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华西坝在边疆服务中的协同与研究（下）

                         金开泰

（续上）

三、边疆研究

李安宅一直强调“研究服务训练要连合起来”，研究以服务为目的，服务必

以研究来推动，增加效率，达到目的。要扩大力量必须训练同工。尤其要训练

边胞们自已能出而代之。（21）边疆服务受到了五大学的重视，许多专家学者都

投身其中，指导、考察、研究，取得了大量的研究成果，推动了华西人类学研

究的繁荣。李绍明先生在“略论中国人类学的华西学派”中，介绍了它的形成、

发展，特点。指出它兼收南北派所长，史志结合，对康藏地区研究的深度和广

度都在南北派之上。（22）

1943 年 7 月华西坝五大学与边部开会研究合作办法，拟定专人负责，拟具

体章则。（23）华西坝上的边疆研究，机构林立，刊物丛生，成果叠出，华西边疆

研究学会、中国边疆学会等亦多次举办报告会，特邀专家报告，各种刊物亦大

量发表文章。边疆研究是这个时期华西坝学术繁荣在国内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的最重要的一部分。笔者在收集抗战时期华西坝的人物中就找到不少的例证。

如：

华大葛维汉博士曾被聘为特约研究员，对羌民礼俗

宗教研究是他的民族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多次到川

西服务区，收集了大量资料。《边疆服务》上刊载的《羌

民的宗教》是先生的调查所记。由齐鲁学生孙家俭译为

中文。（24）1948 年他回国后，定居于科罗拉多州，继续利

用在中国收集到的资料进行研究，1954 年史密斯索尼学院

为他出版了《花苗的民歌与民间故事》，1958 年又出版了《羌族的习俗和宗教》，

系统地介绍了历史起源、语言、体貌特征、经济、技术和生 活。先后获得过一

个维京奖（Viking），两个古更赫姆奖（Guggenheims），其中一个便是 1952 年因

为《中国西部有关羌族的习俗和宗教研究》而获得的。

金女大教授刘恩兰多次进入川西区，对该区的地型、民族都有详细考察。

她和学生们将这次考察结果写成论文，在美国享有权威性的《地理杂志》上发



表。这次考察纠正了当时被认为是最完备地图上的一些

错误。1941 年她在边疆研究学会报告了《理番地理研

究》（1943 年发表在杂志第 14 卷 B 册）。1942 年又报告了

《气候和地理环境对部族社会风俗的影响》，1944 年发表

在杂志杂志 15 卷 A 册上。1944 年报告了《理番地区

人类学调查》，同年在杂志 15 卷 A 册上发表《四川西北

理番民族概况》。1944 年华大博物馆为她出了《理番

的民族》和《云南边民的生活》。1944 年，她在理县一带进行地理学调查时，

也在当地乡民手中收购了石棺墓的出土遗物。

金大教授马长寿，入金大前，1937 年带领四川民族

考察团，深入凉山彝区，考察凉山彝族的历史与现状，

共停留 145 天，返回成都稍作休整之后，又到四川北

部的藏、羌地区进行调查，直至年底才返回成都。在

整理资料中发现现存资料仍有欠缺，便又率考察团于

1939 年 12 月再次深入凉山越西县田坝彝区一带进行

调查，历时 115 天。1940 年底撰写成《凉山罗彝考察

报告》。1941 年，马长寿先生又任凌纯声率领的国立中

央研究院、中央博物院合组的川康民族考察团专员，赴四川西北以及西康东北

部藏、羌地区进行民族的历史、文化、宗教考察。先后发表有《康藏民族之分

类体质种属及社会组织》、《凉山罗夷的族谱》、《嘉戎民族社会史》，遗著有《凉山

罗夷考察》、《彝族古代史初稿》、《氐与羌》等。

燕大教授外语系主任李方桂 1943 年寒假期间带着助教

陈永龄和张琨二人到理番调查，那是嘉戎语的大本营。其

后在中国文化研究所论丛上发表有《沙佛，藏汉语的元音》

等论文。1944 年及 1946 年应邀在华西边疆研究学会上发表

了《有关贵州 Li Ngan 地区的歌》，《嘉绒人的语言》两次演

讲。      

燕大社会系主任林耀华 1943 年暑假考察凉山彝族，深入大小凉山彝族地区

87 天，以小凉山乌角、哨上一带为社区研究样本，进行语言、物质文化、社会

组织、亲属关系、经济制度、宗教巫术等方面的考察和体质测量，写成《凉山



夷家》。1944 年夏，又赴西康北部，前后费时两个半月，

调查康定、折多塘、道孚、炉霍、甘孜等地藏民，曾亲自

登门调查 50 户藏民家庭，对当地物质文化社会组织、宗教

生活等进行了较为深入的考察和研究，发表了调查报告

《康北藏民的社会状况》。 1945 年夏，林耀华又带领其研

究生兼职助教陈永龄对于川康北部交界地区嘉戎进行调

查。重点为理县北部梭磨、卓克基、松冈、党坝等四土

司地和理县以西九子、上孟、下孟、甘坡、杂谷五屯地。

发表了《川康北界的嘉戎土司》、《川康嘉戎的家族与婚姻》等论文并集成了

《四土嘉戎》书稿。1945 年 4 月他受邀在华西边疆研究学会上发表了《“罗

罗”的亲属体系》的演讲。

华大中国文化研究所长闻在宥，1941 年到汶川、理

县一带作调查，在《华西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论丛》中发

表《羌语比较方法》等论著。《川西羌语的初步分析》，《汶

川萝卜寨羌语音系》（中国文化研究所汇刊三卷 1943）在中央研究

院所出的《人类学集刊》上发表的《摩西象形文之初步研

究》，为‘羌语’范畴订出了蓝图”。1938 年 1941 年两次

受邀在华西边疆研究学会上发表了《纳西族的象形文字》及《理番语言研究》

的演讲。

华大冯汉骥教授 1938 年亲赴岷江上游羌区考察，

历时三月，备受艰险，获取大量民族学资料，并在汶川

萝卜寨清理一座石棺葬（SLM1），发表的《岷江上游的石

棺葬》，开创了川西高原考古发掘研究之先声。1939 年，

他任当时教育部组织的川康科学考察团社会组组长，

进川康藏区调查，积稿十余筐，所发表的《西康之古代

民族》仅其全豹之一斑。

金大的徐益棠教授 1938 年夏天，参加了刘国钧、柯

象峰组织的西康社会考察团。共收集文物标本 52 件，拍摄

照片 283 张。向西康建省委员会提供了书面报告材料，建



议大力普及教育，发展交通，振兴工业。1939 年 2 月应邀在华西边疆研究学会

上发表了《中国东南地区的原住民》演讲。1940 年夏，柯象峰和徐益棠分任边区

施教团正、副团长，率 20 余人赴雷波、马边、屏山、峨边等县进行社会调查，

形成《雷马屏峨纪略》一书。考察结束后，他又考察了雷波小凉山地区，收集

了民族学文物数百件。

东吴大学到华大的生物学家刘承钊，１９３８年到

１９４４年在华西 10 年间 11 次在川西以横断山系为主

的地区进行考察，行程８０００余公里，为他的名著《华

西两棲类》集累了宝贵的资料；1943 年带领的生物标本

采集组五月二日随昭觉巡回医闻组从西昌出发，经大

兴，悬参坝，倮倮沟，一路采集，到了昭觉，刘承钊教

授受凉而一病不起，后转为斑疹伤寒有生命之忧，不得

已返西昌。（25）

华大生物系张明俊教授曾同郭友文、刘承钊教授等

人，多次深入川西北高原的松潘、茂县、汶川等县和康

定、雅安，以及川西一带，对鱼类、两栖类、爬行类、鸟

类和各种植物资源，进行了广泛的调查，采集到包括活熊

猫在内的各类动植物标本数千件。他从加拿大引进苹果优

良品种金帅、黄皇后，在成都地区试验培育，效果欠佳。

后将百余株移到气候、土壤、水分适宜的茂汶地区试种，

并几经改良，终于形成了果实累累，果味香甜鲜嫩，色泽绯红光亮，下端有三

个乳头状隆起，色、形、味非常喜人茂汶苹果。其后茂汶苹果扩大到阿坝州各

县及凉山州部分地区种植。

华大生物系讲师胡秀英亦多次到川西北考察，1941 年 1942 年在华西边疆研

究学会上分别报告了《理番植物研究》、《嘉绒人生活与自然环境的关系》。

侯宝璋教授在川西区曾利用暑假到汶川、理县、杂谷脑一带作黑热病调查，

写出了《汶川理县一带最常见的几种病症》（26）

陈耀真、汤佩英等 1944 年暑假呈准中国盲民幸福促进会派遣赴川西北，就

近治疗及调查研究，发表了《川西北眼疾调查之经过》。（27）



研究指导服务，总结服务，再指导服务。张伯怀发表了《边疆服务与写作》

（28）强调“关于边地的文物、风俗、礼节、人物的报告要不厌其烦”，一再鼓励

写文章，因此在边部同工中亦有调查研究文章发表。他们结合自已的实际，记

述了服务区的现实状况或者工作中的发现，在边疆研究中也是难能可贵的。《边

疆服务》《边疆服务通讯》为他们提供了发表园地，刊载了不少研究成果。如川

西区主任崔德润发表的《黑水三番旅行记》（29）、《四土纪行》（30）、《理番县的边务

问题》（31），强调边务绝不是纯恃武力，武力是不得已的消极手段，积极的必须是

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有正确的作法。铭贤、华大教师、川西畜牧场长刘国

士的《川西农业调查》（32）、《川西小麦病虫害防治》（33）、《川西小麦腥黑粉病防治

区访问录》、《川西汶理两县小麦腥黑粉病防治结果调查报告》（34）、《四川十六区

麦病调查报告》（35）；威州医院院长马锡山发表的《黑热病的发现及治疗经过》、

《佳山寨扑灭麻疹记》都是非常有价值的实际研究。又如马鸿纲《倮倮的经典

文学》（36），张宗南《萝菔寨羌民的端公》（37），《日尔觉寨的嘛呢会》（38）等等。

还有当地人自已记述其历史更显真切。如傅正达（本名吉第依和）为一会

理的夷族青年，小黑菁小学毕业后到云南神学校深造，已到边部工作两年，写

了《夷人论夷务》（39）、《宁属土司起源的故事》（40）、《边民教育的几个主要问题》

（41）； 又如李仕安先生生长在夷区，受教育后又回到夷区，担任地方行政工作，

写了《西康宁属概观》（42），介绍了当地的历史，直面夷区面貌，对于改进夷区的

工作抱有极大愿望。又如出生在夷区，受过现代教育，边胞中杰出的领袖岭光

电写了《如何接近夷人》（43）、《对于边教的一点见解》（44）强调同夷人接近首先要

把夷人当人看，尊之，敬之。

此外郑象铣、傅懋勣、林名均、刘延龄等都各有研究的成果。

四、内边交流

1、组织大学生假期到边疆服务

边疆服务的宗旨：“使大学生利用暑假时光，从事边疆工作，籍以认识边

疆情形，养成服务精神，促进后方建设，改善边民生活”（45）1940-1945 年暑假

都组织学生到服务区参加活动。

1940 年年初张伯怀即联络蒋翼振、崔德润、程玉麟、施如璋、芮陶庵等组

成联席会，征集参加人员，3 月 12 日截止报名。从 375 人中经过三次挑选，定



了 81 人。开始利用星期天训练，下分五组，每组由专业人执教与指导：农业组：

章之汶、赵连芳、崔毓俊、丁克生；社会调查：史迈士、柯象峰、徐益棠、孙

文郁、张伯怀、张世文、顾颉刚、陈家芷；医药组:于光元、毕天民、程玉麟、

郭国珍、侯宝璋、刘延龄、启真道、杜大夫、刘荣耀；教育组：邵镜三、倪清

源、鲍文年、崔亚兰、胡自贞、熊佛西、刘之介、傅葆琛、余牧人；宗教组：

郭中一、饶合理、毕范宇、罗天乐、李美博、陈竹君、满恩溢、华琴声、夏敬

亭。6.26-7.3 集中训练 ；26 日举行开幕典礼，主席张凌高，列席刘书铭，中央

党部及省党部代表黄梦飞。几天中有 48 位

教师、指导人员授课。饶沙白受邀讲家谱

学方法。出发前吴贻芳校长又前来最后训

话。服务团除团部外，共分九队，驻于汶

川、威州、茂县、通化、理番、杂谷脑等

地之县城、乡镇或寨子上。每队之组织配

合医药、教育、农业、宗教、社会调查之

各门人员而组成。有顾问、团长、团副管理，

川西服务区还派人指导，饶沙白在七队任

顾问。团本部设在威州。团长蒋翼振、副团长崔德润、芮陶庵经常在各队巡查。7

月 6 日由蓉出发，8 月 22 日结束返校。21 日在沙坝巧遇于右任，诸同学请他训

话，他以“禹王之勤于服务同胞”为题，还有许多同学请他题字，他虽忙于题

字但极高兴。回校一月后在华西坝公演了那中国自有史以来第一次的边寨戏剧

——日尔觉寨。引起了数千观众的欣赏、惊奇、兴奋和赞美。（46） 

同年暑期组织医疗服务团赴西昌工作，由齐大张滙泉院长、张伯怀院长率

领，七月初出发沿途医疗，本院教员张冠英、陈兆仁大夫及高年级学生外，其

他有中大教授二人，华大教授二人。于 8 月底返回。（47）研究筹建巡回医疗队，

深入夷区。筹建卫生人员专修科，培养当地人才。（48）1941 年 6 月张汇泉代院长

再到西昌安排建立中心医院。

1941 年暑假则由“教育部主办公私立大学生暑期边疆服务团”，包括中大、

金大、金女大、华西、齐鲁、边疆学校、江苏医学院、云大、艺专等九校。人

数 90 人，其中教员 14 人。分为文化、经济、地理、农业、生物、医药卫生、



兽医畜牧七组 60 人和五个服务队 25 人。由教育部王文萱担任团长，崔德润为

总干事，教育部拨款 5 万支持。7 月 7-13 日集训。14 日离开华西坝。调查工作

区是岷江流域，杂谷脑河流域及黑水河流域。各组以调查为主，服务为辅；服

务队分别驻在萝葡寨、威州、佳山寨、理番县城、杂谷脑，从事教育、医疗、

宣传抗战。以服务为主，调查为辅。经过 50-60 天的工作，都有所获。如文化组

在理县发现新石器，在威州发现

许多新石器时代的陶片；边胞歌

谣的收集，语言的比较研究，风

尚的调查均有所得。经济组对于

各地农商经济作了详细的的调

查；地理组矫正了许多现今地图

上对于城镇、河流位置的错误，

对于地层构造的迁变，也有个正

确的结论。生物组发现一种世界上青蛙新种，两种世界植物新种。农业组发现

了许多新的作物病虫害，且对于海拔不同的地形不同的农作物有了详细的调

查。医疗组诊疗千多个病人，对于死亡率作了科学的调查。畜牧组也诊疗了一

些生病家畜，对于防疫选种知识的宣传，和医药组一样被当地人民所欢迎。（49）

回蓉后在华西坝陆续举办学术演讲，由各组长担任。1942 年 2 月 18、19 日在华

大体育馆举办边疆文物展览会，展览标本有地质、地理、生物、文化等部分，

内以地图植物与民族文物标本较为精彩，其中民族分布地图与羌民巫师服饰，

法器标本最为珍贵。（50）    

1942 年学生暑期边疆服务团，共教授 4 人，团员 32 人，含华大、川大、金

大、齐大、中大、金女大、燕大、华西神学院八大学，除在本部川西区作特别

研究和巡回服务考察外，并至草坡等人迹穿到之处任特别考察。（51）还与理县政

府、边部合作，举办了一期“小学教师训练班”，为期三周。张雪岩、刘恩兰、

栾汝琏、胡秀英等担任各科讲席。

1943 年 5 月 10 日 边部与华大博物馆、华西边疆研究所于在华大化学楼联

合举办羌民文化演讲会和展览会。展览内容为羌区风光、羌民古物、羌民宗教

与羌民生活四组，每组除实物外有照片和彩色速写数幅至数十幅。午后三时由



本部特约研究员葛维汉演讲《羌民的习俗》。（52）这年暑期组织规模较小的服务队，

由金陵神学院杨占一教授率领，团员共计 4 人，华西神学院学生 2 人，华大医

学院学生 2 人，于 7 月 2 日到川西萝菔寨服务及调查一个半月。（53）

1944 年是西康区与西昌学生救济会联合，组织当地中等以上学校学生暑期

服务工作，包括：巡回剧团、巡回卫生队、夷民教育、儿童夏令学校、农业生

产辅导、社会调查、乡村布道等。7 月 11 日分到各队，活动一个半月。（54）

1945 年组织的是凉山抗建服务团。训练工作三月。三月十日下午假华西大

学会议室举行结束典礼，适西康刘自亁主席及西昌委员长行辕张伯常主任因公

莅蓉，特请两公向团员训话。川康铜、铅、锌矿管理局长谢树英先生报告几位

研究中国边疆的外国人的辉煌成就以及

他个人在边地工作的经过，到会来宾，

还有华西坝各大学校长及关心边疆问题

的各社会学教授二十余人。三月下旬由

张伯怀主任带领出发，深入夷区。团员

分为两批于四月中旬到达西昌，各机关

均热烈欢迎。岭帮正、岭光电及安树德

土司，尤表欢迎。五月七日到达昭觉，

全团十五人，分发美姑河、牛牛坝、黄

茅梗等地工作。（55）

在《救赎与自救》中，作者引用了耶鲁大学神学院图书馆藏边部档案中有

一段称：“建议边部扮演一个能夠联系“倮倮”，教会他们如何帮助失事的盟军

飞行员，并指导实地救护工作的角色。”因此服务团“这一工作的目的，在于指

导倮族民众战争知识，告诉他们在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教会他们善待并救援

因飞机失事坠落这一地区的盟军飞行员。”这便是该地区除诊病、注射外的一特

殊工作。（56）

抗战胜利后，大学北归，经费困难，1946 年就已没有再组织学生赴边疆服

务了。1948 年 2 月 6 日边部邀请在京参加过暑期服务团的人座谈，共同的意见

是要有一个具体组织，开展活动，团结青年学生。最后公推张伯怀、朱传彝、

许义均、万庆恩为组织筹务委员。（57）后随着局势的发展，也不再有活动了。



2、组织边疆学生到成都观光

1945 年春由川西区主任崔德润和干事萧乐儒带佳山寨小学生 9 人及妇女识字

班 8 人一行共 17 人，3 月 31 日到成都观光。总部邀中西人

士 50 多人开欢迎大会；随后参观访问了女青年会的民众学

校和托儿所、航空子弟校、中央日报馆，四圣祠医院、护

士学校、华英书局、盟军医院；川大、燕大、齐大、金女

大、华西神学院、四圣祠各部、高琦中学等盛情欢迎，相

互热情联欢；在少城公园与成都市儿童共庆儿童节、出席

盟军招待会、慰劳伤兵，在成都丝绸业公会的表演、教育

厅看电影，暑襪街礼拜堂唱圣诗等活动；省主席张群、川

康绥靖公署主任邓锡侯、省教育厅长郭守有、社会处长黄仲翔、十六专员王元晖、

中央军校教官刘铨等也一一招待。这次观光成了羌民史上的一大创举，在成都

“佳山寨羌民观光团”也传遍了大街小巷，是边疆与内地交流的一次高潮。在各

种场合他们都表演了羌民的锅装，被赞誉为“我们的国粹，是我们的真正文化，

值得提倡，值得保存”。崔德润主任也在各处报告边地工作概况及介绍佳山寨。互

相接触与交流中开拓了眼界，学生们说“一切都好！”甜在心里，笑在脸上。对

于他们的一生和边地都会产生积极而深远的影响。学校、政府、内地人士也增加

了对边地的认识与了解，都说“籍这个机会让我们能有

更亲切的机会了解，我们是一家人”。（58）

  1948 年 4 月 6 日边部约请有关机关及文化团体召

开欢迎大会。欢迎川康夷族国大代表到京开会及夷族观

光团到京沪参观。马长寿介绍边地情况，观光团的人说：

“服务部和夷人的交往特别深，任何人都不如，夷人到

了服务部就是到了家，你想这个家的意义有多深！”这

或者是边部组织交流的尾声吧。（59）

五、启示

老实说边疆问题是长期形成的历史问题，要认真地解决是一个极为厐大的

社会系统工程，不是基督教或几个大学可以完成的，但在抗战的特殊时期，中

国基督教总会以华西坝为基地，发起了边疆服务运动，在川西和西康开展了服



务工作，尽管困难重重，或许仅仅是杯水车薪，却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影响，受

到了各方的赞誉,也给我们留下许多启示。

就大学而言，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就是培养学生整体国家观念，并能到基

层为民众服务，因此各校都设置了乡村实验基地。1945 年 5 月华大石羊场社会

工作站两周年活动，刘龄久袐书、崔德润主任都参加。是日参加的文化团体、

社会组织七八个。李安宅主任主持，说“我们这个工作是与边疆工作有关系的，

我们的目的是：第一步训练大学生肯到乡间去；第二步便到边疆去。”崔主任说：

“我们在边疆工作好比地下凿井，是靠井上的人供给我们各种材料，是相信井

上的人不会把我们放下去就不管了，今天到会的专家学者都是井上的人，都是

我们的后台。”（60）服务区可以说是华西坝各校共同的前台实习平台。这前台和后

台的联合，既为学生树立整体观念，又提供了实习场地，几年中有各校自愿参

加的有 300 多人，对学生也是极好的鍜炼。1940 和 1941 年的两任团长蒋翼振、

王文萱在他们的文章中都有大体相同的印象。如训练了吃苦忍劳，学到脚踏实

地的人生哲学；了解社会，发现边民的仁爱敦厚，更爱和努力服务祖国，服务

边民；充实大学的内容，既增进学问知识，又促进社会的进步等。蒋翼振特别

说：边疆归来果然带了一点蛮气，但在此种蛮气中有节操，有热诚，有健康，

有坚忍不拔的排山倒海的气慨，能在绝望中仍然继续奋斗以再生，能在前途黑

暗的大地上透视到且把握住那确实有的而且必要来到的光明……

同时也为华西派人类学的学者进行研究，建立了实在的观察点，为其学术

研究提供了宝贵的素材，对该学派的形成起到了基础作用。华西人类学派在这

时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无疑是这个时期中国学术繁荣的最大亮点。而且通过

实习与研究，取得的许多见解也是正确处理边疆问题值得思考的宝贵经验。

服务区对边疆的开发起到了一定的示范作用。黄炎培在全国委员会上说：

边疆应办的事情千头万绪，不只一端。然而由官吏去办往往不能收效。要一个

第三者负起责任。本会过去数年，先从医药着手，现在边民对于西医的信仰，

甚于中医，边民如有疾病，而经治疗，则其信服，甚于一切，如教育文化等工

作，就可以随之着手，边民一定没有反感。钱由政府出，工作本会做，较之政

府直接办理，我敢断言“定用钱少而成功多”。（61）

服务区的工作得到了广泛的社会认同，总会干事高瑞士考察服务区后说：



“我对于边疆服务工作的观感”中说：参观川康两区，作者乃深切了解本部同

工工作地区之偏僻与凄凉，工作使命之艰巨与伟大。表现着基督教的真精神——

不为困难所屈服，不为罪恶所诱惑。他们优良的品行，自我牺牲及严格的自律，

令人深感敬佩！（62）（在经费方面也逐渐得到了社会的支持。39、40 年开办时全

靠中央补助，41 年开始收到一些捐助，42 年达五分之一，43 年达四分之一。

（63）（远在沈阳的瞽目重明女校，一批自称“被幸福摒弃的女孩子”也致信，甘

愿从日常需用中省下几个小钱送给服务区。而且，随着服务的进展，边民“自

已解放自已”的热情和能力也增强了，“授人以渔”才是真正的服务成绩。

边疆服务还有利于中华民族的国家认同。中华民族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

在抵御外侮，各民族更要团结一心，强固国家。从顾颉刚的“莫分中原与边疆，

整个中华本一邦。”“千山不隔，万里一堂，团结起来强更强。”到李仕达回

北京一先生的信所说：“我们觉得民族应当平等，倮夷是中华民国的一族。边

疆服务部的工作，就是本着“爱人如已”的道理，彰显上帝的慈爱，表证基督

的救恩，以牺牲服务之精神，来改善夷胞的疾苦生活，使之日趋进步，日臻文

明。”（64）边疆服务工作取得了边民的信任与赞赏，增进了民族国家的认同。同工

们的工作也得到了当地的赞誉。1948 年到南京的夷族观光团代表说说“在西昌

一带没有不知道边疆服务团的，他给我们夷人的好处太多了，医院治好了很多

的病人，学校教育了我们的子女，处处为我们的福利着想，我们有什么理由不

相信他们呢？”傅正达说出夷民的教育、医药卫生和和改善农业生产技术的呼

声，说如果这三个愿望都达到，相信在不久的将来，所谓“夷务”问题自然解

决。（65）

若是真能全方位，长期不懈，那边疆内地差异性的缩小乃至消失，内地与

边疆融为一体，又各保持特色、传统的理想的愿望，或许真能逐步实现。

注释：（略）

              （本文在撰写中得到 了王曙生先生、何溢先生的指导与帮助，特表谢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