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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简介

胡元倓（１８７２－１９４０），教育家，字子靖，号耐庵，晚年

自署乐诚老人，清末长沙府湘潭人。华兴会成员之一。

１８９７年拔贡。１９０２年，官费留学日本弘文学院速成师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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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日本教育家福泽渝吉影响，矢志教育救国。１９０７年２

月，与杨度、陆鸿逵、杨德邻等在日本东京组织政俗调查

会，７月底，改名宪政讲习会，其“宗旨在于预备立宪进行

之法，以期宪政之实行”，并提出以设立民选议院为立宪运

动的中心目标。１９０３年，回国在长沙创办明德学堂、经正

学堂，聘黄兴等进步人士任教。１９０８年，开设高等学堂银

行科。期间四处奔波，筹集办校经费数十万元。１９１１年，

赴日就任留日学生监督。辛亥革命爆发，即返国。１９１２

年，请黄兴领衔呈准北京政府设立明德大学，聘章士钊为

校长。１９１９年，领导湖南学界联合罢课，参与驱张运动，

反对北洋军阀残暴统治。同年在汉口再设明德大学，１９２６

年因经费拮据停办。此后专意致志创办中学，志在培养人

才，以“艰苦真诚”四字为校训。抗日战争时期，出任国民

参政会参政员。后迁明德中学于湘乡。１９４０年冬病逝于

重庆。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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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思想

融合中西

胡元倓提倡面向世界办教育。鉴于晚清洋务派“中体

西用”观的破产，胡元倓根据王阳明的治学名言“求同乎

理，不异于人”，主张放眼世界，兼收并蓄，借鉴他国长处的

同时也发展本国教育。

他制定的明德校旗即是这种思想的反映，“校旗四分，

一分赤色，四分之三为蓝色：加校徽于赤色中央，为尾卷与

两书交叠之形。于古代取唐卷，于近世取西书者，唐代为

东方文化成就之时，近世又西方文化光华之日也。而交互

相叠之形，则有融会贯通之义焉。”

胡元倓通过比较中日两国小学教材，十分赞赏日本小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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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课本寓思想教育于知识教育中。建议重新编写小教科

书。但是他的“融合中西”观更多地表现在课程设置和教

学方法比较先进，以及引进了一些新学科和新设备。

办学宗旨

胡元倓以培养实用之才为办学宗旨，以严格管理为办

学方针。胡元倓在《明德之精神》中阐述了他的办学宗旨：

“学校所以陶铸真才，自与科举利禄之途异趣。而一洗两

汉博士、李唐诗赋、明清八股之积习，使莘莘学子，不徒以

学校为仕进之阶，而先多立其远者大者，以默持世运之不

坠”。他希望摆脱传统科举入仕做官的旧习，让学生立大

志，成实用之才。如何把学生培养成实用之才呢？他指

出，“近世西学东渐，学术之范围日广，吾人兴学育人，自当

急起直追，特重自然科学”。胡元倓积极引进西方课程与

学制，实施近代化教育。

１９２１年，胡元倓召集师生座谈，宣布“学校的纪律是

学校的生命，严格的管理是办学之方针。”明德一以贯之。

早在１９０３年，胡元倓为学校制定了《明德学堂规则》，对学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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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的学习和日常生活的每一细节作了严格规定。例如它

的《总则》规定：“开学三月之后，管理会议各学生功课之优

劣，行为之良否，以定去留。由于有一套严格的管理制度，

学生形成了良好的生活和学习习惯，全校校风良好。１９３４

年，天津大公报主笔胡政之撰文盛赞：“明德与南开不啻南

北并立之两大学府。依余观察，明德管理之严格，功课之

认真，似在南开之上。”社会盛传“北有南开，南有明德”，即

源于此。

德智体全面发展

胡元倓提倡德智体全面发展。《明德旬刊》曾明确提

出：“校中当局，抱定德、智、体三育同时发展之宗旨。”

三育当中，胡元倓把德育放在首位。校训“坚苦真诚”

为胡元倓向学生进行品德教育的基本原则。坚，“永坚贞

而不更”；苦，“因苦而回生甘”；真，“本真实以传薪”；诚，

“道一贯无”。１９１８年蔡元培为校训作跋云：“惟坚苦故对

事忠，惟真诚故待人恕。此四字校训，谓非陶铸人才之宝

训乎？”可见，其思想教育的目的是培养学生吃苦耐劳、正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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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诚实的品格。

胡元倓很重视智育，除了制定严格的教学管理制度

外，他在提高教学质量上主要采取以下措施：一是延聘优

秀教师。《明德校史》所载历任教职员千余人中，包括了湖

南绝大多数名师。二是开足、开齐课程，使学生获得较全

面的知识。学校从创办起，除文科课程外，还开设了外语、

理化、博物等科。三是重视教学，设备齐全，理论与实验相

结合。明德课程完善，师资优良，设备充足，管理严格，因

而教学硕果累累。１９３２年７月，湖南省教育厅举行第一

届中学毕业生会考，明德高、初中四个班参加，全部及格，

平均成绩居第一。高中毕业生考取清华、北大、中大、交

大、武大等各大学的人数占８０％。此后，明德高中毕业生

可向清华、北大、交大等校免试保送。

胡元倓一向重视体育。他认为，“凡学堂精神所出全

在体操，诸生之欲自治亦全在体操”，革命家黄兴就曾任明

德学堂体操教师。自１９２４年到１９３４年，该校学生参加长

沙市、县运动会、省运会、华中运动会多次获得冠军。计有

排球九次、网球八次、棒球五次、足球四次、田径两次，其中

得三个以上锦标而取得全省第一名的计有六次。社会上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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誉称“泰安球王”。

由上可知，胡元倓在教育实践中确实探索出了许多宝

贵的教育思想。虽然他的教育主张比较零碎，但其中不乏

真知灼见，为湖南和中国的教育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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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元倓与明德学校

明德学校创建于１９０３年，初名明德学堂，位于长沙市

开福区泰安里东至西园，设大学、中学、高小、初小四部。

胡元倓创办，并制定“坚苦真诚”之校训。初期，黄兴、张

继、陈天华、苏曼殊、周震鳞等执教于该校。毕业生中人才

辈出，如欧阳予倩、周谷城、刘佛年、李薰、萧纪美等都是明

德学生中的杰出人物。享有“北有南开，南有明德”之誉。

１９２９年，湖南教育界争得庚子赔款改建校舍。１９３２

年蒋介石来校视察，题匾“止于至善”。为纪念胡元倓，学

校将一栋中西合壁式的教学大楼以胡元倓别号（乐城老

人）命名为“乐城堂”。该建筑为四层内廊式钢筋混凝土框

架结构，工艺精湛，由周光召之父周凤九设计。１９４５年抗

战时，学校被日机轰炸，乐城堂仅剩框架，后多次修茸。

１９８０年，乐诚堂按原貌复建，大楼内竖胡元倓坐像一尊。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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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德校园风景优美，吴芳吉有诗云：

西园楼阁映池塘，缥渺胜潇湘。

小桥芳径夹垂杨，人影几双双。

晨昏游息且翱翔，此地乐而康。

无边清兴最难忘，四季百花香。

明德的发展

明德学校创办于１９０３年，当时新教育虽已酝酿了三

四十年，但仍在萌芽时期。因迫于情势的需要，公立学堂

虽已成立了几所私立的教育场所，仍停滞在书院、私塾的

阶段。当时在湖南，固然还没有私立学堂，就是在全国，也

没有几所至今尚存的私立学校。以后与明德齐名的南开

学校，创立于１９４０年，比明德晚一年。因此明德学堂的创

立，在近代教育史上，具有非常重大的影响。

学校于３月２９日开学。这一天极富历史意义，因为

明德是私立学校的先驱，且八年后的黄花岗之役，恰巧发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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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在３月２９日。黄花岗之役的领导人黄兴，也是明德学

校创办时的重要人物之一。学校创办时，招中学两班，随

即又招速成师范一班，第二年附设高等小学，以后又增设

中学补习科，中学预科，日语、英文、理化、银行保险、法政

等专修科。商业且分本科、预科，并在南京、上海等地设立

分校。１９１３年，又创设明德大学于北京，后因抗议袁世凯

称帝停办，迁往汉口复校，至１９２６年以后，始专办中学。

明德学校虽办过速成师范，小学、专科、大学，但自始至终

以中学为主，所以通常都称为“明德中学”。

明德当时需要而增班，首先是速成师范班。因中学班

报考学生不多，必须发展小学。而当时小学师资缺乏，所

以明德开办时，招中学两班，学生只有８０人，而秋季招速

成师范一班，却有１１８人。其后在茶陵、攸县开办速成师

范班；因茶陵是谭翰林延闿的家乡，攸县是龙侍郎湛霖的

家乡，而谭、龙都是明德学校的创办人。这种速成师范班

的修业年限，或半年，或一年不等。设师范班的目的，是在

造就小学师资，所以在创校后第二年，即附设高等小学；四

年后又增设初等小学。此外，并设有中学补习科及中学预

科，附于高小部授课。至于增设语文及商业等专修科，其
·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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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是针对社会需要，并解决学生出路问题；与增设师范、

小学、中学预科之在开辟学生来路者，实异其趣。语文专

修科，开办于１９０５年，首先是日语，以后增设英文。

我国的新教育始于同治元年的京师同文馆，就是为着

学习外国语文，以造就外交翻译人才而设。而胡元倓是留

日的，当时留日风气，较之今日留美更甚。明德开办的第

三年，湖南巡抚端方，见明德成绩优异，曾选送甲班全体学

生留学日本；乙班两班学生，亦多自费东渡。因此首先开

设日语专修科，以应学生及社会的需要。至于英文的重

要，则始于英国称霸海上，所以京师同文馆首先设英文。

明德于开办之始，即注意外国语文课程，如谭延闿每年捐

助英文教员薪金一千元，胡元倓亲赴杭州聘请华龙来校教

英文。又因日语教师李傥愆期，改请陈介。后陈介欲他

去，胡元倓且长跪挽留。由此可见明德重视外国语文的

一斑。

新教育的另一特点是重视理化等自然科学。明德于

开办东语专科之同时，复开办理化专科。原来明德在开办

时，即自日本聘请理化、博物教员二人，并购置仪器标本一

批，以后又从德国购置，继续充实自然科教学设备。明德
·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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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办高等商业科，本为学生出路着想。后应时势需要，

并得赵尔巽之助，复在南京创办银行专科，且改私立为官

立，定名为官立南京高等商业学堂。这是我国官立学校特

设商业专科的开始，也是胡元倓认识西洋商战力量强大，

积极部署应战之实际行动的第一步。以后复在上海、汉口

设立分校，长沙本校也招收银行专修科学生，并增设银行

保险科。明德大学，则于１９１３年创设于北京。一年以后，

教育部考察报告：北京私立四大学中，明德办理最优，专门

部商科，不用讲义，由教员口授，学生笔记，均能纯熟，尤为

特色。后来，教育部举办全国专门学校成绩展览会，审查

结果，明德大学得７７．８分，实居全国私立大学之首。

明德开学不到一月，上海《苏报》即刊载：“湘潭胡子靖

孝廉，自东归与龙侍郎之子萸溪，创办明德学堂，教员得

人，规模又甚整齐，其主义在养成军国民之资格，现已开

办，将来必有成效可睹。”因此，明德的名声很快地就传开

了。在湖南，因为巡抚俞廉三的赞助，龙侍郎湛霖父子叔

侄的支持，黄兴、谭延闿的参与校务，更是望重一时。但是

树大招风，明德的快速发展，引起湖南守旧的士绅和官吏

的歧视。尤其黄兴志在革命，阴集校中同志，从事革命活
·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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