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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我宁夏

岁序千秋

富民兴邦

世纪潮头

国运昌隆重教育

后发争先催桃李

朔方名校百年路

弄潮塞上围新机

为人师者

书

亦德亦才 教泽永铭

为国材者

当立当强 求是笃行

莘莘学子

昔日熠熠因名校

巍巍簧舍

他年煌煌树栋梁

序

记

李东东

岁月不驻，书香千古。欣逢宁夏银川一中百年华诞，立此书雕以记盛事，
以励后人。是为记。李东东于甲申仲秋题。

公元二00四年九月

(作者系中共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常委、宣传部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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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漫百年4

育英才千峰竞秀 建名校百姓景仰

蔡国英

《漫漫百年路》是宁夏银川一中百年历程的写照，作为校庆的

一份厚礼，我为她的出版感到由衷的高兴。

宁夏银川一中始名宁夏府中学堂，创立于晚清光绪年间，是宁

夏最早的新式中学。斯枝乐教善化，陶钧;熔裁，百年积淀，厚重蓬

勃。莘莘学子，倾心向往，萤声四海，遥远闻名。宁夏设置高等院校

之前，誉为"宁夏最高学府"。百年风雨，几番珉橱，铸就伟业煌煌。

为宁夏人才培养和社会进步，贡献卓越。

传承香火，墨香久远，办学渊源深厚。宁夏府中学堂是在皇清

银川书院的基础上建立的，继承了宁夏历史悠久的书院教育传统。

文脉悠悠，薪火相传。公元， 1906 年，赵维熙、吴复安等名儒先贤，鼎

力文化拓荒。书院脱胎，文庙换骨，创办宁夏府中学堂，开宁夏近现

代教育先河，斯于今已一百年矣。如果以兴办的皇清银川书院为起

点，宁夏银川一中已近二百六十余年。

名人菩萃，辱和、学养，兴教名师为本。宁夏银川一中校长灿若

星辰，名师洋洋气象。元门户之见，有学术之争。立德、与立言兼容，

经师与人师并重。民国初年有前清拔贡举人，20 年代有京津沪名

校杰俊;有人留学归国，德勘学高;有人人格超拔，辱和、学养;有人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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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如子，功力深厚;有人教育报国，乡梓情长;有人承前贤业绩，有人

启后世绝响;有人有奇节，有人有壮行。若问平生何凤愿?清白粉

笔写春秋。可谓远近播名，有口皆碑，桃李天下，学众敬仰。

教书育人，桃李芬芳，学子成就斐然。宁夏银川一中讲堂穆穆，

桃李成蹊。学子寒窗攻读，五鼓鸡鸣，焚膏继罄。入则中规中矩，出

则有行有止。毕业生遍布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科技、教育、医疗、

新闻各行各业。有政坛要人，有官史封疆;有学界贤究，有万马帅

将。或引领学术潮流，力促中西合壁;或传承科学文明，灿若北斗

问亮。

开启民智，改良民风，引领先进文化。宁夏银川一中吐故纳新，

敢为人先，引领当地先进文化潮流。宁夏最早的理化实验室，最早

的图书馆，最早的运动会，最早的白话文教学，最早的罗马字音推

广，都发生在这个校园。宁夏最早打篮球、骑自行车、穿西服的人，

都曾生活在这个校园。可谓开启当地民智，改良民风民俗，文明教

化之先驱。

教育报国，赤胆忠心，革命贡献卓越。 19 世纪末鸦片战争后，

列强伺机入侵，军间自雄恃强，国家和、弱，民族危亡，受新文化影响

的宁夏银川一中热血青年组织学潮反抗列强;"九·一八"事变，宁

夏银川一中师生策划起义，成立西北闻名遐边的抗日宣传队，不畏

千里流亡矢志救国;宁夏解放前夕，宁夏银川一中师生成立"青年联

谊会"，促进和谈，迎接银川和平解放。著名共产党人刘伯坚、刘志

丹、李 I降铭、崔景岳等，都曾为一中进步学子引航，形成追求正义、精

忠报国的爱国传统'; 1949 年新中国建立，宁夏银川一中喜获新生，

党和国家领导人、自治区历届领导多次视察，社会各界鼎力支持，高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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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 漫漫百年路

歌阔步，快速发展;素质教育全面实施，教育创新成效显著，办学特

色日渐鲜明，教育教学质量不断提高，各类人才不断涌现，新中国宁

夏银川一中累计培养初高中毕业生三万余名。

一燕飞而知春将至，载殊誉思任重道远。读《漫漫百年路》仰

敬之情油然而生，并祝愿宁夏银川一中追求卓越，再创辉煌。是

为序!

2伽年 8 月于银川

(作者系中共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教育工委书记、教育厅党组书记、厅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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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宁

没落王朝求变法

第一章 宁夏府中学堂

• 

府中学堂

衰败试院建学堂

(1906 1911 年}

巍巍贺兰山下，滔滔黄河之滨，漫漫丝路旁侧，美丽朔方，塞上

江南，名城银川之南，屹立着百年名校一一宁夏银) 11一中(宁夏回民

高级中学)。它是宁夏最早的新式学校之一，诞生于清末光绪年l词。

宁夏历史悠久，源远流长。银川东部的"水洞沟遗址"表明，早

在三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这里就有人类繁衍。秦汉募民移边，兴

修水利，屯田垦荒，"人民炽盛，牛马布野"。北周时传入水稻栽培，

中直桑养蚕，"塞上江南"自此史上有名。大唐贞观，有"天下劲兵在

朔方"之说 z安史之乱，太子李亨在宁夏灵武登基称帘。西夏崛起，

与辽宋对峙，称雄西北。元灭西夏后，设宁夏路。明朝设宁夏E。

清代设宁夏府。民国初年宁夏改为朔方道。 1929 年成立宁夏省。

1954 年宁夏省撤销，南北两部分别并入甘肃和内蒙。 1958 年成立

了宁夏回族自治区。宁夏从先秦有文记载到现在已有 3∞0 多年的

历史。唐代诗人韦瞻在诗中曾这样赞誉宁夏:"贺兰山下果园成，塞

北江南旧有名"。宁夏川这块回汉各族人民共同生息的沃土，是哺

育宁夏银川一中成长的摇篮。

一、历代书院教育

自秦汉断续直至民国，银川都是戍边重镇。银川附近的吴忠、

李f盔、叶盛等地名，都是以军队将领的名字命名的。银川文化属于

军垦屯田文化。由于银川附近的黄河自流灌溉农业相对发达，经济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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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漫百年路

富庶，社会繁荣，王公贵族及富商地主的子弟一般都有文化或者科

举功名的要求。所以，历来文脉绵延，书院兴盛。

据史志记载，明代银川有养正书院，由巡抚吴铠于 1527 年建

造。嘉靖年间巡抚王崇古将其移到魁星楼西，更名为撰文拈院。嘉

靖四十五年户部郎中蔡国熙在后卫城建造"朔方书院"。

清代宁夏府及所属各县几乎都有书院。如宁夏府的皇清银川

书院，中卫的应理书院，平罗的又新书院，灵武的奎文书院，金积的

钟灵书院，盐池的买文书院，镇戎(今同心)的矗山书院等。这些书

院，尽管规模不大，时断时续，但在封建时代，都曾经对宁夏的教育

发展和学术研究起过一定作用。

乾隆十八年(1753 年) ，宁夏知府赵本植沿袭朔方书院香火，在

光华门内街的西边修建了皇清银川书院。在乾隆二十三年(1758

年) ，又经继任知府顾光旭扩建，使银川书院具备了一定规模。书院

的山长(书院行政和领导人，也是主讲人)都是一些老举人、老监生，

书院的监院(类似于现在教育督导机构官员)由当地学官兼任。书

院本是讲学读书、学术研究、思想交流的场所，明清已经完全演变为

科举考试的专用工具。银川书院的学生，没有进学的童生没有人学

资格，只有那些熟习制艺(八股)并通过府县考试按照名额录取的举

员生监方能入学，时入谓之附生，俗称秀才。学子入学后，多要经过

刻苦学习，通过三年一次的岁考，取得廉膳生或者增广生资格。成

为原膳生或者增广生就具有了参加乡试取得举人的资格。

书院教学受山长领导，受监院监督。由于时代的局限，银川书

院的教学内容与科举考试紧密相连，是典型的科举应试。课程内容

主要是习读四书五经，习写八股文，习诵试帖诗。书院有较为完备

的管理制度，如《五教》、《三要》、《十戒》等，也有专门管理学生的

《学生戒规》。还有考试制度，即宫课和堂课。所谓官课，由府县主

课 s所谓堂课，由山长主课。 i果考的前几名俱有奖赏(类似现在的奖'

学金)。推举课考前茅者，担任斋长(类似现在的学生干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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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宁夏府中学堂

书院对生员在经济上有所补贴，对优等生予以奖励:"宫课堂课

各三次。住院童生额六名，月各给膏次银六钱。阅二年改为每月官

课堂课各二次。宫i果生员取超等四名，第-给银一两五钱，余各给

一两。特等六名，各给t钱。生童上取四名，第一给银八钱，余各给

六钱;中取八名，前四名各给四钱，后四名各给二钱。学堂课生童各

取五名:生第一名六钱，余四钱;童第一名六钱，余两钱。"

当时的书院，不足之处显而易见。一是教学内容刻板僵化，多

为纲常礼教掉牙之谈;二是教学组织较为随意，学生有入学先后之

分，有水平高低之别，但没有统一的内容，没有统一的进度，没有班

级班次，没有学年学期。三是教怯单一机械，多为背诵和抄写:四是

生源局限较大，多为豪门士绅子弟，而与阁左寒门几乎无缘。

当然，我们无法苛责古人。银川书院，毕竟使教师执经有堂，使

生员修业有舍。平时聚会讲学，诵诗习典，i井经论史，书声瑕琅，盛

况空前，为宁夏造就了大批杰出人物和卓识之才。宁夏人民出版社

出版的《宁夏古诗选注》中，录有!硕光旭的《银川书院诗》一首:"天

临秋塞f可声落，城绕虚堂树色侵。为对银川恩赐麓，欲从西夏续东

林。可无大雅扶轮手，共从名山敬业心。作者何人今未晚，吾侨当

为惜分阴。"由诗可见，当时银川书院办学的盛况。书院钟灵毓秀，

环境清和，静逸儒雅，人文蔚起，科第联翩，素为诗书弦诵之妙地，实

乃士子求学之佳境。

清朝晚期，皇清银川书院在连续的兵火中日渐衰落，规模渐小，

人数渐少。书院平时几乎没有学生，也不是每天开课，每隔数日开

讲一次。同治二年，银川皇清书院焚毁于战火。同治十年，知府李

藻又移地在文庙偏西的地方重新建造，把该书院改为试院。

如果以 1527 年的嘉靖年间的养正书院为起点，宁夏银川 1-中

已有 5∞多年的历史了。

二、艰苦刨业办新学

"辛丑条约"签订以后，清朝统治危在旦夕。为了挽救这只将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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