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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著名社会学家卫惠林

著名社会学家卫惠林

引　子

卫惠林（1900—1992），山西省阳城县人，一代社会学

宗师、国际著名教授、卓越的人类学家和民族学家。本文

即对这位著名学者的生平事迹及学术贡献作一简要介绍。

一、游学日欧  才华初露

卫惠林原名安仁，后以字行。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

二月十八日生于阳城县城内化源里尚朴巷卫氏故居。化源

里卫氏，迁自通济里，为书香世家，其先世卫立鼎、卫昌绩、

卫浚都诸公，皆清雅醇厚博学能文之士，道德文章，为人

所称道。其祖父卫恭先、父亲卫金枢，皆乡里宿儒，平生设

馆授徒，广施教泽，门人弟子遍城乡。兄体仁（字静臣，号

净尘），弟敦仁（字愚山），均学有专长。

卫惠林自幼聪颖好学，家学渊源，更有父兄口传心授，

得益颇深。宣统三年父丧时仅 11 岁，已能下笔成文，千言

立就。1913 年毕业于阳城县第一高等小学。1917 年毕业

于晋城濩泽中学。当时其兄卫体仁在阳城县城内创办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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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艺学校，聘惠林为教员，从事工艺美术教学工作。翌年，

得知山西省官费留日预备学校招生，惠林随兄体仁赴并投

考，双双考取。但体仁虑及家中上有寡母，下有弱弟，不能

与惠林同时远涉重洋，便安置惠林入校安心学习，为留日

打好基础，自己重返故园，再执教席，旋又考入山西法政

专门学校。

1919 年，卫惠林与同学王瑗（字昆生）、阎毓珍（字伯

如）同行东渡。卫惠林考入日本东京早稻田大学第二高等

学院，王考入帝国大学，阎考入庆应大学。1922 年毕业后，

王、阎二人随即回国任职，卫惠林又考入早稻田大学文科

社会哲学部修业 2 年。

1924 年，卫惠林修学期满自日本回国，正值母丧，便

回乡安葬。然后寓居上海，从事翻译和写作，发表了译著

《伦理学》、《婚姻进化史》（民智书局出版）和《孔德的人

文主义与女性崇拜》（1924 年《晨报》）等论文。

1925 年，巴金（原名李尧棠，字芾甘）报考北京大学，

在体检时发现患有肺病，即到上海就诊，养病期间，认识

了卫惠林。他们一见如故，成为终生最好的朋友。卫惠林

比巴金大 4 岁，他热情直爽，乐于助人，而且精通日语。巴

金就搬来与他同住，向他学日语，并一起办刊物。但他们

收人不多，生活过得很艰苦，经常以两个小面包和一壶白

开水应付一日三餐。卫惠林的周围有一批志同道合的朋友，

都是当时无政府主义的信奉者，他和这些朋友，即真恒、

吴健民、巴金、周索非、毛一波、姜仲因、卢剑波，秦抱朴

等 16 人组织了民众社，并合作创办了《民众》半月刊，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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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自由平等的理想社会之路。

1926 年秋，卫惠林怀着对西方社会科学知识的渴求，

决定到法国去留学，并约巴金同行。1927 年１月 15 日，

卫惠林和巴金登上开往法国的轮船“昂热号”，经过 36 天

的海上生活，终于到达巴黎。早已在巴黎就读的好友吴克

刚（字君毅）为他们预订了旅馆，卫惠林和巴金同住在一

间房子里。这是一个专供单身贫寒旅客住的地方，房间里

装有煤气灶，可以自己烧饭吃。他们只要准备些固体酱油，

买点洋山芋、洋葱之类的蔬菜，配着几片面包，就可度日。

当时在法国的中国留学生，大都过着这样的生活。卫惠林

极重感情，与巴金和吴克刚朝夕相处，生活上同甘共苦，

互相照顾。巴金身体不好，卫惠林和吴克刚对他更是体贴

备至，他们的生活充满了热情和友爱。

卫惠林在巴黎的朋友很多，其中有作为勤工俭学的

《工余》杂志主编李卓吾、冯紫岗及其他许多留学生和工人。

他们大都信奉无政府主义，而且有热情的向往。一到星期

天，他们就来到卫惠林和巴金的房间里谈论时事。当时中

国国内的北伐战争正节节胜利，革命形势发展很快。卫惠

林感到无比兴奋，时事成了他们谈论的主要话题。一天晚

上，卫惠林、吴克刚、巴金三人谈起当前的形势问题，意见

逐渐发生了分歧，于是展开了热烈的争论，不知不觉谈到

午夜一点钟，以致受到法国邻居礼貌的干涉方才罢休。由

于他们的观点未能统一，卫惠林提议写文章公开辩论，让

大家去作判断。不久，他们把分别署名为卫惠林、芾甘（巴

金）、君毅（吴克刚）的三篇同题文章《无政府主义与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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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寄到了上海《民钟》杂志编辑部，很快被印成小册子

单独发行。卫惠林在这篇文章中充分论述了他的观点，他

指出 ：“中国现在的问题绝不是国民党的政治方法或武装

行动可以解决的，我们决不能介入到他们的行动里去。相

反，我们应该去把革命色彩更浓化起来，更猛烈化起来。

我们不但要打倒外国帝国主义，还要去制止国内资本主义

的发达，开辟一条人类完全解放的活路。自然我们的目的

不会在短时间中完全达到，但我们还是要朝向我们的道路

前进。”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身居异国的卫惠林在 20 年代

的中国大革命中对祖国革命的热情向往和对当时形势的看

法。

卫惠林读书非常用功，他先就读于巴黎大学文科，

1929 年又先后考取了巴黎人类学院和法兰西书院的研究

生，他经常在图书馆内自学，贪婪地在知识海洋中探索，

研读了大量的西方社会科学著作，以优异的成绩完成了他

的学业，为他一生的学术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法国留学期间，他深深地怀念远隔重洋的祖国，怀

念别离已久的故园，怀念长眠地下的母亲和宽厚慈祥的长

兄。他写出了一部自传体小说《母与子》，歌颂伟大的慈母

之爱和亲密的手足之情，连载于上海的《时代前》杂志。这

部小说，显露出了他非凡的文学才华。虽然他后来选择了

学术研究的道路，没有从事文学创作，但是不能否认他在

艺术方面的天才和造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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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学有所成  报效祖国

1930 年，卫惠林结束了艰苦漫长的读书求学生活，回

到了离别 4 年的祖国，开始迈入社会，准备踏踏实实做一

番事业，实现他改造社会的宏愿。因为在他之前回国的吴

克刚已在福建晋江（泉州）黎明高级中学任校长，聘他前

来任教，这里聚集着陈范予、王鲁彦、丽尼、林憾庐和叶非

英等一批淳朴热情、朝气蓬勃、才华横溢的青年，他们都

才 30 岁左右，不愿在污浊的社会里混世，想创造一个良好

的环境，用集体的远大理想教育下一代，把学校办成一个

和睦的大家庭，或者一个没有压迫的乐园。他们都为此尽

了很大的努力，但是在那个乌烟瘴气的社会里，要建立这

样一个世外桃源是根本不可能的。后来，吴克刚患了伤寒

症，愈后应邀到河南百泉（今属辉县市）教书。卫惠林也在

1931 年年底应聘到南京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民族

学组任助理研究员。

在南京，卫惠林认识了高宛玉女士。高宛玉（1903—

1976），名琬，江苏武进人。父高敬轩，江苏省立常州中学

国文教员，一生以读书教学为乐，承阳湖派之汉学传授，

博学穷经，精研小学，而自甘隐晦，不求闻达 ；母赵氏出

身常州名门，为状元赵忠毅公之后。宛玉 16 岁毕业于常州

省立女师，与史良（救国会七君子之一）系同班同学。因连

年军阀内战，曾立志终身不嫁，献身教育。先到乡下教小学，

后到常州育德学校任主事兼主科教员，继又受聘任上海川

沙懿光女学校长。由于国民政府的清党运动，风声鹤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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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被迫停办。宛玉结束了她的十年教学生涯，准备进大

学再度深造。曾到上海法政学院试读，因不喜法政而停学，

又入金陵女子大学就读一年，因父母负担过重而自退。于

是便改变主意入中央大学图书馆任编目员，同时学习图书

馆学。1932 年，卫惠林和高宛玉结婚。自此，高宛玉成了

卫惠林生活上的忠实伴侣和事业上的得力助手，她放弃了

单独的自我表现，辞掉了图书馆的工作，倾注全力帮助卫

惠林从事教学和学术研究。高宛玉有良好的国学根底，卫

惠林的每一篇言论文章，她都要一字一句的细心校读，而

且要亲手抄写，对于文中的每一引证、每一资料，她都要

认真查对，避免出错。卫惠林后来能够成为一个成就卓著

的学者，是有高宛玉的一份心血在内的。

后来，卫惠林辞去了中央研究院助理研究员的职务，

到中央大学社会学系做兼任教授。当时的卫惠林，血气方

刚，满脑子的理想主义，满腔改造社会的热情，还没有下

定决心以做学问为终生事业。他常说 ：“书堆里并没有真

正的学问，活的学问在社会里。”他认为趁年轻力壮之时，

应该深入社会去体验，而不是埋没在书堆里读死书。于是

在暑期，他和宛玉随同在法国留学时的老同学冯紫岗，到

河南南阳去创办一所地方自治干部学校，想把自卫自治运

动扩展到南阳全境，从自卫自治里，去实现平等自由社会。

他们的学校在乡间的土墙茅舍里办了起来，招了生，由他

赶编了社会常识补习课本，宛玉还计划办个妇女补习学校。

正当此时，共产党的军队由鄂北进入南阳，胡宗南的中央

军也尾追而入，地方局势异常紧张，学校无奈停办。他们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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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这一次人生试探以失败而告终，同时也面临着失业的困

难。于是他只好返回杭州，帮助一位朋友翻译《法国艺术

史》。这时，正好中央大学一位教授有病，约他回中央大学

代课，他和文学院长汪东以及徐悲鸿等知名教授住在一起，

交情甚好。后来那位教授病好复课，他又到上海南翔立达

学园的农村教育科教书，做社会工作和社会调查。一学期

后，正式受聘回到中央大学社会学系，讲授民族学、社会

思想史两门课。

1933 年，巴金的“爱情三部曲”的第一部《雾》在胡

愈之主编的《东方杂志》刊登完毕，第二部《雨》正在缪崇

群主编的《文艺月刊》上刊登。小说的主人公吴仁民就是

以卫惠林为原型塑造的，虽然小说中的情节并不全是卫惠

林的亲身经历，但卫惠林热情直爽的性格完全可以是吴仁

民的性格。巴金忠实地写了他最好的朋友卫惠林的为人。

《雨》的前三章是巴金正为孤独黑暗所困惑，抱着十分恶劣

的心情，在绝望的挣扎中写成的。当卫惠林在南京从《文

艺月刊》上读到《雨》的前三章，立即给巴金写信说，你的

小说“阴郁气太重，我很为你不安……我希望你多向光明

方面追求吧！照你的这种倾向发展，虽然文章会写得更有

力，但对于你的文学生命的继续或将有不利的影响……我

总希望你向另一方面努力！”无疑，这些话对于一个作家

的创作和发展是有着正确启示的。

1934 年，国民政府教育部下令停办了中央大学的社

会学系，系里的教授都另谋他就，各奔前程。卫惠林应聘

到重庆的四川省立乡村建设学院社会学系任教授，教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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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学与社会调查课。他选定了酆都及境内的城隍山，作为

社会风俗调查的对象，发表了学术专著《酆都宗教习俗调

查》，用科学的观点剖析了传统的酆都鬼文化。同时社会现

实也使他深刻地认识到，当时黑暗政治下的四川，整个是

一半人一半鬼的社会，本来是天府之国，被清末官僚与民

初军阀恶化成了地狱，即使把学校办好，也只是一小片绿

洲，不解决根本问题。

1935 年，卫惠林又回到南京，应聘任中山文化教育馆

研究部专任研究员，主持民族学与民族主义研究室。卫惠

林和黄文山先生创办了中国第一个民族学的专门刊物《民

族学研究集刊》，并担任执行副主编，由商务印书馆印行 ；

还组建了中国民族学会、中国社会学会，先后由他担任执

行理事、理事会主席。他自己完成了他的第一部著作《世

界民族志》的初稿。发表了《社会制度的形成与变迁的法

则》（《人文科学》1935）、《法国大革命中的社会思想》（《中

山文化教育馆季刊》1936）、《世界种族分类》（《民族学研

究集刊》1936·3）、《中国古代图腾制度论证》（《民族学

研究集刊》1936·4）等论文。

满怀着改造社会的远大抱负的卫惠林，最终没有找到

实现这种理想的必由之路，生活使他变得沉静持重起来，

他将一腔热情寄托于教学和学术研究，并且有了一定的建

树，成为他辉煌一生的新开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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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投身抗战  倾心治学

1937 年，抗日战争爆发。卫惠林举家辗转流亡到重庆。

眼看战局旷日持久，他便将家人安顿好，作久居之计，自

己则投笔从戎，束装乘舟东下，以赴国难。1938 年３月，

他来到抗战的中枢武汉，投身抗战大业。那里有国共两党

及各党派的领袖，还有各界名流和学术界人士。卫惠林除

担任边疆小组的工作外，还时常奉命去执行武汉地区的动

员计划任务。他的工作紧张而忙碌，特别是武汉撤退前常

在敌机轰炸警报中奔波，可谓是饱经风雨。1939 年冬，卫

惠林到桂林接受了到西北四省去做战时巡回教育与宣传工

作的任务。他率领的团队要去的四个省区环境特殊，宁夏、

青海是西北回教军人控制的地方，而绥远则迫近前线，是

傅作义将军与日寇艰苦作战的狭窄地带，甘肃又有很大的

东干回民居住区及临夏的回教区，开展巡回教育宣传工作

异常艰难。卫惠林以坦诚、勤劳、公开的忘我精神，感化着

他所带领的一批政工及艺术宣传干部，终于在 1940 年夏，

出色地完成了任务，回到了重庆。

不久，卫惠林又奉命再赴西北，来到甘肃临洮一个

新办的军事学校主持某部工作。临洮是唐代名将哥舒翰

戍守西羌的重镇，在甘肃算是个文化古城，但实际上文

化闭塞落后。那所军事学校一切只能因陋就简，全无发

展希望。更为失望的是学校的主管作威作福，贪污腐败，

使卫惠林的工作很不顺心。他想这样陷在西北，与他原

来参加抗战工作的目的背道而驰，连自己做人的操守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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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渐渐丧失。于是他三上辞呈求去，最后总算获准，离开

了临洮。但是当他全家到达洮沙（今并入临洮县）县城时，

城门突然被关上，他们被军车载回学校，说有要事相商。

原来那位学校的主管，担心卫惠林到重庆后向上级汇报，

攻击他的官僚作风。后颇经周折，才被放行。在临洮的经

历和最后这场风波，使卫惠林看透了这些官僚政客的贪

鄙意识和丑恶嘴脸，他决计弃绝政治，重新恢复读书教

学的生活。这是他实现人生价值的重要转折点，从此他

抱定了“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宗旨，潜心治学，逐渐进入

学术生涯的佳境。

卫惠林做了历时三年半的战时政治工作，于 1941 年

９月回到四川成都，当时成都已有四所大学，人才汇集。

他在好友徐益棠的帮助下，到由南京迁来华西坝的金陵大

学社会学系任教授。授课之余，卫惠林开始整理他陆续收

集起来的川康地区边疆民族的有关资料，并且创办了一种

小型期刊《边疆研究通讯》，着重研究中国边疆的少数民

族。后来几位有力者发起争夺文学院长的风波，而他只想

保持洁身自爱的独立地位，结果凭空招来了许多流言蜚语，

使他不得不拂袖而去。卫惠林就是这样，立身处世，于厚

重中不存苟且，每至大义当前，为了保持人格操守，往往

置利禄于不顾，宁愿忍痛失业，或者弃甘就苦而在所不惜。

他生性淡泊，厌恶权势，从不肯为一己私利与人应酬敷衍，

但与朋友和学生们却能相处无间。他潦倒半生，俯仰无愧，

其高风亮节，有如此者。

1944 年，他又到由上海迁来重庆北碚的复旦大学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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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学系任教授。已在复旦任教授的前辈好友马宗融夫妇听

说他要来，便天天到岸上去等待瞭望。卫惠林一家不期而

遇马氏夫妇，更是喜出望外，对复旦全没有了陌生之感。

复旦的教授阵容比较强，研究风气很盛，虽然物质生活比

成都更为艰苦，他却感到十分惬意。

1945 年，由南京迁在重庆沙坪坝的中央大学创办了

一个边政学系，特意聘请卫惠林去担任教授。暑期，他带

着 20 多名高年级学生去青海作见习旅行，主要任务是练

习少数民族语言。他到了西宁将学生分为 3 个语言学习小

组，分别学习蒙文、藏文和阿拉伯文。安置妥当之后，还忙

里偷闲到互助县的土人区做了一次为时两周的学术调查，

很有收获，只可惜时间太短了。

1945 年，抗日战争终于取得最后胜利，中央大学由重

庆迁回南京，卫惠林全家也随校东归。卫惠林还为国民政

府民政部拟写了一套全国民俗调查方案，但国民党正忙于

筹划内战，使这套调查方案未能实施。在研究民族学的业

余时间，他又重译了早年崇拜的西方哲学家卢梭的《民约

论》，1947 年由作家书屋出版。

1948 年，形势急转直下，国民党的统治行将崩溃。中

央大学的理工科教师还比较安静，等待着社会变革。文法

学院的教师大多惶惶不安，惧怕接受传闻中所谓“洗脑”

改造的命运，纷纷讨论远走应变的计划。卫惠林是社会学

教授，又是与政治无缘的自由思想者，自然属于后者。12

月中旬，他全家跟随着前辈老友莫纪彭先生离开南京，登

上开往广州的列车。车开到上海真茹，卫惠林利用停车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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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的时间用电话跟上海的好友巴金联系，巴金立刻提了一

罐酱菜前来送行。他们相对唏嘘，久久无言，直到开车时，

巴金才依依不舍下车离去。大有“此番别后，后会难期”之

感！这是卫惠林离开大陆前和好友巴金的最后一次见面。

到达广州的次日，卫惠林即被聘为中山大学人类学系

教授。在广州 8 个月，生活极为艰苦。通货膨胀，米珠薪桂，

甚至连寄一封信的钱也没有，有些教师在大门口公然摆地

摊出卖衣物，以求一饱，而军警特务还常在夜半抓人，制

造恐怖气氛。正当卫惠林一家面临绝境之时，他的好友何

子星从台湾寄来了入境许可证，聘请他为台湾省文献委员

会编纂，参加编修台湾省通志稿。于是他们全家在 1949 年

８月从广州出发，经高雄到达台北。

四、赴台著述  卓然名家

卫惠林在台湾省文献委员会担任台湾省通志稿《同胄

志》的主修。文献委员会的总编纂林熊祥先生让他的次子

林衡立协助卫惠林工作。林衡立从小在日本读书，不会讲

国语，卫惠林只好用日语和他交谈。他们一直合作无间，

后来两人结伴调查达 20 年以上，成为莫逆之交。《同胄志》

是台湾省通志稿中的台湾土著民族部分，在旧志中称为

“番族志”或“番俗志”。日人在据台时期，曾从事实地调

查，写出了《台湾番族调查报告书》。到了后期，更有民族

学家、语言学家，对台湾土著各族的语言、神话作了学术

研究，写成了较为丰富的研究报告。但尚有不少风俗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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