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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春，伴随我们理想走过

　　

历 史以豪迈的步伐跨进了２０１０年，复旦大学附属中学（简称“复

旦附中”）将在这年的秋季迎来她的六十周年华诞。这既是上

海教育界的一件盛事，也是现在和曾经参与以及经历过这所学校教

育的所有教职员工和学生们的共同期盼！６０年一轮甲子。回顾复

旦附中的发展历程，可以说是新中国基础教育发展的缩影。她是几

代复旦附中人饱蘸生命激情，用青春热血铺就与浓墨重彩写成的，富

集了这所学校的教育思想、教育文化、教育特色、教育管理以及贯穿

于整个育人过程中的教育追求！

６０年前，复旦附中从新中国的黎明中走来，战争的硝烟刚刚散

去，百废待兴。为适应国家社会主义建设培养人才的需要，她的前身

华东人民革命大学附设工农速成中学在沪成立（不久迁至江苏）。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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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华东地区解放后政府创办的第一批公立学校之一，也亦标志着中

国新型基础教育体制的发端。回想当年，学校创办者们南征北战，一

身征尘，为了祖国富强和人民福祉，脱下军装，在江苏苏州城内一座

破旧的古寺内白手起家，因陋就简创办教育，招收了第一批优秀年轻

的解放军指战员和地方干部来校学习，其艰辛程度可想而知。办学

初期，正是凭借这批新中国教育先行者们的政治远见和革命乐观，学

校广纳师资，因材施教，在素以人文荟萃的江南地区获得了成功，不

仅为当时的国家建设培养和输送了众多有理想、有知识的建设人才

和管理骨干，也为学校后来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工作基础。其后学

校转迁到沪，欣逢国家社会主义建设高潮和教育大发展时期，在至

１９６６年的１０多年间，学校经历了由华东人民革命大学附属工农速成

中学、复旦大学附设工农速成中学、劳动中学、复旦大学工农预科到

复旦大学附属中学的历史变迁，这也是附中的教育从教育对象、教育

内容、教育方法发生质的变化以及体制转型的重要阶段。这一时期，

学校主动适应上海社会发展的需要，努力遵循基础教育发展的规律，

在借鉴前苏联教育发展经验的基础上，积极探索城市基础教育发展

的有效模式，取得了显著成绩。２０世纪６０年代中期，学校高考录取

率已达到９６％，即便是十年“文革”期间，中国教育处于黯淡的冬季，

复旦附中同遭厄运，但基于良好的工作传统和广大师生的尽力抵制，

学校教育教学工作仍还是在艰难中前行，得到社会的公认。１９７８年

国家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代，学校迎来了教育发展的第二个春天。

在其后３２年的发展历程中，学校坚持“正德培生、精育英才”的办学

宗旨，秉承复旦大学丰厚的人文思想与学术底蕴，积极探索素质教育

的办学模式，活化教育内容、优化教育管理，将学校办成了沪上有影

响力的实验性示范性高中。尤其是学校以教风学风严谨踏实、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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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基础宽厚的特色赢得了社会赞誉，获得了名校的声望。

一所名校是一尊雍容的华表，它矗立于时代的天空，感知社会的

风云变幻，记载着我们教育的昨天、今天和明天！

一所名校是一艘固实的航船，它承载众多学子在浩瀚的知识海

洋中寻觅、探索、升华，洋溢着博大的精神伟力！

一所名校又是一部丰厚的典藏，每一位校友都是它熟悉的主人

公展现其中，上演着一幕幕青春年代的精彩话剧！

６０年来，复旦附中始终保持着昂扬、奋发与独立，是众多阳光少

年向往求学的地方，也是距离大学最近而又最像大学的中学，曾先后

有五十七届近３万名莘莘学子走进这座学校，在这里度过了充实、忙

碌而欢快的学习时光。当年的他们尽管看似一身稚气，但内心恰充

满着朝气和锐气。他们求知若渴、勤奋好学，积极思考、勇于探索，在

学校多元文化熏陶和素质教育的精心打造下，在知识积累与人格塑

造的过程中，自然地实现了由少年向青年的完美过渡。他们坚毅、勇

敢，真诚、团结，在老师们的悉心培育和指导下，探求真理、关爱社会、

追求崇高，厚积而薄发，在成长中体验生活、认知社会、增强能力，成

了真正意义上的“学习的主人、学校的主人、社会的主人和时代的主

人”。青春，始终伴随着学生理想而走过。事实表明，复旦附中每一

步发展都是与她严格尽责地培养每一位学生，并给他带来希望，引导

他正确学习、生活以及日后事业走向成功联系在一起的。母校是深

沉的海、静谧的湖，静水深流，我们今天已毕业的校友们回想当年作

为学生的他们，一直感悟着她的博雅、凝重和宽广！老师是燃烧的

烛、五彩的云，秉烛长天，也使我们今天在校的校友们无限感激幸福

生活的馈赠，是敬爱的老师们给学子们带来了知识的阳光，正确地指

引着学子们今后人生的旅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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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十，金色的回忆》是我们复旦附中为迎接建校六十周年校庆

而策划，约请６０位历届校友代表所撰写的回忆当年母校以及在校学

习生活经历的纪念文集，旨在以纪实的形式反映学校各个发展时期

教书育人的真实。作者们饱含深情，以广阔的视角、生动的笔触，全

景式记述了他们在校阶段“学、思、行”的丰富生活；讲述了他们所经

历的和发生在他们身边的难忘故事，并感怀深含其中的母校情缘、校

友情意、师生情谊。不少校友感念母校培育，还侧重叙说了他们从附

中这里出发，步入大学，迈向社会，走向事业成功的平凡人生。所有

的回忆真切流畅、栩栩如生，揭示了母校蓬勃的生机和深厚的魅力。

可以说，这部书既是活版的校史珍品，传递着青春的光明、温暖与友

谊；也是珍贵的精神佳作，随着时光流逝会愈加鲜亮，其中所体现的

思想价值和文化价值也将是永恒的！

“晨星破晓映天日，江海苍茫一叶舟。”亲爱的校友们，祖国的强

盛如洪波涌起、春潮澎湃，中国教育发展又将迎来新的十年。复旦附

中将以世界的眼光展望未来，静聆社会的回声，永远追随时代，充当

改革的前驱，继续向历史和后人讲述着她生动的故事！

复旦大学附属中学党委书记　　

２０１０年７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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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早的速中回忆

作者简介：
谢瑾文，５３届毕业生。曾任南通纺织职业

技术学院副教授，教研组主任，现退休。

从１９５０年秋到１９５３年夏，是我们一生中一段最难忘的学习经

历。在这短短的三年时间，我们从当时仅接近高小文化水平

的工农干部成为具有高中文化水平的合格毕业生，实在是难以想象

的。但是在党的领导和学校全体师生员工努力下，最终成了现实。

即在１９５３年夏培养出了第一批合格的高中毕业生并参加了全国统

一考试。值此庆祝建校六十周年之际，我们又回忆起当年的学习

生活。

开 学 典 礼

１９５０年８月３０日的这天，在上海宝山路６８０号的一座挂着“华

东革命大学附设工农速成中学”校牌的礼堂内，端坐着２００多名来自

华东地区直属单位选送并经初试合格的工农学员。大家怀着前来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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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一个政治使命的心情，听着台上肖松甫校长的讲话。记得肖校长

严肃地向学员提出，“你们要在这里用三年的时间完成初、高中的学

习任务，为今后的进一步跨入大学深造打好基础，当今国家需要大批

专业建设人才，你们肩上的担子是很重的，为了完成这一使命，你们

在学习过程中一定要做到：虚心、专心、耐心、恒心和决心……”最后

肖校长还语重心长地提醒大家，希望在紧张的学习期间，为了不分散

精力，最好不要谈恋爱。台下鸦雀无声。

学习中天天往前走

我们的老师为了教我们这一批文化基础高低不一、又要在如此

短的时间里完成中学各门课程的学生，他们编制了切合实际的教学

计划，在选用一套苏联十年制中小学教材为基础上，又自编了许多讲

义，尽力做到少而精的教学目的。

除了正规上课外，老师花在课外辅导的时间特别多。每天晚自

修，各门课的老师分别与同学一起消化白天的课程，还督促同学把作

业完成，以不影响第二天的教学进度，使同学们受益匪浅。

同学之间也能做到相互帮助，当时的团结精神特别显著。每

一次，在测验中有哪几位同学不及格或成绩不达到应有水平，大

家都着急，便在一起帮助探讨、分析原因。两位班长更起到引领

作用，同学和老师都很明确自己肩负使命，不进则退，一定要做到

天天往前走一步才能取得胜利。同学之间不仅一起紧张地学习，

而且愉快地生活在一起，我们的饭厅是在苏州名胜北寺塔的大殿

里，虽不明亮却也宽敞，饭后是我们谈笑风生的时刻，也是最轻松

的一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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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趣的文体活动

在学生会的倡导下，学校有篮球队，水平还不低，除了校内班级

之间比赛，还曾与校外单位的球队开展友谊比赛；数学老师徐继文是

乒乓队的积极分子。还有一个话剧组，同学自编自导自演，很受欢

迎，起初舞台灯光照明比较差，后来我们班几个男同学自制了一套灯

光照明土设备，效果不错，提高了演出水平。有一次晚会上，黄世晔

老师客串了京剧《打渔杀家》的片段演出，赢得大家的热烈掌声，师生

一起同乐。最后我们５３届的同学怀着感恩的心，感谢党的培养、老

师们的精诚教学，使我们从政治上翻身又到文化上翻身，而我们也没

辜负所受的使命，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做了些微薄的贡献。

高 考 满 堂 红

临近高考的一段时间是非常紧张的，同学们白天、晚上都在教

室、宿舍、庭院中复习功课，很多同学晚上熄灯后还在路灯下复习到

深夜。有结对帮助、有互助小组，老师定点在一处，随时可以得到

辅导。

终于到了发榜的这一天，大家一早就等待当天的报纸到来。当

时学校领导、老师和同学们都很紧张，这是检验我们教与学是否达到

高中水平的时刻。老师和同学轮着从一大张登载各高等院校录取新

生名单中找寻速中首届５７名参加高考的学生名字。找了一会儿找

到５６名，只有一名女同学的名字找不到，大家心情很复杂，突然一个

同学喊叫起来：“找到了！找到了！在南京药学院。”此时，只见在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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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那位女同学已激动得直掉眼泪，大家的期望终于实现了。在首批

的５７名同学中，被录取到清华１０名、交大７名、北大２名，其余被天

津大学、江苏师院、财经学院、南京航校等录取。在进入大学的第一

学期，又有４名同学被选送国外深造，其中２名到苏联，１名到东德，１

名到阿尔巴尼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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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母校（诗词一组）

作者简介：
李春琪，５７届毕业生。湘潭市天马机电制

造有限公司董事长。

绝　　句

一

培桃育李夕阳红，报国业成三寸功。

囊里无银君莫笑，独留清誉在夤宫。

二

博学多才人共仰，青灯阅卷苦含辛。

名人史册从头数，品学如师有几人。

江　城　子

良师风范梦魂牵，月笼帘，夜无眠。回忆当年，无地吐衷言。难



六十，金色的回忆／８　　　　

忘当年携手处，同把盏，意绵绵。

挥鞭执教复年年，似甘泉，润心田。授业传薪，严谨又慈颜。桃

李芬芳扬四海，铭史册，仰前贤。

我 的 母 校

复旦速中　我的母校

您是我的荣耀

您是我的知识摇篮

您是我一生中难忘的峥嵘岁月

复旦速中　我的母校

老师的崇高品德教我立志做人

老师的渊博知识孕育了我人生

我在这里成长

您的培育　我的努力

我在这里看到未来

复旦速中　我的母校

回忆师生员工的身影

活泼矫健难忘

回忆师生员工的精神

充满生机坚强

复旦速中　我的母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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