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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总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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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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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涵泳。 大道至简，润物无声，这是明德教育的

特点 。 明德胡元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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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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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第路蓝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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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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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 1932年 ， 蒋介石视察明德中

学 ， 题赠 "止于至善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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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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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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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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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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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0周年丛书 " 。

丛书共8本， 其 中 《胡元佼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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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 3年8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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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有故事 ， 后有历史 ; 先有历史 ， 后有文化。

讲述明德人的故事 ， 展示明德厚重的历史，彰显明德深厚的文化。

从 1903年3月 29 日 ， 龙璋、胡元伎等在湘江之畔西园创立明德 ， 至今已 11 0

年 。 薪火传衍 ， 教泽绵绵 ， 回首这 11 0年 ， 有太多的历史，有太多的人物在明

德交汇。 尽述百年来明德人的选闻趣事 ， 展现明德人的风骨精神，以此彰显明

德的历史底蕴 ， 是我们的宏愿。 但我们深知做好这项工作是极其困难的 ， 我们

只能以此为目标努力去接近。

呈现在这里的这本小书 ， 是我们对明德人的又一次缅怀 ， 即 非歌功颂

德，也不作盖棺论定 ， 因此它并不是严肃的学术文字 。 我们并不求真理 ， 只

是尽量接近真实并借此呈现明德人的风骨和精神 。 编排上分为三大部分 ， 即

明德创办人、明德教职员和明德学生 。 一些既是明德学生又是明德教师的明

德人，列入明德教师系列 。

在人物的选择上 ， 我们颇费脑筋 。 一方面为了增强可读性 ， 一方面却又

因水平、资料有限，我们只能根据已有的材料进行取舍 ， 于是有很多 明德的

杰出校友未能出现在这本小书里 。 具体到时间的选择点 ， 我们确定的是 1 949

年前入校的明德人。 这是需要请大家原谅的 。

另外，在"出场顺序 " 上 ， 除创办人外，我们采取了简单的以年龄为序

的方式，而不是按照进入明德的先后 。 这是因为有的明德校友入校时间不便

于考证 ， 算是我们"偷懒"而为之吧 !

nu nu 



本书以轶事为主，并不是完整的人物传记，所呈现的也并非全貌。 在轶

事的选择上，我们尽可能地搜集一些发生在明德或与明德有关的故事，却也

并不局限于此，且大部分内容未能局限于此 。 这既是本书的写作设想，也是

资料局限使然。

在写作书稿时，我们参考了许多已出版或未正式出版的资料，来源广

泛，其中有许多是明德校友的回忆文章或采访记录，其中也有部分是传闻，

本书未一一注明 。 如有错地之处，希请各位读者见谅并为我们指出 。

陶旅枫于乐诚堂

2013年4月 17 日

内
，ι

nu nu 



录口
口 CONTENTS 

001 I 第一部分明德刨办人

002 龙混霖

光绪帝师 / 维新名臣/龙湛霖与戊戌六君子/i萄园龙家/保护黄兴

。03 胡元债

"胡九叫花"筹款/ "我是伺候学生的.. /聘师三招一一挖 、 拉、挡/

助贫兴脱险/ "磨血"之人/口头禅/校长的校长/请他资助易，请他推荐

难/ "今天的红色是我们孝敬先生的纸钱"

007 龙璋

知遇7文江/捐资《时务报 > /热衷改革/助黄兴革命/ "黑名单"第

一位/孙中山书'曾"博爱"

009 龙续瑞

"龙八谭二.. /亲家同门/1.壁藏宾，助黄兴脱险/新学推手/创办湖

南图书馆

011 黄忠浩

"曾国藩第二.. /创办明德/ "湘西二巨擎.. /扣留蔡铐/ "我黄忠浩

无降可役.. /不置私财

。13 黄兴

科考"枪手" / "黄度午老师.. /成立华兴会/黄兴名字的由来/与孙

中山第一次见面/八字家书

015 谭延闺

破湖南200年的一个纪录/誓不再娶，拒绝宋美龄/礼让黄捕校长职

务/丁美食家/百发百中/不了的总得了的

018 刘佐辑

创办湖南第一所新式小学/与胡元俊一道赴日留学/ ttl 走明德



019 I 第二部分明德教职员

020 寰吉六

器重毛泽东/斗笠越字

。21 黎尚雯

捐家产赈灾/参与创办时务学堂/弹勤盛宣怀/创办惟一学堂/当棉衣办

学校

022 陈天华

星台改天华/巧答进私塾1 ..惊天动地可歌可泣的一桩事"

023 周震鳞

明德批语风波1 ..湖南人中最坏的坏人" 1孙黄"调解员.. 1毛泽东的

4且师

025 曹典球

九只鸡蛋二天命/编撰地理教材/营救杨开智/毛泽东会见

027 柳治徽

"低头菩萨"竟成"怒目金刚.. 1护师道不领工资/三不敷衍/难倒财政厅

厅长

029 陈润霖

新化三杰/创办楚恰学堂/湖中盛事菊花展/椎行新教学法1 ..五不"选才/

支持毛泽东革命

032 李石曾

名门之后，慈禧"义子" 1拜见李鸿章，赴法留学1 ..豆腐博士.. 1参加

世博会

033 赵声

姓"天"名"子" 1黄花岗起义/魂断香江/只为纪念一个人而建的公园

。35 章士钊

"老虎总长 " 1将错就错，发明"孙中山.. 1赔了夫人又折兵/营救李大

字IJ/;为陈独秀辩护/二十六计，走为上/毛泽东还债/秘密保护

内
，ι

nu nu 



038 张继

绝笔枫桥夜泊/ ..无政府主义第一人" /打架/救汪精卫/怕老婆/ ..你好

吗?我好" /在清华被轰

040 罗元'昆

入曾继梧幕/不备讲义不上讲台/学者农民/一盏灯待两批客/为毛泽东破例

042 王正廷

拒绝在巴黎和会上签字/主持改订新约运动/不抵抗政策的替罪羊/ ..中

国奥运之父"

044 胡迈

任明德校长20年/解决考试风波/被吃官司

045 苏量殊

"苏神经" /糖僧/ ..女人可单独生子" /喜欢热闹/优越的"支那" /革

命和尚/翻译《悲惨世界》

047 李锐

"此件不是礼物，是要我命之件" /几度辞职，清贫度日/穿草鞋上班

049 谢霖

受聘明德，著我国第一部会计专著/中国第一位会计师/创立第一个会计

师事务所/只领土课工资，不领校长津贴

。51 陈介

被胡元侠跪留明德/保管胡元侠遗嘱/ ..七七事变"抗议书/向希特勒递

交国书/大使生涯

053 胡庶华

每任一职，三年必辞/令德国人服输/保护学生游行

054 钱无咎

巧获叶德辉古钱/不吝所藏/识人不淑/捐献文物

。56 刘永济

清华事件/拿出3000银元解明德危局/ ..黄患君女士下嫁刘永济先生" / 

同窗吴泌力荐老友大学任教/ ..这么大的人还读书" /获评一级教授

qu nu nu 



058 胡小石

拒绝为蒋介石写寿文/才思过人，倚马可待/烧报纸/板书一绝

059 谢祖尧

遵师命回明德/明德CEO/两袖清风/魂归岳麓

061 黎锦晖

明星制造者/ "黄色音乐第一人" / u毛毛雨"总比"打牙牌"进步点儿/ "'J 、

兔子乖乖"

062 曾约农

罗素的同声翻译/带着狼狗上课/青年会里的"英语培训名师" /东海大

学首任校长/引领张学良将军入信仰之门

064 辛树帜

塞翁失马，栖身植物学/任教明德/篇山考察/办学三宝:图书、仪器、

顾领老/实干办学，不才句私情

066 金岳霖

与其做官，不如开剃头店/如何"办公" / "朋友如粪土" /做学问雷打

不动/请校长送手纸/忘记自己的姓名/ "梁上君子，林下关人" /一师一生一

系/情迷林徽因

069 邬干子

最负责的教授/不辞而别/邬千于时代/彩色试卷/考试不监考

071 吴芳吉

白屋神童/失学清华/现代版《孔雀东南飞> /伤自尊，拒绝周南/将明德

校训嵌入的挽联/望月湖，因吴芳吉而得名/集资建楚辞亭/离开明德/ "仇货

买不得.. /生于诗，死，于诗

074 席鲁恩

"鲁老" /惜墨如金/绝食而亡/铸谢黄侃，授业桑梓

076 杨笔钩

长单词考先生/老校长也不得破例/拒受补偿/纸张重复使用/电子管收

音机

a

斗

nu nu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078 郭德垂

著书提倡国人自制化妆品/做实验震聋右耳/ "郭化学" /爱祖国爱人

民，就是爱父母/工业救国/只剩三个学生也讲课

080 周世钊

"谁的庄" /与毛泽东一生诗词唱和/毛泽东不同意周世钊入党/红卫兵

抄家

081 袁鹤惠

将家中日货付之一炬/带饼干上课/临终建言/终生受益/赌'乞一条街

083 曹赞华

死里逃生/幸运儿/三块光洋和一个数学院士/作(捉)了 G (鸡) /九点

共圆

084 刘寄踪

同徐悲鸿互赠书画/与郁达夫一见如故/晚年学画牛/ "很高兴我的画能

争取到外汇" /绝笔之作

086 钱歌川

以书稿入中华书局/首次引进Basic English/风雨故人来/教授教授，越教

越瘦

087 傅任敢

扣发毕业证/清华才子/制造明德辈革煌/ "傅校长是我的好学生" / H谁去

茅厕，可以拿去用" /保卫清华校产

089 张曙

明德岁月/声乐家张嘴/与郭沫若分食残粥/ "日军重大战绩"

091 廖山涛

毅然回国/独特的研究体系/严厉到近乎苛刻/不发SCI的院士

093 王志昆

创办"四元学校做"磨血传人" /培粹姓"公" 不姓"私" !J最老的

中学校长/ "四不 " 原则 / ..二百五"校长/ "~土血也要打赢这场球" / "小

溪通向大海，不忘胡老校长"



095 I 第三部分明德学生

096 李壁和

一身入二会/光复上海，受任总司令/功成身退/误名筹安/蒙冤而逝

097 宁调元

明德高材生/公葬陈天华、姚宏业/囚徒诗人/讨袁遇害

099 阎鸿飞

支援武昌起义/浏阳县县长/隐居乐山

100 彭国钧

"修业叫花" / "请开国会，断指送行" / "羡衣斗笠草鞋是我们的制

月民" / "老虎校长" I破格育人/教育界五老

102 刘宗向

不愿为王门伶人/晚年效法隐士/编《中等学校国文课本》

103 方克刚

举办"集团运动会" I以鹤顶格'曾联/创办南轩图书馆/唱山歌/爱才惜才

护才

105 张平子

办《大公报L 喝独角戏/毛泽东与赵五贞自杀事件/精《大公报L 登

天安门

107 谭泽阁

书法翁同解/卖字为生/一字千金

108 欧阳予倩

执掌伶工学校I ..南欧北梅" /谢绝来访/ ..两条腿走路" /汉牟绝响

110 任邦柱

从"千里驹"到"任三角 " I拒何键捐赠/爱生如子/:笑烂不笑补

112 周凤九

创办楚工土木科/木炭汽车/两年做30年的事/主持建设乐诚堂/临终遗言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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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 龚德柏

留日辍学胡元俊救难/龚大炮/两员战将，搞不定一个龚德柏/中国必胜

论与持久抗战观

115 陈果夫

明德的跳级生/陈采夫的独特履历/创制天下第一菜/索要车马费/ "台中

天高皇帝远"

117 蒋廷般

从新闻到政治到历史/治史学而非治史书/司马迁与张蓦/ "瓷器店中的

猛牛" / H 宝庆英语"

119 陈翰笙

北大"娃娃教授" / "最老的革命家" /电话号码"邀尔乐 '1备" /祝福北大

120 张孝蓦

"有我在，就有湘雅在" /不喊"爸爸"叫"老师" /一代医圣

122 易礼容

驱逐张敬尧/创办文化书社/不参加投票/谢绝重新入党

123 颜昌硕

陈毅的入党介绍人/参与领导南昌起义/ "中国革命之很大的损失"

124 洪屡踊

与刘少奇一同考取明德.1 "红娘"刘少奇/营救刘少奇

126 陶菊隐

质问张敬尧/巧写新闻报道/陶菊隐的"陶" / "红补丁"

127 易君左

"中国现代游记写作第一名家" /闲话扬州/喜遇朱光潜/爱君过度的黄

四娘

130 何浩若

清华四门生/与爱因斯坦谈上帝/被蒋介石"枪毙" /谈笑定西川

132 向达

伦敦抄写敦煌资料/批评制止张大千揭壁画/拒绝毛泽东/向达讲课



134 欧阳钦

"大庆"一名由来/ "我是第一书记，有错误我负责" / "文革"中做出

榜样

135 黄少谷

校内公开信/办 《扫荡报 > /反对"台独.. /掩盖"孙立人案.. /心系明德、

搞资桑梓

137 毕磊

是学时代/深得鲁迅器重/做文艺沙漠上的骆驼/被捕遇害

139 刘公武

南洋华侨中学校长/追随冯玉祥/武冈治校/任武冈县县长/汉口受降

141 任粥时

理发匠脱险/学刺杀/ "党内的老妈妈.. /拒绝搬家/ "进城后我们更要注

意节约"

143 自天

暗访延安城/会见毛泽东/吃国民党的饭，千共产党的事/改名

144 唐生明

与毛泽东同榻而眠/横刀夺爱娶徐来/兄，弟"反目.. /谍战英雄/和陈赛交

朋友

146 石声汉

参加大王巫山考察/中国农学之幸/湖南人的血性/与李约瑟的交往

148 黄克虎

"嘴巴贴了膏药.. /投身农民运动/被唐生智看中/用机枪打下飞机/四都

抒事件

150 周小舟

与长工同住/少年爱国 / "不当省委书记，也要学会游泳.. /庐山会议

152 鲁实先

学富五车，目空一世/ 自学成才/云中天马，破空而来/ "娃娃教授.. / 自

比藤萝拒红梅/ !il走香港

au nu nu 



154 肖敏颂

明德、周南优俑/北大的三个党员/参与抗日救亡/筹建湖南民盟组织/ "三

个湘潭人坐在一起"

156 潘基醺

"泰安球王"与短跑健将/长沙第一个总体规划/ "毛泽东城"设想/

年纪录大的火炬手/终生留恋母校

158 吴相湘

"后勤司令" /以明德学风抨击世风/ "反乡愿" /金门感叹/ "李敖不会骂我"

159 刘佛每

"做抹布还是很好的" / "洗洗干净还能用" / "交白卷" / "大面积丰

收" /病假条

161 黄乃

眼睛受伤/慰问败军/从"骑上大树" 到"旗上大书" /一个出版社使

用一种文字

163 吴祖光

此是新生雏凤缘/外行领导内行/习仲勋搭线促吴、胡握手/足球迷/一

家"八口"

164 肖纪羹

明德6年没回过家/为抗日选择学工科/冲破阻力，毅然回国/讲台生涯

50年/言传身教，诲人不倦/类比交叉

166 俞大光

被明德、退学/ "老虎课"与"铁将军" / "默写"出《电工基础> /万

元一失，不能有一点疏漏/ "卡车院长"

168 李迪光

第一名考入明德/创办"集团" /战乱对联/筹办"新摊子"的人/会才校长

170 吴容甫

"圆圆之外元余子，乖乖而后有千秋" / "师大的良心" /弃"教"从

"文" /赫石坡73军基碑文



172 吴耀祖

遵父之命入明德/6年读6所中学/结识钱学森

173 李传倍

"如无不妥. I!p 照此办理.. /改革清华/不许职称〉"厉害"的李书记

175 丁夏睦

数学是美丽的/三块光洋一个院士/被华罗庚选中/攻克"黎曼问题"

176 曾建徽

明德和南开/没有"死亡行军.. /中南海纪事/议会外交

178 郑惠

明德一班两党史专家/创办《百年潮 ~ /策划l 编撰 《 朱熔基走向中南海

之路 ~ /引荐李泽厚

180 龚育之

"和尚部长"的儿子/勤修案牍不修窝 /年过花甲练五笔打字/主任不

主(事) .常务不常(来)

182 程不时

开国大典上的飞机灯/飞在美国的天空上/设计中国第一架喷气式飞机/

木箱上编程，食堂里绘图

184 I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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