有+农业,概念的某种另类理

解& 比如%农业或许不只是第一产业%还可以包括

更为广义的农村产业%涵盖第一)二)三类产业%只

要有助于促进乡村经济发展的产业%都可以纳入其

中& 这种综合化+大农业,发展思路及其转化%或

许可以更好地推动+农民增收%农业增效%农村发

展,改良目的之实现&

再次"此种主打生态牌脱贫致富的$大农业%

乡村发展模式在浙江省内多有出现' 除德清之

外%还存在于安吉县余村)湖州南浔区荻港村)杭

州桐庐荻浦村以及宁波奉化滕头村等地& 其类似

之处均在于农业产业结构的一体化%大致包括农

地规模化)农业企业化与科技化以及农村生态化

三大环节& 值得一提的是%本文提出的+大农业,

概念%旨在探讨服务于新农村建设过程中经济产

业发展转型的某一种可能路径& 当然%也由于此

+大农业,概念提法有违于传统产业划分标准%并

不适于统计层面用途& 至于是否有利于乡村经济

产业整合式发展)是否有后续研讨价值%有待于学

界批评指正&

%三'#村镇化$!乡村建设与发展的一条新路径

在旧式城镇化扩张过程中%多的是社会问题

丛生的+城中村,与+镇中村,& 相较之下%在浙江

部分地区%在新式乡村建设中却已开始浮现出

+村中镇,& 此处的+村中镇,不是指乡村简单地

被城镇吞噬同质化或孤立化%而是指乡村生活质

量的现代化与城镇化& 在这类乡村%不仅可以大

致均等地享受到以往以城镇为载体的公共服务和

公共产品%还可以享受到城市中难得的生态资源&

在这种+村庄里的城市,的发展模式范畴内%+城,

在村中%村在景中%构建了一幅 +乡城一体化,图

景%从而形成城乡一体化发展的另类标杆& 因此%

这类+村中镇,同样属于一种新型城镇化的乡村

建设产物%尽管往往有+城市,之实而无+城市,之

名& 本文姑且将此现象命名为 +村镇化,& 如果

从我国城镇化 +推进模式,

$角度去观察%此种

;

李C敢*$莫干乡村改进%实践及其对新时期乡村建设的启示



+村镇化,实际为正向+逆城镇化,的一个体现%体

现了别具一格的乡村现代化与城市化发展路径以

及城市与乡村的良性互动%或可成为新型城镇化

建设的一种特定类型与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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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H TQ7UVW7MH QFGTVMXKHW GV8FVNVYXQFGTVMXVZ?QFHK% TQ7[MK8TF87VZ+JVYKH 3FNNKY70U[MV\7U7HT,% N7W OX.LKHY,L

KHW QFGPFZ7% FG8VU[KMKON7TVTQ7MLMKN8VHGTML8TFVH KW\V8KT7W OX+FKHY2QLUFHYKHW 5KH 5KHY8QL9.VP7\7M% FH 8VU[KMFGVH%

WL7TV\KMFVLGZK8TVMG% FTQKGMKM7NXO77H LHW7MGTVVW OXTQ7K8KW7UF88VUULHFTX9]KG7W VH QFGTVMF8KNZK8TGKHW ZF7NW M7G7KM8Q% KG

P7NNKGM7̂7_KUFHFHYTQ7K8KW7UF8TQVLYQTGVZGVU7GV8FVNVYFGTGFH TQ7GKU7[7MFVW% TQFG[K[7MTM7KTGTQ7+JVYKH 3FNNKY70U[MV\7̂

U7HT, [MK8TF87KGKTX[F8KN8KG7VZ?QFHK̀GGV8FKNKHW 78VHVUF8GXGT7U8QKHY7FH TQ7ZFMGTQKNZVZTQ7!"TQ 87HTLMXTV7_KUFH7FTG

K8KW7UF8\KNL7FH [MVUVTFHYH7PKHW VNW MLMKN8VHGTML8TFVH90TKNGV[MV\FW7GKHLUO7MVZKHKNXTF8KN8VH87[TGKHW [MV[VGFTFVHGVH

TQ7TQ7U7VZ+QVPTVUKFHTKFH KHW 7HQKH87TQ7\FTKNFTXVZTQ7\FNNKY7,% ZMVUTQ7[7MG[78TF\7VZTQ7FHT7YMKTFVH VZ+TKHYFON7, KHW

+FH\FGFON7, FH TQ78VHT7_TVZ+PQ7M7TQ7\FNNKY7TMKHGZVMUG, FH MLMKN8VHGTML8TFVH FH TQ7H7P[7MFVW9

>&? @-(78!.LKHY,L$ JVYKH JVLHTKFH$ \FNNKY78VHGTML8TFVH$ OFYKYMF8LNTLM7$ \FNNKY7KHW TVP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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