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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沃申警校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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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糊气地、进行曲速度)

陈照字词
刘仁义曲

(出 15 --5 5.2 15 --1 2 34IW 旦Uj DI泣旦旦日) 1 
5 . 6 辽f 11~5 -11 主刽 5 一|ι0 1212 :35 1 
大树 参天百花吐 艳，阳光照 在

大厦 高楼红旗招展，春风吹 遍

5 二 5 32 1 12 一|旦豆豆31lu653s 11 三 巳 1 3 一-1
我们的校 园。 栋梁材一排排巍然屹立，巍然

我们的校 园。 花丛中一代代 英才云起， 英才 Z 起，

36 门 12 豆豆 155 豆三主 11 一-1~u6 011 .~u6 01 
育桃李 满天下 燕歌莺 畴。 多少好青年，为了理想

歌声里 扬起了 理想的风 帆。 多少好青年，义气风发，

1 5 1三岳王20 b 65312山 15豆豆2 11 一|
孜孜不 倦， 学习为了民族的明天，民族的明 天。

恐后争 先， 学习为了祖国的明天，祖国的明 夭。

ιi iUO 1 主 3 i U 0 1; f ~ 6 1; 5 ~ 6 1 巴巴马旦 12 主 551
11求实 、 严谨、 团结、 奋进。 求实、严谨 、团结、奋进。 永不忘炎黄子孙重任在肩，

.1L1 3 一|马 3 一|与 3--1 1 .1 2 --1 要让那革命火炬代代相传，
啦啦啦， 啦啦啦， 啦啦啦， 啦啦啦，

---1 一 2
2.1 56 11 一:11 iτ-=Ti 000 I 
重任在 肩 。

代代相 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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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凡

一、本史编写坚持马列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

观点，力求做到思想性、科学性和资料性的统一。

二、本史记事详今略古，上限溯至公元 1657 年(清顺治 14 年)下

限述至公元 2003 年 9 月。

三、本史采用公元纪年，不同历史时期括弧注明朝代。

四、本史用现代汉语书面语言记述，采用述、记、传、录、表、照、图

等形式，以史为主。

五、本史传、录、表所收入人物为曾在我校工作过的教职员工和

毕业生中具备下列条件之一者:

1、具有副高级以上职称的各类专业技术人员 O

2、本地具有实职的正科级、外地副处级以上行政职务的国家干

部。

3、荣获市级以上各种荣誉称号者。

4、在各个领域中做出突出贡献者。

5、"人物传略"领导篇中人物只限于主持过学校全面工作的领

导。

六、本史资料源于明、清曲沃县志;由沃中学 20 年校史简编; 50 

年校史 55 年校史资料汇编;学校会议记录以及查阅档案、采访口

碑。对人或事无从考证者不予记述。

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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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二多

谈及编写校史，由沃中学当属晋南之最。一九六四年刘向甫校长

在任时，就主持编写了曲沃中学"校史简编"开了全区编写校史的先

河。这在当时影响很大，它不但为后来的校史编篡积累了经验，尤为

重要的是对一代又一代曲中人，以史为鉴，继往开来，发挥优势，与时

俱进，推动学校不断发展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O

一九九兰年，我校曾举行了建校五十周年庆祝活动，并编写了五

十年校史。今天，我们又迎来了她六十周年的华诞。

我们赶上了好时代，好机遇。十年来，尤其跨入新世纪的三年来，

学校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与十年前相比，占地总面积由 94000 平方

米增至 120000 平方米;建筑面积由 17000 平方米增至 25000 平方米;

招生由 6 轨扩至 18 轨;教学班由 20 个增至 48 个;招生人数由 300 人

扩至 980 人;在校学生人数由 953 人扩至 2515 人;高考成绩本科达线

人数由 65 人增至 260 人;录取人数由 166 人增至 620 人。

这次重修校史，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

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观

点，以编年体和叙事本末体相结合的写作方法，实事求是地记述了曲

沃中学在六十年发展过程中的成败得失，用较为丰富翔实的资料深

刻反映了这一历史时期各个阶段曲沃中学对国家的贡献和在社会上

产生的影响，并揭示了这一发展过程中的必然性和曲折性。再次用不

争的事实证明: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不断改革，人类才能



被

史

进步、社会才能发展。

值此新校史成书之际，首先要感谢校史编审委员会的先生们。他

们大多是七十多岁的老人，其中王伯诚先生己是米寿高龄。这些曲沃

中学的老校友，各条战线上的老领导，怀着对母校的"反哺"之情及对

失去岁月的深深眷恋不但倾囊传授写史经验，还对校史初稿逐字逐

句地进行勘误。尤其是文振强先生，为了把原来校史中遗漏的解放前

后由中部分学子的名录重载史册，不辞劳苦、不计名利、全身心地投

入到茫茫人海中寻觅、寻觅、再寻觅，终于在校史刊印之前找回了九

个班次计 320 余名校友的名册。对于一个古稀老人来说，难度之大、

强度之高，非常人所能想象。这种对工作 A丝不苟、认真负责的态度，

令人敬佩之至。

这次重修校史，学校非常重视，三月份就召开专门会议，做了具

体安排和要求。编写组的同志们更是信心百倍，废寝忘食，加班加点，

风雨元阻。几个月来，他们不辞艰辛四处调查收集资料，反复核对查

证史实，力求做到准确无误。从"校史稿"至IJ"大事记"从"人物传略"

到"毕业生名录"反复梳理，岂至"九朽一罢"。值此成书之际，谨对他

们的敬业精神表示感谢O

曲沃中学自创建至今，经过了六十年的风雨历程，六十年坎坷，

六十年艰辛，然而她却从未停止过前进的脚步。她在曲折中披荆斩

棘，一路走过来;她在改革中乘风破浪，不断发展壮大;她也必将在

"兰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指导下，在党的教育方针的正确指引下，以昂

扬的时代精神和坚持不懈的努力，挺胸阔步走向更加灿烂的明天。

二 CX) 三年九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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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 Ull沃中学校战史

山西省曲沃中学校，创建于一九四三年，其前身可以追溯到清}I民

治年间兵部尚书贾汉复创办的"乐育群才堂"又称"络山书院"曾名 | 

噪--> 6t ，享誉三晋，距今已有三百四十六年的历史。 I 糠

名士会聚 乐育英才

(1657-1906) 

一六五七年(清顺治十四年)，兵部尚书贾汉复"溥恩施贫，嘉惠

以学校，意在培养人才"为发展家乡教育事业，捐资出地于曲沃城内

(现曲沃宾馆西侧)创建了"乐育群才堂"并延请名儒卫高执教其间。

因卫iR=别号"绎山"故人们又称"乐育群才堂"为"络山书院"。

A七四七年(清乾隆十二年)，因贾汉复是由沃安古村人，安吉村

古名"乐吕堡"为彰显其捐资办学之功德，知县郑志鲸遂将"乐育群

才堂"更名为"乐吕书舍"。

一七五五年(清乾隆二十年)，知县张坊取〈左传〉誉晋人"其民从

教"之意，将"乐吕书舍"更名为"从教书院"。

」八四 0 年(清道光二十年)，知县张兆衡亲为"从教书院"制定章

程，并聘任高显人、解元出身的韩子秦为山长，继由举人刘子秀、仇汝

嘉接任。

一八四二年(清道光二十二年)，知县张兆衡聘请廉洁能干的乡

绅为主持，在"县泊尔南隅"即现由沃中学校内创建考院，并将"乔山

书院"移建于此。

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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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八五四年(清咸丰四年)， "从教书|饨"迁毛考|比尔例1)( 现曲沃中

学校内) 0 

卫 I骂执教"乐育群才堂"期间，其少年同窗、"二立书|驼"之同仁、

著名的思想家、医学家、书画家傅山亦相约来由沃讲学。此时，著名思

想家、政治家、文学家顾炎武正客居曲沃东韩村进士韩宣家中，亦被

邀来携手联快，设帐教授。"络山书院"一时名声大振，学子云集，摩肩

接踵，络绎不绝。诚谓"继往开来，进德修业"二晋人才套萃之地。

"从教书院"时期，据乾隆〈新修由沃县志.书院规例〉记载"学教

先生每年束修一百二十金，每月十金，月底馈送。膳仪六十金，每月五

金，月初馈送。费仪、端阳、中秋、年节、寿仪各四金，以上二十金，如

期，斋长俱先开单，知礼房向公直处取封柬送飞曲沃人尊师重教之风

由来己久，于此可见。

废除科举 兴办新学

(1907-1942) 

一九 0 七年(清光绪三十三年)，清政府废科举，兴新学。"从教书

院"改为"曲沃县高等小学堂"由由沃东城村举人周泉清任堂长。延

聘教员六人，设四个教学班，学生一百人(均为男生)。课程设置有修

身、国文、算术、历史、地理、自然、卫生、英文、体操等口实行"葵卵制"

修业年限为四年。

一九一二年(民国元年)，知事徐昭俭将高等小学堂改为曲沃县

第一高等小学校，延请由沃东凝村人王泽沛为校长，聘请道德学问皆

高之八位人士为教员仍实行"葵卵制"。学校设有五个教学班，学生

一百余人，有教室丑座，宿舍六「四间。设有后动场、仪器室、图书室、

读报室、成绩室、贩卖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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