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他寒窗苦

读、积极投身

革命，官至省

长却还要卖掉

祖 产 清 还 债

务；他领导四

川保路运动，

坚持团结抗日

主张，积极实

践民主精神；

他出任新中国领导人，开国大典上仍身着

布衫……他一生清廉、两袖清风，毛主席

称他为“与日俱进的一面旗帜”。

他就是有着“川北圣人”之称的——张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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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衣铁骨 德之大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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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惠堂王干青聘书 慈惠堂肖华清聘书

1902 年，成都的尊经书院
（今四川大学前身）迎来了一位
身穿旧土布长衫的求学者，他就
是张澜，这一年他30岁。

张澜自幼在其父开办的私
塾中学习“四书五经”，经过十多
年的寒窗苦读，本打算走科举之
路的张澜，在 1894 年中日甲午
战争爆发、国家和民族存亡危急
时刻，开始了新的思考。他积极
接受新思想，阅读进步刊物，关
注国家命运和人民疾苦，从传统
士子开始向立志革新拯救中国
的爱国者转变。

彼时的尊经书院，大力传
播“西学”，汇聚了一批全川最
优秀的学生，如吴玉章（无产阶
级革命家、教育家）、谢无量（著

名学者、书法家）、吴虞（近代思
想家、学者）、彭家珍（近代民主
革命家）等。张澜在此受到了
新思想的熏陶，加之其深厚的
中国古典文化底蕴，他很快成
为当时尊经书院最知名的学生
之一。

1903 年，张澜成为四川官
派留学生，从成都前往日本深
造，进入东京宏文学院的速成
师范科学习格致（生物），走出
国 门 的 他 ，心 怀 救 国 安 邦 之
志，立志要学有所成。两年之
后，33 岁的张澜结束学业，满
怀抱负返回四川，怀着“教育
救国”的志向，他在四川省游
学预备学堂任学监，持续推进
教育革新。

如果生活的轨迹一成不变，
张澜的一生大概率会子承父业，
教书育人。然而一场震惊中外
的保路运动，把张澜推上了中国
的政治舞台。围绕四川路权归
属以及为川人争取权益等问题，
以蒲殿俊为议长的四川咨议局
于1911年6月17日在成都召开
川汉铁路股东代表临时会，成立
了“四川保路同志会”。

张澜因“才能出众有气魄，
毫无私心”，被川汉铁路特别股
东大会推选为副会长，职责之
一为公开演讲，启迪民智。起
初张澜略有为难，因他自感略
带口吃，说话结巴，本不愿当众
演讲。在川汉铁路特别股东大
会上，面对四川总督赵尔丰传
达清政府指令“不必保路争约”
时，张澜挺身而出，沉着冷静地
走上讲台，对赵尔丰所言一一
驳斥。

气急败坏的赵尔丰将张澜
等 9 人诱骗至督署捆绑拘捕，
面对士兵的枪口以及赵尔丰厉
声呵斥，张澜依旧毫不畏惧，奋
力疾呼：“我们没有错，人民更

没有错！允许四川人民出钱修
路，路权应当属于四川人民。
四川人民争取自己路权，何能
认为非法？”

张澜等人被拘捕的消息在
成都传开后，人们从四面八方赶
来，男女老幼齐聚督署要求释放
张澜等人。面对潮水般的人群，
赵尔丰竟下令开枪，一手酿成

“成都血案”，导致了四川武装反
清斗争的开始。以此事为导火
索，随后的武昌起义让辛亥革命
风暴席卷全国，大清王朝轰然倒
塌。郭沫若曾这样评价保路运
动：“辛亥革命的首功，是应当有
四川人民担负，是应该有川汉铁
路的股东们担负，虽然他们并没
有革命的意识，然而他们才是真
正的社会的发动者，并且也是民
族革命的发动者。”

保路运动后的张澜，历任川
北宣慰使、嘉陵道道尹、四川省
省长。虽然身居要职，但在这期
间，张澜始终以四川广大人民的
利益为重，为四川人民安居乐业
尽心尽责，因政绩卓著，被百姓
尊称为“川北圣人”。

“布衣省长”

1917年，45岁的张
澜在成都就任四川省
省长。政治上，他紧缩
军费开支，整顿政府机
构，惩治贪污腐败；经
济 上 ，他 通 过 整 顿 田
赋，倡导兴办实业，整
修城市道路，向上争取
救济款，复苏连年战乱
后的四川经济。由于
张澜严于律己，为官清
廉，处处为百姓着想，
常年身着一袭长衫的
他，被成都百姓亲切地
称为“布衣省长”。

时任四川靖国军
总司令的熊克武，曾试
图查找张澜的贪腐证
据 ，在 成 都 查 询 未 果
后，又前往张澜乡下旧
居暗访，只见其母、其
夫人等家人都在田间
进行日常劳 作 ，乡 下
旧 居 更 是 家 徒 四 壁 ，
连 盗 贼 都 不 会 光 顾 。
暗访者回报：“川北圣
人之誉不谬！”熊克武
对张澜清廉执政的品
德 感 到 钦 佩 ，下 令 部
下不再去打扰张澜及
其 家 人 。 后 来 ，熊 克
武 还 受 张 澜 影 响 ，积
极参与抗战。

土匪赠银

有一次，张澜带着
两名随从，从成都穿越
秦岭山脉前往北京，途
中遇到了等待他已久
的川陕边界土匪头子
王三春。王三春自称
久仰张澜大名，将 400
元银元相赠并提出护
送张省长出川。张澜
婉拒道：“为官几年毫
无积蓄，身上所带路资
不多，无需护送；至于
赠银，张澜从未接触过
非分之礼 ，实 在 不 能
接受。”在王三春一再
坚 持 下 ，张 澜 提 出 请
对方将这些赠银用于
救 济 贫 苦 百 姓 ，并 希
望他们以后不要伤害
百姓，及早回头，另谋
生路。王三春深受感
动 ，当 即 表 示 将 遵 照
张澜所言去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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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3 年，71 岁的张澜受成都慈惠
堂理事长尹昌龄生前之托，成为慈惠堂
的继任者。

接任理事长后，他选派有才干的
中共党员和民主人士担任机构的领
导职务，其中，“育婴堂”堂长肖华清、

“普济堂”堂长王干青等都是共产党
员，他们在张澜的帮助和掩护下开展
革命活动。

慈惠堂不但发展慈善事业，还是中
共党员活动的秘密场所，同时也是各民
主党派会聚之处，作为成都的“民主之
家”，起到了民盟总部联络点的作用。

慈惠堂是当时国内最大的慈善组
织之一，有极其丰厚的资产、房屋及田
产，但张澜一家八口却借住在慈惠堂培
根火柴厂的几间土墙瓦屋内。客厅里
摆放两排竹椅，中间的方桌上放了几只
土陶茶杯，极为简朴，全家人与厂里的
工人们同吃同住，直到 1946 年张澜离
开成都前往上海。

担任慈惠堂理事长期间，张澜没有
接受过慈惠堂分文工资。他常说：“无
欲则刚，一个人把自己摆在最后自然无
欲；无欲就能将客观事物看得清清楚
楚，怎么会失脚落水呢？”

投身慈善无欲则刚

走出书院海外求学

领导四川保路运动

创办国立成都大学

一生坚守
节俭廉洁

1949 年10月1日，77岁的张澜一
如平时，穿着一身土布长衫登上天安
门，出席开国大典。此时的张澜身为
国家副主席，却坚持身着素装，连专门
为他准备的中山装和大衣也舍不得
穿，一直放在箱内长期保存，最后还将
衣物归还。

节俭清廉是张澜一如既往坚守
的品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
夕，张澜已是民盟中央主席，手握
巨额民盟活动经费。当时上海物
价飞涨，张澜的生活比较困难，到
了冬天都没有棉衣穿，甚至患病也
无钱治病，但张澜却始终没为自己
挪用分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经批
准，国家给几位党外知名人士每月拨
付200元生活补助费，但张澜始终未领
取这笔费用，政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
只好将此款按月以张澜的名义存入银
行，当张澜逝世后，其家属将此款全部
还给了国家。

回顾张澜的人生经历，他从未
为自己和家人谋取过私利，更没有居
功自傲，他曾写下“人不可以不自爱，
不可以不自修，不可以不自尊，不可
以不自强，而断不可以自欺”的“四
勉一戒”，这也是张澜一生行事的座
右铭。

从成都到上海，从上海到北京，
张 澜 始 终 穿 着 土 布 长 衫 ，铁 骨 铮
铮。他为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
和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献出了
毕生精力，用实际行动作出了巨大
的贡献。

1926年，54岁的张澜参与创办并任
国立成都大学校长，他提出“打开夔门，
欢迎中外学者来川讲学”的办学理念，
广招人才。国立成都大学聘任的教师

队伍中，既有共产党员，也有国民党员，
还有其他党派人士和外教，如数学系的
魏时珍，生物系的周太玄，中文系的蒙文
通、吴虞、李劼人，历史系的叶秉诚，经济

系的张禹九等，均为当时学界名流，张澜
在用人上不拘一格，唯才是举。

张澜在担任国立成都大学校长期
间，为用好有限的办学经费，杜绝贪污
浪费。在他的努力下，建立了完善的
财务和防腐制度，成立了由校长、总务
长、三名教授和两名职员组成的财务
委员会，监督经校务会议通过的经费
预算具体执行，并按月向师生张榜公
布。当时虽然办学经费紧张，但因采
用了这些有效的管理制度，让国立成
都大学可以将好钢用在刀刃上，学校
的基本建设、设备添置等，在困难中得
到了相应的发展。

得知校内的社会科学研究社所办
刊物《野火》由于经费不足，一直未能刊
行，张澜不仅安排校方每月拨付50元出
版补贴，还私人出资赞助了 60 元。《野
火》杂志以宣传马克思主义为主要宗
旨，不断推出运用马克思主义剖析辩驳
时政的有关文章，名震一时。

到 1930 年张澜辞去国立成都大学
校长一职时，这个最初几乎只有一块牌
子的大学，变成了在全国声名远播的高
等学府，成为西南教育的典范之一。
1931年，国立成都大学的主体部分与国
立成都师范大学以及公立四川大学合
并为国立四川大学（今四川大学）。

张澜故居中的张澜塑像

张澜故居中的张澜自传

张澜故事

张澜（1872年-1955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