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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虎城开发陕西的经济思想与贡献

陈 崇凯

摘　要　本文系统总结了杨虎城开发陕西的经济思想与贡献 ,从赈灾安民以奠定稳定的

社会前提 ,整顿教育以提供人才 ,整修交通以提供保证 ,结合省情来开发实业四方面论析杨虎

城的经济思想 ;从振兴教育 ,开发交通实业 ,振兴水利和农业等诸方面入手 ,以翔实生动的第一

手资料论证了杨虎城对陕西近代经济开发的贡献 ;从而得出科学结论:杨虎城不仅是一位爱国

抗日的将领 ,而且是一个开发西北、推进陕西近代化的倡导者和奠基人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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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杨虎城开发陕西的言论思想
贫苦出身的杨虎城作为一个爱国爱民的军人 ,一生戎马倥偬 ,但却始终关心陕西的民瘼与开发事业。

1930年 ,他宣誓就任陕西省政府主席的讲演词中一开始就指出: “今天虎城及各委员就职……我们自当本着

总理的遗训 ,……一致努力于陕西建设 ,以期不负中央之委托 ,完成开发西北的工作。”①

杨虎城主张陕西开发的第一个方面是脚踏实地打好基础 ,给开发建设创造一个和平安定的社会秩序和

稳定的生活条件。 当时陕西经战乱大旱 ,民生凋敝 ,人口减少了四分之一 ,针对灾害连年 ,民贫财困的实际情

况 ,首先要进行的工作是停兵息战 ,肃清匪患 ,赈灾救荒 ,安定民心。 所以他“返陕伊始 ,已将从前苛税、杂捐暨

陕南四倍加征 ,飞令各县一律停征。”他多次在公众场合强调 ,在百业凋零、经济破产的“迫切危状之下 ,绝不是

空喊口号 ,便能救国 ,必须实事求是”。那么 ,“目前陕西的需要是什么呢?是需要减少消费 ,增加生产 ,积极地解

决吃饭问题。”②同时连续致电国民政府及国民党三届四中全会 ,代陕民请命: “陕西旱荒连年 ,灾情惨重……

加以冯军盘踞 ,专事诛求……虎城代罪乡邻 ,痛心民瘼 ,”决定“一面派兵剿匪 ,限期肃清。一面分别工、急两赈 ,

兼筹并进 ,急赈则就灾情各县 ,设所收容 ,开厂施粥……工赈则修路、开渠、掘井、导河 ,随在兴工 ,期于两利。”③

在同年发表的《政见商榷书》中 ,亦把此几项做为从事建设的先决条件。

杨虎城认为与此同时 ,必须从“整顿教育” ,培养人才着手 ,给开发建设提供必要的骨干力量和人才储备。

他说: “帝国主义侵略我们 ,就是因为中国人思想落伍、智识浅薄……所以欲要民族进步 ,定要接受新的学术 ,

发展教育 ,增长智识。”④建设陕西是一项社会事业 ,“是要社会上的人才来办的。”⑤而“陕西僻居西北 ,风气晚

开 ,各种教育 ,素不发达。”所以必须全力“振兴教育” ,“政府对于教育 ,不是敷衍了事 ,非要实事求是不可” ,各

部门都“要以全副精神去做教育事业。”⑥为此 ,应“督促教育厅 ,厘定法规 ,整顿各级小学 ,注重乡村教育 ,以达

教育普及之目的。”

在教育培养人才中 ,首要的是打破 “闭关自守”的封闭意识。杨虎城对学界讲话时指出 ,陕西的地域性封

闭观念十分严重 ,嗣后吾人应打破地域观念 ,目光须直向潼关以外 ,乃到中国以外 ,去探视去接受新的潮流。

“全社会都应这样作 ,而教育界责任更大 ,要以此培养出新的人才。”

杨虎城认为开发陕西的第二个方面是“整顿交通 ,陕省疆域广袤……交通不便 ,情势隔阂。 关于文化之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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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 ,物质之运转 ,无在不感受困难”。 “现在的急切之图 ,先要将交通恢复。”⑦在就任省政府主席时 ,他发表《政

见商榷书》 ,主张“体察地形 ,将全省道路 ,分别干线支线次第修筑 ,俾臻宽平 ,务使各处重要城镇 ,声气联贯 ,纵

横四达。”⑧

陕西作为中华文明发祥地之一 ,“土地肥美 ,河流众多” ,自古以农业为经济主体。 但民国九年以后 ,“徒以

农政废驰 ,水利坐弃 ,一遇雨阳不对 ,即易酿成偏灾 ,饥馑流亡 ,动渲惨剧。 最近三年之旱荒 ,饿毙人民至以数

十万百万之众。”所以杨虎城主张要开发水利 ,振兴农业。 在广大农村应“勤导农民 ,凿井浚泉 ,并于小河细流 ,

一律开渠引水 ,借资灌溉”。 ⑨各种水利计划 ,均应为紧急要务 ,“克日兴工” ,“全力进行”。

第四个方面 ,是发展商贸、兴办实业。由于陕西财力有限 ,必须开发实业 ,加强流通。杨虎城认为此项工作

须政界农商合力进行 ,或公办 ,或民办民助 ,同时并举。他指出: “吾陕过去习惯 ,政府是政府 ,农商是农商 ,各不

相联 ,这是一个缺点。要知金融为社会命脉……政府受民众襄助 ,事业定能成功……决不能彼此离开。”10同

时 ,要“充分认识 , (必须 )用科学方法改善商业” ,使其发达 ,从而“与工业农业等一样地站在水平线上前进。”11

综上所述 ,杨虎城认为 ,只有“赈灾、教育、交通、实业、 (水利 )等等切要之图 ,无不竭力整顿举办” ,始能“完

成开发西北的工作” ,“达到建设新陕西之目的”。12

二、对振兴教育培养人才的贡献
陕西的新式教育在晚清及民初曾一度有所发展。 民国八、九年以后 ,由于军阀争斗 ,战祸连年 ,加上灾荒

频仍 ,陕西教育急剧衰败。当杨虎城于 1930年由豫返陕时 ,曾由潼关至渭北细为考察 ,原来很有基础的同州第

二师范等校 ,“校内一切均无”。而“原为渭北文化集中”地的“学校林立之三原” ,“现在恶残破不堪言状”。其原

因一在于军阀破坏 ,如“宋哲元、刘郁芳等对于教育不但不加提倡 ,反而竭力破坏 ,有以致之”。 二在于本很有

限的教育经费 ,被“各地驻军 ,仍行任意提用 ,莫敢谁何”。 三是“学款积欠 ,动累年月 ,教师每苦枵腹 ,课业因而

停顿 ,青年荒废”。 13

杨虎城振兴教育的第一个措施 ,就是改革全省的教育管理 ,起用进步人士。 他在筹组省政府时 ,以共产党

人南汉宸为秘书长 ,并拟聘进步人士李百龄为教育厅长 ,但蒋介石硬将 C、 C头子李范一塞入充任。为此 ,杨在

中共地下党的帮助下 ,积极支持教育界进步人士发起驱李活动 ,在广大师生游行示威下 ,吓得李范一自动辞职

逃回南京。 杨即重新任命李百龄为厅长 ,随即撤换了一批旧校长 ,委任一批进步人士为新校长。 同时 ,他又把

教育系统一些保守分子有计划地调出 ,补充了一批年青进步的新知识分子充实教师队伍。 进而扩展各中学的

规模 ,扩大招生名额。 比如仅尧山中学一所学校 ,就任用了包括共产党员在内的方仲如、冯一航、袁若愚、何寓

础、张希钦、赵曼青、原禾森等革命知识分子。 1932年 ,在杨虎城支持下 ,爱国学生又发动“ 4· 26”运动 ,把蒋介

石派来陕西专门调查杨搞“赤化教育”的考试院长戴季陶从陕西赶走。

第二个贡献是全力筹措教育经费并保障经费专款专用。 杨虎城认为 ,“陕西过去教育落后的原因 ,固然是

交通不便 ,而主要者 ,是经费常被挪用 ,教育费无着”。 所以他刚就任省政府主席 ,就决定“今后把教育经费令

其完全独立……且要陆续增加 ,使教育能日行发展”。14为此 ,“将商税、棉花捐、卷烟特税全数拨归教育厅 ,保

障独立。无论何人 ,或借口何事 ,均不得提用分文 ,以重学款宏而造就”。15 1931年初又决定 ,“嗣后陕西所入 ,

悉用之于建设事业”。 “目前宁可把军队解散 ,教育经费是不可不充分筹备的。”

与此同时 ,为了发动全社会都来振兴教育 ,他由自己做起 ,从所部军费中拨出一笔专款 ,充作教育基金 ,由

教育进步人士组成陕西教育基金会保管委员会 ,推梁午峰为负责人。 这些措施 ,从根本上改变了二十多年来

陕西教育经费拖欠 ,教师工资被七折八扣基本分文不得的状况 ,调动了广大教师立志兴学的积极性。

第三个贡献是开办新校。早在 1922年 ,当陕西靖国军被军阀改编时 ,只有杨虎城所部为“保存一点西北的

革命种子”而移居贫瘠的陕北榆林。 当时尽管杨部寄人篱下 ,情况困窘 ,仍设法赶走花马池一带的盐官税警 ,

废除旧的盐务制度 ,将其收入的相当部分用于兴办启蒙和中等教育 ,在定边、靖边等地共兴办小学五所 ,在宁

条梁驱逐了学校中的天主教势力 ,新建一所中学 ,又在汉蒙杂居区建汉蒙小学一所。 16当时三边地区“办教育

的老先生 ,多在家里抽烟 ,…… (杨虎城 )便不客气地将各学校重事整顿。 将暮气沉沉的老先生们 ,一鞭驱逐 ,

另外由外边请了许多教员 ,办理教育”。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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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靖国军时期 ,杨虎城在创办耀县三民军官学校的同时 ,同其他革命军队“多撙节薪饷 ,兴办学校 ,深得一

般人的景仰” ,杨虎城回忆说: “那时兄弟也是办学的一员 ,我到西路 ,每至一县 ,便要咨询教育状况 ,”振兴当地

教育。 “我开到陕西扶风时 ,一般绅士便让我在学校驻扎……我严厉拒绝 ,始寝其事。”18

30年代前后 ,正是“由于杨虎城、邵力子的关心支持 ,陕西教育获得比较迅速的发展”。 在他们领导下 ,

“ 1931年 ,陕西省政府公布了陕西教育厅规程和督察学办事细则”。 1932年秋 ,国民党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了

于右任等人提出的“筹建建设西北专门教育初期计划议案” ,杨虎城同于右任一起被委任为筹建建设西北专门

教育委员会的委员 ,并于当年在陕西筹建了“西北农林专科学校”。 19

1933年 ,杨虎城被蒋介石撤掉省主席后 ,仍念念不忘办学兴校 ,他曾说: “陕西省的主席不干了 ,在自己家

乡 ,由自己出钱办一个学校 ,这一点权力和自由 ,总还可以有的吧。”于是真的出资在家乡蒲城开办尧山中学 ,

还为了让学生有实习田地 ,购置 3 000亩土地作为学校农场 ,又成立了勿幕图书馆 ,藏书为陕西第一位 ,还计

划兴办简易师范以解决师资来源。 20受其影响 ,十七路军汽修厂于 1938年又创办了西北高级机械职业学校 ,

培养当时最急需的机械制造专业人才。

第四个贡献是培养骨干人才与派遣留学生。 早在靖国军期间 ,他就先后派王世英、任云章、刘云龙、周某

等人分赴广东、四川讲武堂及黄埔学校学习深造。 黄埔一期中陕西学员较多 ,与杨虎城的派遣资助有很大关

系。 此后 ,他又资助派遗大批陕西进步青年出洋留学 ,其中有许多还是共产党员。 著名的如赴日的王炳南 (后

赴德 )、袁若愚、李敷仁、李子建、刘佛吾等 ;赴德的郭则沉、江隆基、韩鲁等 ;赴法的潘自力 ;赴英的原政庭、蒲克

敏、亢心裁等。 21

三、对开发交通兴办实业的贡献
“九· 一八”事变后 ,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东北、进逼华北 ,国民政府向西南西北实行战略转移 ,可当时的西

北及陕西极少现代工业 ,多年军阀混战的创伤犹在 ,交通闭塞 ,经济落后 ,难以适应形势需要 ,“开发西北”呼声

甚高。 陕西作为通往西南西北的交通枢纽 ,“第一要务”就是修路。

列宁指出: “铁路是资本主义工业的最主要的部门即煤炭和钢铁工业的总结 ,是世界贸易和资产阶级民主

文明发展的总结和最显著的标志。”22在杨虎城主政期间 ,陕西铁路建设从无到有 ,陇海铁路不断向西展筑 ,

“主要是修筑了灵潼 (灵宝至潼关 )和潼西 (潼关至西安 )两段 ,后又修筑了西安至宝鸡段线路”。 “灵潼工程

1930年动工 , 1931年 12月完工 ,”23 1932年 1月通车营运 ;潼西段 1934年 12月完工 ,次年 1月营运 ;西安咸

阳段 1935年动工 ,次年 2月通车。陇海铁路通车西安 ,意义十分重大 ,时人指出: “潼西段为国家筹款国人建筑

之先声。”24

这里要特别提到的是 ,当时最初设计的西安火车站 ,位于北门外。但站址正好位于陕西最大的回民公墓 ,

若依此方案施工 ,一来可能酿成民族纠纷 ;二来必然会延缓铁路通车时日。 杨虎城为此专门出面协商 ,重新勘

定站址于今解放门外 ,使这一问题圆满解决 ,保证了铁路及时通车。

陇海铁路把内陆城市西安同连云港接通 ,推动了陕西的近代化。 包括杨虎城秘书宋骑云在内的陕西各界

代表专程赴连去港考察。 在考察报告中他们写道: “此路利剂之大 ,不仅在便利商旅 ,输入文化 ,而且调剂农

村 ,开发经济。 ……如本年棉花大批东运 ,价值至少在一千万元以上……过去因交通不便 ,投资者视为畏途 ,

每裹足不前 ,现在交通已畅行无阻 ,津沪各银行界 ,及各地大工厂 ,当因铁路之便 ,踊跃投资 ,共谋开发。”25

杨虎城对开发陕西交通的第二贡献是公路建设。 在杨虎城主政的三十年代前期 ,“陕西的公路建设迅速

地由关中向陕南、陕北推进 ,出现了公路建设的第一次高潮 ,这期间 ,先后改建了西兰 ,新修了西汉 (宝汉段 )、

汉宁、咸榆、长坪等几条主要干线公路 ,以西安为中心 ,东西南北各路均与邻省沟通 ,全省公路网的雏形初步显

露出来”。26从 1929年开始 ,杨虎城的西北军与华洋义赈会共同负责 ,先“用以工代赈方式修建西兰公路”。次

年 ,杨又调部分军工参与了西凤公路的修筑。 1933年 ,杨虎城以西安绥靖公署主任名义决定修建凤陇公路 ,由

省建设厅具体主持 , 1935年 5月建成通车。

1934年 ,西兰公路决定改建为丙等国道 ,施工任务主要是由杨虎城部的兵工担任 ,根据安排 ,“西安 、咸

阳、礼泉段由独立第二旅第四团派兵六连轮流修筑 ;礼泉、乾县、汤 (阳 )段由独立第二旅第三团派兵一营修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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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汤峪、监军镇、旧永寿段由特务第二团派兵修筑…… ;永寿、彬县段归炮兵团运输兵修筑…… ;彬县 、长

武、窑店段归特务第一团派兵修筑”。27 6月 23日 ,在西安举行开工典礼 ,先由杨虎城检阅全部筑路部队。讲话

结束后 ,各团士兵即修筑西廓门外第 1公里路段 ,路基筑完后 ,杨虎城同来宾进行视察 ,典礼结束。 同年 ,杨还

派部队与民工一起参加了汉白公路的修建。

1936年 ,又由兵工整修了咸榆公路延安以南原来难以通车路段 ,改建了桥涵 ,使甘泉至延安间汽车通行

无阻。“双十二”事变前夕 ,杨又与张学良共同派部队翻修了西潼公路的几座桥梁。 1930年 ,杨虎城以省政府名

义发布命令 ,定每年 3月 12日为公路植树节 ,令军队在路旁植树 ,次年 ,令公路局通知各县栽行道树。

在交通先行的同时 ,杨虎城及其部属还尽一切可能兴办实业。 “杨虎城主陕期间 ,深知自己率领的十七路

军非蒋介石的嫡系部队 ,……十七路军所需军械弹药不能指靠南京接济 ,非自力更生不可。 故十分重视 1895

年就设立在陕西机器局的建设 ,并亲自兼任该局局长 ,派员进行整顿 ,使机器局很快恢复正常。”机器局设备增

至 200余台 ,月产步枪 200余支 ,子弹 20万发。“杨虎城兼任局长期间 ,曾实行工人自选监工自定技术等级 ,共

同制定生产计划 ,并按产品经过检验达到的合格率发放工资的办法 ,使生产有所发展。 西安事变后 ,红军南下

关中村 ,杨虎城将 50万发步枪子弹和 15万发手枪子弹 , 8万颗手榴弹送到三原交给彭德怀将军的部队。”28

为了推动全省的经济开发 , 1932年初 ,在杨虎城的支持与陇海铁路管理局的合作下 ,邀请全国知名经济

专家、大学教授、新闻记者等四十余人组成“陕西实业考察团” ,分南北两组 ,对三十余县的农林、矿产、水利、工

商、交通进行全面考察。 8月 12日 ,考察团到达潼关时 ,杨虎城特派专人及十余辆汽车前往迎接 ,又派水利专

家李仪祉等三人随团协助考察。 1935年 5月 ,《陕西实业考察》一书编成 ,杨虎城亲笔题词 ,内有“系维西北 ,蕴

蓄宝藏 ,货弃于地 ,亟待发扬。群贤济济 ,振袂启行。跋山涉水 ,饱受风霜。搜罗宏博 ,记载周祥。目张纲举 ,热

心提倡 ,促进实业 ,决胜商场。 裕我财用 ,跻国富强”29等语。

杨虎城主持的陕西机器局的原料硫酸、盐酸、硝酸主要从日本进口。 “九· 一八”事变后 ,原料断绝 ,杨虎

城决定集资创办三酸厂。 1933年建成 ,定名为西安集成三酸厂股份有限公司。 因产品供不应求 , 1936年又扩

建 ,生产能力增加三倍 ,远销华北华中各省。 集成三酸厂的成功 ,“对西北化工业的开发作出了重大贡献……

成为发动西安事变的物质条件之一 ,还及时支持了西北地区制革、印染、造纸、火柴、冶炼、焊接、开矿等工业和

民品生产 ,促进了工业的全面开发。”30

为了开发西北的药材资源 , 1934年 ,杨虎城指示拟制兴办国营西药厂方案 ,被蒋介石阻挠。 次年 ,杨又指

示其参谋长 (兼省银行总理 )韩威西与医药处长薛道伍出面 ,在社会上兴办西北制药厂。 该厂生产的一些药品

还供给陕甘宁边区 ,“咳立平”、“新美乐”等药片还打入国际市场。同年 ,杨虎城又在咸阳建成尧山油厂 ,该厂设

备进口 ,油品质量高 ,畅销几省 ,规模不断扩大。 西安事变后 ,杨虎城被逼出国 ,蒋介石企图没收该厂资产。 杨

虎城部属重新集资扩产改为股份有限公司 ,更名为裕农油厂。

1935年 ,西北最大、设备为当时世界先进水平的大兴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分厂 (即大华纺织厂 )在西安兴建

时 ,从选址到兴建和投产 ,都 “得到西北军将领杨虎城、省主席邵力子等军政领导人和社会贤达的赞许与支

持”。 31

到 1937年 ,韩威西又集资兴办了西京机器修造厂 ,后成为陕西商办工厂中规模最大的企业。

四、对开发水利振兴农业的贡献
陕西是中国最早的水利灌区 ,可在杨虎城主政前 ,因军阀混战灾荒不断 ,水利设施惨遭破坏 ,农业生产条

件急剧恶化。 杨在未就任省政府主席前 ,就多次呼吁以工赈灾 ,振兴农业。 其措施就是“开渠、掘井、导河”、大

“兴水利”。在筹组省政府时 ,为保证开发水利事业 ,特意千方百计把全国水利专家李仪祉请来任建设厅长。当

时李任全国导淮委员兼农务处处长及浙江省建设厅顾问 ,负责设计杭州湾海塘工作 ,但杨虎城以同乡情谊 ,且

陕西水利亟待整修 ,几经努力 ,方将李争回陕西。

李仪祉到陕后 ,杨虎城请其主持修建关中灌溉工程。 从 1931年到 1936年西安事变前 ,先后开修了泾惠、

洛惠、渭惠、梅惠四渠。为缓解灾情 ,杨虎城采取“以工代赈”之法 ,既赈济灾民 ,又解决了劳动力。工程款一半由

省政府负担 ,一半请华民义赈会捐助 ,并争取到爱国华侨的大量募捐钱物 ,总计 100万元。 泾惠渠仅用一年半

·13·1997年第 2期 陈崇凯: 杨虎城开发陕西的经济思想与贡献



时间建成 ,可灌田 65万亩 ,为陕西最大工程之一。洛惠渠 1937年初建成通水 ,可灌田 50万亩。 1938年渭惠、

梅惠先后告竣 ,可灌田 80万亩。 从而使陕西农业开始振兴。 32

为了开发农业 ,杨虎城还制造引进了一些先进的农业机械并推广粮棉新品种 ,“西北地区自制的农业机

械 ,要数 30年代初陕西军械制造局改为机械局后转产生产的三马力抽水机和中耕机。” 30年代中期 ,陕西引

进第一台拖拉机 ,转交于西北农学院 ,当时远近群众成千上万人争相观看这个“铁牛”。 1934年 ,又成立了陕西

棉花改进所 ,正式开始棉种推广工作。 33

1932年 ,在杨虎城支持下办起的西北农林专科学校 ,“直接或间接引入外国苹果良种。”此后 ,关中各地农

场及一些个人也纷纷引进西洋苹果 ,总数达三四十个品种。 34

在杨虎城主陕期间 ,陕西农村养殖业也开始兴盛。 如美利奴羊、萨能奶山羊、土根堡山羊、荷兰黑白花奶

牛、娟姗奶牛、更赛奶牛等 ,都在陕西公私农牧场或农户中饲养 ,促使西安等城镇兴起乳品经营业。

杨虎城还积极扶持养蜂业。 1929年 ,当西安呼若农引入意大利 20群蜜蜂创办蜂场并在西安首创蜂业门

市部时 ,杨虎城下令表彰嘉奖 ,一次赏给其钢洋三千元。在杨虎城鼓励倡导下 ,养蜂者日众 ,大荔、耀县、泾阳、

富平等县纷纷放养。 到 1935年 ,泾阳蜂场附设的蜂具厂 ,已名列全国三大家之列 ,还创办了《陕西蜂业》杂志。

陕西养殖业也逐渐形成繁盛的局面。

综上所述 ,可以看出 ,杨虎城不但是一个进步、爱国、抗日将领 ,也是一个关注民生、切实推行孙中山新三

民主义的创业者 ,是开发西北、推进陕西近代化的倡导者和奠基人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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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S OF MAJOR PAPERS

On Sima Qian 's `making a school ' by Zheng Zhenbang & Zheng Hongjuan

` Making a school ' is the most important reason w hy Sima Qian w ro te Historical

Records. He neither intented to improve the tradi tional Chinese w ri tting sty le, no r tried to

g ain a fam e by biog raphizing pea sant uprising leaders.` To make a scoo l ' is m eant to express

his po li tica l value of upho lding the Taoism and the concept of `o f people ' through the way of

` exploring the univ erse and man as much as possible and learning about the past and the pre-

sent as much as one can ', distiguishing f rom the then popular value of ` the Confusianism

only ' and `o f monarch '.

Yang Hucheng 's ideas of developing Shaanxi economy and his contribution

by Chen Chongkai

This paper presents Yang Hucheng 's ideas of developing Shaaxi local economy and his

m ajo r contribution. His ideas are analized in four aspects: ( 1) relieving people in sticken a reas

to stabili ze the local com munities; ( 2) refo rming the education system to t rain needed people;

( 3) rebuilding roads to im prove t ranspor tation; ( 4) opening up indust ries . His contribution is

summarized in aspects o f education, t ranspo rtation, ag ricul ture and w ater project .

Weinan 's education reform and its choice in thinking by Li Zu 'en

The author believ es that the educa tion reform in Weinan should aim at establishing the

lo cal ma rket economy and should be guided by the present po licy o f opening up to the outside

w o rld. Education refo rm in Weinan w ill enable the city 's education modernization and im-

prove the lo cal people 's , especially the younger genera tion 's lev el of com peti tive competence

as a whole.

Zhang Yaoming 's poems by Lian Yangliu

This is a review o f Zhang Yaoming 's poet ry co llection enti tled Lawn in the Heart . The

present review consided his co llection as a th ree- dimensional st ructure o f personali ty , lov e ,

and philosophy , w hich form the poet 's viesw of life and poet ry.

The concept of` of people ' in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and its present value

by Wang Zhigang

` Of people ', one of the fine t radi tons in Chinese cul ture and an im po rtant pa rt o f the

Chinese t radi tional ethics i s the` national cultural soil ' on which Marxist ma teria lism w as

accepted and disseminated. The Chinese comm unists cri tically inheri ted its rational elements

and thus form ed the unique`m ass line ' in China and m ade` serv e the people who leheartedly '

the basic no rm of th e com munist ethics.

( Translated by Jiang Yaj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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