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石羊社会研习站看老华大的乡村研究与服务

金开泰

老华大向来推行的是符合社会需要的实业教育、实验教育和生活教育。文学

院社会系会同华西边疆研究所及中国乡村建设学会，于 1942 年春决定创办社会

研习站。现将校刊上查到的资料汇集整理，以饷读者。虽然不是它的完整历史，

但可以窥之大概。

一、社会研习站的设立：

该站初拟与彭县（四川示范县之一）合作办理，于该年夏季曾派教授蒋旨昂

率领学生参加指导基层干部及民众培训。终以离校太远，转而注意另一个示范

县的华阳县傅家坝及中和场，仍感不适。乃又考虑红牌楼及石羊场。前者虽离

校五里，但距蓉市太近，已无乡村新区的核心作用。便于 1943 年春间决定设站

于石羊场。离校住处仅两三小时，且场区不大，易于了解、把握，距离战时后

方中心之成都，又仅十二里，大时代之社会变迁，仍可看其逐渐演化之总趋势。

3 月 29 日开始长筹设，经乡公所之协助，在乡公所前的幸福戏台，原有建

设，加工整理，装修门面。台下为茶铺，用水方便，职员伙食搭于学校…… 4

月 20 日场期举行开幕典礼。是日清晨，本站仅有之职员蒋旨昂、玉文华两先生

率领学生布置会场。各方关心本站友人，如省社会处代表，华阳县政府代表，

华大方教务长叔轩。罗院长忠恕，医学院医生唐文魁，

乡村教育系刘之介，经济系杨佑之，社会系李安宅、姜

蕴刚诸位教授，乡建学会干事长梁仲华，华西边疆研究

所郑象铣、陈宗祥先生等，早已到会。地方约请张乡

长、高副乡长，乡镇民代表会黄主席、中心学校张校

长，士绅张参议员等。到会三十余人。十时半由李主任

安宅主持开会，报告设站意义。政府来宾相继训话演

说，情况至为热烈。

建站之宗旨，没有看到李安宅的报告，但从缘起中可以看到：是为了便于

教师开展乡村研究，学生能实地考察、实际参与社区的工作与服务，训练自己

今后在各地从事社会工作的能力。 

在主持的老师们看来：中国问题是个文化问题。在西学传入并掀动现代化



面前，固有模式如何适应与导进的问题。此种文化的适应、导进，根据地在乡

村。乡村有多样的人力，是适应、导进的主体；乡村亦有广大的资源，是适应、

导进的基础。凡要参加中国社会改造运动者，自必‘认识’乡村。中国的乡村

已非静止。不仅由于世界情势的激荡促动，更且由于乡建运动的自觉计划。1939

年国民政府颁布《县各级组织纲要》，简称新县制，1940 年通令全国推行就是

最新的结晶。社会科学家应进而‘批判’已有之努力及成果，以求更进一步之

改进。必须从去实行中验证其抽象认识与批判之正误。必须自己行，亦须纠合

同志行。不仅到乡村行，而且必须到都市行，更须到边疆行。了解乡村，始能

知道如何根据比较文化学的观点，用同样的原则，到边疆去作适应与导进的功

夫。

研习站实行”研究、服务、训练“三位一体之信念。即师生根据自己所学

或兴趣，选择对乡村社会现象作充分之分析；二是实验推广各种服务工作；三

是从研究与服务中进行体验之训练。既然成为一个实验基

地，同时自然也就成为一个对外交流的基地。

研习站由社会系领导，由社会学系教授蒋旨昂主持，经

常在站研习者有中国乡村建设学会研究员王勤庄，华大社会

学系讲师艾西由，具体负责站上工作，华西边疆研究所助理

研究员玉文华。

研习站的经费除人员薪俸由各合作机关担负和区党部贷歀 10100 元（其中

第一期利息 100 元）及办公费 1000 元外，尚无固定来源。筹备期华西大学社会

学系 10000 元，华西边疆研究所 2695 元，中国乡建学会 1800 元，蒋旨昂教授

研究费 4000 元等。用于建筑、家具、设备费，炊具、开水、招待、工友津贴及

办公费、书报、药物等服务费。

二、社会研习站的工作情形：

（一）研究工作：从事研究的有：蒋旨昂教授作乡村社区组织之研究；中国

乡村建设学会研究员王勤庄作乡村土地问题及新县制实施之问题，乡镇战时要

政一年的研究；华大社会学系讲师艾西由作赶场制度及乡村文化事业，石羊乡

之人口分布，石羊社区的市场，石羊社区的瘟火神会的研究；华西边疆研究所

助理研究员玉文华作乡村固有组织及石羊乡概况，石羊乡的神会与礼俗，石羊



乡的平安清醮的研究。校刊先后刊载了乡镇战时要政一年之经验、石羊乡的租

佃制度（王勤庄）、石羊社区的赶场制度、石羊社

区的人口分布、石羊场的市场（艾西由）、石羊乡

的神会（玉文华）、一个农村手工业家庭的研究

（杨树因）七篇论文摘录。有的论文以后在相关杂

志发表，有的被作建议推荐到政府机构。

   五大学同学同时各自根据兴趣拟定研究中心，且

作报告，其中已有四个决定做毕业论文。王海晏：

乡村儿童及家庭；高郁武：征属服务；杨树因 ：乡

村家庭生活；俞锡衡：乡村儿童之玩具；王德馨：

乡村家庭手工业；孙珍方：一个喇嘛化的佛寺；史怀玉：乡村驻军生活；刘同

起：乡村医药； 李琦：乡村民众营养。其他作较长时研习的的同学如秦学圣、

郑怀之、邹良骥、贾唯英、胡文新、张书蓉、刘良辉、魏厚侬等，或在研究资

料上，或在工作经验上均各有所获。

（二）、接收与指导学生研习

设站后即接收来自五个大学，由成都救济会补助到站服务的大学生，七月

至八月实习两个月，其内容为：

1、集体活动：甲：征属拜访及小额贷款，全体同学出动，本部二十一保征

属家庭并视其需要而以小本贷款。乙：互动其他同学工作——以获得对于乡村

问题及工作多方面的认识，丙：日记——每人详记当日工作情形及心得，互相

传阅，并由在站教授详批。丁：座谈会——每周举行两次，检讨工作，并约请

乡村建设及富于乡村经验者主持讨论。例如金大农业经济系潘教授**主讲“农

业调查”；江西地方政治研究所马所长博广主讲“地方政治”；四川省卫生处

处长王继玉主讲“乡村卫生”等。

2、个别活动：甲 高郁武——主办征属小本贷款。分征属家庭访问、调查、

款贷决定之讨论、贷出随访之步骤。乙 王德馨——主办母亲会及协助家庭生活

之改善。自高郁武因病返校后，亦负责征属贷款。丙 杨树因——主办妇女会，

注重公民方面的讨论与训练。丁 俞锡衡——主办幼童会，以小学低年级及尚未

入学之同年儿童为对象。戊 王海晏——主办儿童会，以小学中年级及同年的儿



童为对象。已 孙珍方——主办小年会，以小学高年级学生及本乡暑假归来的中

学生为对象。以上三会均以读书、远足及演说，游艺等方式，培育其团体意识，

以养成健全身心之习惯。庚 史怀玉——主办士兵、服务，以住在本场之连部为

对象，注重其卫生及娱乐，并于歌咏中灌输其抗战的政治意义。辛 刘同起——

主办医疗工作，以保健箱为治疗之设备。并将本乡中西医生八人组织医药研究

会，按期聚会。壬、田家半月刊派来金大及中大学生各一，本站于以便利，无

论民众壁报、乡民拜访以及乡村问题的搜集等，全体同学与之协作。本站医药

工作亦由其中一人（李琦）担负。

（三）、社会服务：研习站开展以下多方面的社会服务。

1、图书。本站图书室不仅为研究而设立，其本身对于社区生活自有绝对的

价值。除驻站研习人员者外，书籍系人捐赠与储存，计有关平民文学，历史故

事、抗战宣传、国民教育、地方政治，以及宗教思想等，八百余册，捐赠图书，

不论新旧，该所欢迎！本站为供应活动的知识，订有中央日报，每日送到。余

如大公报、党军日报、新民晚报等，则系友人经常捐赠。到 1944 年 1 月底，计

有图书 744 种，报纸四种。属于团体机关者，计有：三民主义月刊社，石羊乡

乡公所，农林新报社，田家半月刊社，中央卫生实验院，四川省训团，教育厅，

中央宣传部，华大青年团分团部，康导月刊社，党军日报社等。属于个人捐赠

者，有下列诸位先生：秦学圣、罗忠恕、蒋旨昂、余焕文、陈国桦、方倪予、

王德馨、祝超*、张锡山、李安宅、王勤庄、冯若斯、赵在璞、徐蕴辉等。又有

张绍英先生将其历年搜集的书籍 105 种，龚本超先生 48 种，寄存本站，以供民

众阅览。 图书与平剧、川剧、小说三类，最适一般人的口味。虽增购备用，仍

嫌不足，希热心者捐赠。

2、游艺。象棋多为成人玩用。华大乡村教育系傅主任葆琛所赠的各种棋具，

儿童玩得多。

3、医药。本站除卫生知识的传授外，医务工作，在设站后的六个月中共诊

治六百八十七次。计约三百五十人。病之种类，依其诊治次数之多寡，排序如

下：眼病、脓疮、癣、胃病、疥、硬场（？）、咳、局部发炎、耳炎、痢疾、

感冒、蚊咬溃疡、营养不良、蛔虫、抽风、其他。重病则由本站专函介绍，至

成都华大新医院、公立医院，邓志强医师眼科诊所等处诊治。计有牙病、眼病、



耳炎、艾克司光验肺、背神经受伤等十例。本站医药设备系向省卫生材料厂购

置卫生署保健厢一个，内有各种用具及十八种药品，美国红十字亦赠有奎宁及

阿斯匹林等药，可以应付普通疾病。每种用馨，即零购补充。简易治疗，由驻

站研习人员办理，并聘请谷韫玉医学博士指导，每星期日至站义务诊治比较复

杂之病症。

1943 年 11 月至 44 年 1 月 3 月诊治 288 人次，其中以沙眼、胃病、浓疮、

及皮肤病为最多。 乡村疾病与季节有不可分的关系，据石羊场的中医谈，春夏

之季，病人多，生意忙，秋后冬季病人少，生意闲。病人重视过年过节甚于病，

故每届年节之期，病人减少。  

1944 年初该站从省卫生实验处，领得新鲜痘苗，特派专人前赴近慈寺，给

所有小沙弥引种牛痘，并由该寺享用素斋，成其功德无量。又替石羊乡中心学

校全体学生引种，工作甚为忙碌。

4、照片展览：1943 年 12 月 19 日起，与田家半月刊合作，在本站举行战时

生活照片展览，共有照片一百八十桢，内有包括世界各大战场之写真，备极珍

贵。共展览五日，每日参观者四五百。附近各场及飞机场员工，来站参观者，

亦大有人在。此次展览不仅增进民众战时常识，而且对于盟国胜利之信念，必

可普及于乡村。1944 年 5 月再次举办第二次战时照片展览，连日参观者络绎不

绝，皆有专人讲述内容，循循指导。此项照片约 200 余幅，系美国大使馆新闻

处捐赠，摄影清晰，率皆盟军作战实况，其鼓舞士气，增进民间支持抗战情绪，

厥功甚伟。

5、妇女与儿童服务：举办妇女会，注重公民方面的讨论与训练；举办幼童

会，儿童会，小年会，以读书、远足及演说，游艺等方式，培育其团体意识，

以养成健全身心之习惯。1944 年 9 月为充实乡村儿童福利之研习起见，请得成

都基督教大学儿童福利训练委员会之补助，创设乡村托儿所，由本校社会系助

教王海晏女士主其事，颇合地方需要。惟以儿童活动局促于站址楼上，诸多不

便，遂于上月在距场不足一里之花果园中租地建筑草房大小四间，共用去租建

各费 13 万 5 千元。原无预算，乃系社会部、社会处、华大合作社补助费以及私

人捐款（如服务于美空军医院之林衡、方茵、宋秀禅诸女士）。

6、征属贷款及福利。本乡征属约百户，除以上各种服务外，更可享受贷款



之便利。本站代华西大学区党部征属小本贷款。征属调查始于九月初，第一期

先以十户试办。贷款后，每户由研习同学负责‘随访’， 各有详细个案记录。

自七月十二日开始贷款至九月十二日开始还款，不待摧收，均自动归来本利。

到 1944 年 1 月贷款已至四期，已贷出十股，虽币值降低，若以总收益计，其价

值当可想见。征属贷款，直接影响抗战，如乔贾氏，贷得资金，从事纸牌制造，

被通信告其夫，受贷款之益，其夫来信，嘱其善自利用，并向本站遥寄感谢之

意，并愿尽力报国，以尽忠诚。些微贷款，鼓励了前方将士为国宣勤。补助了

一家老少三口人的生活，更造成了一个小家庭的美满理想。些微贷款，非可等

闲视之。1944 年秋天又与中国基督教女青年协会，合办“乡村征属福利实验

站”。共同组建了“乡村征属福利委员会”负责实验站工作的计划与督导，委

员会由冯子筼（主席），汤铭新、周励秋、于式玉、邓裕志、蒋旨昂六先生组

成。协会派往工作之干事为王淑静女士，将与研习站王海晏女士联手展开各项

征属福利工作。1945 年 4 月 29 日，适逢赶场，举行乡村征属福利实验站的开幕

典礼及本站成立两周年。

7、向学校师生活动提供服务

 A、  1943 年 11 月 12 日 燕大小团契——数人来站参观，并讨论团务工作。

   B、  1943 年 12 月 5 日，华大三青团 40 余人，由周肇梧主任率领，从事乡

村服务工作，计有医药、乡村服务、抗战宣传三项，情况极为热烈，尤以治疗

最受民众重视，下午假中心学校举行工作检讨会，并请本乡乡长及中心校校长

参加。

   C、  1943 年 12 月 19 日华大社会系同学 30 余人，来站举行系会，11 时开

会，由李安宅先生、蒋旨昂先生讲述乡村社会研究的意义。12 时午餐，餐后由

艾西由、王勤庄、玉文华三先生相继报告本站工作概况，及研究情况之一般，

至下午三时始毕。

  D、1944 年 5 月 7 号，金女大部分社会系学生，由张世文、高君哲两教授带领，

前往参观，并请该站负责人艾西由和王勤庄两先生，分别向学生作专题演讲，

艾之题目为石羊乡之人口分析；王为租佃形态之研究。两氏提供不少实际研究

资料，颇多精辟独到之见。

（四） 接待参观与交流



各政府及学术机构亦多惠临。例如：社会处处长、青年团中央团部服务组

组长；教育部蒙藏司司长；县长、教育、社会各科科长；美国红十字会驻华代

表；边疆服务部川西区主任；全国女青年会总干事及主任；妇女新运会乡村工

作组组长；江西地方政治研究所所长；省卫生材料处、中国酒精厂厂长、省训

团秘书、省府新县制督导员、女青年会干事、华大学生公社干事、中央研究院

社会研究所研究员等。华大教职员中有蒙思明、何光箎、田宜孝、周肇梧、任

乃强、陈宗祥、宋中兴、张绍英及黄勉等，还有燕大、金大、齐大等友校教授、

学者等。

此外站上的老师也参加地方上的一些相关活动，如艾西由先生参加新繁县

（1 月 5-9 日）国民教师讲习会，讲授乡镇单位之民众组训，儿童团体活动及儿

童组训。本场生丝绸工业同业工会改组成立大会，本站亦派人参加，并即席讲

话，予以鼓励。

三，讨论

1、从事社会学研究与教学的专业，要真切了社会的现状与发展，在适宜的

乡镇建立社会研习站，作为一个教学与科研基地，是相当好的一种形式。它使

师生在这里既可以从事研究，真切了解一个基层细胞历史、现状与未来，并从

中发现需要改善的问题，向有关部门提出建议。

2、它可以帮助学生了解中国社会，并结合课堂知识进行许多有益的训练，

为日后工作积累起相关的技能与经验，而这些是课堂难以实现的。

3、它可以帮助学生有机会结交当地民众，并从具体的服务中体查中国的社

会，是从象牙塔迈向社会的重要一步，能增进服务社会的责任。这比空泛的教

育实在得多。

4、学校有这么一个基地，有利于学校的其他师生参与社会的更多活动，有

利与其他同类院校进行交流。

以上不知能否为学校的管理者提供某些启迪？

资料来源于《华西协合大学校刊》1943.5-6、

1944.2、1944.5、1945.7 各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