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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素园曾经是一位深受儒家文化熏染的传统

知识分子，后来转变为民主主义者、共产主义

者。儒家文化与民主主义、共产主义自然有着本

质的区异，不过，二者之间也并非横跨着不可逾

越的鸿沟。儒家文化本质上、总体上属于封建主

义的文化，但也或多或少包含着民本的、世界大

同的元素，而爱国、仁民，修身、齐家、治国、

平天下，更是儒家安身的灵魂、立世的根本、人

生的极致追求。修身立德，忧国忧民，治国、平

天下，铸就了文人的正直与良心、志向与抱负；

近代中国，当民族危亡、当局腐败之际，他们探

究新学，寻求真理，儒生们就义无反顾地走上了

爱国主义、民主主义乃至共产主义的道路。周素

园所走过的，正是这样一条道路。

一、科第“高门”

清光绪五年 （1879年），周素园出生于毕节县

一个书香门第。祖上自明代隆庆、万历年间起，

即“以科第显，入清而益盛⋯⋯乡里称曰高门”。

曾祖父周履衢，“拔贡生，直隶开州知州”。祖父

周邦彦，“浙江东阳县县丞”。父周煦，自幼“艰

苦力学⋯⋯讲诵研讨，常至夜分不辍。弱冠，遂

通诗古文法，为名诸生”；① 同治四年 （1865 年）

为岁贡。② 以私塾为业。光绪十年（1884 年），“部

选松桃厅学训导”。著有 《平彝纪闻》 1 卷，与顾

熙春 “成 《毕节县志稿》 25 卷”。母刘氏，毕节

县富户“刘百万”女，“少诗书，博闻强记”。③

周素园幼年即由母亲口授唐诗、《礼记·曲

礼》。他聪敏过人，四、五岁时已能背诵许多唐

诗；④ 其后入塾，师从葛明远问学，读四书、五

经；“经书卒业”。⑤ 葛明远，字子惠，光绪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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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爱国、仁民，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儒家安身的灵魂、立世的根本、人生的极致追求。修身立

德，忧国忧民，治国、平天下，铸就了文人的正直与良心、志向与抱负。近代中国，当民族危亡、当局腐败之际，作为

儒生的周素园探究新学，寻求真理，义无反顾地走上了爱国主义、民主主义乃至共产主义的道路。

［关键词］周素园 儒家思想 爱国主义 民主主义 共产主义

编者按：2013 年是周素园先生逝世 55 周年，贵州省文史馆、毕节市人民政府组织开展了纪

念周素园先生的系列活动，学术研讨是其组成部分。重温历史的某个瞬间，走入名人的内心世

界，仰望他们的精神风范，学术研讨成为今天我们走近他们，了解他们，乃至与他们“对话”

的一扇窗口，为此，我们选登了两篇学术研讨会的文章。先辈已远行，我们谨以此种形式，表

达对他们的缅怀与尊敬，对历史的敬畏和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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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5 年） 中举，二十四年 （1898 年） 成进士，

同年领衔贵州举子 100 余人，参与“公车上书”。

历官桐梓教谕、遵义教谕、正安学正、江西铅山

知县。博通经史子集诗赋辞章，曾在毕节文庙家

中设塾授徒。 光绪二十一年 （1895 年），周素园

16 岁，赴大定府 （今大方） 应童生试，取为生

员。光绪二十四年 （1898 年），拔为岁贡生。二

十七年 （1901 年），赴乡试不中。⑥

清代，科举考试的主要内容是儒学，因而读

书人研习的也主要是儒家典籍、儒家学说，书香

门第之香，主要的也就是儒家典籍之香、儒家学

说之香。蒙童受教育的场所基本上为私塾。塾师

多为秀才或老童生，他们的知识结构，是以儒学

为核心的传统文史知识。私塾或为地方、宗族捐

助钱财聘塾师所设，或为塾师私人所设，富贵之

家子弟则聘请塾师在家教读。始教 《三字经》、

《百家姓》、《千字文》、《千家诗》，目的是识字、

习字，学诗、作对。《三字经》、《百家姓》、《千字

文》 虽系识字读本，但贯穿的是儒家的忠孝仁义

之类观念。继读“四书”、“五经”，兼读古文，开

始学习作文。儒学是私塾教育的核心。取为生员

以后，进入县学或州学、府学，在教官 （教授、

学正、教谕、训导） 的指导下继续进行儒学的研

习，准备参加乡试、会试。科第“高门”的家庭

背景以及青少年时代长期接受的儒家文化教育，

在周素园的知识结构进而意识深处都重重地烙上

了传统儒家文化的印记”。封建时代，读书人研读

儒经的直接标的，固然是科场中式，入仕为官，

周素园亦不例外，说自己“幼年教育还是‘读书

做官，显亲扬名’的那一套”。⑦ 但儒家学理宣讲

的却是修齐治平的大道理，苦读之中，自然增长

了学识，陶冶了情操。潜心儒学不仅成就了周素

园的科场梦，而且铸就了他安身立命之根魂。

二、“执事敬，与人忠”

在 《陆军第四军第一百零二师抗日阵亡将士

纪念塔铭》 中，周素园写道，在抗日战场上，黔

军第 102 师“历皖豫秦晋苏鄂赣湘，大小百数十

战 ， 伤 亡 万 余 人 ”， 所 以 “ 慷 慨 捐 躯 ， 前 仆 后

继”，在于“黔人执事敬，与人忠，颇吸中国文化

之精髓”。⑧

忠与敬，原本是儒家纲常伦理规范的首要内

容。“君君、臣臣、父父、子子”，⑨ 君为臣纲、父

为子纲、夫为妻纲，君权神圣，君权至上，君为

臣纲是儒家纲常伦理规范的第一要义；臣忠、君

仁，子孝、父慈，妇听、夫义，臣民忠于君主是

儒家纲常伦理的第一规范。⑩ 敬，恭顺、谨慎。

它是忠君思想的扩充，强调在对君主忠诚恭顺的

同时，为君主做事竭尽心力。不过，在封建时

代，君主不仅是专制的象征、帝王家族的代表，

而且是国家的象征和代表，民族的象征和代表，

在形式上是全体人民利益的体现者。在家、国一

体的封建时代，忠君也就是忠于国家，也就是爱

国。特别是国家有难、民族危亡之际，忠君就是

保家卫国，就是拯救民族危亡，忠君思想就演变

为爱国主义、民族主义。中国近代，列强交逼，

民族危急，很多深受传统儒学熏染的旧知识分

子，就是从忠君爱国走向维新共和民主道路的。

与周素园同时代的康有为、梁启超如此，贵州籍

维新官僚李端棻亦如此。周素园被取为生员的时

候，正值甲午战败、民族危急空前严重之际。“中

日战役，地坼天崩”。“庚子国变，祸益亟，事

益急”。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他转而研读新

书，赞同维新，走上了民主道路。“只有服务社

会，拯救国家”，才“是一条坦坦的大道”。 20
世纪 30 年代，日本大举入侵，“国家民族，生死

存亡，已迫近最后五分钟”； 内部却军阀混战，

政治腐败。也正是这样的背景下，周素园走上了

追随共产党的新道路。“祖国山河敢断送，吾曹兄

弟苦颠连。前途晨拓凭金革，大任担当要铁肩”。


“执事敬，与人忠”，周素园 《陆军第四军第

一百零二师抗日阵亡将士纪念塔铭》 的这句话，

既是对黔籍将士的赞誉，也是他自己一生的写照。

三、“仁者⋯⋯欣然爱人”

在老子 《道德经》 读本批语中，周素园论

仁：“仁者，谓其中心欣然爱人也”。  这与儒家

的观点是一致的。《论语》 谓，仁者“爱人”， 人

与人之间应当彼此相亲相爱。仁是儒家仁、义、

礼、智、信五常之首，也是儒家主张的三纲伦理

的核心。君仁、臣忠，父慈、子孝，慈也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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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最大的仁，最重要的爱，是爱民，爱普天之

下的黎民百姓，是保全黎民百姓，“用康保民”，

“惟民其康”， 使治理下的黎民百姓安居乐业，

无 衣 食 之 忧 ，“ 皇 天 无 亲 ， 惟 德 是 辅 。”  这 个

“德 ”， 就 是 仁 民 、 保 民 。“ 民 之 所 欲 ， 天 必 从

之”。 仁爱思想反映到行政层面，便是行仁治，

行仁政。如果君主行暴政，残民贼民，如同夏

桀、商纣那样，就是独夫民贱，民就有权讨伐

他，推翻他。“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

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

也。” 周素园关注民生，关注百姓疾苦。清末、

民国的中国，“外侮凭陵，民生凋敝”。 在乡

间，“民窃财尽，农村破产”；在城镇，“百姓饥不

得食，寒不得衣，劳力所入，公家十取其七八”。
军阀统治下的贵州，“民众憔悴呻吟，呼吁无

门”。  作为辛亥元老的周素园，也一度流落他

乡，沦落到“濒于断炊⋯⋯乞贷为生”的凄惨地

步。 对黑暗现实的深切感受， 对亿万民众的深

切同情，促使他走上了与旧制度决裂的新道路。

“我就是反抗这制度的一人，情愿倾家破产，和他

挣扎。儿辈将来能在社会上立足，总要设法改善

这种恶制度”。

四、“修德学道”，“耿介自持”

在致亲属的信函中，周素园论及儒家的修

德：“孝子慈孙，上焉者修德学道，扬其亲于不朽

之名；其次勿为污行败节，俾其亲蒙身后之诟。

如是焉而已”。 父为子纲，子孝父慈，孝是儒家

仅次于忠的伦理规范。从国家层面讲，忠是第一

位的；从个人伦理规范养成的角度讲，则孝是第

一位的，所以儒家亦有以孝治天下的见解。“孝

慈，则忠”；“以孝事君则忠”。 伦理规范的养

成，就是修身，亦即修德。儒家极为重视修身：

“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 传统

儒学到两宋，演变为理学，其最大的变化，就是

更加重道修德；宋元之际、明清之际多气节之

士，与理学的盛行大有关系。在 《为闵华甫上荣

华卿管部条陈》 中，周素园强调：“德育宜注重也

⋯⋯夫群亿兆之民众，而无道德之观念⋯⋯犹不能

一日立国于地球之上。何哉？无以相维系也。” 

他以为，注重德育，刻苦修身，始能造就人的正

义与良知，造就人的耿介与气节。“讲到特立独

行，耿介自持，不肯向任何人低头，我的个性就

是最富于这种倾向的。后来尽管被现实虐待，被

现实征服，不免有许多迁就，但生来的本质，常

常是自觉的不自觉的流露出来。” 修身的目的，

是治国平天下。“古人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

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

其身⋯⋯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

后天下平。”  这就是儒家推崇的修、齐、治、

平，它既是人生的标的，也是人安身立命的根

魂。治国平天下，就是立大志，行高远。“君子之

异于庸众也，必有高尚复绝之志”。“少年人意

气当如大风卷尘、悍流挟沙，泱莽而行，去不反

顾⋯⋯他日出任天下事，亦就是矣”。 正是传统

儒学精髓的熏陶，周素园刻苦修身，养成了正义

与良知，养成了耿介与气节，在国家、民族危亡

之际，毅然投身救亡图存的战场；在军阀混战、

政治败坏之际，“特立独行，耿介自持”， 绝不同

流合污，绝不低头屈服，追求光明，追求进步，

最终由一位深受儒家文化熏染的旧知识分子，转

变为爱国主义者、民主主义者、共产主义者。

注释：

①《先府君暨先妣事略》，《周素园文集》，贵阳：

贵州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3 页

② 参见［同治］《毕节县志稿·选举志》，《中国

地方志集成·贵州编》第 41 册，成都：巴蜀书社 2006

年版，第 500 页

③《周素园生平大事年表》，《周素园文集》第

1395 页；《先府君暨先妣事略》，《周素园文集》，贵

阳：贵州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3、4 页。据《中国

地方志集成·贵州编·毕节县志稿》，该书为 20 卷，

今存 17 卷。（参见［同治］《毕节县志稿·职名》，《中

国地方志集成·贵州编》第 41 册，成都：巴蜀书社

2006 年版，第 354 页）

④ 参见《周素园生平大事年表》，《周素园文

集》第 1395 页；《先府君暨先妣事略》，《周素园文

集》，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4 页

⑤《素园文存自序》，《周素园文集》，贵阳：贵州

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5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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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参见《周素园生平大事年表》，《周素园文

集》，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1395 页。

⑦《身世述略》，《周素园文集》，贵阳：贵州人民

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417～418 页

⑧《陆军第四军第一百零二师抗日阵亡将士纪

念塔铭》，《周素园文集》，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49、50 页

⑨《论语·颜渊》，《十三经注疏》下册，北京：中

华书局 1980 年版，第 2504 页

⑩《礼记·礼运》，《十三经注疏》下册，北京：中

华书局 1980 年版，第 1422 页

《贵州民党痛史》，《周素园文集》，贵阳：贵州

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237 页

《为闵华甫致李笰田函》，《周素园文集》，贵

阳：贵州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514 页

《复周敏一、周宁一信》，《周素园文集》，贵

阳：贵州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75 页

《给傅嗣徽等亲属信》，《周素园文集》，贵阳：

贵州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1010 页

《春日小极书怀七律二首》，《周素园文集》，

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999 页

《〈老子道德经〉素园读本眉批》，《周素园文

集》，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221 页。

“心中”，似为“心中”之误

《论语·颜渊》，《十三经注疏》下册，北京：中

华书局 1980 年版，第 2504 页

《尚书·康诰》，《十三经注疏》上册，北京：中

华书局 1980 年版，第 203、204 页

《尚书·蔡仲之命》，《十三经注疏》上册，北

京：中华书局 1980 年版，第 227 页

《尚书·泰誓》，《十三经注疏》上册，北京：中

华书局 1980 年版，第 181 页，上

《孟子·梁惠王下》，《十三经注疏》下册，北

京：中华书局 1980 年版，第 2680 页

《答张季子书》，《周素园文集》，贵阳：贵州人

民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221 页

《复邵力子函》，《周素园文集》，贵阳：贵州人

民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910 页

《致吴礼卿函》，《周素园文集》，贵阳：贵州人

民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86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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