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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于右任先生以革命者、书法家、诗人立名，同时他还是近代伟大的教育家。他重农兴教，建树颇丰，为我国

近现代农业教育特别是西北地区的农业教育奠定了基础。文章分析了于右任农业教育思想的渊源和形成过程，总结了

其农业教育思想的特征，对于右任教育思想的研究做了更加深入的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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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右 任 （１８７９～１９６４年）是 中 国 民 主 革 命

的先驱之一，著名的中国国民党元老，他以革命

者、书法家、诗人立名，同时还是近代伟大的教

育家。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满怀忧国忧民之情的

于右 任 立 志 振 兴 农 业，亲 自 抓 “以 百 年 树 人 之

计，植民族复兴之基”的教育，培养复兴中华农

业的建设人才，解决人民的衣食问题。由他开创

的农业实 验 基 地 和 高 等 农 业 学 府 至 今 造 福 于 人

民。他致力于发展农业教育，为我国近现代农业

教育特别是西北地区的农业教育奠定了基础。

一、于右任农业教育思想的渊源

于右任农业教育思想源于其强烈的爱国主义

意识、朴素的教育救国理念和爱农兴农，重农兴

教的情怀。

（一）强烈的爱国主义意识

早在八岁那年，于右任从外祖父得知在他家

乡做官的是满洲人而不是汉人。这种民族的不幸

在他心灵深处引发了一种朦胧的民族意识，正如

于先生自己所说：“当时我亦莫名其妙，但起了

一个民族意识的憧憬。”［１］在毛班香私塾读书 期

间 （时年十一岁），于 右 任 对 表 达 离 情 别 意 的 古

诗文 “终觉不生兴味”，［１］而对爱国主义诗人文天

祥和谢枋得的诗词却倍加赞赏。其中文天祥 “人
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所表达的爱国

主义情怀深深感染了他，此后，于右任思想起了

一个大的变化，据他自述：“忽然诗兴大发，我

之作诗，殆可以说由此悟入。”［１］

戊戌变法失败后，他写下 “挽 太 平 以 颈 血，
爱自由如 发 妻”的 诗 句。１９２５年 “五 卅 惨 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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爆发后，于右任在天安门广场发表演说，抗议英

帝国主义暴行，他说：“五卅事件，系帝国主义

嫉妒中国 民 族 运 动 之 发 展 及 正 当 学 术 团 体 之 兴

盛。”强调 “反对帝国主义及取消不平等条约之

口号，中国人均当赞成。”［２］

抗日战争期间，于右任通过书信、诗词和文

章，鼓励军民在民族危机时刻积极抗战。他写信

给儿子于望德，希望儿子爱国爱民，回国为抗战

出力。信中写道：“国事到为难处，我每感痛苦

者，即所学不知以应变，欲报 国 家，有 心 无 学，
皆涉空想。我常说，学无用之学，等于痴人吃狗

粪……汝所学告段落后，我是盼汝等归国……民

族复兴大之大业望汝弟兄两媳两孙继承”［３］于右

任撰写 爱 国 诗 词 和 文 章 鼓 励 军 民 抗 日。他 写 了

《荣誉军人歌 （一）》、《荣誉军人歌 （二）》、《祖

国颂》、《神圣战争》等诗词来表达对国家民族命

运的担 忧 和 对 抗 日 战 争 胜 利 的 必 胜 信 心。例 如

１９３７年 中 秋 节，于 右 任 在 湖 北 视 察 抗 日 伤 病，
赋诗道 “民族生命争一线，吾身幸参神圣战。军

前歌舞 作 中 秋，独 惜 更 番 不 得 见。宵 明 月 圆 又

圆，定是吾 军 破 胡 天。”［４］抗 战 期 间，他 还 撰 写

了以下 《国难中之国难》（１９３１）、《慰勉前敌爱

国的将士》（１９３３）、《民族抗战之精神》（１９３７）、
《迎接抗战第四年的总胜利》（１９４０）、《讨伐倭寇

之第七年》（１９４３）等文章，这些文章在抗战时

期为鼓励军民抗战作出了贡献，也充分体现了于

先生爱国情怀。
去台后，于右任先生念念不忘大陆， 《望大

陆》一诗表达了他不能见到祖国统一，不能落叶

归根的的悲痛，感人至深。“葬我于高山之上兮，
望我大陆；大陆不可见兮，只有痛哭……”

（二）朴素的教育救国理念

１９０５年，时年２７岁的于右任逃亡上海。为

了摆脱传教士对 “震旦公学”的控制，他协助马

相伯筹办 新 校 “复 旦 公 学”。校 名 中 的 “复 旦”
二字就是出自于右任的建议，它一方面有复我震

旦之含义，另一方面也有振兴 中 华 的 意 义。［５］这

深刻表达了于右任的教育救国理念。同年八月，
于右任为了安置留日爱国留学青年，又发起创办

了 “中国公学”，培养了大批反清革命党人，为

民主革命做出了很大贡献。
于右任 在 主 持 靖 国 军 （１９１９～１９２２年）时

期尤其重视发展教育事业，通过筹办新教育来改

造社 会。正 如 于 右 任 在 给 孙 中 山 的 信 中 所 说：
“右任近颇从事于新教育之筹划，及改造社会之

讨论；于无可 为 力 之 时，作 若 有 可 为 之 计。”［７］

他在靖国军总司令部设教育处，专门负责教育教

学，“主义之宣传，教育之实施，文化事业之策

进，地方自治人才之训练，悉于军事并进”。［６］同

时，他还在靖国军辖区各县，除恢复旧有各级学

校外，还创办小学１７所，其中就包括民 治 小 学

校。另外，在三原还创办了渭北师范、渭北中学

和三原甲种工业学校等。孙中山对于右任兴办教

育的举措非常满意，对于右任说：“从事新教育

之设备及改造社会之筹策，于干戈扰攘之秋，犹

能 放 眼 远 大，深 维 本 根，远 道 闻 之，深 慰

所望。”［３］

靖国军运动失败后，于右任 及 时 总 结 教 训，
他写道：“以兵救国，实志士仁人不得已而为之；
以学教人，效虽迟而功则远。” “欲建设新民国，
当建设新教育；欲建设新教育，当自小学教育教

育始”。［８］１９２２年，于 右 任 先 生 创 办 上 海 大 学，
培养了大批共产主义优秀战士。１９２６年４月１８
日，他召开强迫平民教育大会，提出了 “教育社

会化，教育革命化”的口号。［３］１９２７年，为培养

“革命实际斗争人才”，达到教育救国的目的，于

右任创办了中山军事学校。
（三）爱农兴农，重农兴教的情怀

于右任出身于农民家庭，从小就参加力所能

及的农业劳动，“放青霜降迎神后，拾麦农忙散

学时”［９］这种早知稼穑的艰辛经历，培养 了 他 对

农村和农业深厚的感情，所以在他致力于革命的

过程中一直关注着农业。

１９１８～１９１９年，陕西大旱，灾情十分严重，
于 右 任 在 《闻 乡 人 语》中 描 绘 了 当 时 的 情 形：
“兵革又凶荒，三年鬓已苍。野犹横白 骨，天 复

降玄 霜。”［４］面 对 灾 情，他 彻 夜 难 眠，感 叹 道：
“迟我遗黎有几何？天饕人虐两难过。河声岳色

都非昔，老人关门涕泪多！”［４］正如他所说：“此

种惨事，实近三百年来所仅有也。”［１０］

１９２６年西 安 被 围，于 右 任 在 奔 赴 苏 联 请 冯

玉祥救援途中路过奥木次克时他就注意当地农业

与中国的差别，“黑麦青青燕麦黄，零星硬麦已

登场。民间尚守三田制，蔓草不除待放荒。”［１１］

为鼓动政府和全社会关系和支持农业与农业

教育问题，１９３２年８月１５日，于右任在 《中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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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外的种瓜者》的文章中指出，“我们历来自称

以农立国，可见我们的国家靠农民来支持，则必

须农有所立，然后国才能立，必须民力可恃然后

国力充 实，这 才 可 以 克 服 困 难，开 创 国 家 新 生

命”。在他看来，农业生产是一切生产事业的基

础部门，关系到国计民生和民族命脉。只有农民

安居乐业，才能民富国强。因 此，他 明 确 提 出，
“我们要救中国，必先要深切顾念到勤劳痛苦的

全国农民”。［９］

二、于右任农业教育思想的形成过程

于右任的农业教育思想起步于青年时期宏道

大学堂答卷中 “建招贤建馆，兴学校，恤 贫 民，
劝农桑”的伟大志向，发展于创办斗口村农事试

验场，成熟于其兴学重农，创建国立西北农林专

科学校。
（一）青年立志，振兴农业

于右任早在青年时期就立下伟大的志向，他

以俄大 彼 得 为 榜 样，通 过 办 农 业 教 育 来 振 兴 农

业，建设新国家，使中华民族恢复在世界上的文

明大国 地 位。１９０２年，于 右 任 在 宏 道 大 学 堂 的

答卷中 大 加 赞 扬 彼 得 大 帝 的 雄 才 大 略，对 外 开

放，善学他人，使俄罗斯成为世界强国的伟大业

绩。他说：“俄罗斯野蛮国也，大彼得野蛮王也，
然劈荆榛，广教化，兴学术，励实业，使俄臻文

明之域者，果何人哉！”［１２］他在答卷中也指出了

实现这一目标的途径，即：“招贤建馆，兴学校，
恤贫民，劝 农 桑”［１２］。也 就 是 通 过 招 聘 教 师，
新建学校，重视发展农业，关注农民民生，投身

农业教育来振兴农业，建设新国家。
于右任青年立志农业教育的志向非 常 重 要，

正是由于这个伟大的志向才会有接下来的农业教

育实践活动。
（二）重农业科教推广，兴办斗口农场

１９２９年 （民国十八年），陕西省遭受了特大

干旱。于右任看到家乡田地荒芜，农民纷纷外逃

的惨状时，决心要办农场，走科学务农之道来改

良农业，增 加 生 产。他 坚 信 只 有 走 科 学 治 农 之

路，才能解 民 倒 悬 之 苦。［３］那 时 斗 口 村 的 土 地，
多为河南、湖北等省外户购买，他在本户族土地

基础上 “用公平价购进湖北等外地人转售的土地

千余亩，”［１３］为 表 明 自 己 办 厂 为 公 为 民 的 宗 旨，

１９３４年，于右任 先 生 在 场 内 亲 自 书 写 遗 嘱 以 告

后人：“余为改良农业，增加生产起见，因设斗

口村农事实验场。……我去世后，本场无论有利

无利，即行奉归公家。国有省有，临时定之，庶

能发展为地方永远利益。”［１４］

办场之初，于右任聘请杨蕴章为场长，苦心

经营，逐年扩建。其中，“果树栽培面积达四百

多亩，种植粮、棉、豆类作物７００亩，繁殖果木

花卉苗圃３０余亩，开辟菜园１０多亩。还引进当

时稀有蔬 菜、西 红 柿 等 品 种。”［１５］这 种 农 村 良 种

推广示范带动了群众争种优良品种的积极性。
为加强农业技术培训，在于右任先生主导下

农场开办了三期农技培训班，“招收具有高小以

上文化程度的学员，农场供伙食和文具用品，实

行半工半读，……共计培养学员百余人”［１５］据史

料记载［１３］，培训班学员中有的获得农技师职称，
有的考入大学，有的由农场的技术人员转成正副

研究员，都有著作出版，传播专业知识，为西北

农业建设输送了人才，贡献了力量。
于右任创办的斗口农场培养了农林科技推广

人才，为关中和西北农业科技推广输送了人力资

源，促进了关中和西北农业的近代化，使得近代

农业技术 和 试 验 方 法 在 关 中 农 业 生 产 中 得 以 应

用，是陕西乃至整个西北农业近代化的较早探索。
（三）创建国立西北农林专科学校，培养

农林科技人才

　　２０世 纪 二 三 十 年 代，国 家 内 忧 外 患，农 业

不能自 给，工 业 远 未 自 立。大 批 有 识 之 士 主 张

“建设西北”、“开发西北”，于右任先生深感 “西
北一带，……亟当从事开垦，讲究农业，若设农

林专校 培 养 人 才，可 籍 学 术 机 关 与 地 方 人 士 合

作，以学校为造林及垦荒之中心，再求民族之生

路，全国 家 之 命 脉，庶 几 可 得”。［１６］于 是 开 始 着

手筹办建设西北的教育事业。

１９２１年，于 右 任 和 杨 虎 城 在 武 功 谈 话 时，
提到 “武功原是我国夏商周三代以前后稷教民稼

穑的农业发祥地，但是近代以来，战士频发，导

致农业凋敝，人民疾苦，应振兴农业以 济 民 生，
才能更好地支持革命战争”，［３］于右任答应只要在

力所能及的时候一定会在这办农业学校，专门研

究农业问题。这就是设立武功农校的最初设想。

１９３２年秋，国 民 党 中 央 执 行 委 员 会 成 立 了

以于右任 为 首 的 “筹 建 建 设 西 北 专 门 教 育 委 员

会”。“公 推 于 右 任、张 继、戴 传 贤 为 常 务 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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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１７］在 校 址 选 定 上，于 先 生 亲 自 率 队 踏 勘，
经过反复考察和论证，最终选在了位于武功的张

家岗。从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校史馆保存的当时筹

建处给 筹 备 委 员 会 处 的 报 告 看，选 择 理 由 有 四

点：其一，历史传承意义。 “武功县西原，就是

古周原地。系我国神农后稷教稼之地，……在此

建校，讲习 农 林，继 往 开 来，具 有 历 史 深 远 意

义。”；其二，农业科学研究的意义。从地理地形

判断，“张家岗一代，具有头二三道塬的不同地

带特 点……可 代 表 西 北 各 省 高 中 下 三 种 不 同 地

质，便于农业上各种作物试验。”反映出 于 右 任

先生对农业生产与农业科学相结合的教育教学规

律的精准把握；其三，人文历史意义。“其周边，
西邻马融设帐讲学之扶风绛帐镇，南望张载的横

渠书院，……诸儒故里，亦相接近，学术氛围堪

称美善。而 隋 文 帝 之 泰 陵，唐 太 宗 李 世 民 悬 孤

处，均毗连左右，创业君主之遗迹昭然可考，尤

足激发青年崇高伟大的理想。”；其四，交通条件

便利。“陇海线穿校二道塬而过，西安、宝鸡主

干道车辆多，”［１７］从这四点择校理由，可以看出

于右任博大的历史视野、文化胸怀和对农业科学

研究的战略判断和精准把握。
于先生不仅用其教育救国的思想和实践精神

推动农林大学的创办，还在在以后的教育中亲自

到学校，深入到学生中，鼓励学生致力农林学科

研究。据西北 林 学 院 老 院 长 赵 师 卞 回 忆，１９３５
年元月，于右任亲自到学生宿舍看望学生，嘱咐

学生：“你们学林就要爱林，要立志把陕西乃至

西北的林业搞上去，搞他一辈子！”这于 右 任 的

谆谆教诲教诲，鼓励和鞭策了学生不断的从事农

林教育和农林建设工作，至今依然有着现实的教

育意义。［１５］

三、于右任农业教育思想的特征

通过上述 于 右 任 致 力 于 农 业 教 育 事 业 的 论

述，可以看出，于右任农业教育思想具有如下特

征：鲜明的时代特征、强烈的实践特征、和执政

为民、大公无私的人格特征。
（一）鲜明的时代特征

于右任农业教育思想产生于二十世纪，当时

的中国 社 会 政 治 黑 暗，战 争 不 断，工 业 不 能 自

立，农业破败不堪。在这样的社会大背 景 之 下，
于右任先生心怀救民振国之志，一方面通过革命

救国，另一方面通过兴办教育，尤其是兴办农业

教育来振兴中国。创立斗口农场和国立西北农林

专科学校的农业教育实践活动充分体现了于右任

农业教育思想具有教育救国的鲜明时代特征。
（二）强烈的实践特征

于右任将其农本思想和重农兴教的农业教育

思想落实到具体的农业教育实践活动之中，同时

在实践中又深化和完善了其农业教育思想。于右

任在建立斗口村农事试验场时，十分重视科研成

果和农业新技术的普及和推广，他先后办了三期

农民技术培训班，并派农技推广人员亲自到田间

地头指导农民科学种田，向农民宣传农业科技知

识；于先生在筹建国立西北农林专科学校时尤其

注重实践，建校从建设农场开始，树立起理论联

系实际的良好校风。
（三）执政为民、大公无私的人格特征

于右任先生 以 “天 下 为 公”、 “为 万 世 开 太

平”为座右铭，正直清廉，不置私产。他在斗口

农事试验场立下遗嘱：“我去世后，本场无论有

利无利，即行奉归公家”，先生还将斗口农场的

收入定期拨给民治学校用，这充分体现了于右任

大公无 私 的 人 格 特 征。１９３２年，时 任 国 民 政 府

监察院长的于右任心怀桑梓，忧国忧民，在南京

的一家报纸上发表 了 《中 山 门 外 的 种 瓜 者》，为

创办国立西北农林专科学校创造了舆论氛围，其

悯农意识和执政为民的精神体现的淋漓尽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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