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小少爷去学校报到
三艘大船、十几个家丁持枪护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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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马”公子炫富 惹恼士兵“走火”
牛逼小阔少耍横 邬校长冲冠怒骂

柒拾号

湖南益阳私立五福
中学开学，十几岁的小王
少爷，由 三艘大船、十个
家丁持枪护送上学；而长
沙三一小学的收费则贵
得吓人，那时候就实行银
行转账；几个中学生骑着
新自行车招摇，不想惹来
了几个士兵的牢骚，引发
一场让教育厅长朱经农
也烦恼不已的“擦枪走
火”事件……

民国湖南贵族学校
多，校园里炫富拉风的事
儿也不少。不过也有敢于
跟这样的纨绔子弟发飙
的人，比如长沙市行素中
学的校长邬干于，就把一
位牛逼小阔少骂了个狗
血喷头。

湖 南 民 国 教 育 轶 事

不可怕与可怕

将财富权势视为自我炫耀的资本，
言行赳赳，惟我独尊，以为天下莫不以钱
权为大，莫不见钱权眼开者，不是当代李
刚、郭美美之流的专利。以进入花费高昂
动辄万元的贵族学校为荣且自觉高人一
等，也并非只是眼下世风人事。凡人求财
求势之心，自古有之；财势面前的人情世
故，也历来最见人品高低、世间冷暖。

某某个人的炫富拉风行为， 顶多说
明此人修行品性有谬差， 老实说并不可
怕。 可怕的是此等行为成为一种人人向
往羡慕、恨不能得的流行风气，财富权势
成为衡量人生成败的惟一标准； 可怕的
是为谋财谋权而急功近利、趋炎附势、甚
至不择手段，违法乱纪者反而冠冕堂皇，
被捧为精英人士引领潮流； 可怕的是如
此风气与榜样已经毒害了孩子天真的心
灵而人们并不自知。如此，则社会隐患多
多，必见人心动荡。

财富权势于人生固然重要， 但世间
还有更可贵的高洁风骨与精神气节，古
往今来也绝非罕见。 古有“不为五斗米折
腰”的陶渊明、“安得事权贵”的李酒仙，
今有身价千亿平日却只穿35元衬衫的袁
隆平。 他们堪称世风人心终不坠的精神
楷模。今天，应为学术净土的大学校园，
也竟然发生“身为雅典娜，脸为女校董”
的雕像被尊奉为大学守护神的雷人事
件，“拜金主义”流毒之深绝不可小觑。邬
干于先生这样敢怒对阔少的校长， 袁隆
平先生财富权势面前淡泊、 淡定的美德
品行，能否多一些，再多一些？ ■肖欣

益阳因为濒临资水，在民国时期，不但是著名的“美人窝”，
还有“大码头”美誉。大码头商人多，富人自然也多。据史料记载，
邵阳（那时叫宝庆府）所属的新化、武冈、城步、邵阳、新宁五县的
人士，在益阳就出了不少富人。他们在益阳市建造了一座宫殿式
建筑群，名为“五福宫”。 1942年，湖南省教育厅要求各县设法增
办中学，这些人积极响应，在五福宫里办了初中，取名“湖南私立
五福中学”，即现在的益阳市第六中学，以解决他们的子弟在益
阳就读的问题。

1943年5月，五福中学开学报到。从这里毕业的王爷爷、当年
的小王少爷回忆：“我去上学，家里一共派了三艘大船送我，阵容
强大。我在第一艘船上，和我的母亲，还有随行侍候我的丫环。第
二艘船上是十个家丁，以及两个做饭的男丁。他们很威风，每人
随身带着手枪，因为他们负有护卫我安全的重任。第三艘船上，
则载着满船的谷子。每人交二十石谷，是那所学校每学期的学杂
费和伙食费标准。二十石谷，大致相当于现在的2400斤的大米，
算算就知道，不贵。因为学校有商会补贴，不指望这个维持。”

小少爷去学校报到，竟然出动三艘大船、十几个家丁持枪护
送，此等拉风炫富之举，叫人叹为观止。

1942年年中，本是阳光明媚的日子，但主管全省教
育工作的朱经农厅长却很恼火。在他的办公桌上，摆着
几份来自湖南茶陵省立第二中学（现茶陵县第一中学）
的呈文，有简报、辞呈，还有家长的投诉。因为该校刚发生
这样一件事：

几个学生骑着家里新买的自行车，在县教育会坪前
面的草地上玩。这是那样的年代里很摩登的活动，大概
相当于现在的中学生开宝马。学生们大呼小叫的声音，
吸引了不少人围观。这时，驻扎在县城里的警卫营里有
几个士兵经过， 很看不惯他们的拉风作派：“不就是家
里有几个臭钱吗？不好好读书，只会吃喝玩乐！一群败
家子！”这群吃不得亏的学生不高兴了：“谁在骂？谁败
家？几个丘八你们懂什么！”两群人争执起来。这时，一
个连长看到自己的手下有点招架不住了， 恨恨地说：
“几个小少爷都搞不定，你们手上的枪是烧火棍？”

那几个当兵的甩出枪，本只想灭灭学生的气焰，谁知
一杆枪走火，真伤到了两个学生。这下好了，不好惹的学
生家长，强烈要求严惩士兵和连长，并给予高额赔偿。而
驻军不服气，不都是这群少爷们自找的吗？只想把几个
士兵关几天禁闭了事。校长夹在中间，本是应该两面斡
旋的，却因为家长的要求太高，驻军又极其强硬，大家都
忙着找后台，直把学校搞得乌烟瘴气。校长只得向主管
领导提出辞职。

朱厅长思忖了好久，马上就是期末了，学校工作一大
堆，现在换校长不是添乱吗？最后提笔在辞职报告上写了
“恳切挽留”几个字。

看见这些纨绔子弟，也有人忍不住发飙！那是长沙市行素中
学（现长沙市第七中学）的校长邬干于先生。

这位留学日本、美国的博士，聪明绝顶，也脾气吓人。他的梦
想是要把行素中学办成“中国的伊顿”，所以学校教学质量很高。
抗战时，他带着一群小的小，弱的弱的师生，好不容易逃难到新
化，总算在当地一姓段的百万富翁家的漂亮宅子里暂避下来，开
始了正常的教学。段家的小少爷，虽然学习基础差不少，但也安
排在这里跟班学习。

一天，他听到两个学生在吵架斗嘴，走近一看，其中一个是
段小少爷。 这个小少爷特别盛气凌人， 开口就是：“你们这些穷
鬼，要不是我家借房子给你们，你们连上课的地方都没有！”邬先
生一听，火冒三丈，一转身，指着他家的庄园顿足骂道：“你在这
里读书就是学生，不是什么大少爷，要当大少爷，回去当，不要在
学校当！我倒要看看，你们这家又能保得多久！”骂完，把手上拿
着正准备摇上课的小铜铃往地上一摔，走了。

第二天，他就带着学校一班人搬家了。

当年，长沙城里有一所私立收费很高的学校，叫三
一小学。为什么叫三一？按照《圣经》的教义，有圣父、圣
子、圣灵三位一体之说，美国圣公会所属的长沙圣公会
教堂为三一堂，故其所属小学为三一小学。它位于长沙
市北正街，就在著名的北正街教堂（现在黄兴北路中山
亭东北边）后面。

一位曾在这里就读和任教过的李老师回忆：在这学
校读书，太昂贵了！每期开学，学校的收费清单包括书籍
费、教具添置费、办公用品费等，一期约13块光洋。然后，
开学第一周，学校从服装厂请来裁缝，为学生量尺码做
衣服。四季的校服，单的、夹的、棉的，羊毛的，全部量身
订做，价格自然不低。各个科目的教学活动，价格惊人，
远远超过学费。李老师记得，光是美工、劳作课一项的开
支清单，就算她家还算富裕，也看得心惊胆颤：各式各样
的铅笔，各种型号的雕刻刀，各种水果模型等画具……
知道的说这是小学美术课所需，不知道的以为是美术学
院的专业配备。

所以，长沙三一小学不收现钱。每期开学，家长要直
接到银行转账。不过抗日战争时期，中国的金融体系遭
到破坏， 学校才委托教会信徒所办的长沙米厂代收学
费。那几天，家长们肩挑手提，带着沉甸甸的真金白银到
米厂，敲银洋数铜钱的声音把财务室柜台弄得一片叮当
响！ ■文 罗慧 本版图片均由罗慧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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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宝马”的少爷惹烦士兵擦枪走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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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牛逼”小阔少
逼长沙行素中学邬校长冲冠一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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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三一小学收费太“狠”
家长要直接到银行转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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