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陈述彭：地学、遥感
专家、 国际欧亚科
学院院士、 第三世
界科学院院士、中
国科学院院士。

一百年，桃李芬芳，一中共培养毕业生8万余人。
严格说来，民国时期的一中，在1927年之前学生中

的精英大多在“马日事变”中牺牲，而此后自1928年起的
十多年间，可算是一中的黄金一代，培养出了一大批效
忠祖国和民族的很有成就的学子。中科院院士就有孟少
农、廖山涛、陈述彭、谭靖夷等，其他如曹圣芬、楚崧秋、
刘遐龄、周立波、康濯等大批在中外学术界广有影响的
学者。

抗战胜利后， 朱镕基由湘西返长后入校就读一年，
1947年高26班毕业，考入清华大学电机系。

无论哪个时期， 一中的办学思想无不体现出两个核

心内容，一是培养什么样的人？那就是要培养社会中坚，使
之具有服务国家、社会之智能；二是培养什么样的社会责
任？那就是要以天下国家为己任。这两个核心思想，不单体
现在早年的毛泽东、朱镕基以及17位“两院”院士等杰出
校友的身上，也同样体现在众多自强不息，扎根祖国城乡，
服务世界各地的普通校友身上。

在现任校长赵雅茜看来，今天一中提出的“关注世界
形势，关注社会变革，关注生存环境，关注突发事件”的“四
关注”观点，以及“天下有大事，要有一中人；天下有大事，
必有一中人”的社会担当，也正是这两个核心内容与时俱
进的最好传承与发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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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即将百岁
学子8万大师辈出
百年未变的办学思想：培养什么样的人，培养什么样的社会责任

本报9月4日讯 100年
前，毛泽东在“湖南全省公
立高等中学堂”（即今天的
长沙市一中）就读时，激情
写下了《商鞅徙木立信论》
一文，成为了他“浩如烟海
的文字中” 现存最早的文
稿。如今，这篇文稿将被长
沙市一中制作成石碑，激励
后学，庆祝该校百年华诞。

今年11月18日， 三湘
名校长沙市一中将迎来她
的百年华诞。今日，该校举
行了百年校庆新闻发布会，
诚邀社会各界人士和海内
外校友共赴百年盛典。

长沙市一中是湖南最
早的省立公办中学，她从一
起步就打出“全省公立”的
牌子，这种着眼全局的办学
思想和举措，在全国都属罕
见。一个世纪以来，长沙市
一中先后为国家、为民族培
养了一批又一批栋梁之材。
其中以毛泽东、 朱镕基、周
谷城、周立波、杨小凯、谭盾
等蜚声中外的政治家、思想
家、文学家、经济学家、艺术
家以及17位“两院”院士为
其中的杰出代表。

今年7月， 省教育厅下
达专文，批准长沙市一中现
代教育实验学校建设实施
方案。 这标志着该校在新、
旧一百年的节点上，要开始
更高更深层次的改革，成为
湖南普通高中改革发展的
样板。 ■记者 贺卫玲 黄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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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长沙市一中

十年树木， 百年树人。
百年一中培育了8万学子，
你是否也是其中一个？你是
否曾任职于这所百年名校？
如果你与一中有不得不说
的故事，欢迎拨打本报热线
0731—84326110，@三湘都
市报新浪、 腾讯官方微博，
或登录长沙网，与我们一起
分享你的求学或工作记忆。

毛泽东：1912年建校时，毛泽东以第一名
的成绩被录取，编在普通（科）一班读一学期。

朱镕基： 中华人民
共和国国务院原总
理，1947年高 26班
毕业。

熊清泉： 湖南省原
省委书记，1947年
高27班毕业。

刘正： 湖南省人民
政府原省长。

周策纵： 美国威斯
康辛大学东方语言
系和历史系终身教
授， 国际著名红学
家和历史学家。

黎澍：历史学家。 唐稚松： 计算机软
件专家、 中国科学
院院士。

孟少农：汽车专家、
中国科学院学部委
员。

周立波： 现当代著
名作家。

周谷城：历史学家、
全国人大常委会原
副委员长。

陈庆云：化学家、中
国科学院院士。

廖山涛：数学家、第
三世界科学院院
士、 中国科学院院
士。

谭靖夷： 水电施工
专家、 中国工程院
院士。

谭盾：著名音乐家，
曾获奥斯卡奖。

一百年前， 辛亥革命的炮火硝烟推翻了腐朽的满清
王朝。以符定一先生为首的一批仁人志士，上书新兴的国
民政府，为巩固国基，倡议合湖南各州府之力，创办一所
省立中学，“近以谋教育之改良， 远以为人材之预备”。
1912年，即民国元年，国民政府湖南省教育厅正式批准成
立“湖南全省公立高等中学堂”，即今天长沙市一中的前
身。

当时的民国教育法令规定：七岁入初等小学校。初等
小学四年毕业为义务教育， 毕业后得入高等小学校或实

业学校。高等小学校三年毕业，毕业后得入中学校，或师范
学校，或实业学校。

根据校友甘融的回忆（1912年入学，新中国成立后任
省文史馆馆员，已故），最初的校址设在长沙紫东园（湘春
路和民主后街之间），租赁新建的两所民房为校舍。那时民
国还在草创时期，学制尚未颁布，岳麓山的高等学堂已经
停办，所以一中在创办时，就开了高等科一班，招收中学毕
业生，普通科三班，招收高小毕业生。这也是我国中学分高
初两级的发源。

【办学之初】 开中学高初两级之先河

【百年校友】 一共培养8万人

一中秘史

“我记得第一场试国文，题目是‘民国成立、百端待
理，教育与实业，应以何者为重要策。’”一中第一年招生
时，招高等科一班、普通班三班，名额分别为50名。普通科
报考的有2000多人， 高等科报考的人数极少。 普通科招
150人，榜首是毛泽东，甘融与毛泽东同入学，位列第四。

根据甘融的回忆录，普通科分英文两班，德文一班，
毛泽东习英文。普通中学的外语之所以有德文，后来又有
法文，是因为要造就科学人才，吸收西洋文化。普通科第
一年课程为国文、外语、算术、历史、地理、植物、修身、手

工、图画、音乐、体操等。修身灌输伦理思想与爱国主义，
手工做折纸和竹器雕刻，体操有柔软操、哑铃、兵式操。

毛泽东入学所作的413字作文《商鞅徙木立信论》，是
迄今为止国家发现他一生中之最早的文稿。 当时的柳潜
老师对毛泽东大加赞赏， 除给毛泽东的作文破例记“100
分”外，还写了共计141字的六条眉批和篇末总结。在第三
段眉批中，柳潜写道：“历观生作，练成一色文字，自是伟
大之器，再加功候，吾不知其所至。”

【建校招生】 榜首是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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