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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凤子的平民教育思想与实践

郑文钵
(镇江市高等专科学校 教师教育系

,

江苏 丹阳 21 23 00 )

摘 要 : 吕凤子先生是一位知名的教育思想 家和教育实践家
。

他为贫寒 家庭的子女提供受教育的

机会
,

使他们获得谋生的手段 ;他节衣缩食
,

接济和培养了大量的穷苦学生 ;他首开女 子教育之先

河
,

为平民妇女争取经济上的独立
。

其教育实践折射出他伟大而又深邃的平民教育思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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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凤子先生不仅是我国近现代著名的画家和美 地上门动员孩子们来上学
。

19 25 年
,

正则女校改为

术教育家
,

而且是一位知名的教育思想家和教育实 正则女子职业学校
,

除刺绣
、

蚕桑科外
,

均兼收男生
。

践家
,

他的一生与教育结下了不解之缘
。

特别难能 小学大都是本县学生
,

中学以上各县和外省的学生

可贵的是
,

他心系广大贫苦百姓
,

为使贫寒子女获得 都有
。

正则学校极盛时
,

由幼稚园到小学
、

普通师范

受教育的机会和谋生的手段而弹精竭虑
,

呕心沥血
,

科
、

体育师范科
、

绘绣科
、

蚕桑科
,

建立了完整的艺术

耗尽毕生精力
。

其教育实践折射出他伟大而又深邃 教育体系
,

这在当时中国也仅此一家
。

的平民教育思想
。

吕凤子先生受当时主张职业教育服务农业的思

一
、

三办
“

正则学校
” ,

平 民教育的大旗高高 潮的影响
,

鉴于我国农业落后
,

农民文化低
、

科学知

飘扬 识缺乏
、

生活贫困的现实
,

为了更好地发展农村副

20 世纪初
,

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在
“

三座大山
”

业
,

解决广大贫穷的农民子女的生计问题
,

根据社会

的沉重压迫下
,

民不聊生
,

饥寒交迫
。

吕凤子先生亲 需要和丹阳的实际条件而设置了蚕桑科
。

蚕桑科坚

眼 目睹广大贫民百姓读书就业难
、

女子读书就业更 持学习书本知识和实际技术应用并重
,

以教授科学

难的状况
,

毅然回到家乡丹阳办学
。

1 91 2 年
,

他下 制种为主
,

为丹阳和江浙一带的养蚕事业服务
。

蚕

决心卖掉了祖传的所有田产
,

创办了中国第一所女 桑科不收学费
,

把养蚕的产品— 蚕茧和蚕种拿出

子学校—
“

正则女子学校
” ,

校名
“

正则
”

取 自屈原 去卖
,

其收人用于补助教学
。

其他的费用收得也很

的《离骚》篇
,

原意是
“

公平而合法则
” 。

吕凤子以 少
,

故一般普通家庭的子女都能入学
。

当时丹阳靠
“

正则
”

作为校名
,

鲜明地提出了
“

对教育者要公平
,

城墙处有大片荒地
,

另外还有公家地
,

都种上桑树
,

人人都要受教育
,

女子也有受教育的权利
”

的平民 这些桑树都被划归正则学校管理
,

用来养蚕
。

县里

教育思想
。

从此
,

平民教育的大旗高高举起
,

从江苏 建有桑业推广所
,

把正则学校生产的蚕种推广到农

丹阳一直飘扬到四川璧山
。

村
,

卖给农民
。

早年
,

丹阳一带养蚕都是土法繁殖
,

正则女校创办初期
,

困难重重
:
没有校舍

,

凤先 自孵育
,

自养蚕
,

有些疾病无法抗御
,

而正则学校所

生就先把自家的三间 旧屋子腾出来做教室
,

分设小 制蚕种品质优良
,

成活率高
,

无白僵病
,

蚕养得好
,

结

学和妇女补习班两部分 ;没有教师
,

凤先生就亲自聘 下的蚕茧质量好
,

卖的价钱也高
,

农 民养蚕的收人

请常州第五师范学校的 5 位毕业生到校任教 ;没有 多
,

所以
“

正则牌
”

的蚕种深受远近农民欢迎
,

甚 至

教材
,

凤先生自己编写 ;没有学生
,

凤先生一家一家 远销浙江
。

后来江苏设立 了蚕 桑业改进管理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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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
,

划定丹阳
、

镇江等地为江苏省蚕桑改良区
,

在丹

阳成立改良区总办事处
,

正则学校等处设置蚕种场
,

多由正则学校蚕桑科的毕业生担任蚕桑改良区的助

理员
。

蚕桑科的老师主要讲授
“

土壤学
” 、 “

养蚕学
”

和
“

生物学
”

等课程
,

还有的老师专门管蚕种
,

指导

学生做实验
。

每星期都安排有很多养蚕的实践课
,

学校专门备有二十多间房子做养蚕用
。

一开始
,

一

年养一季蚕
,

只养春蚕
。

到了抗战前两年
,

因为要供

大量的学生实习
,

来不及育种
,

就改为一年养两季

蚕— 春蚕和秋蚕
。

养秋蚕时
,

学生在八月上旬就

到校了
,

养完蚕后再上课
。

经过几年的学习和实践
,

蚕桑科的学生都掌握了丰富的养蚕专业知识
,

大部

分学生毕业以后都到乡下去指导农民养蚕
。

当地的

丝织厂也办产业推广所
,

聘请蚕桑科的毕业生担任

养蚕指导员
。

这样就使这些平民子女利用自己学到

的职业技能
,

作为谋生的手段
,

解决了他们的就业和

生计问题
。

刺绣科的学生年龄较大
,

收的学费也很少
。

正

则学校的教师创造的
“

乱针绣
”

品
,

深受社会各界人

士的关注和青睐
,

我国曾把它作为礼品赠送给国际

友人
。

这些精美的刺绣品拿出去卖
,

卖得的钱
,

又可

用以资助贫苦学生读书
。

所以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

可以不交学费
,

特别困难的学生不但可以免费上学
,

回家还发给路费
。

学生们一方面学习刺绣课程
,

一

方面根据各人的文化程度
,

分别到小学或中学的某

一个班去听语文和算术课
。

此外
,

还开设了公民
、

英

语
、

文化史略
、

美学绘画
、

史地
、

书史
、

绣史
、

音乐
、

体

育
、

书法
、

教育等课程
,

让学生掌握各种文化知识
,

为

他们走向社会就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

师范科 (包括体育师范 ) 的正式学生都是女生
,

年龄都比较大
。

学生中的大部分是平民的孩子
,

交

的学费很少
,

一年 10 元钱不到
,

家庭经济有困难的

可以减免
。

每年人学考试的分数在前 5 名的品学兼

优的学生
,

如家庭经济困难
,

可暂时不交学费
,

请社

会上有名望的人作保
,

待学生毕业后留校任教
,

以工

资来补交学费
。

现年 84 岁的陈静仙妇女士
,

19 36

年进师范科学习
。

当时有 4 00 多人报考
,

只录取几

十人
,

陈女士考分独 占鳌头
。

但她家庭经济相当困

难
,

靠父亲帮农民上街卖草获取少量的佣金来维持

生计
,

所以交不起学费
。

吕凤子爱才心切
,

同意她找

人担保后免费人学
。

现年 85 岁的钱锁女士当时考

分列前五名
,

因家境贫寒也获得同样待遇
。

由于学

校的办学方针
、

课程设置都从实际出发
,

符合社会需

要
,

都是面向平民阶层
,

所以发展很快
。

到 了 19 37

年
,

已发展到除女职外
,

还有小学
、

中学
、

师范等科
,

男女兼收
,

在校人数达 1 5 00 余人
,

校舍 3 00 余间
,

成

了江浙一带很有影响的私立学校
。

19 37 年 10 月
,

日寇攻陷丹阳
。

凤先生偕学校

的永久教师和家属一行 20 余人一路颠沛流离
,

辗转

逃难到重庆璧山
。

不久
,

吕凤子再次办学
,

收容流亡

青年
,

于 19 3 8 年白手起家
,

在四川璧山县办起正则

蜀校
。

由于途中横遭兵匪洗劫
,

几乎不名一文
,

创办

学校异常艰难
。

19 4 0 年
,

凤先生又在四川创办了私

立正则艺术专业科学校并任校长
。

为筹措办学经

费
,

他 日夜作画
,

举办筹款画展
。

为了得到教育部的

支持
,

他受聘担任国立艺专校长
。

由于身兼两校校

长之职
,

凤先生劳累过度
,

在去成都筹集创建经费
、

举办画展时晕倒街头
,

回璧山后也经常头昏并大吐

血
,

最后不得不住进歌乐山中央 医院
。

私立江苏省

正则职业学校蜀校发展很快
,

设正则中学和职校两

部分
。

职校设初级蚕桑科
、

初级农科和高级建筑科
。

抗战胜利后
,

返回丹阳前
,

他把历经千辛万苦建成的

正则蜀校无偿地移交给了四力l璧山政府
。

吕凤子返回丹阳后
,

再一次萌生办学之念
,

得到

了众多志同道合者的支持和学生们的赞同
,

在一片

废墟上建起了第三个
“

正则学校
” ,

并迅速恢复了昔

日的规模和风采
。

到 19 4 8 年
,

正则学校规模已有小

学
、

中学
、

职业学校
、

艺专四个部分
,

全校师生共约

1 3 0 0 余人
,

校舍 3 0 0 多间
。

正则学校 自创办以来
,

学生中的绝大多数来 自

贫寒家庭
,

如果确实因经济困难
,

交不起学费
,

只要

找到吕凤子先生
,

一般都能解决
。

19 巧 年
,

吕凤子

去扬州讲学
,

讲到办学 目的时说
: “

办正则学校
,

不

是为做官
,

为名利
,

而是为国家培养人才
,

教给人们
`

美
’ ,

为民办学
。 ”

吕凤子先生作为一校之长
,

为平

民子女着想
,

允许来正则学校读书的一些贫困学生

可不交学费
,

并对一些品学兼优的贫困学生予 以补

助
。

那么学校的办学经费从何而来呢? 据考证
,

大

致从以下几个途径来筹集
:

1) 争取社会人士 的广泛

赞助 ; 2) 凤先生 的工资收人
:
凤先生长期在中央大

学任兼职教授
,

每月工资 60 0 元
,

除留 1 00 元作为家

用外
,

共余的全部放在学校里以补贴教学用 ; 3) 凤

先生作画赠人
,

募捐经费
: 19 41 年

,

美国参加反法西

斯战争后
,

吕凤子先生应政府要求作
“

罗斯福像
” ,

作为祝贺罗斯福再次连任总统的贺礼
,

罗斯福收到

后极为赞赏
,

除来函致谢外
,

还附上 2 0 00 美元
,

先

生就将此款全部用于正则蜀校购地扩建 ; 4 )师生的

实践产品出售收人
:
正则学校每年制蚕种 1 万张纸

,



并办了
“

正则产物出售店
” ,

出售蚕种纸
、

刺绣品等

正则产品
,

以此来补偿学生的学费 ; 5) 学校接受教

育部委托办班
:
政府按培训班学生人数核算给经费

,

以此来补贴维持学校的日常开支
。

由此可见
,

吕凤

子先生为办好这名副其实的平民学校
,

费尽了心血
,

耗尽了资产
,

他的雄怀
、

品格
、

无私奉献的精神将永

远光照人间
。

二
、

堪称
“

布衣校 长
” ,

平 民教育的楷模光照

千古

吕凤子先生在办学中坚持平民教育思想
,

在行

动上更是率先垂范
,

争作楷模
。

他洒尽千金
,

为民办

学
,

生性淡泊
,

不计名利
,

堪称是万世之表
。

吕凤子先生的祖辈经商
,

父亲在上海开钱庄
,

有

家产万贯
、

良田千顷
。

他祖父曾出巨资帮助孙中山

闹革命
。

辛亥革命胜利后
,

孙中山先生授 吕凤子官

衔
,

凤先生坚辞不受
。

据吕凤子先生的堂妹吕湘灵

女士回忆说
: “

我家原先住在丹阳城新桥西公园后 1

号
,

凤先生家就在我家西侧
,

他家是单门独院
,

一个

很大的花园里
,

分布着许多幢造型精巧的小洋房
。

他家家底殷实
,

是丹阳城里的第二大富户人家
。

家

里平时都有几十人吃饭
,

佣仆成群
,

凤先生从小就过

着锦衣玉食 的优裕生 活
,

但是为了创办
`

正则学

校
’ ,

他甘愿卖掉了所有的 田产
,

几乎到了两手空 空

的地步
。

办学后
,

吕凤子作为一校之长
,

却过起了
`

一介平民
’

的淡泊生活
,

生活相当节俭
,

平时总是

粗茶淡饭
,

布衣布鞋
,

被学生尊称为
`

布衣校长
’ 。 ”

抗战期间
,

凤先生客居璧山九年
,

在社会各界的

帮助下
,

他利用各种办法
,

办画展
、

跑政府
,

筹措资

金
,

来提升办学规模
,

完善办学条件
。

在凤先生担任

国立艺专校长期间
,

大公无私
,

一切为学生设想
。

从

艺专的选址
、

建设
,

到整顿教学秩序
,

广揽人才
,

无不

一一过问
。

为了能够有效地利用有限地经费
,

吕凤

子弹精竭虑
、

事必亲躬
,

连各教室窗户都亲自设计
,

没有一间窗形相同
,

省料美观
,

真是费尽心神妙落

成
。

为了能够办好当时 国家唯一 的国立艺专
,

吕凤

子以博大的胸怀
,

广泛聚集人才
,

聘请当时艺术界的

名流来校任教
,

确保人才培养质量
。

他以个人特有

的魅力感召他人
,

在他周围集聚了一大批有生力量
,

使得当时国立艺专名家荟萃
,

教与学的气氛十分浓

厚
。

他身兼两职
,

工作千头万绪
,

十分繁忙
,

但仍勤

恳求实
,

竭尽所能
,

常奔走于两校之 间
,

以致精疲力

竭
,

身心交瘁
,

病倒在歌乐山医院里
,

表现 出了一个

著名教育家的伟大形象
。

抗战胜利后
,

吕先生决定

返回丹阳
,

临走时
,

他把 9 年来燕子衔泥般一点点建

成的私立正则蜀校全部无偿地移交给了四川璧山政

府
,

不要一分钱酬谢
,

自己则地携带着儿孙
, “

一枝

秃笔
,

两袖清风
”

地回到家乡
。

凤先生 回到丹阳后
,

在原址复建正则学校
。

解

放后
,

凤先生积极支持人民政府对教育机构的接管

工作
,

主动将自己历时 5 年余
、

亲手从焦土瓦片堆上

重新建造起来的丹阳私立正则学校毫无保留地献给

国家
。

他把学校的资产全部交给政府
,

没 留下任何

一件用品
。

他的小女儿喜爱音乐
,

和父亲商量
: “

留

下一架钢琴吧 !
”

凤先生却说
: “

不 ! 一切都归公
,

放

在学校里
,

可以让更多的学生用啊 !
”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
,

正则学校的一批终身教

师
,

也因长期耳濡目染校长的良言嘉行
,

以凤先生为

楷模
,

淡泊名利
,

把 自己的一生献给了平民教育事

业
。

在创建正则蜀校时
,

他们不拿一分钱
,

只需一 日

三餐便全身心投人工作
。

陶吟然老师终身未嫁
,

把

父母给她的嫁妆全部捐献给了学校
,

过世时仅剩的

8 0 0 元积蓄也捐献给了学校
。

吕凤子先生的学生杨

守玉
,

在他的指导下
,

不断地研究和总结
,

终于创造

了
“

乱针绣
” ,

凤先生提议把此绣以
“

杨绣
”

命名
,

因

杨守玉坚辞不受
,

最终命名为
“

正则绣
” 。

吕凤子的文化素养博大精深
,

有着深厚的传统

文化底蕴
。

在中国画领域
,

他以罗汉
、

美女
、

凤体书
“

三绝
”

成为国画大师
,

以《中国画法研究》成为中国

画学史上里程碑式的美术理论家
,

堪称一代宗师
。

著名画家徐悲鸿对其评价很高
,

曾说 ; “

承历世之传

统
,

开当代之新风
,

三百年来第一人
,

非凤先生莫

属
。 ”

但他生性淡泊
,

一生忙于
“

画画
、

教书
、

办学

校
” ,

寂寞耕耘
,

不计收获
。

这也正如著名画家张大

千所言
: “

他的才华真高
,

但是他的生性却很淡泊
,

简直可 以说已到了不食人间烟火 的地步
,

要是他稍

微重视一点名利
,

他的名气就会大得不得了
。 ”

由于

吕凤子生性谦和淡泊
,

不愿过分宣扬 自己
,

加之一些

社会
、

政治原因等
,

使其受到冷落
,

但他毫不在意
,

仍

然始终不渝
、

无怨无悔地为人 民办学
,

在他的身上
,

浓缩了中国知识分子甘守清贫
、

淡泊名利的宝贵优

点
。

高风亮节
,

深为后人敬仰
。

19 5 9 年凤先生 74

岁生 日那天
,

身患肺癌两年卧床不起的他强撑病体
,

在妻子的帮扶下靠坐在床上画 了两幅画
,

其中一幅

是《老松图》
,

画上题词
“

老凤今年七十四
,

一身是病

不肯死
。

新国建立才十年
,

似已过了一百世
,

还待一

阅千世事
” ,

表达了他对生命的眷恋
,

对平民教育事

业的无限热爱
。

19 59 年 12 月
,

凤先生在苏州病逝
。

身后 只给其一身相伴的妻子 留下 2 00 元钱
。

他逝世



后的一切遗物
,

包括书画
、

印章
、

日记本等
,

都按照他

的遗愿全部无偿赠送苏州博物馆
。

凤先生画风高古
,

其人品也一如其艺品
,

生性淡

泊
,

不计名利
,

为民教育
,

呕心沥血
。

真是
:
一代宗师

为楷模
,

光辉思想照千古
。

三
、

资助贫困学生
,

平民教育的阳光洒满校园

吕凤子先生一生倾情于为民办学事业
,

平民教

育的光辉洒满了正则校园
。

他还亲自资助了许多贫

寒子女
,

其中不乏成就佼佼者
,

一代巨匠徐悲鸿就曾

经受到凤先生的无私资助和亲手指点
。

189 5 年
,

徐悲鸿出生在江苏宜兴一个乡村小镇

的贫寒画师之家
。

幼年时他半耕半读
,

从事艰苦的

田间劳动
。

13 岁时
,

家乡发大水
,

他跟随父亲到处

为人画肖像
,

写春联
,

完全依靠卖艺为生
。

17 岁时
,

由于父亲得了重病
,

他独 自挑起全家 8 口人的生活

重担
,

在宜兴三个学校同时担任图画教师
。

19 12

年
,

17 岁的徐悲鸿只身闯荡上海滩
,

想学西画却找

不到门路
。

这一年
,

吕凤子先生在上海创办
“

神州

美学院
” 。

经友人介绍
,

徐悲鸿结识了 吕凤子
。

吕

凤子早年致力西画
,

精通水彩
、

油画
、

素描
。

听说徐

悲鸿想学西画
,

吕凤子对他说
: “

学西画先要学好素

描
,

打下基础
。 ”

于是他免费授艺
,

教徐悲鸿学素描
。

吕比徐大 9 岁
,

徐尊称吕为老师
。

191 9 年春
,

徐悲

鸿赴巴黎留学
。

19 27 年回国
,

吕凤子爱才如玉
,

推

荐他到国立中央大学艺术系西画组任教授
。

那时
“

中大
”

艺术系分中国画
、

西洋画两个组
。

西洋组不

少学生都选修吕凤子的课程
,

这给了徐悲鸿一个启

迪
: “

我的中国画水平不及西洋画
,

何不趁与凤子先

生同事的机会
,

向他学习水墨画和书法
,

以求绘画艺

术的全面发展
。 ”

徐悲鸿拜师心切
,

他谦恭地对吕凤

子说
: “

以前您教过我素描
,

现在我再向您学中国

画
。 ”

吕凤子抱拳答日
: “

你是西画大师
,

怎敢收你为

弟子 ?
”

徐悲鸿坦诚说道
: “

中国有句古语
: `

三人行

必有吾师
’ ,

能者为师么
,

不必推辞
。 ”

吕凤子执意不

肯称师
,

徐悲鸿转弯子说
: “

那就做个亦师亦友的同

道吧 !
”

吕凤子欣然应允
。

以后每逢散课
,

吕凤子就

向徐悲鸿讲授中国画精髓与技法
,

有时还挥毫泼墨

做示范
。

徐悲鸿的中国画画艺大进
,

他笔下的奔马
、

人物
、

翎毛
、

花卉
,

都受到吕凤子用笔的影响
,

终于成

就为中国现代绘画艺术大师
、

杰出的美术教育家
,

在

国内外享有一代宗师的盛誉
。

在国难深重的年代里
,

许多优秀学子随着战火

辗转南北
,

过着流浪生活
。

虽然在大后方有着一个

相对安宁的学 习环境
,

但不少学生生 活并无依靠
。

这时吕凤子先生为了激发和鼓励无依靠的优秀学子

的学习热情
,

在稳定不久的国立艺专中
,

设立了
“
吕

凤子奖学金
” ,

以激励学生立志成材
。

这一事实感

动了许多人
。

在胡继志的回忆中有
: “

当他应聘担

任国立艺术专科学校校长时
,

经济收人稍微好转
,

便

于 19 4 2 年在该校设立
`

吕凤子奖学金
’ 。 ”

阂叔夸就

是获益者之一
,

他后来感慨地说
: “

当时在抗战的大

后方
,

师生们的生活都很困难
,

但凤先生还节衣缩

食
,

个人设了
`

吕凤子奖学金
’ ,

对清寒优秀学生多

所鼓励
,

我亦是获得奖学金的学生之一
。 ”

徐伯璞则

感言
: “

高贵的奇迹又在先生身上体现了
:
国立艺专

就绪不久
,

便在学校中设立 了 吕凤子奖学金 … … 吕

先生只知有别人
,

永远不只为个人
,

这是多么崇高的

品德 !
”

四
、

开办女子学校
,

平民教育的光辉普照妇女

辛亥革命后
,

吕凤子先生受当时
“

反对封建
、

提

倡女权
”

以及
“

教育救国
”

思想的影响和
“

普及女子

教育
,

实现男女教育平等
,

发展女子实业
,

提高广大

妇女的文化和政治素质
”

这一时代诉求的感召
,

并

从母亲和妻子自幼失学之苦的切身体验中
,

立志要

为妇女解放和妇女教育尽力
,

逐步产生了创办女子

学校的思想
。

于是
,

在妇女读书就业难的情况下
,

吕

凤子先生为旧社会的丹阳妇女筹设了正则女校
,

使

她们能学技艺
,

反封建
,

争取女权
,

享受和男性平等

的待遇
,

从而把平民教育的阳光普照到广大妇女
。

一开始办妇女识字补习班
,

凤先生把自家的客

厅腾出来做教室
,

帮助广大妇女摆脱不识字
、

受人欺

负的痛苦
。

凤先生挨家挨户地上门动员
,

宣传妇女

读书求 自立的好处
。

来学习的几十个妇女都从未念

过书
,

大多是贫民的女儿
,

凤先生热情地欢迎她们
,

不收一分钱学费
,

义务教她们识字
,

得到当地人民的

高度赞赏
。

后来在正则学校增设了小学部和初中

部
,

目的是普及教育
。

吕凤子先生在致力于女子教育的实践过程中
,

逐步意识到
:
女性学了普通文化知识

,

往往仍然是只

能做
“

贤妻良母
” ,

还不能在职业上享受与男性平等

的待遇
。 “

五四
”

运动爆发后
,

吕凤子先生接受了蔡

元培的职业教育思想
,

开始认识到
“

女子只有学了

文化
,

并学到谋生的技艺
,

才能独立生活而不依附他

人
。 ”

正如吕凤子先生经常在教师会上说的
: “

创办

女子职业学校的目的
,

是为了争取女权
,

为平民女子

寻求经济上的独立
,

给她们一个谋生的手段
,

一种职

业技能
,

做到妇女独立
,

不依靠丈夫就能生活
,

真正

实现妇女的自立 和地位的提高
。 ”

正是 由于确立 了



这样的思想
,

凤先生才能在实际行动中
,

冲破封建习

惯势力的阻拦
,

慷慨捐献家产
,

在丹阳首创女子职业

教育
,

为女子提供求学受教育的机会
,

使她们获得求

职的本领
。

19 20 年
,

他针对女性的特点
,

并从当时

社会需要和丹阳实际条件出发
,

在正则女校的基础

上
,

扩办了正则女子职业学校
,

对求学女子实施职业

教育
。

学校针对女性特点
,

开设了绘画
、

刺绣
、

桑蚕
、

烹饪等科
。

1 9 3 8 年丹阳沦陷
,

正则女校被迫迁蜀重

建
,

凤先生亦矢志不移
,

正则蜀校仍旧挂着正则女校

的牌子
,

在璧山开女子教育风气之先
。

抗战后又返

回丹阳重建
。

不管学校初创时期
,

还是发展时期
,

始

终坚持女子职业教育
,

自始自终地为争取妇女解放
、

解决她们的生计问题而不懈地努力
,

并为国家培养

了一批妇女人才
。

吕凤子先生的儿媳殷统华女士就

是一例
。

她出身于一个贫寒家庭
,

6 岁那年和姐姐

一起进正则学校小学部读书
。

先上半年级 ( 当时无

幼儿园 )
,

12 岁时进人进中学
,

即女子职业学校学

习
。

后来正则学校规模扩大后
,

她进人了师范科学

习
。

1 9 2 9 年
,

从女子初级职业学校毕业后
,

去了苏

州
,

在江苏女子蚕桑学校学习
。

毕业后 回到正则女

校任教
,

解放后一直在丹阳地区任教师
,

直到退休
。

中华人民共和 国成立后
,

妇女真正翻身做了国

家的主人
,

终于能和男性享受同等的政治
、

经济和文

化教育上的权利
,

经济上也完全获得了独立
。

此时
,

吕凤子先生欣慰地感到
“

我责已尽
,

我愿已偿
” ,

于

是把学校全部无私地奉献给了国家
。

吕凤子这种为

平民妇女争独立
、

求解放
,

敢于反封建
、

反礼教的进

步思想和时代精神
,

永远值得后人学习和敬仰
。

吕凤子先生一生致力于为人民办学
,

勤勤恳恳
,

为国家培养了无数有用 的人才
,

为广大平民做了大

量的好事
。

他在办学实践活动中所体现出来的平民

教育思想
,

足以奠定其既作为教育实践活动家又作

为教育思想家的历史地位
。

先生之风
,

山高水长
。

吕凤子先生虽然离去了
,

但他那为民办学的崇高的

人生价值观和无私奉献的光辉风范
,

将流芳百世
,

先

生举起的平民教育的大旗将永远飘扬
,

激励着我们

在全民义务教育的大道上奋勇前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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