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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大学边疆服务活动
的开展及其影响

张学强，胡　君
（西北师范大学 西北少数民族教育发展研究中心，甘肃 兰州７３００７０）

摘　要：中国现代大学的边疆服务肇始于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与近代以来中国基督教传

播路径的转向、大学的现代转型特别是南京国民政府抗战建国宗旨的倡导密切相关。南京国

民政府时期的大学边疆服务活动以边疆服务、研究与训练的一体化为指导思想，既体现了参与

各方共同服务于抗战建国方针的民族主义倾向，又包含了各自差别化的利益诉求；服务活动的

开展既产生了积极的社会影响，又具有一定的局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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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大 学 的 社 会 服 务 功 能 在 清 末 民 初 已 现 端

倪，并在其后有了一定的发展，尤其是教会大学特别

是基督教大学做得更为出色，但面向边疆地区社会

服务活动的开展直到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十余年后才

开始出现。整体上看，一方面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大

学边疆服务活动持续的时间不长，既缺乏各级政府

及教育管理部门的制度性安排与设计，又缺少众多

大学的普遍性的、持续性的自觉参与，对此问题的研

究长期以来也几乎处于空白状态，直到近些年来才

有少数学者在论及边疆服务运动时涉及此问题；另

一方面，对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大学边疆服务活动的

研究又是非常必要的，因为活动的开展具有丰富的

历史内涵，它顺应了当时抗战建国的国家战略需求，

体现了基督教在华传播路径从个人福音向社会福音

倾向的转变，反映了中国大学办学功能的现代转型，

也是在新的边疆工作的理念下将边疆服务、研究与

训练一体化的结果。大学的边疆服务是中央与地方

各级政府、民间基督教团体、大学及边疆社会等各方

共同参与的活动，活动的开展产生了积极的社会影

响，甚至得到了国际社会的支持与响应，不仅具有重

要的历史价值，对倡导开发边疆、建设边疆的当下而

言也是一笔宝贵的财富。

一、情境化理解：解读南京国民政府时期

大学边疆服务的多元视角

从表 面 上 来 看，探 讨 大 学 的 边 疆 服 务 涉 及“大

学”与“边疆社会”两个方面，但如果将其放置到南京

国民政府时期特殊的历史情境中，我们便会看到，大
学的边疆社会服务实质上折射出南京国民政府时期

特别是全面抗战阶段政府（包括中央政府及地方各

级政府）、基督教会团体、大学及边疆社会等诸多要

素之间复杂的互动关系，从多元的视角及关系的复

杂性方面看待此时的大学边疆服务问题，可以使我

们获得对此问题更趋真实的情境化理解。

１．从南京国民政府边疆治理与边疆建设的视角

来看大学的边疆服务

与之前的北洋军阀统治相比，南京国民政府对

边疆治理与边疆建设的态度更趋积极，１９２９年成立

蒙藏委员会专门处理蒙藏边疆事务，并号召有志青

年和社会团体积极服务边疆、开发边疆。蒋介石在

《中国之命运》一书中提倡，“只要我全国的青年立定

志向，任他人所不敢任的工作，受他人所不能受的痛

苦，乃至冒险 犯 难，进 到 常 人 之 所 不 敢 到 的 边 疆 僻

壤，以适应国 家 社 会 的 需 要，而 充 实 国 家 民 族 的 生

命，如此国家社会的改造，亦必易如反掌”［１］。
总体上看，南京国民政府及地方各级行政机关

对于边 疆 服 务 活 动 的 开 展 持 积 极 支 持 态 度。１９４３
年１０月，时任南京国民政府行政院副院长并在新中

国成立前一直担任边疆服务委员会名誉主任的孔祥

熙在边疆服务委员会第五届年会上致辞称：“中华基

督教会是中国基督教的教会。边疆服务部是基督教

的服务运动。其目的在以宗教的精神和服务的事业

促进国民的团结，是一个宗教的爱国运 动。”［２］中 华

基督教会全国总会边疆服务部（以下简称“边部”）是
组织开展 边 疆 服 务（包 括 大 学 边 疆 服 务）的 主 要 力

量，孔祥熙对边疆服务部的支持既体现了一个开明

基督教徒的积极态度，实际上也反映了南京国民政

府一贯的基本立场。
南京国民政府对于抗战开始后大学的各种社会

服务活动也持积极态度。１９３８年５月，南京国民政

府教育部颁布了《各级学校兼办社会教育办法》，目

的在于促进包括大学在内的各级学校更好地开展社

会服务。大学的边疆服务作为大学社会服务的有机

组成部分也得到了南京国民政府及地方行政机关的

支持。在抗战期间，各级政府除了与大学合作开展

有关边疆建设的项目研究外，对于大学边疆服务的

一些活动如 暑 期 大 学 边 疆 服 务 团 的 活 动 也 积 极 支

持。１９４０年４月２５日，边 部 就 组 织 第 一 次 暑 期 大

学生边疆服务团活动曾发给四川省政府一份公函，
请求四川省政府在服务活动经费及当地行政机关的

协助等方面予以帮助和协调，四川省政府即责成教

育厅及民政厅办理相关事宜，使得第一次大学生暑

期边疆服务活动得以顺利进行。教育部为顺利推进

大学生暑期边疆服务工作，特别制定了《教育部主办

公私立大学学生暑期边疆服务团服务细则》，规定服

务团“以推进边疆文化联络边胞感情，并使学术与实

际工作相互印证，俾抗战建国大业能迅速完成为目

的”［３］，１９４１年第二次大学生暑期边疆服务团便由

教育部与边部共同举办，教育部安排王文萱担任团

长并主持服务团工作。

２．从基督教会在华传教事业展开角度来看大学

的边疆服务

２０世纪上半 叶 是 基 督 教 在 中 国 传 教 事 业 的 重

要转型期，在１９世纪中叶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

广泛兴起的“社会福音”神学思潮与社会运动的影响

下，基于对中国基督教传教事业面临的困局及挑战

的反思，在华基督教会传教事业开始了其民族主义

取向的“本色化”发展路径，最终由中华基督教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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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会及其所属的边部在抗战建国的背景下于２０世

纪３０年代末发起了边疆服务运动，它“是一场以中

国基督徒为主体，以服务中国边民为目的的福音传

播及社会改造运动”［４］。在《边疆服务部致各地同道

公函》中，边部对边疆服务运动的目的进行了明确的

表述：“为了国家，为了社会，为了我主耶稣基督的博

爱，中华基督教会全国总会发动了一个向来不被人

注意的工作，到边疆去，去服务那些一般人认为是野

蛮的苗徭番羌戎倮倮各部的民众。”［５］在《中华基督

教会全国总会边疆服务部工作计划大纲》中也称“以
基督服务精神，本中央抚幸边民之德意，对边疆民众

从事各种服务，藉以启发边民知识，救济边民疾苦，
改善边民生活，促进边民团结，充实国家能力”［６］。

对于基督教会而言，大学特别是与其血脉相通

的基督教大学是其推进边疆服务运动的宝贵资源，
大学师生在边疆地区社会服务与改造的诸多领域中

都会大有作为，如边地农业病虫害的调查与防治、边
民疾病的预防与诊治、边地文化教育事业的开展等，
也是其向边疆社会宣传基督福音的重要力量，因此

边部便积极与各大学开展合作，将边疆研究与服务

结合起来，并多次组织大学生暑期边疆服务团开展

边疆服务。

３．从中国大学的现代转型来看大学的边疆服务

对于２０世纪２０年代以来中国本土大学与教会

大学来说，对大学社会服务工作的强调体现了当时

大学的办学理念的深化，即通过社会服务等实践活

动服务于大学的人才培养，同时美国大学重视社会

服务与推广的理念对当时中国大学办学理念也产生

了直接影响。大学社会服务的开展契合当时蓬勃开

展的中国乡村建设运动潮流，顺应政府推进大学与

社会融合的政策导向，而全面抗战开始后大学的内

迁及时局的变化尽管使大学的社会服务活动受到很

大影响，但又为大学的社会服务提供了新的机遇，社
会服务在经历了从面向城郊社区到农村地区的转变

后又进一步向边疆地区渗透。①

由于本土大学与教会大学各自的文化传统有差

异，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与面临的挑战也不尽相同，因
此在社会服务的开展方面便有各自不同的需求与考

量。中国本土大学从其产生之初起就承担着解救民

族危难的重任，有着中国传统知识分子阶层“经世致

用”的精神 血 脉，大 学 的 前 途 与 国 家 的 命 运 休 戚 相

关，而五四运动前后杜威实用主义思想的传播也为

大学推行社会服务提供了理论基础，当时中国民族

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快速发展又对大学适应社会发展

的需要提出了迫切要求。至国族危难，抗战军兴，大

学为社会特别是为边疆社会服务的使命感进一步凸

显；而对于中国教会大学来说，受１９世纪末期西方

来华传教士社会福音思潮、２０世纪初在美国等国兴

起的“平信徒传教运动”及日渐强势的美国基督势力

强调现实性及社会使命感等多方面的影响，在２０世

纪２０年代后几乎所有的教会大学从弘扬基督教教

义中的牺牲及服务精神出发，鼓励大学师生积极从

事社会服务活动，而本土大学的迅猛发展、中国社会

对教会大学办学方向的质疑、非基督教运动及收回

教育权运动等带来的压力也迫使教会大学调整办学

方向，将为社会服务尤其是加强对农村社会的服务、

推进中国广 大 农 村 生 活 的 重 建 作 为 自 身 的 办 学 特

色，而边疆服务无疑将教会大学转向中的世俗性、民
族主义、牺牲与服务精神推向了极致。

从整体上看，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大学的边疆服

务活动的开展，是在民族主义旗帜下多种力量共同

促成的结果，既体现了教会、政府、大学等多元参与

者积极维护国家利益、有效促进边疆社会发展的共

同愿景，也包含了对各自需要的合理考量。它是基

督教在华传教事业转型的重要表现，是中国基督教

团体国家意识、创新思维、服务品质与牺牲精神的集

中表现；它是国家抗战建国战略下边疆治理政策的

具体实践，契合了边疆社会发展的内在需求；它是中

国近代教会大学中国化的必由之路，也是中国本土

大学转型的必然选择。

二、服务、研究与训练的一体化：
大学开展边疆服务的基本思路

１．边疆服务、研究与训练一体化思路的提出

边疆服务是在全新的边疆社会工作的范畴下展

开的。时任华西协和大学社会学系主任并亲自参与

指导边疆服务活动的李安宅首先提出了边疆社会工

作的理念，他认为，传统的治边策略的主要问题在于

“歧视边民，成见太深，未将边民看作国民”，“忽视边

民生计，不论重威、重德，或德威并重、军政参用，以

及利用羁縻、教导诸法，均未改善边民生计，因而边

民生活 形 态 迟 迟 不 进，文 化 水 准 至 今 还 带 原 始 色

彩”［７］。他明 确 主 张，边 疆 的 工 作 应 是 一 种 社 会 工

作，以“现在的势与时，正宜引用公民原则，与夫区域

分工的生产制度，而以社会工作的方法进行福利建

设的事业”［８］。在李安宅看来，边疆服务、研 究 与 训

练三者当合而为一，“使研究为了服务，使服务得到

研究的资助（服务才不是盲目的），即以资助研究（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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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才不是抽象的），且使同工即在研究与服务中得到

训练（训练才不是形式的）”［９］。这种训练不仅是对

作为外来服务者的训练，也包括通过对边民的训练

使其成为本土的服务者，“我们服务的最终目的是使

我们的服务对象再不需要我们前去服务，所以最好

是随时找代替我们的服务者，尤其是要训练边胞们

自己能出而代之”［１０］。
李安宅是边疆社会工作理念的倡导者和社会工

作方法的设计者，也是边疆社会服务的主要指导者，
他将研究、训练及服务相结合的边疆社会工作思路

得到了边疆服务的核心组织者边部的认同，并在包

括大学边疆服务在内的整个边疆服务活动中得到了

相当程度的贯彻实施。曾任齐鲁大学文学院院长后

专任边部主任的张伯怀在谈到边疆服务与研究时也

认为，研究固然是为了更好地服务，而研究也必须以

服务为基础方可进行：“学术专家调查与研究，……
凭着一天两天或十天半月的居留，彼此毫无认识与

信任，而希望得其真情实况当然是不可能的了。内

地的乡村如是，边疆之社会更困难得多了。所以要

望对于边疆的研究真实可靠，非以服务为其基础不

可。”［１１］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边疆服务活动的理念与中国

传统的治边理念有着本质上的区别，它突破了传统

治边策略的窠臼，呈现出从传统边疆治理向现代边

疆建设转换的新的治边思路。在边疆服务活动中，
尽管有不同层次政府力量的介入，但本质上它是由

社会力量与学术团体共同组织、发起的运动，因此便

能比较彻底 地 摆 脱 传 统 自 上 而 下 固 化 的 行 政 化 模

式，消除专制懈怠的官僚习气，体现出服务者与边民

融为一体的平等意识与积极主动、追求实效的服务

精神，体现出服务者的兴趣、理性与责任意识，而基

督教所倡导的牺牲、奉献精神更使得服务活动呈现

出一种纯粹的利他主义风格，也使得服务、研究与训

练一体化的 思 路 在 边 疆 服 务 活 动 中 得 到 较 好 地 体

现。

２．大学与边部合作计划中边疆服务、研究与训

练的一体化

大学既是边疆社会的服务者，也是边疆问题的

研究者，更是边疆工作人员的训练者②，作为边疆服

务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大学的边疆服务活动也体

现了服务、研究与训练一体化的特点。大学边疆服

务活动大都通过与边部的合作方式展开，许多大学

如华西协和大学、齐鲁大学、金陵大学等都有过与边

部的合作计划，在这些合作计划中明确体现了将服

务、研究与训练及一体化的思路。如１９４０年齐鲁大

学医学院与边部曾有过一个合作计划，在该计划中

明确提出，齐鲁大学医学院辅助边部完成卫生设置，

第一年在川康各设中心保健院或医疗院一处，第二

年在每区添设分院两处，第三年除了在每区添设分

院两处外，再添设保健院若干，设施由双方负责，经

费由边部筹措，院长则由双方商选。除此之外，每年

暑期由齐鲁大学医学院选择高年级学生组织医疗卫

生队，由教授带队到川康两区作开荒式卫生教育及

医疗工作。另外，对于地方疾病的调查与研究，由边

部商请医学院选派专家前往办理，这些专家从事研

究时得商请边部协助搜集标本资料，同时每年双方

合作开设卫 生 训 练 班，选 取 优 秀 分 子 予 以 训 练。［１２］

尽管这一计划由于多种原因并未完全实施，但服务、

研究与训练一体化的思路仍然有着明晰的体现。

３．大学生暑期边疆服务活动中边疆服务、研究

与训练的一体化

从１９４０年开始的大学生暑期边疆服务 活 动 在

立足服务本位的同时，也非常强调研究与训练，在每

次的服务活动中，也承担多项调查研究的任务，并注

重服务前与服务中的各种训练。在川西及西康等地

连续开展五年的大学生暑期服务活动中，参与服务

的学生在嘉戎语言研究、土司制度研究、羌族宗教与

文化研究、嘉戎村落研究、杂谷脑喇嘛寺院研究、边

疆土地利用研究、倮倮族语言研究及边疆医学等方

面取得了成果。［１３］同时，在开展边疆服务之前，注重

对服务人员之训练，在服务过程中亦重视对边民及

边地教师等群体在知识、技能与观念等方面的训练，
以期达到开通民智、提升生产技能及强化国家意识

的目标。③

三、多途并举与全面介入：大学边疆

服务活动的形式及内涵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大学开展的边疆服务活动通

过多种途径展开：有的由大学与边部合作开展研究

性服务活动，这些研究性服务活动不仅有其学术价

值，更带有直接的社会服务的特点；有的由边部、教

育部、教育厅等机构和大学等发起的大学生暑期（和
寒假）边疆服务活动；除此之外，一些大学学者也参

与了边疆服务活动的组织及指导工作，一些大学还

开设了边疆语文补习学校等，通过训练以增强大专

以上毕业生服务边疆社会之技能。这些服务活动涉

及边民生产生活的诸多重要领域，如边地流行疾病

的预防和控制、边地农业及畜牧业病虫害防治、成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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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民扫盲、边地小学生教育及小学教师培训、边民生

产技能培训等，不仅关注边民身体素质之改善与相

关技能之训练，也重视边民现代知识之掌握及服务

于抗战建国目标的公民观念之养成，因此整体上看，
大学的边疆 服 务 体 现 了 多 途 并 举 与 全 面 介 入 的 特

点。

１．大学教授研究性边疆服务活动的开展

在大学的边疆研究中，服务型的边疆研究虽然

不占据主导地位，同时一些研究计划由于多种原因

未能真正实施，但它却最能体现边疆研究经世致用

的特点，尤其是在边疆地区流行病及畜牧业、地方资

源及农作物病虫害防治等涉及边民“生计”方面的调

查研究最能体现研究与服务相结合的特点。由于这

些调查研究将研究与服务合为一体，研究以服务为

目标，在研究中展开服务，因而可将其视为研究性服

务活动，它们大都通过与边部的合作形式展开。
川康民族地区医疗卫生条件很差，黑热病、回归

热、甲状腺肿大及肠寄生虫等多种地方性疾病流行，
边部联合华西协和大学、齐鲁大学等八所大学对这

些疾病的传播范围及危害程度进行了深入的研究，
对防治这些地方性疾病作出了重要的贡献。边部除

了在１９４０年联合齐鲁大学医学院组成暑期服务团

在西康进行医疗服务及调查研究外，１９４３年暑期又

邀请主持齐鲁大学病理系２０余载的知名学者侯宝

璋前往川西协助边部卫生人员调查边民食道疾病，
调查结果发现，佳山寨男女老少都患有蛔虫病，根据

检查结果由 边 部 加 以 普 遍 诊 治。［１４］同 年，边 部 又 邀

请侯宝璋对儿童所患死亡率极高的所谓“恶浊”病进

行病理研究，指导边部卫生人员对患病儿童进行了

详细检查，确诊“恶浊”病即“黑热病”，大大鼓舞了边

部卫生工作人员的服务士气。［１５］１９４４年７月底，侯

宝璋等人再次前往川西区，会同边部卫生工作人员

研究黑热病等的分布情况，后根据对川西汶川、茂县

及理番一带的疾病调查，撰文对川西汶川、理番一带

常见的疾病如肠寄生虫病、回归热、黑热病、泻肚和

痢疾及营养不良的分布、症状及危害等进行了具体

介绍。［１６］

根据边部各医疗单位的工作记录及历届学生暑

期服务团的调查报告，川西松、理、茂、汶一带眼疾非

常普遍，边部与齐鲁大学、华西协和大学联合医院眼

科教授陈耀真商议组成眼疾医疗队，进行治疗及作

调查研究，主要区域为“沿杂谷河的威州、理番、杂谷

脑三处，及其附近住民，其它如映秀湾，汶川塘上通

化等地，皆有求治者”［１７］。
在边疆地区畜牧业、矿产资源及农作物病虫害

防治等方面，边部与大学也合作开展了一些调查研

究④，其中以金 陵 大 学 农 学 院 教 授 刘 国 士 对 川 西 区

麦病的调查最为细致，影响也最大。刘国士主导的

川西小麦病虫害调查与防治工作不仅取得了突出效

果，也获得了边胞的信任，为川西麦病防治奠定了坚

实基础。１９４９年，边部又与华西协和大学农业研究

所商定在麦病防治上进行合作，由华西协和大学负

责川西区的小麦防治。［１８］

２．大学生暑期（寒假）边疆服务活动的开展

大学生暑 期（寒 假）边 疆 服 务 活 动 主 要 分 为 两

类，一类是由边部和教育部发起的暑期服务活动，另
一类是由其他机构或少数大学自行发起的暑期（及

寒假）边疆服务活动。
（１）边部和教育部发起的大学生暑期边疆服务

活动。
学生暑期服务团最初于１９３８年夏季由 成 都 的

五所基督教大学学生团契所组织。边疆服务运动开

展后，鉴于边部服务人力有限，无法满足边疆服务的

需要，边部在教育部及四川省政府的支持下，联络当

时在成都的华西协和大学、金陵大学、齐鲁大学、金

陵女子文理学院及中央大学等院校的基督徒学生团

契及四川基督教青年会，于１９４０年在成都发起成立

“中华基督教会学生暑期服务团”，并规定服务团“以
使大学生利用暑期时光从事边疆工作，藉以认识边

疆情形，养成服务精神，促进后方建设，改善边民生

活”为目的，“以川康边境为服务范围”，“以沿路过往

之番化羌民并汉处其间之汉民为对象”，以“各种教

育方式进行服务”。［１９］

川西区的暑期服务活动于１９４０至１９４５年间展

开，除中断一次外，几乎每年都举行。川西区的第一

次大学生暑期边疆服务团始于１９４０年，在四川省政

府及教育厅、民政厅的支持及社会各界的关注下，边
部协同成都各大学及其他教育机关于当年５月１９
日在华西协和大学成立“成都基督教学生边疆服务

团”，由金陵神学院教授蒋振翼及边部川西区主任崔

德润为正副 团 长，参 加 者 有 华 西 协 和 大 学、金 陵 大

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齐鲁大学、中央大学及铭贤

农学院、华西 神 学 院 及 华 西 协 和 中 学 等 大、中 学 生

８０余人，分九队 赴 茂 县、理 县、汶 川 等 县 羌、戎 村 寨

从事抗战宣 传、卫 生 运 动、农 业 推 广 及 社 会 调 查 工

作，在边区服 务６周 后 返 回 成 都。１９４１年７月，教

育部又与边部共同举办了大学生暑期服务团前往川

西区进行服务活动，教育部委派王文萱担任团长，参
加者有中央大学、金陵大学、齐鲁大学等大学师生共

５７人，服务团 分 为 服 务 队 和 考 察 队 两 组，其 中 服 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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队分三组，分 赴 佳 山 寨、理 县 及 杂 谷 脑 从 事 服 务 活

动。第三次大学生暑期边疆服务团仍由成都基督教

各大学师生组成，共３５人，由齐鲁大学教授张雪岩

任团长，于１９４２年７月赴川西服务。在此次服务活

动中为提高边地小学教师的素质及改进教学方法，
边部与理县政府合作举办“小学教师训练班”，将全

县７０余位小学教师会集于佳山寨小学进行培训，由
齐鲁大学社会学教授张雪岩、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地

理系教授刘恩兰、齐鲁大学医学院教授栾汝琏、华西

协和大学 植 物 学 教 授 胡 秀 英 等 分 任 各 科 讲 席。此

后，边部又联合一些院校分别举办了第四次及第五

次服务活动，帮助边部所办学校改进教学及从事宗

教福音宣传等，也都产生了一定影响。
西康 区 的 大 学 生 暑 期 边 疆 服 务 活 动 也 始 于

１９４０年。边部成 立 不 久，即“联 合 齐 大 医 学 院 组 成

的暑期边疆卫生队”，由齐大医学院院长张剑涛、教

授张冠英以及边部主任张伯怀带领，至“西康省旧宁

属 十 几 个 县 的 边 荒 区 域，做 医 疗 及 研 究 调 查 工

作”［２０］，取得了初步的研究成果。１９４１年教育 部 与

边部共同举办的大学生暑期边疆服务团除了在川西

区服务外，亦在西康区组织服务活动，“该团共分两

队，一为川西队，以理番县西北之马塘为中心，一为

西 康 队，以 越 嶲 或 冕 宁 为 中 心，已 于 七 月 间 出

发”［２１］。其后于１９４４年 夏 边 部 又 联 合 西 康 学 生 救

济会联合举办暑期学生边疆服务活动，从７月中旬

至９月初，历时一月半，参加的学生主要为西康技艺

专科学校及西康中学等校学生，服务工作主要包括

巡回剧队、巡回卫生队、夷民教育、汉区乡村教育及

夏令儿童学校、农村生产及建设辅导、社会调查和乡

村布道等。⑤１９４４年１２月，为“发动成都大学生组织

凉山（倮区）服务团，深入倮区，藉教育、医药的机会，
研究倮区社会情况，启发边胞国家意识，增强国家抗

战力量”［２２］，边 部 主 任 张 伯 怀 在 得 到 成 都 各 大 学 及

一些国际团体的大力支持后开始组建“凉山抗建服

务团”，并于１９４５年２月底正式成立，由有志服务边

疆并有特长的青年学生组成，３月初在华西坝接 受

相关训练，由各大学研究边疆问题的学者如李安宅、
徐益棠、柯象峰、刘恩兰、马长寿、林耀华、冯汉骥、蒋
旨昂等为主要训练导师，并于３月下旬在张伯怀带

领下经西昌分赴昭觉县属之美姑河、牛牛坝及黄茅

梗等地从事服务及调查研究活动，至６月结束，实际

上服务时间已超出假期范畴。
（２）由其他机构或大学自行组织的大学生暑期

（寒假）边疆服务活动。
除了由边部及教育部举办的大学生暑期边疆服

务活动外，还有其他行政机构和大学也举办了此类

的活动，如在１９４０年金陵大学学生除参加边部组织

的暑期服务活动外，也参加了由四川省教育厅主办

的雷马屏峨边区施教团，施教团聘请金陵大学社会

学系主任柯象峰及边疆研究问题专家徐益棠担任正

副团长，“参加者除省府教育、建设、民政各厅外，本

校同学 亦 多 参 加。步 行 两 千 余 里，费 时 凡 一 月 余。

除宣传工作方面，有抗战建国、兵役及优恤出征军人

家属、新 生 活 等 项 外，并 沿 途 映 放 影 片、诊 疗 疾 病。
至 于 民 间 疾 苦 及 社 会 经 济 等 情 况，亦 颇 注 意 及

之”［２３］。

１９４１年暑期，西南及西北各大学边疆系均有学

生赴边地从事研究及服务工作，中山大学又特别从

毕业生中选拔优秀学生赴康藏及云南等地从事边疆

服务和研究活动。［２４］１９４２年暑期，西南联大师范学

院教育系的几位热心边疆教育的学生发起成立了边

疆教育研究会，在得到昆明学生救济委员会等几个

机构的资助后，于当年７月中旬赴云南路南尾则从

事边疆教育服务活动，主要参加者为教育系及社会

系的十几位学生，服务期限７０天。服务活动主要包

括编制教材、办理民众学校、巡回施教、供给宣传资

料、进行社会和教育调查、收集文献资料、宣传抗战

建国主 张 及 沟 通 汉 族 和 少 数 民 族 之 间 感 情 等。［２５］

１９４３年寒假，边疆教育研究会又组织十位同学赴云

南路南县滥泥箐从事社会教育服务活动，主要进行

妇女教育、儿童教育及组织小学教师讲习班等。［２６］

（３）大学中边疆服务人员训练班的筹设。
南京国民政府较为重视边疆建设与服务人才的

培养，除在一些高校设立蒙藏回文系及边政系直接

培养边疆人才外，一些大学也开设蒙藏回文等选修

课目以供将来服务边疆建设者修习。除此之外，还

有一些大学也开始筹设边疆研究班及边疆语文补习

学校等，训练有志于服务边疆的大学专科以上毕业

生，使其掌握边疆服务之必需技能。如华西协和大

学边疆研究所为开展边疆服务工作考虑，于１９４３年

前后筹设边疆研究班以训练边疆服务人员。［２７］国立

中央大学边建学会也于１９４７年前后筹设边疆语文

补习学校，训练专科以上毕业人员，以增加其服务边

疆之技能。［２８］

四、大学边疆服务活动的历史意义

及局限性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大学边疆服务活动的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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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及其结束与时局之变化密切相关，由于多方积

极参与，且对活动之组织与实施多能仔细筹划、诚心

而为，因此产生多种积极影响便在情理之中，但又受

时局变化及服务力量等因素制约，服务活动又有明

显的局限性。
多方参与的大学边疆服务活动有着藉边疆服务

以达成抗战建国目标的基本宗旨，作为整个边疆服

务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大学边疆服务活动的开展

对于提升边民智识与技能、沟通各民族之间情感及

形成抗战救国之意识产生了积极影响，对于边疆社

会的调查研究及宣传，又使国民对于边疆社会之于

国家的重要性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同时，大学边疆

服务活动的开展也体现了一种边疆开发与建设工作

的新理念、新思路与新模式，即以新兴的边疆工作理

念代替传统的政治治边理念，提倡科学化与组织化，
在服务中体现效率与平等，提倡服务与研究、训练的

合一，注重各 级 政 府、社 会 组 织 及 大 学 等 多 方 的 合

作，以取代传统治边中的官僚主义、权威主义与因循

守旧，开创了大学服务边疆社会的先河，其意义不可

小觑。
大学边疆服务活动的开展，对边疆教 育、农 业、

畜牧业、医疗卫生等各项事业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

推动作用，对边民文化素质之提高、观念之改进、生

计技能之提升等产生了积极影响。在大学边疆教育

服务活动中，通过改进学校教育并举办社会教育、小
学教师训练班及夏令学校等方式，提升了小学的教

学质量和教师的教学水平，提高了边民的文化素质；
通过医疗卫生服务活动的开展，不仅摸清了边地流

行病的种类、病因、危害性及分布状况，诊治了大量

患病边民，还提高了边民对近代西医和西药的认识，
改变了边民不讲卫生和相信巫术的陋习；通过对农

作物病虫害的调查与防治，有效地促进了边疆农业

生产，提高了边民的农牧知识和技能。
大学边疆服务活动的开展体现了大学师生对边

疆开发与建设的关注与重视，也为大学师生将专业

知识与社会实践相结合提供了机遇，特别是大学暑

期边疆服务活动的开展使“边疆工作运动变得十分

活跃”，成为边疆服务运动中富有生机的推进力量，
先后参加暑期边疆服务活动的学生有数百人之多，
很多参加服务活动的学生逐渐“深具长期在边疆服

务的决心”。边疆服务活动的开展也激起了另外一

些大学学生 服 务 边 疆 的 兴 趣，在 服 务 运 动 过 程 中，
“西北大学、东北大学、武汉大学及东南各省之公私

立大学学生中亦时有人来函表示愿到边地长期工作

之意志”⑥。亲 自 带 队 指 导 大 学 生 暑 期 边 疆 服 务 活

动的王文萱在论及大学生暑期边疆服务活动的意义

时认为，大学生暑期边疆服务活动为对于大学教育

及边疆社会发展均有裨益，服务活动的开展为高等

教育开辟了一条新的线路，有利于陶冶学生之品性、
培养学生吃 苦 耐 劳 之 精 神 及 选 拔 优 秀 边 疆 工 作 人

才，通过“纯洁教员学生”良好服务活动的开展，一定

程度上改变了边胞对于政府的仇视态度，为中央及

地方政府深入边区开展工作创造了条件。［２９］除此之

外，大学边疆服务活动的开展对于基督教在华传播

路径的转向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限于篇幅，此不赘

述。
当然，由于时局的动荡及人力、财力等条件的限

制，大学的边疆服务活动也存在明显的局限性。第

一，服务的地点主要限于川西的茂县、理县、汶川等

县，西康宁属各县以及云南的个别边地，远未覆盖西

南边疆，更遑论广大的西北边疆，一些边部与大学计

划合作开展的研究和服务项目也未能真正实施；第

二，与整体边疆服务运动一样，大学的边疆服务活动

也与时局的变化紧密相关，抗战胜利后边疆地位的

重新边缘化，直接影响到大学边疆服务运动的开展，
实际上大学 边 疆 服 务 活 动 在 抗 战 胜 利 后 便 无 疾 而

终；第三，大学的边疆服务活动主要为大学师生的自

发参与，教育行政部门特别是大学在服务活动的组

织与服务计划的实施中作用没有得到很好的体现。

注释：

①　在中华 基 督 教 会 全 国 总 会 边 疆 服 务 部 主 办 的《边 疆 服

务》杂志中，编者曾就 抗 战 与 边 疆 服 务 活 动 兴 起 之 间 的

关系进行了说明：“敌人残暴行为的恐怖，无情炮火的威

胁，使得不少的教会领 袖，流 亡 异 乡，远 走 华 西，是 逃 难

的行为，是避灾的心理，但因此看见边胞的需要，感到边

疆的挑战，乃在抗战进入艰苦阶段的时候，成立本部，开

始对边民的艰苦服 务 工 作。大 学 教 授，大 学 学 生，纷 纷

深入边疆，参加工作。假 设 不 是 由 于 空 前 外 患 的 逼 迫，

有多少人曾想到边疆，想到边疆的人民？边疆服务部又

何从发动呢？”参见《不 幸 与 幸》，《边 疆 服 务》第２４期 第

２页（按：《边疆服务》杂志标记为总期数，下同）。

②　在李安宅看来，要 有 效 地 开 展 边 疆 工 作，边 疆 工 作 人 员

的训练是至 关 重 要 的，此 种 训 练 是 边 疆 学 校 无 法 完 成

的，必须藉由相关大学 及 专 家 才 能 实 现：“最 属 合 理、最

为经济的办法，应为委托靠近边地或于边疆研究较有历

史的大学训练 边 疆 工 作 员 的 办 法。这 样，可 以 范 围 推

广，且使学术行政合 而 为 一，减 轻 大 量 靡 费。政 治 训 练

权在国家，技术训练委诸大学；大学既有事作，国家亦得

各种专家的直接利用。”参见李安宅：《边疆社会工 作》，

河北教育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版，第５３页。

③　如１９４３年７月，在大 学 生 边 疆 服 务 团 前 往 川 西 进 行 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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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活动前，边部在华 西 协 和 神 学 院 举 行“团 员 训 练 班”，

通过研究会、进 修 会 等 形 式 对 参 加 服 务 的 人 员 进 行 训

练，其中研究会的培 训 内 容 分 为：（１）边 疆 问 题 研 究，以

明了当地情形；（２）工作内容研究，以充实服务材料；（３）

远足及骑马之举行，以 壮 身 体；（４）烹 调 食 物 之 练 习，以

谋自立；（５）唱歌游戏及戏剧之研究，以利服务；（６）卫生

及救护之研究，以增技能等。出发前的进修会活动的主

要内容包括检讨工 作 方 案、发 展 团 队 生 活、促 进 精 神 动

员及完成团队组织等项内容。参见《川西威州宗教事工

续讯》，《公报》１９４１年第１１期第１１页。

④　如１９４５年８月中央大学畜牧兽医学专家陈之长教授在

边部川西区主任崔德 润 的 陪 同 下 对 川 西 地 区 畜 牧 事 业

进行考察。参见《本部消息摘要》，《边疆服务》第９期第

３５页。

⑤　参见《西昌学生暑期服务团工作经过》，《边疆 服 务》第５
期第１９－２１页。《边疆服务》记载本次服务活动的时间

为１９４４年７月，一些学者（如杨天宏、邓杰等）在相关论

著中也采用此说。此处 在 活 动 时 间 上 存 在 矛 盾，因《边

疆服务》第５期标记出版日期为１９４４年２月，无误（第４
期及第６期分别出版于１９４３年１１月及１９４４年６月），

不可能记载有同年７－９月 间 边 疆 活 动 的 进 展，可 能 的

情况是此次暑期边 疆 服 务 活 动 组 织 于１９４３年 暑 期，但

活动时间有待进一步考证。

⑥　由于参与暑期边疆服务的学生多有志于长期服务边疆，

在１９４３年１０月召开 的 中 华 基 督 教 会 全 国 总 会 边 疆 服

务部委员会 第 五 届 年 会 上，有 一 专 门 针 对 此 问 题 的 提

案：“蓉渝两处大学生参加本会暑期服务团者，多数立场

愿以服务边胞为终 身 事 业，亟 应 筹 设 研 究 班，选 拔 大 学

毕业生予以补充训练，用充基本干部”，会议原则通过并

交付相 关 机 构 办 理。参 见 张 伯 怀：《本 部 的 回 顾 与 瞻

望》，《边疆服务》第４期，第６页；《中华基督教会全国总

会边疆服务部委员会第五届年会会议记录》讨论事项之

第８条，《边疆服务》第５期第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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讯，１９４７，（６）：２９．
［２９］　王 文 萱、边 理 庭．大 学 生 去 年 暑 期 边 疆 服 务 之 检 讨

［Ｊ］．教育通讯旬刊，１９４２，（２）：４．

（本文责任编辑　曾甘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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