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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育铴(1868～1942)，字纯如，号仪

炳，光祖(葛民)子，江西近代教育创始

人，杰出的爱国主义教育家，终生任心远

中学校长。

2001年9月9日南昌二中百年校庆

时，为熊育铴半身铜像举行揭幕仪式。

铜像立于南昌二中新校校园内。



熊元锷(1879～1906)，谱名育锷，号

惠元，字季廉，易字师复，狮子，复旦公
学(上海复旦大学前身)校董，乐群英文

学塾(心远中学前身)创办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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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南昌月池熊氏教授村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

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

历史唯物主义，力求准确、客观、系统，实事求是地记述南昌月池熊村

的历史和现状o

(--)本志记事时间上限一般定为公元1786年(即熊公蓝香出生

之年)，个别地方可再往上追溯，下限为2003年8月份，重点记述近现

代的家族史实。

(三)本志采用志、记、述、图、表、录7种体式书写，以志为主体。

在编排结构上坚持以横排竖写为主，宜横则横，宜竖则竖，横竖结合o

(四)本志采用文体——记叙文，即第三人称，陈述句式，顺叙方

法，。白描手法，寓实事求是于事实记叙之中。

(五)本志纪事原则用公元纪元，解放前(1949年5月22日前)有

的地方用旧历纪事，后面用括号注公元纪年o

(六)本志人物记述安排，一律按辈份高低、年龄大小为先后次

序，不以职称高低或职务大小排列，凡与人物有关的称谓，均按历史

原貌。

(七)地名、机构名称，首次用全称，复用时用简称o

(八)本志文字使用，以1986年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重新公

布的《简化字总表》为准；标点符号的使用遵循1995年国家技术监督

局批准实施的《标点符号用法》o

(九)本志数字书写，以1995年国家技术监督局批准实施的《出版

物上数字用法的规定》为标准。



教育强国与教育兴家

代序(一)

薛隆基

南昌县县委、县政府决定在冈上镇月池村兴建“教授村”旅游景点。为配合这一举措，月

池熊氏后裔编撰成《月池熊氏教授村志》一书，要我为该书写几句话。作为对月池熊氏历史

做过一些研究的人，我很乐意完成这一任务。

17年前，我因编撰《江西省教育志》，首次接触到江西近现代教育家熊育铴先生的一些资

料，初步了解了他为江西近现代教育事业做出的巨大贡献以及月池熊氏颇富传奇意味的家

族故事。于是，我对此做了一些发掘性研究，发表了一些文章，并于1991年内部出版了《熊

育铴与月池熊氏——从家族到社会》一书。通过这一研究，我与熊氏家族的后人也建立了密

切的联系。

月池熊氏是一个有着悠久重教传统的家庭，这种风气，肇始于其先祖熊世昌(178卜
1864)。世昌谱名中璧(其后的字辈依序为“和、位、育、正、大、光、华、道、德、仁、义”)，是位一

生未得科名的读书人，以教书为业，一生贫困，生有三子，后称“三大房”。“三大房”后来枝叶

繁盛，成为月池熊氏的主体。

一生穷困潦倒的熊世昌意识到读书在改变家庭命运，提升家庭地位中的重要作用，立下

了“今后每房都要有子女读书”的家规。这一家规的建立，对熊氏后代的发展影响极为深远。

到了“位”字辈，熊氏的家产扩张，家境富裕。遵照祖父世昌的愿望，熊氏建立了专为家

族子弟读书提供资助奖励的经济实体——“心远堂”。“凡族中子弟，为郡邑学官弟子员，或

领乡荐，及成进士者，皆得分享⋯⋯盖所以资孤寒，助膏火，使颖敏有志者成业，易而造就，以

至于无穷也”(严复《熊禧祖家传》)。此后，熊氏出现了一批通过科考而入仕的子弟。

月池熊氏的家族教育，到熊育铴、熊元锷时期才发生根本改变。在当时社会“倡维新、讲

西学”的大环境下，他们俩人受到近代思想先驱严复“科技、教育救国”思想的影响，于1901

年将其家族教育机构“平远山房家塾”改为江西最早的面向社会的新式成人教育机构——乐

群英文学堂。1903年，“乐群”解散后，熊育铴将其改为江西最早的私立新式中学——“南昌

熊氏私立心远英文学塾”，并将“心远堂”基金转移过来，熊氏子弟入读免费。至此，月池熊氏

完成了由家族教育向社会教育的转变。

在近四十年的办学过程中，“心远”始终高举“科学”的大旗，为社会培养了诸多有用之

材，名声远播。与此同时。一大批熊氏子弟也在“心远”成长起来。受熊育铴“科教救国”思想

的影响，“心远”学生毕业后大多报考理工院校，熊氏子弟在这一特点上表现得尤其明显。

中国古代有“诗礼传家”的传统。一个家族要在社会上长久立足下去，必须从根本上提

升其家族成员的文化水平。在现代社会，教育改变个人命运的作用体现得尤为明显。教育

不仅能够“强国”，也能“兴家”。

月池熊氏的家族发展史就很好地证明了“教育兴家”的道理。 ·

据统计，月池熊氏自熊世昌以来，其繁衍子孙迄今共达1780人(包括部分“三大房以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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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员)，自清末以来，这些人就陆续走出月池村，目前绝大部分已分布在全国各地及海外。

在这1780人中，具有大专以上学历的达605人，占熊氏子弟总人数的34％，其中“三大房”系

1125名，大专以上学历人数占495人，占44％。在这1780人中，具有高级(副高以上)职称的

有三百余人，约占熊氏子弟总数的17—20％，而到目前为止，我国现有人口中大专以上学历

人口的比例是5％。相比之下，熊氏家族的这种比例无疑是很高的，在这些人员中，有中科院

院士，中国人民解放军上将，国家级勘察大师，还有教授、副教授，更有一大批在国家各类技

术及教育岗位上默默耕耘奉献的普通科技工作者和教师，他们都为国家的强盛发展做出了

自己的贡献。

“积善之家，必有馀庆”，这是月池熊氏家族历史的真实写照。我想，月池熊氏的祖先如

果九泉有知，对此一定会倍感欣慰的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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缅怀先贤熊育铴

代序(二)

省三

03年暮春，熊大阅先生从上海给我打电话，说南昌冈上月池村去年被政府命名为教授

村，计划修建“教授村”陈列室，并对建筑作了修葺，有望成为南昌的一个观光旅游景点。熊

氏家族编写一本《月池熊氏教授村志》，请我作序。

听毕我大吃一惊，以我的才学为这样一本煌煌大书写序，实为不佞力所不逮，不免诚惶

诚恐，如芒刺背，推辞的话到了嘴边，竟没有勇气说出，只好勉为其难答应下来。

我同熊家的接触，始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当时我在南昌二中主事，在筹备心远二中

九十周年校庆搜集校史资料时，在心远二中创始人熊育铴身上，发生了困难。作为中国一代

教育家，竟找不到有关他的只字片语，连一张照片还是几经辗转，从台湾心远校友会得到。

手头能够找到的，仅有江西师范学院图书馆珍藏的严复写给熊育铴信函百余通，以及严复亲

撰《心远校歌》真迹一纸。另外，从香港版张国焘回忆录里找到一段1904年张从萍乡来到南

昌，进心远读书的简略记载，内中说到熊育铴的绰号叫“熊猴子”，这倒给了我一个活泼亲切

的印象。此外，便是一片空白。

这种文化断裂的状况不禁令人扼腕唏嘘!

这时，江西省教育科学研究所的薛隆基先生，写了一本《熊育铴与月池熊氏》，我拜读了

手稿，觉得材料翔实，文笔流动，这不正是心远二中校史弥足珍贵的材料么。真是踏破铁鞋

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于是，我从学校经费上支持，用内部刊号出版了。

薛君央我为该书写序言，我因冗务缠身，未克沉潜，只能率尔操觚，写了一篇《熊育铴现

象管窥》急就章式的短文交差，当中提出的主要观点是，在中国丧失中心后，被迫以西方现代

性为参照系，以便重建中心的启蒙与救亡的那一代人，受思想先驱者严复影响，“他(熊育铴)

本人确是一位敢为天下先的人物，他的教育思想的主流是开放和务实的，使命感令他具备气

魄恢宏大教育观，他特别重视发挥学校对社会施加文化影响的功能。他一方面清醒地看到

自身文化结构中阙失的环节，痛感旧教育之误人；另一方面对于异质文化不但容纳吸收，简

直有点顶礼膜拜的味道了。这种情绪化的狂热，表现出一种所有开路先锋不可避免的不成

熟。”
‘

怀着对先贤的敬意，我曾数次到熊氏月池村参观拜谒，见那里虽然历经兵燹人祸，仍旧

有成片古樟蓊郁参天，心想果然是一个风水好的所在，难怪人才辈出。

我考察一个地方，先看树木。只有民风淳厚，才有树木存在空间。人情浇漓之地，容不

得树木生存。此外，月池、门楼、牌匾年久失修，虽然破败，骸骨仍在，可以修复。我应熊大开

先生之邀，为熊育铴墓题写了“心远之源”几个字，勒石镌刻而成。

另外一个机缘，02至03年我参加南昌电视台《阶梯论谈》节目年余，第一期节目，我即谈

熊育铴与利马窦，主张在南昌为二人塑像。

先说利马窦，明末清初意大利耶稣会传教士利马窦曾在南昌盘桓两年，这可能是江西同
4



西方文化接触的第一个契机。可惜，我们一无所获，白白浪费了上苍的恩赐。据利马窦后来

的回忆录记载，他在南昌期间每日由府道县各级官员陪同饮宴，“幸亏我有一个健康的胃”，

利马窦如是说。没有人向他请教学问，他设制的日晷成了玩物摆设，他黯然离开南昌北上。

在北京利马窦碰到了徐光启。徐光启以上海人的精明，跟利马窦学习算术、历法、几何、

天文等学问，学成，回到当时还是渔村的上海进行开辟建设，从此揭开新上海的序幕，至今留

下徐家汇以资纪念。愚以为，利马窦在江西的悲剧，乃是赣地文化的悲剧，为这个意大利传

教士塑像，可时时警醒后来。

江西又一轮同西方文化接触，不能不说到严复。这个英国牛津大学的中国学子，同日本

伊藤博文是前后同窗。伊藤学成回国建立日本海军，便是甲午海战打败中国的那支海军。

严复学成回国选择了另外的道路，翻译了赫胥黎《天演论》、亚当斯密《原富》、斯宾塞《群学肄

言》等一系列名著，把西方思想介绍到中国来。

这一次，江西没有落空，因为出了一个熊育铴。

熊育铴是江西的徐光启，他同严复的交往中执弟子礼甚恭，严复看中他有正义感，敢做

敢为。师生通信讨论教育救国，渐入佳境，直逼办学实践。从选入《严复集·书信卷》的109

通严复致熊育铴信札，可管窥师生过从密切，讨论范围广阔深入之一斑。数量超过严的任何

亲友，连严复自己也说：“不佞平生答复友人书函，唯于吾弟为最勤。”

熊育铴是一个伟大的实践者，他在严复思想指导下创立的心远学校，是中国最早按欧洲

文艺复兴以降兴起的学校模式办的私立学校，开创一代新风。心远同稍晚出现的天津南开、

湖南明德并称中国三大私学。天津南开发扬光大，已成为国际名牌；湖南明德也在一隅称

雄。唯独心远寂寂无声湮灭久矣!

熊育铴标举“远宗孔孟，近法王严”，熊育铴一生思想的形成，受严复影响很深，但在许多

政治观点上，熊育铴与严复并非完全一致。严复参加筹安会为袁世凯称帝摇旗呐喊，熊育铴

本着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的精神，持反对态度，坚决拒绝在江西“筹安会”的劝进表上签名。

其实，严复并非政治投机，他的主张自有其深刻的哲学根据，严复有句名言：非新无以为进，

非旧无以为守。这是从达尔文进化论遗传与变异演化而来。熊育铴则壮怀激烈，义薄云天，

站在思师对面营垒，倒袁护国，熊育铴的这一态度与他的顺应时代发展，与时俱进的思想品

德是相吻的。

往事已矣!借《月池熊氏教授村志》成书之际，缅怀先贤，不禁肃然起敬。

2003年6月20日荒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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