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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说明

“八十余载，弦歌不断，薪火相传。”在八十多年的峥嵘岁月里，云南大学积累了大

量的文书档案资料。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些历史文档已开始变质损坏，故需及时整理、

编辑和出版这些资料。此次出版，本着忠于历史、忠于原稿，并依现代汉语语言规范和

国家通行标准的原则，对辑录成册的 《国立云南大学教授文集 （四）》作了如下的处理：

１体例。本书对所收录的文章按类项编辑，每类项中的文章依形成时间先后顺序
排列。

２标题。本书大部分标题为原文标题，小部分标题编者依据该篇文章的内容略作
改动。

３格式。（１）每篇文章的段落，大多照原文处理。在格式上有所改动，如竖排改为
横排、省略 “抬头”格式等。（２）数字均原文照录，只是在涉及百分比时，作了个别的
改动，如 “百分之三五五”改为 “百分之三十五点五”。（３）依现行标点符号运用规
范对文中标点作了处理，特别是逗号与顿号的正确使用。（４）文章中 “作者简介”及标

有 “编者注”的均为编者所注，其余注释均为原作者所注。编者把脚注统一转换为尾

注，顺序号采用 “［］”的格式。（５）对于成文时间较早的一些结构助词，如 “的、底、

得”，疑问代词 “甚么”等，用法与现代汉语规范不同，为保持统一，全部依据现行汉

语规范加以修改。（６）编者为文章中出现的书名加上 “《》”，并对表格按照现行的格式

分规范进行编排。（７）文中部分国名、地名、校名、人名等与现行称谓有所不同的，编
者均保留原文，不作注释。（８）为汉字后的英文加上 “（）”。

４编辑整理。（１）繁体字、通假字、异体字、古今字等除会产生歧义者外均按照国
家现行标准予以规范。（２）因书中文章成文时间早，加之档案资料保管条件受限，原稿
中部分文字已无法辨认，为慎重起见，避免主观臆测，对此类文字统一用 “□”标识。
（３）不同文章对于同一人名的引用不统一，为了规范，编者按照现在世人对此人的称谓
加以处理。

５纪年及日期。文章内容中有关民国纪年、公元纪年和日期等均依原文，但标注于
文章后面的出处日期均已改为现行的纪年法。

书中观点均系特定时期作者的个人观点，有其特定的历史局限性，难免有失偏颇或

不当之处，敬请读者鉴别。

编　者
２０１１年１１月１２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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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虽然地处边陲，但在近代教育的发展方面却不输内地。１９２２年１２月，时任云南
省都督的唐继尧出资创办的私立东陆大学宣布成立，校址位于已有４００多年历史的云南
贡院。１９２３年４月２３日学校正式开始招生。１９３０年学校由私立东陆大学改组为省立东
陆大学，１９３４年又进而改名为省立云南大学。１９３８年，学校由省立云南大学成为国立云
南大学。１６年里，从东陆到云大，从私立到公立，从省立到国立，学校几经改组变迁，
先后有董泽、华秀升、何瑶、熊庆来四任校长，逐步发展，日臻成熟。

在云南大学的发展史上，最值得一书的是１９３７—１９４９年著名数学家和教育家熊庆来
担任校长的１２年。在此期间，学校进入了自己历史上最辉煌的时期。

１９３７年抗日战争爆发，熊庆来教授接受云南省主席龙云的聘请，出任云南大学校
长。当时的云南大学，只有２个学院６个系，３０多名教授，８名讲师，３０２个学生，教学
设备简陋，教学质量不高。熊庆来原在清华大学工作，他以清华为蓝本，从云南实际出

发，利用抗战初期各方人士南下昆明的机会，广揽人才，延聘了一大批著名学者如刘文

典、顾颉刚、吴文藻、楚图南、陈省身、华罗庚、费孝通、庄圻泰、霍秉哲、华岗、尚

钺、彭桓武等来校执教。当时云大师资阵容之强，水平之高，在全国大学中是少有的。

熊庆来校长还亲自作了 《云南大学校歌》，制定了 “诚正敏毅”的校训，要求学生具有

诚实、正直、聪敏、坚毅的品格和精神。在熊校长的努力下，到１９４６年，云南大学已发
展成为有文、法、理、工、农、医等学科门类较为齐全，有５个学院１８个系、３个专修
科、１个先修班、３个研究室，在校学生达１１００多人，图书馆藏书１０余万册，理科各系
有实验室或标本室，并有附属医院、附属中学、天文台、实习农场、实习工厂等设施较

完备的综合性大学。到４０年代，云南大学已被美国国务院指定为中美交流留学生的５所
大学之一。１９４６年，英国 《简明大不列颠百科全书》把云南大学列为中国１５所世界著
名大学之一。熊庆来主校１２年，云南大学蒸蒸日上，日新月异，被称为学校历史上的
“黄金时代”。

新中国建立后，云南大学又经过了新的调整组合，其发展也经历了诸多曲折起伏，

一路走来，直到今天。随着历史的延伸，国家的发展，今日的云南大学，无论是院系设

置、师生规模，还是校园环境、办学条件，与８０年前或５０年前相比，都已不可同日而
语。然而，学校的优良传统，却由一代又一代云大人传承下来，发扬光大。从私立东陆

大学 “发展东亚文化，研究西欧学术，造就专才”的办学宗旨，到今天 “会泽百家，至

公天下”的云大精神；从当年 “诚正敏毅”的老校训到今天 “立一等品格，求一等学

识，成一等事业”的新校训，都昭示着云大一脉相承的光荣历史。正所谓 “八十余载，

弦歌不断，薪火相传”。

在８０多年的岁月里，云南大学积累了大量的文书档案资料。这些史料真实而生动地
记录了学校一步步走过的艰辛历程，其中包含着几代云大人的心血和汗水，是前人留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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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宝贵遗产。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些历史文档已开始变质损坏。尽快整理、编辑和

出版这些珍贵的资料，不仅可以完整地反映学校发展的历史，真实地记录历代云大人为

学校作出的贡献，而且有利于我们总结８０多年的办学经验，把握未来学校的发展方向；
也有利于对师生员工进行爱国爱校的传统教育。这是一项有意义和有价值的工作，做好

这项工作，既是前辈师生校友的心愿，也是我们后来者义不容辞的责任。

由于学校１９４９年以前的档案资料均已移交云南省档案馆保存，为了更快捷有效地查
找整理相关资料，我校档案馆和党史校史研究室与云南省档案局 （馆）携手合作，计划

用几年的时间，共同编辑出版多卷本的 《云南大学史料丛书》。在 《云南大学史料丛书》

完成编辑出版之际，负责此项工作的刘兴育先生索序于我。一方面因为我在学校分管档

案和校史工作，另一方面也出于我个人对学校历史的热爱和兴趣，于是欣然从命，完成

此序。

肖　宪
２００８年８月于云大会泽院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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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日抗战的第三种意义

王　政①

我们不必学斯丹麦慈，把战争看成人类的福音、社会进步的原动力———和平使人自

私，只有战争能养成勇敢为他等美德；同时也不必跟着诺唯考一味诅咒战争，硬说爱和

平者必能生存，战争是毁灭文化、毁灭人类的洪水猛兽。这里，和许多地方一样，人们

要在两极端中间去探求真理。

事实是这样：人类尽管以 “理性的动物”自豪，但是在过去，人与人间的种种问

题，往往须用违反理性的战争的方式来解决，所以翻开一部人类史，一页页都是血淋淋

的！矛盾得很，在这血腥的历史过程中，人类居然踏着自己的尸骸一步一步地向前进展。

假如压根儿没有战争这回事，人类文化的进度是不是要比现在快些？在未来的世界里，

人们的字典中是否永远看不见 “战争”二字？这些都是理论上的问题，不是几句话解答

得了的。就事论事，我们得承认战争是一种很残酷的、很野蛮的社会行为，是人类文化

的丑陋的一方面，但同时也得承认战争在文化史上的功能。德加特说得对：“国家的生存

大部分依赖理想的发展，一个新的理想 （例如世界大同主义），一经发达，即具有本能

一样的势力，所以人类欲求进步，本来是很可能的。但是过去的进步是因团体的斗争而

产生的：团体斗争的震荡力使人们摆脱掉传统势力的约束。”

凡是能够把握住现实的人，谁也不会否认，在人类文化的现阶段上，国际战争依旧

是一个 “必需的罪恶”。至低限度，纯粹为自卫而发动的抵御战争是千该万该的。这种

战争不但是被侵略国之本能的表现，抑且是它对人类应尽的天职，原因很明白，活的民

族都赋有先天的、求生存与自由的冲动。遇到生存受外力威胁、自由受外力侵犯的时候，

它必定会本能地起来反抗，否则它就是一个死的民族，根本没有求生存与自由的冲动。

假如它把自卫的天赋转嫁到别人身上，梦想着第三者路见不平，拔剑而起，为它保障它

自己的生存与自由，其结果固不免于灭亡，而人类的前途也将因为它助长侵略者的势焰

而趋于不堪设想的境地了。

爱好和平几乎成了中国人的民族性。在历史上中国侵略异族的事实少，异族侵略中

国的事实多。专从九一八讲起，日本平白无故地侵占了我们的东北四省，我们为维持世

界和平起见，还不惜忍辱忍痛，委屈求全。不幸国际的制裁无效，而日本的侵略变本加

厉，我国忍无可忍，于是去年七月七日敌人在宛平城发第一炮的时候就展开全面抗战的

局面了。

中国是一个文明国家，所以和平未到绝望的时候不肯放弃和平；中国的国魂犹在，

中华民族还是一个有生机的民族，所以认清楚国家的生死存亡已到一发千钧的时候，世

① 王政，字子政，云南新平人。１９３８年３月到云南大学，曾任云南大学文法学院教授，研
究教育学、社会学。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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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的正义人道已被敌人摧毁无遗，便不惜牺牲一切，全国一致起而应战。无疑，这次对

日抗战是中国民族求生存独立的本能的表现，是我们对于人类应尽的责任。从感情上讲

中国不能不抗战，从理智上讲中国不应该不抗战。

为生存独立而战，为正义人道而战，本来已经是很有意义、很够光荣的战争了。不

过中国这次对日抗战，其意义之重大还不只此。在抗战以前，就社会的本质言，中国是

一个 “半封建”的国家；就国际地位言，中国是帝国主义铁蹄下的一个 “次殖民地”。

在封建势力阻挠之下谋建立新中国，往往事倍功半，进三步退两步；偶有成绩又多半有

名无实，表面上似现代化的设施，实质上往往不过是在封建的残体上加些二十世纪的新

装璜而已。同时帝国主义者的压迫又不容许从事根本的、彻底的改革。凡此种种，认识

国情的人大体都感觉得到。缘于这种特殊的国情，和平的环境本来最适宜于建国，而在

中国适足以助长因循苟且、敷衍塞责与自私自利的国民心理。结果无论政策怎么改革，

口号怎样翻新，实质上依旧脱离不了军阀官僚朋比为奸的局面。在这种局面之下，建设

新中国的人力物力大部分移作建设私人产业之用，或是消耗在自相残杀的内战上面，弄

得民生凋敝达于极点，国际地位江河日下。近十年来军事的统一逐渐形成，物质建设亦

略具端倪，再假以时日，一切的一切不难进入正轨。然而处心积虑以亡我国家、灭我种

族为职志的日本帝国主义者，就在这种时候加紧其对我的侵略，挑拨离间之不足则不惜

横施高压手段，使我们的复兴计划处处遭受阻碍。因此在抗战开始以前，许多爱国志士

就常常这样说：“非经过一番空前的流血与牺牲，是没有法子建设一个现代化的中华民

国的。”

现在日本帝国主义者已经把我们 “逼上梁山”，使我们不得不以空前的牺牲与流血

来争取国家民族的生存独立。我们要认清这次的抗战不是中国维持其 “半封建”与 “次

殖民地”地位的奋斗，而是中华民族铲除内在外在的阻力以实现其建立新中国的要求的

奋斗。易词言之，抗战的使命，不仅在收复失地，恢复战前原状，乃是要摆脱帝国主义

者加在我们身上的重重叠叠的镣铐，使我们能自由运用我们的人力物力，建立适宜于现

代生存的新中国。我们所争取的生存是生气勃勃的生存，不是奄奄一息的生存；我们所

争取的独立是自由自主的真独立，不是有名无实的假独立。

自 《中国国民党全国临时代表大会宣言》和 《抗战建国纲领》公布以来，“一面抗

战，一面建国”已成国家的定策，“抗战即所以建国，建国即所以抗战”成为大家公认

的真理。这确是国民心理上的一个大进步。

在实践上，一般民众对于抗战同建国的相关连环性的认识可以产生几种良好的效果。

第一，民众即认清这次抗战的目的不在争一城一地，而在与敌人算总账，那么绝不

会因一时之胜利而骄傲，因一时之失败而气馁；大家以刚果坚毅的精神，镇静的态度，

长期支持抗战，预期得到最后胜利而后已。

第二，对日抗战的意义不仅是救亡，不仅只是争奄奄一息的生存，乃是根本铲除一

切内在外在的阻碍，以复苏中华民族，所以胜利的标准不是恢复卢沟桥事变以前的状态，

更不是苟全性命于西南半壁，我们要收复东北四省，要洗净甲午战争以来中日外交史上

的一切耻辱，还要进而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使中国成为一个完全独立自主的国家。在

未达到这个目的以前，我们绝对不与日本妥协。蒋委员长于抗战周年纪念日告诉我们：

“战局虽有一时一地的进退得失，我们的决心始终不受丝毫的变动，我们以 ‘至不变’

来挽回历史未有的奇变……”我们相信这种决心，这种气概，必定随着战局的进行与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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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建国的相互关系之认识，一天一天地普及于全国。

第三，在抗战期间固然应当以 “军事第一”为目标，但国家是一个有机体的组合，

它的各方面是节节相关、息息相通的，军事上的胜利不能专靠将士的努力，政治、经济、

社会、文化方面都要和军事取得一致的步伐才能成功。一个 “半封建”的国家，在它的

现代化的工作尚未完成以前即被逼而作现代战争，要想取得胜利，唯一的方法只有一方

面浴血苦战，一方面奋起直追，亟力完成其现代化的工作，俾整个文化能与军事配合，

而为军事的后盾。这就是以建国为抗战之基础的意思。加之，沦于 “次殖民地”的中

国，平时遭帝国主义与封建势力内外夹攻，以致建国运动进步迟缓。在抗战期间除敌人

占领区域以外，封建势力不能假帝国主义的庇护以苟延残喘，敌国不能以不平条约为根

据来破坏我们的统一与建设，所以平时不能做的事现在可以大刀阔斧地做，平时十年做

不了的事，现在也许不要一个月就可以做了。我们要在抗战中谋建国，因为在情形特殊

的中国这次抗战是我们肃清恶势力、建造新中华民国的千载一时的机会。能够了解抗战

与建国之因果关系的人绝不会这样辩护自己的自私与因循：“抗战期间，只有军事重要，

一切物质的与非物质的改革与建设都是缓不济急的事情，只好留待战事结束以后再来

解决。”

总之，建国是抗战的基础，抗战是建国的先决条件。如果四万万五千万同胞都有这

样的认识，并且都能够各人站在自己的岗位上一面努力建国，一面支持抗战，我们，有

十二万分的把握 “抗战必胜，建国必成”！

《云南日报》１９３８年７月１７日第２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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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血战开始的去年上海八一三！

高　寒①

当华北卢沟桥事件十分紧张，日本的几十只的兵舰摆在黄浦江里，虹桥机场的事件

也发生了，日本陆战队不断的如同潮水一样的涌到了虹口、北四川路、苏州河沿岸租界

交界的地方。上海的几百万民众，再没有比这时还要感到苦闷、感到悲愤的了，人人的

心上，都吊有一个沉重的疑问，如同铅石一样。究竟中国是战呢，还是投降？是绝决地

粉碎了奴隶的枷锁，还是愿意做日本帝国主义的万劫不复的奴隶？这决定了中国人民未

来的命运的疑问，不容躲闪、不容逃避的袭击、追击着上海市的每一个人民，要求着他

的回答。所以有的人心惶惶，有的忧虑，有的切齿，有的诅咒着政府，有的埋怨着人民。

街头的小书、小报、飞跑着叫卖的临时号外，差不多将每一个市民都引到街上来了。嘈

杂地，静穆地，三三两两，十个八个地，聚拢在一处，互相探问着、研究着、交换着各

人所得到的消息。到了十三号那天，证实了几个大学的往租界迁移，证实了真茹一带中

国军队的源源开到，也心更昂奋、更紧张了。后来，三时许，满街飞着报馆里的号外，

说是中日军队已在虹口开火。后来隐隐约约听到了密密的枪声，入夜，则是隆隆的炮声。

人人紧张着、昂奋着的心情，忽然平静了。追击在心里的可怕的、忧虑的疑问，得到了

分明的解答了。中国已不再忍了任何强暴的压迫和可悲的耻辱，中国已大无畏地以英勇

的抗战来回答了毫无理由的威胁和挑寡，第一次中国已觉醒且刚强地站立起来了！啊，

八一三！中国的欢喜，悲痛的日子！从这时起，战火烧遍了中国的各地，新生和希望，

也随着惨烈的炮火和流血，散布到各地。从此，中国人民的新的认识和新的决心，也使

惶惑着的人心、纷乱的大地，得到了新的开朗，得到了新的和平。是的，八一三！从这

时起，中国人民已经觉醒并且刚强地站立起来了。中国人民，已经洗去了多年的耻辱，

重新活在一种新鲜、自由而开朗的新天地里，虽然，正需要着以全民族的火力和流血，

去开拓、去创建着新的天地里！

所以，第二天，纷忧杂还的上海，好像忽然显得平静。即使街上的人们，还是一样

的拥挤，人们的脸上也已没有了不安、忧疑和畏惧苦闷的颜色，人人的脸上，都好像有

了一种新的光彩，人人都好像在以坚定而有力的步履，在马路上大踏步地快速地走着。

在上午十时许，中国空军的第一次出动，听着隆隆的高射炮的轰击，与中国飞机在烟雾

和火光和云头上的升降回旋，人人仰视着，多么惊心动魄的表演，多么伟大的画图，多

么美丽的诗篇啊，但人们已并不惊奇，就好似这是预定了的事情似的。因为中国已经从

沉睡中觉醒，已经觉醒而战争，对于炮火、轰炸、流血和牺牲，在人人的心中，已不是

陌生和可惊异的事情，并且这还将成为以后在上海的中国人民每天习见的功课了。

① 高寒，楚图南的字。楚图南，云南文山人。１９３８年１２月到云南大学，１９４６年离校，曾任
文史系教授兼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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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种的救亡团体、救亡工作、救亡宣传，也在这隆隆的炮火中组织起来，发动起来，

开展起来了。童子军在街上奔跑着，各地成立了无数民运干部的训练班。街上堆满了救

亡画报、宣传小册。弄堂组织也进行着了。各学校、娱乐场所临时改作了伤兵医院和难

民收容所。难民伤兵，尤其是死亡离散、破毁了家宅的妇女和小孩，不断地运来，如涌

潮一样地流来。服务的青年男女、学生、工人，忙迫而严肃地在那里浴着血汗，工作着

工作着！是的，整个的中国，活起来了，动起来了！整个的中国，在炮火和英勇的流血

中，新生起来，强健起来了！这时我总算亲眼见和经过了这种新生者的阵痛和流血，这

伟大的光荣，美丽而悲痛的回忆！是的，这是伟大的光荣，美丽悲痛的回忆，这将不会

从我的生命的历史上消灭，也将不会从中华民国的历史上消灭的罢！

《益世报》１９３８年８月１３日第２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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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前中国社会一瞥

赵晚屏①

几十年来，中国社会是断续地在激荡的波涛中，有时向前进，有时遭受挫折。在这

些前伏后起的波浪的间隔期，中国社会也不是静止不动的。它的变动成为伏流。从这些

波涛的浪头，从这些静止的伏流，我们可以发见中国社会发展的一般趋势。

我们在讨论社会趋势的时候，先要知道社会是什么，社会的目的又是什么。从社会

的存在和目的，我们可以发现社会进步的几个主要的原则。根据这种原则，我们可以判

定社会是在进步还是开倒车。社会所包括的不仅是许多独立的个人，而且是许多独立的

个人意志。个人意志是社会活动的单位。由这些个人意志的时常接触，继而产生社会关

系。研究社会学的人所注意的是这些个人意志是怎样造成的，它们之间怎样发生交互的

作用，这种交互的作用要在怎样的情况之下才能充分地合理地表现。社会既然是由个人

意志交合而成，它有一个重要的目的，便是它要培植 “自我”能够得到最完善的发展和

最真实的表现，它要让每一个健全的 “自我”都能得到最大的机会参加社会的一切活

动。只有在 “自我”能够充分发展和表现而不受阻碍时，社会才能达到最高度的发展。

所以，“自我”解放是社会进步的一个重要原则。

中国是一个在旧势力沉重压迫下的社会。几千年来古圣贤人定下来的无数律规都压

在个人身上，强使每一个人没有意志自存的余地。这种传统的观念、社会的习俗和圣贤

的礼教成了社会的专暴 （ｓｏｃｉａｌｔｒａｎｎｙ）。个人的意志要是违反了社会的陈章便是离经叛
道，受社会严厉的制裁，我们想一想有多少男女是在这种礼教的暴压之下做了牺牲者。

这种社会专暴的局面现在已经慢慢地瓦解了。

在专暴的社会里，处处都是行为的严格规律，像这样的社会，保守的力量大，改变

是稀有的事。社会专暴的力量的减弱，可以从个人行为的选择的机会增加看出来。选择

表示个人意志的运用和扩张。这种意志的运用愈多，个人的力量愈加强，社会活动的范

围愈大，内容愈复杂且愈丰富而有趣。个人意志得到了自由活动的机会，每个人都发展

他的意志来决定他和其他一个人的关系或是地位。自我的存在，只有在他和其他一个自

我发生交互关系时才被确认。个人的意志之间便发生竞争的现象。在专暴的社会里，一

切关系是由特权和阶级垄断决定的。在自由竞争的社会里，一个人的地位是由他的意志

的力量决定的。谁的意志力量能够克服别人，谁便能操纵或决定他和别人的关系，社会

便以个人的意志和能力来决定他和其他人的关系，这样的社会所选择出来的都是有才智

的人。个人的才智能不受限制地发挥，那么也就是社会本身能力的增加。

我们不能否认这几十年来自我逐渐地解脱了乡土观念的束缚。在往昔，乡土是祖居

① 赵晚屏，字晚屏，浙江康县人。１９３８年２月到云南大学，为文法学院副教授、会计室主
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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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地，是不愿轻易弃走的。个人发挥意志和能力的机会便大受限制。同乡常是社会加予

个人的负担，不替同乡帮忙的人会遭亲族和乡里的轻视和批评。相反的，即使你有多大

能力，要没有同乡提拔，很难有出头的一天。姻亲的关系也一样，个人的活动处处都要

受亲族的牵制。族长、房长甚至叔舅都能干涉个人行为的范围。这两种限制的力量显然

是在减少。

中国社会的礼俗也是束缚个人意志发展的桎梏。这种礼俗规定了父父、子子、君君、

臣臣的关系，把呆板的规律加在任何合理的解释之上。它只承认君父的威权，而完全漠

视臣子的合理意志。君要臣死不得不死，父要子亡不得不亡便是这样产生的。这种顽劣

的礼俗显然也在衰退的潮流之中没落了。阶级也是限制个人意志自由发展的社会障碍。

阶级的限制把社会活动分成若干纵的部分，由不同的阶级在限度以内分别活动，个人发

挥意志的范围便缩小。中国社会还没有严格的社会阶级。同时，考试制度使各阶级的人

都有同等的机会发展才能，在社会的升降机上升降。这种各人所共有的自由竞争的机会

是在增加，阶级独占的机会一定更站不稳了。

草菅人命的事在中国历史上是常常发生的，人可以支配人的生命。生命价值在这两

种人之间是不等的。这种生命价值的高低是由社会决定的。个人生命价值的提高是社会

进步的现象，要是连生命的保障都没有，意志的自由是更谈不上了。生命价值的提高和

生命的保障是自我解放的重要成就。显然，生命的价值在中国社会里是不断地提高着。

军阀残杀人民的事是少有了，便是由于其他的原因而死亡数量也引起了大家的注意，至

少已经有更多的人知道许多由灾荒和病疫而造成的死亡是不必要的。

女子地位的提高和解放是近二三十年来最大的成就。以前，中国妇女和罗马帝国以

及中世纪的欧洲妇女一样，是没有独立的地位的。她要听从翁姑，侍奉丈夫，甚至接受

儿子的意志。女子无才便是德，在罗马帝国是如此，在中国也是一样。妇女解放以后并

不仅是社会减少了不平等的现象，妇女有了自由意志表示的机会，人类增加了一倍独立

意志的力量。现在，至少，妇女已经准许参政，有申述主张的权别，可以要求离婚，容

许自谋经济独立。和妇女一样，劳工的自由常是被限制着的。社会上一切控制的力量都

操在有资产的人手里。劳工不但受经济的限制使许多要求不能满足，便是他们要表示改

善生活状况的意志时也常受政治力量的阻挠。劳工运动是被压迫的意志不得自由的人要

求意志独立和自由的运动，这种运动在中国已经开始。劳工现在所享有的若干权利都是

经艰苦的奋斗而获得的。

近代的自由教育也是社会进步的现象。以前的教育最主要的是灌输圣贤的思想，个

人只有接受，没有第二条路。自由教育的意义，是在训练个人的能力，使每个人都能利

用他所学习的知识来发展他的意志和能力。自由教育还有一个意义，以前的教育仅限于

少数特殊阶级的子弟，知识仅为少数人所占有，他们把持着知识之门，取得许多的便宜。

现在，教育的机会在原则上是被大多数人所共有。受教育的人数增加，换言之，社会增

加了有知识和能力的个人，社会一般的知识标准便提高了。

知识和理性的增加，也是社会所要达到的目的之一。所以知识和理性的程度是判定

社会进步的第二个重要原则。社会生活常受盲目和自私的力量支配。道德观念、社会习

惯、传统仪式，成为个人行为既定的规范时，常不容许理性的判断。它们本身具有极强

的拘执性，而且常和人类的感情联在一起，最容易受盲目的冲动，毁坏社会真正的面目

和目的。社会生活受道德、习惯和传统的影响极大，它们的发生是渺茫的，它们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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