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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会福音” 与边地社会改良
———中华基督教会边疆服务运动中的妇女事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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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年冬，中华基督教会全国总会发起了一场旨在服务边疆以巩固抗战后方的社会运

动即边疆服务运动。这场运动持续进行了 "% 年，其中涉及有大量与妇女事工和福音传播事业相关的

内容。中华基督教会全国总会为开展这一事业，专门成立了边疆服务部，设置了若干服务区，从教

育、卫生、生计等各方面推进川西北少数民族地区和西康地区的妇女工作。与此同时，边部非常注重

对边地妇女的传教授道，以促进基督教福音事业在边地的发展。边疆服务是一项有价值的社会事业，

曾经得到社会的广泛认同和支持，所进行的社会改造及福音传播工作均取得了 & 定成绩，在边地内外

均产生了较大的社会影响。因为篇幅的缘故，本文讨论的时间范围大致限定在 "#’# 年之前。

邓杰，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生，四川文理学院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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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疆服务

! ! "#$# 年冬，当抗日战争正艰难进行之时，

中华基督教会全国总会发起了一场旨在服务边疆

以巩固抗战后方的社会运动即边疆服务运动。在

这场运动中，涉及有大量的与妇女事工和福音传

播事业相关的内容：一方面，一些有志边疆服务

的妇女从事实际的边疆工作，联络边疆妇女，为

促进民族团结、在战时增强抗战力量起了重要作

用；另一方面，宗教、教育、卫生、生计等服务

边胞的工作，与妇女工作相辅相成，有力地促进

了边地社会的发展。余牧人在《 抗战八年来的

中国 教 会》 一 文 中 指 出，边 部 的 这 一 活 动 是

“教会在抗战时期中最有创造性最有建设性的一

种新 工 作，对 教 会，对 国 家，都 有 莫 大 的 贡

献”，代表了“中国教会今后的工作路向”!。沈

亚伦认为，"#$( 年至 "#’# 年是基督教在华发展

的“坚忍”时期；文章认为边疆服务部在少数

民 族 的 服 务 工 作 是 基 督 教 在 这 一 历 史 时 期 的

“大事”，“值得纪念”，是一种在“艰难中产生

的事工，实在是可宝贵的。”"《中华年鉴》 甚而

将它纳入三十年代中国搞得轰轰烈烈的“ 乡村

建设”的范畴，加以肯定#。

然而，对这一具有重大影响的历史事件，现

有的学术研究却难以让人满意，对于边疆服务运

动中卓有成效的妇女工作，更是基本没有学者研

究。且一般研究者普遍认为，基督教关注城市，

忽略乡村，即便后来意识到乡村的重要而参与

“乡村建设”，对于西部少数民族地区也不甚措

意，其妇女工作尤其如此。其实，至少在抗日战

争爆发之后，这种状况已经得到明显改变。本文

拟依据相关史料尤其是四川省档案馆、上海市档

案馆、云南省档案馆的相关档案及其他文献资

料，采用白描叙事的方法，用事实证明，西部少

数民族地区的妇女工作，在社会福音思潮兴起之

后，已经逐渐成为基督教在华传教事业的重要组

成部分，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得到较为广泛的社

会承认。

一、边疆服务部的创建及妇女事工缘起

抗战时期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的妇女工作直接

与 边 疆 服 务 部 （ )*+,-+ .-+/01- 2-34+56-75 *8
9:;+1: *8 9:+0<5 07 9:074，简称“边部”）的建立

有关。边部是应抗战建国之需，中华基督教会号

召全国青年男女有为之士，到当时称为“ 边疆”

的西南少数民族地区从事社会服务的团体，直属

于中华基督教会全国总会，创建于 "#$# 年冬，

结束于 "#== 年 "> 月底。边部办事处除一段时间



在重庆和上海外，其余时间均设在成都!，主要

在川西、西康和云南的少数民族地区对边民从事

福音传播和社会服务工作。

边部《 服务规程》 明确规定服务工作除教

育、卫生、生计、宗教等事业外，还应包括有

“以促进妇婴健康，改良家庭生活为主要目的”

的妇女事业"。因此，总部一直非常重视在边疆

服务运动中开展妇女工作。!"#$ 年 % 月，在川

西服务区开辟不久，即派女医师祈玉玺等人去川

西区开办威州诊所#。这是理县境内“开设的第

一家西药为主的医疗机构”$。

为造福边地妇女，边部特于 !"#& 年 & 月成

立妇女工作促进会，拟定了详尽的促进会组织大

纲。大纲强调，妇女工作促进会是边疆服务部附

设团体，其一切工作与服务部密切联络进行。促

进会以“ 基督服务精神，唤起国内外人士对于

边疆妇女工作之注意，共同推进边疆妇女工作，

培养、训练有志边疆服务之妇女从事实际工作，

并联络边疆妇女，促进民族团结” 为宗旨。大

纲规定：凡对边疆妇女工作有志趣、赞成该会宗

旨，经会员二人之介绍由该会执委会通过者，皆

可为该会会员；促进会设名誉会长若干人，正副

会长各一人，中英文书记各一人，会计一人，执

行干事一人，分掌各项事务；为便于推进各项事

工，还成立了事工委员会，设训练组、组织组、

宣传组，各组委员会分别负责工作的推进。大纲

规定全体委员会大会每年举行二次，执行委员会

每月一次，必要时得由主席召集临时会。并计划

在国内各大城市设立分会%。

妇女工作促进会的成立，引起了广泛的社会

关注。《 公报》 认为这是“ 边疆妇女的福音”。

《田家半月报》以《边疆服务部组织边疆妇女促

进会》为题对此作了较为详尽的报道：“中华基

督教全国总会边疆服务部根据两年来在边地实际

的服务经验，深感边地妇女工作之需要，于是该

部主任张伯怀及区主任崔德润氏，特于目前邀请

各教会机关和各教会大学的女界领袖们，商讨促

进边疆妇女工作的办法，经过几次会商，一致决

定先行成立边疆妇女工作促进会，以便唤起国内

外人士对边疆妇女工作的注意，计划训练有志服

务边地妇女的人才，并联络边疆妇女感情，加强

民族团结精神。’ ’ ’ ’ ’ ’ 全国女青年协会，四川女

青年会，华西，齐鲁，金陵，金女大，华西神

学，以及成都各公会都有代表参加，此外，新运

总会妇女指导委员会，国际妇女会亦各有代表参

加。按该会会员俱系国内外有名的妇女事业专

家。’ ’ ’ ’ ’ ’ 这真是边地女同胞的好消息。”&

边疆妇女工作促进会自成立之后，即致力于

推动边疆妇女工作，成绩卓著。!"#( 年初，该

会已“征得会员二百余人”，并积极“筹设边疆

妇女工作实验区”’。

边部还在舆论上支持边疆服务运动的妇女事

工。冯云仙在《 莫小看了边疆的妇女》 一文中

指出，在抗战建国事业中，应特别强调“ 边疆

妇女的重要性”，因为“ 它是不应该忽视，而又

最容易被忽视的力量”。作者认为，“ 边疆文化

闭塞”，“一般妇女的文化水准大为低落”，由此

国人“也就容易忽视了她们将来在建国事业中

的重要力量”。为改变一般人的成见，作者在该

文中列举了边疆妇女的许多优点，以证明她们是

“具有劳动经验，和劳动热情”，“不知道穷奢极

欲的享受，也不爱慕繁华和虚荣”，“ 安心于平

凡，勤俭，刻苦的生活”，“ 勇敢而耐苦” 的优

秀女性。作者最后强调：“无论就边疆或全国的

建设事业着眼，边疆妇女的地位都很重要。”()*此

文原发表于《 妇女月刊》 第 % 卷第 ! 期，边部

刊物为“提醒全国妇女领袖们” 对边疆妇女问

题“及早予以重视”，特将此文转摘在《边疆服

务》第 !% 期，希望能引起“妇女界领袖，关心

边疆妇女生活”()+。

在边部的积极支持下，各服务区及服务处

（所）从教育、卫生、生计、宗教等方面积极推

动妇女事工，有力地促进了边疆妇女事业的发

展。

二、边部少数民族地区妇女工作述概

基督教传教重心开始从城市移向乡村，农村

妇女逐渐进入他们关注的视野，这一重要变化从

边部所开展的西部少数民族地区妇女工作中，可

以看得十分清楚。

边疆服务的区域主要集中在四川西北边远的

少数民族和西康地区。无论川西区还是西康区，

因山谷屏障，交通困难，除生活必需的茶盐针线

等交易及军事上需与外界接触外，内地文化绝少

进入。加之地势、气候、农业、种族等各种关

系，其社会结构、经济情形均与外界不同，被视

为“化外之邦”。鉴于这种情况，边疆服务部分

别从教育、卫生、生计等各方面推进工作，以期

改善边地妇女的教育状况，促进边地妇婴健康，

改良其家庭生活。

·)"!·* * * * * * * * * * * “社会福音”与边地社会改良 *



首先看教育方面。川、康少数民族地区教育

落后，在边部工作人员进入之前，不仅没有正规

的近代新式学堂，就是传统的教育机构也十分罕

见。于是，边部开展了学堂的创建工作，为边地

少数民族实施教育。边部所办学校分三类：第一

类为自办，第二类为与地方政府合作或受县府委

托而创办，第三类为协助私人办理。学校除吸收

当地适龄儿童入学以外，还专门为边地妇女开设

有成人妇女班。妇女班所授教学内容除读书识字

之外，也讲授一些关于农业及卫生的常识，这样

可以使“ 学校教师与本部的卫生、农业工作人

员密切联系起来，以便更有效的服务人民。”!"#

以川西区为例。川西区在羌族聚居区办有佳

山寨小学，吴祖太任校长，其妻王湘杰任教员。

该校学生包括西山寨、子达寨、佳山寨三寨的学

生，“ 经常有学生三十名左右，十年如一日”，

“在所有边民学校中成绩最佳”。除开办小学外，

佳山寨还有“ 发达的” 民众学校，设有男夜校

及妇女 识 字 班，让 当 地 女 性 读 书 识 字。女 性

“亦知读书”是佳山寨小学得以维持和发展的重

要基础和保证!"$。

立力寨小学也成立了妇女班。该寨“ 对小

学教育及妇女成人教育，倡之甚力”，“ 力谋儿

童教育之普及”。妇女成人教育和儿童教育的普

及对该村的发展起了很好的导向作用。川西区生

计干事刘国士曾就川西十六区进行过大规模的调

查研究并写就了长篇研究报告。他发现，由于边

部在立力寨大力倡导妇女成人教育和儿童教育，

该村农业状况与川西区其他寨子明显不同!"%。

丹扎木沟的善廷小学是官淑贞为纪念其亡父

而创办的。因自己力量不足，特约边部帮忙。官

女士自兼校长，教员两位，全为妇女，由边部担

任一位教员的薪俸，其余费用由官氏负责。该校

学生进步很快，“初次见面学生不能讲一句国语

⋯⋯；再次见面不但能讲话且能读书；三次见面

不但能读书且能写字。”后来学生“ 考试成绩有

惊人表现，几为诸校之冠。自开办仅两年半之

久，学生已有读六册者，可见进步之速。”!"&

边部在日尔觉寨建有中心小学，建校之初有

学生 !" 余人，除教育干事张宗南“ 长住该校负

责外，尚有小学教师张春艳在校教授各种学科，

地方领袖王学政甚为帮忙。” 当地还建有一所民

众夜校，有学生三十余人，其中“ 妇女夜班亦

有十余人”!"’。妇女班的“ 教材” 与男子班有所

区别。男子班所教内容主要是“ 应用文”、“ 简

单算法”、“公文程序” 等，而女子班的内容却

是：（一） 识字；（二） 针线手工；（三） 毛线

编织；（四）简单之家庭卫生等!"(。

在西康区，为大力推进民众教育，边部也办

有妇女班。西康区的小高山小学的开办工作由谭

秉玺主持。小高山学校校舍简陋，“出入抬不起

头来，雨则满屋漏，学校无围墙，无校门，牲畜

鸡犬粪尿满地，凡此种种均急待设法改进。” 谭

氏除致力改善其办学条件之外，还“ 特别注意

社会教育”， “ 对夷人的教育生活，决尽力改

进”，在校内“成立妇女成人班”，从教育入手，

改进边疆妇女的教育状况及生活习惯，受到西康

区主任王禾章肯定，他在给边部的信中说：“小

高山小学大大的有进步了！”!")

在三一新村服务处，民众教育的内容亦丰富

多彩且有针对女性的专门教育。除在各服务所

“每月刊民众壁报”，藉以灌输边民“农业工艺，

医药学科学智识，及提高民众文化水准外”，服

务处还“举办了冬令短期民众学校五所”。其中

一所为妇女班，初开办时“ 学生十五人”，虽

“校址距处中五华里。同工们每日必至深夜始返

处，颇为辛苦”，但同工们亦乐在其中!*+。

在医疗卫生方面，边部也下了不少力气，开

展了多方面的工作。

在边疆服务的民族地区，由于“ 妇女在封

建社会的旧礼教束缚下，养成糊涂的羞耻心理，

甚至病痛至死仍不顾就医”!*,，加上少数民族的

某些特殊习俗，信巫不信医，妇女的健康状况极

为恶化。经边部同工多年的坚持和努力，这一状

况有所改变。#$!% 年 & 月，杂谷脑“ 一再发生

难产死命不幸事件”，经杂谷脑服务处人员检

查，发现绝大多数类似事件是由于边地妇女缺乏

妇婴卫生常识所至，于是决定开办“ 妇女卫生

讲习班”，授以“普通妇婴卫生常识并指导产前

产后应特别注意事项”!*-。在妇女卫生讲习班开

办后，以西医为主的医疗诊治工作在边地开展起

来，边地妇婴难产死亡的状况也得到了很大缓

解。西康区的医疗保健卫生工作，除了儿童和妇

女的例行健康检查外，“对于一般妇女更加以妇

婴常识，及环境卫生的指导”!*#，也在一定程度

上改善了边民不讲卫生的陋习。

在生计工作方面，总部积极支持川西区和西

康区提高边地妇女生活技能。由于“ 边地地瘠

民贫，全是靠天吃饭，遇到了水旱天灾，往往好

几年不能恢复元气”，边部认为改善边胞生活，

·’$#· ( 宗( 教( 学( 研( 究( )""% 年第 ) 期



“须积极的倡办生产事业”!"#。!"#$ 年，总部召

集两区负责人召开事工检讨会。针对两区工作的

困难，提出了一些重要决议案，其中包括帮助两

区解决生计困难、训练边地妇女提高生计技能的

措施。

在川西区，按照边部的决议，牧师耿笃斋为

提高边地妇女的生计技能下了不少工夫并取得了

较好成效。该区工作开始不久，总部即派耿笃斋

前往布道。耿笃斋于 !"#% 年春到达威州，很快

全身心投入服务工作。除布道外，针对“ 边民

的手工粗笨，衣服粗劣” 的现状，他“ 利用农

暇的时间，提倡改良手工业。” 从 !"#% 年冬开

始，他“拿了他薪金的一部分买了些羊毛，教

导边民妇女纺毛线织毛衣的技术”!"$。为推广这

一技术，西区于 !"#$ 年在扎谷脑开办妇女纺织

训练班，让当地妇女“ 学习以简单纺车代替纺

锤，并以新法编织毛衣等，由孙俊英女士主持其

事”。“先后受训妇女三十余人”，受训妇女将纺

织技术带回“各寨推广”!"%。纺织训练班的工作

后来发展成为在川西区很有影响的“ 家庭纺毛

运动”。!"#! 年春，耿笃斋到成都汇报工作时

“曾将边民的成绩带来展览，很受社会欢迎。”!"&

佳山寨和日尔觉寨小学也设有妇女纺织习艺

所，由两校老师讲授，培养边地妇女纺织技能。

日尔觉寨小学曾到杂谷脑妇女毛线习艺所领到纺

线机五架，由教员张春艳教学生纺羊毛麻线，

“成绩颇佳”。此项新的生产技能引起了边地妇

女的新奇和兴趣，纷纷自动请求加入进来学习纺

线!"’。

萝布寨在伍明乐、吴祖泰、王湘杰刚开始工

作时，也十分注重妇女手工技能的提高。在三人

的努力下，萝布寨服务站于 !"#& 年开办有妇女

手工练习班，训练边地妇女缝纫和编毛线等手工

技能。边地妇女对于此项手工“ 都感觉兴趣”，

练习班刚开办不久“ 就有六位大姑娘围着吴太

太（王湘杰），跟她学结纽子”，并不断地“ 有

女孩子来学编袜子”。而按照三人“ 对萝布寨工

作的意见和展望”，他们不仅要尽可能地教授边

地妇女“编织袋子和各款各式的羊毛衣服”，而

且打算在她们“运用手指头工作的时候”，“ 传

授给她们那暂定的宣教纲领和认认字”!"(。

西康 区 的 妇 女 生 计 服 务 也 颇 有 成 效。为

“改进凉山区农牧事业”，西康区除大力开办农

场外，与川西区一样，也“ 开办毛棉纺织妇女

训练班”!)*，以提高边地妇女的生产技能。

以昭觉服务处为例。该服务处工作由李士达

主持。李士达曾在 !"#’ 年 ( 月“ 利用春节召开

夷人领袖大会”。他对少数民族首领表示，边部

开展的生计工作就是要改变其生活的困苦状况。

为让边民更容易理解他所说的话，他作了个简单

的比较：“人家吃的是大米、白面各种蔬菜，你

们只有乔麦、洋芋、圆根、酸菜；人家住的是宽

阔的房舍，你们只有低矮的黑屋；人家穿的是呢

绒绸布，你们只有麻布毛毡；人家出门骑马坐

车，你们只有赤脚跑路。你们的生活，实在太

苦，应该 快 快 改 进。” 怎 样 改 进 呢？李 士 达 认

为，边部所能做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教边地妇女

“用机器纺毛织布，穿好的衣服，将来这计划改

良你们的羊毛品种，使羊子多产毛，增加你们的

衣料”，为此，他主张“开设毛纺训练班”!)+。

为让边民能够“穿好的衣服”，李士达多次

给总部写信，积极呼吁总部重视“ 训练夷人妇

女，更盼望毛织机早日运来”，早日“ 开办毛棉

纺织妇女训练班”!),。这项工作最终得到落实，

妇女毛棉纺织训练班使众多边地妇女受到职业训

练，提高了西康区妇女的生产技能。

三、边疆服务运动中的妇女宗教事工

边疆服务部的福音传播工作是与教育、卫

生、生计等社会服务工作同步进行的。对边地妇

女传教授道，是边部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尽管

社会福音思潮兴起，但对社会工作目的性的认识

仍然有着强烈的传统意味。!"#& 年圣诞节前，

杂谷脑医院院长崔毓珊给边部写信提了几点意

见，被边部赞为“ 最好的礼物” 并公诸于杂志

上。其中一条意见是：“各区工作应多注重宗教

工作，虽然生计，医药，教育都重要，可是我们

能得到一个真正基督徒，就是增加了我们一份生

力军，比方医生医好了十个病人，有的不过道谢

一声，或捐点款，不见得就能真正了解本部，若

是能得到一个真正教友，便是与本部发生实际关

系。”!)-由此可见边部对传教工作的重视。基于这

一认识，边部同工努力开展布道工作，取得了一

定的成绩。

以川西区为例。前已述及，耿笃斋于 !"#%
年春前往川西区杂谷脑主持宗教工作。耿笃斋是

一位典型的宣教士，对于“ 为道作证” 极其迫

切。初到杂谷脑即开始作“ 茶社布道”，每日携

带各种 书 报 到 茶 社 陈 列；并 随 时 与 茶 客 摆 谈

“真道”，“ 每晚在营盘街布道堂中召集夷人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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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为之讲解圣经，并教以唱诗祈祷。”!"#除布道

工作外，他还积极成立查经班、妇女会、纺织传

习班等。在到达杂谷脑的第二年，耿牧师“ 即

努力重建营盘街的礼拜堂”，打算在此“ 创办一

处妇女圣经学校”。!"$耿笃斋的前期努力，为以后

边地妇女布道工作的开展打下了良好基础。跟随

丈夫崔毓珊到杂谷脑作布道工作的李美英也十分

投入，她表示非常“喜欢这工作”，认为是上帝

感召她到中国来从事福音传播的。李美英以杂谷

脑创办的民众夜校为基础，对边地妇女进行宗教

宣传。在 她 的 努 力 下，布 道 工 作“ 进 行 很 顺

利”，她在一封信中写道：“ 这些女生在星期日

很高兴和我们一起去作礼拜。”!"%

西康服务区同样重视对对边地妇女开展福音

传播。!"#$ 年 % 月底，“总会特派之布道员冯葆

光牧师”携眷至西昌，负责西昌的布道工作。&
月，冯葆光将西昌仓街福音堂收回。“然礼拜堂

已破坏不堪，器具荡然一空，浸礼会之旧教友，

多已星散死亡，所余无几。” 冯葆光于是“寻找

亡羊补牢并重建基础”。在给总部的《 西康区部

!"#$ 年秋季宗教工作报告》 中，他希望在“ 各

部中同工亦努力祷告切实合作以建设宁属之边疆

教会”的基础上，“切愿每个家庭都基督化，及

全家归主”。为此，服务区开展了“家庭礼拜”，

“每礼拜五午后五时，往各教友慕道友家庭中轮

流礼拜，籍此机会作向外布道工作。” 在冯的努

力下，家庭礼拜活动很快开展起来，“每次集会

人数，妇女儿童约有廿余人。” 为推进妇女布道

工作，冯葆光还成立了“妇女团契会”，“ 每星

期二上午午后五时集会一次。内容有崇拜、查

经、识字、卫生、演讲、学诗等项。” 加入妇女

团契会的妇女有十余人!"&。

昭觉服务处在 !"#& 年年度工作计划中，曾

提出 成 立“ 由 女 布 道 员 主 持” 的“ 妇 女 慕 道

班”，“ 以夷村为单位，携带诗歌及宗教书片，

教夷人妇女学习唱歌并讲述宗教故事，藉以推行

妇女教育”。昭觉服务处一般是登门对妇女班布

道，“顺带推行卫生教育”，其工作的细致认真

可见一斑!"’。为扩大基督教的影响，边部于 !"#&
年 ’ 月在西昌成立“西昌青年团契”。开办“妇

女查经班”，“各界女道友以及团员之属眷均可

参加”。为办好查经班，吸引更多妇女加入，西

康区部专门设立有“ 妇女股长” 职务，由女执

事刘素原担任，负责召集妇女儿童事工会议。!"(

西康区 还 规 定 每 月 终 举 行 一 次“ 妇 女 晚 会”，

“籍以商讨妇女儿童工作”!)*。

由于工作细致认真，西康区在吸引信众和发

展教徒方面，成绩突出。据方国渝旅行裸黑山的

沿途观察，基督教堂已被当地人士认为是“ 绝

大威权”。在小拉巴寨，除头目一家不入教外，

“民悉教徒”。“每星期日，全寨教民礼拜三次，

妇女单独举行一次”。鉴于当地有语言无文字的

状况，在传播基督教义时，边部同工创造性的以

罗马字母拼写裸黑语言，创造了一种裸黑文字，

教边民读《圣经》。方国渝就曾惊讶地看见过这

种以罗马字母拼写的裸黑文字《 圣经》!)+。由此

可见基督教在当地的影响力。

四、边部妇女工作的困难与社会效果

边疆服务是一项有价值的社会事业，得到社

会的广泛认同，但在实际运行过程中，也遇到了

许多尴尬和困难。李安宅曾指出，边疆社会工作

的困难表现在内在和外在两个方面。其内在困

难，“一因边地物质条件不够，一因边民了解程

度不高”；其外在困难，“ 乃在于边疆工作本身

条件以外者”!),。

具体言之，边部妇女工作的困难首先是妇女

布道员太少。川西区的耿笃斋牧师在实际工作中

体会最为深刻。他刚到川西区布道时，虽然常常

“单人独马，爬山进寨，孤苦之味，饱尝无余，

如遇困难，更感无力应付”，但他觉得这些并

“不是一般人传说之苦，边疆工作，亦不象一般

人想象之难。作者眼前感到的最大苦难，不是个

人在工作上，人力太单薄”，而是“ 当地同胞男

女间界限森严”，“ 因此更特别感到有女传道同

工之必要”。由此他呼吁“ 不久的将来能多有几

位同工来，共同工作，更望国内同道多为边疆服

务工作代祷，使真光早得普照在这一带。”!)-

边胞疑忌是边部工作的又一障碍。边部工作

人员在村寨巡回时，由于无本地人的介绍与导

引，“纯系单人开垦工作”，往往引起边胞怀疑，

“有的认为是调查民情者，有的认为是蓄意卜居

藉资营业者，还有疑为是算命先生”!)#。经过相

互接触，虽多数边民能逐渐了解其工作的意义，

但也有少数边民，“ 不免表现烦厌之感”，对服

务人 员 的 询 问“ 或 淡 漠 以 应 付，或 敷 衍 以 塞

责，”有的甚或还以为是边部来募捐的!)$。有的

边民对服务人员虽好，但他们内心总抱着怀疑，

任凭边部人员如何解释，都“ 除不尽他们的疑

心”!)%，让服务人员非常尴尬。尽管服务人员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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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望边民改变其疑惧心理，效果始终不甚显著。

边区恶劣的自然环境也是边部人员时常遇到

的难题。川西一带，有的地方“ 虽在夏天，也

可能冰天雪地，人迹罕到的山里羊肠小道有时宽

不盈尺，而旁边就是无底深渊”!"#；而西康区则

是“观其自然环境，世外桃源，察其实际生活，

人间地狱”!"$，在这里工作，服务人员“ 住则仅

避风雨，食则玉麦洋芋，行则惟有两腿，见闻限

于一山，来往只有边胞”!"%，各服务区“ 由于边

地环境特殊，生活交通种种不便，妇女工作发动

较慢”!&’，后来虽有女同工在边地工作，但与其

他工作比较起来，妇女事工显得缓慢。

此外，还应该看到，边疆服务是一项艰巨的

社会改造工程，需要包括各级政府及边地民众在

内的多方面的支持和配合，不是单凭教会的力量

就能实现的。从单纯教会的角度看，边部的宗旨

也很难完全实现。由于能够从事有效服务工作的

人才太少，实际参与的边部工作人员更迭频繁，

服务工作的连续性必然受到影响。

边疆服务的最大动力在于抗战激发的热情。

正如当事人自己所说的那样，他们的服务热情在

很大程度上是“抗战建国的迫力所给的赐予”!&(。

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的立场发生变化。!"#$
年 % 月 !& 日，国民党二中全会第 !" 次大会就边

疆问题虽通过一个议案，但其参政会“ 对于边

疆问题———边民的落后，边政的腐败———几乎没

有谈及”!&)。政府对待边疆事务的这种态度，直

接限制了边部工作的发展，致使抗战胜利之后，

边疆服务工作不但没有如教会所期望的因对日战

争的胜利而呈现“ 汹涌澎湃的（ 发展） 趋势，

反有回潮下降的危险”!&*。

尽管面临如此多的困难，边部同工的社会改

造工作及传教活动仍然取得了 ’ 定成绩，在边地

内外均产生了较大的社会影响。

首先，边部所从事的服务工作极大地改变了

边地妇女儿童受教育的状况。川西区和西康宁属

地区在边部人员进入之前，“没有正式教育⋯⋯

小孩要认字，唯一办法即是当喇嘛，不然便没有

认字的机会”。至于“ 国民教育”，当地人“ 脑

子里根本没有这种东西”!&+。根据此种状况，边

部将各工作据点作为教育中心，拟定具体教育计

划，“ 逐步实施”；在此基础上，还将包括妇女

教育在内的“ 成人教育与儿童教育同时举办”，

希望能达到“ 提高边民文化，化除民族隔膜，

灌输国家意义”的目的!&,。通过形式多种多样的

教育工作，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包括广大妇女儿

童在内的边胞教育状况!&-。有学者在评价边疆服

务部在阿坝州开办近代教育的成就时分析道：

“在当地的办学条件下，取得这些成绩相当不容易，

开创了阿坝州藏族羌族新式教育的先河。”!&#这一评

价如果用于其它服务区，也应当大体适合。

其次，边疆服务极大地改善了边地妇女、儿

童的健康及医疗卫生状况，降低了川西区婴儿死

亡率。边部初去边疆时，川西区新生婴儿死亡率

很高，约占 $()。考其根源，多数由于剪脐带

用的是没经过消毒的锈剪，婴儿由此受到感染而

患破伤风症而致。自边部在服务区创设医院后，

“类此劣根性风气得到了很大纠正”，虽“ 妊妇

以礼教束缚” 和传统习俗的影响，最初到医院

请求医生接生者，为数并不太多，但许多边胞因

服务人员的宣传，“已渐次明了” 破伤风症的缘

由。后来到医院要消毒、要纱布及剪刀消毒，以

备接生用者，“已大有人在”，“ 事虽未达尽善，

亦足证明边胞心理的改变”，其用锈剪剪脐带之

习俗和不相信西医的心理“已根本发生动摇”!&$。

复次，边疆服务加强了边地妇女与内地的社

会联系，增强了相互了解。例如，!"#* 年 % 月

底，佳山寨小学生及妇女识字班学生在崔德润率

领下参观成都。“留蓉十余日，备蒙各界热烈欢

迎。”四川省政府主席张岳军“ 以佳山寨学生来

蓉参观，在羌民历史上是一件创举”，特“ 请学

生们到他家中谈谈”。佳山寨学生还受到川康绥

靖公署邓锡侯、四川教育厅长郭子杰、十六区专

员王元晖等官员的接待，并与成都一些基督教学

校，如四川大学、金陵女子大学、华西神学院、

燕京大学、齐鲁大学、高琦中学等单位进行友好

联谊!&%。在其他地区，边部也通过多种方式促进

边疆与内地、少数民族与汉族的联系与交流，取

得了不同程度的成效。

综上可知，中华基督教全国总会在边疆服务

运动中针对边地妇女开展的社会改造与福音传播

工作，均取得了一定的成效。边疆服务的历史事

实表明，随着社会福音思潮的兴起，在华基督教

会对于中国边地农村尤其是少数民族地区的关

注，已经成为其传教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秦和

平教授指出，边部“ 籍教育、医药及农牧等为

媒介，从 改 变 社 区 经 济 着 手” 的 作 法，是 将

“中国式的农村传教方式，结合民族地区的特点

而加以扬弃”，“是对过去单纯传教方式的修正，

也是实践本色化的必由之路。”!.’秦教授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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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十分中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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