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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书

人物简介

于右任（１８７９－１９６４），辛亥革命时期，著名的报刊活

动家。陕西三原人，祖籍泾阳。原名伯循，字诱人，后以

“诱人”谐音“右任”为名，别署骚心、髯翁，晚号太平老人。

清朝光绪年间举人，因刊印《半哭半笑楼诗草》讥讽时政被

清廷通缉，亡命上海，遂进入震旦公学。震旦学院肄业后，

早年加入光复会和同盟会。１９０７年起先后创办《神州日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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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民立报》积极宣传民主革命。历任南京临时政府交

通部次长，国民联军驻陕总司令，审计院、监察院院长，是

国民党重要决策人物。１９１２年后担任南京政府交通部

长，国民政府审计院长、监察院长，前后共任监察院院３４

年，后随国民党退居台湾。于右任居台湾１５年，台湾书法

风气首次出现碑学压倒馆阁帖的趋势。１９６４年病逝于台

北。于右任墓位于台北市阳明山上，玉山主峰有其雕塑。

于右任精书法，尤擅草书，首创“标准草书”，被誉为“当代

草圣”，有“近代书圣”之誉。１９３２年，他在上海创办标准

草书社，以易识、易写、准确、美丽为原则，整理、研究与推

广草书，整理成系统的草书代表符号，集字编成《标准草书

千字文》（１９３６年由上海文正楷印书局初版），影响深远，

至今仍在重印。著作有《右任诗存》、《右任文存》、《右任墨

存》、《标准草书》等。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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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思想

与其他教育人士不同的是，于右任没有完整成型的教

育专著，他的教育思想多蕴含于诗文、言谈之中，贯穿于他

的全部教育实践过程。可以这样说，他不是纯粹的教育理

论家，但提出的有关教育方面的见解却是丰富而深刻的。

厘定教育方针

于右任认为，教育固然是立国的命脉，但若误用了，则

是亡国灭种的祸根。因此，“教育普及不普及是一个问题，

所普及的是什么教育却是另一个问题。”教育不普及，会造

成人民的愚陋，人民愚陋，还有方法使他们远离愚陋而近

于开通，但“若普及了一种落后时代、拂逆思潮、妨害人群

进化的教育，流弊要比愚陋大十百倍了。”因此，要发展教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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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事业，首先应当“力谋教育的普及”，这是所有关注教育

事业者所必须注意的，但问题不限于此，若不知道普及什

么教育，没有正确的教育方针，教育普及不仅不能收到教

育的善果，甚至普及的结果等于洪水猛兽。他指责中国封

建社会的教育是“愚民的教育”，诗、赋、制议、八股，形式不

同性质无异。统治者正是利用这种教育愚民，若能远离这

种教育，是中国的最大幸福。这类教育是万万普及不得

的。同样，当时世界实际存在的“暴民的教育”，也是普及

不得的。这是帝国主义、军国主义的教育，“过去的德意

志”，“将来的日本”，都是如此。教育的目的是为人类的生

存、发展和进步服务，但“暴民的教育”却将教育作为铁鞭，

将人们驱迫到国际战场上去，完全与现代教育原理相悖。

教育的精神、本质思想是根本的方向性问题，规定了

教育的取向，制约着教育的其他方方面面。由此，于右任

明确提出了“决定教育方针，更急于谋教育普及”的观点。

其精神实质就是反帝、反封建，这是当时时代的主题。于

右任主要从事政治及宣传活动，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他

不是一位职业教育家，他关于教育方针的思想虽然没有深

厚的理论及广阔的内容，却抓住了当时教育的根本性问

题。他又提出教育目的既要有现实性又要富有前瞻性，认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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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儿童所受的教育、所学的基础知识，应该能够保证他们

今后的运用，所以若单将眼前觉得所需要的教给学生，考

虑不到今后的需要，则“妄想支配二十年以后新生活”。因

此，他断言：“教育家是站在人类前头的，最少也须站前十

年，那么，制定教育方针时，便不作百年计，最少也须作十

年计。”这种关于教育方针问题的思想，既着眼于当前，也

从战略高度进行设计与把握，颇有见地。

规范教育内容

教育目的的实现，教育任务的完成，基本途径是学校

的各科教学活动，因此，教育内容的选择和教材的编写是

十分重要的一环。对此，于右任有高度的认识：“教科书是

教育的基本，凭你有多少教育家，高谈阔论到三十三天。

若一旦教科书在儿童心窝中种下祸根，总是教育家的罪

案。”于右任对当时的教材和学科教学内容中所存在的流

弊深有感触，斥之为脱离现实与生活，缺乏时代感，不是指

导人“怎样做人”，“不论什么教科书都会很浓重地发出一

股陈腐气息来，搬弄几件十九世纪以前的故事，与二十世

纪的做人方法有甚相干。不论什么教科书，都会发出一股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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汗臭来，铺陈几处繁华都会。又与二十世纪的做人方法有

甚相干？”触及了当时教科书考虑不到地区、环境等的差

异，严重脱离民众生活，以致激发不起一般学生的兴趣，难

以达到教育应有的成效等深层次问题。为此，必须着手进

行旧教科书的检查和新教科书的编订工作，成立一个“官

厅书肆”以外的大规模的教科书审订会，利用社会力量来

切实实现真正意义的教科书革命。他根据当时社会时代

及人生的实际需要，提出了教科书应具备的内容：“人类的

互动、生活机会的均等、人类本能的发挥、艺术的创作和进

步人生康乐的计谋、人类在自然界的平均发展。”从这种设

想中可以清晰地看到，于右任希望通过教育来寻求人类的

全面发展和进步，以教育来改变人类生活的不平等，利用

教育来提高人类的思想道德素质，激发人类的创造力，立

意之深跃然纸上。

军国民教育

于右任是一位忠实的民主革命者，在早年的《半哭半

笑楼诗草》中，就有“爱自由如发妻，挽太平以颈血”的诗

句，对社会现实的透视和对国计民生的忧虑，使他青年时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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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起就富于民主、民族革命精神，这必然影响他对教育的

理解。任职复旦公学时期，于右任极力提倡“学生自治”，

吸收学生直接参与学校的行政管理，如自办食堂、合作社

和储蓄银行以管理经济生活，而后，还有“民主法庭”的设

立，以锻炼学生的自治能力。由于民主气氛浓厚，各种“研

究会”、“讨论会”、“演讲会”如雨后春笋，争相竞出。上海

英文《大陆报》称赞复旦学生“最富民主精神”。他参与创

办的中国公学，力主发扬民主自治的精神，学校“注重德

学，以谋造成真国民之资格”，力谋“鼓铸强健文明之国民，

创自主之环境，谋实用于国民。”于右任认为一民众教育不

能限于知识经验的传授，应与救国和革命紧密结合，广泛

开展军事教育，以补国民教育的缺憾。他指出国民教育

“非待使举国之民读书识字而已也，必使全国之民有军国

民之精神，有军国民之能力”。“辅之以军队之教育，以补

国民教育之不及，其尤为一举而两得者乎！”这种将军事教

育渗透到国民教育之中的教育就是军国民教育，它是近代

富国强兵、抵御外侮历史条件下产生的一种进步教育思

潮，抗战时期又再度受人青睐。于右任认为，军国民教育

的目标在于培养国民实际斗争人才，实现“三民主义”，达

到世界革命。受这种思想的影响，于右任主持的“驻陕总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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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创立了中山军事学校和中山学院两所军事院校。

智能并重教育

在教育活动中，于右任主张，学生在校期间学习广泛

的科学知识，具备宽厚的文化素养及坚实的专业基础，同

时知能结合，培养发展个体及服务社会的各种能力。他鼓

励学生牢记马相伯先生“不读书不足救国，不研究深邃科

学，更不足以救当前之中国”，告诫学生“临渊羡鱼，不如退

而结网”，只要“国人能秉先生努力读书之诫，则中国必有

长足之进步。于右任创办的上海大学，开设广泛的课程，

注重基础知识的训练，使学生掌握各门科学的一般原理、

历史及现状，体现了他反对学科间孤立、隔绝，注重交叉、

渗透与综合，尤其是与社会现实相结合。例如，学习文学

专业除了学习有关的专业知识外，还开设社会学、伦理学、

社会心理学、科学方法论、社会进化论、中国哲学史等课

程。社会学系的课程与现实紧密结合，内容丰富，仅必修

课就有社会学原理、中外社会变迁史、法律学及法律学史、

历史哲学、生物哲学、中国近百年史等，同时还加强马列主

义基本理论的教育，为学生们提供了认识社会、改造社会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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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理论武器，引导不少学生走上了革命道路。

当时的中国，帝国主义与封建军阀“率兽食人”，社会

处于风雨如磐的境地。反帝反封建的国民革命浪潮汹涌，

改革的洪流浩浩荡荡。在这种背景下，学校与社会联系是

广泛而深刻的。于右任倡导实用之学，使上海大学在课堂

教学方面贯彻了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当时社会各阶级

动向的分析、中国政治经济现状的探讨、现实社会问题的

研究都在课堂教学中占有重要位置。在教师的引导下，培

养学生“读活的书，使读书与生活（尤其是社会的、民族的）

打成一片”。“褊狭而死的方法，上海大学的学生是不甘采

用的。”在于右任的倡导下，学生们以学实用之学服务社会

为目的，正如一位社会学专业的学生所说：“我们研究我们

的社会学知识，参考外国的社会学学说，预备实用于中国

社会。”上海大学的课外学术活动也是其教学的重要组成

部分。讲座、读书会、讲学会等是经常开展的。学校还鼓

励学生组织各种类型的社团。为了宣传革命道理、唤起民

众，１９２４年３月３１日，上海大学为平民及其子弟开设了

平民学校，以“普及教育、提高国民程度”为宗旨，积极投身

到国民教育与国民革命的洪流之中。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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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特色

于右任的教育思想及其教育实践活动是他的整体思

想及其社会活动的有机组成部分，也成为民国教育乃至中

国近现代教育史的宝贵财富，其主要特色有以下几方面：

爱国主义是主线

于右任很少说教育足以救国，但无时不在表达要教育

民众爱国的思想。这种精神不仅体现在他的诗作及教育

言论中，而且在其广泛的教育活动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正如他在家信中所说“欲报国家，有心无学，皆涉空想”，

“国事到为难处，我每感痛苦者，即所学不足以应变”，“以

后用功，要往切实处做才是”。字里行间流露出以学报国

的赤子之情。在就任靖国军总司令时，于右任在总司令部

下设立教育处，大力发展地方教育，并将两者结合起来，使

之相互促进，将救国寓于新教育的创设之中，吸引了各地

的进步青年。就任“驻陕总部”司令以后，于右任积极开展

平民教育，促进了教育与革命的进一步结合。１９２７年４
·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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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驻陕总部”成立了以共产党员杨明轩、王绶金等为首

的“强迫平民教育筹备会”，宣布平民教育的宗旨是培养国

民实际斗争人才，实现民族、民权、民生主义，达到世界革

命。４月１８日，在西安莲花池，召开了声势浩大的强迫平

民教育运动大会，于右任在大会上发表演讲，提出了“教育

社会化、教育革命化”的口号。于右任在他参与创建的学

校中，积极为学生创造充分自由地思索革命、探索国家前

途、积极参与社会活动的自由氛围，培养学生的民主意识、

自治能力、参与精神，激发学生对国家前途、社会改革的热

情，上海大学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

上海大学“不是一个死读书本的学校，而是一个与革

命密切结合的新型的社会学校”。１９２３年８月，提出办学

的目的在于认识社会、改造社会。因此，上海大学应当具

有时代性、革命性，才能担负时代所赋予的使命和革命的

责任。它的立校精神着重理论与实际结合，平时教学特别

强调使学生读活的书。社会学系对马克思学说作系统的

讲授，并以讲学与行动相结合，颇具号召力。学校的学生

会组织严密，学生把宣传救亡图存作为自己的使命，积极

参与街头巷尾的讲演，散发进步的刊物、传单，起到了唤起

民众、组织民众的作用。
·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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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办报纸，利用舆论，致力于社会教育

学校教育影响范围是有限的，在近代中国救亡图存的

艰难岁月中，如何使大多数民众从愚昧落后中解脱出来，

是时代对教育家提出的严峻课题。于右任认识到办报有

助于新知识学习与新思想的传播，并能启发民众觉悟、转

移社会风尚和习俗。

１９０７年４月２日，《神州日报》创刊，于右任任经理。

该报试图“以祖宗缔造之艰难和历史遗产之丰富，唤起中

华民族之祖国思想”，“激发潜伏的民族意识”，它以革命主

张为“经”，以优美文字为“纬”，持论公正，曾用大量篇幅介

绍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和政治口号，主张发展民族资本

主义经济，针砭清政府的黑暗腐败以及预备立宪的骗局，

揭露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罪行，号召国人挽救危亡，救国

强民。还开辟了学校动态与体育新闻等新栏目，吸引着广

大青年学子。《神州日报》自筹创之日即与复旦和中国公

学不可分。于右任指出，“复旦、中国公学创立后，因用这

两个大学作基础，由母校中联络八个人出来，开办了《神州

日报》。从此，早起去吴淞教书，下午归来办报。《神州日

报》的主笔多为复旦和中国公学两校的同学。这说明《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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