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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43/2021_2022__E5_87_A4_E

5_87_B0_E7_8E_8B_E4_c34_43764.htm 熊希龄，民国第一任总

理，号秉三，晚署双清居士，凤凰县镇竿镇(今沦江镇)人，

人称熊凤凰。清同治九年(1870)生。幼时勤奋好学，五岁时读

一本《三字经》，只三四天即能背诵。 光绪十四年(1888)，

希龄进沅水校经堂读书。一次，老师以“栽数盆花，探春秋

消息”为上联，令诸生答对，希龄稍一思索，即对以“凿一

池水，窥天地盈虚。”由于学业成绩优异，深受沉州知府朱

其懿器重，并保送至长沙湘水校经学堂肄读。光绪十七年应

乡试，中举人，次年中贡士，被称为“湖南神童”。光绪二

十年，中进士，授庶吉士。中日甲午战争后，清朝廷与日本

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熊希龄多次上书反对，因此

触怒慈禧太后，被革职回到湖南。 光绪二十三年，在长沙任

时务学堂总理，提倡科学，注重时务。同时与谭嗣同、梁启

超、唐才常等组织南学会，创办《湘报》，积极开展变法维

新运动，因此受到顽固派的攻击。光绪二十四年，戊戌变法

失败，清廷搜捕维新党人，时务学堂及《湘报》被迫停办，

熊希龄亦受到“革职水不叙用，交地方官严加管束”的惩处

。从此便匿迹衡阳、沅州(芷江)，闭门读书。其时适逢唐才

常在汉口发动自立会起义失败，凡湘西参加起义的人走避到

沅州的，熊希龄都秘密给予资助。后党禁日渐松弛，管束解

除，希龄赴日本考察教育。 光绪二十九年，他应常德知府朱

其懿之聘，主办常德师范讲习所、常德西路师范和常德中学

。光绪三十一年，随端方等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任参赞。



次年回国，仍返湖南办学，并在酸陵办瓷业学堂。宣统元

年(1909)，任东三省财政监理官，次年任奉天盐运使。辛亥革

命后，拥戴共和，先后参加统一党、共和党，为进步党的负

责人之一，曾致电袁世凯，促其转变政治态度。袁世凯任大

总统后，熊希龄历任财政总长、热河都统。 民国2年(1913)，

任国务总理。民国3年2月，熊希龄辞职，3月，又被袁世凯委

为参政院参政全国石油矿督办。 民国6年(1917)夏秋，京律一

带水灾严重，熊希龄负责督办水灾河工善后事宜，并主持募

捐，救济灾民，倡议在北京设立慈幼局。民国7年，香山静宜

园改为慈幼院，收养、教育受灾的流浪贫苦儿童。熊希龄掌

管一切院务，长达20年之久。他还从事各种社会公益事业，

担任中华教育改进社董事长及民办红十字会中华总会会长等

职。 民国26年(1937)，抗日战争爆发后，熊由北平到上海，

负责战地救护工作。上海沦陷后，欲取道香港返内地，12月5

日病世于香港。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

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