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路易·艾黎与山丹 / 刘文兴著. -- 兰州 ：敦煌文
艺出版社， 2011.5

ISBN 978-7-5468-0178-0

Ⅰ. ①路… Ⅱ. ①刘… Ⅲ. ①报告文学—中国—当代
Ⅳ. ①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数据核字 （2011） 第099944号

路易·艾黎与山丹
刘文兴 著

责任编辑：王忠民

装帧设计：石 璞

敦煌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本社地址：（730030）兰州市读者大道 568号

本社网址：www.dhlapub.com

投稿信箱 tougao@dhlapub.com 编务信箱 gy@dhlapub.com

0931-8773298（编辑部） 0931-8773235（发行部）

兰州大众彩印包装有限公司

开本 880毫米×1230毫米 1/32 印张 4.25 插页 2 字数 70千

2011年 5月第 1版 2011年 5月第 1次印刷

印数：1~3 500

ISBN 978-7-5468-0178-0
定价：20.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本书所有内容经作者同意授权，并许可使用。
未经同意，不得以任何形式复制转载。



弘
扬
培
黎
精
神
开
创
美
好
未
来

中
共
山
丹
县
委
书
记

赵
学
忠

转眼间，我和山丹的干部群众共同工作和生活了好几个春秋。山

丹地处甘肃河西走廊中部，在这块雪山草原、丘陵平川、戈壁荒漠相

互交错的热土上，孕育和承载了许多光辉的历史。譬如近 70年来，这

里就一直是中外友好往来，发展人类和平与进步事业的一个窗口和

缩影。

早在 20世纪 40年代，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新西兰著名社会活

动家路易·艾黎就来到山丹创办了有名的培黎工艺学校，半工半读、

学用结合，建立工厂、开设医院，开了中国职业技术教育的先河，在偏

僻落后的大西北撒播了现代文明与进步的种子，为新中国的建立与

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从而也使山丹蜚声中外。路易·艾黎一

生在华工作 60年，其中整整十年就是在山丹度过的。他和山丹人民

结下了世代相传的珍贵友谊，把这里称之为自己的“第二故乡”，几十

年如一日地热爱山丹的山水和人民，关心山丹的变迁与发展。他生前

情系山丹，死后魂归这片热土，不但给山丹人民留下了宝贵的物质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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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更为重要的是给山丹人民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他亲手培育的

中外友谊之花，至今仍然实实在在地绽放在山丹大地。

在山丹的这些年，随着对路易·艾黎艰难历程和光辉业绩的深入

了解，使我对他追求和平友好、心系劳苦大众、不畏艰难困苦、坚持干

事创业的思想和精神倍感钦佩。在和同志们共同谋划山丹经济社会

科学发展的过程中，我始终琢磨如何在新世纪新时代，进一步发扬光

大培黎精神，促进对外友好往来，加快山丹发展步伐，开创美好未来

生活这样一个话题，为此，读了不少关于路易·艾黎的书籍和文章。最

近，当刘文兴同志的《路易·艾黎与山丹》的书稿，以崭新的面貌放到

我案头时，顿时又令我更加兴致盎然，彻夜通读。

《路易·艾黎与山丹》是我所见到的用报告文学形式和新闻笔调

记述艾黎风雨人生、光辉历程的第一部书稿，跟过去所看到过的大多

档案文史资料有明显的不同，是一本具有很强可读性的大众读物。作

者根据艾黎在华 60年的人生经历，把所书内容集中突出到“路易·艾

黎与山丹”这样一个主题上来，对艾黎艰难而执着的创业历程和心理

轨迹挖掘细腻、笔触翔实，通过书中主人公平凡而伟大、寻常而动人

的故事，着力折射了一种本真自然、生命不息、奋斗不止的人生内涵。

书中细节情景的描述虽文笔简练但饱含深情，对艾黎崇敬和对家乡

热爱的情愫发自内心、跃然纸上，读来引人入胜。

通读书稿，令人深思，最为强烈的是我们没有理由不珍惜自己的

生命和亲友，没有理由不热爱自己的祖国和家乡。虽然时空已跨入 21

世纪，但艾黎精神不失光芒，依然值得我们在建设和谐康乐的社会进

程中研究探讨、发扬光大，为把山丹建设得更加美好而努力奋斗。

2011年 2月 18日于山丹

002- -



目
录

CONTENTS

!!!!!!!!!!!!!!!!!!序 001

引 !!!!!!!!!!!!!!!!子 001

第一章 初到河 !!!!!!!!!!!西 004

第二章 人生履 !!!!!!!!!!!痕 011

第三章 学校西 !!!!!!!!!!!迁 023

第四章 山丹创 !!!!!!!!!!!业 040

第五章 培黎之 !!!!!!!!!!!光 050

第六章 迎接黎 !!!!!!!!!!!明 057

第七章 情系山 !!!!!!!!!!!丹 072

第八章 文化异 !!!!!!!!!!!彩 083

第九章 培校新 !!!!!!!!!!!生 099

第十章 魂归故 !!!!!!!!!!!里 114

尾 !!!!!!!!!!!!!!!!声 126

后 !!!!!!!!!!!!!!!!记 129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引 子

公元 1988年 4月 25日。

虽已暮春时节，但地处甘肃河西走廊蜂腰地带的山丹县

初暖还寒。也许老天真能理解人们沉痛的心情，头天晚上竟然

下了一层薄薄的小雪，使辽阔的大地裹上素装变得更加宁静

肃穆。

一大早，微雪初晴、阳光灿烂，薄薄雪花已化作泪水融入

大地。数以万计的群众自发地从四面八方涌向县城南关和城

南四坝滩田野。

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会长章文晋和新西兰外交部协理

部长弗兰·怀尔德，驻华大使华德及数百名中外友好人士在甘

肃省政协主席葛士英，副省长阎海旺，原省人大副主任、副省

长李屺阳和当地的地、县领导陪同下，也按时赶到了这里。

9时整，一架直升飞机徐徐升起盘旋在上空，按照一位伟

大的国际主义战士的生前遗愿，他的骨灰正在撒向他曾经充

引 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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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易·艾黎与山丹

满希望，为之奋斗了十年的这块大地上，人们满怀深情，仰首

翘望，无尽的哀思萦绕在心头……

这位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就是新西兰著名社会活动家，

深受中国人民尊敬和爱戴的老朋友路易·艾黎。

其实，早在 10

年前邓小平同志就

道出了今天人们的

心声。那是 1977年

12 月 2 日晚，北京

人民大会堂宴会厅

洋溢着热烈的气

氛，中国人民对外

友好协会在这里为

路易·艾黎 80寿辰

举行宴会，刚刚复

出不久的邓小平代

表中共中央和中国政府前来向艾黎祝寿，当他和路易·艾黎亲

切握手并发表热情诚挚的祝词时把整个宴会推向了高潮。邓

小平说：“今天，我们大家欢聚一堂，为我们的老战士、老朋友、

老同志———路易·艾黎 80高寿，表示热烈的祝贺。为中国革命

事业尽力的国际朋友有千千万万。像艾黎同志那样 50年如一

日，在我们艰难困苦的时期，在我们创业的初期，在我们胜利

以后，始终如一地为中国人民做了大量的工作，这是不容易

图1 1977年，邓小平同志出席艾黎 80寿辰宴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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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所以他受到中国人民理所当然的尊敬。”话音刚落，全场立

刻响起好一阵热烈的掌声。

又过了 10年，路易·艾黎为中国人民的事业不遗余力贡

献了自己毕生的精力，当他刚刚过完自己 90寿辰的第 25天，

也就是 1987年 12月 27日，因患脑血栓并发心脏功能衰竭在

北京医治无效，与世长辞。消息传来，邓小平又怀着真诚的思

念之情，亲笔为在山丹县新建的“艾黎与何克陵园”题词：

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永垂不朽

引 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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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易·艾黎与山丹

第一章 初到河西

1943年夏天，秦岭山区的陕西双石铺热浪袭人，蝉鸣不

停。这里是出入陕甘的必经之地，同时又是当时陇海铁路往西

的终端，此时正是中国抗日战争的烽火岁月，小镇上麋集着许

多流浪的难民。在离小镇不远的一片山坡上，路易·艾黎坐在

培黎学校菜地旁的一棵柿树下，望着学校周围的大山在深深

地思考。这一年，艾黎已经整整 46岁，来到中国 16年了。

这些天来他的心情一直焦虑不安，双石铺培黎学校面临

着严峻的困难和考验，他正和校长何克为学校的出路绞尽脑

汁地想着办法! 伴随着工业合作运动的发展，“工合”的各个机

构都积极组织和举办各种文化及职业技术的短期培训。如何

能够把这种非常必要的培训搞得富有实效，艾黎想到了刚来

中国时认识的美国实业家贝利。贝利曾经在南京和上海为造

林的基础工作和技术培训而努力奋斗过。艾黎初到上海时就

专门去拜访过他。贝利主张开展培训除传授技术外，还要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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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初到河西

人们独立思考，并进行创造性的劳动。贝利的主张使艾黎深受

启发。由此，艾黎便开始在工合运动中创办新型的职业技术学

校———培黎学校。之所以取名为“培黎”，因为是“贝利”的谐

音，以纪念使艾黎深受感动和启发的这位美国人，同时在中文

里也有“为黎明而培训”的意思，以表明学校的目标和方向。第

一所培黎学校是 1940年在江西赣县创办的。同年秋天，在宝

鸡的工合西北办事处也开了个类似的短训班，接着在广西的

桂林、湖北的老河口、四川的成都、陕西的双石铺、河南的洛

阳、甘肃的兰州都先后开办过这样的学校。但除双石铺外，其

它学校都未能长久，大都因财力不足及地方势力干涉而解散，

或是在遭日军轰炸后自行关闭了。

眼下，双石铺学校能不

能办下去，艾黎不能不着急，

这是“工合”仅剩的一所培黎

学校了，而且学校的经历和

管理也非常艰难，短短两三

年时间已经是第九任校长

了。通过与现任校长何克的

艰辛努力，学校的情况总算

刚刚有了起色和好转，但日

本侵华战争还在推进，局势非常紧张，同时他和何克也都被国

民党定为“亲共”的危险分子，有人指出学校可能随时会被国

图 2 艾黎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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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易·艾黎与山丹

民党军队占用，办学资金也更加来之不易，地方当局还要求年

满 16岁的学生都要加入“三青团”。来自各方面的压力，使艾

黎和何克清醒地意识到学校在双石铺继续办下去是不可能

的。多日来，艾黎和何克反复思考和商议的唯一办法，只能是

将学校重新迁移。

望着学校的四周，艾黎的心里倍感留恋和难忘，眼前的这

一切多么来之不易。这里是嘉陵江畔一个偏僻的山区小镇，学

校建在嘉陵江北岸屈家山根的一片空地上，刚开始的破败景

象已经变得欢快明亮起来，山坡上新开了窑洞，学校周围修起

了围墙，院内还布置了篮球场和花园，孩子们种在墙边的高高

的蜀葵上蜜蜂在不停地飞舞。现在已经办起了纺织车间和机

械车间，学生发展到了 60多人，已经开始学习机械制图。几年

来，尽管自己没有在这里固定下来，但也和这些穷孩子们在这

里度过了越来越多的时间。

对这里的一切，艾黎注入了心血，也充满了深情和希望。

有人提出把学校迁到延安去，这显然也是不可能的，“工合”总

部的国民党高层人物绝不会同意。同时，延安周边地区被国民

党军队封锁得非常严密，再说既就是进去了，不论是和日本

人，还是国共两党的斗争，形势一旦紧张也难免在那里打仗。

看来，最好的办法是远离双石铺和宝鸡重新找到一个地方，既

可摆脱时下的困境，又可建设一个对新时代有用的基地。

这天，一个英国人来到了双石铺学校，他乘坐的一辆旧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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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停在半道，来学校里的车间修理卡车上的一根断簧。见是一

位外国人来到学校，艾黎非常热情地接待了他，原来这位先生

是英国剑桥大学有名的科学家约瑟夫·尼达姆(李约瑟)博士，

当时担任中英科学合作馆馆长。他是系统研究中国古代发明

的第一个外国人，正在着手编写一部 20卷的《中国科学技术

发展史》，这次是要去河西走廊西部的玉门油田，实地解决一

些技术问题。也许艾黎和李约瑟不但都是漂洋过海来到华夏

的外国人，而且对人类进步事业都胸怀远大志向，他俩一见面

便谈得很是投机，非常愉快。当把车修好时，天色已晚。艾黎挽

留李约瑟住在了学校的窑洞里，用玉米棒子和馒头夹蜂蜜招

待了李约瑟，两人谈笑风生，一直交谈到深夜。艾黎对这位孜

孜不倦的英国科学家由衷地敬佩，李约瑟对艾黎的学校和“工

合”事业也深表理解和支持。艾黎觉得学校只有西迁才能远离

战乱，同时自己也没有到过著名的河西走廊。于是，想借此机

会搭乘李约瑟的便车去甘肃西部看看。

遥远的旅途有人作伴，李约瑟博士当然高兴。他们从双石

铺出发，一直往西来到了甘肃的省会城市兰州，然后又开始了

穿越河西走廊的长途旅行。一路上，艾黎和李约瑟相互尊重相

互关照，彼此间更加了解和信任。李约瑟对如何编著他的中国

科技发展史以及建立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和中国所面临的时局

谈了好多想法，使艾黎对自己所创办的事业信心更加坚定。

他们的车沿着古老的丝绸之路颠簸了好几天，来到了河

第一章 初到河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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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易·艾黎与山丹

西走廊中部的山丹县城。这座历史悠久的小县城，地处走廊咽

喉地带，东边是武威，往西紧挨张掖，直到汉武帝开辟河西四

郡时才纳入汉朝的版图。北部连绵起伏的龙首山阻挡了巴丹

吉林沙漠的南侵，南部白雪皑皑的祁连山孕育了大片的草原

和农田。中部的焉支山虎踞县城东南，就象一颗绿色的宝石镶

嵌在丝绸古道。西汉时，骠骑大将军霍去病一路雄风，穿过焉

支山大败匈奴，溃逃的匈奴回首悲歌：“失我祁连山，使我六畜

不蕃息；失我焉支山，使我妇女无颜色。”足以说明这里当年水

草丰美，适于生存。随即汉武大帝开辟河西四郡，从此历代皇

家都在县城南部祁连山下的大马营草原牧养军马。隋大业 5

年(公元 605年)，隋炀帝西巡来到焉支山,在这里接见了西域

27国王公使臣，史称“万国博览会”，更使这里名留青史。

夏日的傍晚，彩霞映红了半个天际。艾黎穿着半截袖和短

裤，健壮的身躯像一台压路机一样，双腿似两棵劲挺的树木一

般拔地而起，金黄色的头发稍有些卷曲，高大的鹰钩鼻子格外

有力，露出的四肢长满了长长的茸毛。他乘着习习凉风漫步在

这西部小城的街头，城区不是很大但四四方方，四街八巷呈井

字状，两股泉水由东往西穿城而过。沿街布满了商铺和作坊，

大户人家的门楼上都悬挂着镌刻的匾额，蓝底金字，亮堂气

派。见一位面相肤色与众不同的外国人在大街上行走，引得众

人驻足回首。艾黎发现人们都用惊疑的目光打量自己，便主动

上前用流利的中国话和他们搭讪。艾黎走一路问一路，真诚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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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过路的行人、店铺的主人、作坊的工匠攀谈，深感民风纯朴

善良，很快就了解到这里农牧并举，有粮食有皮毛，有小煤窑，

还有烧制黑陶粗瓷的作坊，房租和住店都比较便宜，还有好多

未受过任何教育的淳朴的农家孩子，所有这些都使他为之心

动。特别是当听一位老人说到，六七年前，徐向前率领的红军

曾在这里同国民党马步芳军队英勇作战，组建苏维埃政府的

往事时，艾黎的心中已经默默产生了把学校迁到山丹的想法。

离开山丹，艾黎陪同李约瑟博士继续西行。他们不顾路途

遥远、一路颠簸的疲劳，除到玉门外，还一直往西来到了闻名

中外的敦煌。这时，他们俩已经成了无话不谈的好朋友。返回

的途中，艾黎向李约瑟提出要求，要计算好路程必须在山丹再

次逗留住宿，李约瑟望着执着的艾黎会心地笑了，他非常理解

艾黎的心情，点头称是，一连说好!

就这样，回归途中再次来到山丹的艾黎，对这里的情况进

一步做了调查和了解，感到心中更加有数。当他信步走出县城

南门，一条小河缓缓流过，沿岸生长着挺拨的白杨树，附近的

农舍冒着青青的炊烟，远处不时传来几声狗叫。在河道的一个

拐弯处，一群光着屁股欢叫着在水中嬉戏的孩子吸引了他。艾

黎望着天真可爱的孩子们，心情格外舒畅，他迈着稳健的步子

沿着河岸向不远处孩子们嬉水的地方走去，也就在这时，他已

在心里打定主意把培黎学校迁到这里来，决心在山丹重新开

辟一片天地。

第一章 初到河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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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易·艾黎与山丹

回到双石铺，艾黎还没说西行到山丹的想法，校长何克就

气愤和担忧地急忙把这一段时间学校的情况告诉艾黎。国民

党地方当局硬是要把年龄稍大一些的学生拉进他们的青年

军，为此还抓走了一位教员，何克自己也被抓起来过。

听了何克的诉说，艾黎神情严肃地说：“看来，我们得抓紧

搬迁学校! ”

“找好地方了？往哪搬？”何克两眼一亮，盯着艾黎。

这时，艾黎坐下慢慢讲述了对山丹的印象和自己的想法。

何克听着脸上焕发出光彩，刚才满脸的愤闷和忧虑渐渐消失，

连声说道“太好了，太好了! ”

尽管大山深处的夜色来得很早，但他俩还是毫无睡意，一

直交谈到了深夜。把培黎学校从秦岭山下的陕西双石铺，迁往

河西走廊中部的山丹，不但路途遥远相隔 1100多公里，需要

很大一笔开支，而且还要跨省区建校，这自然不是件容易的

事。尤其是这时候国共两党一致抗日的关系发生了很大的变

化，斗争形势日益复杂，国民党对“工合”运动的态度也与当初

明显不同，千方百计加以控制，好多地方的“工合”还经常遭到

破坏。“工合”总部和地方当局会不会同意他们把学校迁到山

丹去？

这么多困难和问题摆在面前，但是他俩最后还是商定，再

难也必须马上着手搬迁，尽快离开双石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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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人生履痕

千里迢迢地把学校迁往山丹，再开办和发展起来，一切都

得从头开始，前面的道路布满了荆棘，但路易·艾黎丝毫没有

畏缩，这位被西方舆论界称为“中国工合之父”的传奇式的钢

铁汉子，义无反顾地向前走去……

路易·艾黎在美丽的新西兰南岛度过了他美好的青少年

时代。他上中学时，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十多天，他的哥哥就

应征上了前线，不久，在战斗中阵亡。消息传来，全家人沉浸在

悲痛之中，然而刚刚 19岁的艾黎在悲痛中却没有因哥哥的牺

牲而怯懦，在中学的最后一年就毅然投笔从戎，坚定地走进了

军营奔向战场。在每一次战斗中，艾黎都表现出惊人的勇敢，

冲锋陷阵，多次负伤也无所畏惧。但残酷的战争现实，使他经

常看到的是无数的生灵失去生命，所到之处兵慌马乱，满目疮

痍，民不聊生。为此，他常常陷入苦恼，在心里问自己为什么打

仗，为谁打仗？战争的历练使他讨厌战争，反对暴力，逐渐牢牢

第二章 人生履痕

011- -



路易·艾黎与山丹

地树起了向往和追求和平的信念。

战争结束回到新西兰后，他极力想尽快从尸积如山、血流

成河的战争阴影中解脱出来，很快便和一个也从战场上回来

的老同学在一处偏僻荒凉的山地办起了牧场。但是苦心的经

营和奋斗，带来的结果则令人窒息，羊毛的价格一跌再跌，到

后来竟然连运费都抵顶不了。为什么，这究竟是为什么？艾黎

又一次陷入深深的彷徨和思索之中，最后索性把牧场所有的

资产留给自己的朋友和伙伴，离开了牧场，决心再到其它地方

去拼博闯荡。

这时候中国大革命的高潮引起了世界关注，各种报刊上

越来越多的关于中国的消息，深深地吸引了艾黎，他决定首先

去中国看一看。经过一番艰辛努力和周折，1927年 4月 21日

艾黎带着一种对中国革命的好奇心来到了上海。

这时，“四一二”事变发生还不到十天，整个大上海笼罩在

国民党反动派的白色恐怖之中，展现在艾黎眼前的，是一幕幕

疯狂镇压和屠杀革命者的悲惨情景。

在朋友们的帮助之下，艾黎在上海公共租界的工部局找

到了工作，先是在消防处担任小队长，后来在工业科担任工厂

督察长，使他在工作中更广泛地接触了中国社会底层的实际。

缫丝厂里可怜的童工在遭到工头钢丝鞭抽打时悲惨的号叫；

搪瓷厂里的锑中毒， 制作电池铅板时的铅中毒剥夺了无数未

成年人的生命；纱厂从乡下农村买来的女包身工受尽了工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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