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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于右任是中国近现代以来著名
的 政治家、教育家和 书法家，他 在中国近
代政治、教育实践和舆论宣传方面的思想
活动，受到国内外众多学者的关注。 文章
系统梳理了近 20 年来国内关于于右任的
研究成果，围绕于右任先生的办报生涯和
新闻思想， 教育思想以及民主革命思想，
对其进行研究，并提出 了几点看 法 , 以供
关注这一问题的研究者参考。

关键词：于 右任；新闻 宣传；教 育；民
主革命；研究

一、办报生涯与新闻思想
于右任不仅是资产阶级革命家，同时

还是近现代著名的宣传家。他的办报活动
和 新 闻 思 想 也 一 直 是 学 术 界 研 究 的 重
点。学术界针对于右任办报和新闻思想的
研究主要集中在报刊活动、新闻思想和舆
论宣传这几个方面。

（一）办刊活动

1.于右任创办报刊的原因和实践。 学
术界最早 研究于右 任新闻和 报刊 思 想 的
应该就是牛济的《于右任在辛亥革命时期
办报活动书评》， 这篇文章主要针对的是
辛亥革命时期的办报过程，其次比较有代
表性的就是杨荣和王劲的《试论于右任的
新闻实践及新闻思想》。杨荣和王劲认为，
于右任在 上海创办 报纸， 有两 方 面 的 原
因—自 身的雄心 壮 志 和 对 社 会 环 境 的 深
深感触。 刘惠文在《于右任办报的主观动
因》指出于右任办报是有复杂的客观背景
与主观动因的， 认为不屈和德爱的性格、
读书报国的远大志向、吃苦耐劳的心理锤
炼和民族、民主意识的不断增长是其办报
思想产生的坚实基础。 周雅丽在《于右任
的办报生涯》 中认为，《中国舆论大势论》
的发表是于右任与报刊结缘的起点，而之
后投 稿的屡遭 拒绝是其 萌生办报 理 念 的
直接动因。于右任的办报实践主要是围绕
《神州日报》、《民呼日报》、《民吁日报》和
《民立报》的创立展开的。学术界针对其办
报实践的研究也是从此展开。

2.办报特征和内容。 较早并且比较完
整的研究于右任的办报特征和内容的应该
是许增的 《辛亥革命时期的革命宣传家—
于右任》，他认为，于右任的报刊内容主要
有以下三个特点：“揭露、 鞭挞清政府的黑
暗统治、媚外卖国，立宪骗局；宣传反侵略，
爱祖国；宣传反清有理，颂扬革命壮举，反
对袁氏独裁卖国”。 刘代朝在《论于右任办
报》 除了上述内容外还补充认为用法律武
器维护办报权益和服务三民主义也是于右
任办报的重要内容和明显特色。 王明芳在

《<民呼日报><民吁日报>两报时期于右任
的革命宣传活动》 中特别补充了于右任对
路况案的持续关注， 认为晚清之际是中国
权利严重丧失之际， 只有捍卫我国的各项
权利才能使我们的政府不继续沦陷下去。

3.办报影响。 学术界研究于右任的办
报影响主要是从两个角度， 一个是对当时
社会以及包括革命的影响，另一个是现实影
响，也就是对当今我们新闻业改革发展的一
系列启示。 刘代朝认为，于右任创办报刊带
来的影响是两者兼而有之，既宣传了资产阶
级民主革命，储备了力量，又给近代报刊界
注入了新活力。 张夷弛的《于右任办报实践
对辛亥革命的思想贡献》认为，于右任的贡
献不仅是对反帝反清和西方文明思想的宣
传，更重要的是对辛亥革命以及以后自由主
义思想和独立自主的办刊理念的宣传。刘俊
生是从新闻业改革发展角度来研究的，他认
为敏锐犀利的新闻洞察力和屡挫屡战的新
闻思想是于右任留给我们的宝贵精神财富。
而且他认为于右任之所以成功的原因是他
对文化的传承和不断创新的精神。

（二）新闻思想
王保平将于右任的新闻思想归纳总结

为四部分———实现资产阶级革命主张的舆
论工具；监督政府；正确的言论机关；宣传言
论自由。 唐玉在《于右任报刊活动与新闻思
想研究》中介绍了于右任特色的民族主义新
闻思想，即报刊的功能观、受众观、自律观、
业务观以及对国内新闻法的探讨。杨荣和王
劲认为于右任的新闻思想主要涉及到四个
方面，包括新闻的重要性，新闻的独立和自
由，新闻记者的作用、职业道德、责任感和如
何写社评，其新闻思想的最终落脚点是民主
主义和爱国主义。 李程在《论于右任自由主
义新闻思想》中认为于右任在新闻实践过程
中形成了自己的自由主义新闻体系，主要包
括言论独立自由、人民主权观、监督政府、反
“党报思想”和“文人论政”，他的这种思想对
中国自由主义运动产生了巨大影响。阳海洪
和严远丹认为于右任的新闻思想主要包括
功能观、言论观和新闻人才观，指出独立性、
公正性和建设性是于右任办报成功的重要
原因，并总结出于右任的新闻业务思想主要
包括重视记者队伍建设，重视外电翻译与国
际新闻频道，重视报纸的经济属性和丰富多
样的专栏形式。 乔驿珺在《于右任新闻职业
道德观研究》中认为，于右任的新闻职业道
德观主要包括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对新闻
自由的坚守、坚持新闻内容的真实性和准
确性、 坚持报人工作的独立性和公平性、
保 持 自 省 意 识 和 危 机 意 识 以 及反对同行

内部的争斗。
（三）舆论宣传
刘莹认为 于右任 的 舆 论 观 包 括 舆 论

监 督、务 求 实际和勇于承担责任，于右任
作为一个将办报和革命相结合的社会实践
者， 既保有激进的理想色彩又有经世致用
的品格。张玉龙在《于右任与辛亥革命时期
的舆论动员》 中写道：“于右任自始至终扮
演了革命舆论动员的组织者和宣传者的关
键角色， 无愧为辛亥革命时期杰出的民族
民主革命宣传家。 ”昝智海在《于右任对“三
民主义”思想的宣传》中以于右任的《民立
报》 政论为中心深入而具体的介绍了于右
任宣传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思想的具体活
动。王明芳认为，于右任的政治宣传活动主
要集中在对清廷的腐败黑暗的抨击以及对
民主自由思想的宣扬，通过《民呼日报》和
《民吁日报》达到革命宣传的目的。

二、教育思想
学术界研 究于右 任 在 教 育 方 面 的 贡

献 主 要 涉 及 两 大 类———教 育 实 践 和 教 育
思想。

（一）教育实践
于右任的 教育实 践 主 要 是 通 过 创 办

学 校是实 现的，主要 与复旦大 学、上海 大
学、陕西大学以及新三中学这四所学校有
关。

1.复旦大学。 作为“复旦的孝子”，傅
德华在《于 右任与 复旦》中认 为于右 任 与
复旦的 结缘是 源于马相 伯， 复 旦 是 马 相
伯、李 登辉和于 右任共 同创建的，于 右 任
对 于复旦的 创立和 初创阶段 的教 育 改 革
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许有成的《也谈于右
任与复旦》 对傅德华的文章进行了补充，
并 介绍了于 右任三 次拯救复 旦于 水 火 之
中的事迹，印证了于右任与复旦的深厚感
情。赵英秀的《于右任与复旦大学》介绍了
于右任创 办复旦公 学以及历 经 磨 难 上 书
孙大总统使复旦公学得以恢复的事迹。

2.上海大学。 赵守仁和陈艳君在《于
右任与上海大学》中讲述了于右任与国际
友人共同努力，创办学校出任上海大学校
长的历史过程，作者并认为正是由于这样
的 特殊背 景和于右 任的革命 理论 教 育 才
使得 上大具有 鲜明的革 命色彩 和 与 众 不
同的特点。 张元隆在《于右任执掌上海大
学》 中介 绍了于右 任执掌上 海 大 学 的 经
历，包括出任校长、运筹校务和关爱学生，
以及通过发展教育振兴国家的爱国情感。

3.陕西大学。 主要就是王民权和王广利
的《于右任创办陕西大学始末》，文中讲述了
于右任作为一名陕西人为故乡， 为国家，为

近 20 年来国内学界于右任研究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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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教育所做的重要贡献。 除此，张开颜的
《于右任与陕西地方教育》 中指出于右任对
陕西地方教育做出的重要贡献就是民治小
学的建立，并在文中写到：于右任对这项事
业颇为满意,认为“生平只作了三件于人民
有益之事:即在原籍陕西三原办了个‘民治
学校’、‘斗口农场’和‘标准草书’。 ”

4.新三中学。 主要有徐挺的《于右任的
爱国办学实践探析》和段清华的《于右任与
岳池新三中学》，重点研究了于右任在救国
救民的背景下创办新三中学的艰苦历程。
徐挺认为于右任的教育救国思想从爱国主
义的立场出发，大力发展教育事业，以振兴
中华民族为己任， 对当时社会的革命形势
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从一定程度上推动我
国近代反帝反封建的民主主义革命，使教
育救国的思想从理念变为现实。

（二）教育思想
于右任的教育思想主要分为两类，学

校教育思想和农业教育思想。关于学校教育
思想，谈龙宝和吴洪成在《略论于右任教育
思想及其教育实践活动》中认为于右任将教
育与开展革命、国家兴亡联系到一起，要兴
国立国首先就要普及教育，确立合适的教育
内容，提倡自主、军国民和智能三合一的教
育模式。徐辉在《于右任教育思想初论》中认
为于右任提倡新式教育以及创办报刊等其
目的旨在通过教育培养民主革命人才为国
家和人民更好的做贡献。 关于农业教育思
想，马凌云在《兴学兴农，功在千秋———记于
右任先生办农业教育的光辉业绩》中记述了
于右任为西农的建立所做的贡献包括选校
址、广揽贤才等等。杨航和陈遇春在《于右任
农业教育思想的渊源和形成过程研究》中认
为，强烈的爱国主义、教育兴国的爱国理念
以及重农兴教的情怀造就了于右任的农业
教育思想， 并表现出教育救国的时代特征、
理论联系实际的校风传统和大公无私的人
格特征。 最后刘永亮在《于右任职业教育观
与校园文化的传承创新》中认为，于右任兴
学兴农， 振兴国家， 发展农业的指导思想，
诚、朴、勇、毅的校风，实践第一质量立校的
办学理念以及重视科研服务生产的办学宗
旨开创了职业学校治学兴教的先河，奠定了
校园传统文化的基石。

三、民主革命思想
学术界研 究于右任 民 主 革 命 思 想 的

论 文并不 是很多， 最 早研究的 是 王 劲 的
《于 右 任 与 辛 亥 革 命———纪 念 辛 亥 革 命

80 周年》，文中认为爱国思想和维新主张
是于右任早期思想形成的第一个阶段，随
后借助办报宣传民族主义和民权主义，积
极参加 政治联 络和起义 的工作。 除 此 之
外，代表性的主要有钟明善为纪念于右任
先生诞辰 130 周年所写的《于右任民主革
命思想寻绎》、王丹丹的《清末民初于右任
革命思想研究》等。 研究的内容大都是针
对于 右任先 生对孙中 山三民主 义思 想 的
宣传。 具体 细分的 话主要有 以 下 几 个 方
面： 于右任民主革命思想形成的原因、过
程、内容以及对其思想的宣传。

（一）原因
钟明善在《于右任民主革命思想寻绎》

中认为于右任民主革命思想的形成除了外
部环境这个客观因素之外，教育背景和思想
熏陶也是其重要因素。青年时期酷爱写诗的
于右任将自己的思想和志向赋予到诗歌当
中，逐渐形成自己的民族观、世界观和人生
观，加上“关学”前贤的熏陶和影响，使他的
革命思想更加坚定。投身民主革命思潮为革
命呐喊以及十月革命的影响等等这些是于
右任思想形成的重要因素，也是于右任终身
奋斗的目标。 王丹丹在《清末民初于右任革
命思想研究》中认为，庚子之变后的国家局
势严峻以及统治者腐败不堪、懦弱无能的现
实使他产生了推翻满清统治，挽救国家危亡
的民族革命思想。 罗进在《略论于右任的民
族观》中认为于右任思想的形成主要归结为
四部分———民族危机、儒家思想熏陶、西学
东渐的近代化热潮和孙中山民主革命思想
的影响。 这与钟明善的《于右任民主革命思
想寻绎》所归纳的观点有相似之处。

（二）过程
李霞在《辛亥革命时期于右任民族主

义思想的形成》中认为于右任民族主义思
想的形成过程主要分三个阶段： 启蒙、发
展和成熟。青年时代的所读所想让民族意
识的种子在于右任心中扎下根，随后帝国
主义 的入侵和 清政府的 的媚外暴 内 让 他
的对现实失望，促进其民族主义思想不断
发 展 ，1906 年 加 入 同 盟 会 后 将 思 想 付 诸
实践，逐渐成熟。

（三）内容
罗进在《略 论于右任 的民 族 观》中 认

为于右任的民族观的内容主要有四部分：
反对清朝统治和帝国主义的侵略、坚持孙
中山的三民主义、 坚持抗日和民族利益、
坚持爱国主义。这几部分中蕴含着于右任
坚定的民 主革命思 想和伟大 的爱 国 主 义
情怀，在民族危亡之际通过办报宣传自己
的革命思想号召中国人民团结起来，奋起
反抗， 推翻清政府的统治和外敌入侵，获
得民族自强。

（四）宣传
针对于右任对其革命思想的宣传主要

有 许 增 的 《辛 亥 革 命 时 期 的 革 命 宣 传
家———于右任》、杨呈胜的《辛亥革命时期
于右任对三民主义思想的宣传》、冯治和刘
孟信的《辛亥革命时期的于右任》等，学术
界研究的关于于右任革命思想的宣传手段
主要是通过创办报纸实现的，通过办报，发
表文章，揭露社会现实，唤醒人民，呼吁全
国人民团结起来共同抵御外国入侵， 实现
民族的的自立自强。除此，冯治和刘孟信在
文章中讲述了于右任将理论付诸实践的宣
传方式， 包括创办学校、 参与革命组织工
作、谋划起义等，全 面 分 析 了 于 右 任 理 论
与实践相结合的革命宣传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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