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物介绍：
王拱璧 （1886—1976），中

国近代乡村教育先驱、 著名爱

国民主人士。 早年投身同盟会，

后专注教育救国。 1917 年创办
河南首所新式乡村学校———青

年公学，推行“农教合一”，开创

近代乡村教育新模式。 他以教

育为武器，为工农服务，培育众

多人才。 其贡献深得认可，逝世

后， 河南省两任省委书记为其

题词以兹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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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原大地的怀抱中， 漯河市召
陵区青年镇静静伫立着一所百年学

府———青年中学。 这所乡村学校看似
寻常， 却在中国乡村教育史上书写了
一段传奇篇章。 踏入校内王拱璧纪念
馆的那一刻，记者仿佛穿越时空，与这
位乡村教育先驱展开了一场跨越世纪

的对话。展柜中泛黄的教案、锈迹斑斑
的农具，无声诉说着王拱璧教育救国的
波澜壮阔人生。 其学生、97岁高龄的窦
克武老人，作为传承者，以深情回忆为
这段历史增添了鲜活注脚，让记者对这
位在中国近代史上闪耀着独特光芒的

人物有了更清晰的认识。

少年壮志凌云起 胸怀天下济苍生

五月的校园， 红旗飘扬， 书声琅
琅。走进青年中学，一座尊师亭映入眼
帘， 亭内矗立着由曾任河南省委书记
的张树德题字的纪念碑。广场上，王拱
璧的汉白玉雕像巍然屹立， 他右手高
擎，左手握拳，目光坚毅，凝望远方。拜
谒过纪念碑、雕像后，王拱璧研究者刘
丰杰、李保产及青年中学的部分老师，
向我们讲述了他们心目中的王拱璧。

王拱璧，名璋，字拱璧，1886 年 9
月 17 日出生于河南省西华县孝武营
村（今属漯河市召陵区青年镇青年村）
一个半耕半读的家庭。 父亲王际泰是
秀才， 饱读诗书， 在家乡创办崇实小
学，热心教育与公益。母亲邵慈虽是乡
村女子， 却常在闲暇时为孩子讲述充
满智慧的民间故事， 在王拱璧幼小心
灵中播下善良与正义的种子。

王拱璧自幼聪慧， 对知识充满渴
望。 他 6 岁入私塾， 熟读 “四书”“五
经”，且常有独到见解。父亲的藏书《三
国演义》《瀛寰全志》《万国史记》 等让
他视野开阔，心怀天下。

1902 年， 全国兴办新式学堂，西
华县开办小学堂 ，16 岁的王拱璧应
试，因获第二名不愿入学。 1903年，王
拱璧考入陈州府中学堂， 同年考中秀
才，被免试选入河南大学堂（后改为河
南高等学堂）。 从此，他将“国家”“天
下”置于肩上，在书房门贴上对联：“豪
杰无如岳忠武， 秀才当学范希文”，横
批“天下为家”，自号“大同人”，以激励
自己为国家和民族而奋斗。

在河南高等学堂，王拱璧阅读《进
化论》《民约论》等进步书刊，爱国热情
与变革思想被激发。他与同学组织“同
胞会”，讨论国家命运，谋划贡献力量，
积极拥护革命。 1906 年毕业前夕，他
因不满校政腐败， 与同学一起打了校
长王安澜， 随后被开除学籍。 数十年
后，回顾这一段求学经历时，王拱璧称
其“是我人生观的一大转折点”。

离校回乡途中， 王拱璧转道西华
县城，与进步人士组织“天足会”，提倡
妇女放足。回家后，他把客房改为书报
阅览室， 向街坊邻居和村里的青年人
宣讲时事，传播革命思想。

1907 年春节期间，王拱璧与农家
女子屈■结婚。 为反对封建礼教和陈
规陋习，他在婚礼上穿便服、不跪拜，
婚后第三天就让夫人放足、读书，并给
夫人改名为屈扶农。 乡人说他“疯了”
“吃洋药了”，他全然不顾。在王拱璧的
启发引导下， 屈扶农的思想日渐开放
进步，夫妻感情日笃，友爱相助终生。

投身革命意难移 赤胆忠心贯长虹

“老校长早年加入同盟会，参与过
多次革命活动。”在青年中学窗明几净
的集体办公室里， 窦克武老人手捧自
己编著的《王拱璧文集》缓缓介绍道。

窦克武是河南省上蔡县人，1947
年进入青年中学学习， 与老校长交往
密切。 他与众多王拱璧的学生及研究
者一样，尊称王拱璧为“老校长”。虽年

近期颐， 他仍耳聪目明， 谈吐逻辑严
谨、语言流畅。

1907 年，怀揣救国理想的王拱璧
赴上海求学，先入中国公学，后转入中
国体育专门学校。 在上海这座充满新
思想和革命气息的城市， 经河南邓县
人万仞千介绍， 王拱璧加入中国同盟
会，成为最早的会员之一。

1910 年，奉同盟会之命 ，王拱璧
回河南开展革命活动。他与万仞千、林
潞生来到南阳邓州蚕业中学， 以教员
身份为掩护，秘密准备秋冬起义，并亲
自担任军事教练。 他们在校内传播革
命思想，组织训练进步师生。由于计划
泄露，敌人四处追捕他们。 危急时刻，
王拱璧凭借机智勇敢，巧妙躲过追捕，
成功脱险。这次经历未使他退缩，反而
更坚定了他的革命决心。

1911 年， 王拱璧受同盟会指派，
到西华县巡警教练所任教练员 ，在
200 多名巡警中发展 30 多名同盟会
会员。 武昌起义爆发后， 各省纷纷响
应，西华县同盟会也急谋响应，但因事
前暴露，牺牲数名会员也未能成功。

1912 年， 应同学林伯襄之邀，王
拱璧参与筹建河南留学欧美预备学

校。他承担了繁重的筹建任务，每周还
讲授 30多个学时的体育、 音乐课程。
他自编音乐教材，选用《中华男儿》《马
赛革命》《美哉中华》等歌曲，向学生宣
传爱国抗暴思想。 1914 至 1916年间，
王拱璧先后在多所学校任体育、 音乐
教员， 并同曾啸宇一起创办河南体育
专修学校。 1915 年，他受河南省当局
委派，牵头筹备全省第一届运动会。经
数月努力，这场有 30 多所学校参加、5
万人观看、 历时十多天的运动会成功
举办， 成为河南历史上首次大规模体
育盛会。

东瀛求学砺锋芒 反帝檄文震四方

在王拱璧纪念馆，讲解员引领记
者一行参观馆内陈列的历史照片、文
献、实物等展品。 通过“少年壮志、奋
发图强”“海外求学、心系国难”“河山
为基 、兴教启智 ”“教书育人 、革命存
心 ”“奉献一生 、 成就精神 ”“兄弟齐
心、共创辉煌”等展板，记者得以深入
了解王拱璧的生平事迹，感受其高尚
的精神。

1917 年夏 ， 为寻求先进教育理
念， 王拱璧以全国公费留学生资格考
试第一名的成绩考入日本早稻田大学

研究生院， 攻读教育学专业。 留学期
间，他积极投身社会活动。 当时，在东
京的中国留学生有 3000 多人，其中河
南籍学生有几十人。 王拱璧组织参与
留学生的各项活动， 结识许多革命志
士。由于组织号召能力强，他当选为河
南留日学生会会长及中国留日学生总

会干事。他因此经常被日本密探跟踪，
被迫多次搬家、易名。

在日期间， 王拱璧结识了同在日
本留学的周恩来。 与周恩来的交往使
王拱璧深受教益， 为他日后成为中国
共产党的亲密朋友奠定了基础。

1918 年春，王拱璧来到东京一个
展览馆， 见到了馆内陈列的日本帝国
主义在甲午战争及侵占台湾、北京、青
岛时掠夺的大量战利品。 面对这些罪
证，他义愤填膺，写下：“觉一矛、一戈、
一铳、一弹、一戎衣、一旌旄，莫不染有
我先烈之碧血……”此后，他多次进入
该馆，将 390 多件掠夺物品一一记录，
为日后揭露日军侵华罪行作准备。

1918 年 4 月，受留日学生总会派
遣，王拱璧回国，在济南、开封、上海等
地开展抵制日货活动。 他不顾个人安
危，奔走于大街小巷，向民众宣传抵制
日货的意义。他的演讲慷慨激昂，激发
了民众的爱国情怀。他还以“工璧”“共
璧”等笔名发表救国文章，在国内外产
生广泛影响。

1919 年五四运动爆发后，王拱璧
从日本赶赴上海参加请愿活动， 以行
动声援北京学生运动。由于过度劳累，
加上两次遭遇恐吓，王拱璧病倒，不得
不返乡治病。

在家里，他不顾病痛，在病床上创
作了 《东游挥汗录》《河南人的当头大
祸》等书籍。《东游挥汗录》以他在日本
的所见所闻， 深刻揭露了日本侵略中
国的罪行和野心， 对唤起民众爱国热
情起到了巨大作用。 该书一经出版便
引起轰动，首版 3日即告售罄，后连续
加印至 17 版仍供不应求。 《河南人的
当头大祸》 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企图
侵略河南的野心， 呼吁河南人民奋起
自卫。 这两本书以铁的事实向国人昭
示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阴谋和罪

证，有力配合了五四运动。
多年后， 日本学者实藤惠秀在其

所著的《中国人留学日本史》一书中，
十多次提到王拱璧在日本开展的爱国

活动。另一位日本学者在《五四运动在
日本》一书中，也对王拱璧在日本的爱
国活动和学术活动进行了介绍。

躬耕乡野兴庠序 教泽绵长润中原

从日本留学归来的王拱璧， 面对
军阀混战、土匪横行的乱局，没有留城
逐利，而是径直返乡。他深知乡村兴则
中国兴，决心在家乡探索救国之路。

1920 年，王拱璧邀请志同道合的
青年， 在家乡孝武营村进行乡村自治
实验，将孝武营村改名为青年村，将父
亲创办的崇实小学改扩建为青年公

学， 并捐出自家 32 亩良田作为校田。
他把本村周边的 4 个村子整合在一
起， 通过民主选举成立青年村自治村
委会，推行改革，设立村事务所、调解
委员会、自卫团，打造民主、和谐、文明
的新型农村社区。

王拱璧倡导“不留辫、不缠脚、不
娶妾、不赌博、不吸鸦片”等文明风尚，
使青年村风气焕然一新。 他鼓励村民
学习技术、兴修水利，养鱼、种莲、种苇

增收。在他的努力下，青年村经济蓬勃
发展，村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该村成
为远近称颂的农村乐园。

王拱璧推行 “农教合一、 学以致
用”的理念。他将自家田地和房屋作为
办学基金，添校舍、聘教师，开设从幼
儿园到职业补习部等 20 余个班级，招
收 700 多名学生。 青年公学教职工尽
职尽责，常带学生到田间、果园等地直
观教学。农业课上，老师在田间讲解种
植知识；木工课上，学生到工厂实地操
作。这种模式能让学生掌握实用技能，
为乡村发展奠基。

“那时候，女生和男生一样，可以
穿短裤游泳，可以参加各种活动。 ”刘
丰杰用充满仰慕的口吻告诉记者 ，
“老校长说，男女平等，女生也有受教
育的权利。 这在当时是多么先进的思
想啊！ ”

因办学成效卓著， 青年公学引起
学界和政界的关注。 1924 年，王拱璧
获北洋政府教育部二等奖章、 河南省
政府“惠嘉青年”匾额，时任国民革命
军陆军检阅使冯玉祥也派人视察并捐

资 3000 元。 1925 年，青年公学被《北
京晨报》等媒体报道，引得国内及日、
美学者纷纷前来参观考察。

乡村自治实验收到一定的效果，
但按人口调整土地的计划因遭到地

主、富农的强烈反对而未能实现。
1926 年秋 ，经人介绍 ，王拱璧访

问了中共上海党组织， 得知国民党已
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
国民革命军已开始北伐。 他感到中国
有了希望，异常兴奋，迅速返回原籍，
进一步谋划乡村自治和办学事宜。 不
料是年冬， 青年村遭土匪和地主武装
2000 余人袭击，校、村均受损严重。 王
拱璧虽痛心，但未被击倒，为保师生安
全，他被迫携眷迁往开封，但教育理想
从未动摇。

“王拱璧创办的青年公学是河南
省最早创办的一所农村新型学校，比
陶行知创办的晓庄师范还早 5 年 。
2004 年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中国
近代乡村教育史》 一共介绍了七大乡
村教育家，分别为：王拱璧、黄炎培、陶
行知 、晏阳初 、梁漱溟 、雷沛鸿 、俞庆
棠。 这足见王拱璧乡村教育实践在中
国的影响。 ”刘丰杰说。

辗转他乡育桃李 烽烟未改教育志

1928 年，王拱璧受聘为国立第五
中山大学（今河南大学）教授，主讲乡
村教育等课程。他自编教材，大力宣传
“重农 ”思想 ，强调 “在农业上扎根立
脚，在工业上开花结果”。 他讲课生动
有趣、深入浅出，深受学生欢迎。

“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大学迁至
河南大学校园，王拱璧兼任该校教授，
讲授《日帝侵华史》。 他凭借丰富知识
和深刻见解， 向学生揭露日本帝国主
义侵略罪行， 极大激发了学生的爱国
热情。同时，创作《东征曲》八章、《为自
由而战》四章等作品，并在《大公报》发
表《抵制日货之理论与实践》，宣传抗
日思想，呼吁民众团结抗日。

为进一步寻求救国救民道路，了
解中国共产党的政策 ，1932 年冬 ，王
拱璧专程赴上海寻求与中共地下组织

联系，拟拜访周恩来等领导人。由于此
时中共中央机关正准备撤离上海，周
恩来已前往江西苏区， 王拱璧此行的
目的未能实现。

王拱璧因多次进行反日讲演，营
救和掩护共产党员及进步人士 ，引
起反动势力不满。 1935 年年底，他被

解聘。
抗日战争爆发后， 王拱璧表现出

坚定的爱国立场和民族气节。 他编写
《抗战必胜》提纲，四处宣传演讲，用激
昂话语鼓舞民众抗日士气。 他创作的
《抗敌》《奋起战斗》等抗战歌曲，旋律
激昂、歌词充满战斗精神，在民众中广
泛传唱。

王拱璧鼓励从日本留学回国的长

子膺民和从开封女师毕业的次女王俊

岚奔赴抗日前线。 收到女儿从延安寄
来的家书时，他非常高兴，给女儿回信
并赋诗鼓励：“岚儿抗日在陕北， 不胜
倭寇誓不回。喜汝坚信持久战，莫负英
明总指挥。 ”

1938 年 1 月，王拱璧在镇平组织
战时工作十人团。 他深入农村发动农
民支援抗战；编印《抗战三字经》小册
子散发各地；为武汉将士捐棉背心，以
实际行动支援抗战。

1938 年 10 月， 王拱璧遭迫害，携
家眷抵成都。次年，他被任命为西昌禁
烟监运所长。 在西昌，他深入考察，撰
写 《西昌建设方案》《肃清私烟与打倒
帝国主义》等文。

1942 年，王拱璧重返故乡 ，主持
学校工作，并将学校更名为青年中学。
依靠中共地下党员和进步人士， 他解
聘不学无术教师，聘请进步教师，使学
校面貌焕然一新。 1944 年春，日军入
侵河南，中原会战致使西华等地沦陷。
在日军“扫荡”间隙，他带领师生“一手
拿书，一手拿枪”，坚持学习斗争；创新
“教育抗战”模式：实验室研制地雷，教
室张贴战局图， 使青年中学成为豫中
革命摇篮。

当年，河南遭百年旱灾，加之战乱，
一片惨状。 王拱璧调查后撰写《河南灾
况目睹记》，寄至重庆《大公报》。 该报
重视，派记者调查核实，并配发《看重
庆，忆中原》专评，引发强烈反响。 为
此，该报被国民党政府停刊一周。

“那时候条件艰苦 ，但老校长从
没放弃教育。 ”王拱璧研究者李保产
动情回忆，“老校长说‘教育是国家未
来、民族希望，只要有一口气，就要办
教育’。 ”

暗夜擎灯护火种 丹心碧血映山河

“老校长是中国共产党的忠实朋
友，始终与共产党保持着密切联系。在
革命战争年代， 他多次冒着生命危险
支持革命 ， 为党的事业作出巨大贡
献。 ”窦克武告诉记者。

1923年 4 月 3日， 王拱璧在青年
村发起召开西华、郾城、商水、上蔡等
县 260 多个村 5 万多名农民参加的大
会，成立“中原农民对日外交协会”，向
北京政府发电， 要求抵制日货、 取消
“二十一条”，声援全国反帝爱国运动。
这样的爱国行动在当时偏僻的中原乡

村是很少见的。
1927 年 ， 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

变，河南政局突变，共产党被迫转入地
下。王拱璧辞去政府工作，全身心投入
教育事业，为革命积蓄力量。 1929年，
他委派共产党员李子纯以青年公学主

政身份为掩护，在学校建立党组织。党
支部逐步发展为党总支部。 商水县第
一个党支部就是青年公学和青年村党

总支部的一个分支。
1931 年，王拱璧与杜子劲等进步

民主人士出面保释汪宗尧、刘子文、宋
黎生等 17 名共产党员出狱。他四处奔
走，利用自己的社会关系和影响力，设
法营救被捕的共产党员庞风言； 毫不
犹豫地为遭敌人追捕的胡电生、 李子

纯等共产党员提供掩护， 帮助他们脱
险；还想方设法营救共产党员马腾霞、
刘济生等出狱。

1937 年，王拱璧费尽周折将共产
党员刘少楼营救出狱， 并安排他到自
己工作的地方休养， 不久后又聘请他
到青年公学主持校务。

1945 年春， 八路军 128 团在团长
王定烈率领下，在西华、西平、上蔡等
地与敌伪顽斗争，建立抗日民主政府。
王拱璧积极支持八路军工作， 在青年
中学为 128 团提供办公条件， 并动员
师生参军抗战。

因与共产党、八路军密切合作，积
极从事革命活动， 王拱璧屡遭国民党
当局迫害。国民党河南省政府、专署曾
多次下令通缉他， 县政府也企图逮捕
他。 面对 “袒护共产党”“掩护共产党
员”“反对国民党”等罪名，王拱璧反而
引以为荣。附近群众盛传他“死保共产
党”，称青年村、青年中学是“共产党的
大本营”。

抗战胜利后，解放战争爆发。王拱
璧组织青年中学师生收集传送情报，
动员群众参加革命，支援解放战争。他
还利用自己的影响力为青年中学募

捐，保障学校正常运转。该校先后为中
原解放区培养近千名干部人才， 受到
刘伯承、邓小平、陈毅等首长表彰。

1948 年，西华 、商水处于国共拉
锯状态。 青年中学（青年村于 1947 年
11 月划归商水县）师生配合党组织支
援解放军。当商水县县长、王拱璧的朋
友李平一携带军械、军饷发动起义，到
青年村投奔共产党时， 王拱璧率师生
村民为之掩护。为支援解放战争，王拱
璧动员师生参加淮海战役、 渡江战役
的支前工作。

1949 年，王拱璧协助人民政府镇
压附近的几个恶霸和反革命分子。 青
年中学师生纷纷要求参军参干， 一时
被商水、西华、郾城、上蔡等县人民政
府委以革命工作的有 200 多人， 其中
商水县县区干部百分之七八十都出自

青年中学。
新中国成立后， 青年中学由私立

学校改为商水县第二中学， 王拱璧仍
任校长。之后，他又先后担任商水县土
改委员会副主任、 淮阳地区抗美援朝
委员会宣传部部长等职。此时，他已年
过六旬，仍奔走各地，宣传抗美援朝，
保家卫国。

桑榆未晚霞满天 遗泽千秋耀杏坛

1951 年，65 岁的王拱璧被任命为
河南省图书馆副馆长。 虽然已年过花
甲，他仍兢兢业业，以饱满的热情投身
图书馆建设工作。

1952 年，王拱璧的挚友 、著名新
闻学家任白涛在上海病逝， 留下数十
种著作手稿和数百斤珍贵资料。 政务
院总理周恩来曾指示由王拱璧代为整

理（后转由上海有关部门负责）。
当选河南省人大代表后， 王拱璧

积极参与地方事务， 为河南发展建言
献策。他关注教育、文化、民生，提出诸
多前瞻性、建设性意见，备受政府与社
会各界尊重， 多次受邀到北京参加国
庆观礼活动。

1961 年，应新华社之邀 ，王拱璧
撰写《我在辛亥革命中的经历》，为辛
亥革命研究提供了珍贵的一手资料。
同年，他作为河南省唯一特邀代表、以
“辛亥革命老人”身份赴京参加辛亥革
命 50 周年纪念活动，与何长工、周培
源、屈武、季方、吴晗等在大会主席台
第五排就座，并与周恩来、董必武等国
家领导人合影留念。

1976 年 3 月 ， 王拱璧病逝于郑
州，享年 90 岁。 弥留之际，他留下遗
言，将青年村财产全捐给青年中学，河
南大学房产捐给河南大学， 省图书馆
住房捐给省图书馆。

“老校长去世时，没给子女留一砖
一瓦……”采访中，窦克武激动地说，
“王老师一生致力于乡村教育事业，不
仅教育我们学习知识， 更教育我们如
何做人。他那种无私奉献、勇于探索的
精神永远激励着我们。 ”

1986 年，在王拱璧逝世 10 周年、
诞辰 100 周年之际，社会各界在郾城
县青年中学 （青年村 1954 年隶属郾
城县，2004 年 9 月划归漯河市召陵区
管辖 ）设立纪念碑与尊师亭 ，举行纪
念活动。

在纪念王拱璧诞辰 130 周年之
际， 时任河南省委书记徐光春为其题
词“爱国先锋”，以表彰他为国家作出
的贡献。

王拱璧一生为民族独立、 国家富
强和人民幸福不懈奋斗。 他的教育理
念与实践开创了中国乡村教育的先

河，影响深远。 他身上展现的爱国、实
干、创新与奉献精神，将永远激励后人
不断奋进。 （本文写作参考了窦克武
《乡村教育家王拱璧的一生》、 王膺民
《王拱璧事迹》等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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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王锦春 付永奇

王拱璧所著《东游挥汗录》。漯河青年中学内的王拱璧塑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