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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宜宾市一中校志》遵照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地方志编篆工作

的通知》精神和1997年5月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讨论通过的《关于地方志编纂工

作的规定》中的相关要求，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坚持存真求实的方针和据实

直书的修志原则，力求做到思想性、科学性和资料性的统一，真实反映本校的历史

状况。

二、作为记述宜宾市一中历史的第一部志书，本应为领导机关、社会各界和广

大校友提供我校520年，尤其是近100年来较为系统、翔实的校史校情资料。遗

憾的是，“文化大革命”中校存资料被人焚毁，致使此次修志举步艰辛。故本书资

料主要来源于近二十年的学校档案、市、县档案馆的历史档案、府志、县志、市志、

宜宾党史、文史资料以及校友们提供的回忆录等。编者虽经多方努力，但其中断代、

缺漏情况仍较普遍。

三、本志上限为明成化17年(1481年)，下限为2001年7月。

四、本志未设人物传记篇目，另设师生员工简介专章。凡调查核实了的校友烈

士均列入其中；凡在本校离退休的教职员工和在职的教职员工的基本情况，也属该

章编写的内容；曾在本校工作过后又调离的教职员工的基本情况，除解放后第一任

校长陈林而外，此次均未列入；曾在本校就读，后又在本校工作过一段时间而又调

离的，其简介编入曾就读的班级之中；历届学生情况简介则以本人寄回学校的“联

系表"为主要依据进行编写，并尽量列出通讯地址和联系电话，以便大家联系交流。

以此，权且当作“校友通讯录”使用。还有相当多的校友由于失去联系或未寄回“联

系杏”，其基本情况无法列入，挂一漏万，深表遗憾。历届师生员工名录也因资料

奇缺，无法完整记载。欢迎各界知情者继续提供资料。

五、本志大事记以编年体和纪事本末体相结合进行记述；数字和纪年，按照国

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等单位颁布的有关规定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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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宜宾市一中建校一百周年了，但我认为学校的历史还应上溯到明成化17年，即
1 48 1年于翠屏山腹兴建府书院一翠屏书院时算起。这在《叙州府志》上所载周
洪谟撰写的《翠屏书院碑记》和清嘉庆版《宜宾县志》中对宜宾市一中这一沿革均

有明确的文字记载。因此，可以这样说：清光绪27年(1901)由旧式翠屏书院改

为新式尚志学堂，至今整整一百年，而尚志学堂的前身翠屏书院，从成化17年

(1481年)算起，至今为520年。追根溯源，其历史沿革是一脉相承的。

从改学堂至今100年间，学校五迁校址，十易校名，历经数不尽的风雨和坎坷。

但是，有一点：学校总是和着时代的节拍，站在潮头，发扬“公勇诚朴”的精神，为

祖国育才而毫不懈怠，于是一代又一代精英从这里走出去，学校在不断地发展壮大。

宜宾市一中在不同的历史时代，都能领风气之先，而声名远播。有如此悠久历

史和深厚文化积淀的名校，这是宜宾教育的骄傲，这是宜宾的光荣。

省宜中的校歌是值得我们认真回味的：“礼义廉耻，陶冶我们的品行；坚强勇

壮，锻炼我们的身心。我们的学问，还要精博深明。我们是民族的精英，我们是国

家的灵魂。我们要养成伟大的精神，才能担起重大的责任。同学们，俯视金岷，要

念着珠江黄河；望见真武，要想着长自山岭。国家要我们雪仇，民族要我们复兴。

努力吧，前进，争取人类的光荣。使万丈光芒，从我校滋生。"坚强勇壮，健全身

心，学问精博，担当重任，立足宜宾，报效祖国，这就是一中的精神，这是一中弥

足珍贵的精神财富。
’

改革与发展，是当今教育两大世界性主题。在面对知识经济已见端倪的今天，

站在新世纪的起点上，如何应对时代的挑战，这是我们必须回答的问题。魏茨泽克

曾经说过：“对过去视而不见的人，对未来将是盲目的。”悠久的历史和厚重的传统，

不应是我们改革和前进的包袱。我们应该面向未来，增强危机意识、竞争意识、生

存意识，树立质量意识、品牌意识，夕惕日新，发展自己，壮大自己，不断地向更

新、更高的境界攀升。这是跨入2 1世纪教育工作的使命!

中国历来重视教育，重视开发民智，为政者总是把兴学育人作为行政之急务。

今年六月国务院专门召开基础教育工作会，教育的战略地位被提到前所未有的高

度，国家关心和重视教育，为教育的改革和发展提供可靠的政治、政策和物质保证。

教育深化改革，加快发展更加充满希望，构建符合“三个面向"的现代化教育曙光

已经升起，我们祝愿宜宾市一中在改革中加快发展，在竞争中勇猛前进，以更为辉

煌的业绩回报宜宾这一方水土和人民。

宜宾市教委主任李世庄

二00一年七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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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宜宾市第一中学校是一所具有悠久历史和光荣传统的学校，其前身是叙州府翠

屏书院。据《宜宾市志》(59年版)记载：“翠屏书院，为府书院，设立的地方原

在翠屏山下，因此，以翠屏得名。1482年(明成化十八年)，(注：实际修建为1481

年，即明成化十七年，1482年是建成迁入年代)移建山的腹部，是由一个禅院真

觉寺改建的。⋯⋯旋迁入城区大南门正街，名称依旧。1901年(光绪二十七年)改

办为尚志学堂，书院这个名称才废掉"。“自清政府废科考，改为学校的‘诏令’发

出后，翠屏书院即改为尚志学堂”。在四川来说，尚志学堂与泸州川南师范、成都

石室中学可谓创办最早的了。

1905年(光绪三十一年)，尚志学堂奉令改称“叙州府官立第一中学堂”。时

崇报寺尚有叙州府第二学堂。二校并立，经费皆不充裕。1909年(宣统元年)，二

校奉令合并，仍称“叙州府立第一中学堂”，以崇报寺为分校。

1912年(民国元年)因废府制，“府立中学堂”改为“叙州联合县立中学堂”，

简称“叙联中”。由宜宾、南溪、兴文、长宁、高县、庆符、珙县、筠连、屏山、富

顺、隆昌十一县，雷波、马边两厅，从契税附加中捐资办学。主持学籍的监督从此

改称校长。

1916年(民国五年)，崇报寺分校毁于兵。1920年(民国九年)，培修府文庙

为分校，校址益宏，容纳学生益多。

1931年叙联中更名为“叙属共立中学校”，简称“叙共中"

1935年，叙共中奉令更名为“叙属联立中学”。

1939年，因避日本帝国主义空袭，学校迁往李庄镇张家大院，高初中均在一起。

1940年划归省管，更名为“四川省立宜宾中学"。

1944年，学校从李庄迁回宜宾旧址。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950年，学校更名为“川南宜宾

高级中学”，停招初中。省政府任命地委书记陈林同志兼任校长，划拨土地百余亩，

新建校舍，购置设备，由城内大南门迁至西郊泥灏口(现校址)。

1953年1月，学校奉令更名为“四川省宜宾第一中学校”。是年，四川省人民

政府确定新中国成立后四川的第一批省属重点中学，宜宾一中名列其间。

1959年8月，奉上级通知，学校更名为“四川省宜宾市第一中学校"。此校名

一直沿用至今。



十年“文化大革命"期间，宜宾市一中沦为全市有名的“重灾区”。学校停课，

党政瘫痪，工作停滞，不少教职员工受到错误批判、斗争。

粉碎“四人帮"，拨乱反正期间，原宜宾市革委于1978年6月下达(1978)

046号文件，确定宜宾市一中为宜宾市重点中学。1982年，四川省教育厅再次确

定宜宾市一中为四川省重点中学。

学校现有校园面积40000平方米，校舍建筑面积19987平方米，运动场地

10862平方米，绿化区域4000平方米。校园环境优美，教学设施齐备。有宽敞明

亮、设计合理的教学楼；有老校友美籍华人余受之夫妇92年捐建的“宏光图书楼”，

藏书达24882册，杂志212种(223份)，报纸27种(80份)；有设备先进、配

套完整的综合实验楼，内有物理、化学、生物实验室，语音室、微机室、电视演播

室等；有美观大方、窗明几净可容1200多名学生入住的学生公寓。学校还花巨资

扩建了运动场、环形跑道，新建了游泳池和体育场看台，重修了学生食堂。学校的

办学条件和育人环境都得到了进一步的改善。．

学校现有42个班，学生2800人。教职工186人，其中特级教师2人，高级

教师53人，一级教师44人。 ：

+
·

，．

百年寒暑耕云播雨，五育并重琢玉雕梁。百年来，宜宾市一中为国家培养了

30266名毕业生，桃李遍布天下。当年的莘莘学予，既有一大批象孙炳文、郑佑之、

李硕勋、阳翰笙、刘鼎、郭伯和、张锡龙、何成湘、何成德这样名垂青史的无产阶

级革命家和英烈；又有象刘次全、曾昭耆、邬光惠、彭国勋、刘海燕这样一批显赫

超群的专家、教授；更有众多默默无闻、克己奉公地战斗在各条战线上的志士仁人。

多年以来，学校全面贯彻教育方针，狠抓“两个文明”建设，重视学校领导班

子的建设和教职工队伍的培养提高。遵照邓小平同志教育要“三个面向”的指示和

培育“四有"新人的标准，坚持全面实施素质教育，注重培养学生的创造意识和创

新精神，强化管理，落实岗位责任制，深入进行教育教学改革，取得了十分可喜的

成绩。恢复高考以来，我校先后为各大专院校输送了4682名新生(含保送生在内)。

1989年，学校被国家教委编入《中国教育大辞典>>。1991年，又被载入《中国著

名中学》。学校还先后被评为“全国群众体育先进集体”、“四川省德育先进集体”、

“四川省校风示范学校”、“四川省电化教育先进单位”。1997年，被省里确定为“四

川省100所对外开放与交流学校”，编入大型画册《四川学校风采录》。

宜宾市一中素以校风学风优良、治学严谨、教学质量高著称，在社会上享有很

高的声誉。回顾辉煌的过去，面对新时期新形势的机遇与挑战，一中人正上下齐心，

努力拼搏，继续发扬“严谨、求实、团结、奋进”的优良校风，秉承“公、勇、诚、

朴”的庄严校训，向着现代化、高质量、有特色的“全国示范性高中"奋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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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沿 革

机构

宜宾市一中的前身可以追溯到距今520年前宜宾开办的叙州府府属翠屏书院。

明成化十七年(1 48 1年)创办的这座书院，发展演变成今天的宜宾市一中，其校

址先后至少有过五次迁移，而校名则有过十次更易。

一、翠屏书院

翠屏书院是叙州府府属书院，原址在叙州府城北外一里左右的翠屏山下，故书

院以翠屏得名。其时，“山之腹有真觉寺，其下有塔”。明成化十七年(1481年)，

叙州知府陆克深(浙江上虞人)主张“毁淫词，兴理教”，并借口寺与塔“为寺僧

所据而弗之居"，于是把翠屏山腹原真觉寺与寺下塔之所在(今赵一曼纪念馆地址)

改建为书院，第二年初完工，翠屏书院遂迁至此。府志上载周洪谟于明成化十八年

所作的《翠屏书院碑记》，叙述得较详。改建后的翠屏书院的格局，“前后为堂，而

二堂之间贯以重房”(这大约便是宿舍之类)。前堂为“游学者讲学之所”，后堂则

挂着宋理学宗师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朱熹五人画像，称为“五贤堂”。前

堂之前“东为厨，西为库”，再则“外树宰牲亭一、碑亭一”，而且“高其垣而宏其

门”。从书院建筑结构看，似已初步奠定了今赵一曼纪念馆的早期基础。

翠屏书院落户于翠屏山之后319年，即清嘉庆六年(1801年)，署理叙州知

府的江西南昌府奉新县进士宋呜琦，又将翠屏书院移建城内大南门正街。据《宜宾

县志》清嘉庆版校注本记载，“翠屏书院，旧在翠屏山。嘉庆六年(1801年)署知

府宋鸣琦将其移建城内，向无公项，改建后余银六百七十两存宜宾县，每年生息以

为生童膏火之费”。至道光九年(1829年)之后，江苏如皋人朱琦出任宜宾知县，

自捐银千余两以助书院，并带动地方绅士捐资助学。“宜宾县志》清嘉庆版校注本

第十五卷对翠屏书院的经费来源与开支状况均有记述。该卷称，至道光十三年止，

书院共拥有田房27处，每年收租银388两工钱，租钱40千(吊)，租谷95石。当

时，书院“山长每岁束修银一百二十两，薪水钱四十千，每节节敬银四两，聘金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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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沿革宗旨机构

二两，’’比知府大人年俸105两高出了许多，可见其待遇己相当优厚了。

翠屏书院迁设大南门之后刚满100年，即清德宗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诏

令各省书院改设学堂，叙州府知府文焕便将书院改为“尚志学堂"。书院之名，由

此终止。书院领导人当时称山长。山长的选任由官方执行，非常重视资格，至少要

由举人担任此职，且多为名儒宿学之材。因书院时代为日长久，历任山长，多不可

考。仅《叙州府志》第三十三卷“人士”篇中略有记载。如：周道昌，字已生，乾

隆乙卯副榜，嘉庆甲子登贤书，任洪雅县教谕，“生平学问淹通，留京数载，成称

文府”，回乡后，“掌翠屏书院六年，凡经培植成名者不胜纪。"赵树宜，字槐厅，道

光丁酉拔贡，丙午刑部陕西司员外郎，任京职三十载，归里曾主持翠屏书院十余年。

张启辰，字星阶，咸丰壬子进士，曾任云南和顺庆知县，告归乡梓后，曾执掌翠屏

书院，著有《沤榭诗钞>)、《紫桐花馆集》和《唐诗约钞》。道光二十九年知府许道

藩及官绅捐资重建书院，到同治年间，曾枢垣(字壁光，曾任贵州巡抚)当过翠屏

书院山长。凌心源，字东藩，戊辰(1868年来中进士，辛未(1871年)授翰林院

编修，任京职九年，光绪已卯(1879年)外放黄安县任知县。任满告退返里后，应

县人要求出长翠屏书院。后有赵筒农也担任过此职，其身世也不可考。吴克滨，新

津人，前清举人，善书法，其字接近颜鲁公，尤长写绢面团扇。他大概算是翠屏书

院最后一任山长了。

．书院时期，学生学习的内容并不复杂，主要是科考中所需要的东西，。就是以

作八股文为主，讲经史诗赋为辅，目的是专为应付考试作准备。到院学习的入，由

山长了解，或给山长拜门，即可入院。但翠屏书院向来人数并不见多，原因是没钱

的入要进书院读书，不容易措办费用。院中规则并不严格，除山长不时讲课外，无

所谓升学与毕业。"(<<宜宾市志》59年版·教育篇)

翠屏书院建立至改为学堂的420年(1481年至1901年)间，为叙州各县培

养了不少人才。据旧志作统计，以宜宾县(含今翠屏区及部分乡镇)为例，宋代320

年左右仅有进士12入，而明代276年间便有进士54人(其中设书院后为47人)，

居全省第二或第三名。清代亦有26人，居全省第四名，于此可见一斑。

附：周洪谟撰《翠屏书院碑记趴陈希曾撰((重修翠屏书院记》

翠屏书院碑记(成化十八年)

周洪谟
、

翠屏山书院在叙州府治北一里，翠屏山之麓。山之腹有真觉寺，其下有塔，为

僧寺所据而弗之居。顷者，郡守陆公克深即其地更置书院。前后为堂，而二堂之间

贯以重房。前之堂为游学者讲学之所；东为厨，西为库，外树宰牲亭一，碑亭一。

高其垣而宏其门，扁以今额。后之堂肖濂溪、明道、伊川、横渠、晦庵五贤之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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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为学者依归。每岁长至日，公率属以严祀事。然而，历代帝王之有功道学者多矣，

而独祀五贤何也?盖羲、农、黄帝、尧、舜、三王皆以道治天下，三才以位万物。

若至孔子，天虽纵之圣，而不畀之位，使删述六经，以明群圣之道，而垂法于天下

万世。弟子得斯道之真传而相与授受者，则有颜、曾及思、孟焉。迨孟子殁而其传

遂绝。自汉而下至于五季，千秋百年之间，异端滋炽，斯道益晦。至宋，濂溪开正

学之渊源，二程导其流，横渠扬其波。晦庵会而归之一。斯道之复明于后世者，如

日月之食既复，其光有目者皆可睹。故学者即遗经以讲道，必自五贤之遗文始。此

书院之所以祀五贤也。后之游学于此者，果能味先贤之言，以求先贤之道，处则饬

之身而行之家，出则推之国而达之天下，斯无愧于圣贤之徒矣。郡庠教授刘宜之，

嘉公善政，有裨风教，为属笔其事以示永久。公自早岁举进士，入翰林，历礼部主

事员外而进今秩，其施政一以爱人为本，除淫祀以正人心，摈异端以崇理学，非以

道为治而见之践履者，其能尔耶?是院也，肇工于成化之辛丑夏四月，而落成于冬

十有二月云。

附： 重建翠屏书院记

督学(注)陈希曾

嘉庆四年秋，吾乡宋梅生先生以仪部郎奉天子命来守蜀，其明年权知叙州府

事。数月之间，政告人和，诸废具举。既，聚十三厅、县人士之秀者，扃试之以觇

所学，拔其尤奖翼之，俾入书院以时习肄。又以书院旧址湫隘沮洳，不足以劝学而

崇师也。爰询于众，更诸爽垲，讲贯有堂，栖息有室，登降揖让，彬彬如也。其明

年冬，余按试至戎，既蒇事，诸生相率来告日：“是举也，实此邦事，人士之庆。维

太守嘉与师儒之意至厚，愿乞一言以重诸永久。”余日：“语有之：‘百工居肆以成

其事，君子学以致其道，道贯于事而散见于诗、书、六艺之文’。”今之学者，离道

以言文，而又导之无其具，居之非其地，于是朴钝迂谨者，日囿于乡曲猥琐龌龊之

态，所见日以卑，所习日以陋，而聪颖俊达之士，又往往趼足也不羁，汛滥焉而莫

知所止。太守惧道不明，而学之日偷也。将与诸生循循于师弟、朋友问，日反求诸

心以固其敦庞浮厚之气，而抒其渊懿朴茂之辞。所谓道胜者，不求文而文自至矣。

诸生之得居于是者，盍思各成其事，衷诸道以言文，毋忘太守之嘉惠乎!余窃愿推

本太守劝学崇师之意，以重为诸生勖也。"佥曰：“然”。遂书以示诸生，并以请益

于太守焉!

注：督学；当时地方上管理教育的官员，与当今“督学’’的意思迥异。

二、尚志-7”-’堂一、向志 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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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奉上谕各省书院陆续改建为学堂。叙州知府文焕

遂将大南门正街府属翠屏书院改建为尚志学堂。“并购得院后卢氏旧宅区宽约数亩

余，建楼三楹，添修校教员室及学生宿舍二十余间。"“甄取生徒百余人，延名宿以

教之。购置图书数千金以供教员学生之参考。"据1959年编印的《宜宾市志》也介

绍说，“自清政府废科考，改办学校的‘诏令’出后，翠屏书院即改为尚志学堂。在

四川来说，新办学堂，除泸州川南师范占第一位，成都石室中学占第二位(编者注：

据查《石室校志》第37页记载，该校由书院改学堂是1909．年，所述原文如下：

“清德宗光绪二十八年(1 902年)，四川总督岑春煊奏改锦江书院为成都府师范学

堂。学堂开设之初，因经费筹措不及，遂于同年三月暂设蒙养师范学堂，招收学生

三百零五人。"故，“宜宾市志》此处的表述可能有误。)，这个学堂要占第三位，可

谓最早的了。当时主其事的为叙州府知府文焕，扩充附近学堂的韭菜园地点为校

地。添建藏书楼、教员室、寝室等。招收学生100名，称为甲班，分两组教授。"同

时还附招了一年制简易师范生一个班，叙属各县也有保送名额。连续三年，共培训

师资约150名左右，实际宜宾县分配名额约三、四十名，皆分配在城区及附近乡

镇。后又招一班，即乙班。继又招收一班，即丙班。最初主持学堂的，系庆符县籍

人曾树椿(前清进士)，称监督，后改称校长。当时的学制为四年，学生以修习经‘

史古文辞为主，也开有外文、数学、博物(包括动物、植物、矿物)、格致(包括

物理和化学)、修身(相当于后来的公民课、政治课)、地理、历史、体育(当时叫

体操)等科目。较之书院时期，也算是有较大变革。

“尚志”之名的由来，据知府文焕撰写的碑记中(邱晋成书)有如下记载：“⋯⋯

余莅任之始，见夫子庙及书院皆敝陋不如式，欲拓而广之⋯⋯会余以他事，夫越六

日，余复还，而催办学堂之命下，余秋喜益得尽吾之志也。院后有卢氏宅，颇污坏

而宽广，约亩，余计其地可以经营，乃买得之⋯⋯阅半载功毕，荐绅省老及各执事

之人请余名之一用故，名之日‘尚志学堂’。"可见，“尚志”校名，系知府文焕所
取。

在此应当补述的是，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宜宾旅省知名人士张培爵(字

列武，曾任尚志学堂学监)、廖绪初(字泽宽，曾任尚志学堂监督)、黄肃方在省城

创办了一所学校，同时用来倡导革命的场所，定名为叙府公立中学堂，校地系隆昌

人士郭书池捐赠，地点在成都五世同堂街。其生源来自叙府旅省学子，和尚志学堂

及后改称的叙州府中学堂一样，负责人由叙州府任命，经费由叙州府从拨给尚志和

后来府中的经费中划拨。故当时地方人士均习惯将该校称作尚志和叙中的分校，也

是自有其道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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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叙州府中学堂

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尚志学堂奉令改称叙州府官立第一中学堂，任监

督者仍为庆符县曾树椿，继任者为荣县举人廖泽宽。当时城内崇报寺尚有叙州府官

立第二中学堂，任监督者是筠连县陈先湖。两校并立，经费皆不充裕，而尤以第二

中学堂为甚。于是宣统元年(1909年)官方下令将第二中学堂并入第一中学堂，始

称叙州府中学堂，以崇报寺为分校，所有经费开支，由所属各县劝学所按名解款，

按各县学生名额摊派，每生解款三十两。

改称中学堂后，原尚志,,tJ,tJl所招甲乙两班先后于宣统元年和二年(1909年

19 10年)毕业，丙班在辛亥革命后毕业(其时，隆昌县的郭书池(前清举人)在

隆昌办的私立中学停办，通过张培爵，也曾将该校十余人转入乙班就读)。当时的

乙班，除本身招来的而外，后有从宜宾县官立高等小学堂并入的一个附设中学预备

班。因人数较多，遂将原招的乙班称乙一班，并入的称乙二班，宣统二年同时毕业。

从尚志到中学堂期间，曾先后启用过留日学生黄英作总教习，他参考“湖南时

务学堂”章程，效仿办学方法，办学情况，有所进步。1 908年至1 909年，具有

民主进步思想的早期同盟会员、隆昌人(留日学生)张培爵(字列武)也曾应聘来

校任教和做学监，并联络王仲勋、刘永年、张煦、魏东之等，积极从事革命活动。

四、叙州联合县立中学

民国元年(1912年)因废府制，叙州府中学堂奉令改为叙州联合县立中学，简

称叙联中，监督胡文英改称校长。叙联中系由叙属十三县(厅)，即宜宾、南溪、兴

文、长宁、高县、庆符、珙县、筠连、屏山、富顺、隆昌十一县及雷波、马边两厅

联合举办的，生源也就来自这十三县，校长由府官聘任。按各县财政之丰啬和就读

名额的多寡，共同分担办学经费。其中，宜宾县因人口及入学人数最多，面积也最

大，出产也较丰富，负担经费也最多。当时因为各县分立，学生人数比以前有所增

加，而所摊派的款项大多数县厅都未能按时缴付，学校的经费因此非常拮据，几近

于破产边缘。幸而教职员工大多是地方上的饱学人士，并不因此而略有懈怠，常常

有欠薪至数年之久而毫无怨言之人。后来，四川省教育厅通令各县，以“隋粮附加”

(即按地丁钱粮附加)列入预算，按时拨付给学校，经济窘况始有好转。但时不多

日，即因兵连祸及，战乱频仍，大小军阀各据二、三县或五、六县，造成县与县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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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的纠葛。有的地方军阀政府，扣压学校经费，使作校长的处于内外交困，一筹奠

展的境地。民国十六年叙联中校长梁尚志自杀，即由于此。民国五年(1916年)崇

报寺分校毁于兵。民国六年(19 17年)成都那所叙府公立中学堂，也相应更名为

“叙州联合县立旅省中学堂”，简称旅省联中，同样归叙州府管。民国九年(1920

年)改建府文庙为分校，学校面积比过去有所增大，学生人数更加多起来。

叙州联合县立中学创办伊始，仍循学堂时期按甲子编班方式编排班次。到1919

年，南溪人刘明藻任校长期间，即编至“庚班”，因与“跟班”(跑腿的仆人)同音，

为广大学生所忌讳，所以遂废除甲子编班方式，改用数字编班，始称第七班、第八

班⋯⋯，自此，一直沿用到解放初期为止。

当其时，学校除开设有传统的国文、历史课之外，其余人文学科和自然学科已

开设较为齐备，且已不再用“博物”、“格致”、“修身”等名称。所聘教师学识和教

学能力也较之过去高强。学校还添置了部分图书、理化生仪器和标本。校风校纪，

经过整饬，也较过去为好。学校还规定，学生必须统一着白色制服，在街上会见教

师，必须行礼。

民国十六年(1 927年)以后，教育部更改学制，要求原府属规模的学校高初

中分段并设，废除原有的四年制，先从三年制初中招起，本校也当属此列。于是学

校从初中十七班起，学制由旧制的四年改为三年。初中第二十班以后，初中每年春

季招二班，秋季招一班。初中三十班以后，每年春秋两季各招一班。在此期间，呈

准教育厅，开始筹办高中。招了一个班的学生，后因经费不足，停招两年。

五、叙属共立中学校

民国二十年(193 1年)春，奉中央通令，“叙州联合县立中学”改称“叙属共

立中学校"，成都的旅省联中也相应地改名为“叙属旅省共立中学校"。民国二十年

(193 1年)二月招高中第一班，计收学生三十人。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开高

中第二班，计收男生五十人。本年二月开高中第三班，计收男生五十余人，女生十

八人共七十余人。据前校长何觉民的计划，暂定高中为三个班，住大南门校本部；

确定初中为六个班，住府文庙分校。照此计划高中每年可毕业一班，招新生一班。

由于学制的变更和有计划地招生，在此期间，学校已初步形成了高完中的基本办学

模式。从尚志学堂到共立中学时期，学校已毕业学生46个班，计1890人。

六、叙属联立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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