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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书

人物简介

吴玉章（１８７８—１９６６），无产阶级革命家、教育家、历史

学家、语言文字学家。原名永珊，字树人，四川省荣县人。

自小忠厚笃诚，坚韧沉毅，喜读史书，学识渊博，有“金玉文

章”之誉。吴玉章于１９０３年东渡日本，谋强国之策，接受

民主革命思想，１９０６年加入同盟会。五四运动时期，吴玉

章接受科学社会主义思想。１９２５年在北京加入中国共产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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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吴玉章任中国人民大学校长１７年，桃李遍天下。兼

任国务院文字改革委员会主任、全国教育工会主席、中国

自然科学普及协会主席等职，兢兢业业，贡献卓越。于

１９６６年１２月１２日逝世。吴玉章从参加同盟会到参加中

国共产党，从参加孙中山先生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到参

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为

社会进步、民族解放和社会主义建设、党的事业奋斗一生，

历经三个历史时期，始终站在时代的前列，受到了全党和

全国各族人民的敬重和爱戴。毛泽东同志赞誉吴玉章：

“几十年如一日，一贯的有益于广大群众，一贯的有益于青

年，一贯的有益于革命。玉章懿行，高山仰止，伟人虽逝，

精神犹存。”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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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思想

吴玉章作为教育家，从在日本留学时撰写《劝游学书》

起，直到晚年任人民大学校长，他的革命活动无一不与教

育连在一起。在社会变革的各个时期，他以教育为阵地，

为革命培养了大批人才。新中国成立后吴玉章主要从事

教育工作，他倡导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建立了比较完善

的学校管理方法。

理论联系实际

吴玉章强调高等教育必须要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反对

机械搬用外国经验。他特别重视教育的实际性，强调教育

工作要与社会发展变革相适应。他把教育与实际相结合作

为教育的一项基本原则。他认为教育结合实际，是切除时

代弊端的良方，是促进社会进步的途径。他提倡教育与实

·３·

吴玉章



际相结合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根据时代的特点，采

取多种形式为社会变革培养急需的人才；其二，在教育的过

程中具体贯彻与实际相联系的原则。在理论联系实际方

面，吴玉章身体力行，努力实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党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国务院决定创办中国人民大学，任

命吴玉章为校长。党中央为人民大学规定的教学方针是

“理论与实践相联系，苏联经验与中国情况相结合”，任务是

为新中国培养各种建设人才。吴玉章遵循上述方针和任

务，集新旧教育和中外教育之精华，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

发，又考虑到国家建设的远景和科学发展的趋势，建立了以

经济管理为主的科系，以后增加了政治理论各系，最后增加

了文史各系，使人民大学逐步形成了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所

需要的、比较完备的专业教育体系，发展成为综合性的社会

科学大学。在学习苏联经验方面，建校之初，他曾提出要系

统地全面地学习苏联，反对狭隘的经验主义，以便迅速建立

各门课程的体系，适应教学的需要。后来，他发现学习苏联

有生搬硬套的情况，课程内容结合中国实际情况不够，又及

时提出注意和克服教条主义的问题。同时，报请中央批准，

各专业与有关业务部门和工矿企业对口挂钩，并形成制度。

结果，使人民大学的各门专业，逐步建立了中国化的课程体

系，较好地适应了教学的需要。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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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化师资建设

吴玉章一贯认为，一个学校办得好坏，关键在于教员

的素质。他在教育实践中，总是把提高教育质量放在重要

的位置。他认为学校是传授知识的地方，不同于一般的公

共文化场所和企业，必须建立一支高素质的教师队伍，始

终注意教师队伍的建设。为了培养教师，他要求教育者应

首先受教育。教师要学好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努力提

高政治觉悟，树立为革命和建设而育人的观点。同时要求

教师刻苦钻研，精通业务，以自己的渊博学识和高尚的品

德，传授并影响学生。

他在强调教师主导作用的同时，提倡尊师爱生，教学

相长。一方面他要求学生尊敬老师，向老师学习，学习他

们的治学方法，吸取他们传授的知识；另一方面他要求教

师也要尊重学生，向学生学习，而且教师还应当鼓励学生

超过自己，要让学生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师生要密切联

系，相互取长补短，共同提高。

为了培养教师，吴玉章常常亲临教学第一线，为师生

们上课，以自己的实践经验来指导全盘教学工作。直到逝

世前几年，他还举行辛亥革命、第一次大革命等讲座，甚至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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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教汉语拼音方案。在吴玉章的带动和培养下，人民大学

逐步建立了一支质量较高，能够胜任教学工作的教师队

伍，较好地完成了教学任务。

从严治校

为了办好学校，吴玉章坚持学校管理从严。他的这一

思想，早在２０世纪初就已形成。他认为，一所学校办得好

坏与否和是否严格管理有很大关系。学校培养人才的规

格以及教学质量的高低，都与学校管理有密切的联系。经

过长时期的探索，吴玉章在学校管理上有以下几条经验：

第一，他认为学校要有周密的计划，进行科学管理。

吴玉章认为，学校要培养符合时代要求的人才必须要有严

密周到的计划，因为计划具有导向和督促的职能。办学校

如果没有周密的计划，就等于是没有目的，学校是不会办

好的。在任人民大学校长期间，他要求每一专业都要有详

细计划，包括某一门课由哪一位教师给哪一个班级在什么

时间地点上课的课程表，也要准确无误地制定出来。同

时，其他环节也要配合好，以保证教学有条不紊地进行。

在这里，他特别强调后勤保证的重要性。每年开学前，他

总是带上有关干部到处检查，教室是否整洁，灯光亮度够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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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够等，都要检查到，从而保证按时开学，准时上课。

第二，他认为学校要有严格的组织纪律和管理制度。

要制定必要的合理的规章制度，教育师生自觉遵守。吴玉

章认为“严格管理学校的重要方面就是强化纪律”。学校

没有纪律约束，就像一部机器松了螺丝一样，运转不灵，长

期下去就会垮台。他还认为，学校就像一个乐队，如果乐

队成员不按照乐谱演奏，不听指挥，就无法奏出和谐优美

的乐曲来。为了保证学校的正常秩序就得制定各种规章

制度，约束各种无组织无纪律的行为。规章制度是从严治

校的保证和措施，是赏罚严明的依据，是激励教学的动力，

是学校不可缺少的管理环节。

吴玉章在人民大学第一次学生大会上就规定，学生要

按时上课，按时作息，不允许有任何自由散漫和无组织无

纪律的现象发生。由于学校要求严格，奖惩分明，大家自

觉遵守规章制度，学校办得生动活泼，秩序井然，保证了教

学计划的顺利实施。

吴玉章对干部要求严格，对缺点错误从不放纵，有时

甚至批评得很严厉。但他又很爱惜人才，爱护干部，把人

才当成办学的宝贵财富。他总是抱着与人为善和“治病救

人”的态度，热情帮助，使人心悦诚服。他关心他人比关心

自己为重，十分关心干部的生活和健康状况，亲自去食堂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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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查伙食质量，并规定医生到教工宿舍进行巡诊的制度。

他在耄耋之年，仍孜孜不倦地读书和研究学问。他不

但写出了《人民教师必须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

想》、《为贯彻提高教育质量的方针而斗争》、《文字必须在

一定条件下加以改革》等一批学术性文章外，还整理出版

了《历史文集》，写出了《辛亥革命》、《从甲午战争到辛亥革

命的回忆》等重要论著，为教育学和历史学的研究开拓了

新的道路，为我国文化宝库留下了一份宝贵财富。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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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玉章与教育

革命与教育的情结

吴玉章的一生，是追寻革命和献身教育的一生，从旧

民主主义革命到新民主主义革命直到社会主义革命，再到

社会主义建设，正如刘伯承元帅和陈毅元帅所说，他是“无

役不从”。早年他宣传过维新变法，参加过同盟会，在孙中

山总统府秘书处工作过，是国民党二大的秘书长。１９２５

年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未公开身份，在党中央领导下做

统战工作。在革命年代，他通过办教育宣传革命思想。

１９２７年，蒋介石、汪精卫叛变后，党中央安排吴玉章去苏

联，经过特别班的学习，在远东工人列宁主义学校任教，讲

授中国历史。同时参与领导召开了第一次新文字代表会，

制订了中国拉丁化文字。１９３３年夏，吴玉章任莫斯科东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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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大学中国部主任，在此期间，曾奉命去巴黎办《救国时

报》，被派往欧洲进行抗日战争的国际宣传工作，到１９３８

年回到延安。为了表彰他的功绩，１９４０年１月１５日，党

中央为他补办６０寿辰庆祝会，中共中央发了贺词，毛泽东

亲临致祝词，说他“一辈子做好事”，号召学习他“对于革命

的坚持性”。

吴玉章少年时就立志将来要“做点有益于人有益于国

的事情”，从参加革命起，他就把教育作为立国之本，一生

注重办教育和搞教学。在延安时，他担任过延安宪政促进

会会长、陕甘宁边区自然科学研究会会长、陕甘宁边区新

文字协会会长、陕甘宁边区政府文化委员会主任、鲁迅艺

术学院院长、新文字干部学校校长，并领导开展了新文字

运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谢绝了周恩来拟委任的

重要行政领导职务，集中力量办教育。正是由于他的革命

精神和高贵品德，早在２０世纪４０年代，他就同董必武、林

伯渠、徐特立、谢觉哉一起，被誉为我党著名的“五老”。

大众的教育，教育为人民

吴玉章对教育事业的追求，始终都是志存高远，他既

是实实在在教育救国的代表，也投身于轰轰烈烈的革命。
·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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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年他撰写《劝游学书》，想动员国内更多的人去日本留

学，“以便回国创建新式学校”和救亡图存。他办华法教育

会和留法勤工俭学，是为沟通中西文化和为华工争福利，

组织更多的人到法国学习西方的文化技术，学习当时流行

的各种社会主义思潮。他自己也讲：“我们希望在这个动

乱的环境中培养出一些人才。”办成都高师，是为了建立一

个进步势力的大本营，以便传播新文化和新思潮，并宣传

马列主义和开展工农运动。在重庆办中法大学，他说这

“一方面可以集合和培养一批干部，另一方面也可以作为

组织和宣传活动据点”。在腥风血雨的革命年代，吴玉章

提出要“在延安推进新的教育”，希望我党我军办比较正规

的新式教育，既为革命成功后教育事业准备和积累力量，

也为抗战建国服务。

吴玉章提倡开展大众教育，努力做扩大贫民受教育机

会的工作。他认为教育是人民大众的事，要向工农大众开

门。事实上，他的文字改革思想本身就是为了让更多的人

能够掌握文化知识，他利用新文字扫除文盲和提高工农大

众的文化水平。他认为，要振兴中华，必须普及和提高教

育，而普及和提高教育，需要有简单易学的文字，因此他立

志文字改革。新中国成立后，他领导了全国的文字改革工

作。无论是华北大学，还是中国人民大学，都为新中国的

·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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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正是它们为革命和建设准备

了各种干部和师资，才使得全民平等受教育的愿望能够

实现。

吴玉章为中国教育事业奋斗了一生，他有着丰富的教

育经验，始终坚持用革命理论指导办学，从严治校。在中

国人民大学，他结合实际情况，采用多种形式办学，设立了

本科、研究生班、专修科、短训班、预科、工农速成中学和函

授院。吴玉章也注重学生的社会实践活动，强调理论与实

践相结合的教育方式。同时，他还注重培养青年教师，认

为抓青年教师是提高教学质量和水平的法宝。

吴玉章一生为革命和教育，桃李满天下，为中国革命

和建设培养了好几代人才。后人评论他：“其教育经历，时

间长，方面广，经验多，成就大，可以说是当代中国革命文

化教育事业的杰出代表。”

中国人民大学的创始人

１９４９年新中国诞生后，为适应新中国经济文化建设

迅猛发展的需要，党中央决定成立中国人民大学，为新中

国培养干部和建设人才，吴玉章任首届校长。中国人民大

学成立之初，国家百废待兴，办学条件极其简单，连像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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