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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自.序当我将中国问题认识清楚，并将它的前途想通了的时候，让我不能不叹息佩服许多过去的和现在
的有识之士，他们没有多少凭藉而见事那样的确，真是聪明！
随举眼前遇到的来说罢。
那日看《世界日报》（二十六年一月某日）有《中日关系的透视》一文，其中引用素日研究中国社会
的斯密斯博士（Arther Smith）说：“中国如无外面力量而欲进行改革，正如要在大海中造船一样。
”这是多么罕譬而喻呢！
后一两千年的中国文化入于盘旋不进的状态，其自身永无从发生革命，完全从这句话给点透了。
往日又曾见曾刚先生（纪泽）答友人书有云：“世界日辟，其机自外国运之，其局当于中土结之，其
效即不在今日，亦当见诸千百年后。
”横的东西两世界，纵的千百年历史变化，一语论定无遗。
距今五十年前能说这话，又是何等的远识卓见！
像这一类的高明识见，我从各处遇着的还有，不过一时举不出来许多。
高明有识之士，是见到了；一般人还是见不到。
像斯密斯的话，多数中国人大概都不懂得。
像曾公的话，多数中国人更相信不及。
天下事，明白的人自是明白，不明白的人总是不明白，这又不能不让我长叹息！
在这里或者就用得着我这不算聪明也不算笨的人了吗？
我没有将复杂问题一眼看透彻的聪明，但我有抓住问题不放手的研索力，就会有被我弄通了的一天。
从这困勉工夫也能将高明人见到的而我也见到了。
这本书，就是困勉研索的结果，正好给高明人的话作注解；给不明白的人作桥梁。
前些日又见美国名著作家丕斐（Natheniel Peffer）到沪，在太平洋联会席上演讲“远东问题之局外观”
，对中国前途似示惋惜又怀疑问。
他说：欧西人士，今日已深感到陷入旋涡，无法自拔之苦；而远东方面不引为前车之戒，反思效尤，
其结果岂不将同出一辙乎？
日本早已从乎欧西之后，今日更无选择之自由。
乃中国年来所采取之途径，概括言之，也不过锐意发展物质建设与提倡民族主义两者。
此殆由某种环境之影响，中国人士或认为非采此途径不可；然循此途径以往，将来所生之结果如何，
实为一极端耐人寻思之问题也！
（见二十六年一月十三日《申报》）我于此有两层感想。
一是像丕斐先生所惋惜而怀疑的，大概多数中国人（尤其是所谓有知识的人）都不能了解；他们在今
日除了发展物质建设和提倡民族主义外，真是没有第二个念头。
他们或者要反问丕斐：你不赞成我们这样干，你叫我们怎样干呢？
又一感想是可惜丕斐先生没有读到我这本书，他读到也许疑闷之情为之豁然吧！
丕斐先生的心境倒不是我很关切的事；我所关切的是怎样让多数中国人能了解丕斐先生对中国前途的
惋惜之意。
假令这意思得到多数中国人了解的话，那么，我的主张也将不难获得同情了。
这里面的见地和主张，萌芽于民国十一年，大半决定于十五年冬，而成熟于十七年；曾讲于广东地方
警卫队编练委员会（题为乡治十讲），自十八年春欲将全盘意思写定成书，中间屡作屡辍，至今七八
年未成。
今天这本书，前一小部分是自己写定稿，后边大部分只是同学听讲笔录的一种删订，所以称“讲演录
”。
不过在政治问题、经济建设各段中颇有自己动笔之处，所以又不像讲时口气了。
希望将来能通体写过一遍。
今只为外间总不明白我的意思，先杂凑出版，以求教于各方，其中自己不惬意处是很多的。
          二十六年二月十三日漱溟记。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乡村建设理论>>

总计在邹平六年间，前后讲此稿不下五次，末后在济宁也讲过一点大意；其时为余任笔录者有李澂、
侯思恭、张汝钦、郝心静、王静如、李鼐、吕公器诸子。
今附志于此，示不忘诸子之劳。
            漱溟又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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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乡村建设理论》是梁漱溟先生社会政治思想的代表作。
从认识和解决中国社会问题入手，系统地阐述了梁漱溟对中国社会改造与乡村教育关系的思想。
他以乡村为中国文化之本的思想，以及通过教育手段来改造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组织结构，培养新伦
理，建设新礼俗的思想，都是对中国社会根本问题思考的积极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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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梁漱溟（1893—1988），20世纪中国著名思想家、教育家、社会改造运动者。
生于北京，原籍广西桂林。
原名焕鼎，字寿铭，又字漱冥，后以漱溟行世。
1917年入北京大学任教，七年后投身农村，从事乡村建设运动。
抗战中为促进国共团结抗敌而奔走，参与创建民盟；胜利后又参与国共和谈，为和平建国而努力。
新中国成立后，历任全国政协委员、常委及宪法修改委员会委员，但心思之用更在于人生问题之研究
。
一生用心于两大问题：人生问题与中国问题；为此两大问题而思考而行动，终其一生。
主要著作有《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印度哲学概论》、《乡村建设理论》、《中国文化要义》与《
人心与人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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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认识问题甲部西洋有一句话：“知识即威力。
”又说：“要于服从他之中来控制他。
”大概所谓有好办法的人，并不是有好办法，而是于问题有明彻的了解而已。
因为一切办法都是以遵从他的法则来制驭他。
中国问题现在摆在我们面前，迫着要解决。
然而要想解决他，还须先认识他，所以认识问题为要。
更须知道的，我们要解决的是社会问题；社会问题与自然界的问题不同。
自然界像是静的，而我们人是动的，仿佛可以由我们来摆布他，他听我们摆布。
社会则不然，他沿着过去历史向前演变，时时刻刻在变化中，而不是静的。
又我们自己原也是社会之一人，不能超居社会外来对付他，如对付自然那样。
“社会大过我们”，这是千万要记着的一句话。
社会在变，我们也随着变而不能逃，好像大海波涛中的一沤一滴，又能将大海怎样呢？
凡自以为有办法的人，好多都是妄想。
不过人类历史不完全是机械的，我们于中可以有反省、有自觉、有料度，因其大势之所趋，从而为之
所解决社会问题的办法，要不外如是而已。
这样，认识问题的工夫就更要紧，并且要本着历史的眼光去观察认识。
眼前社会事实固须知道，而单看眼前事实是不能发现他的意义的；要从其来历背景而有以测其前途将
要如何才行。
我们以下藉着谈“乡村建设运动由何而起”，来帮助大家作认识中国问题的工夫。
一乡村建设运动由何而起？
现在乡村建设运动已为国人所注意，有很多人都在那里争着谈乡村建设。
但乡村建设由何而起呢？
天下事没有凭空来的，而人们每不留意。
所以常有人问我：你办的乡村建设研究院不行呀！
韩主席一倒，研究院不也要随着倒吗？
我回答他说：我不是无端做梦，韩主席也不会陪我做梦。
研究院不是偶然出现的，他在中国社会历史演变上有他的来历，虽假手于我，却非自我而来的。
我固不敢保山东的研究院不被取消；但我相信取消于山东，不难再出现于山西；取消一个，不难出现
两个或更多个。
现在大家看见乡村建设运动已在一天天的开展，势力蓬勃，遂也无人再问我那个话了。
但我们如果反省乡村运动何以会如此蓬勃起来？
我们可分浅深四层言之：甲　起于救济乡村运动从浅的一层来说：乡村建设运动，是由于近些年来的
乡村破坏而激起来的救济乡村运动。
近年来农村经济日趋于崩溃，这是很显明的事实；我们如果稍一留心，就可看到许多杂志都在大出其
农村经济专号，开头没有不谈农村经济破产的。
如政府方面组织农村复兴委员会及上海的银行界都是在极力倡导救济农村。
救济农村已成为普遍的呼声，声浪一天一天的高上去——好多乡村运动是从这里来的。
乡村所由破坏不外天灾与人祸。
所谓天灾，例如长江大水灾、黄河水灾、西北连年大旱、南方江浙旱灾等；所谓人祸，例如一九三○
年中原大战，以及种种兵祸、匪患、苛捐、杂税等。
又从破坏乡村的力量去分，也可分为国内的与国际的两面。
上所叙多偏乎国内；而国际的力量破坏所及，尤为深远。
所谓国际的，例如日本强据东北，影响于内地农村者甚大；列强经济侵略尤为谈农村经济崩溃者所殚
述，可无待言。
有时我亦采用三分法：一、政治属性的破坏力——兵祸匪乱、苛捐杂税等；二、经济属性的破坏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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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经济侵略为主，洋行买办等也为破坏乡村的助手；三、文化属性的破坏力——从礼俗、制度、
学术、思想的改变而来的种种（此处文化二字是狭义的用法）。
这种分法也不算很好，因这三种破坏力很不容易分；如教育是属于文化的，可是他也属国家行政。
又三者是相连环的，互相影响的，如政治制度改变了便影响于经济，经济也影响于文化，而政治制度
的改变又是由文化问题引起来的（由新思想的输入）。
三者相连环的辗转影响，加紧加重了乡村破坏。
中国乡村破坏不自今日始；稍一回省，当发见其由来已久。
盖自近百年来，世界大交通，西洋人东进，老的中国社会为一新环境所包围，激起一剧烈而严重的变
化——此变化自始至终是一个趋势，即中国乡村一天一天破坏益加尖锐刻露的趋势。
原来中国社会是以乡村为基础，并以乡村为主体的；所有文化，多半是从乡村而来，又为乡村而设—
—法制、礼俗、工商业等莫不如是。
在近百年中，帝国主义的侵略，固然直接间接都在破坏乡村，即中国人所作所为，一切维新革命民族
自救，也无非是破坏乡村。
所以中国近百年史，也可以说是一部乡村破坏史。
所谓中国近百年史即一部乡村破坏史，可以分成两期来看：一、前半期——自清同光年间起，至欧洲
大战；二、后半期——自欧洲大战，直到现在。
何谓前半期？
在这一期间内是一个方向，是跟着近代都市文明的路学西洋而破坏了中国乡村。
何谓后半期？
在这一期间内是一个方向，是跟着反近代都市文明的路学西洋而破坏了中国乡村。
西洋近代从自由主义发达了工业资本、都市文明；日本所模仿成功，我们所景仰而未得者，便是这个
。
同时，有一个相反的潮流孕育而潜伏着，由俄国爆发出来。
此前期、后期者，非果我所自成分段则然，特以西洋近世有此转变，其所以为我刺激者前后分殊，于
是我被动的截然有二期。
但无论为都市文明之景仰或都市文明之反动，总皆离开乡村说话，不从乡村起手，其结果不破坏乡村
不止。
举例言之：如教育、如法律，从工业社会产生出来，于都市文明中有其位置与作用。
搬到中国来，既安插不上，又失其意义，乃大生其反作用。
其他种种罔不如是。
尤其厉害的是练海陆军；乡村出钱练海陆军，而海陆军都用在自己打仗上，完全破坏了乡村。
这似乎是当初所不料的；而细思之，也何尝不是应有的结果。
因为这种海陆军制度是西洋资产阶级政治的所有物，而中国是一个散漫的乡村社会，西洋资产阶级拿
得住这个海陆军，中国乡村人哪有这个力量？
外力之破坏乡村尚属有限，我们感受外面刺激而起反应，自动的破坏乡村，殆十倍之不止。
如果将近百年来外面世界给我们的刺激，我们从而发生的反应与自身的变化，每次变化所给乡村的影
响，前前后后、方方面面，辗转相为因果，写成一部中国乡村破坏史，实在是一部很好的书。
（所不容易的是把他辗转变化的路线找清楚，再就是可靠的统计材料不易得。
）《东方杂志》第三十卷第二十二号古棋先生有一篇文章题为“乡村建设与乡村教育之改造”，他说
：“⋯⋯中国乡村之破坏远在二千年以前，并不因为学西洋都市文明或反都市文明才开始破坏；而另
有其他破坏乡村的大力量在：（一）地主阶级的兴起，是破坏乡村的第一种力量；（二）水利制度的
失修，是破坏乡村的第二种力量；（三）官僚政治的巩固，是破坏乡村的第三种力量；（四）帝国主
义的侵略，是破坏乡村的第四种力量。
”他意在驳我，但他实在犯了严重的错误。
帝国主义的侵略是后来的事，水利制度的失修也比较是后来的；那末，他既说破坏不自近百年始，显
然他是认地主阶级与官僚政治为破坏乡村之大的破坏力了。
其实：（一）这顶多不过是一种阶级剥削，阶级剥削为各社会通有的现象，历史所必经过，即在被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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削一面也不是绝对的受害；因为任何一种社会构造都免不了内部的矛盾冲突，而同时彼此又是互相依
存，断不能说谁破坏谁。
（二）人类历史截止到现在，任何社会里面，乡村都是居于不利的地位；但我们不能说任何社会史都
是乡村破坏史。
（三）说作乡村破坏史，必须在这一段历史里面，乡村破坏成了一种趋势，日进无已；若虽有乡村破
坏之事，而不成趋势，便不能算。
（四）在欧洲工业都市兴起的时候，农村衰落亦成了趋势；但亦不算乡村破坏史。
因为工业发达是其更重要的正面的趋势。
本着这四点来看，大概没有那一处社会的历史，或那一阶段历史的社会，可以称得起乡村破坏史的；
有之，那唯独一部中国近百年史。
中国近百年史里面，乡村是一直破坏下去不回头的，其关键全在要走都市文明的路而未成之一点。
假令中国也像日本一样，成功了近代的工业国家，走上了一条新路，则乡村虽毁亦不成大问题。
无如新路未曾走通，而所靠惟一吃饭的道儿——乡村农业——又毁；问题就大了！
这时，乡村农民自是受苦，而格外着慌的更在乡村农民以上层级的那些人。
因此，救济乡村，逐为各方面普遍的要求。
乡村建设虽最初不是从这里发动，而在今天却全从这里扩大起来。
乙　起于乡村自救运动第二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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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上面曾说救济乡村为中国社会各层级、各方面一共同的要求；但严格的讲，中国尚不能有所谓“
救济乡村”这回事。
因说个“救济乡村”当然是要乡村以外的一大力量来救济乡村；但此一大力量在今日中国是寻不出的
，譬如日本倒是可以说得上救济乡村。
日本现在农村问题甚是严重，而以其工业发达、都市兴起，总还有余力来救济乡村；又其政治有办法
，有统一有力的政府可以负责，讲求他们的农村问题对策，而主持进行。
像这两点，中国那里有呢？
这两点实是一点。
日本之工业发达、都市兴起，实由其政治有办法而来。
而中国经济上所以无办法，亦实为政治上的无办法。
归根是一个政治问题。
中国由其政治上之无办法，将只有乡村自救运动。
此理待细剖才得明白。
我前曾指出中国近百年来的乡村破坏，是一种绝对破坏，为世所仅见。
此破坏之所以成为绝对的，都为中国近二三十年间政治上之无办法。
虽然破坏乡村的，有天灾，有人祸，有国际的因素，有国内的因素等分别。
细按起来，天灾不能怪天，皆由人事未尽；其责实在政府。
所以人祸固属政治问题，天灾也是政治问题；国际的侵略压迫也亦不能怪人家，而实由自己不能应付
环境。
其最大原因在自身陷于分裂冲突，不能凝合为一个力量以对外。
所以国内的因素固属政治问题，国际的也还是一个政治问题。
总起来说，中国乡村之破坏完全在政治。
所谓问题全在政治者，不是政治不良、政府当局不好那些意思，而是特指没有惟一最高的国权，陷于
分裂的局面那一点——这实在是不成政治，或“政治的没有”。
在此分裂局面下，南一政府、北一政府、东一政府、西一政府，不但无法应付国际环境，无法防救天
灾，更且造成特有的人祸——乡村成了绝对牺牲品。
乡村虽在任何一社会总是居于不利地位，但绝不会落于牺牲的地位。
任何一社会，都要在一种社会秩序下，进行他的社会生活；而且一个国家，必有其秩序——国家与秩
序是二而一、一而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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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秩序就有保全（尽管他是一个不平等的秩序），所以无论如何的不利（尽管他怎样严重的榨取剥削
或妨碍），都不致作牺牲。
其故即在一个政治力下，统治的一面、被统治的一面，总不过是两面。
此两面有时对立、有时相依，成为一个结构，此一面也少不得那一面，如何能不留余地毁灭他呢？
但中国此刻不然，他不是两面，而仿佛分成三面了，此一政府与彼一政府为对立形势，乡村社会落于
第三者地位。
从国际的、国内的许多关系上，都表现有统一的要求，而政府间也有不容第二者存在的互相排斥性。
但又到底不能浑一全宇，建立惟一的统治力。
（其所以然，另有详细分析见后。
）于是内战连绵不断。
假令索性分裂成几个国家，倒也没有许多战争。
苦在分又分不开，合也合不拢，就纠缠不清了。
在杌陧不安的对立中，彼此各以应付对方为急，便顾不得第三者，而乡村乃落于纯被牺牲地位。
对于乡村常是说：“今天可讲不起了（挖地壕、炮火烧杀、或征夫派款），明天必不如是”；但到明
天依然是一今天。
战争是常；不战是暂，或说是战争的休息、再战的预备。
如中国养这么多的兵，完全不是为的国防，而是内部问题。
四川一省养兵最多，甲于各省，即为其内部分裂，又仿佛中国的小缩影。
民国二三十年的日子，就这样常常处于一种临时状态中。
在此时谁来顾惜乡村？
自然反逼出乡村自救。
乡村自救正为寻不出一个超于乡村而能救顾他的力量。
乡村自救运动，其工作第一步就要防止直接的破坏，对于土匪和杂牌军队的骚扰，必须武装自卫。
地方武装自卫，在此刻中国很明白地成了一种必要。
此种必要即政府亦承认的。
（二十年三月国民政府督令各省办保卫团，有“以兵卫民，不如使民自卫”之语。
）本来武力是只许国家有的。
国家最低限度的作用就在维持秩序，而不许国内人于法律外各自拿武力来解决问题。
乃现在中国却要乡村与土匪以武力赌其命运；这就证明中国国家在一特殊状态中。
乡村之自卫、自救，在任何国家可以没有，也不应有，独于今日中国乃必然发生，不能不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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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中国近百年史，也可以说是一部乡村破坏史。
中国国家之新生命，必于农村求之；必农村有新生命，而后中国国家乃有新生命。
今后中国人向上兴奋地新方向是什么？
老实不客气的说：就是我们的乡村建设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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