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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
煌成就。今日中国堪称盛世，盛世修史，自古皆然。历史垂青广安中学，

这所曾孕育一代伟人邓小平同志的百年老校，既是时代的弄潮儿，又是时
代的幸运者。三十年以来，特别是邓小平同志百年诞辰以来，学校赶上了

祖国发展强盛的大好时光，自身也发生了全方位的根本性变化，又在全国
第二轮修志中列入修志单位。春色满园关不住，发展佳期书华章，这正是

今日广安中学的写照。学校十分重视校志编撰工作，按照市、区人民政府

《关于做好第二轮志书审查验收工作的通知》精神，在上级领导、相关部
门的关怀指导下，经过全体编撰人员→年多的共同努力， <<广安中学志》
终于问世了。

《广安中学志》具体地记述了学校发展演变的历程。 1899 年民国名
人蒲殿俊、顾鳖等创办紫金精舍， 1912 年张澜、张雅南和留日学生王宣

彝在紫金精舍基础上正式创建广安州立中学堂(时人称广安中学)。从广
安州立中学堂到广安县立中学校、广安县立初级中学校、广安县立中学校、

川东区广安中学、四川省广安第一中学校、四川省广安中学，六易校名。
从城北紫金山玉皇观、县城北园到翠屏州坡，从永兴褒先寺到平桥之侧链

子桥边，几度搬迁，数易校舍。新中国成立后，私立培文中学、私立惠育
中学、私立储英中学组成的私立联合中学于 1950 年并入学校，到 2001 年
8 月，经广安市人民政府批准，广安一中与广安师范学校合并组成新的广

安一中，后更名为四川省广安中学。百余年来，学校从小到大，由弱到强，

特别难忘的是，经历了解放后的新生和邓小平百年诞辰后的巨变。现今，

小平母校，中外景仰，学校环境美，校风好，质量高。

《广安中学志》让我们深感这所学校历史的悠久，人文底蕴的厚重。
百余年来，广安中学经历着艰辛与磨册，演绎着传奇与辉煌。初创的广安

中学，就与名人结缘。其前身紫金精舍的创办者蒲殿俊既为民国名人，还
曾任四川保路同志会会长，大汉蜀军政府都督。胡骏、张澜、罗纶等曾在

此讲授经史子集。 1912 年，任川北宣慰使的张澜与任大汉蜀北军政府副

都督的张雅南商定，拨库银两万两，资助广安州立中学堂开办。 1913 年 2
月，张澜巡按至广安，从县人之请，再拨库银→万两迁建广安中学。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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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张澜曾任民盟中央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第一

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第二届全国政协副主席。正式创建广安中学
的首任校长王宣彝又是中国同盟会广安分会会长。数学家何鲁 1940 年创

办并任校长的广安县私立储英中学、国民革命军陆军上将杨森 1939 年秋
创办并任董事长的广安县私立惠育中学、陈继善于 1938 年创办并任董事

长的广安县私立培文初级中学于 1950 年初合并为私立联合中学，再于

1950 年下半年并入广安中学。开端不平凡，后继多奇彩。十年树木，百
年树人，此后，广安中学培育了一批又-批栋梁之材，从这里走出了世纪

伟人、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走出了为

新中国诞生英勇就义的革命先烈，走出了广东省委书记刘田夫，走出了中

科院院士胡宏纹，走出了作家、画家、企业家、艺术家，走出了数以万计
的建设者和接班人。正如校友送赠贺匾中所赞母校是:桃李满天下，伟人

在其中。

在我们感慨广安中学百年传奇与辉煌之时，在我们为学校获取的骄人

业绩自豪之时，我们自然会思念在这所学校工作过的一代又一代辛勤的园
丁，是他们默默奉献，甘为人梯，呕心沥血，焚膏继暑，诲育了成千上万

的英才，人民不会忘记他们，历史不会忘记他们。
阅读《广安中学志)) ，我们不能只惊叹她的传奇与辉煌，也不能一昧

陶醉在荣誉与功劳上，我们更应做的是，要深知任重道远，时刻铭记邓小
平同志的教导"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以此作为

办学指南，认真践行科学发展观，求真务实，开拓创新，扎实工作，伴随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列车奋勇前进，办让人民满意的教育。

编修志书，知史明变，益在当今，利在发展。愿新编《广安中学志》

能给读者带来快乐与感奋，能给校友带来鼓舞和希望，能为学校存储史料，

能为发展提供借鉴。在此，谨向所有关心帮助本志的领导、朋友、校友表
示衷心的感谢。由于编者水平有限，加之时间紧，资料缺，本志一定还会

存在不少疏漏i化误，诚望读者批评指正。

四川省广安中学校长
?现乏/

2012 年 10 月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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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志编篡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
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坚持实事求是，
旨在通过民国初年以来学校发展变化的史实的记述，以期存史料，益当今，谋发展，

为人民教育事业做出贡献，为地方经济建设，社会进步做出贡献。
二、本志上限为 1912 年，有的事物根据需要适当上溯，下限为 2012 年。记述

范围 2003 年更名前的校区(含各个时期并入的学校) 0 2003 年起以新校区为准。
三、本志按事类共分五篇。一至五篇为专篇，专篇前设概述、大事记，专篇后

设附录。各专篇专述某一方面人或事，每一专篇分章节横排纵述，并随文附有相关
图表。

四、本志取材，遵循"详今略古"的原则，资料来源主要为 2004 年版《校史资

料》及《校友名录)) ，其他来自档案、图书、报刊、县志和口碑。
五、本志人物分人物传、人物简介、校友名录三部分。排名不分先后，人物传

坚持生不立传原则。校友名录内含人物传、人物简介中的校友。
六、本志纪年，民国以前沿用当时通用纪年法夹注公元纪年，民国期间用民国

纪年(一般不夹注公元纪年，民国元年即公元 1912 年)。从 1949 年 12 月 9 日起用

公元纪年。本志使用"解放后"指 1949 年 12 月 9 日广安解放及其后。
七、本志数字书写以 1978 年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等 7 个单位公布的《关于

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试行规定》为准。统计数字有小数的小数点后一般保留两位。
八、本志计量单位一般用公制，为有利表达有的用市制。沿用当时习惯且有碍

读者准确理解的计量单位在该篇章首次出现时加注。解放后货币计量，均以 1955 年
3 月 1 日开始流通的新版人民币为准。

九、本志称谓，人名一般直书姓名，必要时冠以职务职称、历史朝代、国家政

权机关，党派直书当时名称，地名一般用所记事件发生时名称(文化大革命期间一

度使用的弃用)并视其重要性加注。涉及单位名称时第一次出现用全称，再次及多

次出现在不妨碍读者理解的情况下用简称。
十、本志一律使用第三人称，文体为语体文记述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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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概述

广安中学是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的母校，

学校现座落于广安市广安区滨江路南段，校园背靠广安市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所

在地城南新区，左傍风光壮美的思源广场，右邻西溪峡大桥。前临宽敝平坦的滨江

大道，大道下是清澈碧绿的渠江，江水昼夜不息向东奔流。站在滨江大道，仰观由

邓小平胞弟邓垦题写的广安中学四个榴金大字，神采飞扬，熠熠生辉，昭示着广安

中学的勃勃生机与灿烂辉煌。进入大校门内，一尊由美国邓小平基金会、四川省对

外友协、四川省侨办捐赠的大理石邓小平雕像，令人肃然起敬，小平同志睿智深情

的目光引领人们穿越历史的时空，去品味广安中学厚重的人文历史。从 1899 年广安

中学的前身紫金精舍问世到 1912 年广安中学创办至今，广安中学已经历百年沧桑，

斗转星移，日新月异。现在，充满传奇、充满活力、充满希望的广安中学正脚踏实

地地向前迈进。

广安中学办学历史悠久，在漫长的办学过程中，历经多次演变。 广安中学的前

身紫金精舍由民国名人蒲殿俊与表弟顾整于清光绪二十五年(公元 1899 年)创建。

当时，张澜、胡骏、蒲殿俊、罗纶等曾在此讲授经史辞章，兼及时务。光绪三十年

(1 904) 这批进步知识分子力克旧势力之束缚阻挠，在广安率先推行新学。他们以

城北(北门口，原广安县政府招待所旁)玉皇观紫金精舍为堂址"移神兴学"合

并渠江、甘棠、培文三书院创办了广安历史上的第一所新式学堂一广安州立高等小

学堂。新学兴起，师资急需，广安州立师范遂于光绪二十三年 (1907) 应运而生，

此时高等小学堂已迁至县城厚街挂花井处，州立师范即办于原高等小学堂旧址紫金

精舍。 1912 年，广安州立初级师范学堂停办，其校址成为创建广安中学的理想之地，

1912 年春，在张澜、张雅南、王宣彝等一批具有新思想的先进知识分子的推动下，

广安历史上的第一所中学一一广安州立中学堂，诞生于渠江之滨的紫金山。 1912 年，

任川北宣慰使的张澜(解放后张澜曾任民盟中央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

府副主席、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第二届全国政协副主席等职务)和时

任大汉蜀北军政府副都督的张雅南拨库银两万两，资助广安州立中学堂开办。中国

同盟会广安分会会长，留日学生王宣彝为首任校长。广安州立中学堂的创立在广安

历史 I二具有重要意义，他实现了广安百姓多年的心愿，对广安文化的发展、经济的

繁荣、民众素质的提高具有十分深远的影响。 1913 年 2 月，广安改州为县，学校更

名为"广安县立中学" (时人简称广安中学) ，并于同年迁至考棚巷(今广安区政

府旁) ，这一年，担任川北宣慰使的张澜先生巡按至广安，从县人之请，再拨库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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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万两，改建位于县城云顶山外|署衙门后半部房屋为校舍"越年 (1914 年)修缮

竣事"学校全部迁入，张澜先生的举措，为初创的广安中学之发展，奠定了坚实

的基础。 1919 年"五·四"运动对广安中学影响颇大，陈独秀所办《新青年》在

师生中非常受欢迎，在新思潮的影响下，学校的办学目标更加明确，对后来学校发

展起到了良好的作用。邓小平同志于 1918 年春季由广安县立高等小学堂考入广安县

立中学，在第十班求学，学名邓希贤， 1919 年 9 月离开广安中学前往重庆留法勤工

俭学预备学校就读，并由此走上救国救民追求革命真理的道路。 1949 年 10 月 1 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 1949 年 12 月 9 日，广安解放，五星红旗升起在广安中学校

园，广安中学从此步入一个崭新的时代。 1950 年春，广安县立中学由广安县人民政

府接管。由著名数学家、教育家何鲁先生创办的私立载英中学(储英中学)、杨森

先生创办的私立惠育中学和陈继善先生创办的私立培文中学合并而成的广安私立联

合中学的全体高中生、部分初中生也于同年转入广安中学，部分广安女中学生也同

时移入。这一年 11 月，广安县立中学改名为"川东区广安中学" 1952 年 10 月，

广安县人民政府调整城乡学校布局，广安中学由云顶山州坡迁至河街平桥何鲁先生

创办的储英中学校址，并借用解放军测绘校平桥、链子桥两处校舍，分为初、高中

两部。年底， '"东区行政公署撤销，学校奉命改名为"四川省广安第一中学校"。

此后，伴随新中国时代的列车，学校不断向前发展。 1966 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学

校受到极大冲击，图书、档案、教学仪器损失殆尽，校内组织机构失去作用，在清

队斗争中，广安一中又被作为全县教师深挖阶级敌人和进行反省的主要场所，其时

校园一派恐怖气氛，堪称广安教育战线的重灾区，学校发展严重受挫。 1976 年粉碎

"四人帮"之后，特别是 1978 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学校拨乱反正，重振雄风，

昔日一度萧条冷落的校园，又呈现出蓬勃的生机。 1982 年 3 月，四川省教育厅审定，

四川省人民政府批准，广安一中成为四川省一百所首批办好的重点中学之一。省政

府这一决定，奠定了广安一中特有的位置，同时也给广安一中师生以极大鼓舞。此

后学校围绕建设省重点中学目标做了大量工作。 1993 年以前，学校校舍面积为 15908

平方米，学生食堂，军干楼、男生宿舍和部分职工宿舍等近 5000 平方米的建筑面积

均为建国前和五十年代初修建，师生的工作和生活条件相当艰苦，与广安一中作为

小平母校、省重点中学的称号极不相称，也制约了学校进一步发展。从 1993 年起，

学校以迎接四川省重点中学达标验收为契机，在县委、县府和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

下，掀起了创办省级重点中学以来的第二次校园建设高潮，学校面貌逐步改观。特

别是 2002 年以后，为迎接邓小平百年诞辰，省、市、区党委、政府、教育行政部门

高度重视小平母校的建设，社会各界关注支持小平母校的建设。学校面貌在很短的

时间内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学校实现了超常规跨越式发展。广安区政府会议纪

要(广安区府纪(1999) 020 号〉记载 4 月 29 日，副区长蒋天久在广安一中会议

室召开现场办公会，会议就广一中建设和发展中的有关问题作了专题研究。 2001 年
6 月中共广安区委办公室、广安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发出关于成立广安第一中学校扩

建工程协调领导小组的通知(广委办 (200 1) 33 号) 0 2001 年 8 月，广安市政府(广

安府函 (2001) 82 号)批复同意广安一中和广安师范合井，组建新的广安一中。对

新的广安一中，市、区党委、政府高度重视，多次开会研究，采取有力措施，推进
学校建设。 2001 年 4 月 21 日，在中共广安市委、广安市人民政府《关于实现广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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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跨越若干问题的决定>> (广委发 (200 1) 12 号)中提出:以邓小平故居为核心，

开发系列邓小平少年活动场所，丰富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内容，在严格实施邓

小平故居整体保护规划的前提下，加快协兴老街、牌坊村牌坊、翰林院子、佛于山

景区、荷池清水塘、北山小学堂、县立高等小学堂、广安县立中学(现四川省广安

第一中学)、东门码头、邓家湾码头等建设工作，在 2004 年前形成有吸引力的参观

点。 2002 年 4 月，广安市委面向全省公选的校长王锡元走马上任，标志着广安中学

新领导班子诞生。新领导班子胸怀宏图、审时度势、集思广益、果断决策，以原广

安师范学校为基础，重新大手笔、高起点规划，高标准、高速度改扩建， 2004 年秋

高中部全部迁入新校区。 2005 年 4 月 5 日下午，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夏代荣在东

阳国际酒店主持召开会议，研究广安中学第二期工程建设有关问题(广安府议 (2005)

18 号)会议议定以下事项:一、充分发挥邓小平母校资源，打造中华名校:二、切

实解决建设中的问题(一)土地问题(二)修建问题(三)资金问题。形势

喜人，形势催人，形势逼人。学校新领导班子在总结了学校近百年来的办学传统和

丰富的办学经验基础上，提炼出了"内图个性之发展，外图贡献于其群"的办学理

念，形成了以"三个面向"为指针，以学校发展为主题，以改革开放和教育科研为

动力，以教育教学质量为生命，以学生成才为根本的办学思想，提出了"争一流，

创名牌，出特色，育英才"的办学目标，强调打好邓小平母校这张牌，抓住西部大

开发、扩大高中阶段教育、 2004 年小平百年诞辰纪念三大历史机遇，实施形象立校、

特色强校、科研兴校、质量名校四大战略，实现办学条件、教师队伍、管理水平、

教育质量四个一流。为此，学校推出了两项具有战略意义的重大举措:一、向市、

区教育局，区政府请示恢复邓小平在学校就读时的校名。 2003 年 5 月，经四川省教

育厅批准，四川省广安第一中学校正式更名为四川省广安中学。众多校友盼望已久

恢复邓小平同志就读时校名的凤愿得以实现，至关重要的是，邓小平母校这笔巨大

的无形资产、精神财富得以充分发挥。二、学校制定了广安中学"三步走"的十年

发展规划。思路决定出路，格局决定结局，力度决定速度，关键在于干部。有了新

班子的正确决策，高效工作，全校教职工的齐心协力，学校步入了聚精会神抓质量，

一心一意谋发展的快车道。 2004 年学校成功创建为国家级示范高中， 2004 年高考取

得了此前十多年来的最好成绩，文、理应届本科上线人数 523 人，增长率 135.6% ，

两项均居广安城区学校第一名。在全市省级及以上示范高中排名中跃升至第 2 名。

应、往文理合计上本科线人数共 635 人(不含艺体)，居广安区第一名。高 2004 级

14 班学生龙文以 675 的高分勇夺广安市理科状元并被清华大学录取;11 班学生邓小

丽以 625 的高分勇夺广安区文科状元，广安市文科总分第二名并被外交学院录取。

2008 年高考勇夺广安市文科应届、区理科应、往届三个状元，应届本科上线人数居

全区第→名。 2012 年学校高考再创新高。勇夺广安市文科状元、广安区理科状元:

王婷同学被北京大学中文系录取，何静同学被中央美院录取:应届文科重点上线 50

人、本科上线 346 人，应届文理科本科上线 1020 人，均居全市第一。自 1977 年恢

复考试制度以来，学校为高等院校输送本科学生 18000 余名，其中 4000 余名优秀学
生考入北大、清华、香港城市大学、香港浸会大学、复旦、浙大、南大、人大等全

国著名重点大学深造。学校生源结构逐步改善，现在办有宏志班(四川省仅广安中

学和另外一所学校开办)、国防生班(成都军区确定广安中学为国防生源基地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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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体特长班(目前全市仅一所开办)、与成都七中联办的网络班。截止 2012 年校园

建设初具规模，巍峨的教学大楼、实验大楼，华侨捐巨资修建的图书馆，典雅别致

的校史园，可容纳数千学生的公寓、食堂， 400 米和 300 米塑胶运动场、惠及广大

教职工的 200 余套经济适用房等皆在绿树红花掩映之中，配以各种美观高雅的绿化

造型，俨然一所园林式学校，漫步校园，让人流连忘返。

广安中学在漫长的发展道路上，培育了一批又一批栋梁之才，世人赞誉其:桃

李满天下，精英遍神州，伟人在其中。世纪伟人邓小平同志曾在学校就读。广安中

学还曾孕育了一大批后来担任党政军高级干部的杰出校友，如与邓小平一起赴法留

学的中共早期党员、原中共中央特科秘书长、东北抗日联军第四军参谋长、中共河

南省委军委书记胡伦，原广东省省委书记刘回夫，原机械工业部部长周建南，原中

共湖南省委常委、宣传部长唐麟，原地质部副部长谭申平，原文化部副部长吴雪，

原湖北省副省长小平胞弟邓垦，原四川省人大副主任邓自力，原安徽师大校长、安

徽大学校长、安徽省副省长、全国人大常委、财经委员会副主任、中国致公党常务

副主席杜宣瑾，现中央编办副主任张崇和，中国科学院院士、化学家、南京大学博

士生导师胡宏纹，原华西医科大学党委书记、四川大学党委副书记吕重九等。同时

还涌现出了一大批萤声海内外的专家、学者，国家级劳动模范、优秀企业家、先进

工作者。著名的华莹山游击队的骨干成员中，有相当数量的广安中学师生，在重庆

歌乐山烈士陵园长眠着艾文煌、郑继光、丰伟光等十二名广安中学师生。解放后从

广安中学毕业的莘莘学子在国内外各条战线享有盛名者数不胜数。广安中学育人树

人近百年，在教育教学教研方面取得了骄人的业绩。从学校初创至 1949 年底止，学

校累计招收初中生 7523 人，高中生 1509 人，生源多来自广安、岳池、邻水、蓬安、

渠县等地。解放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学校发展迅猛，硕果累累。自

1950 年以来，为大专院校输送新生 20000 余名，考入北大、清华、复旦、人大等全

国著名重点大学深造的学生达 4000 余人。

学校依法治校，管理有序，数十次受到上级表彰。己获得的殊荣有:全国文明

单位、全国精神文明建设先进单位、全国学校艺术教育先进单位、国家级体育传统

项目学校、国家级青少年体育俱乐部、国家高水平举重后备人才基地，省"最佳文

明单位"省级校风示范学校、省"中小学德育工作先进单位"、省教育工作先进

单位、省贯彻实施《体育合格标准》先进单位、省总工会"先进职工之家"、省"校

务公开"先进单位、省教育系统"模范职工之家"、省"卫生先进单位"、省"心

理健康教育示范学校"、省"五四红旗团委"、省百所"艺术教育特色学校"、省

第十九届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优秀组织奖、省"实验教学示范学校"、档案省 III

级达标单位，受到市、区表彰的则更多，不再一一列举。受到国家、省、市、区党

政表彰的教职工就有百余人，受到教育行政部门和其他表彰的达数百人。

现在的广安中学占地由两校合并后的 9 1. 86 亩扩大到 383.05 亩，校园建筑面积

由 31570.25 平方米增加到 71919.09 平方米(均不含教职工宿舍) ，学生活动场所

面积由1. 67 万平方米增加到 3.34 万平方米。绿地面积 223.89 亩，绿化率达到百分

之百。学校已有 100 余个教学班，学生近万人。师资力量雄厚， 435 名教职工中有

395 名专任教师，其中有省级教育专家 l 人，省级学科带头人 12 人，国家级青年骨

干教师 2 人，特级教师 1 人。高级教师 131 人，一级教师 144 人。中、省、市、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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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政、教育行政部门对学校工作高度重视，为学校发展排忧解难，学校领导班子和

教职工，干群一心，奋发向上，始终不渝坚持为小平母校争光，为人民教育奉献，

为每个学生成才的办学宗旨，全心全意努力工作。这是广安中学必定有充足发展后

劲的基础和保证。忆往昔岁月崎蝶，令人壮怀激烈，望未来任重道远，催人锐意进

取，跨入新百年的广中人，一定要牢记邓小平同志的谆谆教诲"教育要面向现代

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以之作为学校的办学思路，办学动力、办学方向。 2011

年 12 月 17 日，教育部与四川省人民政府在成都举行工作座谈会，教育部部长袁贵

仁与四川省省长蒋巨峰签署了部省共建广安市教育改革发展试验区战略合作协议，

《协议》确定了小平母校广安中学为重点支持建设学校。 2012 年 1 月，省民政厅批

准成立四川广安中学教育发展基金会，筹措民间资金建设学校。 2012 年成立广安中

学校友会，聚集资源，共建母校。当此百年校庆之际，八方宾朋共谋学校发展大计。

承前启后，继往开来。我们将坚持"广济仁德、安匡世艰，广育贤能、安邦兴国"

的广中办学精神，秉承独具特色的校训、核心办学理念和德育理念。将各级党政和

社会各界的关怀、支持，化为前进的动力，继续打好"小平母校"这张牌，紧抓两

大机遇(邓小平"三个面向"题词 30 周年纪念、邓小平 110 周年诞辰纪念) ，用好

三大平台(教育部与四川省人民政府共建广安中学、四川广安中学教育发展基金会、

广安中学校友会) ，实施四大战略(文化兴校战略、高效课改战略、名校联盟战略、

一校两区战略) ，努力把广安中学建设成为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

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国际知名品牌学校，续写广安中学下个百年

的灿烂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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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事记

明成化 22 年( 1486) 

甘棠书院:明成化 22 年 (486) ，广安县甘棠书院在城东 10 里甘棠铺建立，

境内始有书院。此院中堂 5 间，名"要堂"。左右两斋共十室，名"敬、义、静、

虚、动、直、明、通、公、溥"天顺年间，进士吴伯通在院讲学多年，停办时间

不详。

清雍正 9 年 (1730

渠江书院旧名义学。在卡市街儒学署左，康熙中知邵仲礼创建，规模狭隘。雍

正 9 年 (73 1) ，知州曹蕴锦捐货(资)改建讲堂。东西翼以学舍缭以垣墙。地低

洼水涨辄为患。

清乾隆 12 年 (1747)

渠江书院:乾隆 12 年(1747) ，知州翁是平捐货增建义学(今学街中医院址) , 

规模较前略备，易名渠江书院，延师额脯岁 40 金，以学租充焉，有改建碑记。乾隆

31 年 (1766) ，知州陆良瑜复加修聋，增院长薪水费 20 金。嘉庆 8 年 (830) , 

知州恒敏仍其旧址改建堂舍，增额脯 20 金，按月考课设膏火以示奖励。嘉庆 10 年

(1805) ，知州钱国瑞复增额脯 40 金，共计 120 金，俱于学租内开支，道光 15 年

(1 835) ，知~Ii刘有宜以其地卑下潮湿，恐肆业者多病，乃如前加高三尺四寸，为

陪五级，于后加高五尺六寸，为阶七级，重建堂屋头门十余间，两廊各十余间，课

亭二座，环以砖垣，较前为高爽。同治 2 年 (863) ，知州沈宝昌以其地近市多嚣，

谋迁于安居城上，岁增修脯 20 金，所遗书院即作为绅士办公之地，名始安公所。同

治 7 年(868)，肆业者以离城太远，请于知州袭嗣锦，仍迂还如旧。光绪 11 年(1 885) ，

知州顾怀圭捐 13 经 4 史 4 库提要等书置于书院。 20 年 (1894) 将地方公款购买经

史子集共数百种益之，费五千余金，今无存。

清嘉庆 23 年 (18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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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棠书院:嘉庆 23 年 (1818) ，延州人士会议劝捐创修，适于文明街桂花井得

善地。基价 500 绢(每绢千文)，乃建义学，名曰新增义学，一名甘棠书院，仿吴石谷

(吴伯通)之旧名也。讲堂 4 植(间) ，东西学舍各十余植，后缘瞪而上山椒(山

顶)宽平，复建食堂，规模如前，为州牧劝学葱、息地。道光 3 年 (823) ，州人胡

长裕有文记其事。 21 年 (84 1) ，因其地改建文昌宫，迁义学于庙右，即故恒公祠

也，咸同间历年延聘州人主掌，束修钱 80 余缩，有不足者，拨济仓款弥补，经费支

勉，而月课膏火无出。光绪 6 年 (1880) 州牧唐友忠因谋读人众，广义字之名复为

甘棠书院，自由非规钱 400 蝠，以 200 绢作延师修膊，以 120 绢作膏火，余作首事看

司薪水等费。

清光绪 15 年 (1889 ) 

培文书院:光绪 15 年 (889) ，知州廖在在恒在城西文昌宫建培文书院。其地本

旧义学，道光中建为文昌宫。己丑 (889) 兵部主事陈锦献丁艰归里，局绅刘锦蓉、

杨季贤请于州牧，以处其徒众岁修 200 缩，课士膏火规条如渠江甘堂之制。

清光绪 25 年 (1899)

紫金精舍:清光绪 25 年 (899) ，广安人蒲殿俊、顾辈在广安州城北玉皇观建
紫金精舍(又名紫存书院，系广安州立中学堂前身)。推胡骏为舍长，礼聘名士吕
翼文、彭光粥、张澜、罗纶等富有革新思想、有真才实学者为教员。仿宋胡玻分"经
义"、"治事"诸斋教学，按学生程度、志趣升堂授课。广授经史词章，兼习时务、
舆地及博物，宣讲"西学新书"力矫旧书院陋规及八股制艺。

清光绪 28 年 (1902)

清光绪 28 至 29 年 0902-1903) 岑春煌任四川总督期间，推行新学，令州将

渠江、甘棠、培文三书院并入紫金精舍，继后又令改精舍为广安州高等小学堂。精
舍讲学者蒲殿俊、胡骏、王待等遵令筹办，引起渠江等三书院守旧宿儒不满。诬蒲
殿俊等人为"康党"告至继任总督锡良。且"评告兴狱，累年不息"。但蒲殿俊
等仍"沉毅坚持" "不肯回让"终于在光绪 30 年 (1904) 春，将广安州高等小
学堂建成。

光绪 30 年 (1904)

光绪 30 年 (1904) 春，广安州高等小学堂建成，开广安兴新学之始。学堂有学

生 90 人，蒲殿俊为学堂总理，熊制贫为副办兼首任堂长，胡骏、顾莲、王结为董事。
原"紫金精舍，故为废寺，有铜铸玉皇像甚伟"蒲等在精舍讲学期间"以古物
惜不肯毁，迁之于慈揭岩庙中，至是流言萤语"遍及城乡。当年夏旱，原三书院

部分守旧宿儒谓此为"移神兴学" "触怒玉皇"所致，造成 6 月 19 日(农历五月初
六日)的"迎神毁学"事件。当日"呼啸市人，千百为群，异(抬)像破门入，
置讲堂上。一时香火竿木，蜂舞鱼乱，若遇鬼物。撤学舍，烧图书，且尽。知州陶
家瑶不能制。乃许于学堂旁别起庙供像，以为调停"学堂得以续办。光绪 30 年(1904)



8 广安中学志

广教 0994 年之看守所址)、安化 0994 年之烟库址)、两湖 0994 年之厚街小

学址)、登文(今长五乡境)初等小学堂，宝枝女子两等小学堂 (1994 年之土产公

司址内)建立，学堂增多，但仇学之风仍未根除。

光绪 32 年 (1906)

光绪 32 年 (1906) ，境内又发生旱灾， 7 月 29 日(农历六月初九日) ，针对高

等小学堂的"迎神毁学"事件再起"知州顾思礼惩前宫宽缓，立刻施加弹压，至
手刃 l 人，始止"。此次事件震动川东北，影响全川|。后"为议杜后来口实，迁学
堂于培文书院旧址(厚街桂花井) ，仇学之风乃逼"。民国元年 (912) 9 月，广

安州高等小学堂改为"广安州高等小学校"。民国 2 年 (913) 2 月，广安改州为
县。民国 2 年 (913) 3 月，学校又改为"广安县高等小学校"。民国 11 年 (922)

再改为"广安县高级小学校"并迁校于城南文庙。民国 21 年 (932) 更改为"广安
县立西城小学校"。

光绪 33 年 (1907)

清末兴新学，师范教育随之兴起。光绪 33 年 (907) ，在原广安州高等小学堂
旧址紫金精舍建广安州立师范，收生 52 人，学制 5 年。民国元年 (912) 停办。未

结业的段汇泉、钟青荣、 i焦俊基等 8 人转入广安州立中学堂肆业(后编入第一班)。

清宣统 3 年( 191 1) 

清宣统 3 年 (911) 秋，辛亥革命爆发。

鉴于广安当时尚无一正规中学，士子升学者必往顺庆(今南充市) ，或远赴成

都。富者不便，贫者无权深造。广安人王宣彝奉政府之命，积极筹建广安州立中学

堂。

民国元年 (1912)

民国元年 (1912) 3 月"广安州立中学堂"创办成功。开境内中学之始。学制
四年，俗称旧制中学。校址位于广安州城北紫金山玉皇观。
民国时期，公立学校废董事会，改行校长负责制，校长综理校务。民国元年

(1912) ，中学校长下设教务长 l 人，监学、庶务、司书、司帐各 1-2 人，教员若干。

王宣彝被聘为校长，曾本立为教务长。初创之时，学校先就各小学拔取高才生 28 人

为第一班，旋即招第二、第三及预备三班，预备三班旋即合入第三班。三个班共计

学生 106 人。

7 月，川!北宣慰使张澜与大汉蜀北军政府副都督张雅南商定，将解散民军的四
万两白银拨两万两用于广安中学的开办。

民国 2 年 (1913)

民国 2 年 (1913) ，广安州改为广安县，隶属川北道。更校名"广安州立中学堂"

为"广安县立中学校"。随后，学校由玉皇观迁县城考棚。
继之，川北宣慰使张澜(后任中国民主同盟中央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

民政府副主席)巡按至广安，从县人之请，拨库银一万两(一说两万两) ，改建州
署衙门(位于云顶山州坡)后半部房屋为校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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