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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劉真校長（ 1912-2012），奉派來臺接任臺灣省立師範學院

（今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校長後，為了扛起培育中學師資的重責

大任，積極延聘碩學名儒，訂定：「誠、正、勤、樸」四字為校

訓，其一生，為近代中小學師資培育奉獻，也為臺灣教育發展

奠定紮實的基礎，樹立了現代教育家所應遵循的典範。

壹、家學淵源，根柢扎實受賞識
先生諱真，字白如，中華民國元年十月十八日生於安徽省鳳臺縣，世居縣邑西北坡

之劉家樓。家境小康，祖父飽讀四書、五經，篤信儒家思想，當先生令尊誕生後，即為

其命名「恕三，字子忠」，蓋冀其養成儒家所最重視之忠恕美德，以蔚成家風。關於先

生優良品格之培養，恕三公外，尚有慈母陸太夫人，亦常嚴肅叮嚀他不可有四項不良行

為，即不說謊、不罵人、不打架及不賭博等四事。至先生之課業方面，恕三公早已特別

注意。當先生五歲時，即教他認識「方塊字」，隨後則教他讀一般鄉村小學或私塾教兒

童所讀之三百千千（《三字經》、《百家姓》、《千家詩》、《千字文》）等啟蒙性之書籍。

民國八年春，先生尚未滿七歲，即進入其父所主持之毓秀小學就讀。國文一科由恕

三公親自兼任。民國十四年，當先生在毓秀小學畢業進入壽縣初中之時，恕三公曾講授

《爾雅》與《說文》兩書，使先生對中國文字之形、音、義有基

本之瞭解，在恕三公循循善誘悉心督教之下，先生之國文程度

及優良之作文，無論在毓秀小學與壽縣初中讀書之時，均為同

班同學之冠，無一能出其右者。

民國十八年春，先生已在壽縣初中畢業，亟思遠去安慶，

報考安大預科文組。無奈近數年來，恕三公之家庭經濟情況，

已今非昔比，力不從心。先生對其家境亦深知之，且認為己身

前途須靠己力創造。事有巧合，民國十八年春間，張集小學邀

先生擔任代課教員，薪資約四十銀圓，先生即持此款達成投考

安大之願望，並獲錄取預科文組。民國二十年秋季，先生順利

☉ 學生時期的劉真先生
（資料來源：劉真先生學
術基金會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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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安大哲學教育系。他之所以選入哲教系，乃因在小學與中學唸書時，閱讀過甚至背

誦不少儒家經典之作，完全服膺我國儒家修己治人之哲學思想。在安大預科時，又對

《人生哲學》與《倫理學》兩門課程極為喜愛。先生認為教育對象既然是人，而教育主

要目的在培養純正之人生理想或人生觀，哲教系所開之課程正有助於達成教育之目的。

再者，先生當時甚為欽佩法國哲學家兼教育家傅立業所說：「在教育的門牆外面，必須

寫著：不明哲學者免進。」自己既然立志獻身教育，當然是最好之選擇。

先生所撰之文稿，早期皆發表於地方性皖報副刊，幾位教授閱後咸認  先生文采極

佳，遂鼓勵先生投稿全國性之上海報刊。當時安大教授中，如謝壽康、趙廷為、周予同

等人，與上海出版界淵源深厚。商務的《東方雜誌》、開明的《中學生》等，均約他們

為之撰寫稿件或編輯書籍。由於他們本身工作太忙，便經常邀約先生代編、乃至代寫。

有時，他們口述大要，由先生斟酌撰述，發表時，則由教授與先生共同具名，藉示對後

輩之提攜。

民國二十二年某日，趙廷為教授交給先生一本英文書，命其翻譯。時先生剛升大

三，花了兩個月的課餘時間譯完；書名為《新式測驗編造法》，由趙廷為教授與先生共

同具名，在開明書局出版，為先生出版之第一本專門性的譯著。至此，先生之寫作潛

力，益加受人肯定，不僅稿費、版稅大幅增加，而先生在安大之知名度亦與日俱增。

貳、惺惺相惜，同窗攜手結連理
先生於安大哲教系肄業期間，與同班來自壽縣之石裕清小姐相戀，她是民國二十年

夏天由安徽省立第三女中高中畢業後，直接考入安大本科哲教系。鳳臺與壽縣原屬一

州，清末鳳臺始獨立設縣，故先生與石小姐可謂小同鄉。在那個年代，能進入大學讀書

者，極大多數都來自富貴人家。像先生這樣必須自食其力之大學生，不說「絕無」，當

亦「僅有」。尤以石父德寬公為黃花崗七十二烈士之一；伯父德純公為民初北京國會議

員（國民黨籍），出身極為不凡。然石裕清小姐竟棄眾多傾慕者於不顧，獨鍾情於家境

清寒的  先生，說其「慧眼識英雄」，自不為過。

民國二十四年夏，先生與石裕清小姐均已自安大畢業，乃同赴日本留學。先生到達

日本不久，即考入東京高等師範教育研究科，主修「心理學」，指導教授為講述《心理

測驗》的田中寬一和講述《完形心理學》的小野島右左雄。裕清小姐則進入東京文理科

大學大學院，研究專業亦同為「心理學」，惟較偏重心理實驗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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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二十六年五月三十日，先生與裕清小姐在相戀六年後，決定互許終身。當時我

國駐日大使為安徽大老許靜仁（世英）先生，和裕清的先父及伯父係早年知交，特贈石

刻印章兩方，上刻「清白堂」及「清白世家藏書」，將先生的別號白如與裕清之名合而

為一，寓意至深，旨在勉勵他們成家之後，務以清白自持，且不忘學問之追求。

該年夏天，東京報紙忽刊出「七七事變」之大新聞。先生雖身在海外，對國事卻極

為關切，雖於此時外出有其危險性，仍每天一早買來報紙，希望探悉國內的戰事近況。

其後，知道政府已經決定長期對日抗戰，先生與夫人立即於同年九月，搭乘俄輪由橫濱

返國。這時上海正遭逢戰火，只好繞道香港於廣州登陸後，再乘粵漢鐵路火車前往湖北

武昌。在抵廣州後，先生夫婦專程前往黃花崗七十二烈士墓前獻花祭拜，因夫人裕清之

父德寬公亦葬於此地。

參、整頓師院，施展長才化危機
民國二十七年，先生在三民主義青年團中央團部服務時，曾以「湖北中學聯合設立

之教育的意義」專文，發表於武漢《掃蕩報》。當第九戰區司令長官陳誠將軍讀後，大

為賞識，乃召見先生云：「我身邊正需要一位侍從秘書，我覺得你來擔任非常合適。您

願意嗎？」復云：「跟隨我做事，很辛苦的，但直接、間接從工作中所得到的『歷練』，

恐怕國內外任何大學或研究院，也不能得到。」先生萬分感動，當即表示：「願意多學一

點做人做事的道理。」談話隔日即接到派令，開始了先生抗戰時期的戎幕生活。

陳誠將軍在武漢大會戰之後不久即隨中樞前往重慶，先生亦由第九戰區司令長官部

的少校侍從秘書，升為政治部的中校侍從秘書，兼任中央訓練團主任秘書。陳將軍每天

清晨由住所乘車前往中央訓練團，主持六點鐘的升旗典禮。先生因住所較遠，必須於清

晨五時前，由兩浮支路寓所步行四十分，先走到復興關，再爬幾百級石階，然後到達設

在關頂上的黨政班教育長辦公室等候陳將軍到來，自始至終，從無一次遲到。更由於陳

誠將軍身兼數要職，且為最高當局的重要股肱，交下來的事，刻不容緩。尤其是為他撰

寫講詞或重要文件，必須通宵達旦，及時完成。其時，重慶的空襲至為頻繁，陳將軍有

時就在防空洞中處理公文或修改講稿。

民國二十八年初，陳誠將軍拔擢先生為上校侍從秘書，崑崙關戰役結束之後，蔣委

員長即在柳州位於山洞中的機械化學校召開軍事會議。民國二十九年二月二十三日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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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參加的高級將領包括白崇禧、張發奎、薛岳、余漢謀及商震等人。當時在日軍身上

搜得日文《士兵須知》小冊子一種。陳誠將軍立即命先生譯為中文，呈請蔣委員長閱

覽。蔣氏認為對研究敵情，極有價值，當即命令分發將領們參考。先生為軍中文職人

員，也因而蒙受蔣委員長召見，為一大殊榮。

民國二十九年夏春之交，先生已擔任陳將軍的侍從秘書兩年多，頗有身心俱疲之

感。他的興趣本在教育，而教書更是他最感興趣的工作，因此，先生向陳誠將軍懇切陳

述，希望能夠改調服務，力薦中央大學施建生代己。陳將軍當表同意，結束先生兩年多

戎幕生涯。是時，湖北省教育廳張廳長素悉先生志在教育，立即聘請他為國立湖北師範

學院教授。先生先後開設「教育行政」、「中等教育」、「倫理學」及「訓育原理與實施」

四門課程，教學方式採日本教授所用之方法：每一課程在講授之前，均發「講授大綱」，

讓學生先有概念。上課之時，則編寫一分詳盡的講義，方便學生參閱。先生的此種教

法，廣受學生歡迎。

先生也撰述大學用書「教育行政」及「儒家倫理思想述要」，分別交由中華書局及

正中書局出版。同時，先生亦擔任訓導工作，披星戴月領導學生升旗與朝會活動，從未

間斷。先生認為這不僅是「形式」，更是「恆心與品德」的考驗。

民國三十三年冬天，先生突接陳誠將軍電報，囑其立即辭去師院教職，前往重慶，

派充為軍政部少將參議，在部長室辦公。抗戰勝利次年，陳誠將軍再度被選為三民主義

青年團中央幹事會書記長。中央團部第二處處長由故前總統蔣經國先生擔任，副處長則

為先生。先生在組織處任內深知把握分際，與經國先生相處甚為融洽。由於抗戰已經勝

利，中央團部於三十五年初遷至南京，先生亦偕家眷隨團遷居。

民國三十五年十一月十五日，政府召開國民大會制定憲法。民國三十六年三月

三十一日，政府公布國民大會代表、立法委員及監察委員選舉罷免法。時先生本無意參

與選舉，但安徽大老吳禮卿（忠信）之力荐，不得不返回安徽參加立法委員選舉。次年

公布當選名單，先生竟以高票獲選。

民國三十八年的四月六日傍晚，先生在南京立法院開完會，突然接到陳誠主席電

報，要他即刻到臺灣來。在此風聲鶴唳的時局裡，必然有極重要的事要他相助。由於事

態緊急，無法多作考慮，先生立即向立法院請假，星夜前往上海，於四月七日搭中興輪

趕赴臺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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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於四月八日下午由基隆上岸，便發現情況有異。當晚

先生即至陳誠主席寓所晉謁，陳主席表示，四月六日，臺灣師

院學生在街頭遊行示威，與憲警發生衝突，並毆傷軍警人員。

先生辭別陳主席後，單獨到行將接掌的臺灣省立師範學院大門

前先行觀察。只見大門兩旁各有一塊木牌：一邊是「臺灣省立

師範學院」，另一邊則是「臺灣省立臺北高級中學」。環境簡陋

不堪，實不似高等學府。後先生查考創立時公文檔案，始確認

臺灣省立師範學院於民國三十五年六月五日成立，迄今將及三

年，由於種種原因，與其他同時設立的學院或專科學校相比，

均難並轡齊驅。院址是日據時代的臺北高等學校（光復後改為

臺北高級中學），兩校共用一個校園。嚴格來說，這所師院雖已

成立將及三年，惟草創初期人力匱乏，物力短絀，百廢待舉，

經費拮据，均亟待一一克服。

四月九日下午，陳誠主席手令聘先生為「師範學院學風整頓委員會主任委員兼代院

長。」委員若干人，包括黃朝琴、謝東閔等政壇知名人士，隨後正式禮聘先生為臺灣省

立師範學院院長。先生當即報告陳主席，將盡全力完成使命。由於先生對青年學生相當

瞭解，「相信短時間可以使學校恢復正常。」陳主席當下表示欣慰。此事在先生的生命史

上展開了最重要的一頁。他下定決心要把這所簡陋的師範學院，辦成一般青年傾心嚮往

的崇高學府。先生自斯時接任臺灣師範學院至民國四十六年八月十六日，轉任臺灣省政

府委員兼教育廳廳長為止，任期長達八年四月之久。

先生處理郭廷以教授等數十人涉及有關治安之案件，確係一件最冒險的決定。在當

時的政治環境中，先生是以自己的身家性命，來挽救數十位學者以及青年學生的生命與

家庭。由於先生之勇於負責及救人危難，他沒有解聘一位教職員，也沒有開除一個學

生。「四六學潮」經過一個月的疏導之下，就平靜的落幕了。

肆、戮力辦學，接掌教廳建樹多
民國四十年六月五日師院校慶，先生發表〈歡欣與憂懼〉一文，說明他的感想，

「以目前本院設備的簡陋、圖書的缺乏，以及物質條件的不足，我們能否負得起這樣鉅

☉ 劉真先生於臺灣師大校
訓碑前留影（資料來
源：劉真先生學術基金
會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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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的責任（按指培養中學師資），真是感覺沒有充分的把握。」他由校慶又想到校訓，全

國學校本有「禮、義、廉、恥」的共同校訓，但各校為了表現自己的特色，通常又有其

本身的校訓。幾經考量選定了「誠、正、勤、樸」四個字。為了讓全院師生對校訓有明

確的認知，特別發表演講，告訴學生：「一、誠就是不虛偽、不欺妄。凡事能做到始終

如一，擇善固執，就可算得『誠』了。二、正就是不偏私、不枉曲。凡事能做到光明正

大，貞固剛毅，就可算得『正』了。三、勤就是不怠惰、不因循。凡事能做到『自強不

息，鍥而不捨』，就可算得『勤』了。四、樸就是不奢靡、不浮華，凡事能做到「質樸

無華，闇然尚絅」，就算得『樸』了。」他又說：「大家如果能做到誠正勤樸，便自然不

難實踐「禮義廉恥」的共同校訓了。我懇切地希望本校的全體同學們，今後都以「誠正

勤樸」為個人品德修養的準則，立己立人，達到『止於至善』的境地。」這時的師院在

先生主持兩年多之後，已展現出欣欣向榮的契機。他一再強調的團結、和諧，漸漸得到

全體師生的認同。碩彥學者次第應聘，學校充滿朝氣，使師生們肯定，師院乃是師生的

大家庭。

民國三十九年，先生依據國文系教授程發軔之考證研究，

呈請教育部審定孔子誕辰暨教師節為九月二十八日。經教育部

邀集董作賓、高平子諸位曆法專家慎重研究後，咸認程發軔之

考證正確。行政院乃於第二五二次院會通過，民國四十一年八

月十六日明令公布國曆九月二十八日為孔子誕辰紀念日及教師

節。對發揚我國尊師重道的傳統精神，當有深遠的影響。

關於先生對臺灣師大之貢獻，現任立法院院長暨臺灣師大

全國校友總會理事長王金平，以及前考試院院長，現任臺灣師

大全國校友總會名譽理事長及劉真先生學術基金會董事長許水

德兩位臺灣師大傑出校友，於慶祝先生百齡華誕所撰之「劉前

校長白如先生對師大之重大貢獻」序文中簡明扼要歸納先生對

師大之貢獻共有六個方面：

一、 解決校地問題：劉校長於接掌師院後，立即呈請省府將師院對面一塊與師院本部面
積相等之農地撥給師院，此為奠定師院後來發展之根本，功不可沒。

二、禮聘名師任教：劉校長使師院成為大師碩儒匯集之所，聲譽日隆。

☉ 劉真先生參與祭孔大典
（資料來源：劉真先生
學術基金會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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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加強生活輔導：劉校長手訂：「誠、正、勤、樸」四字為校訓，作為立身處事，待
人接物之準繩，以樹立師院優良之學風。

四、興建圖書館：劉校長勇於任事，多方奔走，圖書館規模幾為全省各院校之冠。

五、 加強文史教育：劉校長首先訂定國語、國文和英文三科的標準考試辦法，凡學期考
試與畢業考試未達標準者，不得升級或畢業。舉辦文史系列講座，凡此皆對師院學

生產生一定的影響。

六、 師院升格為臺灣師大：劉校長盡心擘劃，戮力經營下，於民國四十四年六月五日正
式升格為省立臺灣師範大學，仍由劉院長繼任第一任校長。

總計先生在師院至師大任職的八年四個多月中，對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所貢獻的智慧

與心力，凡是當年受業的學生，或後來畢業的校友，撫今追昔，無不感念於心。

民國四十六年八月十六日，先生在在南投中興

新村參加臺灣省政府一級主管宣誓就職典禮，全心

投入教育廳長職責。任內揭示教育行政人員應該瞭

解教育行政機關是輔導和協助學校解決問題，要改

變「權力」的觀念為「服務」的觀念；重視行政「效

果」，減少官場「形式」，使教育行政機關與學校的關

係，完全建立在合作的精神上。對所屬學校，則應以

校長為中心，做到「少干涉，多協助；少命令，多商

量。」校長無必要最好少離開學校，應當是「廳長多去學校，校長少來教育廳。」先生所

持的行政工作態度，立即獲得輿論界的讚揚。先生特訂出教育人事制度化、教育設備標

準化、教育方法科學化三項目標。這三項目標，從表面上看來，好像只是很普通的三句

話；但是這實在是經過先生的深思熟慮，針對臺灣教育的實際需要而決定的。因為只有

健全的人員、使用適當的設備，採取有效的方法，才可推動教育事業。這時，先生就任

廳長不過半年而已，多年停辦、該辦的事，已獲得了生機。此時歐美各國，甚至於東南

亞如菲律賓、泰國、韓國等國家的師範教育程度，均已提高到專科，乃至學院。先生認

為，這已是世界潮流所趨，當務之急即為素質方面的提高。教育廳乃先將臺北、臺中、

臺南三所師範學校升格為師專，臺灣省的師範教育自此步入新的里程碑。

民國四十六年前後，國家雖然在風雨飄搖中趨於穩定，但國民經濟仍在極端困窮之

中。先生認為當時全國軍、公、教人員，待遇菲薄，僅足餬口，遂召集有關人員訂定

☉ 劉廳長與師大參加全省中上學校運動
會選手合影（資料來源：劉真先生學
術基金會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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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立中小學校教職員婚喪節約互助辦法」。這項辦法包括「結婚互助」及「喪亡互助」

兩部分。前者旨在提倡節約，以消除送禮、請客、鋪張浪費等積習；後者旨在推動互

助、惠及孤寡，以發揚教育界同仁患難相扶持的精神。

民國四十八年上半年，省府已通過有關公立中小

學教職員福利之法令，但至同年十月，先生經過多次

研究考量後，決定在風景佳勝之區，興建日月潭、臺

中、臺北三處教師會館，作為中、小學校教師休假、

旅行、進修及康樂活動的場所。民國七十六年，日月

潭教師會館增建的活動中心大樓落成，臺灣省教育廳

長陳倬民遵照福利會全體委員決議，將新建大樓命名

為「白如樓」，以示對先生之崇敬。

民國五十年教師節次日，  蔣中正總統在臺北市中山堂歡宴全國資深教師時的致詞

中，公開對先生「在各種教育設施方面的貢獻，特別表示嘉許」。蔣總統在這樣重要的

集會中，公開對現任官吏予以獎譽，對書生從政而言，實為極大鼓勵。這樣的殊榮，在

那個時代誠非易事。

伍、學識淵博，著述豐碩世代傳

民國五十一年十二月一日，先生在交卸教育廳

長後，即應政治大學校長劉季洪力邀擔任政大教授，

開設「教育行政」及「教育專題研究」課程。民國

五十三年秋季擔任政大教育研究所所長職務，創辦

「宗教哲學講座」，編印專集《宗教與教育》及《師

道》等書。 

民國五十六年三月，任國家安全委員會議國家建

設計畫委員會委員兼文化組副召集人。民國六十一年

該會易名為國家安全會議國家建設研究委員會先生為委員兼文化組主任。在其任內曾邀

約教育文化界知名人士，撰述有關教育文化之專題研究高達六十餘種之多。

☉ 劉真先生獲行政院頒贈「中華民國文
化獎」（資料來源：劉真先生學術基
金會提供）

☉ 日月潭教師會館（資料來源：劉真先
生學術基金會提供）



116

教育愛│臺灣教育人物誌 Ⅵ

先生除為公職盡心，亦深明在基層深耕文化教育的重要性，故於民國三十八年創立

「中國語文學會」，出版「中國語文月刊」，從未間斷，迄今共出版六百五十八期。對推

廣中國語文教育，影響至宏。

民國七十二年，先生擔任教育部學制改革研究小組召集人。民國七十六年五月成立

「劉真先生學術基金會」，旨在弘揚中華文化，獎助高等學術研究。民國七十八年擔任教

育部人文及社會科學教育指導委員會主任委員。同年十二月，獲行政院頒贈最具崇高榮

譽之「中華民國文化獎」。同年，政大教授司琦編輯《劉真先生文集》四鉅冊，內分論

著、講詞、報告、紀事、自述、追思、函札、序文、日記、訪問十類；闡述教育理論與

實際問題；精闢深入，言人所未言。民國八十年應國立編譯館之邀擔任「教育大辭書」

編纂主任委員。同年八月受聘為總統府國策顧問。民國八十一年三月先生任「中山學術

文化基金會」董事長，出版《中山文庫》一百冊、《中山叢書》二十餘種，創立《中山

學術論壇》。民國八十四年獲選中華文化復興運動總會副會長。民國八十六年，受聘為

總統府資政，地位備極尊貴崇隆。由上可知，先生學問淵博，德行高明，器識卓犖，殫

精竭慮，屢創嘉猷，懋績卓著，學仕同享榮耀，允為全民楷模。

陸、哲人日遠，典型長留在夙昔
緬懷先生一生孜孜矻矻致力百年樹人志業，擘劃

國民師範教育制度，蓽路藍縷，匡基規制，運籌經

營，進而推廣發皇，宗旨是彰。中興人才，提攜後

進，引賢育賢，舉賢用賢，作育英才無數。莘莘學

子，見賢思齊，尊師重道，敦品勵學，德風披靡，樹

立杏壇風範。先生執守高貴愛國情操，畢生以國家社

稷為念，默默付出，犧牲奉獻，大公無私，巍蕩浩

然，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影響後世弘鉅深遠，功莫

大焉。先生既為我國近代中小師資培育的精神導師，並為臺灣教育發展奠定磐固基礎的

重要推手，廣受各界推崇，素有「臺灣師範教育之父」令譽，洵實至名歸也。

綜觀先生一生奉獻教育文化事業，苦心孤詣，立德垂範，功在黨國，流芳青史。先

生學養精湛，以道德文章，經世利民，望重士林，其待人至誠，勇於任事之精神更屬難

☉ 劉真先生（資料來源：劉真先生學術
基金會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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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令人由衷感佩。先生嘗自勉：「靜以養心，勤以

養身；言其所信，行其所言；求知若渴，從善如流；

盡其在我，隨分報國。」日常生活奉行「自食其力、

自強不息、自得其樂。」三自主義，懷抱「有愛無恨」

氣度胸懷，均展現出一代大教育家立身處世之風範。

由於先生數十年來教育方面的卓越貢獻，已受到國際

人士的肯定，故美、英、法、日等國均將先生列入

「世界名人錄」中。臺灣師大校友更以「德行、學術、

事功、文采」四美兼備，來推崇他對教育文化的偉大成就，先生實乃「立德立功立言三

不朽」的現代偉人，堪稱是我國一代教育宗師。

先生於 101年 3月 28日功果圓滿，大去殯逝，享年 101歲。「哲人日已遠，典型在

夙昔」，追思懿德範行，銘感軫念無際。

☉ 我國一代教育宗師─劉真先生（資料
來源：劉真先生學術基金會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