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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教育的一代宗师吕凤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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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江市政协 文史委员会 ,江苏 镇江　212001)

摘　要:吕凤子先生不仅是一位著名的画家和美术教育家 ,同时也是我国职业教育的一位先行者。

他为使妇女不依附他人而办学;他倡导以美育陶冶 、培养学生;在教育实践中 ,他身教重于言教。他

用他的人生实践 ,为我国职业教育留下了一代宗师的光辉形象 。

关键词:吕凤子;职业教育;正则学校

中图分类号:G 40-092. 7　　　文献标识码:E　　　文章编号:1008-8148(2006)03-0019-04

收稿日期:2006 - 03 - 15

作者简介:钱　凯(1946 -),男 ,江苏南京人 ,副编审 ,主要从事陈毅 、茅以升 、马相伯 、吕凤子等近现代名人研究。

　　吕凤子先生是在我国现代画坛做出重要贡献的

画家和著名的美术教育家 ,同时 ,他也是我国职业教

育的一代宗师。他的艺术深深扎根于民族传统并富

有传统精神 。他在理论上和实践上的创造精神 ,在

办学育才 、培育后辈方面的无私奉献精神 ,他杰出的

人品 、画品 ,师德 、师风 ,都是值得后人永远敬仰和纪

念的。

一 、为使妇女不依附他人而办学

吕凤子名浚 ,字凤痴 ,后改凤子并行世 , 1886年

7月 7日诞生在江南名城丹阳城里梧桐山下一个钱

业世家 。吕凤子自幼天资聪慧 ,勤奋好学 , 3岁始习

书法 , 4岁入塾启蒙 , 10岁开始学画 , 15岁进学秀

才 ,且名列前茅 ,被誉为才子;20岁考入国立两江

优级师范学堂图画手工科 ,被校长 、著名画家李瑞清

赏识 ,毕业后留校 ,从此立志以美术教育事业为终生

事业 ,以艺术创造为己任。

吕凤子晚年说过:“我一生做了三件事:画画 、

教书 、办学校 。”其实三件事是密不可分的 。吕凤子

一生办了许多学校 ,最典型的当数三办正则 。 1912

年 ,为反对封建 、提倡女权 ,他创办了丹阳正则女子

学校。为什么办女子学校  吕凤子的指导思想十分

明确。他读书的时候就逐渐形成了反封建 、反礼教

思想 ,他是丹阳第一个剪辫子的 ,也是丹阳第一个主

张放小脚的 ,他的母亲和妻子的小脚 ,都是在他的

努力之下放开的 。他耳闻目睹了许多妇女受欺压的

事 ,于是 ,在当时读书就业不易 、妇女读书就业更难

的情况下 ,办起了女校。抗战爆发后 ,他带着几十

位教师万里奔波 ,到四川重建正则学校 。抗战胜利

后 ,他返回丹阳 ,又第三次办起正则女子职业学校。

吕凤子清醒地看到 ,女子只有学了文化 ,学到谋生技

艺 ,才能独立生活而不依附他人 ,舍此谈不上妇女解

放。所以 ,三办正则 ,女子职业教育始终是坚持不懈

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 ,妇女真正翻身做了

国家的主人 ,和男人享有同样的政治 、经济和文化上

的权利 , 他这时才欣慰地感到 “我责已尽 ,我愿已

偿” ,于是把学校无偿地交给国家 ,从此以全部的精

力进行美术创作。

吕凤子为女子办职业学校 ,遇到的困难是难以

想象的 ,而吕凤子的决心和为之付出的努力也是常

人难以做到的 。

女校刚办 ,封建势力立即横加指责 ,散布种种流

言蜚语。吕凤子顶住压力 ,安排亲属中的女性进入

女校 ,或从事教务 ,或就读 ,摆出榜样 ,以事实回击污

蔑 ,加之他平素高尚的人品 ,女校终于在社会上得到

认可 ,并不断受到赞誉。

私人办学 ,经费极其困难 。吕凤子一介书生 ,钱

从何来  他为筹措经费 ,可谓用心良苦 ,绞尽脑汁:

1)捐家产解决一些 。初办女校 ,经费无着 ,吕

凤子找到母亲 。当时家产被二叔祖变卖殆尽 ,一大

家子吃饭都困难 ,母亲手上留着几张田契 ,是防备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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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绝境的。他动员母亲全部拿出来 ,作为办学经费 ,

女校才得以开学 。

2)本人工资拿出一些 。吕凤子在家乡办学 ,同

时在外当教授 ,而且不止一处 。他任中央大学教授

月薪 300元 ,兼金陵大学研究员月薪 100元 ,这 400

元交给母亲 100元 ,交给妻子 100元 ,余下 200元作

为学校经费 。当时一般教师月薪 20多元 ,这 200元

可解决八九位教师的月薪。正则学校无论多艰难 ,

从未欠过教师工资 ,但发放工资时间不定 ,要等吕凤

子带钱回来 。他一边在大学当教授 ,一边主持正则

校务大事 ,其艰辛确非常人可以承受 。

3)画画募捐一些 。吕凤子成名很早 ,加以他的

画是绘画 、金石 、书法 、诗词四绝熔于一炉 ,广受各界

喜爱 ,求画者络绎不绝 。他视求画者经济状况 ,将建

校基金募捐簿送上。

4)代办公费科 、班领取一些。因吕凤子的声望

和办学成绩 ,教育部门不时请他代办分校 ,或代办学

科 、班级 ,可以从教育厅领到补助经费 。他明知道加

重负担也毅然承担。

5)学费收一些。正则虽是私立学校 ,收费并不

多 ,而且家境贫寒者免之 ,品学兼优者助之 ,所以学

费在办学经费中比重很小 。

6)勤工俭学创收一些 。为了理论联系实际 ,培

养学生热爱劳动的品质 ,也为了帮助解决办学经费

的困难 ,正则学校一直坚持勤工俭学。如蚕桑科师

生每年制蚕种一万张纸 ,因蚕种无白僵病 ,故受远近

农民欢迎 ,甚至远销浙江 ,每张可售 1元 。此外 ,还

有刺绣 、衣鞋 、雪花糕 、纸花等产品 ,收入聊补办学

经费。

吕凤子办女子职业学校 ,不但让女子学到文化 ,

学到种种适合女性特点的谋生技艺 ,而且德智体美

全面施教 ,全面要求。据正则校友 、全国妇联党组成

员 、全国人大代表胡耐秋回忆 ,吕先生要求学生讲究

卫生 ,冬季也要经常洗澡。没有条件 ,可用干毛巾擦

身 ,把全身皮肤擦红 ,促进血液流通。学校组织各班

自办学艺会 ,朗诵 、演讲 、歌唱 、讲故事 、演话剧 ,还组

织昆曲 、京剧清唱 、丝竹国乐 、鼓号几个组 ,每周课外

活动三次。演出话剧时 ,还请学生家长和社会上有

关人士来校观看 。在现代文明的启发和熏陶下 ,许

多同学自动摘下耳环 、戒指 ,认识到自然的美才是真

正的美 。江苏省体委的陈一凤回忆道:学校安排每

周有两节体育课 ,早上有早操 ,课间有课间操 ,课后

有活动 ,秋冬还有集体跑步 。每年举行一次全校运

动会和环城赛跑 ,还经常举行师生球赛 、班级球赛 。

1935年正则女校代表丹阳县参加江苏第一区运动

会 ,囊括了女子田径所有项目的第一名 。蒋志兰等

5名女生在江苏省第四届运动会上获得名次 , 3名女

生入选江苏省代表队 ,参加第六届全国运动会。

正则学校毕业生德智体美全面发展 ,又具备就

业的技能 ,自然受到社会的好评和欢迎 。吕凤子以

艰辛的努力实现了他的初衷 。

二 、以美育陶冶 、培养学生

吕凤子是位造诣很高 、成就广泛的艺术家。

作为享有盛誉的美术家 , 他在美术界被称为

“东方米开朗基罗 ”,多次受到张大千 、徐悲鸿等画

坛名人的由衷赞誉和极力推崇。傅抱石说:“凤先

生的绘画意境高超 ,笔墨功夫很深 。学中国画就得

取法手上 ,凤先生的画就是上品。”

基于坚深的古文功底 ,他对诗词有深湛的研究。

他的诗词风格多样 ,在广泛吸取历代名家养分的基

础上 ,潇洒自如地进行个性化的创作。

他的书法功底厚实 ,富有创新 。最初他致力碑

学 ,书法受李瑞清的影响。后一跃突出师囿 ,熔籀 、

篆 、隶 、行 、草于一炉 ,独创 “凤体 ”,古拙浑厚 ,穷极

变化 ,妙趣横生 。

他的金石别树一帜 。治印不作范 ,单刀直入 ,布

局生动 ,刀法潇洒 ,铁钩银针 ,刚劲质朴 ,气势磅礴 ,

千变万化 。

他是一种全新的艺术样式 “正则绣 ”的创始人。

他对已臻炉火纯青的中国刺绣研究发现 ,人物 、花鸟

的神态形似而不传神 ,原因在善绣者不善画 ,绣法机

械呆板 ,就把西画的绘画理论和素描方法运用到刺

绣中去 ,创造了乱针绣 ,并将技艺传授杨守玉且悉心

指导 ,经 6年努力 ,形成一套比较完整的体系和一批

优秀的作品。

同时在绘画 、诗词 、书法 、金石 、正则绣五大领域

达到极高境界 ,为吕凤子实施以美育陶冶 、培育学生

提供了广博精深的内涵 。

吕凤子的美育思想是以美育陶冶人 、培育人 ,使

各个人在和谐的状态中 ,发展个性 ,适应共性 ,成为

对国家有用的人。他一生办教育 ,不论办小学 、职

校 、中学 、艺专 ,都是以艺术为手段 ,灌输美的思想和

美的行为 。

1915年 ,吕凤子自创正则学校校歌:“唯生无

尽兮爱无涯 ,璀璨如花兮都为霞 ,畴发其蒙兮茁其

芽 ,鼓舞欢欣 ,生趣充塞 ,正则正如秋月华 ,美呀  ”

校歌充分写出了他办学和美育的理想和宗旨 ,

也体现在他美育教育实践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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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渲染环境美。正则校园到处整整齐齐 ,干干

净净。一草一木 ,一石一花 ,无不具有意识性;一窗

一门 ,一室一具 ,陈设有序 ,使人油然产生美的感觉 。

师生往来 ,井然有序 ,进出校门 ,均鱼贯靠左而行 。

学生身着统一校服 ,夏季白色短袖上衣 、黑裙 ,冬季

蓝布长袖旗袍;短袖不过肘 ,裙短不过膝;不烫发 ,短

发齐耳;不施胭脂口红;走路提起脚步 ,不许擦地 ,务

求朴素 、整洁 、稳健。

2)塑造心灵美 。吕凤子教导学生:“人活着就

要热爱劳动 ,劳动不是苦 ,它会使你获得生的乐趣 ,

成为一个有用的人———爱国的 、有理想的 、有工作能

力的 、有事业心的人 。”他还说:“善无不美 ,美无不

善 ”, “离开爱的鉴赏无所谓美 ,离开爱的行为无所

谓道德 。”正则女生不施粉黛 ,不佩首饰 ,崇尚自然

美 、健康美 ,受到社会赞誉 。抗战前线大量伤员运到

丹阳时 ,医务人员紧缺 ,正则女教师 、女学生一下课

就赶到医院协助消毒 、包扎 ,代写书信 ,代洗衣服。

3)学习创造美。吕凤子认为 ,要达到美育的要

求 ,一定要从儿童做起 ,中学 、大学逐渐深化 。教学

中要发展学生个性 ,要善于导发学生的爱异和好奇

情绪 ,因材施教 ,允许冒尖 、出人才。要团结友爱 ,不

打人骂人;按时到校 ,不迟到早退;上课时说话先举

手 ,虚心听别人发言;参加集体劳动;相互帮助 ,相互

尊重;下课后可自由唱歌 、跳舞;周六下午或晚上开

文娱会 、故事会;上好体育课 、音乐课 、美术课 ,让学

生抒发所长 ,各爱所好 。

三 、身教重于言教

作为职业教育的一代宗师 ,吕凤子可谓桃李满

天下。他的学生们极为钦佩的是凤先生的身教重于

言教。

(一 )对教育事业鞠躬尽瘁

1911年 12月底 ,孙中山先生电邀吕凤子赴沪 。

同盟会曾收到一笔巨额捐款 ,帮助孙中山先生摆脱

困境。孙中山革命成功 ,不忘雪中送炭人 ,打听到钱

由上海德本堂钱庄汇出 ,总经理吕守成已去世 ,就面

召其长子吕凤子 ,拟安排职务。吕凤子明确表态 ,不

想做官 ,只想创办学校 。随即返回丹阳 ,创办了正则

女校。

吕凤子变卖家产办学 ,以在外当教授的工资发

给正则教师做月薪 ,平素对教师如兄弟姐妹 ,对学生

爱如子女 ,感动了广大师生 ,以致形成了一批永久教

师 ,一批服劳教师 ,终生在正则女职任教 ,不计酬劳 ,

不怕艰辛 ,全心全意办好教育。甚至在日军炮火中 ,

他们追随吕凤子奔波万里到四川 ,重建正则 ,定名私

立江苏省正则职业学校璧山分校。抗战胜利 ,这批

教师又跟着吕凤子返回丹阳 ,再次重建丹阳正则女

子职业学校。辗转数十年 ,正则如大家庭 ,校长教师

亲如家人 ,谢孝思等教师在吕凤子帮助下在校成婚 ,

这种现象 ,举世罕见 ,可见吕凤子人格魅力之一斑 。

数十名永久教师每月只领微薄的生活费 ,任正

则东迁西移 ,终生相随 ,连天炮火打不散 ,土匪谋命

吓不走 ,创业艰辛苦不怕 ,束修无着苦犹甜 ,他们是

正则历经劫波却越办越好的骨干力量 ,这全靠吕凤

子的威望和凝聚力 。最为感人的是两位女教师。

陶骥本是富家小姐 ,她终身不嫁 ,毕生致力正则

教学 ,并把家中为她备下的嫁妆变现后捐给学校。

吕凤子用此款盖了教学楼 ,命名吟籁楼。上世纪 50

年代陶骥逝世后 ,其侄遵其遗嘱 ,把她全部积蓄又献

给正则学校。

杨守玉是吕凤子任教武进女师时的学生 ,出于

对先生人格 、学识的无以复加的钦佩 ,立志终身不

婚 ,为正则服务 。为表彰和纪念杨在乱针绣上所作

的努力和其奉献精神 ,吕凤子建议把乱针绣称为

“杨绣 ”。杨坚辞不受 。遂以校名命名为 “正则绣 ”。

面对名利 ,师生相互谦让如此 ,十分感人 。

(二)崇尚真理 ,与时俱进

“五四 ”运动爆发时 ,在北京女高师任教的吕凤

子为抗议当局迫害爱国学生 ,愤而退出教务会议 ,与

陈中凡等名教授一起弃职而去 ,并在刚画好的一幅

《劲松》上题诗:“发愤一画松 ,挥毫当舞剑 ”,以明

心志 。

“四一二”事变后 ,白色恐怖笼罩全国 ,正则学

校有 6位教师被列入黑名单 。魏雅芳遭追捕 ,吕凤

子把他藏在家中阁楼上 ,命女儿每天送饭送菜 ,十多

天后 ,用他的专用轿子将魏送出丹阳 ,且嘱长子随轿

护送 。康 、顾 、李三教师亦经学校掩护得脱。胡起文

因忙于教务没来及逃走 ,被捕入狱 ,吕多方营救 ,待

其出狱后仍请回正则任教务主任 。

正则教师夏霖是中共地下组织领导人 ,在无锡

被捕牺牲 ,吕凤子为其遗腹子取名 “遗龙 ”,一直放

在正则读书 ,学费全免。

管文蔚(解放后曾任江苏省副省长 )在四处遭

追捕时 ,吕凤子毅然聘他任教 。

“一二九 ”运动时 ,吕凤子不但支持学生组织

“求知读书会 ”,张贴墙报 ,还嘱荆老师创作抗日歌

曲 ,正则师生大唱救亡歌曲 、排演抗日戏剧。

西安事变爆发 ,吕凤子组织教师关注国事 ,研究

局势 ,并说:“我相信国家会走上团结御侮的道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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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的。”

抗战爆发后 ,正则师生走上街头 ,宣传抗日 ,慰

问伤员 ,协助救治护理 。地方当局对此施压 ,不准学

生参加救亡活动。吕凤子对师生明确表态:“国家

风雨飘摇 ,你们为国事奔走 ,无可指责  ”他还策略

地指导学生 ,参加抗日活动时把校徽摘下 ,不给当局

以口实 。

社会各界求画者如潮 ,吕凤子心中把握严格尺

度:为平民百姓作画分文不取;军阀孙传芳千金买

画 ,他拒之门外 ,虽刀枪上门威逼 ,亦凛然不屈 。

抗战八年 ,他在四川璧山创办正则分校 , 1946

年返回丹阳前 ,他把千辛万苦建成的 223间校舍修

葺一新 ,交给当地县政府 ,让当地学子受益 。

解放后 ,他把第三次创办的正则学校全部交给

国家。酷爱音乐的女儿求他留架钢琴 ,他说:“放在

学校 ,让更多的学生弹吧。”

临终前他留下遗嘱 ,把家藏名人字画及他自己

的一大批字画 、金石 、正则绣精品献给国家 。

成名很早的吕凤子长期在数所大学任教 ,工资

很高 ,他的作品价值连城 ,可是他把全部奉献给职业

教育 ,自奉极为简朴 ,粗茶淡饭 ,布衣布鞋 ,师生们由

衷地称他是布衣校长。

张大千说:“他的才华真高 ,但是他的生性却很

淡泊 ,要是他稍微重视一点名利 ,他的名气就会大得

不得了  ”

吕凤子以他 74年的人生实践完成了对社会对

历史的承诺 ,为职业教育留下了一代宗师的光辉

形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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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ü Feng-zi, master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Q IAN Ka i

(Literature＆H istory Comm ittee, Zhen jiangM unicip le Politica lConsu ltative C omm ittee, Zhenjiang 212001, C h ina)

Abstract:Lü Feng-zi is not on ly an em inent pa in ter , a rt teacher, but a lso a pioneer of vocationa l education of our

country. He ran schools in o rder tha tw omen could w in independence. He advoca ted tha t students shou ld be edu-

ca ted based on aesthe tic standa rds. In practice, he practised what he preached. W ith his own examples, he left us

the impression o f being am aster o f voca tiona l education.

Key words:Lü Feng-zi;vocational educa tion;Zhengze Schoo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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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t the period of h 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getting prepared for the assessm ent of talents-train ing level

ZHENG M ing-x i
(E lectron ics＆ In form ation Departm en t, Zhen jiang C ollege, Zh en jiang 212003, Ch ina)

Abstract:Based on the existing problems in the educationalw ork o f higher vocational co lleges, this pape r analy zes

the impo rtance of the assessment of talen ts-training leve l a t higher vocational co lleges, and pu ts forw ard some sug-

gestions concern ing the assessmentw ork by study ing the assessment crite ria.

Key words:higher vocational co lleges;assessment;talen ts-trai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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