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杨开道先生与他的农村社会学工作

邱 泽 奇

杨开道先生是旧中国著名的社会学家
,

中国农村社会学的开拓者之一
。

杨先生在旧中国

生活的半个世纪中
,

有 10 年站在农村社会学的讲台上
,

培养了一批批农村社会学工作者
, `

当

代中国著名的社会学家费孝通教授就曾是他在燕京大学时的学生
。

到 19 4 8年为止
,

杨开道先

生出版了近 20 部著作
,

发表了多篇重要论文
,

对农村社会学的许多理论与实践问题都提田

过独到的见解
,

为中国农村社会学的建立与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

本文仅对杨开道先生和

她的农村社会学工作作一简要的介绍
。

杨开道先生 1 89 9年 6 月 7 日出生于湖南省新化县北渡村的地主家庭
,

号导之
。

幼年就学

于当地私立学校
。

19 2 0年 2 月杨先生进入上海沪江大学预科学习
,

同年 9 月进入南京高辱师

范学校农科专业
,

跟随过探先先生学习作物育种
。 , 一

道

1 9 2 3年夏天
,

杨先生在东南大学 (原南京高等师范学校 ) 的洪武棉场实习时
, “

不知不

觉地感觉到农业界有一个重要缺点
,

一天到晚拼命干着
,

毕业了充当一位助教
;
就是到外国跑

一趟
,

挂上一块金字招牌
,

也不过一位教授
” ,

而农 民
“
还是在那里吃苦

,

在那里发愁
,

和

国内农学士
,

国外的农博士没有一点缘份
。 ”

杨先生
“ 不愿意再作和农民不相干的助教

、

专

家
、

教授
,

而愿意作农民的朋友
,

作农民和专家中间的介绍人
,

使专家能够服务农民
,

农民

能够利用专家
” 。

①
一

’

也就是在 1 9 2 9年的夏天
,

杨先生发表了他有关农村社会学的第一篇论文 《归农运动》
。

①

正是抱着服务于农民的理想
,

杨先生放弃了作物育种专业的继续学习
,

19 24 年 6 月东南大学

毕业后
,

8 月即赴美
,

先后在衣阿华农工学院和密执安农工学院师从美国著名的 社 会 学 家

H
.

B
.

霍索思和 K
.

L
.

巴特菲尔德
,

学习农村社会学
。

霍索思是当时美国社会学界社 会 心 理

学派的代表人物
,

他认为初期的农村社会学是以改造不健康的农村生活为动因的
,

因此它是

各种其他学科的混合物
,

而不是一门独立科学
,

他主张把农村居民的社会化作为农村社会学

的研究对象
,

并企图通过社会化认识农村社区
。

⑧ 而 巴特菲尔德正是早期包罗万象农村社会

学的代表人物
,

他第一次在美国的农业大学讲授农村社会学
,

他既是农村生活运 动 的 倡 导

者
,

也是这一运动的坚持者
。

他的农村社会学讲义内容相当广泛
,

几乎涉及农村生活的各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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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域
。

① 杨先生不囿于师说
,

而是把所学理论尽可能地结合中国的实际
,

这一点在他的几 乎

每一部著作中都有所体现
。

19 2 7年 4 月
,

杨先生在密执安农工学院获农村社会学博士学位后 回国
。

1 9 2 7年 7 月至 1 9 3 7年 1 1月
,

是杨开道先生教学和著述最有成效的 10 年
。

他的有关农村社

会学的大部分工作和著述均完成于此间
。

19 2 7年 了月
,

杨先生受聘于上海私立大夏大学
,

9月任教授
,

同时兼课子 复 旦 大 学
。

1 92 8年 7月
,

他接受北平燕京大学社会学系主任兼燕京大学校长的许仕廉教授的邀请
,

到燕

大社合学系讲授农村社会学
。

这是燕大的讲台上第一次由中国人讲授农村社会学
。

同年秋
,

杨先生应《社会学丛书》的主编孙本文博士之约
,

在讲稿的基础上 为 《社会学丛书》 整理出我

国第二部 《农村社会学》
, ② 次年 1月又为 《社会学丛书》 写出我国第一部 《社会研究法 o))

20 年代末
、

30 年代初
,

正是中国农村生活运动的热潮时期
。

但是如何改 良农村组织
、 、

增

进农人生活
,

却很少有人作具体的研究
。

在这样的背景下
, 1 9 2 9年春

,

杨先生即着 手 主 编

《农村生活丛书》
,

至
_

1 9 3 1年
, 《农村生活丛书》 14 种全部由世界书局出版发行

。

这两三

年
,

可谓杨先生的多产时期
,

《 丛书 》 14 种中
,

除 《农村生活》 由金陵大学教授乔启明撰

写
、

《农村教育》 和 《农村娱乐 i)) 由燕京大学教授傅葆深先生撰写
、

《农村土地》 由东南大学

教授庸启宇先生撰写及 《农村经济》 由唐启宇
、

宋希库先生合著的 5 种外
,

其余 9 种
: 《农

村社会 》
、

《农村问题 》
、

《农村政策》
、

《农村自治》
、

《农村组织 》
、

《农村领袖》
、

《农村调查》
、 《新村建设》 和 《农民运动》 均由杨开道先生亲自撰 写

。

此 外
, 1 93 0 年 至

19 31 杨先生还著有 《社会学研究法》 ( 1 9 3 0年上海黎明书局出版 )
、

《社会学大纲
,

》 ( 1 9 3 1

年世界书局印行 ) 和英文版的 《清河—
一个社会学的分析 》 (与许仕廉

、

步济时
、

张鸿钧
、

余万合著 )
。

192
9年 8 月至19 3 。年夏

,

杨先生曾应中央大学农学院院长王善全教授之邀主持中大农学

院农政科工作而一度离开过燕大
, 1 9 3 0年夏因中大农政科被取消又回到燕大

。

19 28 年
,

在美

国洛氏基金会的帮助下
,

杨先生曾亲自主持并组织燕大社会学系学生在河北清河镇开展了大

量的社会调查
,

以后为了试验乡村建设的办法和组织学生实习
, 1 9 3 0年杨先生又积极组织

,

在清河镇正式成立
“
试验区

”
.

`

这是我国第一个院校农村实验基地
,

给学生理论联系实际提
.

供了切实的场所
,

许多学生的毕业论文
、

调查报告都取材于
“
试验区

” 。

此外
, .

杨先生还积

极联络当时的乡建派领袖梁漱溟
、

梁耀祖和晏阳初等人
,

于 193 脾 7月参加发起并组织了当

时颇具影响的全国性的乡村工作讨论会
,
在此基础上参加组建了

“
乡村建设学会

” ,

并任理

事
。

19 3 3年 8 月
,

杨先生继许仕廉先生任燕大社会学系主任
。

1 9 3 4年秋
,

燕大又得洛氏基金

会资助成立了农村建设科
,

杨先生任主任
,

1 9 3 5年秋又迁任法学院院长
。

这一时期
,

杨先生

把燕大社会
、
经济

、

政治三系的工作重心都转向了农村
,

组织学生对农村进行了深入细致的

调查
,

写出了大量的调查报告
。 1 9 3 6年春

,

杨先生和南开大学的何廉先生受美国洛氏基金会

之托
,

联络平民教育促进会
、

燕京
、

南开
、

清华
、

金陵四大学和协和医学院成立了
“
乡村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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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中国的第一部 《农村社会学》 系顾复先生所若
,

职 24 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
,



协进会
” ,

推晏阳初为主席
、

梁耀祖为副主席
,

柯廉城欠部
主任

,

杨先生为实验区主任
.

实验区设在山东济宁
,

并在济宁成立了
“
乡村服务人员训练处

。 ”
杨先生除任教育长外

,

还

组织学生进行了大量的社会调查
。

大量的社会工作不仅占去了杨先生大量的时间
,

也花费了他的主要精力
。

1 9 3 2年至 1 9 3 7

年五年
,

杨先生的著述远杨
。 19 2 9年 1 9 3 1年丰富

。

除 1 9 3 3年为高等农校编了一部 《农场管理

学》 的教科书 ( 1 9 3 3年 9月
,

商务印书馆出版 )
、

为 《农学小丛书》 写了一本 《农场管理》

( 1 9 3 3年
,

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 )
、

1 9 3 4年为 《师范小丛书》 写了一本 《农业教育》 ( 1 9 3 4

年
,

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 ) 外
,

直到 1 9 3 7年才为山东济宁乡村服务人员训练处写了一部史学

性质的 《中国乡约制度 》 的参考资料
。

真正属于农村社会学的著作几乎没有
。

1 9 3 7年底以后
,

杨先生既进过官场
,

也做过杂志主编
,

所做农村社会学的工作甚少
,
时

而收集二些资料
,

准备编写大部头的农村社会学教材
,

因战争时期一再迁徙
,

资 料魏失 殆

尽
,
终未落墨

。

① 直到 19 48 年
,

杨先生应中华书局之约
,

在资料严重缺少的情况下
,

为 《中

华文库
·

民众教育》 第一辑写了一本 《农村社会 》 的小册子
。

_
`

’

解放后
,

杨先生主要从事行政工作和其他科研工作
,

先后担任武汉大学农学院院长
,

华

中农学院筹委会主任
、

院长
,

湖北省图书馆馆长
。

晚年精心研究明代户 口间题
,

完全离开了

农村社会学的工作和科研
,

直到 1 981 年 7 月 23 日逝世
。

.

二

尽管杨开道先生一生从事农村社会学工作的时间不算很长
,

但他比较丰富的农村社会学

著述却映衬了中国农村社会学建立和成长的步步脚印
。

他的关于农村社会改造的许多措施在

黑暗的旧中国只能是幻想
,

而今天有的已经实践或正在实践
,

有的对于我们今天的改革仍有
参考借鉴价值

。

本文仅是简介
,

对杨先生著作及学术思想的深入研究还有待于今后进一步努

力
。

注 : 本文的写作曾得到华中农业大学农村社会学教研室李守经教援悉心指点
,

湖湘省图

书馆历 史文献室提供 了许 多宝责资杆
,

谨此一并致谢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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