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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敦得民
邓伟志

2005年，在上海教育界有个值得纪念的“双百，，大事：一
件是复旦大学建校一百周年，再一件是复旦中学建校一百周年。

前者是高等教育，后者是基础教育，两者交相辉映。“万丈高楼平

地起”，基础是很重要的。高楼的高度取决于基础的牢度。基础不

牢，高度是上不去的。只有把基础打得深，摩天大楼方能直插

云霄。

复旦中学多年来，教育思想是先进的，教学方法是灵活的，教

学手段是多样的，教学组织形式是丰富多彩的，因此培养出来的学

生的综合素质是很高的，深受社会欢迎。《孟子》说：“善政不如善

教之得民也。”这话虽然有点过头，但也包含有极大的真理成分。

愿善教的复旦中学更加善教，更加“得民”，永远走在中学教育的最

前列!

⑧悟医恨

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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唤起记忆拾得经验
叶 辛

厂＼活百岁不易。一所中学，办了一百年，更是难能可贵的。

复旦中学建校一百年了，把百年沿革一一展示出来，把百年来

和复旦中学有关的人物和事件一一记录下来，我想这正是《复旦中

学志》编撰的目的。

一百年，在人类的历史长河中，不过是短暂的一瞬。但是，20

世纪中国的一百年，却是经历了其他民族所罕见的坎坷和磨难。

在饱尝苦难的岁月中办学，在风云变幻的年代里执教，更需要一代

又一代人的坚忍顽强、不懈追求和不屈不挠。从复旦公学到公立

上海复旦中学的文字记载和三四百张具有历史价值的新老照片，

也在述说着这一点。

记忆昨天，是为了更好地珍惜今日，也是为了迎接美好的明

天。我想这正是复旦中学需要梳理历史的缘由。历史曾经是昨天

的现实，而我们今天的每一个人，也都在自觉或不自觉地书写着昨

天的历史。

我们为什么需要历史，我们为什么需要编志?只因为岁月的

风霜雨雪会无情地侵袭一切，只因为地球上类似战争、海啸、地震



的灾难会摧毁一切，只因为人的记忆时节还会因时光的流逝而忘

却。喧嚣不患的大自然经常会以一副宁静、温馨甚至美妙的面貌

呈现在世人面前，让人误以为一切都不曾发生过，一切原本就是如

此。而历史则能让今天的我们唤起记忆，拾得经验，《复旦中学志》

则能让今天的我们和后人看到百年复旦中学的本来面貌。

斗转星移，涛起潮落，世象的涌动和奔啸，引发斑斓磅礴的

风云。

复旦中学的一百年，在其间有着自己深深的印痕。

是为序。

⑧陲巨k譬r瞄



回溯辉煌历史创造美妙未来
赵丽宏

： q月光华，旦复旦兮。”

o山 这古老美妙的诗句中，蕴涵着深刻的意蕴。复旦中学，以这样

有诗意的名字作为校名，引入无限退想。

不过，翻开复旦中学百年史册．你会发现．她拥有这个名字，实

在是当之无愧。复旦中学的历史和中国近现代史上很多杰出人物

的名字连在一起。在她的校董中．有孙中山、蔡元培、陈其美、于右

任、邵力子；在她的历任校长中，有马相伯、严复、李登辉；在她的校

友中，有陈寅恪、竺可桢、胡绳⋯⋯这样的阵容，真正是“星汉灿烂，

若出其里”了。在中国．有哪个学校能有如此值得骄傲的辉煌历

史呢?

我去过复旦中学．校园虽不阔大．却让入神思飞扬，也让人肃

然起敬。因为．这个不大的校园中．曾经留下那么多风云人物的脚

印，他们的精神和才智，不仅影响感染着一代又一代复旦的学生，

也创造着中国的现代文化，改变了中国的历史。

这本记载百年历史的《复旦中学志》，是一本值得一读的书。

过去的一百年中．中国的大地上风云变幻，中国的知识分子追求光



明和理想的脚步艰辛而曲折，苦难和光荣交织在崎岖的道路上。

复旦中学走过的路，见证了这一段历史。面对着如此辉煌的历史，

现在的复旦中学的师生应该感到骄傲，更应该感到任重道远。回

溯先人坚实的脚印、高洁的风范，应该沉静地思考一下，怎么做，才

能够不辜负前人，创造更美妙的未来。

题于四步斋

jlI⑧旧憎陲击



同赧同源 共铸辉煌
许有成

氖旦大学和复旦中学的百年盛典即将举行，《复旦中学志》
也即将面世，该书编写者谢志钧先生邀笔者作序。作序则不敢当，

自有名家为之“把场”，作为在复旦大学学习、工作和生活了半个多

世纪的复旦人、作为复旦校史的研究者，写一点关于复旦大学和复

旦中学的渊源，想必读者是会欢迎的。

1905年(光绪卅一年)8月，复旦公学在吴淞创立，最初的学

生，除抗议震旦学院外籍教士干预校政而集体退学的130位学子

外，另借张园补招新生，报考者约500人，结果只取50人，连旧生

共180人。

按照清政府高等学堂章程，将180位学生编为7个班，即甲

班、乙班、丙班、丁班、戊班、己班和庚班，每班约20余人，前4班为

高等部(大学预科)，后3班为中学部，形成了今天名满中外的复旦

大学和复旦中学的雏形。

复旦创校的先贤们极具远见卓识，创校后不久，就陆续确定了

一系列制度，维系大学和中学的亲密关系：一、中学只设主任．其

校长由大学的校长兼任；二、大学的专任教授，必须到中学兼课，藉

以提高质量，搞好衔接；三、为确保优秀生源的输送，中学的优秀生

须直升大学；四、1922年，大学迁至江湾校园后，如中学经济困难，

酌予贴补；五、大学校领导从思想到行动，视复旦中学为自己可靠

的“后院”或基地。

前几条读者一看就明白，勿须笔者赘言。这最后一条，如不稍



加诠释，就有点使人费解了。

复旦大学的江湾校园，邻近黄浦江虬江码头日本的海军基地，

是日军进攻上海市区时的必经之地。1932年的“一·二八”事变，

日本军队三次占领复旦校园，为使弦歌不辍，复旦大学师生只好撤

退到复旦中学去继续上课。1937年的“八一三”事变，日军大举进

攻上海，校园房舍多处被日军炮火击中，只得暂借复旦中学接待学

生。后来大学西迁，将大学的办事处安排在复旦中学，委托他们代

替大学处理各种善后事宜。

迨至20世纪40年代，国民政府教育部规定：非师范院校不

得设附属中学，再加上八年抗战大学西迁至重庆北碚，因此之故，

大学与中学的关系才逐渐疏离。

即便如此，仍有许多历史的、人文的、有形的或无形的因素，把

我们两校联系在一起。

就以上海市第一任市长陈毅在1950年为复旦中学题写校名

这件事来说，就是上述诸种因素作用的结果。

众所周知：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欧洲劳动力极为匮乏，复旦大

学的李登辉，与吴玉章、张继等人，通过各种渠道与法国政府当局

达成默契．定期组织青年赴法勘工俭学，而陈毅等人正是在这种情

况下赴法的。

赴法后，陈毅、蔡和森、李立三等人，为争取在法的勤工俭学的

学友能进入里昂中法大学学习，以及反对北洋政府驻法公使把中

国权益抵押给法国，群起抗争，遭到法国政府与北洋政府驻法公使

驱逐出境。当他们104人被强行押送乘船到达上海时，复旦大学

校长李登辉宣布：免费欢迎他们来复旦大学学习。由于中国共产

党已经成立，他们婉谢了复旦的盛情邀请，随即投身到正在兴起的

工农群众运动中去。

因此之故，复旦是一所革命学校，孙中山是她的校董，马相伯

是她的创办人，李登辉是她的奠基人，在这一批勘工俭学的留法青

|br憎巨I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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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曼中学忘啥净，9；寸--

年中，印象特别深刻，故1950年复旦中学同学要求陈毅市长题写

校名时，他欣然挥笔。

不仅如此，陈毅市长还得知：1939年马相伯在赴昆明途中，

病逝在越南谅山，他的灵柩尚暂厝在异国他乡，立即派市政府的蒋

子和科长、马相伯的儿媳马邱任我、曾孙女马百龄到越南去．把他

的灵柩迎归，葬于他生前购置的墓穴、宗教徒集中安患之地的息焉

公墓(1984年迁葬于宋庆龄陵墓)。

评论一所学校办得成功与否，标准可以多种多样，但笔者认

为：主要看她是否为社会培养出众多人才(或预备人才)。复旦中

学在这方面，可以说当之无愧。1949年以后培养的人才，在《校

志》和校史馆里，已经有了反映，不再重复。这里笔者仅举罗家伦

一例，以概其余。

罗家伦1914年考入复旦，1917年毕业，是复旦中学培养出来

的杰出学生，他是“五四”运动的健将，后来任过清华大学首任校

长，担任中央大学校长十年，任过驻印度大使，印度的国旗还是他

设计的。

或许有人说：罗家伦在复旦毕业后，就读北大，以后又赴美、

德、英、法等国留学，能够把他算作是复旦中学培养出来的吗?

他是不是复旦培养的，关键看他本人承认不承认。1935年，

罗家伦任中央大学校长时，正值复旦中学三十周年校庆，罗家伦为

母校写了一段题词，内容如下：“在李鸿章铜像下一早起来读书．在

荷花厅上上课．在饭堂前踢小足球之生活，巳成过去之黄金时代

矣，思之犹有余甘，望后来者积极努力，勿留事后之追悔。”他认为

在复旦的三年，是他一生中的“黄金时代”，过了二十年后．。思之犹

有余甘”，可见他承认自己是复旦中学培养出来的，并以此为荣。

限于篇幅，不能一一例举，请您拨冗浏览《复旦中学志》，欢迎

您到复旦中学校史馆来参观，以觇笔者所言是否属实。



目 录

善教得民⋯⋯⋯⋯⋯⋯⋯⋯⋯⋯⋯⋯⋯⋯⋯⋯⋯⋯⋯邓伟志

唤起记忆拾得经验⋯⋯⋯⋯⋯⋯⋯⋯⋯⋯⋯⋯⋯⋯叶辛

回溯辉煌历史创造美妙未来⋯⋯⋯⋯⋯⋯⋯⋯⋯⋯赵丽宏

同根同源共铸辉煌⋯⋯⋯⋯⋯⋯⋯⋯⋯⋯⋯⋯⋯⋯许有成

上编百年沿革

第一章震旦学院时期(1903"-1905)⋯⋯⋯⋯⋯⋯⋯⋯⋯⋯⋯3

资料汇⋯⋯⋯⋯⋯⋯⋯⋯⋯⋯⋯⋯⋯⋯⋯⋯⋯⋯⋯⋯⋯⋯⋯7

一、马相伯捐献家产兴学字据⋯⋯⋯⋯⋯⋯⋯⋯⋯⋯⋯⋯7

二、马相伯笔录⋯⋯⋯⋯⋯⋯⋯⋯⋯⋯⋯⋯⋯⋯⋯⋯⋯⋯7

三、蔡孑民先生与二十四个学生学拉丁文⋯⋯⋯马相伯 8

四、震旦学院开学典礼演说⋯⋯⋯⋯⋯⋯⋯⋯⋯马相伯 9

五、前震旦学院全体干事中国教员全体学生公白

⋯⋯⋯⋯⋯⋯⋯⋯⋯⋯⋯⋯⋯⋯⋯⋯⋯⋯．马相伯 10

六、从震旦到复旦⋯⋯⋯⋯⋯⋯⋯⋯⋯⋯⋯⋯马相伯 11

七、关于震旦与复旦种种⋯⋯⋯⋯⋯⋯⋯⋯⋯马相伯 12



： 八、祝震旦学院之前途⋯⋯⋯⋯⋯⋯⋯⋯⋯⋯梁启超13

： 第二章复旦公学时期(1905---1917)⋯⋯⋯⋯⋯⋯⋯⋯⋯⋯15
： 资料汇⋯⋯⋯⋯⋯⋯⋯⋯⋯⋯⋯⋯⋯⋯⋯⋯⋯⋯⋯⋯⋯⋯23

： 一、复旦公学招生广告(一)⋯⋯⋯⋯⋯⋯⋯⋯⋯⋯⋯⋯23
： 二、复旦公学招生广告(二)⋯⋯⋯⋯⋯⋯⋯⋯⋯⋯⋯⋯24

i 三、复旦公学募捐公启⋯⋯⋯⋯⋯⋯⋯⋯⋯⋯⋯⋯⋯⋯24

i 四、《复旦公学章程》(一九。五年订定)⋯⋯⋯⋯⋯⋯⋯26

i 五、《一九。五年复旦公学考取新生全案》⋯⋯⋯⋯⋯⋯37

i 六、筹拨复旦公学经费折(光绪三十三年四月)⋯⋯⋯⋯37

i 七、干右任等呈孙中山恳拨经费(复办复旦公学文

： 一九一二年三月)⋯⋯⋯⋯⋯⋯⋯⋯⋯⋯⋯⋯⋯⋯⋯39

i 八、丞相祠堂作学堂——本学期之复旦公学⋯⋯⋯⋯⋯40

i 九、复旦公学在李公祠开学记⋯⋯⋯⋯⋯⋯⋯⋯⋯⋯⋯40

∞2 十、《复旦公学章程》(一九一三年订定)⋯⋯⋯⋯⋯⋯⋯41

十一、复旦公学毕业式⋯⋯⋯⋯⋯⋯⋯⋯⋯⋯⋯⋯⋯⋯51

十二、民国初年的复旦⋯⋯⋯⋯⋯⋯⋯⋯⋯⋯沈元鼎 52

十三、相伯夫子与复旦⋯⋯⋯⋯⋯⋯⋯⋯⋯⋯⋯⋯⋯⋯54

十四、“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温崇信56

第三章私立复旦大学中学部时期(1917--1929)⋯⋯⋯⋯⋯61

资料汇⋯⋯⋯⋯⋯⋯⋯⋯⋯⋯⋯⋯⋯⋯⋯⋯⋯⋯⋯⋯⋯⋯66

一、复旦小学校史⋯⋯⋯⋯⋯⋯⋯⋯⋯⋯⋯⋯⋯⋯⋯⋯66

二、复旦义校校史⋯⋯⋯⋯⋯⋯⋯⋯⋯⋯⋯⋯⋯⋯⋯⋯68

三、童子军概况⋯⋯⋯⋯⋯⋯⋯⋯⋯⋯⋯⋯⋯⋯⋯⋯⋯69

四、《复旦大学章程》(一九二O年重定)(摘录)⋯⋯⋯⋯81

第四章私立复旦大学附属中学时期(1929--．．1944)⋯⋯⋯⋯83

资料汇⋯⋯⋯⋯⋯⋯⋯⋯⋯⋯⋯⋯⋯⋯⋯⋯⋯⋯⋯⋯⋯⋯92

一、三十年来之复旦附中⋯⋯⋯⋯⋯⋯⋯⋯⋯毛西璧92

二、校务概况⋯⋯⋯⋯⋯⋯⋯⋯⋯⋯⋯⋯⋯⋯⋯⋯⋯⋯96



三、教务概况⋯⋯⋯⋯⋯⋯⋯⋯⋯⋯⋯⋯⋯⋯⋯⋯⋯⋯101

四、训育概况⋯⋯⋯⋯⋯⋯⋯⋯⋯⋯⋯⋯⋯⋯⋯⋯⋯⋯117

五、体育概况⋯⋯⋯⋯⋯⋯⋯⋯⋯⋯⋯⋯⋯⋯⋯⋯⋯⋯129

六、合作银行概况⋯⋯⋯⋯⋯⋯⋯⋯⋯⋯⋯⋯⋯⋯⋯⋯131

七、复中合作银行存取款项章程⋯⋯⋯⋯⋯⋯⋯⋯⋯⋯132

八、学生自治会会史⋯⋯⋯⋯⋯⋯⋯⋯⋯⋯⋯⋯⋯⋯⋯132

九、级史⋯⋯⋯⋯⋯⋯⋯⋯⋯⋯⋯⋯⋯⋯⋯⋯邵性康133

十、级会史⋯⋯⋯⋯⋯⋯⋯⋯⋯⋯⋯⋯⋯⋯⋯黄元熊 134

十一、高中一年级商科级史⋯⋯⋯⋯⋯⋯⋯⋯朱绍墀136

十二、复中两广同学会小史⋯⋯⋯⋯⋯⋯⋯⋯姚绍福136

十三、东吴同学会会史⋯⋯⋯⋯⋯⋯⋯⋯⋯⋯吴世烈137

十四、浦东同学会会员⋯⋯⋯⋯⋯⋯⋯⋯⋯⋯张采之137

十五、国语研究会小言⋯⋯⋯⋯⋯⋯⋯⋯⋯⋯⋯⋯⋯⋯138

十六、挽澜文学社小史⋯⋯⋯⋯⋯⋯⋯⋯⋯⋯陈中豪 139

十七、白浪诗社序⋯⋯⋯⋯⋯⋯⋯⋯⋯⋯⋯⋯⋯⋯⋯⋯140

十八、复中英文研究会小史⋯⋯⋯⋯⋯⋯⋯⋯⋯⋯⋯⋯140

十九、数理研究会会史⋯⋯⋯⋯⋯⋯⋯⋯⋯⋯⋯⋯⋯⋯141

二十、无线电研究社史略⋯⋯⋯⋯⋯⋯⋯⋯⋯⋯⋯⋯⋯142

二十一、体育会会史⋯⋯⋯⋯⋯⋯⋯⋯⋯⋯⋯翁仁安142

二十二、复中篮球队夺标史⋯⋯⋯⋯⋯⋯⋯⋯李崇弼 145

二十三、教育之真谛⋯⋯⋯⋯李登辉著严大琨译146

二十四、诰三三级毕业同学⋯⋯⋯⋯⋯⋯⋯⋯李登辉148

二十五、力学堂记⋯⋯⋯⋯⋯⋯⋯⋯⋯⋯⋯⋯秦瘦鸥149

二十六、李公祠诉讼案始末(节选)⋯⋯⋯⋯⋯杨大器 151

二十七、私立复旦大学校产之归属透视⋯⋯⋯黄斯鳞153

二十八、母校附属中学改称为复旦中学⋯⋯⋯⋯⋯⋯⋯155

第五章私立复旦中学时期(1944--1956)．．⋯⋯⋯⋯⋯⋯⋯·156

资料汇⋯⋯⋯⋯⋯⋯⋯⋯⋯⋯⋯⋯⋯⋯⋯⋯⋯⋯⋯⋯⋯⋯165

⑧旧

博

嘲



一、陈毅市长为复旦中学题写校名⋯蒋彦方李秦钰165

二、复中精神：爱国主义⋯⋯⋯⋯⋯⋯⋯⋯⋯夏蔚文166

三、李登辉逝世祭文挽联选(复旦中学祭文)0 01 gQO oo g Qog Oa a 168

第六章公立复旦中学时期(1956"-2005 J．．⋯⋯⋯⋯⋯⋯⋯·172

资料汇⋯⋯⋯⋯⋯⋯⋯⋯⋯⋯⋯⋯⋯⋯⋯⋯⋯⋯⋯⋯⋯⋯190

一、《复旦中学教师教学常规工作细则》⋯⋯⋯⋯⋯⋯⋯190

二、历史名校可持续发展的对策研究——复旦高中自强

育人可持续发展的对策研究⋯⋯⋯⋯⋯⋯⋯⋯⋯⋯193

三、“三维能动”(高中语文教学的实践与探索结题报告)

(摘录)⋯⋯⋯⋯⋯⋯⋯⋯⋯⋯⋯⋯⋯⋯⋯⋯⋯⋯⋯200

四、复旦中学青年教师研究会章程⋯⋯⋯⋯⋯⋯⋯⋯⋯202

五、高中学生社团建设的实践和思考⋯⋯⋯⋯⋯⋯⋯⋯206

六、复旦英才遍寰宇⋯⋯⋯⋯⋯⋯⋯⋯⋯⋯⋯黄斯磷217

附录⋯⋯⋯⋯⋯⋯⋯⋯⋯⋯⋯⋯⋯⋯⋯⋯⋯⋯⋯⋯⋯⋯⋯⋯224

一、马相伯年谱⋯⋯⋯⋯⋯⋯⋯⋯⋯⋯⋯⋯⋯⋯⋯⋯⋯224

二、李登辉年谱⋯⋯⋯⋯⋯⋯⋯⋯⋯⋯⋯⋯⋯⋯⋯⋯⋯227

三、历任支部书记及校长名录⋯⋯⋯⋯⋯⋯⋯⋯⋯⋯⋯229

四、上海市复旦中学百年大事记略⋯⋯⋯⋯⋯⋯⋯⋯⋯231

下编百年史图

第一章沧桑屐痕⋯⋯⋯⋯⋯⋯⋯⋯⋯⋯⋯⋯⋯⋯⋯⋯⋯⋯249

第二章巍巍学府文章焕⋯⋯⋯⋯⋯⋯⋯⋯⋯⋯⋯⋯⋯⋯⋯283

第三章复旦“符号”⋯⋯⋯⋯⋯⋯⋯⋯⋯⋯⋯⋯⋯⋯⋯⋯⋯297

第四章诗意复旦⋯⋯⋯⋯⋯⋯⋯⋯⋯⋯⋯⋯⋯⋯⋯⋯⋯“·307

第五章翰墨寄史⋯⋯⋯⋯⋯⋯⋯⋯⋯⋯⋯⋯⋯⋯⋯⋯⋯⋯314

第六章百年人物⋯⋯⋯⋯．．．⋯⋯⋯⋯⋯⋯⋯⋯⋯⋯⋯⋯⋯321

一、创校先贤⋯⋯⋯⋯⋯⋯⋯⋯⋯⋯⋯⋯⋯⋯⋯⋯⋯”·321



二、历任校长⋯⋯⋯⋯⋯⋯⋯⋯⋯⋯⋯⋯⋯⋯⋯⋯⋯⋯322

三、巨匠翘材⋯⋯⋯⋯⋯⋯⋯⋯⋯⋯⋯⋯⋯⋯⋯⋯⋯⋯324

四、功照日月(复旦部分烈士)⋯⋯⋯⋯⋯⋯⋯⋯⋯⋯⋯326

五、部分杰出校友⋯⋯⋯⋯⋯⋯⋯⋯⋯⋯⋯⋯⋯⋯⋯⋯327

六、著名董事⋯⋯⋯⋯⋯⋯⋯⋯⋯⋯⋯⋯⋯⋯⋯⋯⋯⋯332

七、照片人物⋯⋯⋯⋯⋯⋯⋯⋯⋯⋯⋯⋯⋯⋯⋯⋯⋯⋯334

附录⋯⋯⋯⋯⋯⋯⋯⋯⋯⋯⋯⋯⋯⋯⋯⋯⋯⋯⋯⋯⋯⋯⋯⋯338

一、1906---1994年历届毕业生数⋯⋯⋯⋯⋯⋯⋯⋯⋯338

二、私立复旦大学附中教职员名录⋯⋯⋯⋯⋯⋯⋯⋯⋯339

三、清宣统二年至民国二十年三三制高中普通科、高中商

科毕业生名录⋯⋯⋯⋯⋯⋯⋯⋯⋯⋯⋯⋯⋯⋯⋯⋯343

四、私立复旦大学附中管理表格⋯⋯⋯⋯⋯⋯⋯⋯⋯⋯351

五、百年华诞上海市复旦中学全体教职员合影⋯⋯⋯⋯354

后记⋯⋯⋯⋯⋯⋯⋯⋯⋯⋯⋯⋯⋯⋯⋯⋯⋯⋯⋯⋯谢志钧355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