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艺芳是曾宝荪奶奶郭筠的书斋

名。郭筠，字诵芳，出身名门，是近

代有名的女诗人，曾作《艺芳馆诗稿》

传世。郭筠善于教导后辈，长孙女曾

宝荪出生后，便养在她膝下接受教导。

曾宝荪的一生，也可谓传奇。一生未

嫁，与终生未娶的堂弟曾约农一起办

学，教养上千学子。

最初，艺芳女子中学仅招收学生

9人，其中英语数学专修生5人，大学

预科生4人，教师9人，曾宝荪任校长，与堂弟曾约农

在艺芳中学“零薪酬”义务任教。

1928 年，艺芳女子中学校址基本固定，规模亦日

趋扩大，当年即将学校办成了六年一贯制的完全女中，

每班招收女生不超过30人。由于班少人少，师生精力

较为专注，教学质量得以保证。办学期间，曾宝荪亲自

教授学生生物课和英语课，堂弟曾约农任教务主任同时

兼算数及理化老师。

1935 年，在湖南省第二届中学毕业会考中，全省有

不及格学生的学校达30 余所，艺芳女子中学的学生不

但全部及格，而且半数学生成绩达80 分以上，此外，

该校还曾屡创无人不考取大学的佳绩。

抗日战争期间，艺芳校园中落下了6 枚炸弹，曾宝

荪校长将学校资料运至故乡双峰荷叶塘，又将学生寄读

于已经迁往湖南沅陵的教会女校福湘女子中学。1946

年春，曾宝荪从香港返回长沙，筹集资金、人力与物力，

重建艺芳校园。据《曾宝荪回忆录》记载，艺芳女子中

学先后开设了26 个初中班，19 个高中班，培养了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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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现代史上，敢为人先的湖南人在教育领域掀起了一股倡导女性教育的风潮。从中国女权运
动的领导者唐群英、张汉英到新中国妇女运动领袖向警予、蔡畅 ; 从创办女校的先行者许黄萱祐、曾
宝荪到中国第一位女教授陈衡哲、教育家劳君展 ; 从考古学家曾昭燏到现代生殖学家卢光琇……在这
些湖湘女杰的身后，有着启蒙智慧、培养女才的“摇篮”女校。今日女报 / 凤网推出《湖南女子教育
的前世今生》专栏， 从藏于时光深处的这些女子院校的前世今生，回溯湖南女性教育的高光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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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芳女子中学：曾国藩曾孙女创办，
曾培养出中国第一位女飞行员

■湖南女子教育的前世今生

多名学生。其中，中国第一位女考古学家曾昭燏（曾宝荪

侄女）、中国第一位女飞行员王灿芝（秋瑾之女）都出自该校。

秋瑾和曾宝荪是亲戚，秋瑾牺牲后留下一儿一女，其

中女儿王灿芝能文能武、豪爽仗义，书法、文章、诗词大气、

奔放，毫无闺阁纤弱之气，太极拳、八卦拳也练得功力

深厚，令人惊叹。王灿芝自号“小侠”，小小年纪经常宣

称要只身北上。王家于是把她送到艺芳来读书，让这个

比她大七岁，说起来却又小她一辈的校长管教她。但王

灿芝初有不服。学校要求写小楷，王灿芝就写斗大的草书，

一张宣纸，别的同学写五十个字，她只写一个；别的同学

在音乐的伴奏下，在有木地板的室内练形体时，她却跑

出去找名师，学青萍剑。曾宝荪为她花了很多心血。后来，

王灿芝在政府的资助下，中学毕业后赴美学航空技术专

业，后回国效力，被誉为“东方女飞将”。

1952年，政府接管艺芳女子中学，学校更名为长沙

市第三女子中学，并沿用此校名直至1956 年。1956 年再

度更名为长沙市第十四中学，直至1990 年。1990 年 6月，

长沙市第十四中学正式更名为长沙市实验中学。1996 年，

以香港爱国儒商田家炳先生捐赠巨资为基础，在芙蓉区火

星镇襄建新校区，此后，长沙市人民政府将学校命名为

长沙市田家炳实验中学。

在曾宝荪自己写的回忆录里提到：学校每日六时起床，

七时早餐，七时三刻

礼拜，八时上课，上

午四堂课，十二时半

中饭，饭后休息一

小时，二时至四时再

上二堂课，每日只六

堂课，下午的课多

半是科学试验、音

乐、手工、图画、

体育等不太用脑力

的课。学校还时常

举办“游园会”“纳

凉会”“灯会”等，

这些节会全由学生自己设计。在校规上，

艺芳女子中学极其尊重学生，倡导“不记学生的过，不当

堂叱罚学生，不勉强学生去礼拜堂”。

艺芳女子中学始终强调自治。在曾宝荪任校长期间，

继续以德行教育为指导理念，教学生们做人做事，以德为

先。学校曾设大学、中学以及附小，风气良好。凡是校

内场所，无论是在学校的房门上，还是寝室的门上，甚

至在宿舍的柜子上都不用落锁。

学校图书馆也从未设置管理人员，学生均可自行登

记借阅。管理人员只负整理之责；夜间自修，不要先生监察，

考试也不要监场，没有一个学生会做出左顾右盼的事情

来，更“绝无夹带，枪替，或私相传授的举动。”至于普

通生活上，也做到抽屉不要锁，园中花果不乱摘，别人

的东西绝不擅用”。

艺芳女子中学正是现在的长沙市田家炳实验中学。

1918 年，曾国藩曾孙女曾宝荪从英国伦敦大学毕

业之后，放弃在剑桥继续深造的机会，回国与堂弟曾约

农，腾出位于长沙城北局关祠的私家花园（曾国藩祠堂

浩园），办了一所全新的女子学校。

这个私家花园不是一般的小院子，几盆花、几棵

树的概念，它占地 60 余亩，主体建筑为中国传统的风

格，木制阁楼，中轴线东西两翼有侧殿，前后都是假

石山，整个园子水池环绕，景象丰富，其中有长廊、亭

阁和虹桥等，是当时长沙文人雅集的地方。

这所学校既不同于外国人办的教会女校，也不同

于中国人办的女子学校，而是曾宝荪理想中的学校，它

兼具中西方最好的形式和内容。1918 年 9月，这所学

校正式开学，它就是艺芳女子中学。

( 本文选自湖南省妇联委托重大课题《湖南女
性教育史史料收集与整理》，作者胡桂香系长沙师
范学院教授、湖南省妇女儿童教育研究中心副主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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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秋，天蓝得能拧出水来，云被丰沛的雨水洗过，

被香喷喷的太阳晒透，仿佛扯来就可以做棉被。这时去

莱西湖，最好不过。

莱西湖又叫产芝水库，被誉为半岛明珠，地处大沽河

干流的中上游，是一座集防洪、灌溉、供水、养鱼、旅

游于一体的综合性国家大型水库。

进入莱西湖南门，是一座绿树成荫的湖滨公园，宽

阔的林荫路尽头，迎面是一座巨大的汉白玉石雕拱门。石

雕上浪花翻卷，仿佛能听见涛声；白云朵朵，掩映着

龙的神秘；龙在云朵间若隐若现，仿佛随时会腾空而

去。绿树环绕，整座雕塑在蓝天碧水的衬托下，格外

醒目。白色的墙身，黄褐色的琉璃瓦墙脊，从这里向两

侧起伏蜿蜒，宛如一条巨龙。

由石拱门向东，是一条花砖小路，通向湖畔的凉亭。

一条栈桥从这里出发，在五座石础的托举下，笔直地通

向湖中的水文观测站。水文观测站也是一座别致的小凉亭，

与湖畔的墨绿琉璃瓦凉亭遥相呼应，金黄的琉璃瓦在阳

光下闪闪发光，飞檐翘角，古色古香。

在莱西湖的南大坝边放眼远眺，只见烟波浩渺，湖水

与天空相接之处，有一条细细的蓝线，完美衔接着湖蓝与

天空的浅蓝。北岸的马银山隐约可见，呈淡蓝色，湖周边

的山坡上，矗立着许多白色的风车，在微风里悠闲地转动，

充满了异国情调。白鹭拍打着双翅，在天空翱翔，把影子

投到如镜的水面上，飞着飞着便无影无踪，像是被白云

吸收了一样。微风吹来，湖面上波光粼粼，很快又归于平静，

令人疑心刚刚是否真的有风吹过。天光云影，变化万千，

宛如人间仙境。

从莱西湖西边的侧门进去，则是另一种风光。葳蕤

的槐树林，人迹罕至，落叶厚厚的，踩上去沙沙作响。

湖畔的大堤上、有下行的台阶，最下层是半米多宽的水泥

台，在这里钓鱼、写生、摄影最好不过。南边，湖滨公园

白色的护栏，在树荫间若隐若现，向东北方向延伸。湖心

岛是野岛，没有丝毫人工雕琢的痕迹。高大的树木，齐

腰高的野花，层次分明，闻得见花香，却看不真切，朦朦

胧胧的，像一层粉红色的云。靠近水边的地方，土崖陡峭，

裸露着褐色的皮肤，野得可爱。

这里是看日出的绝佳之地。清晨四五点钟，坐在湖

畔的石头上，即使无风，也会感受到丝丝凉意。雾霭笼

罩着湖面，一切都影影绰绰，似乎刚刚在牛奶里沐浴过。

水面很平静，鱼儿还没有睡醒。早起的麻雀，叽叽喳喳

的，却掩不住秋虫婉转的和鸣。东岸树梢上方，天空慢

慢由深蓝转为鱼肚白，云也白了许多，一团隐隐约约的殷

红，从树梢间缓缓地向上移动，渐渐在树冠上方形成一

个橘红色的光环。接着，殷红的太阳一跃而出，万道霞光

冲天而起，树木被镀上了一层橘红，云彩一会儿深红，一

会儿橘红，一会儿玫红……如仙女的霓裳羽衣，瞬息万变。

与此同时，莱西湖也渐渐撩开朦胧的面纱，眸子里流光溢

彩，岛上的树木花草、水里的芦苇、早起的水鸟，在天

空瑰丽的倒影中婉约如画。

三面都是水。远处，深蓝色的湖岸线，托举着耸起

的山峰和绵延的丘陵，旋转的风车，让整个画面充满了

动感，云淡风轻，却绝不寂寞。水面如镜，倒映着蓝

天白云；野岛上，高树矮草，遥相呼应……

一只白鹭的拍翅声，唤醒了游人的耳朵，人们情不自

禁地发出一声欢呼，整个画面动了起来。野鸭也来凑热闹，

一会儿在水面上浮游，一会儿屁股朝天，一会儿潜入水

中，半天才浮上来，湖面荡起粼粼的波纹。调皮的鱼儿

跃出水面，又很快落入水中，只有涟漪在一圈接一圈地扩

散。黑天鹅的身形比野鸭大很多，长长的脖颈，背面是黑的，

前面是白的。它们永远是那么高贵和矜持，一会儿从容

地在远处的水域游泳，一会儿用长长的脖颈贴近水面撩

水，一会儿隐身于野岛附近的芦苇丛中，牢牢吸引着游人

的目光。另一只天鹅似乎是它的配偶，始终在离它不远的

地方守护着，痴痴的背影是那么含情脉脉。

去莱西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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