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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需要理想 。 有理想 . 教育才有目标 ; 有理想 ， 教育才有方向 ; 有理

想 ， 教育才有高度 ; 有理想 ， 教育才有动力 。

然而要圆教育之梦 ， 得先明教育之本。

教育的根本宗旨在于明德树人 。 " 大学之道 ， 在明明德 。 " 教育应当

弘扬光明正大的品德 ， 使人弃旧图新 ， 达到更完善的境界。 明德中学始终以

"坚苦真诚" 为校训 ， 致力于培养高品质、高素质的人才 O

教育的根本追求在于经世致用 O 教育不应制造考试机器 ， 也不应培养精

致的利己主义者 ， 而应该培养有道义担当 ， 有国家、民族历史责任感的人。

明德教育成功之处就在于培养了一大批有历史担当的杰出人物 ， 从黄兴、陈

天华、禹之漠 、 宁调元等旧民主主义革命志士 ， 到任同时、周小舟等无产阶

级革命家 ， 还有胡庶华 、 彭允彝、彭国钧等教育家……他们出自明德 ， 受湖

湘文化浸染心忧天下 ， 敢为人先" 。

教育的根本方式在于文化涵泳。 大道至简 ， 润物无声，这是明德教育的

特点 O 明德胡元侠老校长说过学校里只要教员齐整 ， 学生便乐于受教，

进步于无形。 " 这种无形的进步就是文化涵泳。 静水流深 ， 潜移默化 ， 教育

的根本方式就是用深厚的文化思想把学生养出来。

教育的根本态度在于 "磨血育人 " 。 教育是未来的事业 ， 教育是艰辛的

事业 ， 教育是清贫的事业 O 胡元侠曾跟黄兴说君倡革命 ， 是流血杀人 ，

险而易 ; 我办教育 ， 乃磨血育人 ， 稳而难 。 " 平淡、持久、艰辛 ， 这就是教

育的本真 。 " 十年树木 ， 百年树人教育是长远的事业 ， 教育者要守得住

清贫 ， 耐得住寂寞 ， 舍得花心血。

正是凭着这样的教育理想与信念 ， 明德中学走过了 1 10年风风雨雨 ， 创

造了灿烂辉煌的历史 。 它创建于 1 903年 ， 是湖南省第一所新式私立中学堂 。

晚清之际 ， 国弱民贫 ， 私立学堂 ， 华路蓝缕 。 明德人以"磨血育人 " 之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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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 ， 在艰难的环境中书写着教育的传奇 。 上个世纪 ， 它引领湖南乃至全国基

础教育发展的潮流 o 1919年 ， 青年毛泽东在《湘江评论》创刊号上 ， 高度

评价明德学子 ， 称 " 时务虽倒 ， 而明德方兴 " υ 1932年 ， 蒋介石视察明德中

学 ， 题赠 "止于至善 o 1937年 ， 日寇入侵 ， 明德中学被迫先后迁往湘乡霞

岭、衡山晓岚港、安化蓝田光明山、安化棒梅乡等地 σ 即使在战火纷飞中垠

转搬迁 ， 明德办学却从未中断 ， 明德学子人才辈出 ， 誉满全国 U

2008年 ， 明德新校区崛起于长沙南城 ， 不仅沿袭了老校典雅厚重的建

筑风格，办学精神更是一脉相承 O 学校以 " 明德树人 " 为核心 ， 以 " 文化

立校、特色办学 " 为方略 ， 以 "安安静静办学、平平淡淡办学、真真诚诚办

学、堂堂正正办学 " 为原则 ， 培养 "全面发展、个性张扬、铸炼、思想、凸显

入文 " 的人才为孩子的终身发展与幸福奠基始终把高品质教育作为

学校的追求与目标 ， 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 。

110年里 ， 明德中学先后铸就了 5个厚重的历史文化符号辛亥革命

策源地" 、 "泰安球王 " 、 h 北有南开 ， 南有明德H 、 " 院士摇篮 " 和 " 湖

湘气韵 ， 半出明德 o 符号背后 隐藏的是深厚的文化底蕴、丰富的办学经验

和优良的教育传统 。 整理这些一定能够给我们今天的教育带来许多有益的启

示 ， 因 此 ， 在明德 中 学 11 0周年校庆之际 ， 学校编辑出版了这套 "纪念明德、

中学建校110周年丛书 o

丛书共8本 ， 其中 《胡元侠集》是对明德历史文化资料的整理 ， <<明德

学校史》、 《 明德物华 》是对明德历史发展脉络的梳理 ， <<明德人轶事》、

《 明德岁月 》 是对明德人及其生活的总结与回顾 ， <<文化立校 明德中学

办学方略 》 、 《三生课堂一一明德中学课堂教学改革探索与实践忖口 《秋水

明心一一范秋明教育讲座录》是对明德当前办学理念与办学方略的阐释c

" 百年大计 ， 教育为本。 " 教育关系着国家、民族的未来 。 教育之路 ，

漫长而又艰辛 ， 需要我们用心探寻 。 这套丛书 . 不仅能帮助我们更加全面深

刻地了解明德历史、明德文化与明德精神 ， 还能使我们认清教育的根本规

律 ， 从而去领悟教育的真谛。

是为序 。

范秋明

2013年8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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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山水有意，木石含情。

每一座建筑都是历史，每一块砖瓦都有来历，每一株草木都含性灵 ， 每

一滴湖水都孕涟 i椅，每一样物品都有故事，每一张图片都有悠长的回忆…

"西园楼阁映池塘，缭彤、胜潇湘 。 小桥芳径夹垂杨，人影几双双 。 晨昏

游息且朝翔，此地乐而康。 无边清兴最难忘，四季百花香。 "

上世纪20年代 ， 白屋诗人吴芳吉与刘永济、金岳霖、辛树帜 、 钱无咎、

钱歌 )11 、黎锦晖、周世钊等一班大师执教明德 ，发起集资在池塘中央建楚

辞亭，池塘名曰屈子湖，遂成湖湘胜迹 。 诗人吴芳吉有感而发，作《西园

操 》。 可以想见，当时明德中学的校园景象 : 楼阁环水而建，更显无限生

机 ; 芳径垂杨 ， 湖中楼阁映照 ，平添几多诗意 。 四季百花 ， 无边清兴 ，多 么

优美，多么和谐 !

1929年，胡元侠(字子靖)得时任行政院院长谭延阁之助，请准国民政

府于中俄庚子赔款内拨给明德 15万元 。 1932年，新建教学大楼落成，明德校

友为纪念胡子靖 ， 命名为"乐诚堂乐诚堂与中 山国贸大楼，成为当时长

沙的两座最高标志性建筑。 1988年，长沙市人民政府拨专款按原貌修复"乐

诚堂重现昔日的雄姿。

明德的建筑 ， 以中西合璧式的乐诚堂为主体，向四周辐射， 或者说乐诚

堂"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 。 无论是明德的老校区(初中部) ，还是

明德的新校区(高中部) ，都遵此原则，而形成独特的建筑艺术风格。 环绕

于古朴庄严的乐诚堂四周的是典雅的黄兴图书馆、恢宏的怀求体育馆、明丽

的成德楼、达材楼等建筑，艺术馆、膳食堂 、运动场、绿树、花卉、草地 ，

与屈子湖的水波、高楼的倒影组成了明德老校园的优美诗章 。 2008年，拓址

新建于长沙南城福地的明德新校区 ， 秉承传统风格，尤重文化氛围 ，增诗墙

联廊壁画，添绿树园林、广锻炼场地等等 ， 规制更大 ， 气势更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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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华天宝，人杰地灵。

自 1903年 3月 29 日，胡子靖先生创办明德，迄今 110周年，育才 8万有

余，可谓盛矣 ! 尤其在政治、军事、科学、艺术等领域更是群星灿烂 。 黄

兴、任粥时、黄少谷、陈果夫等政治家，苏曼殊、欧阳予倩、吴祖光等文艺

家，金岳霖、陈翰笙、蒋廷献、 廖山涛、丁夏哇、俞大光、肖纪美、刘经

南、艾国祥等院士，皆曾在明德学习或工作 。 有道是，千古湖湘万豪俊，百

年明德两元勋 。

1904年，黄兴 、陈天华、宋教仁、张继等曾在明德学堂创立"华兴

会明德因此被称为"辛亥革命的策源地 1917年，全国评定十所最佳

中学，明德列于其首，教育总长范源珠书"成德达材"横匾以赠 1919年，

毛泽东在《湘江评论~ (第四号)上有"时务虽倒，而明德方兴"之赞誉;

1932年，时任国民政府委员长的蒋介石先生视察明德，与师生合影，手写

"止于至善 o 北有南开，南有明德"的评价泰安球王"的美誉，一

直传称至今。

当代著名学者余秋雨先生曾题词"湖湘气韵，半出明德地以人传，

人亦由地生也。 明德之地，育人也 !

新中国成立后，明德中学为湖南省首批重点中学，首批示范性高级中学。

充分发挥省级示范性高中的示范作用、辐射作用，坚持优质教育资源

的整合与共享，多区域多层次多体制办学 ， 是明德中学在新世纪的构想和举

措。 明德教育共同体的各个学校皆尊崇"坚苦真诚、磨血育人"之精神，注

重校园文化建设 ， 而又各具风采。 在新的世纪，明德中学被称为湖南教育界

的"五朵金花" 之一 o

以乐诚堂为主体的明德建筑，以明德中学为旗舰的明德中学教育共同

体，既是创业者留下的丰碑，也是明德教育事业发展的历史见证。

鉴往知来 ， 睹物思往。 故辑录明德物华 ， 编印成册，既为纪念，亦待将来 !

是为序 。

陈全宝

2013年6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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乎
综述:第路蓝缕兴学图强，泰安基业教择流长

楼台倒影碧波明 ， 古柏苍苍忆胡公。

远涉重洋图破壁 ， 邃觅群科为解民。

延师一跪动天地 ， 募款三度哭南风。

树慧滋兰花灼灼 ， 坚苦真诚永传薪。

2008年8月 ， 明德中学拓址南迁 ， 原老校区之风景依旧，乐i成堂前胡老

校长长须飘飘 ， 慈眉悦色 ， 如依依不舍 ， 又似谆谆告诫。 明德自 1 903年创

立 ， 至此百有十年 。 萤声驰誉 ， 全球闻名 。 2008年 ， 明德中学新校建成之

时，师生欢欣鼓舞 ， 皆曰新任校长范公秋明先生有古月公子靖先师之风 ， 笔

者当时有感而发 ， 遂f乍此言聊表纪念。

新校建成 ， 不觉五年也 。 五载寒暑 ， 弹指一挥 。 物竞天挥 ， 适者生

存 。 维持尚且不易 ， 况弘扬发展乎?后之视今，亦尤今之视昔。 后之览

者 ， 亦将有感子明德之前行也。

明德中学老校区 ， 是相对明德中学新校区而言的 。

f石址新建的明德中学新校区于长沙南城福地 ， 占地面积1 50亩 ， 总建筑

面积8 .6万平方米 ， 包括教学大楼、办公大楼、图书馆、实验大楼 、 国际交

流中心、艺术馆、体育馆、生活服务中心 、 师生公寓等 ， 功能齐全 ， 设施

先进。 为此 ， 要特别感谢曾建辉等校友们的奔走呼吁与广大校友及社会各

界的鼎力扶持。

新老校区 ， 本为一休。 为便于辑录 ， 将位于长沙市湘春路的明德中

学原址校区称为 "明德中学老校区将拓址新建的称为"明德中学新校

区 此乃从地理位置上作区分。 从时间上 ， 本书所辑录的"阴德中学老

校区 " 起于1903年，迄子2008年 ; 因为 ， 明德中学老校区 ， 今为"明德华

兴中学 ( 明德中学初中部 ) " ， 本书另有专章介绍。

观今宜鉴古 ， 无古不成今。 下面试对明德中学建校历史f乍一个勾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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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乡

1. 胡元俊兴学救亡，开近代新学凤气之先

清光绪二十八年 ( 1902) ，即圭寅学制拟制之年 ，古月元佼( 1872一

1940 ， 字子靖 ， 号而才庵 。 27岁时 ， 被选为了国科拔贡 ) 奉湘抚俞廉三之派

遣 ， 人日本东京弘文学院速成师范班学习考察一年。 "深感甲午 、 庚子两

役创巨痛深 ， 决心兴学以救亡 .. ， 1903年胡子靖先生回国兴学。 得前清刑

部侍郎龙湛霖及其侄龙璋、其子龙纹瑞之助 ， 先生于1903年3月 29 日， 在长

沙租赁左文襄祠为校舍 ， 创办了湖南第一所私立中学一一明德学堂。 明德

者 ， 盖取《大学》中 "大学之道 ， 在明明德 ， 在亲民 ， 在止于至善"之意

也。 "湘省之有私立学校自明德始。 "

左文襄祠 ， 位于今长沙市湘春路的工人文化宫内 。 开办之时 ， 设有小

学部和速成师范班。

1 9 04年 ， 胡子靖先生请上海道袁树勋捐助明德万金 ， 购置图书、 仪

器 ， 并聘请日本教员 ， 设立分校于长沙西园之周氏花园 ， 附设高小甲乙两

班 ， 陈果夫、黄一欧等入学。

1906年 ， 湘抚拨长沙城北泰安里大湾官地3000余亩作明德校址， 筹建

校舍 ， 是为明德永久校址。

在科举制度还没有废除的情况下 ， 胡子靖先生以其鸿鹊之志 ，以大

家眼力与气魄 ， 在全国率先以私立学校的形式实践类卵学制， 在尔后的几

年中 ， 既办小学、中学 ， 又办师范、理化、博物、银行 、 法政 、 商业、英

语 、 东语 ( 日语 ) 等中专 、 大专班。 1912年 ， 胡子靖创立明德大学子北

京 ， 尔后复设明德大学子武汉 ， 创造性地实践 "英卵学制 大开新学风

气之先。

从明德初期办学旅程 ， 可以看出以下几个特点 :

第一 ， 受日本发达教育之启迪 ， 首先着眼于办中学 。 龙璋草拟之《 明

德学堂开办呈文~ ， 就清楚地说明了这点 。 呈文中说 ， 日本的国土与人口

只倍湖南而学校至217区 ( 所 ) ， 生徒至有78000人， 其进步之速 ，

直追欧美" 。 而 "胡 ( 元佼 ) 先生 ， 认为中学为教育之中坚.. ( 王凤口皆 :

《阴德学校在中国教育史中之地位~ ) 。 所以 "伏查中学章程 ( 注 : 即类

9~学制之《奏定中学堂章程~ ) ， 先就府治设一中学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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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主之规范 o "J-).地方官之后为东赢庆应之规 ， 聚十余县子弟于省中 ， 建

立中学一区(所) ……二百区之数不难与之齐驱也。 "

第二 ， 对小学的启蒙教育给予了足够重视。 明德校友王凤H皆在《明德

学校在中国教育史中之地位》一文指出中学学生取之于小学，当时新

式小学甚少 ， 故不得不办小学 。 "胡元俊校长在《开办速成师范附设高小

学堂呈文》中还说"{矣师范办成后，再附设高等小学堂一所，以便师范

生实地练习 ， 且为明德中学之预备。 " 所以小学部之开设，实是胡子靖先

生明德小学堂 "教育社会" 中重要构体 ， 是 "明德体系" 重要一环。

自中学开办之日起，至1 943年止 ， 共有初小15个班级、高小22个班级

毕业，计毕业学生1008人 ， 高小肆业136人，总计1144名 。

附办小学时间之长 ， 为省内罕见。

第三 ， 明德学堂应社会之急需，从成立之始就非纯一的普通中学，而

兼有不同科别的中等专业学校。 它既落实了要卵学制的纵向要求 ， 又实践

了该学制的横向各支举措。

2. 黄兴主课明德，明德成为辛亥革命的策源地

1903年秋至1904年的明德学堂 ， 群星璀琛 ， 英才苔萃。 得到黄兴的邀

约 ， 吴禄贞、李书城、秦毓奎、翁巩、金华祝、李步青、郑宪成等一批湖

北革命志士陆续来到明德学堂 ， 他们末日在湖南的同志周震麟、陆鸿适、宋

教仁、陈天华、杨德邻、苏曼殊、王正廷、柳聘农、熊子玉、傅熊湘等聚

会在一起，并且在明德任教(除宋教仁、李书城夕卡) 。 他们当中吴禄贞、

张继末日秦毓噩曾在日本东京就会见过孙中山 ， 加入了兴中会，翁巩和郑宪

成也是孙中山创办的东京青山革命学校的教师 。 他们都接受了孙中山提出

的"驱除黠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 ， 平均地权"的革命纲领。 因而开拓

了联系的渠道，宣传孙中山的革命主张。

利用明德学堂这个基地 ， 两湖革命志士开展了广泛的革命活动。

191 9年8月毛泽东在新民学会的《本会总记》中回顾辛亥革命时期的

学生运动，特别赞扬了明德学堂 ， 认为明德学堂继承了时务学堂的传统 ，

"时务虽倒，而明德方兴" 。 两湖志士在明德的宣传活动，养成了大批革

命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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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3年 11 月 4 日 ， 黄兴、吴禄贞、宋教仁、陈天华、刘摸一、周震鳞、卢

翁巩、章士辛Ij、古月瑛、柳大任、萧翼自昆、彭邦栋、陈方度、何陶、吴超

徽、柳继贞、秦毓瓷、杨守仁、龙璋、张继、叶澜、徐佛苏、张通典、谭

人凤、王延祉、彭渊'陶、萧望、朱子陶、任震、刘道一等30余人 ， 商议成

立革命组织，定名为华兴会 ， 宗旨与孙中山发起的兴中会宗旨一致驱

除草达虏，恢复中华 " 。 随即在明德师生中发展成员 。 华兴会虽是秘密进

行 ， 参加者甚多 。 1 90 4年2月 15 日 ， 华兴会在明德董事龙璋的西园住宅 ，

即明德另立的经正学堂举行成立大会 ， 到会100余人。 明德师生黄兴、吴禄

贞、张继 、 秦毓奎 、 翁巩、周震鳞、杨德邻、苏玄瑛 、 金华祝、陆鸿造 、

易宗壁、陈天华、陈凤荒、华龙、王正廷、柳聘农、郑宪成、李步青、熊

子玉、 f尊熊湘、沈迪民、陈介、仇道南、舒翰祥 、 宁调元、萧翼自昆、欧阳

予倩、周邦柱、成汉、 f可陶、杨时霖、罗英、杨笃生、潘防、张平子、古月

瑛、陈嘉佑、魏宗拴、李发群、姚宏业、曾杰、陈家鼎、阎鸿飞、黄一

欧、柳继忠等40余人都是华兴会会员 。 黄兴在成立大会上发表了著名的

《革命发难之方法》的演说。 ..吾人发难 ， 只宜采取雄据一省 ， 与各省纷

起之法。 " 这篇演说分析了形势 ， 提出了雄据一省与各省纷起响应的革命

策略，以及在湖南发难的有利条件υ

华兴会的联络网遍及全国许多地方。 明德师生在黄兴的领导下参加革

命斗争，前赴后继 ， 为辛亥革命作出了重大贡献。

3 . 国运维艰，明德弦歌不绝

为探索救国救民的真理 ， 明德师生上下求索 ， 奋然前行。 五四运动前

后、八年抗战时期、长沙临近解放等革命历史时期，明德师生总是以天下

兴亡为己任。

( 1 ) 五四运动前后 。

1919年 ， 北京爆发五四运动 ， 毛泽东便来明德与学生会负责人毕磊、

唐耀章、黄少谷 、 左景奎等人联系，发动湖南学生罢课，声援北京学生爱

国运动。

7月中旬 ， 毛泽东主编的《湘江评论》以湖南学联名义发行。 之后 ，

《明德旬刊》创刊，创刊号发表 《欢呼〈湘江评论〉创刊~ 0 {明德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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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为当时学生刊物 ， 交邮局公开发行。

"马日事变" 发生后 ， 明德中学由 15岁的周怀求(小岛)组织应变 ，

但他已被列入通缉名单。 由于明德主事出面具结担保，他才得以在明德、继

续到1929年毕业。 在此期间 ， 他为校平民学校教务主任 ， 在课堂中开展马

列主义通俗宣传。 后考入湖南大学预科 ， 又考入北京师大 ， 从事抗日救亡

活动。 他于1935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 从此， 担任党的重要工作。

1935年 ， 著名音乐家、共产党员张曙调明德任音乐教师，共产党员章

东岩应聘来校当国文教员。

这段时期的明德 ， 学生们一方面在校接受名师授业 ， 同时关心国家大

事。 学生在党的领导下，积极建立进步组织 ， 参加社会活动 ， 使明德在建

校后形成的光荣革命传统延续下来 ， 并发扬光大。

( 2 )八年抗战时期。

"七七"事变之后 ， 日寇侵占北平和天津之后 ， 接着以30万兵力 ， 沿

平绥、平汉、津浦三条铁路扩大进犯 ， 沿平汉线南犯 ， 直逼武汉。

1938年 1 月 ， 明德决定迁校湘乡霞岭之曾氏宗祠 。 3月明德在霞岭开

学

明德首迁湘乡霞岭曾氏宗祠却依然弦i帚不辍。 1941年 ， 招收六年一贯

制实验班一个班，即初6 1班 。 学校的办公室及高中部设在曾家祠堂内 ， 初

中部则设在对面一栋很大的民房里。 中间隔着一大块平地做操场.一条清

澈的小溪在旁边流过。

物质条件虽差 ， 但老师认真教学 ， 学生勤奋学习 ， 每次全省高中毕业

会考或全省中学生运动大会 ， 明德总是名列前茅。

1 938年长沙 "文夕大火 " 以后 ， 据不完全统计 ， 长沙河东 1100条街

巷 ， 严重受灾者达90%; 全市房屋总数约38000栋， 93%以上被烧，湘春路

也在被烧之列 。 明德唯有乐i戚堂及一 、 三宿舍幸存。 胡校长苦心经营34年

的黄宫大部毁于一旦。

1943年 ， 因霞岭地处深山 ， 交通不便 ， 公私交困，决定迁至距霞岭40

华里的衡山晓岚港周家大屋。 事务主任郑扬新主持搬迁。 这里地势较为平

坦 ， 有一条河可以通航。 在此大概只停留了一个学期。

1944年日寇南犯 ， 长沙、湘潭、衡阳失守 ， 传言 日寇离校只有十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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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 ， 学校仓促解散。 教务主任胡少烽与谢真、陈应涛 、 徐祖本商议 ， 决定1

迁校安化蓝田光明山 。 1944年门 月 ， 明德复课 ， 羊皮敌人冲散后流落在沦陷

区的明德学生 ， 闻讯又冒着生命危险 ， 纷纷奔赴蓝田 。

1 94 5年 ， 湘乡、新化相继失守 ， 蓝田震动。 4月 11 日夜9日才半 ， 谢真、

周安汉、胡少烽等率学生500余人 ， 分队出发 ， 翌日抵槽梅乡 ， 租刘宅开

i果 。 校舍是一个大地主的房子 ， 楼下上课 ， 楼上睡觉 ， 条件很差 ， 但学习

风气仍很好。 在这样困难的学习环境和艰苦条件下 ， 明德培养了许多优秀

人才 。

抗战八年 ， 明德辗转迂霞l岭 、 晓岚港、憧梅乡 ， 两驻蓝田 ， 为时八年

有余。

在此极其困难期间 ， 明德却有初中 1 8个班级534名学生毕业 ， 高中 17个

班573名学生毕业。其中不少尔后成为国家栋梁之才 ， 有3名学生后来成为

中科院院士 ， 即萧纪美、唐椎松、丁夏哇。

当年校友回想或讲述那艰苦而又甘甜的八个春秋 ， 骄傲自豪之情无不

溢于言表 。

( 3 ) 新中国成立前后 。

1 947年5 月 ， 北平 、 天津和南京等地工人、 学生相继开展节 "反饥饿、

反内战、反迫害" 的群众运动。 为声援南京等地学生 ， 抗议 "五二 0" 血

案，湖南大学 、明德、 一中、 清华、长郡 、 周南等院校学生3000多人，

举行了"反饥饿 ， 反内战 ‘ 反迫害"的示威游行 ， 提出了"反饥饿、反征

粮 、 反征税" 的口号 ， 揭开了解放战争时期湖南群众运动高潮的序幕。明

德中学在这次大行动中推举了高3 1 、 32 、 33班雷普文 、龚育之、刘观恩

( 郑惠 ) 等为负责人 ， 地下党员李传信也积极参与 。 为了加大反内战 、 反

压迫的力度 ， {明德旬干ID 暂改名《明德怒潮》 。 其时 ， 全校各班进步社

团如雨后春笋破土而出 。 有 "生活" 、 "呐喊"、 "黎明"、 "前哨"、

"曙光" 等数十个。

在三年解放战争中 ， 长沙的 "第二战线" 中明德师生是主力军之一。

他们积极参与地下斗争 ， 面对白色恶怖 ， 无私无畏 ， 英勇直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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