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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
    教育，就是教书育人，就是树人。
教育一直是一个让人焦虑的、嚼不烂的话题。
在无数家长们的舌尖上，教育的酸甜苦辣涩是一言难尽的。
笔者以一种特别的方式“咀嚼”了一下这个神圣的话题．确实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因为我“咀嚼”的是我们南昌熊氏家族一百多年来兴办教育的沧桑岁月和人物．风雨和血泪打湿了这
一段曾经被掩埋的历史。
就像一头老牛反刍之后，既带有几分甘甜与温饱，又带有几分凄楚与辛酸，但是挤出来给读者的，却
希望是滋补的乳汁。
    笔者是南昌冈上乡月池熊家人，所在的家族是一个书香门弟，而我又出生于一个典型的教师家庭，
家里人几乎全部都是从事教育工作。
近年接触到家族这个素材，惊讶地发现居然有这么多可圈可点的精彩人物和精彩故事。
晚清时期，严复翻译和发表了许多西方先进的思想文化著作，提出了“救国保种”、“救亡图存”的
口号，而根本的途径就是兴办新式教育，提倡办“新学”。
熊家的一些先贤如我太公那一辈的熊育锡、熊元锷等人拜严复为师，不遗余力地宣传和推行严复先生
的主张，首先在家族里办起了新式学堂，后改名为心远中学，成为了当时全国闻名的三大私立名校之
一。
后来又追随严复先生参与了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复旦公学(复旦大学)的办学工作。
熊育□、熊元锷先生为了实践严复的教育救国思想而付出了毕生的精力，写下了教书育人彪炳史册的
感人篇章。
    “心远”一词源于熊氏先贤熊禧祖创立的“心远堂”，这是从熊家先人诸多堂名脱胎演变而来，既
是熊氏家族教育基金的管理机构，也是一个给弟子奖学金的来源。
严复先生曾经应邀写过《熊禧祖家传》一文，其中就提到“心远奖金”：“盖所以资孤寒，助膏火，
使颖敏有志者成业，易而造就，至于无穷也。
⋯⋯而熊氏以随时之义，设立诸级家塾，若心远小学，心远中校及心远女校等，皆云蒸霞起，贤俊汇
征，而乡国收其用焉。
”严复先生亲自为心远撰写了校歌。
心远为社会培育了无数人才。
    在中国现当代史上，有许多著名人物与熊氏家族创办的心远学校有关。
他们或在心远执教、或在心远求学(包括心远中学、心远大学)，最后成为著名科学家或大师，例如吴
有训、傅抱石、邹韬奋、胡先辅、程孝刚、蔡方荫、黄家驷，等等；在共产党和国民党的著名人物方
面，则可以列出一长串的名单，例如曾天宇、袁玉冰、黄道、方志敏、张国焘、饶漱石、夏征农，以
及程天放、彭学沛、欧阳恪、桂永清、李中襄，等等。
    因为兴办教育，熊氏家族几代知识分子，与现当代中国的著名知识分子如严复、陈三立、叶企孙、
吴宓、吴有训、陈寅恪、胡先□等等生死与共、情深谊长，写下了一个个催人泪下的故事。
其中清华大学理学院的创办人叶企孙与他的得意门生熊大缜不仅仅是一般的骨肉情深，两人蒙受冤假
错案数十年之久，更是一种打断骨头还连着筋的生死情缘。
回顾那一段段渗透着血泪悲情的岁月场景，让人生发出无限的感慨。
知识的薪火一旦点燃了，知识分子会付诸生命一起燃烧，虽九死而犹未悔。
    熊家许多代人都受惠于家族兴办的新式教育。
熊家人在江西是最早、最多考取官费出国留学资格的家族之一。
其中有在美国和杨杏佛、茅以升、竺可桢等人一起创办中国科学社的熊正理教授，有和闻一多、梁实
秋等人一起创办中华戏剧改进社的熊正瑾教授，等等。
在一定程度上，熊氏家族出国留学在当地是开风气之先的。
熊家子弟人才辈出，一个小小的一百多户的村子，涌现了中科院院士、解放军上将、教授、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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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硕士等三百多人。
其中“大”字辈的有天文学家、院士熊大闰先生，中国珍珠之父熊大仁教授，国家级的勘察大师熊大
阅等；“光”字辈的有原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儒将熊光楷等杰出人物，本书都记录下了他们
的人生风采．    从狭义的地域而言，月池熊家三大房的人已经随着时代的变迁而远离了故乡，已经融
入了天下苍生之中，我们现在看到的只是家族渐行渐远的背影。
但是家族的教育基因仍然在代代相传，仍然在不断繁衍出新的传奇故事。
笔者的父亲熊大桢先生在抗日战争的艰难岁月里考取了西南联大，因为战乱等原因没有去就读，结果
与这所名师荟萃的大学失之交臂。
本人因文革动乱而荒废了十年学业，在恢复高考之后重新捡起课本温习功课，1978年以优异成绩考取
了北京大学中文系。
笔者并不是一个成功的范例，但起码延续了一个教育世家的血脉，成为一名编审、一名作家。
    一百多年的时代风云展示了一幅幅可歌可泣的历史画卷，包括民国的乱世、抗日战争的烽火，以及
建国之后的反右斗争、文化大革命等，这都是中国知识分子躲不开的生死劫难，熊家知识分子的命运
随着时代一起跌宕起伏，抒写了无数动人心魄、催人泪下的生命交响曲。
    南昌冈上乡月池熊家被当地政府命名为“教授村”。
    熊氏家族“教授村”的现象很值得探讨。
它揭示了一个深刻的道理：教育可以立身、可以立家、可以立业，最终可以兴国。
教育关乎每一个人、每一个家庭、每一个家族、每一个民族，以至整个国家的兴衰成败。
一个家族，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民族的缩影。
作者不是为一个家族树碑立传，而是为我们的民族立此存照。
一个民族只有把一代又一代入的教育融化在自己的血液中，它的眼睛才能看到人类文明的光芒，这个
民族才有未来和希望。
    百年沧桑，百年奋进；百年风雨，百年壮歌。
    我把我的家族、我的家庭、连同我自己，都掏心掏肺地交给读者朋友了。
读者如果想知道教育与一个人、一个家庭、一个家族、一个民族、一个社会以至一个国家的密切关系
，那么就请读一读这部以教书育人为主旨的纪实文学。
从本书所写的那些让入回肠荡气的人和事当中，你可以感触到历史与现实跳动的脉搏。
    “心远”这个词是意味深长的。
一百一十多年，也许已经相当久远了，但是它并没有随着历史的云烟飘逝，而仍然生机勃勃地活在当
下。
教育就是立足于当下着眼于未来的，只有心存高远的人，未来的路才会走得很远很远⋯⋯    读者朋友
．当你打开这本书的时候，作者就和你一道开始历史与现实、知识与命运、心灵与思想的远行⋯⋯    
熊光炯    2012年6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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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心远:一个教育世家的百年沧桑》以纪实文学的形式，通过对熊氏家族历史的大量调查、采访，以家
族为线索，串联了整个中国现近代史的各个重大历史节点，从独特的角度呈现了历史的面貌，结合中
国一个多世纪的历史，抒写了江西南昌冈上乡月池村熊氏家族百年树人的艰苦历程，其中有许许多多
的可歌可泣的人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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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熊光炯，南昌月池熊家人。
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会员。
曾为江西作家协会驻会专业作家。
广东省司法厅退休干部。
发表过诗歌、散文、报告文学、评论、杂文等数百万字的作鼎。
有七部作品结集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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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茝香先生从小就喜欢读书，几十年如一日手不释卷。
有一个大雪纷飞的冬天，他仍在草屋的檐下苦读，寒风掀动着他的破茅屋，积雪越来越厚，沉甸甸地
压得草屋摇摇欲倒，邻居提醒说：“世昌，你家的屋快倒了！
”这位先生竟毫不理会，仍然津津有味地朗读着他的子日诗云。
 他也曾参加科举考试，然而每次都名落孙山，三十多年屡败屡试，屡试屡败，最后连一个秀才也未考
得。
清朝严格的科举制度是一条荆棘丛生的逼仄的独木桥，只有极少数人能通过，大多数人都掉到水里被
淹没了。
像范进中举一类的故事也在熊氏族人中时有发生，所以熊家人疯子也有不少。
幸好先人熊世昌不是范进，他既未中举，也未发疯。
他安天乐命，安贫乐道，一辈子以读书、教书为赏心乐事。
 为了养家糊口，苣香先生到离村子四十里地的三江口做私塾老师，坐在牛车上，在乡间的青石小路上
颠簸，把他的清瘦的骨架子都要颠散了，每次都要在牛车上压一块大石头，才能减轻颠簸之苦。
但当他看见身边挑着重担牛一样喘着粗气的农夫，内心又释然了。
他一家十余口人，就靠一点点塾资维持生活，经常是吃了上顿没下顿，过了今天没明天。
 有一年过春节，村里人都在热热闹闹操办年货，家家灶膛里红红火火，世昌家的灶膛却像四面墙壁一
样冷冷清清，别说年货，就连锅盖都揭不开了。
一位好心的亲戚见状借一点钱给他过年，这位亲戚一回到家，妻子就和他吵闹起来，说自己穷得丁当
响，还借钱给别人。
茝香先生是个读书人，懂得贫贱不能移的道理，他耳闻之后，立即把钱还给了亲戚。
 除夕之夜，他到自家的菜园里拔了些芹菜、红萝卜等蔬菜，又到外面买了一些豆干，炒了一大盘素菜
，他对家人说：“芹菜就是清清洁洁，红萝卜就是红红火火，我们就这样清清洁洁、红红火火地吃个
年夜饭吧。
”此后，芹菜、红萝卜和豆干就成了熊家人过年餐桌上具有特别意味的家常菜。
 世昌的妻子吴氏，是附近蚕石村人，与丈夫相濡以沫，给苣香先生生了三个儿子，一个人操持了全部
家务。
他哥哥中了举人，见妹妹在熊家跟着世昌吃苦受累，说：“妹妹你别跟他过了，回家我供养你，不然
的话你就不要再进吴家的门。
”妹妹不肯，说：“我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嫁了世昌就一辈子都是他的人，吃糠咽菜也心甘情愿。
”从此吴氏再没有回过娘家。
因为劳累过度，吴氏不到四十岁就因病早亡了。
世昌中年丧妻，伤心的泪水禁不住潸然而下。
从此，他终生未再娶妻。
以后富贵了，他仍然是独身一人。
 日子过得实在太苦了，世昌也一度萌生了出家的念头。
传说他远离了家乡，来到一座名山的寺庙里，请求老僧人给他剃度做和尚。
庙里的老和尚仔细地打量了他一番，把他领到一口水井边，说：“你看看井里有很多人影，衣冠领带
都是做官的，但都是三品以下，我看你的面相比他们都好，像个读书人的样子，你不要出家做和尚，
以后会当大官的。
”世昌也崇拜孔子的“学而优则仕”，他相信读书人总有出头之日，于是又回到家乡继续教书。
 后来世昌的儿子发家致富了，他的命运发生了很大的改变。
穷的时候他就乐于施合，富了之后就更加慷慨了。
在村里建祠堂，修族谱，开道路，架桥梁，不遗余力地做善事好事。
逢年过节，还给穷苦的乡亲派“红包”。
赢得了乡亲的一片好口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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苣香先生渐渐地声名远播了，他曾被封为“从九品”的官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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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当笔者正准备写后记的时候，6月8日，20{2年全国高考开始了。
有九百一十五万考生走进全国七千三百多个考点内的三十一万个高考考场，进行一次人生的大拼搏。
据说全国平均录取率为百分之七十五，比去年又增加近三个百分点。
今年是恢复高考三十五周年，与我1978年参加高考相比，录取率真的是天壤之别。
那时因为“文革”废除高考，积压了十年的高、初中各届学生一起在那二三年里涌向了考场。
高考真的成了一座拥挤不堪的“独木桥”。
而百里挑一或是千里挑一跳进北大“龙门”的态势更是今非昔比。
    另一方面，随着国内大学文凭含金量不断被稀释，有越来越多的入放弃高考，转而出国留学。
近年来，中国出国留学人数保持百分之二十以上的高速增长，2012年将超四十三万人。
    熊氏家族子弟有多少人参加今年的高考，或是出国留学，已经无法统计。
但是在求学方面，家族子弟总是不断传来一个又一个好消息。
留学生、硕士生、博士生越来越多了。
有成就的人才也越来越多了，据不完全统计近十年硕士生就有四十一名。
    家族先人对后裔子弟是充满期待的。
这一点从姓名的字辈排列可以看到。
按照可以追溯到的家族字辈排列：“中、和、位、育，正、大、光、华，道、德、仁、义。
”四个字就是四代入，四代同堂是一种福气。
每四个字可以组成一个词，所以笔者用逗号分开，这它们都体现了家族的文化底蕴，体现了家族的“
精、气、神”。
    据说在抗日战争胜利之后，家族先入希望乱世结束、天下太平，为后辈子孙又拟定了四个字：“修
、齐、治、平”。
也就是《礼记·大学》中所说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看来家族的先人心存高远，有治国平天下之志，而欲达此志的前提是“修身”，所谓“修身”就是
接受教育。
族人经过协商，又再往后拟定了十六个字：“诗、书、长、存．月、池、生、辉，坊、支、同、发，
兴、盛、永、昌。
”从这十六个字来看，先人对后裔的繁荣昌盛是极有希冀的。
    但是，传统意义上的家族正在渐渐地消融，而字辈名称则正在逐步消亡。
起码从我们这一代开始，已经有些“离经叛道”了。
“光”字辈之后，按顺序应该是“华”字辈，但子女真正取“华”字的少而又少，“道、德、仁、义
”就更加凤毛麟角了。
    但字辈名称不会影响后人对前辈血脉的传承，包括文化教育血脉的传承。
本书因种种原故对“光”字辈以后的年轻一代熊氏后裔反映得比较少。
如果再续写熊氏家族后人的故事，一定会有更多更精彩的篇章。
    对于熊氏家族而言，这部书有很大的缺陷，那就是内容并不是反映整个家族的全貌，而是侧重于反
映家族教书育人的一面，所以绝大部分写的是与教育有关的人和事。
这是作者根据社会的需要、读者的需要而做出的选择。
作者并不是着眼于为家族树碑立传．而是为社会、为民族、为教育与知识分子命运提供一种特殊视角
的观照。
这当然就难免会有遗珠之憾。
现在熊家一些突出的人物，比如担任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党组书记、总经理的熊维平，担任北京市
政协副主席的熊大新，等等，本书都没有写到。
    在一定程度上，这部书所记录的只是一个家族前人的背影，而且是一个不完整的背影。
受采访条件等诸多因素的限制，还有很多很多杰出人物没有写到。
比如：    熊正琥(1898—1982)，解放初期即为国家级专家、一级工程师，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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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右派”帽子还在担任江西省公路局总工程师，指挥庐山登山公路的建设，1959年公路在中央庐山
会议前竣工，他也随即摘掉了“右派”帽子。
    熊正论(1902—1991)，1925年去美国留学八年，先后获得文学学士、财经学士、金融学硕士学位。
1935年回国后在上海交通大学等学院任教授。
解放前后在教育界服务了长达五十五年之久，并连续担任多届重庆市政协委员、常委。
    熊正□(1909—1991)，1934年东渡日本进入东京帝国大学医学部研修，三年后日本发动侵华战争，毅
然中断学习回国，曾受聘为江西医学专科学校教授、主任。
1954年筹建南昌传染病防治医院，他担任副院长、院长。
熊正□老人晚年为熊氏家族资料的收集整理做了大量工作，耗费了许多心血，曾经一个一个地邮寄信
函询问情况，编出了最早一本熊氏三大房源流家谱，为保存家族珍贵史料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大”字辈的还有很多人才，比如：留美农艺学硕士、北京农业大学教授、著名昆虫学家熊大
仕(1900年生．八十年代中期去世)，熊氏家族“三大才女”之一、著名儿科医生、农工民主党湖南省
委第一、二届副主任委员熊婉乐(1921—1999)，留美工商管理硕士，长期从事国际金融业务、对中国
银行海外资产的清理、建设管理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的专家熊大纯；还有熊育锡老人的长孙、服务
江西水利工程近六十年的江西省水利建设公司总工程师、水电工程局总工程师熊大开(1916—2004)⋯
⋯等等。
他们都有很多精彩的故事．本书未能一一讲述，请亲友们鉴谅。
    本书得以顺利采访、写作，并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要特别感谢一些人。
    首先要感谢北京北电影视培训中心的赵连城院长，他作为制片人将“心远”学校创办人熊育□先生
的艺术形象搬上了电视荧屏。
在一定程度上，是《心远》电视剧的拍摄带动了本书的创作，在这里谨表示衷心的谢意。
    特别感谢熊氏家族的热心人熊大阅先生、熊光建先生，两位都是八十多岁的老人，多年以来不遗余
力地收集整理熊氏家族的资料，主编了((南昌月池熊氏教授村志》一书。
这本书是我撰写这部长篇纪实文学的重要依据。
熊大阅先生是熊育锡老人的嫡孙，为恢复熊育锡的历史真面目付出了大量心血和才智。
这两人都是熊氏家族的活档案，在我写作过程给予了许多指教和帮助。
而且还为本书亲自撰写文章，实在是难能可贵。
    感谢我采访过的所有熊家人，包括熊光楷上将，他将自己的一些著作签名赠送给我，并介绍了许多
藏书忆人的趣事，使我受益匪浅。
因为他们提供了大量的素材，使得这部书能够写得真切、生动、感人、可读．从而能够得到读者的认
可。
其中一些人正在安度晚年，他们所提供的资料弥足珍贵，笔者祈愿他们健康长寿。
    还要感谢《江西教育期刊》社的薛农基先生，早在1991年，他还在江西省教育科学研究所工作的时
候，就发现并挖掘了熊育锡先生及熊氏家族的素材，编著了《熊育锡与月池熊氏——从家族到社会》
一书。
他从一个教育科学工作者的角度，做了当时熊家人想做而又不好做的工作。
这本书第一次使熊育锡老人从“地下”走上了社会。
此书也是我写作时的重要参考。
    由于时间仓促，加上本人水平有限，本书的粗疏错误之处也在所难免，敬请读者朋友批评指正。
    熊光炯    2012年6月18日于广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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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心远”一词源于熊氏先贤熊禧祖创立的“心远堂”。
这个词是意味深长的。
教育就是立足当下，着眼于未来的。
只有心存高远的人，未来的路才会走得很远。
《心远:一个教育世家的百年沧桑》与其说是写熊氏家族，不如说是通过家族来折射我们的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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