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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南女校由著名革命教育家朱剑凡毁

家兴办，“周南”秉承《诗经•周南》义旨，

始称周南女校。

光绪三十一年 (1905 年 )，朱剑凡从

日本留学归国，认为“女子沉沦黑暗，非

教育无以拔高明”。他不顾清廷禁止女校

明令，捐银近 12 万元，以长沙泰安里私

宅花园房屋为校舍，开办女学堂。为避

清廷禁女学之忌，考虑家塾是中国办学

传统，朱剑凡便将女学堂命名为“周氏

家塾”，1907 年才正式命名为周南女学堂。

周氏家塾开始时只有周姓学生 10 余

人，后逐渐增加外姓女子入读，到当年

秋季，已有学生百余人。周氏家塾设二

年制简易师范科，附以小学和蒙养园。办

学中特别注重弘扬自身悠久的历史传统，

并且在长期发展中形成了特有的办学精

神。

1907 年，随着学部颁发《女学堂章

程》，周氏家塾改称为私立周南女学堂，

这是湖南省较成规模的私立女子学校之

一。学校除继续办师范本科外，还添设

了缝纫、音乐、体操等专修科。随着班

次增多，规模扩大，必须增建校舍。朱

剑凡毅然将私宅花园全部献出作为永久

校址，而且变卖私有田产，以所得的价

款购买了地皮用来扩建房屋。朱剑凡的

夫人被丈夫办学的赤诚所感动，也将陪

嫁的金银首饰慷慨捐献，作为学校经费。

这种毁家兴学的创举，在中国教育史上

并不多见。

周南女校的办学方针为“教学要与

社会生活相结合，要为社会改革和建设

而服务”，课程建设坚持四个原则，即注

重学生的全面发展、面向学生、推陈纳

新、立足本国。全体师生均应“敬情将

事，有严肃风、无浮嚣气，寓活泼于秩

序之中”。该校强调启发学生的觉醒，培

养学生的自治能力，鼓励学生立志求妇

女解放。因此明言，凡未婚及订婚未嫁

者都可入学，贫因学生也可在校半工半

读。该校自开办到 1916 年，共培养五个

班的师范生，学员均先后从事教育工作，

结出累累硕果。

在办学上，周南女校还特别注重身

体素质培养。1907 年，周南女校举行第

一次运动会，开湖南省女校运动会之先

河，也是长沙市中学运动会之首例。据

统计，在 1925 年至 1948 年间，在省级、

国家级运动会上，该校共夺得女子游泳、

网球金牌各 1 次，其他荣誉也收获颇多。

周南女子中学的排球队非常有名，曾先

后多次获得省运会冠军，4 次获华中运

动会冠军，1 次获全国运动会冠军，1948

年上海第七届全国运动会上，该校女排

代表湖南进入决赛，与实力雄厚的上海

队、台湾队打成平手，并列第一名。此外，

周南足球队也是湖南女子足球运动中最

早成立的队伍之一。

周南女校造就了大批妇女人才。其中，

被誉为中国妇女运动先驱的中共中央妇

女部第一任部长向警予，就是该校师范

科毕业生。而向警予、陶毅（斯咏）和

蔡畅亦被称为“周南三杰”。著名作家丁

玲也是该校学生。该校拥有一批知名教

师，资深教育家徐特立，国学家李肖聃，

革命家张唯一、周以栗、熊瑾玎、陈章甫，

著名诗人吴芳吉等都曾在该校任教。

五四运动中，周南女校学生办起周刊

《女界钟》，传播新思想、新文化，唤起

妇女冲破古人“四德”的樊篱，成为湖

南妇女界最早的革命刊物，吹响了男女

平权的号角。该刊宣传抵制日货，反对

奸商 , 抨击军阀官僚；集中地讨论了妇女

解放的问题 , 反对男尊女卑 , 要求男女平

权、教育平等、社交公开 , 反对蓄婢、缠足；

宣传妇女要谋求解放 , 必须首先做到婚姻

自由和经济独立。该刊对当时的文化运

动和政治运动影响很大，出版了 5 期就

被反动军阀下令停刊。

20 世纪 20 年代初，周南女校是新民

学会的重要活动场所之一。当时，毛泽东、

蔡和森经常来周南女校与校长朱建凡等

商讨社会问题。新民学会 19 名女会员中，

周南师生占 13 人，向警予、陶毅、劳君展、

周敦祥、魏璧等都在其中。

朱剑凡毁家兴学，呕心沥血培养人才

的事迹，在校内广泛流传。该校还创作

了《纪念朱校长》的歌，并建有“剑凡堂”。

从民国八年 (1919 年）到民国三十四年

（1945 年），周南女校有毕业学生 2182 人，

因此也被称为“妇女人才的摇篮”“女革

命家的摇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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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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警予、陶斯咏、蔡畅并称“周南三杰”

■湖南女子教育的前世今生

文 / 颜淑华
这是一座南方的城市，四季如春，

气候少有寒凉。因此，秋来得很晚很

晚，晚得要待北方抖过几场雪，江南早

已冷霜袭人，而且一年的日历所剩无几。

于是，秋才带着她的清、爽、艳，还有

云淡风轻，缓缓来临。

我不知道梧桐山究竟有多高，只是

平日每每望去，只见白白的云烟层出不

穷地从山腰的每个角落向上生出，一

缕缕，一团团，一簇簇，自由自在地在

山的上空弥漫，合拢，浮游，给山顶蒙

上一层神秘色彩。隔着雾霾，你可以尽

情地想象 , 却难以观赏到它的真面目。

我揣测：它一定是在等待着某一天 , 或

是某个季节的到来 , 就像羞涩的少女，

倾情地等待心上人到来的那一时刻。

果然，晚秋撩开了梧桐山迷人

的面纱。她，终于落落大方地彰显

自己的葱郁、挺拔、伟岸、博大。

朝阳里，梧桐山满目青翠。远远地

看得清自下而上、弯弯曲曲，白里泛黄

的山间小路。还有从上而下，日夜流淌

的涓涓溪水。山顶真的很高，很峭。一

轮不舍与夜色一道隐退的大半个月亮似

乎就是站在山顶 , 带着微笑 , 俯瞰人

间。我想 , 嫦娥一定常常夜半三更时从

月亮里面跳出来，在山顶上和着清风，

伴着松涛，忘情地翩翩起舞。或许还

常常忘了夜昼，忘了月亮还在等着她回

宫。

那高高的山顶一定有歇脚的地方

吧。很久很久以前，应该有一间稻草屋 ,  

勤劳的祖先踩着荆棘，漫山遍野地耕种、

收割。口渴了, 掬一捧泉水解渴；起风

了, 稻草屋里避避风寒。避风寒的不

仅仅有劳作的先人。对，肯定有慕名

而至的诗人，他们登上山顶, 把酒吟诗。

你听，王维的声音：“空山新雨后，天气

晚来秋。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这

声音似有似无，由远及近，又由近及

远地在我耳边回旋。几千年过去，诗

人早已弃红尘而成仙。可是流芳千古的

绝句却依然鲜活地相伴古今晚秋别样

的景致。如今，小路依旧, 泉水依旧，

风景也依旧。只有那远古的稻草屋不堪

岁月的风雨, 没了痕迹。现在有的,应

该是个仿古的亭子。弯弯的角, 圆圆的

柱。里面可以休闲 , 可以娱乐，可以

举目远望。望那朗朗长空，望那水天

一色，望那层林尽染，望那几度夕阳红。

几声雁叫打断了我的遐想。抬头凝

望，一群大雁排成偌大的人字，欢快

地扇动翅膀，随着领头雁在蓝天白云

中穿越时空，飞向自己想去的地方。

温度很宜人，太阳不红也不白，

站在高楼的平台上，耀眼的海水刺

激着我的双眼。只见阳光跌倒在海

里，海水银波闪烁，而天却变成了

碧蓝碧蓝的。再远处，是一条白色

的海平线。水和天，就在目之所及

的地方交汇。这奇妙的景色，除了

大自然的神笔，谁还能把它描绘？

面对这辽阔的、浩瀚的大海，一种

海纳百川的气概，一种容天容地的

胸怀在我心中荡漾。于是，我的人、

我的心向海的方向划拢。

阳光将沙滩照得金黄金黄，赤

着脚踩进去，松软暖和。不少游人

悠闲自得地以各种姿势在沙滩上收

获着明媚的阳光和心情。我提着鞋

子，走过沙滩。转头回看，身后留

下脚印一长串。有深有浅，有弯有直，

就像我人生一路走过的脚印一样。

我捧起一把沙，放慢呼吸，闭上眼睛，

细数着曾经的故事，是留念，还是

不舍？是美好，还是遗憾？往事如

同眼前的沙子，无法将它一一数清，

也无法将它一一回味每个故事的结

局。我望着手中的沙子，嘴角露出

了一丝浅笑。我把手撒开，让往事

和沙子一起在笑里滑落。

我站在海水里，海水有点凉。

但拥抱海的人很多。五颜六色的泳

衣让人眼花缭乱。而此起彼伏的欢

笑声让人心旷神怡。海浪雀跃般的

涌动，节奏分明，起伏有致。与海

浪雀跃的除了玩海人还有我的心。

我打开心窗，拾回被遗忘了的童真，

感受着海的魅力，心潮与海潮一起

涌动起来。

海风轻轻拂过我的脸庞，调皮

地将我发丝撩乱。抬头望去，夕阳

正在将它蕴藏的火红毫无保留地呈

献给大地。一群群白鹭在海的上空

时高时低地飞舞，旋转。整个天与

地、人与鸟，就在这夕阳晚霞里和谐，

自然地融为一体。

披一身落霞，载一腔欢愉，轻

松地行走在回家的路上。海腥味还

在我身上弥漫，却又闻到淡淡的花

香。花的芬芳引诱着我的目光，牵

动着我的脚步款款前寻。

原来一个小小的花园，各色各

样的菊花在绿叶庇护下娇艳地盛开。

红黄白紫，交相辉映。有的像凤尾，

有的像龙爪，有的像焰火，有像云

朵。煞是好看。我站在清新淡雅的

花香里，不由自主地闭上眼睛，蓦

然听到花与叶的私私耳语。那声音，

轻轻的，细细的，柔柔的。似乎在

诉说它们朝夕相伴，不离不弃，走

过漫长岁月的故事。

几声鸟鸣，我微微睁开双眼，

一幕真实的心手相牵的情景映入我

眼帘：不远处，一对年近八旬的老

人安详地坐在木条靠椅上，静静享

受夕阳留下的余温。一阵风儿吹过，

婆婆不由自主地用手抱住自己。老

汉站起身来，脱下自己的外衣，轻

轻披在老伴身上。然后又坐下来，

双手拉过婆婆的手，放在自己的腿

上，紧紧地攥在手心里。婆婆用笑

意望了望老伴。老伴稍稍点头，二

老又继续安详地坐着。他们没有任

何语言，动作极平凡，极细微，极

自然，极熟络。可是折射出来的是

一份温馨，一份从容，一份默契，

一份浪漫。

深圳的晚秋，真的很美……

深圳的晚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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