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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研究人员和管理干部，入学者要求具有较高的学历和文化
水平。学制二年，要求有研究成果作为毕业考核依据。学生毕

业后，一部分留院工作，一部分向省政府推荐担任各级行政职

务，从事乡建工作。乡村服务人员培训部负责培训乡村基层工

作人员。每年招收三百名学员，学制一年，培训结束后回各自

家乡从事农村实际建设工作。所设课程包括乡村政治、乡村经

济、乡村自卫及多种农业专项技术。试验农场是研究院的辅助

设施，负责农牧新品种的实验和技术推广。乡农学校是一种体
现梁漱溟乡村建设运动思想的农村基层政权组织。梁漱溟希望

通过“行政学校化”而达到“社会学校化”。乡农学校以乡、

村为单位，分为乡学和村学。乡农学校的领导从农民中有资望

的人担任，校长同时又是乡村的行政领导，对县政府负责。在
乡农学校中，农民被分为成人、妇女、儿童等不同的组别，分

别接受读书写字、科普、农业知识、卫生常识、公民学、音
乐、武装自卫等教育，重点进行精神陶冶。到1 937年，邹平共

成立了258所乡农学校，以乡农学校为核心的乡村自治组织，

成为集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为一体的农村社会单位。
邹平乡村建设运动的另一项重点工作是组建合作社，开展合作化运动。在邹平，先后建立了

信用合作社、机组合作社、蚕业合作社、林业合作社、棉花运销合作社。这些合作社在一定程度
上对发展邹平的农村经济起到了积极作用。在帮助农民发展经济的同时，梁漱溟还重视对农民素
质的改造。在邹平农村开展了移风易俗运动，成立了禁烟会、禁赌会，甚至还成立了废除女子缠
脚的“查足会”。在邹平期间，梁漱溟不仅从事大量的实际乡建工作，而且从理论上、思想上对
乡建运动进行了探索总结，先后出版了《朝话》、 《乡村建设理论》、 《乡村建设论文集》、
《乡村建设大意》等论著，对乡村建设运动起到了理论指导作用。同时，他还应邀去无锡、广
州、南京、成都等地讲学，宣传和扩大邹平乡村建设运动的影响。邹平是梁漱溟发起的乡村建设
运动的高潮。然而，由于日本军事侵略的步步紧逼，梁漱溟被迫中止邹平的乡建工作，而投身抗
日风云之中。

1931年至1 937年，梁漱溟在中国贫穷落后的农村埋头苦干，从事艰难的乡村建设运动，可谓
呕心沥血。梁漱溟在山东邹平长达七年的乡村建设运动是其践行儒家文化理想的一次重要实践，
于他的一生，于中国复兴之路的探索，都具有重要的意义。梁漱溟一生在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国农
村建设方面的践行，诚如冯友兰在为其所撰的挽联所言： “钩玄决疑，百年尽瘁，以发扬儒学为
己任；廷争面折，一代直声，为同情农夫而执言。”

梁漱溟也是自学成才的楷模。在正规的学校教育之外，梁漱溟养成了终身坚持自学的良好习
惯。他曾经说过“我的自学，最得力于杂志报纸。许多专门书和重要典籍之阅读，常是从杂志报
纸先引起兴趣和注意，然后方觅它来读的。即如中国的经书以致佛典，亦都是如此。奇特如社会
科学各门的书，更不待言”。 在顺天中学堂参与自学小团体的经历对梁漱溟的一生有着非常重
要的影响。他后来从事教育、组织类似的自学小团体都是对自己生活经验的提炼。梁漱溟毕生探
求的两个重要问题：一是人生问题，即人为什么而活；二是社会问题，即中国走向f,-3处。他曾
说： “所谓自学应当就是一个人整个生命的向上自强，要紧在生活中有自觉。单是求知识，却不
足以尽自学之事。在整个生命向上自强之中，可以包括求知识．．．．．．它不是一种目的。有智慧识
见发出来，就是生命向上自强之效验，就是善学。假如求知识以致废寝忘食，身体精神不健全，
甚至所知愈多头脑愈昏，就不得为善学。有人说‘活到老，学到老’一句话，这观念最正确。这
个‘学’显然是自学，同时这个‘学’显然就是在说一切做人做事而不至于求些知识。”梁漱溟
一语点破自学精神的实质： “自学最要紧是在生活中有自觉。读书不是第一件事；第一件事，却
是照顾自己身体而如何善用它。”

万方数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