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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书

人物简介

吴敬恒（１８６５—１９５３），原名叫吴朓，小时候叫吴纪灵

（又称寄蛉），字稚晖，后改名吴敬恒，笔名燃、燃料、夷。江

苏阳湖（今武进）人，政治家、教育家、书法家、中央研究院

院士。青年时就读于江阴南菁书院，光绪举人。甲午中日

战争以后，任北洋学堂教习。后任上海南洋公学国文教习
·１·

吴敬恒



及学长。１９０１年留学日本弘文师范，同年１１月与蔡元培

等创办中国教育会和爱国学社。１９０２年１０月，吴敬恒参

加《苏报》笔战阵营，猛烈抨击祸国殃民的清政府。１９０３

年，《苏报》案爆发，吴敬恒秘密逃往香港，然后去英国，再

转往法国。１９０５年在法国参加孙中山先生创办的中国同

盟会，次年与李石曾、张人杰等组织世界社，刊行《新世

纪》，辛亥革命后归国。民国初期应邀主持推行国语注音

字母工作。１９１２年春与李石曾等在北京发起留法俭学

会，设立留法预备学校，１９１５年赞助旅法华工在巴黎设立

勤工俭学会。１９２１年任里昂中法大学校长。１９２５年在北

京南小街创办海外补习学校。曾参与拟定试行大学区计

划。历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主任、国民党国防最高委员

会常委、中央研究院院士、总统府资政、国民党中央评议委

员等职。１９４９年去往台湾，任总统府资政、中央评议委员

等。１９５３年１０月病故于台湾。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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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成就

１９１１年１０月，武昌起义爆发，南方各省纷纷响应，清

朝统治崩溃已成定局。孙中山由美国至英国，准备返回国

内。吴敬恒在伦敦为孙中山处理各种函电，共商建国大

事，定青天白日旗为国旗，于伦敦唐人街首先悬挂。孙中

山临回国时，关照吴敬恒也要及早回国。这样，吴敬恒在

孙中山抵达上海３天后即１２月２８日也到了上海。民国

肇建，各派势力竞相争权夺利，就连同盟会内部也是争得

不可开交。孙中山非常敬重吴敬恒，要推荐他出任教育总

长一职，但吴敬恒恰恰与一般人相反，坚决推辞。此后直

到孙中山逝世的十多年时间里，他所致力的就是提倡教

育、科学。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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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国音

吴敬恒走遍中国南北，到过英、德、法、日，深知汉语同

文不同音，各地方言常令外地人无法听懂，而其文则因无

注意，让人难以学习。吴敬恒认为，“无音可读”是汉字的

一大缺点，如若能为汉字“娶一注音老婆”，并把所注国音

并入汉文内，在全国推广，不仅可弥补汉字的缺陷，且可便

利平民，成为他们真正的“救苦救难观世音菩萨”。

早在１８９５年，他便草创了“豆芽字母”，与卢戆章的

“第一快音新字”同开中国拼音字母之先河。在巴黎时期，

他又对中国语言文字的改革进行过研究。现在，这位革命

元勋可以完全投入。１９１３年１月，他担任国语读音统一

会会长，并在该年２月召开的全国读音统一会会期中，用

３个月时间，主持制定注音字母。１９１７年在此基础上取六

千余字编定《国音字典》，１９１８年出版。自１９１９年起，他

主持国语统一筹备会（后改为国语推行委会），提出在国推

行注音符号的任务、方案、办法；修订标准音，审定《国音常

用字沁》等多种国语书籍，颁为国家本；在各国立师范学校

增设国语专修科，并出任上海国语师范学校校长，亲自在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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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语师资班兼课，以训练推行国语的人才；编制《汉语拼音

表》、《注音符号》一类的通俗教材，力图国语推行的通俗

化、简易化、普及化。吴敬恒以后仍继续关注这一工作。

他以自己毕生精力于国音统一工作，奠定了民国时期推行

“语同音”的基础。

提倡勤工俭学

吴敬恒十分关心教育。民国建立后，他就中国传统教

育的缺点，以及今后的教育目的、方针、作用和学校教育、

社会教育等问题，发表了一系列文章。他还发起俭学会，

设立北京留法预备学校，倡导组织青少年赴法勤工俭学，

将其新教育思想付诸实践。１９１５年他与李石曾等发起勤

工俭学运动；１９１７年初在《中华新报》辟“客座谈话”专栏，

介绍留学欧洲应具备的知识和外国风俗见闻；１９１９年初

与李石曾等发起组织留法勤工俭学会；从１９２０至１９２２年

他筹建了中法里昂大学并出任校长；１９２５年又创办了海

外补习学校，为国民党要人子弟出国留学作准备。

吴敬恒致力国音统一和倡导勤工俭学，在中国现代史

上有重要的意义，前者有利于提高全国平民的识字能力和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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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水平，后者培养了科学技术和政法人才，中国现代史

上许多重要人物都接受了他的教育和影响。官稚晖抱着

革命不是为做官，但仍十分关心国事。他的名言是：官是

一定不做的，国事是一定不可不问的。所以，他以民国元

勋致力国音统一和倡导勤工俭学，他以普通公民积极参与

政治。

吴敬恒是中国近现代史上一位颇具特色而有过较大

影响的人物。他学贯中西，爱国坚定，生活淡泊，致力教

育，赢得了当时人们的崇敬并受到其深刻的影响。蒋梦麟

称赞他是中国学术界一颗光芒四照的彗星；胡适誉之为中

国近三百年来四大反理学的思想家之一，１９６３年联合国

科教文组织第十三届大会上举存他为“世纪伟人”。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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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成就

吴敬恒一生十分简朴，外出总是以步当车，经常罢车。

他视金如身外之物，通通用来接济别人。他身边唯一珍贵

的东西，就是他两万多册的藏书，还有从２１岁开始日积月

累而成的二三十箱文稿、信件、剪报。其中重要著作有《客

座谈话》、《上下古今谈》、《荒古原人史》、《二百兆平民大问

题》、《注音符号作用之辨证》、《稚晖文存》等，在台湾出版

的有《吴敬恒先生选集》（上、下册）《吴敬恒选集》（共１３

册，分为哲学、文化教育、国音文字学、科学、政论、书信、序

跋游记杂文、上下古今谈，各为１册或２册）。

组建爱国学社

１９０２年１０月，吴敬恒、蔡元培等人发起成立爱国学

社，吴敬恒任学监兼国文教员。１９０３年起，爱国学社在张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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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发起演说会吴敬恒等纷纷登台演说，《苏报》将张园演说

词刊登出来。１９０３年夏，《苏报》聘章士钊为主笔，章太

炎、蔡元培为撰稿人，报道各地学生的爱国运动，推荐、发

表了邹容的《革命军》和章太炎的《客帝篇》、《驳康有为政

见书》、《革命军序》等文，革命旗帜鲜明，一时欢迎如狂。

清政文化教育十分恐惧，并派人勾结上海公共租界工

部局捉拿邹容、章太炎、蔡元培、吴敬恒等人。结果，章太

炎在租界被捕，邹容自动投案，吴敬恒在亲友的劝说下连

忙离开上海，先坐船到香港，后转赴英国。

１９０３年８月，吴敬恒抵达英国，他在英国积极为当地

中国留学生排忧解难，在留学生中声望很高。１９０５年春，

孙中山赴欧洲，在伦敦拜访了吴敬恒，这是两位革命家相

见之始。孙中山请他一起到老师康德黎家里吃饭，殷殷相

待。会晤给吴敬恒留下深刻印象，他事后回忆：“国父是一

个很诚恳、平易近情的绅士。然而只觉是伟大，是不能形

容的伟大，称为自然伟大，最为适当。世俗所谓伟大，都是

有条件衬托出来的，或者是有贵人气，又或者有道学气，又

或者有英雄气，或者摆出名士气，而国父品格的伟大，纯出

于自然。”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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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新世纪》

１９０５年夏，孙中山到日本，各个资产阶级革命团体在

东京联合成一个中国同盟会，以实现民族、民权、民生三大

主义为奋斗目标。同年冬，吴敬恒抱着“我不入地狱，谁入

地狱”的决心在伦敦加盟。１９０７年，他与张静江、李石曾

在巴黎组织世界社，发行《新世纪》，并组织中华印字局，广

印书报，鼓吹革命。巴黎《新世纪》创刊于１９０７年６月２６

日，停刊于１９１０年５月２１日，每周１期，共出１２１号，吴

敬恒始终主持其间。《新世纪》成为革命党的一大喉舌，与

在东京出版的《民报》东西相应辉。

吴敬恒在主持《新世纪》其间，以雄健犀利的笔锋论述

了许多重大问题。他屡屡著论抨击清室，认为清廷不废，

迫使四百兆人浮沉于欲进进步能进步之地位。欲争起直

追，能左右于优等之民族，同趋于公善，非破弃一切障碍不

可。破弃一切障碍则以毁灭皇统为根本之图，万以毁灭满

洲皇统为根本之根本，故他说：“排满革命，非种族上之问

题，乃革命条件上之事类也。”他又屡屡著论痛斥满清之所

谓，立宪“决不能真”。因为真立宪就意味着清政府自割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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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丧失统治权。而由于清政府只会搞假立宪，革命也就

必不能免。他又针对国人的麻木，作文鞭笞，甚至于将昏

睡的中国人讥讽为“猪生狗养”，话虽尖酸，却能惊醒国人

的灵魂，促国人毅然奋起。他又大谈科学教育，学习西方

工艺，认为要使中国真正走向富强，要造就一代新人，非注

重教育不可。

大同思想

吴敬恒在巴黎主编《新世纪》周刊时，正值克鲁泡特金

的互助论盛行之时。当时处于资本主义发展比较稳定的

时期，出身俄国的克鲁泡特金创造了互助论，宣称自己是

一个共产主义的无政府主义者。他认为互助是生物界以

及人在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人类通过互助即可进入各尽

所能、各取所需的共产主义社会。

吴敬恒在积极参加孙中山领导的反清斗争中接受了

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宣传无政府主义，鼓吹实现一个理

想的大同世界：它没有强权、军队、法律，消灭阶级、去国

界、毁政府，众生一切平等，人我无界，无争无忧竟怡然四

海如春。在这个社会里，物质文明十分发达，凡劳动都归
·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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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器，每人每日只要工作２小时，便已各尽其能，人们享用

的东西，应有尽有，使人各取所需，全世界共用一种语言

８０％的经费用于教授人民生活科学知识，２０％的经费教授

人们的无政府思想化理。这个社会不再有统治者与被统

治者的区别，只有化理而没有法律，人人正直无私，诚实可

欺。从吴敬恒的描述中不难看出，其大同思想与儒家的大

同思想相联系，受克鲁泡特金的思想影响，但又具有自己

的特点。

吴敬恒还进一步论证了无政府主义思想体系的理论基

础为人性本善。他认为“世界本善，人性亦本善”。只是接触

到环境的影响才使本善的人性发生了变化。世界的发展是

善恶交替发展、斗争的结果。那么，如何才能使人性发露接触

万事万物时能不受环境影响而达到善呢？他认为这有待于

理智的审查，即通过理智的作用使恶制于善，使善善相续。吴

敬恒一再宣称，“人类向于进化，本由良德”，人类社会的发展

是人性之良心、良德不断推动发扬的结果，无政府主义社会制

度的建立不过是人性本善之善的实现。

吴敬恒又揭示了三民主义是实现无政府主义社会的必

由之路。他认为，进入大同社会，重要的一条就是要做到天下

为公，使天下的人必须人人为公，不可为私，做到这一点，办法

有三条，即孙中山的民族、民权、民生三民主义，其中重心是民
·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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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主义。实行民生主义，可以使地尽其力，物尽用其用，人尽

其能。生产力高度发展，人们不用再为了物质财富去你争我

夺，自然可以做到人人为公，社会进入无政府的大同时代。而

生产力的高度发展，人们思想境界的提高，都离不开科学和教

育，所以吴敬恒充分肯定了科学、教育在社会发展中意义，强

调科学与教育是实现无政府主义的手段。

古泉学会

吴敬恒从政之余，旁及泉币。１９２２年，吴与泉币泰斗

丁福保（原籍无锡，祖籍常州。丁少时，即随兄丁宝书、吴

敬恒、陈仲英等“游历”，“得益良多”）、庄清华、裘廷梁等，

天天在上海一乐天茶馆喝茶，从古到今，无所不谈。因丁

福保晚上习惯吃粥，于是每周一晚上请大家到丁寓吃粥，

素菜六碟，以茶代酒，从不间断，此为“周一粥会”。１９３１

年又举“星三饭会”：每逢星期三，丁福保、吴敬恒、李石曾、

太虚法师（玉佛寺高僧），及社会名流钱化佛（常州人）等近

百人在会员赵云韶所开的“功德林素食馆”进餐，以提倡素

食。当时著名爱国人士沈钧儒、邹韬奋、李公朴（常州人）、

沙千里、史良（常州人）、章乃器、王造时等也成为星三饭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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