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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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然而要困教育之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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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教育的根本追求在于经世致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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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到任到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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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涵泳。 大道至筒 ， 润物无声 ， 这是明德教育的

特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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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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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0年风风雨雨 ， 创

造了灿烂辉煌的历史 。 它创建于 190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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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 明德人以 "磨血育人"之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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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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1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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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 1932年 ， 蒋介石视察明德中

学 ， 题赠 "止于至善" 0 1 93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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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使在战火纷飞中辗

转搬迁 ， 明德办学却从未中断 ， 明德学子人才辈出，誉满全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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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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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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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 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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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北有南开 ， 南有明德"、 "院士摇篮"和"湖

湘气韵 ， 半出明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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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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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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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文化立校一一明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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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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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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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1 3年8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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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德中学的前身是明德学堂 ， 是我国近代最早的私立中学之一， 1903年

3月(清光绪二十九年)创办于长沙，今年刚好是建校110周年 。 这所学校不

仅历史悠久 ， 而且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 。 初创之年7月 ，革命家黄兴主持该

校的速成师范科，并借学堂掩护组织华兴会和反清活动 ， 翻印革命书籍，学

堂成了新旧势力斗争的场所。 辛亥革命后改称明德学校 ， 1920年始称明德 中

学 。

我国新学制肇始于清朝末年 。 洋务运动促进了西学东渐，开始办起了洋

式学堂 。 1902年8月 1 5 日(清光绪二十八年 ) 清政府颁布圣寅学制 ，未及施

行 ， 1 903年 1 月(清光绪二十九年)颁布要卵学制， 1906年开始停止科举考

试。 至此，中国新学制诞生 。 明德学堂就是在此背景下诞生的 。

明德中学的发展与中国近代发展息息相关 ， 因而成了辛亥革命 、 五四

运动中涌现革命志士的摇篮 。 许多革命先驱或曾在这里任教 ， 或是这里的学

生 ， 他们以"磨血育人" 的精神 ， 勇于担当国难 ， 肩负民族振兴的重任 ， 为

建设民主自由的中国贡献了一生 。 因而 ，明德中学在中国教育发展史上有着

重要的.地位。

明德中学这样悠久的历史和革命传统，是一笔丰富的遗产 。 新中国成

立以后 ， 特别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 ， 学校永远不忘过去 ， 继承和发扬学校的

-nu nu 



革命传统，坚持"育人为本发扬"坚苦真诚"以"文化立校、特色办

学"为办学理念，取得了巨大成绩，享誉三湘。

在纪念建校110周年之际，由该校副校长陶旅枫、老教师黄政海撰写的

《 明德学校史 》 即将出版。 这是一件值得庆贺的大事，是对校庆最好的礼

物。{明德学校史》的出版不仅有利于明德中学传承和发扬明德精神，激励

学生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努力学习，报效祖国，而且为中国教育近代史

宝库增添了珍贵的财富 。 为此我向明德中学表示衷心的祝贺!

是为序。

动生A主
2013年清明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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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一明德创办的历史背景
自19世纪中叶以来， 清朝政府内忧外患纷至沓来， 国势日衰， 朝野内外激起

了维新变革、救亡图存的浪潮。 这种潮流反映在教育上， 主要是兴办学校、 停废

科举， 中国现代教育逐步开始显露端倪。

一、对新国民教育体系的艰难探索

教育的维新变革， 是始于西方器物层面的刺激，以同治元年 (1862年) 为拐

点 ， 逐步展开的。 首先出现了外国语言学校。如1862年的京师同文馆、 1863年的

上海方言馆、 1864年的广州、恫文馆等。 接着出现了一批实业性质的学校。 如1866

年的福州船政学堂、 1867年的上海机械学堂 、 1879年的天津电报学堂 、 1882年的

上海电报学堂、 1887年的北洋大学、 1892年的湖北矿业学堂等。接踵而至的是一

批军事性质的学校。 如1880年的天津水师学堂、 1885年的天津武备学堂 、 1887年

的广东水师学堂、 1895年的湖北武备学堂等。 国人面对西方的坚甲利兵，喊出了

"师夷长技以制夷" 口号， 于是这些学校相继出现了。然而这些学校的创办， 仅

仅是着眼干对西方先进器物的追逐。

甲午之战的惨败， 让朝野上下不得不深刻反思， 这些举措是不足以改变落

后挨打的国运的。一批有志之士提出"西政" 更重于 "西艺"的教育主张， 梁启

超大声疾呼 "今日之学， 当以政学为主义， 以艺学为附庸" 。 张之洞也强调 大

抵救世之计， 谋国之方， 政犹急于艺。 " 所谓 "艺学就是仅停留在器物层面

上的学习和研究， 表现在学制上则是 "一级制" f1 1的 ， 无办学体系可言政学"

着眼点则是整个国民教育体系 ， 关乎教育的整个体系和体制。干是乎 ， 始于基

础、止于高等的多级制的新学开始出现。 1895年天津的中西学堂， 分头等 ( 相当

于专科学校)与二等(相当于高中) 两级， 各为四年。 1897年上海的南洋公学， 更

是分上 、 中、外与师范四院， 带有高等、中等与初等教育三级学制的意味， 而且

[lJ 伍振梵: (( 中国教育史要略>> ， ( 台 ) 五南图书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200R年8月初版，第lR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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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0- 1 最后的科举考试一一潭延阁殿试后被赐进士的圣旨

注意到师范教育， 更是中

国教育史上的创举。 这些

新学校的出现， 象征着一

种崭新的国民教育序列，

已经开始进入探索和实

践阶段。

教育的变革开始在

更大的范围、更深的层次

上前行。 即要彻底改革

一千多年来的科举教育体制， 构建面对全体国民的新的国民教育体系。

清朝政府对新式教育着手进行顶层设计。 1898年清政府颁布的《京师大学

堂章程} ， 规定了全国各级学校的设立与行政管理， 它不仅是我国近代第一所官

办的大学章程， 也是中国最早的学制纲要， 这在中国教育史上是一个具有划时代

意义的大事。 《辛丑条约》签订后，朝廷痛定思痛，再行新政。 1901年8月上谕:

"令将所有书院， 子省城改设大学堂， 各府与直隶州、|改设中学堂， 各州、县均改

设小学堂， 并多设蒙学堂。 " 1902年7月 12日 ， 管学大臣张百熙制定 《钦定京师大

学堂章程L 其意义更在子， 这是一个全国性的学务纲要， 一般就称其为《钦定

学堂章程L 依此而建立的学校制度则称为 "圭寅学制" 。 但 "圭寅学制" 并没

有事实上的推行。 接着于1903年张之洞、张百熙、荣庆等又在此基础上制定了

《奏定学堂章程} ， 并于1903年11月 26日 ( 农历 ) 经朝廷颁布， 依此而建立的学校

制度则称为 "卖卵学串1]" 0 ~奏定学堂章程》在《钦定学堂章程》基础上内容更

为庞大， 涵盖 "学务纲要" 、各级各

类学堂、各学堂奖励等18个章程。

美卵学制分全部学校为三段六级 :

第一段为初等教育 ， 又细分为初等

小学堂5年 ， 高等小学堂4年 ， 前设

蒙养院 ， 为学前教育 ， 不定年限 ;

第二段为中等教育 ， 中学堂年限为

5年 ， 高等学堂或大学预科3年 ， 合

计8年 ; 第三段为高等教育 ， 大学堂

年限3-4年。 此外还有关于师范学 图0-2 1902年、 1903年清朝廷颁布的两个重要

堂、实业学堂等旁系教育之有关规 的学制章程《钦定学堂章程》和《奏定学堂章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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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此， 学校形态 、 学制体系在理论上、制度上予以植定。 纵观这一过程， 脉

络十分明晰， 完全是一次朝野互动、痛定思痛、 JiI页应历史潮流的教育变革。

二、湖南留学教育的独步一时

清政府另一教育举措就是大量派遣出国留学生。 当时留学的方向有留美、

留法 、 留英、留日四大方向。 与欧美相比， 留日在时间、空间、交通方面便利， 而

且较少心理、文化阻隅。 20世纪初的中国出现了留日热潮， 这不仅是中国留学史

上空前的盛况， 也是 "到此时为止的世界史上最大规模的学生出洋运动。 " 1勾

当时 ， 湖南教育的情形又怎样呢?

光绪二十八年 ( 1902年 ) ， 湖

南巡抚俞廉三与来湘的日本高等师

范校长嘉纳治五郎商定咨送学生留

日 ， 先人东京弘文学院预科学习一

年半 ， 然后分派人师范及理工法农

等专门学校学习三年 ， 学成后回国

充当中小学及实业学堂教员。 当年 ，

俞廉三即选派古月元侠、陈j闰霖、刘

佐辑等12人赴日 ， 为期8个多月 ， 人 图 0-3 清朝末期新学制的顶层设计者 : 张

东京宏文学院习速成师范 ， 并考究百熙 (左)、张之洞 (右)

学校制度。 此为湖南官费留学之始。 自此以后 ， 派学生赴日本学习师范基本上形

成定例， 每年都有派送。 一时湖南风气开启，留学教育独步一时，新学如雨后春

笋涌现。 1904年全国留日学生3000余人，湖南便有800多人，占全国1140 1
3
1 

三、湖南新学教育的勃兴局面

不是所有的封疆大更都是守旧的。 戊戌变法前至1905年， 湖南先后几任巡抚

陈宝箴、俞廉三、赵尔罢、端方等均为开明人士， 积极推行新政， 尤重视、支持教

育变革。 陈宝箴更是戊戌变洁的主要人物， 一手推动了时务学堂的创办。 俞廉三虽

思想、有点保守， 但创立了湖南师范馆， 且积极选送人才出洋留学。 赵尔要、端方推

[1] 伍振梵 : {中国教育史妥略} ， (台)五南图书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2阳8年8月初版，第 193页。

[2] 货正清: <<剑桥中国晚清史》 下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 985年版， 第393页。

[3J 周秋光、 莫志斌主编: {湖南教育史 } (二) ，湖湘文库编辑出版委员会、 岳麓书社出版，

200日年11 月第 1版，第23ó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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