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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谊勋章获得者
伊莎白·柯鲁克

伊莎白·柯鲁克（Isabel Crook），女，加
拿大籍，1915 年 12 月 15 日出生于中国四川
成都。

1938年，在加拿大求学的伊莎白青春正
好，但她选择回到她的出生地中国成都。小
时候跟父母在中国的经历，让伊莎白对中国
的农村产生了兴趣。父母一开始让她继承
教育事业，劝她从事幼教，攻读儿童心理
学。但伊莎白自己想研究“人”，辅修了人类
学。

伊莎白回中国后的第一件事，不是跟着
父母搞教育，而是去农村了解农民，了解少
数民族的生活状况。那时，村里的藏族老百
姓很多事都靠牦牛，伊莎白发现村民们用手
捻的办法，把牦牛的毛纺成线，效率特别低，
她就特意从成都背了个纺车送到村里。

1942 年，伊莎白与大卫·柯鲁克(David
Crook，英国人，1910年-2000年）结婚，并参
加国际反法西斯战争。1943 年加入英国共
产党。

1947 年来到晋冀鲁豫解放区太行山区
十里店村庄考察，记录下中国共产党的群众
路线，以及当地土改的全过程。

1948 年应中国共产党邀请来到南海山
外事学校（即北京外国语大学前身）任教，躬
耕六十余载，为新中国英语教育事业付出了
全部心血与智慧，为新中国培养了首批外事
干部、大批杰出学者和外交人才。

作为研究人类学和社会学的学者，伊莎
白撰写的《十里店——一个中国村庄的革
命》《兴隆场》等著作相继在中国和美国出
版，两本著作忠实观察与记录了中国革命与
建设，以自己的方式向西方、向世界介绍中
国，为对外友好交流做出杰出贡献。

2007年，北京外国语大学授予伊莎白女
士“终身荣誉教授”。2008年，加拿大多伦多
大学授予伊莎白名誉博士学位。2016 年和
2018 年，中国政府先后授予她“十大功勋外
教”和“改革开放40周年最具影响力的外国
专家”荣誉称号。

2019年9月，伊莎白女士获中国国家对
外最高荣誉勋章——中华人民共和国“友谊
勋章”。颁授词写道：伊莎白·柯鲁克，新中
国英语教学的拓荒者，为我国培养了大量外
语人才，为中国教育事业和对外交流、促进
中国与加拿大民间友好作出杰出贡献。

这位著名国际友人、人类学家、北京外国语大学终身
荣誉教授，一生关注中国农村发展，与重庆璧山结下了80
余年的深厚情谊。2019年，璧山区授予她“重庆市璧山区
荣誉市民”称号。

记者根据公开报道资料整理，还原这段历史渊源，一
起送别为中国奉献一生的国际友人。

一场实验
开启世纪情缘

1915年，伊莎白出生在四川成都，父母是加拿大传教
士，在成都华西协和大学任教。她大部分童年和少年时
光在中国度过。

父母常带着年幼的伊莎白在四川的山里游玩，她因
此接触到很多少数民族人群，并渐渐对人类学产生了兴
趣。

1938年，正值抗日战争时期，刚从加拿大多伦多大学
儿童心理学专业硕士毕业的伊莎白选择回到中国。

当时，中国的海盐供给线被日军切断，盐价暴涨，民
不聊生。中华基督教协进会计划在兴隆场（今重庆市璧
山区大兴镇）筹建食盐供给合作社，向穷人提供买得起的
食盐。

1940年，由平民教育家晏阳初牵头的中华平民教育
促进会以璧山作为“试验县”开始试点华西实验区。

1940年10月，经晏阳初介绍，对中国乡村多有了解
的伊莎白，受邀来到兴隆场，协助调查全乡1500余户居
民的经济生活状况。

这场乡村建设实验项目，开启了伊莎白与兴隆场的
“世纪情缘”。

调查并非易事。当时，兴隆场的社会环境复杂，匪患
猖獗，村民们人心惶惶。一个外国人，如何才能跟老百姓
打成一片？

伊莎白的“秘诀”就是调查时从不带笔和纸，即使后
来与乡民们熟悉后受到热情接待，她一举一动也尽量小
心谨慎，避免引起乡民们的不安。

就这样，伊莎白白天走访调查，晚上再将调查材料用
英文打字机记录下来。在那段不同寻常的日子里，伊莎
白外出时常常穿着和当地人一样的草鞋，不同的是要拿
一根棍，防止狗咬。

伊莎白通过社会调查，用一幅幅世俗风景体现贫困
户的吃穿保障、住房、医疗、教育等内容。这场战火纷飞
中的乡建实验虽以失败告终，但也是对乡村旧有社会改
造的重要一步。

1942年初，由于太平洋战场形势的变化，建设项目被
迫中止。伊莎白带着遗憾告别兴隆场前往英国，与大卫·
柯鲁克结为夫妻。

六度重访
结下深厚友谊

1947年，伊莎白和丈夫再次选择来到中国。
夫妇二人应邀在一所新成立的外事学校教英语，为

新中国培养第一批外交人才。新中国成立后，该校更名
为北京外国语学院，即北京外国语大学的前身。伊莎白
成为学院英语系的一名教师，一做就是半辈子。

但是，伊莎白始终无法忘记兴隆场的一切。
20世纪80年代初，伊莎白离开教学一线后，再次打

开那只盛放着兴隆场调查资料的抽屉。她决定将这些宝
贵资料编撰成书，让青年学生对旧中国乡村社会有更多
了解。

1981年8月，66岁的伊莎白重返阔别许久的兴隆场
即现在的璧山大兴镇调查访问。此后，她又分别于1983
年、1997年、1999年、2001年和2004年五次重访大兴镇，
为写书体验生活、收集资料。

“她每天都早出晚归，中午也顾不上休息，穿梭于农
村、企业、学校、农家之间。”曾陪同伊莎白调查的原大兴
小学校长巫智敏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80多岁的伊莎白
精神矍铄，白天走访调查，晚上还要整理资料。

六次重访大兴镇后，伊莎白终于得偿所愿。2013年
1月，伊莎白编撰的《兴隆场：抗战时期四川农民生活调查
（1940-1942）》一书正式出版。

这是社会人类学历史上第一部由西方女性及其中国
合作者完成的逐户采访式的社区调查报告，对于研究抗
战时期中国农村的经济、教育、性别关系、乡村建设实验
等具有重要意义。

伊莎白不只是到兴隆场搞社会调查，她为这里付出
了更多。

在《兴隆场》中，伊莎白记录下来当时人们对西医的
态度：“绝大多数老百姓‘信巫不信医’，普遍把巫术当治
病的法宝。”

调查工作之外，伊莎白还和同事们开办小诊所、育婴
小学、贫民识字班等，免费招收贫困儿童，教孩子们识字
和卫生知识。

伊莎白到兴隆场半年后，当地人对西医的态度才逐
渐好转。“一年之内兴隆场人的看病习惯发生了翻天覆地
的变化，患头疼脑热、被烧伤烫伤的都往诊所跑。”

1999年，伊莎白与美国东北大学历史系的好友柯临
清教授来到大兴镇，设立了“伊柯专项基金”，用于资助贫
困学生。

她将每月收入少部分留作生活费，大部分存入“伊柯
专项基金账户”。截至2020年，“伊柯专项基金”共资助
大兴镇40余名学生，从小学一直到大学毕业。

再回璧山
亲人一生不忘

在璧山大兴镇，伊莎白可以说是当地最有名气的外
国人了。

大兴镇的老人们知道，这是一位漂亮的外国姑娘，抗
战时期在大兴镇搞社会调查、开诊所、教认字；年轻人们
知道，这个外国老人多次来过大兴镇，资助了不少贫困孩
子读书。

2019年6月24日，重庆市璧山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决定授予伊莎白·柯鲁克教授“重庆市璧山区荣誉
市民”称号。

2020年，105岁的伊莎白在京签署捐赠协议，将她珍
藏的与璧山有关的10箱档案资料全部捐赠给璧山区档案
馆。

这10箱档案资料，包括伊莎白1940年在兴隆场调查
的原始资料，以及当时与家人往来的100多封英文书信；
撰写《兴隆场》一书过程中的历次手稿；1981—2004年间
6次重返璧山大兴镇的调查资料；与当地群众及贫困学生
的往来书信等。

璧山区档案馆展厅，设置了璧山兴隆场专题特藏室，
伊莎白捐献的资料存放在里面进行展示。当时，伊莎白
表示，“这些资料是属于璧山人民的，应该交给他们。”

2022年5月27日，作家谭楷出版的《我用一生爱中
国——伊莎白·柯鲁克的故事》成渝两地阅读分享会在大
兴镇举行。

去年，身在北京的107岁的伊莎白·柯鲁克和儿子柯
马凯通过视频连线的方式，一起出镜，以这种特殊的方式

“回”到璧山。
“她在人生最美好的年纪来到璧山，兴隆场是她的人

类学研究工作中停留时间最长的地方，在她心里占据着
特殊的位置，也最令她神往。”当时，柯马凯在接受媒体采
访时表示，虽然妈妈很难再回璧山，“与璧山亲人们的深
厚情谊，妈妈一生都不会忘记。”

综合新华社、重庆日报、上游新闻、华龙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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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莎白与重庆的世纪情缘
忆 据中国工合国际委员会官微消息，中国工合国际委员会顾问伊莎白·

柯鲁克女士，国际共产主义战士、教育家、人类学家，新中国英语教学拓荒
人，北京外国语大学外国专家、终身荣誉教授，于2023年8月20日0时
59分在北京逝世，享年108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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