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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座书院赓续千年文

脉，一群师生彪炳华夏史

册。

很多人知道，湖南第一

师范是一代伟人毛泽东的

母校，一所涌现了诸多杰出

人物的名校、一个闻名中外

的红色旅游打卡地；可很多

人不知道，湖南第一师范，

始于南宋张浚、张栻父子创

办的城南书院——一所在

清代前期就成为全国二十

三所、湖南两所省会书院之

一的书院，近代湖南五大人

才群体摇篮的书院。其坚

持的经世致用学术理念，成

为湖湘文化“心忧天下、敢

为人先”精神的体现，并持

续为湖湘文化的传承和发

扬注入了精神滋养。

研究湖湘文化，书院是绕不开的话题，而从书院
走出的师生是永恒的主角。

1167年，理学大师朱熹从武夷山来到长沙造访
张栻，逗留两个多月，两人经常带着学子同舟往返湘
江两岸，轮流在城南书院和岳麓书院讲学论道，留下
了“朱张会讲”这一桩中国学术史上的千古佳话。

作为教育家，张栻“有一套”：他主张为国选士的
精英教育，强调以儒家经典为基本教材，提倡循序渐
进、学思并进和培养独立思考能力，还主张“知行并
发”和学为实用。

毛泽东与第一师范纪念馆宣传教育办公室主任
邹磊介绍，从城南书院走出的学子，受其教育影响颇
为深远。晚清名臣曾国藩在城南书院学习期间，深
受湖湘文化尤其是理学思想的影响，他明显传承了
张栻注重致知、讲究察识、努力涵养的思想底色。其
逐渐形成了结合传统与现实、注重实际效果的治国
理念，对他后来推动洋务运动和军事改革产生了重
要影响。另一位湘潭籍名家王闿运在书院接受了不
同于传统科举教育的学术训练，他后来在教学中也
强调“通经致用”的教育思想，即治学应当解决实际
问题。这种教育方法的创新，不仅体现了其著述的
鲜明特色，而且开晚清解经之新气。

从“星光熠熠”的学生群体不难看出，从城南书
院到第一师范，形成了光荣的革命传统和教育传统，
在创办早期，第一师范曾以“湖南亚高学府”驰名，为
中国近现代培养了大批革命与教育人才，成为中国
现代师范教育的摇篮之一、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和新
民主主义革命的策源地之一、毛泽东思想的萌芽地
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源地之一。

走进城南书院校区，长廊串起大礼堂、八班教
室、水井、自习室、阅报室等10多个红色纪念地，一步
一景皆由岁月雕琢成鲜活而厚重的红色教科书。

在第一师范，毛泽东既是学生也是教书先生，在
这里，他打下了学问、身体、思想和实践的四大基础，
并结交了许多志同道合的同志，为日后的革命活动奠
定了基础。湘潭著名文史专家何歌劲介绍，毛泽东青
年时期在长沙求学八年，其中在第一师范学习、参与
社会活动长达四年半。“毛泽东对教师职业可谓‘情有
独钟’，他晚年都反复讲‘我的身份就是老师’。”何歌
劲说。

在湖南第一师范学院（城南书院校区）正厅的墙
上，悬挂着毛泽东在 1950年为母校题写的校训——
要做人民的先生，先要做人民的学生。2024年 3月
18日，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湖南时，被这幅包含了共产
党人一贯的人民立场的题词所吸引，驻足认真观看，
还询问陪同人员毛主席当年写这句话的来由。习近平
总书记说，一师是开展爱国主义教育、传承红色基因
的好地方，要把这一红色资源保护运用好。学校要立
德树人，教师要当好大先生，不仅要注重提高学生知
识文化素养，更要上好思政课，教育引导学生明德知
耻，树牢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立报国强国大志向，努
力成为堪当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大任的栋梁之材。

新时代的湖南一师坚持以“大思政”育大先生、
以“红色血脉”铸“红色师魂”，开展“馆课一体化”沉
浸式思政实践课教学，厚植师范生从教乐教的教育
情怀。

千年学府城南书院，现今既有琅琅书声亦有游
客熙攘，当“朱张会讲”和红色研学打卡的时空重叠，
千年学府、百年师范的文化之光、智慧之光照亮心
田、点燃思想火花。正因有了源源不断的活力注入，
这本千年写就的历史书，将续写智慧与力量的华章。

“妙高峰高耸云表，江流环带，诸山屏列，此城
南第一奇观。”“妙高山色画屏新，妙高山下水粼
粼。多少游人不知味，出山何似在山真。”《长沙府
志》和《长沙竹枝词》笔下描述的“妙处”，是办学之
所的上佳之选。

城南书院坐落于长沙城南门外妙高峰下，遥对
岳麓，近临湘江，山聚水回，泉清木茂，钟灵毓秀。
旧址宽阔，有基地园土 26处，监院、讲堂、书房等六
斋，并置“城南十景”。这里人文和自然相得益彰，
成为历史上重要的湖湘学派发源地和湖湘文化传
播地，书院兴盛时学子达3000多人。

创办人张浚、张栻父子皆非等闲之辈。张浚是
抗金名臣，曾题书“城南书院”匾额。张栻是湖湘学
派代表人物，早年师从于湖湘学派泰斗胡宏，以学
识超群而深得器重，1161年至 1168年，他担任城南
书院山长兼主讲。

湘潭著名文史专家刘安定介绍，南宋是中国历
史上理学发展的重要阶段。张栻与吕祖谦、朱熹合
称为“东南三贤”，他们通过著书立说、讲学授徒等
方式，推动了理学思想的传播和发展，对中国古代
哲学和文化产生了重要影响。

在城南书院校区的第一展厅里，乾隆皇帝为了
褒奖湖湘文化对整个中国学术的突出贡献的赐匾

“道南正派”放置于显要位置，据历史记载，这块牌
匾同时悬挂在城南书院和岳麓书院。

1903年，全国各地在新办师范教育的形势下，
城南书院改为湖南师范馆，首开湖南师范教育的先
河，也开启了“百年师范”之纪元。1912年，更名为
湖南公立第一师范学校。1914年合并湖南省立第
四师范学校并易名为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
1950年，毛泽东亲自为母校题写“第一师范”的校
名，2008年升格为本科院校并更名为湖南第一师范
学院。

走过千年，书院时期的“昔贤过化之地”发展成
为中华大地声誉隆赫的现代学府，轻拭历史的尘
埃，留下的无不是湖湘文化源远流长、绵延不绝的
印记。

钱基博在《近百年湖南学风》一书中说：“湖南
之为省……人杰地灵，大儒迭起，有独立自由之思
想，有坚强不磨之志节。开一代之风气，盖地理使
之然也。”

书院是中国古代教育发展的文脉载体，也是从
古至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线索，记录着中华
民族的文化底气和情感根脉。

城南书院创办人张栻以倡导师说为己任，提出
“造就人才，以传道而济斯民”的办学方针，坚持经
世致用、实事求是的为学之道，采用个别钻研、相互
问答、集众讲解相结合的教学方法，以研习儒家经
籍为主，间或议论时政，成为“昔贤过化之地”“湘中
子弟争来讲学之区”，对湖南乃至全国都产生了重
要影响。“实事求是”牌匾在很长时间里一直挂于城
南、岳麓书院堂檐，内化为湖湘文化乃至中华文化
的学术品格。

起于风云激荡年代的第一师范，传承和发扬了
培养经世致用人才的教育目标及传统，砥砺了湖湘
文化中开放进取、敢于创新的图强意识，毛泽东、
蔡和森、何叔衡等大批进步青年走在时代前列，逐
步接触、接受和传播马克思主义学说。湖南早期革
命运动的核心组织——新民学会的成员也多出自
该校，使得这里成为神圣的“红色摇篮”。

新中国成立以后，毛泽东与周世钊谈话中讲
到：“我没有正式进过大学，也没有到外国留过学，
我的知识，我的学问，是在一师打下了基础……一
师是个好学校。”1950年，毛泽东为母校题写了“第
一师范”校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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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况：城南书院，中国古代著名书院，位
于湖南省长沙市天心区妙高峰下。城南书院
原是南宋大儒张栻其父张浚在潭州的居所，
绍兴三十一年（公元1161年）建立。1903年，
长沙城南书院改制为湖南师范馆，即为今湖
南第一师范学院。2006年 5月，湖南省立第
一师范学校旧址被国务院公布为第六批全国
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地址：湖南省长沙市天心区书院路356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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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时为城南书院，今日为湖南第一师范学院。

位于湖南第一师范学院内的“城南书院”展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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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南书院院志原迹。

青年毛泽东读书时坐过的桌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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