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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颗心一支笔 留作史料在人间

这本由高孟先生前收集、珍藏并历经七八十年沧桑的资料整理选编而成的《高

孟先文选》,读了全书包含照片和实物图片、作品、信札、日记四个篇章的内容,使人

仿佛徜徉于丰富多彩而厚重的社会、地理、人文史料中。

由60余张组成的照片和实物图片篇,那些略带斑驳与时间陈迹的老照片,真实

地再现了高孟先个人、工作、家庭、生活的真实场景;真实地再现了北碚从20世纪20

年代的峡防局、30年代的三峡乡村建设实验区署、40年代的北碚管理局的部分文

告、宣传品以及北碚出版的报刊杂志等实物图片;真实地记录和再现了卢作孚、卢子

英的风貌及他们培养的北碚乡村现代化建设生力军———少年义勇队队员的风华。

其中不少老照片和实物照片,较为罕见且是第一次公诸于世。而书中40篇风格迥

异的作品、80余封他真情流露的亲情、友情书信、数百篇包罗万象的日记,一方面是

他本人思想、生活、工作的写照以及那个时代的社会现状、社会面貌的纪实;另一方

面对于研究北碚早期的乡村现代化建设,研究北碚的开拓者卢作孚、研究北碚的奠

基人卢子英,可以从一个侧面,佐证和补充一些难得可贵的史料,具有一定的参考

价值。

高孟先是1928年秋,受卢作孚先生提倡“新生活及为社会服务”的感召,从璧山

到北碚考入既学习科学文化知识又进行军事训练的少年义勇队第一期,在这所新型

学校里,他深受老师卢作孚、卢子英的品格影响和教诲,是位品学兼优的好学生。下

面这段铿锵的励志心语,可见青年高孟先的胸襟与积极向上的人生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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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己决定自己的苦乐/自己创造自己的生命/“光明”只有在黑暗中去

找/“水草”只有往沙漠里去寻。

不要踯 躅 徘 徊/不 要 畏 难 苟 生。颓 废 是 我 们 的 劲 敌/消 极 是 我 们 的

陷阱。

即不幸中途受了大创/也丝毫听不着呻吟/只有奋斗,牺牲,努力,拼

命……的呼声。

———《随感录·要我们自己》

秉承这种志向,他通过撰写通讯、游记、散文、时评、杂文等不同体裁的大量文

章,来吐露他关注社会所产生的观点、立场和爱憎。

我们读他1930年随卢作孚在上海、南通、镇江、南京、无锡、苏州等地参观考察

工厂、学校、科学机构和团体等的《合组考察团报告》长篇通讯和日记,他生动、细腻

的描绘、再现了途中的见闻、体验、感悟和收获,再读他40多年后所写的《卢作孚与

北碚建设》一文中所说,那次考察是“带着事业中的问题出去,取得了不少办法转

来”,使我们深切领悟到卢作孚建设北碚的深谋远虑及其科学的周密规划。

《中国乡村建设实验运动的鸟瞰》可说是他的一篇鼎力之作,他以剖析的目光,

从理论上、实验上全面系统分析、归纳中国乡村建设实验运动搞得卓有成效的一些

地方的经验,为北碚的乡村现代化建设提供了学习和借鉴的蓝本;他的另一篇鼎力

之作是他晚年倾注心血写就的《卢作孚与北碚建设》,他全面阐述、系统总结了卢作

孚开拓北碚、建设北碚的建树与功绩,成为研究卢作孚不可多得的重要资料之一;他

在《边地如何去?》《环境》《秋感》等文章里,对痛失祖国河山,表示出对日本侵略者的

极大愤慨和对国家命运、民族存亡的担忧,看到中华民族的抗争与呼声以及他的一

腔爱国热忱;在《认识与批评》《论女子可以不嫁》《教育与社会》《农村的妇女教育》等

文章里,他不满社会现实,痛斥与抨击社会不良现象、陋习,关心社会教育,关心妇女

的教育;在《秋风———嘉陵江畔》《秋天随笔———收获后》《我们应如何救济四川的旱

灾》《一幅大众的生活》等文里,他心怀同情与愤怒,描写了乡村农民劳作的辛苦、穷

苦大众生活的贫困,也为改善受灾饥民的悲惨遭遇而献计献策;在《下乡杂记》《北碚

的夏节》《梅花山去看学校》《大明小学》等文章里,使我们了解到那个时代北碚的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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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建设、小学教育、民众的体育、娱乐等状况;而在《荆州游》《三峡风光》和也可看着

是游记的《合组考察团报告》里,我们则可一览江南风光、荆州古迹以及嘉陵江北碚

小山峡和温泉公园那一幅幽静、清致、秀美、令人赞叹和神往的图景。

书中选取的信札,以他20世纪30年代青年时期为多,有致亲友为处理家事、关

心弟妹和朋友教育的,有致同学、友人叙述生活工作、畅谈理想前途的,有为工作而

求助于师长卢作孚、卢子英等多方面的内容。

从这里,也可以一窥他的人生观与处世信条,看到一个青年人面对现实,相互鼓

励,积极向上、不甘沉沦,对工作的渴求,向往光明之路的朝气和勇气。

占全书相当比重的日记部分,时间跨度从1929年的8月至1950年的11月,是

他17岁到38岁精力旺盛、思想活跃、力图有所作为、努力奋斗的人生记录。

我们读他1929年夏秋随卢子英带队赴峨眉山及川边做自然标本采集和夷人社

会调查日记,无不为这些小小年纪,终日行在人迹罕至的深山荒野,风餐露宿挤崖

洞,甚至饿肚皮,过着极其艰险生活的采集队员的忍苦耐劳精神,产生由衷的敬佩。

1931年至1934年,他在中国西部科学院博物馆期间的日记,从他处理的日常事

务中,可以了解到当时博物馆、科学院在管理及活动上的诸多事情,同时可以看到卢

作孚院长严谨的工作作风以及卢子英督练长有趣的个人风貌。

1935年至1940年底的日记,带给我们重庆大学、峨眉山岭、温江新津、省会成都

以及南川等地的广阔视野,在他纷繁的工作与人际之外,也让我们领略到他笔下不

平静的校园、饶有风趣的村野、美丽的峨眉风景与风情、繁华而悠闲的成都市井百

态;感受到那个年代城市内、县镇间、荒郊处的交通以及途中的经历;分享家庭和睦

与朋友聚会的乐趣。在日记中我们也看到,他极度关心身边发生的事情,如像成都

这样貌似安逸的大后方都市,也涌动着学生的集会和民众抗日的热潮;特别是在成

都和南川县,他记下了日机的每一次侵扰和轰炸、民众躲逃的惊恐、伤痛和不安,他

的亲历成为揭露日本侵略者罪恶行径的有力证据。

从1941、1942、1945、1946、1947年的日记中,我们可以了解当时有着特殊的社

会人文环境的北碚,这座战时首都的后花园,一大批卢作孚思想的实践者,正不懈地

进行着改造社会、建设美好城市的努力。这时的日记,虽是寥寥数笔,记载的多是出

席各种会议、与卢局长讨论问题、规划方案、编写起草文件、陪同政要、客人视察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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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参观游览、写稿等等以及北碚市民抗战前后的真实生活情形,留下的却是研究民

国时期北碚乡村现代化建设和社会状况的可贵资料。

1950年的8篇日记,留下了卢作孚去北京参加政协会议之后途经武汉回重庆

时,那种盛大的欢迎场面;留下了他回到理想之城北碚时,一大批敬仰他、追随他的

事业中人同他亲切会面的热烈情景,这些文字,成为对卢作孚永远的纪念和追思。

北南告诉我,1952年2月卢作孚不幸辞世,父亲高孟先率姐姐戴陵和他前往卢

家凭吊,表达父亲对卢作孚老师的无比崇敬和热爱。

以上对本书粗浅的介绍,只是高孟先先生留给社会丰厚资料中的一点一滴,相

信读者看后,会有更多的发现与收获。

三必

2016年5月于北碚

4



目
录

序

照片篇 /001

作品篇 /033
合组考察团报告/035

荆州游/042

边地如何去?/044

广安底素描/047

温泉底回忆/055

随感录/059

夏的乡村/062

月夜/063

田间速写/064

秋风———嘉陵江畔/065

秋天随笔———收获后/066

认识与批评/067

梦/068

装病/069

残梅/070

采栀子/071

天才与智慧/072

预言家/073

读《墨家之起源》后/074

论女子可以不嫁/076

点滴(一)/078

1



高孟先文选

点滴(二)/078

叫的狗/079

环境/080

下乡杂记/081

中国乡村建设实验运动的鸟瞰/085

北碚的夏节———随笔/092

秋感/095

教育与社会/096

三峡风光/097

我们应如何救济四川的旱灾/100

一幅大众的生活(节选)/104

农村的妇女教育/107

一年来的嘉陵江日报/109

梅花山去看学校/113

大明小学/115

怀念与祝愿———国民党军人家属金竹安访问记/116

卢作孚与北碚建设/118

关于北碚少年义勇队的一些回忆/126

信札篇 /129

1934年/131

1935年/140

1936年/149

日记篇 /157

1929年/159

1930年/180

1931年/211

1932年/213

1933年/214

1934年/221

1935年1月—2月/232

1935年3月—12月/241

2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目
录

1936年/267

1937年7月—11月/271

1938年1月/286

1938年7月—8月/287

1938年11月—12月/289

1939年1月—11月/292

1939年12月/308

1940年1月—2月/310

1940年3月—4月/313

1940年5月—10月/316

1941年1月—11月/323

1942年1月—12月/341

1945年/351

1946年1月—7月/357

1947年1月/364

1950年7月—11月/366

附录一 高孟先简年表/369

附录二 北碚峡防团务局少年义勇队一、二、三期学生名录/372

附录三 高孟先编辑及发表作品未辑录本书概览/374

后 记 /375

3







3

照片篇

高孟先（1912.12—1979.12）

1929年夏，北碚峡防局少年义勇队第一期部分学生在营房旁合影，前排右2立者为高孟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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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9年秋，高孟先等少年义勇队队员在大小凉山标本采集地合影，穿黑袍坐者为夷人向导，

旗上大字“标本采集团”。

1930年5月，卢作孚率合组考察团在江苏南通参观时留影，左起第3为高孟先、第10为卢作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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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篇

1932年4月于北碚平民公园

重庆青年会公教运动欢迎北碚峡局朋友到会指导纪念,左1为高孟先(1932年5月）。

1930年8月在华东考察时摄于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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