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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玉章同志是我国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教育家、马克思主义历

史学家和语言文字学家，也是新中国教育的开拓者和中国人民大学的创

始人。

朱德和 “延安五老”中的董必武、林伯渠、吴玉章和谢觉哉合影

吴玉章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从青年时代参加１８９８年的戊戌

变法运动起直到１９６６年１２月１２日逝世近七十年，历经辛亥革命、护

法战争、五四运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等重大

历史阶段，他始终置身于时代的最前列，正如刘伯承、陈毅两位元帅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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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七十寿辰的贺信中所说：“无役不从。”几十年来投身革命，“颠沛流

离，艰苦备尝，始终不变”，坚定的革命信念和不屈的斗争精神使他与

董必武、林伯渠、徐特立、谢觉哉四人并列为 “延安五老”。 “延安五

老”这一称谓，缘自朱德总司令于１９４２年写的 《游南泥湾》一诗，因

诗中有 “轻车出延安，共载有五老”等句，故得名。

这位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从小立志 “做点有益于人，有益于国

的事情”。长大后，吴玉章为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东渡日本留学，期间

发生了一件事，令他的爱国之情难以抑制，也正是此事让他深刻地体会

吴玉章留学日本时的日记一页　　

到：“莫谓东方皆落后，亚洲崛起有黄人。”

那是１９０４年元旦，清朝末

年中国贫弱，日本人在悬挂万

国旗时故意不挂中国国旗，这是

对中国学生的极大侮辱，一时间

群情激奋。为维护国家和民族的

尊严，吴玉章挺身而出，代表留

日学生向学校当局严正提出：必

须立即向中国学生道歉并纠正错

误，否则全体留学生就要举行罢

课和绝食以示抗议。学校当局在

中国爱国留学生的强大压力下，

不得不认错道歉，斗争获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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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玉章在日本时写给故乡友人的信稿

尽管此事已经过去，吴玉章却难以释怀，归国后的他奋不顾身地投

入革命浪潮中，成为戊戌维新运动的拥护者和宣传者，后来参加了孙中

山领导的同盟会和辛亥革命。辛亥革命前前后后整个过程，吴玉章都历

其始终，还参与了谋炸两江总督端方、广东水师提督李准和谋刺清朝摄

政王载沣的活动。著名的广州起义 （黄花岗之役）他也参与其中，并成

为幸存的少数同志之一，此后其推翻旧制的革命之心愈加坚定。随后，

吴玉章又作为四川 “保路运动”的重要发起人，继续革命。他领导的荣

县起义成为资产阶级革命最早成功的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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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昌起义失败以后，吴玉章和刘伯
承在党的安排下于同年１０月到了苏联。

此后，他在莫斯科、远东、西欧辗转学
习和工作了十一年之久。图为在苏联时
的吴玉章

２０世纪２０年代，吴玉章在四

川创建中国共产党四川省党组织，

为四川乃至中国造就了一大批各

类人才，彪炳史册。吴玉章曲折

漫长的一生，是始终不渝寻求真

理、努力奋进的一生，他怀揣着

热忱的爱国之情，逐渐成长为坚

定的革命者，最后转变成忠诚的

共产主义者。值得赞颂的是，吴

玉章走上共产主义道路后，为中

国革命事业奋斗终生的信念越发

坚定。

国共第一次合作后，他协助

朱德、刘伯承同志发动泸顺起义，

这次行动也是中国共产党开始掌握军队的尝试之一。南昌起义，吴玉章

也参与其中并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一时期，积极参与革命工作的吴玉章

仍没有忘记将自己的爱国救时之情付诸笔墨。

１９３５年，吴玉章同志秘密奔赴法国巴黎主持 《救国时报》的出版

发行工作。

在第二次国共合作期间，吴玉章在与蒋介石的一次会面中，面对蒋

介石 “你是老同盟会、国民党的老前辈，还是回到国民党来吧”的劝

诱，吴玉章明确表示：“我加入共产党是相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真

理，深知只有共产主义才是社会发展的唯一正确道路，对于这一点，我

是不动摇的，决不会二三其德，毫无气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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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 国 时
报》呼吁中华民
族一致对外，建
立抗日救国的联
合战线，在国内
外影响广泛

　

　　１９３８年４月，吴玉
章回到阔别十一年的祖
国。他庄严宣告：要为
民族的解放奋斗到最后
一滴血。图为吴玉章和
陈绍禹、周恩来、罗炳
辉 （从左至右）在武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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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玉章先后担任陕甘宁
边区政府文化委员会主任、

鲁迅艺术文学院院长、延安
宪政促进会会长、延安大学
校长等职。图为吴玉章在给
鲁艺师生作报告

正是这样坚决而彻底的革命之心，吴

玉章在八年抗日战争期间，更是发挥老一

辈革命者的斗争精神，他为建立和巩固抗

日民族统一战线而在武汉、重庆等城市积

极奔走。

在延安，留下了他建设和发展抗日革

命根据地而忘我工作的身影，也留下了

《和印泉老兄 “七七”三年抗战纪念感赋原

韵》《和朱总司令游南泥湾》的感人诗篇。

吴玉章和徐特立在 “七大”会场上

解放战争时期，吴玉章参加了政治协

商会议以及党的南方局的领导工作，还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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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作中的吴玉章

任中共四川省委书记，继续

领导西南地区的解放斗争。

而这一时期的吴玉章已是老

人，救 国 救 时 之心 毫不 衰

减，党交给的艰巨任务也是

出色完成。《答谢董老寿诗》

《四川省委被迫自重庆撤回

延安有感》 《敬熊老寿我新

诗》 《酬谢老且志无过》等

诗正是该时期吴玉章的情怀

写真。

新中国成立后，吴玉章谢绝了拟委任的重要行政事务，担任中国人

民大学首任校长期间，集中力量办教育，为新中国的教育事业做出了巨

大贡献，成为新中国高等教育的开拓者。年近古稀的吴玉章依然没有被

年岁所累，以常人难以想象的热情投身于党和国家的教育事业中，而这

一时期，也是吴玉章诗文创作最为丰盛的时候。

作为辛亥革命的先驱者，吴玉章对民族的孱弱痛心疾首，对祖国

的危殆忧心如焚。他知道民族复兴、祖国富强的希望寄托在青年一代

的身上，因此，祖国的未来需要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高等教育中

最为紧要的是理想信念教育，吴玉章认为 “国家不可一日无青年，青

年不可一日无觉醒”，他坚信只要 “青年不死，即中华不亡”，曾经奋

力呼吁广大青年发扬 “薪胆精神”，共赴国难，争雪国耻，发奋为雄，

再造神州。

执掌中国人民大学的十七年间，吴玉章始终面向工农开门办学，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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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华北大学的基础上成立的中国人民大学，于１９５０年１０月３日举行开学
典礼。图为校长吴玉章讲话

创函授教育，采取多种形式办学，将正规办学和社会办学、校内办学和

校外办学、脱产学习和不脱产学习结合起来，成为推动新中国高等教育

大众化的第一人，为国家建设培养了大量人才。身为新中国高等教育的

先行者，他秉持 “一贯有益于青年”的原则和宗旨，做新中国青年的良

师益友，关心、爱护青年，殷切当好青年的导师和引路人。

吴玉章对共产主义事业的拥护之心，对国家的赤忱之心，对教育的

改革之心，对青年的爱护之心，都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光辉典范。无论是

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还是在中国近现代史上，吴玉章都是一位不可

忽视的重要人物。

毛泽东曾对吴玉章同志如此评价道：“一个人做点好事并不难，难

的是一辈子做好事，不做坏事，一贯的有益于广大群众，一贯的有益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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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一贯的有益于革命，艰苦奋斗几十年如一日，这才是最难最难的

啊！我们的吴玉章老同志就是这样一个几十年如一日的人。”

毛泽东主席对吴玉章给予高度评价

作为老一辈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吴玉章同志可谓是历经戊戌变法、

辛亥革命、北伐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新中国建设而成为跨世纪

的革命老人。

这位革命老人，还与毛泽东、朱德、董必武和谢觉哉等无产阶级革

命家一样，喜欢读史书，喜欢诗文，常常兴之所至写就一两篇抒情明

志。吴家的家风培养了他忠厚笃诚、坚忍沉毅的性格，早年勤奋好学使

他学识渊博，少年时就有 “金石文章”之美誉。尽管吴玉章同志谦虚地

说自己不会作诗，但是一生里却创作了不少诗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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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玉章在开国大典上

我们可以从吴玉章同志留存的诗文中发现，其诗文受诗圣杜甫的影

响巨大，他的诗文也重在 “善陈时事”，尽管少了一些浪漫主义色彩，

却能真实地记录每一个当下。因此，在他的诗文里看不到风花雪月，也

难得儿女情长，往往关注国家民族的政治大局和历史转折时期的重大事

件，可谓是历史的真实记录，这些诗文既是宝贵的文学遗产，更是一笔

丰厚的精神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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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年吴玉章　　

　　吴玉章在东京写作的这
一首七绝，抒发了救国图强
的激烈情怀

然 而 革 命

年 代，吴 玉 章

辗转各地为革

命 奔 走，许 多

诗文已经散佚，

存世的篇章不

多。编 者 四 处

搜 集 材 料，借

鉴 胡 国 强、胡

林、毛淑芳老师苦心编注的 《吴玉章诗选

注》，汇集成文。

这些诗文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中国革

命史的真实写照，因为吴玉章几乎为了新中

国的革命事业和教育事业而奉献了一生，正

如党中央在他六十寿辰时的祝词中所说：

“是近几十年里一部活的中国革命史的缩

影。”所以，我们自然能够从这些诗文中看

到吴玉章从接受新学到东渡求学参加中国同盟会再到加入中国共产党的

心路历程，也能通过吴老参与的中国近现代史上一系列重大的历史事件

梳理历史发展的脉络。我们虽不能再回到那个风云变幻的革命年代，但

是我们可以跟随吴老的诗文重温历史，珍惜当下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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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语 　

吴玉章同志是我国著名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也是教育家、

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语言文字学家。他的一生经历了旧民主

主义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几乎所有重大的历

史事件，求学流亡二十年，奉献人民七十载，是中国革命的一

个缩影。他对中国革命的贡献，历来为人们所敬仰。

吴玉章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同时也是追求马克思主

义真理的一生。他的思想从最初忠君爱国的旧思想到变法维

新，又发展到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最后坚定信仰共产主

义。吴玉章同志革命理想的几次变化，代表了一代知识分子在

近代中国探索救国救民之道的曲折历程，他不断地顺应时代潮

流，不断地追求进步，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奋斗了一生。

回顾吴玉章同志一生革命理想的变化，不但有助于我们理

解为什么只有共产主义、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同时，

这些革命理想对今天的我们仍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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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游述志

不辞艰险出夔门，

救国图强一片心。

莫谓东方皆落后，

亚洲崛起有黄人。

一九○三年于长江三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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