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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作孚是一位对中国经济建设做出卓越贡
献的爱国实业家、社会改革家和伟大教育家。他
在动荡不宁的旧中国探索建设现代化，对中国社
会和文化进行改造的实践中创造了许多有价值
的经验，在卢作孚诞辰 130 周年之际，我们重温
先生事迹，再次被其“国之大者”的人生观深深折
服。

教育观
培养“对国家社会有服务精神”的人

卢作孚认为“人生目的”就是要服务国家、服
务社会，这一观点集中体现在他的教育思想上。
他将“社会改革的核心”定义为“人的训练”，认为

“现代化建设的首要任务和关键是人的建设”。
1914年，21岁的卢作孚困惑于辛亥革命之后的形
势逆转，只身去到上海，与教育家黄炎培成为莫
逆之交。黄炎培对职业教育的热情与执着，对青
年卢作孚产生了巨大影响。卢作孚萌发了“教育
救国”的思想。他认为“人的现代化就是要求人
的公民意识、自治能力、文化知识与职业技能、健
康与体能的全面进步”。回到成都，他创办通俗
教育会，对川南师范学校进行系列改革，推行新
文化运动。在北碚办起了民众运动场、图书馆、
实用小学和兼善中学等。所谓“兼善”就是要“兼
善天下”，要培养有益于社会和民众的人才。
1922年，卢作孚在组织“五九”国耻纪念会时对学
生们讲：“我们每个人都晓得痛骂曹汝霖、陆宗
舆、章宗祥卖国，他们几个人，做学生的时候，是
最优秀的分子，当时他们只求自己的成功。因
此，读书之后，只顾自己的出路，不惜卖国！假如
今天各位还不认清楚，而专求自己的成功，那将
来之害，怕比这三个卖国贼更甚！”可见卢作孚的
教育思想是培养对国家、对社会有服务精神，有实
践能力的人。

卢作孚的“服务”教育观对当今中国教育现代
化的方向目标和根本任务是有社会实践力的。党
中央把“立德树人，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
人”明确为教育工作的根本任务，党的二十大报告

也提出“统筹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继续教育协同
创新，推进职普融通、产教融合、科教融汇”的要
求，这些都是可以从卢作孚通俗教育思想中借鉴
宝贵经验的。

职业观
工作的报酬应该是“社会”上的

卢作孚认为“人生价值”就是对国家和社会做
出贡献。他对成功的人生有着独到的见解：“人
的成功不是要当经理、总经理，或变成拥有百万、
千万的富翁，成功自己，而是盼望每一个人都有
工作能力，都能成功所做的事业。”卢作孚及其
早期追随者，基本上都是以平民知识分子的角
色步入商界的。他们的身份、气质与理想抱负，
与当时的众多热血知识分子一样，是以改造社
会、匡正人心为终极目标的。他在《民生公司的
三个运动》中写道“个人为事业服务，事业为社
会服务”。他说：“民生公司最后的意义决不是
帮助本身，而是帮助社会。民生公司是一个企
业，企业自身不挣钱、不发展是不能够有力地帮
助社会的。”但是，民生公司发展的目的非常明
确，那就是帮助社会和国家。他说：“工作的意
义应在社会上，工作的报酬应是社会上的。它
有直接的报酬，是你做什么就成功什么。它有
间接的报酬，是你的成功在事业上，帮助却在社
会上。”“所以我们的目的，往往是超赚钱的。”民
生公司帮助社会的宗旨，在抗战时期表现得特别
充分。

卢作孚先生的“成功”职业观对青年人特别是
民营企业家有极强的现实指引力。习近平总书记
指出，民营企业家要做爱国敬业、守法经营、创业
创新、回报社会的典范。企业家精神的真谛就是
要“以企业为本位，创造财富，完善自我，回报社
会”。只顾赚钞票而社会责任很淡的是资本家，实
业家都是以社会责任感为本的，向国家缴税，解决
更多人就业，更加注重社会效益。今天，我们弘扬
企业家精神，就是要学习卢作孚先生这种“超赚钱
的”无私品格。

发展观
坚持“走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

卢作孚的“人生态度”是进取而务实的，主张
个性化的自我发展，而不是盲目的跟风或照搬别
人。在他从教之时，让学生写“富有天才的好文
章”。“至于学生作文，从不由先生出题，（学生）甚至
把文章作好了，才来请我最后加上题目的”，他希望
学生独特地个性成长。于国家而言，卢作孚坚持以
开放的姿态走自己的道路。在《论中国战后建设》
一文中，卢作孚以“胜利以后的希望是建设”“建设
应以经济为中心”的论题，对战后中国的繁荣发展
充满了极富理想主义色彩的憧憬。他非常热爱自
己的祖国，在美国、加拿大广交朋友、考察实业，注
意了解先进的技术和先进的管理。在和国际社会
的深入交往中开阔了视野，他认为中国经济的发展
必须融入世界经济的大潮，非如此，中国不能富强，
非如此，中国不能摆脱再度挨打的命运。他认识到
中国的现代化，一定要学习西方，但是又不能全盘
照搬西方的经验，要走出一条适合自己的发展道
路。他主张要利用外资，但不能失去国家的主权和
民族的尊严。1944 年，卢作孚参加“国际通商会
议”，在美国发表了《中国中心的伟大基地—四川》，
着力描绘了四川水利资源的开发蓝图，以引进外资
和技术开发四川、开发西部。他在加拿大借得一大
笔资金，准备用来发展祖国的航运事业，梦想着民
生实业公司要成为国际化的大型跨国企业。

卢作孚“走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的建设思想
有着顽强的时代生命力，与我们“坚持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的发展道路”是相吻合的。我们党百年奋
斗积累了极其丰富的宝贵经验，归结到一点，就是
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
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走出了一条适合中
国国情的道路。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
局，无论外界的形势如何变化，我们始终都要保持
政治上的清醒，从卢作孚先生实事求是的发展观
中汲取前行的力量，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自信，奋力建设中国式现代化。

（作者系合川区文联党组书记、主席）

浅谈卢作孚“国之大者”的人生观及现实张力
○李卫明

在隆重纪念卢作孚先生诞辰130周年之际，合川区
教育系统于4月13日上午在瑞山中学花滩校区瑞映厅
举行了“缅怀先贤忆初心，传承精神勇担当”的主题展
演。新华小学、区教师进修校、瑞山中学先后展演了歌
颂和传承卢作孚精神的原创剧目，其中瑞山中学展演
的原创示范教育剧《作孚先生》特别感人。

该剧是由瑞山中学委托重庆第二师范学院戏剧教
育专业的教授创作编剧，由本校师生演出的合川本土
历史话剧。全剧真实再现了卢作孚先生从瑞山小学毕
业走上社会，经过“教育救国”到“实业救国”，再到“实
业救国和教育救国相结合”，并在抗战胜利前至创办瑞
山中学，收获累累硕果的创业历程。该剧由序幕、四大
幕和尾声组成，第一幕《瑞小毕业，码头送别》，第二幕

《蓉城育人，教育救国》，第三幕《开办民生，实业救国》，
第四幕《创办瑞中，迎来光明》，尾声《百年瑞中》。

原创示范教育剧《作孚先生》首场演出获得成功，
产生了“五个新”的独特效应：一是剧本新。该剧本由
重庆高校专家和合川本土历史专家联合创作，共同挖
掘出卢作孚先生的创业历史。通过三易其稿，最后形
成了演出剧本。二是主题新。全剧始终围绕卢作孚先
生“忠实做事，诚恳对人”的创业理念展开剧情，使卢作
孚先生爱国为民、革命救国、教育救国、实业救国的精
神得到具体而生动地展现，成为瑞山中学师生传承卢
作孚精神的一个经典范本。三是演员新。剧中所有演
员全部由瑞山中学师生扮演，包括卢作孚、陈伯遵、恽
代英、晏阳初、卢子英、卢母、船长等，50多位演员幸苦
排练一个多月，认真负责，很快进入角色，达到了预期
的演出效果。四是排练新。全剧在排练过程中，专家
和演员对剧本进行了二次创作，深挖细节、注重对白、
丰富剧情、还原历史，使剧中主人公卢作孚的艺术形象
逐渐清晰地展现给观众，收到了示范教育剧的效果。
五是成果新。全剧在瑞山中学公演后，通过视频和线
上向全校师生和全社会展播，获得了教育人、感染人、
鼓舞人、激励人的艺术效果，成为瑞山中学校园文化建
设和合川历史文化发掘中一个崭新成果。

笔者在62年前就读于瑞山中学初64级3班，曾在
瑞映山母校参加过多次歌颂卢作孚先生教育救国、实
业救国精神的文艺创作和演出，切身感受到这场原创
演出的示范教育剧《作孚先生》是非常成功的，也是很
不容易的。通过观看该剧，让卢作孚精神入脑入心，起
到了潜移默化的育人效果。尽管都不是专业演员，演
技也还有某些不足，但是由全校师生自己表演卢作孚
的创业事迹，更能身临其境，亲身感受、体验历史人物
的心境，其效果就大不一样。更难能可贵的是，作为学
生演员能够有幸在6年的瑞山中学初、高中学习阶段参
加这场示范教育剧的演出，为母校留下了《作孚先生》
的珍贵剧本和感人剧照，也留下了弘扬卢作孚精神世
代传承的新时代美好形象。
（作者系合川区委党史地方志研究中心退休老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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