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吴玉章是我国杰出革命家吴玉章是我国杰出革命家、、教育教育
家家、、历史学家和语言文字学家历史学家和语言文字学家，，新中国新中国
高等教育的开拓者高等教育的开拓者。。革命年代革命年代，，他就他就
被誉为被誉为““延安五老延安五老””之一之一。。毛泽东评价毛泽东评价
他他：：““一个人做点好事并不难一个人做点好事并不难，，难的是难的是
一辈子做好事一辈子做好事，，不做坏事不做坏事，，一贯地有益一贯地有益
于广大群众于广大群众，，一贯地有益于青年一贯地有益于青年，，一贯一贯
地有益于革命地有益于革命，，艰苦奋斗几十年如一艰苦奋斗几十年如一
日日，，这才是最难最难的啊这才是最难最难的啊！！”“”“我们的吴我们的吴
玉章老同志就是这样一个几十年如一玉章老同志就是这样一个几十年如一
日的人日的人””。。

吴玉章的一生历经戊戌变法吴玉章的一生历经戊戌变法、、辛辛
亥革命亥革命、、北伐战争北伐战争、、抗日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解放战
争争、、新中国建设新中国建设，，他的诗虽然不多他的诗虽然不多，，但但
是继承了是继承了““诗言志诗言志””的传统的传统，，是他是他““一贯一贯
地有益于广大群众地有益于广大群众，，一贯地有益于青一贯地有益于青
年年，，一贯地有益于革命一贯地有益于革命””的真实写照的真实写照。。

一贯地有益于革命一贯地有益于革命

““不辞艰险出夔门不辞艰险出夔门，，救国图强一片救国图强一片
心心；；莫谓东方皆落后莫谓东方皆落后，，亚洲崛起有黄亚洲崛起有黄
人人。。””这首这首《《东游述志东游述志》》作于作于 19031903年的年的
长江三峡长江三峡。。在认识到改良主义的道路在认识到改良主义的道路
在中国是行不通的在中国是行不通的，，吴玉章毅然离开吴玉章毅然离开
四川四川，，东渡日本东渡日本。。在留日期间在留日期间，，他形成他形成
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并加入同盟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并加入同盟
会会。。19051905年革命家邹容在狱中牺牲年革命家邹容在狱中牺牲，，
深受邹容革命思想影响的吴玉章后来深受邹容革命思想影响的吴玉章后来
写下写下《《纪念邹容烈士纪念邹容烈士》：》：““少年壮志扫胡少年壮志扫胡
尘尘，，叱咤风云叱咤风云《《革命军革命军》。》。号角一声惊号角一声惊
睡梦睡梦，，英雄四起挽沉沦英雄四起挽沉沦。。剪刀除辫人剪刀除辫人
称快称快，，铁槛捐躯世不平铁槛捐躯世不平。。风雨巴山遗风雨巴山遗
恨远恨远，，至今人念大将军至今人念大将军。。””这首诗深沉这首诗深沉
地表达了他对邹容的敬仰和痛惜之地表达了他对邹容的敬仰和痛惜之
情情。。19111911 年年，，四川保路运动风起云四川保路运动风起云
涌涌，，吴玉章回到家乡荣县吴玉章回到家乡荣县，，建立了革命建立了革命
政权政权。。辛亥革命失败后辛亥革命失败后，，吴玉章又赴吴玉章又赴

法国留法国留学学，，接触到马克思主义接触到马克思主义。。19251925
年年，，吴玉章在北京加入中国共产党吴玉章在北京加入中国共产党，，
从此从此，，他投身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他投身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
命运动中命运动中，，实现了从资产阶级革命家实现了从资产阶级革命家
到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转变到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转变。。吴玉章吴玉章
回忆回忆：：““我入党时已经四十七岁我入党时已经四十七岁。。我我
的前半生是在一条崎岖不平的道路的前半生是在一条崎岖不平的道路
上摸索前进的上摸索前进的。。从我少年时代起从我少年时代起，，就就
为国家的忧患而痛苦为国家的忧患而痛苦，，而焦虑而焦虑，，而奔而奔
走走，，企图在豺狼遍地的荒野中找出一企图在豺狼遍地的荒野中找出一
条光明大道条光明大道。。但是但是，，找了将近三十找了将近三十
年年，，经过失败经过失败，，胜利胜利，，再失败再失败，，直到十直到十
月革命月革命，，马克思列宁主义传到中国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传到中国以
后后，，我才找到了真理我才找到了真理，，踏上了一条正踏上了一条正
确光明的革命大道确光明的革命大道。。””吴玉章曾在自吴玉章曾在自
己照片题写诗句己照片题写诗句““中原王气久消磨中原王气久消磨，，
四面军声逼楚歌四面军声逼楚歌；；仗剑纵横摧虏骑仗剑纵横摧虏骑，，
不教荆棘没铜驼不教荆棘没铜驼””，，抗战时期他写下抗战时期他写下

““全民抗战过三秋全民抗战过三秋，，老将雄心报国老将雄心报国
仇仇。。直捣黄龙君莫懈直捣黄龙君莫懈，，福星高照古神福星高照古神
州州””，，表达出献身革命的抱负和激表达出献身革命的抱负和激
情情。。吴玉章为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吴玉章为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
的奋斗历程的奋斗历程，，每一步都展现出他为中每一步都展现出他为中
国革命事业奋斗终生的坚定国革命事业奋斗终生的坚定信念信念，，

““一贯地有益于革命一贯地有益于革命””。。

一贯地有益于青年一贯地有益于青年

19601960年年，，吴玉章以吴玉章以8282岁高龄写下岁高龄写下
一首自励诗一首自励诗：：““春蚕到死丝方尽春蚕到死丝方尽，，人至人至
期颐亦不休期颐亦不休。。一息尚存须努力一息尚存须努力，，留作留作
青年好范畴青年好范畴。。””这既是对自己一生的概这既是对自己一生的概
括括，，也是对自己的激励也是对自己的激励，，更是对更是对““一贯一贯
地有益于青年地有益于青年””的自我要求的自我要求。。吴玉章吴玉章
关心青年关心青年，，爱护青年爱护青年，，是青年的导师和是青年的导师和
引路人引路人。。正如正如 19651965年他在一首送给年他在一首送给
张鼎丞的诗中写道张鼎丞的诗中写道：：““岁华虽变心不岁华虽变心不
变变，，永做青年引路人永做青年引路人。。””作为一名学者作为一名学者

兼师表的无产阶级教育家兼师表的无产阶级教育家，，吴玉章对吴玉章对
学习问题学习问题，，特别是青年的学习特别重特别是青年的学习特别重
视视。。第一第一，，重视理想教育重视理想教育。。他寄语青他寄语青
年年，，青年人首先要树雄心青年人首先要树雄心、、立大志立大志；；其其
次要度衡量力次要度衡量力，，决心为国家决心为国家、、人民作一人民作一
个有用的人才个有用的人才；；为此就要选择一个奋为此就要选择一个奋
斗的目标来努力学习和实践斗的目标来努力学习和实践。。第二第二，，
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在担任中国人民在担任中国人民
大学校长期间大学校长期间，，他提倡教学要结合实他提倡教学要结合实
际际，，认为学生一经毕业认为学生一经毕业，，即服务社会即服务社会，，
故在学习中故在学习中，，宜多予各生以研究之机宜多予各生以研究之机
会会，，要求青年人做到有真才实学要求青年人做到有真才实学，，拿得拿得
出本领出本领，，成为工作中高明的人成为工作中高明的人，，成为成为

““内行内行””的专家的专家。。第三第三，，坚持终身学坚持终身学
习习。。他指出他指出，，我们革命工作的实际斗我们革命工作的实际斗
争过程就是一个学习的过程争过程就是一个学习的过程，，不断学不断学
习新的东西习新的东西，，不断开辟新知识的道不断开辟新知识的道
路路。。19271927年年，，吴玉章初到莫斯科时吴玉章初到莫斯科时，，
连一个俄文字母都不认识连一个俄文字母都不认识。。尽管年过尽管年过
半百半百，，他仍克服重重困难努力学习他仍克服重重困难努力学习，，一一
年后就顺利通过了俄语听说读写的难年后就顺利通过了俄语听说读写的难
关关。。无论在多么艰难的情况下无论在多么艰难的情况下，，吴玉吴玉
章都坚持学习章都坚持学习，，坚持著书立说坚持著书立说，，成为革成为革
命队伍中著名的学者命队伍中著名的学者。。19581958年他与董年他与董
必武同游七星岩时写道必武同游七星岩时写道：：““人生七十古人生七十古
来稀来稀，，我今八十身犹健我今八十身犹健。。意志坚强嗜意志坚强嗜
欲少欲少，，热爱劳动可延年热爱劳动可延年。。””19591959年年99月月，，
他还立下座右铭立志要活到老学到他还立下座右铭立志要活到老学到
老老：：““并已八十并已八十，，寡过未能寡过未能。。东隅已失东隅已失，，
桑榆非晚……戒骄戒躁桑榆非晚……戒骄戒躁，，毋怠毋荒毋怠毋荒。。””
他为青年树立了很好的学习榜样他为青年树立了很好的学习榜样。。

一贯地有益于广大群众一贯地有益于广大群众

““人生在世人生在世，，事业为重事业为重。。一息尚一息尚
存存，，绝不松劲绝不松劲。。东风得势东风得势，，时代更新时代更新。。
趁此时机趁此时机，，奋勇前进奋勇前进。。””这是吴玉章这是吴玉章
19591959年年1111月写下的另一首自励诗月写下的另一首自励诗，，勉勉

励自己做有益的事励自己做有益的事，，做有利于人民的做有利于人民的
事事。。他积极推行汉字简化和汉语拼他积极推行汉字简化和汉语拼
音音，，普及教育和推广普通话普及教育和推广普通话，，提高全民提高全民
文化素质文化素质，，影响深远影响深远。。文字改革是一文字改革是一
项有益于广大群众项有益于广大群众、、有益于广大青年有益于广大青年、、
有益于革命的一项重大事业有益于革命的一项重大事业，，吴玉章吴玉章
把倡导文字改革作为一生致力的工把倡导文字改革作为一生致力的工
作作：：““我已是八十岁的人了我已是八十岁的人了。。我跟汉字我跟汉字
打了几十年的交道打了几十年的交道，，从我个人来说从我个人来说，，汉汉
字再难也难不倒我字再难也难不倒我。。但是为了工农群但是为了工农群
众众，，为了少年儿童为了少年儿童，，为了我们的子孙后为了我们的子孙后
代代，，我们一定要改革汉字我们一定要改革汉字。。””这样深厚这样深厚
的情怀的情怀，，根植于对国家对人民深切的根植于对国家对人民深切的
爱爱。。在推广汉在推广汉语拼音的实践中语拼音的实践中，，吴玉吴玉
章始终奋战在第一线章始终奋战在第一线，，身体力行前往身体力行前往
多个省市推动汉语拼音教学多个省市推动汉语拼音教学。。正如正如
他自己诗中所言他自己诗中所言：：““过了一天又一天过了一天又一天，，
心中好似滚油煎心中好似滚油煎。。毕生不做新民事毕生不做新民事，，
枉在人间数十年枉在人间数十年。。””8080多岁的他曾亲多岁的他曾亲
自到幼儿园听孩子们读书自到幼儿园听孩子们读书，，检验检验《《汉汉
语拼音方案语拼音方案》》的效果的效果，，先后前往东北先后前往东北
和山西考察和山西考察，，耐心询问农民们学习汉耐心询问农民们学习汉
语拼音的情况语拼音的情况。。在他的努力下在他的努力下，《，《汉汉
语拼音方案语拼音方案》》在群众中逐步推行了起在群众中逐步推行了起
来来。。简化汉字给新中国的教育简化汉字给新中国的教育、、科科
学学、、文化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变化文化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变化。。作作
为教育家为教育家，，无论是在战争年代无论是在战争年代，，还是还是
在社会主义革命建设时期在社会主义革命建设时期，，吴玉章都吴玉章都
为国家培养了大批革命干部和建设为国家培养了大批革命干部和建设
人才人才。。为适应国家建设需要为适应国家建设需要，，年逾古年逾古
稀的吴玉章又在党中央的重托下创稀的吴玉章又在党中央的重托下创
办了中国人民大学办了中国人民大学，，8080多岁高龄时还多岁高龄时还
坚持登上讲台给人大师生讲党史坚持登上讲台给人大师生讲党史，，真真
正践行了正践行了““一息尚存一息尚存，，绝不松劲绝不松劲””，，真真
正做到了正做到了““一贯地有一贯地有益于广大群众益于广大群众””

““一辈子做好事一辈子做好事””。。
（（据据《《学习时报学习时报》》徐小侠徐小侠 贾贾 猛猛 著著））

吴玉章诗词中的“一贯”风范

[文旅周刊·史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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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军政大学校歌》——

凝聚民族力量的抗战强音
“黄河之滨，集合着一群中华民族

优秀的子孙。人类解放，救国的责任，
全靠我们自己来担承……”

这首展现中华儿女顽强抗敌的
《抗日军政大学校歌》，创作于1937年
全面抗战爆发后，曾风靡于延安以及
各个敌后抗日根据地，极大鼓舞了抗
战军民士气，成为凝聚民族力量的抗
战强音。

校歌，是校园文化的重要组成部
分。她凝结着办学育人者的理念、使
命和愿景，又反映受教育者的感悟、追
求和成长的心声。当我们唱起这支以
学报国的精神赞歌，一腔爱国心、报国
情、强国志便油然而生。

抗大的前身，是1931年创建于江
西瑞金的中国红军学校，随中央红军
长征时改称“干部团”。红军到达陕北
后，干部团和陕北红军学校合并，组成

“中国工农红军学校”，后改称“西北抗
日红军大学”。1937年1月，红军大学
第一期随中共中央迁址延安，改为“中
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简称“抗
大”）。

七七事变后，抗战全面爆发。“学
好本领，好上前线去！”成为抗大学子
的共同心声。当时，学员们以窑洞为

教室、石头砖块为桌椅，在毛泽东为抗
大制定的“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
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
术”的教育方针和“团结、紧张、严肃、
活泼”校训的熏陶下，白天苦练杀敌技
能，晚上伏案苦读。

为激励学员努力学习、肩负起抗
日救国的责任，毛泽东指示中共中央
宣传部负责人凯丰为抗大谱写新的校
歌。凯丰受领任务后，深感责任重
大。日暮时分，他望着黄土高原苍茫
沟壑间随风招展的抗大校旗，看着那
一张张斗志昂扬的青春面庞，听着汹
涌激越的母亲河发出的咆哮，心潮澎
湃，百感交集。沉沉群山，寂寂深夜，
思考愈深，笔端愈沉。一首从心灵深
处流淌出的歌词很快在凯丰的笔尖汩
汩而出……字里行间，抒不完的是对
抗大师生血浓于水的情感，道不尽的
是对抗战必胜的信心，满腔家国情怀
铺陈作品的底色。毛泽东审阅歌词时
称赞，“写得不错，完全符合抗大的办
学方针”。随后，凯丰把歌词交给了刚
来到延安、参加筹建鲁迅艺术学院的
青年作曲家吕骥。

“词写得很深情、细致，立足点很
高，看得很远，且有鲜明的形象……”

多年后，吕骥回忆创作过程时说，当时
的他激情难抑，想到了横渡黄河那一
幕幕波澜壮阔的场景。奔腾东去的黄
河之水，大浪滔滔，勇往直前，这不就
是我们的民族精神吗？这不就是抗大
学员决死抗日的英雄气概吗？一个主
旋律在他心中轰然奏响。

谱曲时，吕骥在旋律上力求清新
质朴，要让抗大师生，无论是否通晓音
律，都能接受、传唱。仅仅用了两天，
他就完成了谱曲。《抗日军政大学校
歌》由此诞生。

好的音乐，发于情，达于心。《抗日
军政大学校歌》的音乐，悦耳且民族性
强，节奏流畅，给人以力量。全曲既有
一般青年歌曲活泼、富有朝气的特点，
又有进行曲铿锵有力的节奏和不断前
进的气势，真切表现了抗大官兵蓬勃
的青春活力和大无畏的革命气概。

“成曲后，父亲唱给凯丰听，他没
有提出任何修改意见，立即让父亲把
歌谱交给抗大教育长罗瑞卿。在给罗
瑞卿唱了一遍后，他什么都没说就把
原稿接了过去，也没说什么时候教同
学们试唱。不料两天后，父亲就听见
同学们在唱这首歌。”吕骥之女吕英亮
在回忆文章中描述道。

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抗大先后
成立了14所分校、5所陆军中学，分布
于西北、华北、华中的广大地域。此
后，从延安到各抗日根据地，到处都飘
扬着抗大的战旗、回荡着抗大的校歌。

振奋心灵的字句、饱满宽广的情
感、慷慨激越的传唱，《抗日军政大学
校歌》是校歌，更是誓词，涌动着炽热
情感，承载着丰厚蕴涵。伴着熊熊燃
烧的抗日烽火，一批批“劳动者的先
锋”舍生忘死、前赴后继。多少热血青
年高唱抗大校歌开赴前线奋勇杀敌，
上演一幕幕救亡图存的英雄壮举。

时光荏苒，烽火远去。抗大校歌
以其撼人心魄的艺术感染力，已经传
唱了85个春秋，成为让人民心弦共振
的红色经典。为弘扬抗大精神，赓续
光荣传统，1989年 1月 9日，作为抗大
传人的国防大学在首届党代表大会
上，将《抗日军政大学校歌》正式确定
为国防大学校歌。在开学典礼、毕业
仪式、出征动员等重要集会场合，这首
经典军歌总会被年轻学子们高声唱
响。她将鼓舞和激励着全校师生永远
铭记历史、缅怀先烈，刻苦学习、不懈
奋斗……

（（据据《《解放军报解放军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