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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右任民主革命思想寻绎
———纪念于右任先生诞辰 130周年

钟明善

(西安交通大学 人文社会科学学院 ,陕西 西安 710049)

[摘　要 ] 　于右任一生为国家 、为人民 、为家乡父老做了无数功德 , 在文武两条战线 ,功高齐天 , 英名盖世。

于右任作为早期追随孙中山进行民主革命的先驱之一 ,一生坚守孙中山提倡的新民主主义思想。从于右任受

关中农民朴素的民族精神的熏陶 , “关学”前贤的影响 , 投身民主革命大潮的锻炼 , 对托尔斯泰思想的崇拜情

怀以及受马克思列宁主义 、“十月革命”的影响等 , 详述其民主革命思想的形成原因;揭示于右任从青少年时

期早期的反清排满意识到民主革命思想的形成 , 再进而把中国人民的命运与世界人民的命运融为一体的思

考;在此基础上 ,于右任逐步完善了自己的思想体系 ,形成了具有强烈中华民族主体意识与世界人民和谐共处

的民主革命思想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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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我们给历史时代定位时 ,我们大都只关注历史
长河中排山倒海的涌动所产生的历史推动力;当我们

给历史人物定位时 ,我们的目光也大都停留在这位伟
人对祖国前途 、民族命运 、人民祸福的承担与奉献上 ,
由此确定这颗明星在人类星河中的坐标点 。

翻开百年历史 ,在中国人民推翻几千年的封建统
治 ,在结束满清王朝 ,抵御帝国主义 ,从半封建半殖民
地走向民主 、走向共和的惊天地 、泣鬼神的民主革命浪

潮中 ,紧随孙中山先生左右与之共同奋斗的一大批铁
血男儿中 ,就有由三秦大地奔突而出的于右任先生 。

130年前 ,清光绪五年(1879年),于右任 “诞降之
年罹百忧”。先生诞生之年 ,就是琉球群岛失去之年。
清廷腐败 ,外夷入侵 ,多少家国兴亡事 ,煎熬着以天下

为己任的于右任。于右任早年就有 “报仇侠儿志 ,报
国烈士身”“再挥血泪洗山川 ”之宏愿 ,探究其的革命
思想的形成 ,主要有几方面的原因。

一 、关中农民朴素的民族精神的熏陶

文风极盛代生圣哲的关中泾阳 、三原民风醇厚。

普通老百姓中一直有一种 “满洲人打败了我们的祖
先 ,将中国的江山占了 ”的反清复明意识。特别是 “庚

子以后 ,我们的民族意识始日益高昂 ”。此种平民意
识 “民族的立场 ”对于右任人生观的逐步形成起了极

大的作用。
这一时期 ,于右任先生基于民族立场的革命思想

火花集中于他的 《半哭半笑楼诗草 》之中 。应该说早
期于右任先生 27岁前的思想更多的是民族主义的 ,从
春秋战国以来的国士精神 、侠客义气也是他思想的组

成部分 。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八国联军侵略中
国 ,西太后母子逃入陕西时 , “于右任欲上书陕西巡抚
岑椿萱 ,请其手刃西后 ”

①
就是明证 。这种行为虽被同

学劝阻 ,但青年于右任的革命冲动却是极为宝贵的。
其实 ,他 11岁 ,少年时代在三原东关读书时读了 “文

文山 、谢叠山诗集残本”, “见其声调激越 ,意志高昂 ,
满纸的家园兴亡之感 ,忽然诗兴大发 ,我之做诗 ,殆可
以说由此悟入。”做事做文以 “家国兴亡”为寄 ,正是他

民族主义思想的最初之积淀 ,也是他世界观 、人生观中
最朴实最坚实之基础 。 “天下兴亡 ,匹夫有责 ”,这正
是历代文化人最起码的历史承担与行为范式。于先生

21岁时 ,以岁试第一人 ,补廪膳生为督学关中之叶尔
恺目为 “西北奇才 。”是年 ,关中大旱 ,他受命设粥厂赈
济饥民 , “竟累得生了一场病 。”于先生朴素 、质直的平

民立场由此可见一斑 。

二 、“关学 ”前贤的影响

　　关中自宋张载作 《西铭 》、《正蒙 》等著作 ,经晦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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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注释流布宇内 , “关学 ”始兴 。张载的理学思想既

有行而上的对天地万物大道之论述 ,也有为 “天地立
心 ,为生民立命 ,为往圣继绝学 ,为万世开太平 ”之实

践理性认知 ,也是 “修身 、齐家 、治国 、平天下 ”的儒家

入世观念的继承与发展(图 1)。关学经明冯从吾 、康
海至清王杰 、李二曲 、宋芝田等以至民国代有传人。

图 1　于右任书 “为天地立决计 , 为生民立命”

直接影响于右任的前辈学者中 ,恩师 “朱佛光先

生的启沃”尤多。 “朱先生本是一小学家 ,其治经由小
学入手;其治西学则从自然科学入手 ,在当时都是第一

等手眼 。自谓是明秦王之后。故讲学多绍述明末遗老

精神 ,以励后进。”朱先生有 “以新学授徒 , 向往甚

殷 。”
[ 1]
其次 ,有朱佛光先生盟弟毛昌杰先生。 “往来

于两先生之门眼界渐宽”, “我们的思想已将渐渐解放

了 ”。于右任青年时代 , “那时关中学者有两大系 ,一

为三原贺复斋先生瑞麟 ,为理学家之领袖;一为咸阳刘

古愚先生光蕡 , 为经学家之领袖 。”贺先生 “学宗朱

子 ”, “笃信力行”
[ 1]

,刘先生 “以经世之学教士 ”,清末

维新变法时与康有为并称 “南康北刘 ”,戊戌变法失败

后 ,死于兰州客中。当戊戌十月 “谣言朋兴 ”时 ,于右

任还专程拜见刘古愚先生 ,刘先生十分惊异。刘先生

“慷慨论时局艰危则泪涔涔下 ,泪痕酒痕恒狼藉衣袂

间 ”①的侠士风貌与精神影响于右任便是自然之理。

应当说于右任是关学在近代的优秀传人 、杰出代表 。

三 、投身民主革命大潮

于右任民主革命思想的形成应该是 1904年 ,他

26岁受到清政府通缉 “亡命南来哭笑陵 ”投身民主革

命大潮之后 。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于右任 25

岁 ,以第 10名中举。 “学而优则仕 ”的意识仍然是他

的追求 。

此年 ,于右任 “狂名日著 ,及诗草刊行 ,益为清吏
所忌”。甲辰春 ,于右任往开封应试时 , “陕甘总督升

允以 逆̀竖倡言革命 '等语 ,密奏清廷。”被革举人 “拿

办密旨已下 ”,得三原李雨田先生派人飞马传书 ,较清
廷缇骑早三四小时离开封逃往上海。到上海后 ,他读

到了 “陕西看不到的书籍” ,认识了革命党人 ,又得清

末最富新思想的恩师马相伯先生赏识 、收留 ,改名刘学
裕 ,入震旦公学。当时 ,上海革命党人活动频繁 。 “孙

中山先生领导的中国革命同盟会成立于日本 ,革命势

力大增 。”1906年 ,于先生 28岁 ,赴日本 ,由康心孚引
荐得谒见孙中山先生 ,随即于是年 9月 27日加入同盟

会 。这是于右任革命生涯的转折点 ,也是于右任民主
革命思想逐渐成熟的重要契机 。 1907年 ,先生 29岁

回国后 ,创办 《神州日报 》,首先废除清帝年号 。再办

《民呼日报 》,为民请命 ,为当权者所忌 ,陷先生于狱。
呼之不能 ,再创办 《民吁日报》 , “先生自言 ,改呼为吁 ,

乃暗示人民的眼睛被挖掉了。”此时日本在兼并朝鲜

之后 ,对中国之侵略已步步近逼。于先生以日本侵略
野心 “痛切陈辞 ,惊惕国人 ”,公开声援反日之韩国革

命党人 、义士安重根(图 2)。

图 2　庚子之后 , 于先生民族意识昂扬 , 以大无畏气概书联

“换太平以颈血 ,有自由如发妻” ,拍成散发照片 ,发泄对清庭

的愤慨

1910年 ,于先生冒着生命危险返陕葬亲 ,发誓 “不

为汤武非人子”。 1910年 ,先生再创 《民立报》,自撰发

刊词:“是以有独立之民族 ,始有独立之国家 ,有独立
之国家 ,始能发生独立言论 。再推而言之 ,有独立之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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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 。有独立之言论 ,始产独立之民族 ,始能卫其独立之

国家。”宏论惊句 ,铿锵有力 。 “民立报社亦为革命同
志之重镇。” “辛亥革命之成功 ,得力于民立报宣传者

为多。”
[ 3]

1911年 10月 10日 ,武昌起义 ,各省光复 。辛亥
革命之时 ,广州 、四川 、上海等地革命党人不畏强暴 ,于

先生于 《民立报》详细报导 ,并予评论 ,成仁取义的英

雄事迹 、革命精神 ,为推动革命成功起了有效的舆论支
持 ,在 “促成上海光复 ”中起了关键的作用。 11月 6

日 ,孙中山回国到上海 ,首访于右任于报馆 ,并亲笔为

《民立报 》作中英文题字。 1912年民国元年 , “《民立
报 》社同人 ,几被延揽一空。”于先生也被任命为交通

部次长 。泸 、宁铁路夜间行车即先生创意 。同年 8月 ,

中国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 ,孙中山被推为理事长。结
束了中国 2 000多年的封建帝制 ,创立中华民国。这

是翻天覆地的伟大革命。但是辛亥革命因为国民党人
思想 、理论的不成熟 ,干部 、武装 、组织等准备不充分 ,

其成果旋即被以袁世凯为代表的封建军阀势力所窃

据 。南北议和 ,袁逆称帝 ,张勋复辟 ,段祺瑞执政 ,军阀
割据。一幕幕闹剧形成了 “城头变幻大王旗 ”, “闹嚷

嚷你方唱罢我登场 ”的混乱局面 ,这就是走向共和初

期的乱世风云。此后 ,站在民族和人民立场 ,有 “为众
人服务 ”的精神 ,从中华传统文化思想精髓中走来 ,接

受了西方文化思想直接影响的孙中山有了系统的民主

革命思想。孙中山受俄国十月革命的启迪 ,面对无产
阶级登上政治舞台 ,中国共产党成立 ,对其他辛亥革命

前提出的 “三民主义”作了新的解释 ,发展成为新三民

主义 ,确立了 “联俄 、联共 、扶助农工 ”三大政策 ,以图
“举政治革命 、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 ”,再次张扬起

反帝反封建的国民革命大旗 。 “二次革命 ”、讨袁 、护

国 ,反复辟 ,革命高潮时起时伏 。在这一场民主革命的
大军中 ,于右任先生受命主持西北靖国军事 , “独撑革

命危局于西北 ”成了北伐战争中之 “突破北洋军阀核

心 ”的重要实力 , 追随中山先生 “笃守主义 , 持以无
倦 。”(图 3、图 4)

四 、对托尔斯泰的情怀

据刘延涛《于右任先生年谱 》记:“先生这一时期

在思想方面 ,很受托尔斯泰的影响 。民立报对托氏的
作品 、思想都有很详细的介绍。托氏之死 ,先生曾为文

哀悼。曾至书局购买托氏全集不得而大发牢骚 。在民

立报的 `天声人语 '栏内 ,先生说 :̀使托氏魂飞于东
亚 ,而来主笔政于吾民立 ,则世人之鼓动 ,又当如何 !'

对托氏的推崇 ,可谓备至了 。”
[ 1]

托尔斯泰(1828 -1910年),出身高贵 ,俄罗斯文

坛 “冠前绝后 ”的巨匠 ,其作品被列宁称为 “俄国革命

图 3　青年时期的于右任

图 4　于右任书《邹容墓志》

的一面镜子 ”的大文豪 。在俄国抵御外侮的保卫战争

以及俄国社会本身的巨大变革与灾难的环境下 ,托尔

斯泰在其文学生涯中 ,以 “高贵的平民思想 ”,现实主

义创作方法直面人生 , “他反对沙皇专制和农奴制 ,关

注下层人民的疾苦 。”他的作品既有对战争恐怖的记

实性表述与描写 ,也有对 “人生的力和爱的狂热 ”追

寻 。 1853年 ,他曾以一名普通战士的身份参加了对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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耳其的战争 。 “他胸中燃烧着激情和爱国心。他勇敢

地履行着自己的责任 ,经常身处险境 。”
[ 2]
他充溢爱国

情怀的记实文学 ,使俄国皇后读后哭泣 ,沙皇也赞叹不

已 。他关注农民 ,不抱幻想 。研究教育 ,创办学校。他

为农民子弟办学 ,自动放弃伯爵头衔 ,亲自在庄园上耕
地……

托尔斯泰终其一生都坚持俄罗斯民族魂魄 、爱国

情结。他通过史诗般的著作和作品中的人物给予的爱
恨 、关注 ,也包括他自己的语言与行为 ,表明了 “劳动

人民的人生是人生的真谛 ,赋予这种人生的意义就是

真理”。他 “相信基督的教义”, “爱上帝和爱你的邻人
如爱你自己 ”, “爱是人的唯一的理性活动 ,爱是最合

理最光明的心灵光辉 ”。他 “呼喊我的肉体的死亡。

也就是说我的一个新的生命的诞生…… ”这里佛的意
识 ,也自然与基督的意识融合了 。面对贫民 ,他 “不再

能忘记他所见到的那些悲惨的人 ”, “勇敢地在寻找罪

恶的根源”。认为 “不揭露这些罪恶的话 ,他的良心就
再也无法安宁”, “孤身一人向文明的各种谎言罪恶开

战 ”。他认为 “真正的艺术就是对使命和所有的人的

真正福利的认识和表述”, “想创立一种为所有的人的
艺术 ,一下子便获得普遍性 ”。

“托尔斯泰在观察人民 ,并站在高处向他们的黑

暗之中投下一束光亮。与此同时 ,他又为富人和中产
阶级那黑暗的黑夜送去了两本悲壮的小说 。”他晚年

“专心于道德宣传 ”,在 《复活 》中反思世界与人生的喜

怒哀乐 ,错失 、圣洁与愤怒之后映照着道德上的自我完
善 。 “还土地于人民”更是伟大的思想旗帜 。

他的作品是 “古老的俄罗斯民族的呼声。”

托尔斯泰也在考虑 “伟大而聪颖的中国人民”。
“他认为 东̀方民族已被召唤来重新寻回西方民族已无

可挽回地丧失了的那种自由 ' ,而中国人将领导亚洲人

在 道̀ '这条永恒的规律的道路上完成人类的转变。”
[ 2]

托尔斯泰的思想与作品影响世界的历史时期正是

中华民族灾难丛集 、民不聊生的时期 ,也是中华民族不

断觉醒 、努力奋斗的时期 ,也正是于右任先生的民主革

命思想渐趋成熟 、不断提升的时期 。 1907年 ,于右任
创办 “神州日报” , “思想方面 ,尤多致力于民族精神之

发扬”, “振奋人心 ,继踪先烈 ”。 1908年 ,于右任先生

创办 “民呼日报” , “以为民请命为宗旨。大声疾呼 ,故
曰民呼 ,辟谣邪而振民气 ,亦初创神州之志也 …… ”

1909年 ,他创办 “民吁日报”。 “呼 ”之不成 ,以 “吁”代

之 。 1910年 ,先生再创 “民立报 ”,其创刊词更是鼓吹
革命的檄文与宣言。 “揭发政府之黑暗 ,及资政议员

之无能;鼓吹革命 ,报社成了党人联络之指挥中心。”

于右任先生出生书乡农家 ,与托尔斯泰门阀家世
天壤之别 ,而其所生时国家民族灾难频繁之社会背景

相近 ,所受本民族传统文化与外域文化思想影响的氛

围相近;强烈的国家 、民族意识 ,与对自己国家 、民族炽
热的爱恋深情相同。关中农民的儿子于右任与俄罗斯

人民的儿子的平民立场 、人民情怀相同 。柳亚子先生

称于右任是 “落落乾坤大布衣 ”。当 “国家这个权势者
创造来剥削压迫其他人的残忍的实体 ”时 ,他 “拒绝参

与剥削人 ,放弃金钱田产 ,不为国家效力” , “帮助农民

耕种 ,散发赈济给农民”的善举 、义举 ,与托尔斯泰的
农民情结又完全相同 。

托尔斯泰智慧而冷峻的目光与犀利恢宏博大雄浑

的文笔 ,深刻的思想更使于右任崇拜得五体投地。托
尔斯泰做人 、做文 、做事的全部也成了于右任的偶像和

楷模 ,而在于右任民主革命思想中 ,时时能看到托尔斯

泰的影响。中俄两国 、东方西方两位文坛巨子的崇高
人格思想与艺术光华交相辉映 ,更是近世文化史上光

彩夺目的一页。

五 、马克思 、列宁主义及 “十月革命 ”的影响

1920年 ,于右任先生 48岁 ,正值民主革命思想成
熟的壮年时期。其时 ,国民二军与奉军战事不利 ,镇嵩

军围困西安 ,被困之西安军民冻饿而死者日数百人。

在西北革命基地存亡之秋 ,国民党以北方革命事相委。
同年 3月 ,于右任由沪乘舟入黄海 ,过东朝鲜湾 ,经蒙

古共和国到达莫斯科 ,约冯玉祥至五原 , 9月成立国民

联军 , 12月 28日卒解西安之围 ,先生以驻陕总司令兼
行省职权。这一留下 “深刻的回忆”的艰辛历程 ,不仅

在沙漠中使先生悟到 “只要有勇气 ,没有走不通的路 ,

做不成的事 ”,途中 “晨兴久读 《资本论》,掩卷心神俱
委顿”;而与马克思的神交 ,对俄国十月革命短暂的实

地考察 ,使他有了中国民主革命与 “全世界被压迫之

人民同日起”
[ 3]
的明确意识 。他在诗中赞赏 “忽然天

开地辟日月光 ,十月革命成功兮 ,实现苏维埃社会主义

之联邦 ”, “为全人类自由而进征兮 ,解放东方之大任

先无误 ”。把中国革命纳入全人类解放事业之中。先
生在《红场歌 》中更激动地写道:“一片红场红复红 ,照

耀世界日方中。列宁同志何曾死 ,犹呼口号促进攻 。”

“中山之事业与君携手而并进兮 ,时不久兮全设 。”在
《克里木(姆林)宫歌》中 ,他想到中国封建皇权所聚之

紫禁城 ,想到 “置身赤色莫斯科 ,结习不忘真腐腐 ”,
“无产阶级革命竟成功 ,新旧世界由此划为两 ”。应该

说此时于右任对中山先生 “联俄 ”、“联共 ”、“扶助农

工 ”三大政策的认识更理性了 。社会主义的曙光使他
兴奋不已。 “全世界无产阶级与被压迫农民联合起

来 ”,马克思 、列宁的口号在于右任先生的思想中产生

了极朴素的认同感。终其一生 ,他在书法作品中不断
书写 “向荒山大海高空争地 ,与自由平等博爱联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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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老绝笔)便是明证①(如图 5)。

图 5　于右任绝笔

六 、践行 “总理遗嘱 ”

1925年 ,孙中山先生在北京逝世。 “遗嘱为政治

委员吴稚晖 、李石曾 、汪精卫 、陈友仁 、李大钊 ,同我提

出 ,由吴稚晖拟好了 ,经过几次修改 ,及老党员开会时

所决定 ,方由孙夫人传于总理。其中又隔了几天 ,方始

签字的 。”
[ 4]
嗣后 ,于右任先生多年经常手书 “总理遗

嘱 ”,以广传中山先生思想与遗训。
1929年 ,关中大旱 ,冻死饿死饥民百万 。八百里

秦川尸横遍野 ,民不聊生 。先生向中外人士呼吁 “起

而拯救浩劫中之人民 ,则右任所千百叩以请也 ”。为

了 “先救穷亲 ”,先生给在外留学的儿子 “时时将款汇

不出去 ”。

1930年 ,于右任在陕西泾阳斗口村创立 “农事试验

场。”1934年 ,先生 56岁时手书预立遗嘱。明确表示

“农场为改良农业 ,增加生产 ”而设 , “我去逝后 ,本场不
论有利无利即行奉归公家”。赤子公心与日月同辉。

1937年 ,在日本帝国主义侵华 ,中华民族危亡的

紧急关头 ,他忧勤国事 ,战地巡慰 ,大声疾呼:“祖国危

急诚万万”, “寸寸河山寸寸血” , “甘以鲜血润青草 ”,

唤起国人 “争将性命为国捐 ”。为抗日奔走呼号。抗

战胜利 ,他欣喜若狂 、夜不能寐 ,作中华乐府 《中吕醉
高歌》20首以颂之。其一曰:“自由成长如何 ,大战方

收战果 。中华民族同相贺 ,王道干城是我!”抗战胜利
后 ,他赴新疆 “宣慰军民万里之行 ,得诗甚富”。

1947年 ,先生被选任监察院长 ,从事监察工作 30

年 , “建立制度 ,维持纲纪”。被誉为 “中国监察之父 ”。
1949年 ,先生去台湾之前给他所创办的民治学校

校长———管理他办学 、接济乡亲事宜的张文生先生最
后一份信中说:“劳人草草 ,不知何日回归故乡 !”

1962年 ,先生在身体渐弱时作遗歌预嘱后事。

葬我于高山之上兮 ,
望我大陆。

大陆不可见兮 ,
只有痛哭!

葬我于高山之上兮 ,

望我故乡。
故乡不可见兮 ,永不能忘。

天苍苍 ,野茫茫 ,
山之上 ,国有殇。”

哀婉凄切 ,动人心魄。

1964年 11月 10日 , 于右任先生逝世于台湾。
1965年 7月 17日 ,这位始终怀着对祖国大好河山 、对

故乡 、对人民无限眷恋的老人 ,渭北高原上一个普通农
民的儿子 ,被安葬于可以北望大陆的台北县阳明山七

星山 “八拉卡 ”墓地。蒋介石挽词称先生:“德行醇厚 ,

器量弘深 。早于同盟 ,鼓吹革命 。危身奋笔 ,风动四
方 。光复是图 ,大勋克集 。民国肇建 ,国父嘉其贤劳 ,

擢登枢府 。嗣帅靖国军经略西北 。北伐之际戳力戡
定 ,益显訏谟。行宪前后 ,长监察院 ,愈三十载。建立

制度 ,维持纲纪 ,冠冕群彦 ,齿德同尊 。”

于右任先生在所处的历史时期之中 ,从革命理论
体系 、政治思想体系 、学术思想体系 、乃至哲学体系上

讲 ,除孙中山先生外 ,尚有自诩 “革命军马前卒邹容 ”,
用睿智与热血写就了讨伐封建君主制之檄文 ,为 “中

华民国 ”立论 、立名的 “民国先驱 ”、“学术泰斗”章太炎
先生。于右任先生民主革命思想在辛亥革命前后也逐

渐成熟 。他像章太炎先生一样也把自己与国家 、民族 、

人民的命运紧紧地结合在一起。 1911年 ,武昌起义爆
发 , 11月 15日 ,革命 、学术并辔而行的章太炎返沪 , 16

日 ,于右任在 《民立报 》欢迎文章盛赞:“章太炎 ,中国
近代之大文豪 ,而亦革命之巨子也。”

章太炎先生是近代中国具有革命思想的大学者 ,

也是一个政治文化思想多元化的思想家。于右任对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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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1964年晚年绝笔联 ,李普同 “心太平室 ”旧藏。



的评价十分恰当 。孙中山先生的民主主义思想与哲学

观点却是系统 、明确而深刻。 1924年 1月 ,在中国国
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 ,孙中山先生把民族主义

的首要目标规定为反对帝国主义侵略 ,主张 “联合世

界以平等待我之民族 ”。 “关于民权主义 ,孙中山批判
了西方资产阶级的国家制度 ”, “他主张建立一种 `为

一般平民所共有 ,非少数人所得而私 '的国家制度 ”。

关于民生主义 ,孙中山提出了 “平均地权 ”、“耕者有其
田 ”、“节制资本”的主张

[ 5]
。

在辛亥革命元老中 ,在长期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

命领军人物之中 ,于右任先生一生像他的恩师马相伯
一样 “生死护中华 ”。矢志不移地追随孙中山先生 ,为

国家 、为人民 、为家乡父老做了无数功德:传播革命舆

论 ,组织革命力量 、培养革命人才 、领导武装斗争 、赈济
灾民 、兴修水利 、办学育人 、奖掖后学 、保护文物 、建设

农事实验场 、为地理正名 、主持诗坛 、办报发论 、改革文
字 、发展书艺 ,在文武两条战线 ,功高齐天 ,英名盖世。

但是于先生终其一生不治私产 。仙逝之后 ,所留着仅

三原斗口巷老家三间破瓦房 ,一颗老槐树;台北家中
“几张借款单据及书籍与札记 ” (图 6)。柳亚子先生

早年即称先生为 “落落乾坤大布衣”。

两袖清风一身正气的于右任先生 ,以自己的革命
思想 、革命实践成了近代历史上伟大的爱国主义者与

民主革命先驱。他从青少年时期早期的反清排满意识

到民主革命思想的形成 ,再进而把中国人民的命运与
世界人民的命运融为一体的思考 ,于右任先生也完善

了自己的思想体系 ,一个具有强烈中华民族主体意识

与世界人民和谐共处的民主革命思想体系 。因而 ,先

图 6　于右任三原故居

生对《礼运大同篇 》和 《总理遗嘱 》的反复书写 、传播其

深意正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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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viewonYuYouren′sDemocraticRevolutionaryThinking

ZHONGMing-shan
(SchoolofHumanitiesandSocialSciences, Xi′anJiaotongUniversity, Xi′an710049, China)

Abstract　Inhiswholelife, YuYourenhadcreatednumerousmeritsandvirtuesforthecountry, thepeopleandthe
eldersinhishometown.Bothontheculturalandmilitaryfronts, heachievedgreatestmeritsandhisillustriousnameis

peerless.AsoneofforerunnersfollowingSunYat-sentodevotehimselfinthedemocraticrevolutionintheearlystage,
hehadadheredtothethinkingofthenewdemocraticdoctrineadvocatedbySunYat-seninhiswholelife.Thepaperhas

madeadetaileddescriptionoftheformationofhisdemocraticrevolutionarythinkingfromthefactthatYuYourenunder-
wenttheedificationofthesimplenationalspiritofthepeasantsintheGuanzhongdistrict, theimpactofthepastwise

menofthe"GuanStudies", thesteelingofhisparticipationinthegreatmovementofthedemocraticrevolution, thewor-

shipfeelingoftheTolstoythinkingandtheimpactofMarxism, Leninismandthe"OctoberRevolution".Ithasrevealed
theformationofYuYouren′sthinkingfromtheanti-QingandMan-excludingawarenesstothedemocraticrevolutionin

histeenageperiod, andthentheconsiderationtoblendthefateoftheChinesepeopleintothefateofthepeopleofthe
worldasawhole.Basedontheabove, YuYourenperfectedhisownthinkingsystem, thatis, thethinkingsystemof

democraticrevolutionwiththestrongnationalmainbodyconsciousnessofChinaandtheharmoniccoexistencewiththe
peopleacrosstheglo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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