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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章

艰苦创立 奠基固本

清末民初，兴办新学 。 清末状元、著名教育家张蕃及范当世、孙宝书等

人集通海五属官绅议创公立中学。学校于光绪二十七年(公元 1901 年)议

创，光绪三十二年(公元 1906 年)兴建，宣统元年(公元 1909 年)开学。从创

立至抗战前夕，体制屡改，校名数易，人事多变，而秉先贤刻苦自励之精神 ，

推进新文化，育人之志趣与使命，一以贯之。校随时代，经创建、巩固、发展

之历程，乃深深扎根于南通文化中心，并由此书写了南通中学"追求卓越"的

第一华章。

第一节 通海五属公主中学诞生
(1901.7--1913.7 ) 

一、三次具有历史意义的创建集议

(一)光绪二十七年集议

光绪二十七年(公元 1901 年) ，清政府颁《兴学诏书 )) ，令各府、厅、直隶州

均设中学堂 。 是年七月 ，张春召集通海五属官绅协议，按照府设中学规章规

划建立中学。 当时的五属，是指通州、海门，以及通州所属的如泉县、泰兴

县、静海乡。校址勘定为通州城内盐义仓旧基。盐义仓，建于清雍正五年，

以两淮商人共同捐银 24 万两建成，是如泉、盐城、泰县、东海、通州的仓殿之

一。仓未废时，常年贮谷 34000 余石 。 清末仓废，不再贮粮。此次会议即是

创建公立中学校之最早集议。

(二)光绪二十八年集议

光绪二十八年(公元 1902 年)八月，清政府颁布了由清末管学大臣张百熙

主持拟定的《钦定学堂章程)) ( ((圭寅学制 )))。虽然《钦定学堂章程》后来并没有

施行，但是对全国各地办学仍有推动作用 。 是年十一月，范当世、张师江、顾曾

垣、周汇赢、沈璧均、李鼎、黄文田、孙宝书等数人在筹划通外|公立高等小学(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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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南通市实验小学)建筑之事的会议上，议及并废盐义仓地为中学校基。 此次

集议明确了整合废盐义仓地以扩大校基，比前次之动议进了一步。

(三)光绪三十二年集议

光绪二十九年(公元 1903 年) ，清政府又颁布了《奏定学堂章程 )) ( (( 要卵

学制 )) ) ，其中规定中学堂以府立为原则，州县能设更好，分官立中学堂、公立

中学堂、私立中学堂三种 。 光绪三十二年(公元 1906 年)三月 二十日，张春邀

集通州视府、海门厅、如泉县、泰兴县、静海乡五地士绅 40 人在通州南门外瀑

河边通海五属学务公所，正式商议设立巾学事项 。

会议代表 40 人中有通州代表 26 人、泰兴代表 2 人、如泉代表 4 人、静海

代表 2 人、海门代表 6 人 。 除通州知州、海门同知、泰兴如泉两县知县外，通

州代表有学正汪家玉鼎臣、张春季直、张譬叔俨、孙宝书敬民、顾儒基聘营、

顾似基未杭、陈启谦南琴、顾鸿闺泽轩、张坛生月波、高清立卿、李鼎少崖、达

李继鹏、冯应征庚生、冯文汇泽之、周汇癫小楼、孙铅养春、李元俊伯南、沈来

宽广庭、保思毓坛生、李元葡亦杭、宋铮贡兰、阵、描荫人、顾俏基饮楼、宋焕镜

湖、江春蕴生;泰兴代表有沈文瀚海秋;如泉代表有沙元炳健庵、张藩树屏、

祝福申少农;静海代表有张书彝古尊、成源邃粹庵;海门代表有樊瑛民一、沈

祺铿若、沈喊寿幼瑜、顾士魁一梅、沈书升鹿芹 。

此次会议，是创建公立中学校的筹备会议。 会议提议事件共六件:定

名、校地、校舍、名额、筹费、筹备 。 会后，形成了《通海五属公立中学集议要

略))，由通州翰墨林书局印制。《通

海五属公立中学集议要略 )) ，是南通

中学最早的正式文件。

围绕建中学堂的议题，五属

官绅先后召开了三次集会 。 从提

议到形成决议， 一次比一次明确

深入，从而奠定了创建通海五属

公立中学的基础 。 这 三 次集议，

不仅揭开了南通中学百年创业的
南通中学第一份重要文件: (( 通海五!.*，公

立中学集议要略》 序幕，而且在南通教育史上也具
有划时代的意义 。

二、两位主要创议人张馨、范当世

三次集议参加者，史料上有名录的共 48 人 。 其中张春、范当世两位创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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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在南通中学及南通教育史上地位十分重要 。

(一)张春

张睿(公元 185 3 年~公元 1926 年) ， 宇季直，

晚年号啬庵，海门常乐镇人 。 张春自幼勤奋好学，

16 岁入学 ， 42 岁应礼部会试中贡士，参加殿试，中

光绪甲午科一甲一名，赐进士及第 。

张春中状元后，任翰林院修撰。 适逢甲午战

败，便具疏参动大学士李鸿章怯战求和，贻误战

机。 而后，招商集资，兴办实业教育，希望由此而

实现救亡图存的抱负，同时积极参加君主立宪活

动，发起成立预备立宪公会，任江苏省咨议局议

长，并任江苏学会(后改称江苏省教育会)总会会 南通中学主创人之一、清
未状元、近代实业家、教育

长 。 民国成立后，任江苏省议会长、南京临时政府
家张春先生

实业部总长兼两淮盐政总理，后任北京政府农林

工商部总长 ，兼全国水利局总裁。 袁世凯称帝前夕 ，托事自解各职回到家

乡 ，集中主要精力发展南通各项事业 。

满清末叶，张春外观大势，内审国情 ， 一心探求救国之道 。 他深感"一国

之强基于教育" "欲国之强必先教育"主张教育与实业密切结合"以实业

养教育，以教育促实业"。 因此，他在南通兴办了一系列文化教育事业，从学

前教育到高等教育，从普通教育到职业教育、特殊教育，特别是基础教育和

师范教育事业。 据统计，他一生在教育上的投资为 25 7 万两白银，到 1924

年 ，张春在南通一隅之地共创办小学 370 余所、中等学校 6 所、高等学校 3

所，构建了从蒙养园、小学、中学到高等院校，从基础教育学校到专门教育学

校的学校教育体系 ;倡导并坚持学校教育与教学实习基地相结合、教育与实

业相辅相成的教育理念、教学方法和办学方向;为南通成为一个极具特色的

中国近现代教育之乡奠定了基础 。

光绪二十八年(公元 1902 年)张春创办了我国最早的师范学校一一通州

师范学校。同年与范当世等人联名呈请两江总督设立通州公立高等小学 ，

光绪三十一年(公元 1 905 年)通州公立高等小学开学，孙宝书任校长。

在筹建通州师范学校和通奸|公立高等小学的同时，张睿就提议创建公

立中学 。 据通中首届毕业生钱啸秋先生《公立中学时代之回顾》一文记载:

"清光绪二十八年，初曾拟仿改千佛寺为师范例，以钟秀山为中学校舍之

基。"光绪二十七年(公元 1 90 1 年)七月 、光绪三十二年(公元 1906 年)三月，

张蕃分别召开五属官绅会议，从勘察校址着手，继而对招生规模、经费筹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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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地拨购、建筑监督等方面均作了周密的部署，并且与其三兄张譬带头捐

款，两人共捐 6500 元之多，占当时官绅捐款总数 20500 元的 3 1. 7 % 。 历经

8 年的谋划筹建，通海五属公立中学(今江苏省南通中学)终于竣工开学。 开

校后，张春曾于民国二年(公元 1913 年)、民国三年(公元 1914 年人民国十一

年(公元 1922 年)、民国十三年(公元 1924 年)在校视察，为学校题校训，题校

园诗，给学校解决问题，等等 。 学校师生也多次参加"国耻日 纪念"大会， 参

加祭奠蔡愕将军活动，聆昕张春先生的演讲。 民国十五年(公元 1926 年)八

月 二十四日，张春先生病逝，全校师生无不悲'胁 。

学校虽由五属公立，但张睿先生刻苦自励之精神，教育救国之思想，诚

恒之校训，百年来一贯如承。

(二)范当世

范当世(公元 1854 年~公元 1905 年) ，原名

铸，字铜生，更名 当世，字无错 ， 号肯堂，因排行居

一，世称范伯子。 通川、I (今南通市区)人，清末文学

家，南通近代教育的倡导者和奠基人之一。 范当

世幼年即聪颖警悟， 16 岁入学，岁贡，有才名，与张

春、朱铭盘号称"通州三生" 25 岁后负复出游，初

从兴化刘熙载学《艺概 )) ;继从武昌张裕钊学习古

文法 ，参与张裕钊主修的《湖北通志》的编篡;后结

南通中学主创人之一、清末 识冀州知州、古文家吴汝纶 ， 主持观津书院，并应
文学家、南通近代教育倡导者

吴汝纶之邀，在保定莲池书院讲学，与古文家贺涛
和奠基人之一范当世先生

齐名，有"南范北贺"之称 ;38 岁，应李鸿章邀请任

其幕僚近 4 年 。 甲午战败，辞馆南归，曾任东渐书院山长 。 此后，与张春等一

道致力于兴办通州教育事业 。

范当世深知科举制度对人才摧残之烈，在中年时代就明确摒弃科举制

度，至晚年迭遭戊戌、甲午、庚子之变，更是愤而批判自己早年热心从事的古

文创作和教学活动，转向寻求教育救国之路。 他往来于江苏各地借鉴办学

经验，并曾向来宁考察学务的日本人嘉纳治五郎虚心请教，顶住了封建遗老

遗少的百般干扰，为办新学呕心沥血，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实际工作。

光绪二十八年(公元 1902 年)与张替、张春、孙宝书、张师江等人联名呈

请两江总督设立通州公立高等小学 。 范当世抱疾与张师江主持筹建工作，

是年八月开工，光绪三十一年(公元 1905 年)春教室先竣工 ，学校于四月 二十

四日开学。

在《通州小学堂宗旨 》中，他对办学思想、指导大纲、发展方向乃至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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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均作了科学、合理的规定。 他写道"争强莫如以兵，强兵莫如以富，何

为而必出于学?曰:此其先务也。兵且有兵学焉，富且有农工商之各学焉，

自今无一事可以不学。""立国必资乎人才，而培才当始于子弟;立教必遍乎

全国，而变国莫先于秀民也。凡为学堂之大纲有三，智育、体育、德育是也。 "

在强调小学教育的重要性、表明自己的决心时说 : 吵H虽小，乃天下之积 ; 学

堂虽小，居众学之先。自我为之，敢不重耶 !"

范当世和张替、张春、孙宝书、张师江等人在筹划建高等小学校时，积极

酝酿利用废盐义仓创办公立中学校 。 可惜天不假年，公立小学建成、公立中

学筹划亦趋成熟，范当世却于光绪三十一年(公元 1905 年)毁疾弃世，宏大抱

负，未能充分施展。范姚夫人的《哀诗》云 "风雪归招爱国魂，雪光惨照泪光

深，最怜第一伤心事，辜负生平教育心 。"这的确是知音之论。

范当世精于诗歌创作，题材广泛，意境恢宏炽烈，风格旷荡领健，在同光

体诗人中独树一帜。其散文高屋建专瓦的气势和冲淡含蓄的意境，使他成为

后期桐城派在江苏的主要代表。他的作品大都收在《范伯子诗文集》中，另

编《通州范氏诗抄))4 卷 519 篇 。 弟钟、铠皆有文名，世称"通州三范" 。

三、公立中学校的兴建与开学

(一)学校定名

《通海五属公立中学集议要略》载"定章府设中学。 通州直隶州视府;

泰兴如泉两县隶焉 ;静海无土地而有学额，亦一属;海门直隶于布政司无属

县，旧附考试于通;故沿称通海五属。建学费由地方任之，故名公立中学。 "

这段话记载了当时学校定名为"通海五属公立中学"的缘由 : 第一，因通州直

隶州视府，海门直隶于布政司，通州和海门同属省管辖，故名"通海" 。 第二，

因学校为通州、泰兴、如泉、静海、海门五方共建，故名"五属"。而"静海无土

地而有学额，亦一属"则交代了将静海乡纳入"五属"的原因:静海乡的前身

是海门乡(与上述"海门"不同) ，海门乡的前身是海门县，海门县因土地拥塌

而不复存在，但原有的县学归附于通州，所以"无土地而有学额"因历史上

有其名又保留着政府所给的学额，即认"亦一属"。 第三，建校经费系五属地

方任之，故名"公立"。

(二)确定校址

光绪二十七年(公元 1901 年)七月，张春召集通海五属官绅协议规划建

立中学时，校址勘定为通州城内盐义仓旧基。 盐义仓址不大，仓后紫琅书院

又己改建为高等小学，于是就划拨紫琅书院和盐义仓西面的万寿宫、四贤祠

两处公地以扩之。 盐义仓东有委巷，北通紫琅书院，院舍改建小学后，巷前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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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海五属公立中学校址图

与仓门毗连，巷东有白姓戴姓等民房，

也收购为校有 。 又因无隙地为运动场，

就逾高等小学而北，迁移游击署，收购

民房数十家，拓出一块地与高等小学运

动场合井，直抵城墙根 。 学校地基最后

确定为"东至丰裕仓，西至天宁寺，南

至州廊后，北逾高等小学至城墙根，仓

河横贯操场之南，统计面积三十亩有奇

(高等小学十六亩有奇在外) 0 "

现校内的一株大揪树，原为万寿宫

的遗木，估计是在明朝初期种植，已生长 600 余年，目前作为珍贵的古木加

以保护 。

已有 6∞余年历史的古揪

位于西厢楼下，苍道茂盛，她

见证了莘莘学子的成长历程

"遗爱泉"手绘图，原载于 1 934 年校刊

道t

易量

四贤祠址内原有"遗爱泉"井，水甚甘测 ， 大旱不竭，建公立中学校舍时，

仍保留在西厢楼下北端的石阶前，后来这井被埋没了 。

(三)筹款建校

《通海五属公立中学集议要略》载"备建能容学生四百八十人之完全校

舍及预备增额二百四十人之教室"，即"南向楼四进，各排列十五间;东西向

楼各排列十七间;中有过道楼及两旁侧楼;通计楼房上下二百四十九间，又

平屋五十六间，总共校舍三百五间" "统计需费十六万一千五百元。 派作十

成，五属公认。通州认四成计六万四千六百元 ，静海认一成计一万六千一百

五十元(静海筹费不足仍由通州筹补) ，通静两属合计八万零七百五十元，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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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如泉各认二成计各三万二千三百元，海门认一成计一万六千一百五十元，

合共十六万一千五百元" 。 提议日五属官绅认捐总数 : 通州八千一百二十

元，静海一千五百五十元，泰兴一千五百元，如泉五千七百元，海门三千六百

三十元。 共计二万零五百元。 通州师范毕业生保云生等 10 人捐助共计二百

五十一元。 两项合计二万零七百五十一元，经费缺口很大。《通海五属公立

中学集议要略》载"认捐数外不敷尚巨 ，由各属官绅分别筹劝 。 "

议定，公举孙宝书为公立中学校监督，即监督筹款建筑校舍。

光绪三十二年(公元 1906 年)

八月通海五属公立中学校舍兴工，

光绪三十四年(公元 1908 年)十二

月工竣 。 孙宝书躬行节俭，呕心沥

血，南通近代第一个中学堂校舍终

于以十分典雅的容姿伫立在南通城

州衙之北，北海河之南，积谷仓之

西，天宁寺之东的福地之上 。

( 四 ) 校舍布局

校舍布局沿用了中国传统的封

‘ 强 ω ，魄

校舍全景模型 图 1924 年制作摄影

闭式书院格局 。 南向四进楼是校舍主体建筑。 南楼上为教员寝室，下为办

公室，俗称..教员楼"。 中间两幢为教学楼 : 前教学楼中间突出，上为图书室，

下为大礼堂 ，左右两侧上下合计 8 个教室 ;后教学楼有教室、仪器室、标本室、

实验室等 。 北楼凡三层，为全校最大建筑，作宿舍及自修室，可容学生 300 余

人 。 逾三层楼而北，经仓河板桥(共三座) 即到操场。四进主楼的东西两侧

是厢楼，楼上为学生寝室，楼下为自修室 。 厢楼与主楼连接，封闭校舍成为

院落，楼上楼下四周有走廊相连通，下雨不湿脚，暴 日不晒头 。 前后教学楼

及北楼，这三幢楼中间还有过道楼，过道楼楼上后来设为史地博物馆，楼下

仍为过道。 过道楼把校舍隔成左右前后共 4 个方方正正的天井，天井内栽花

草，植树木 。 大礼堂南面是花岗岩铺地的空场，师生常在这里以大礼堂为背

景合影留念。 过空场即到最南面的教员楼，楼下中间是方砖过道，与后面三

幢楼的过道在一条线上 。 教员楼过道两头都是木门，南面是黑漆大门，北面

是白漆二门 。 教员楼南面还有一道围墙，居中是花岗岩牌楼式大铁门，面临

中学堂街，两座玲珑可爱的石狮分列两侧，校门上端的石匾上刻有校名，上

刻"公立中学校"五个大字 ，一说是郑孝营所书，一说是翁同酥所书 。 师生跨

入公立中学的大门之后，教学、实验 、集会 、 自习 、住宿等活动均在此幽雅恬

静的庭院式楼房区内开展，甚是宁静，得天独厚的学习环境催人奋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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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海五属公立学校校门

校舍建筑风格也基本上保留了中国建筑

的民族特色。 建筑前后左右相互对称;每座楼

房均为粉墙、黛瓦、红柱、坡顶 。 目前校内古揪

树西面的小红楼，基本上保留了当年的建筑风

格 。 这幢小红楼，是当年西侧厢楼中的一小部

分，也是目前学校仅存的一幢建校初期的老

校舍。

(五)招生开学

光绪三十四年(公元 1908 年)十二月，五

属官绅 42 人开落成会，议定次年开学，公举孙

宝书为校长 。

宣统元年(公元 1909 年)正月， 学校招收

第一班(届)学生，人校学生计 43 人 。

宣统元年二月十六日(公元 1909 年 3 月 7 日)公立中学开学，从此，南通

历史上第一所中学一一通海五属公立中学正式诞生，并由此揭开了南通中

学"追求卓越"的历史序幕 。

四、办学宗旨与课程

当时清政府已经废止了"圣寅学制"实行的是张百熙、张之洞等人主持

拟定的《奏定学堂章程》。 这是中国历史上又一个正式颁布且在全国普遍实

行的学制系统的文件，它的颁布以及随后所实行的一系列措施对各地产生

了很大的影响 。 作为校长，孙宝书的办学思想亦遵循《奏定学堂章程 )) , "以

养成国民普通知识傅毕业后不仕者从事于实业、进取者升入各高等专门学

堂均有根据"为办学宗旨 。

课程上打破了儒家经典一统天下的局面，除保留传统的修身、读经科

外，还设有算学、历史、地理、博物(植物、动物、矿物等)、物理、化学、体操、图

画、书法等学科。

五、 学制与分科

开校时按"要卵学制" ( << 奏定学堂章程 )))规定，学制为五年 。 民国元年

(公元 1912 年)教育部颁布了《圭子要丑学制 )) ，中学学制改为四年，不分高

初中 。

宣统元年(公元 1909 年)三月 二十六日，清政府奏准《变通初等小学堂章

程》和《变通中学堂课程》两项文件，咨行各省遵照办理。 在《变通中学堂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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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将中学堂课程分为文科、实科(相当于理科)两类。 文科课程以读经讲史、中

国文学、外国语、历史地理为主课;以修身、算学、博物、理化、法制、理财、图画、

体操为通习课。 实科以外国语、算学、物理、化学、博物为主课;以修身、读经讲

史、中国文学、历史、地理、图画、手工、法制、理财、体操为通习课。

宣统二年(公元 1910 年)学校遵部令，遂以第一班为文科，第二班为实科。

文科以国文、讲经、英文、历史、地理为主科;实科以英文、数学、理化为主科。

民国元年(公元 1912 年)九月，教育部规定学堂改称学校，中学目标在于

实施普通教育，重视普通文化之陶冶。学校依部令，废文、实科名，改为课程。

废除读经、讲经科目，中国文学改称国文，增加于工、乐歌等艺能实用科目。

六、鞠躬尽瘁的首任校长孙宝书

孙宝书(公元 1856 年~公元 1913 年)字敬

民，又字敬铭，通州 (今南通市区)人。光绪二十

九年(公元 1903 年)进士，任户部主事。 3 7 岁开

始课业授徒，弟子二三百人，其中多有学成业就

者 。 光绪二十八年(公元 1902 年)与张替、张替 、

范当世、张师江等人筹划通州高等小学，光绪三

十一年(公元 190 5 年)任通州高等小学总理(校

长) 。 在筹划通州高等小学的同时，参与筹划建

立中学堂 。 后被公举为公立中学校监督 。
首任校长孙宝书先生

从光绪三十二年(公元 1906 年)八月兴工，到光绪三十四年(公元 1908

年)十二月工竣，其间两年余时间，手j、宝书尽心尽力，备亟辛劳 。 当年通海五

属公立中学集议时，与会者对筹备经费的难度过于乐观，而在实际筹措中困

难甚多。 孙宝书经常奔波于五属各地 ， 往来于官绅公署，反复协商，殷勤劝

募。 在光绪三十二年(公元 1906 年)至光绪三十四年(公元 1908 年)建筑期

内，募得建筑款项共计十五万二千三百四十四元一角三分。 除去《通海五属

公立中学集议要略》所载两项捐款二万零七百五十一元，孙宝书另募得十三

万一千九百九十三元一角三分。 首届毕业生钱啸秋先生回忆道..当兴建校

时，余曾奉敬师命为校测量计算绘图，伏日跚跚荒棒乱莽间，逾月方竣事。

敬师则以筹划建筑费用，与官绅往复商榷，簿书盈筐 ， 皆躬自为之 ， 未尝有

记室。 "

《通海五属公立中学集议要略》计划建校舍需经费十六万一千五百元 ，

建校舍 305 间;筹款总收入合计十五万二千三百四十四元一角三分;实际建

校舍 400 间，支出费用十一万二千九百八十九元六角七分三厘 ，另添置校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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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具、消耗器具、易耗器具、修傣辛工、食用各项、槽粮地租、杂项一切、津贴

地方公用、转拨各法团等共计二万一千九百一十四元七角四分八厘，建校总

支出为十三万四千八百零四元四角二分一厘。 收支两抵还余一万七千五百

三十九元七角一分一厘。 在孙宝书监督下，新建校舍多于计划，经费却少于

预算 。 其敬业精神，工作能力，令人钦佩。

光绪三十四年(公元 1 908 年)十二月，五属官绅 42 人开落成会，议定次

年开学，公举孙宝书为校长 。 作为校长，孙宝书的工作态度如任建校监督时

一样 ，每事必亲躬，有始有终，且务期达成，使初建之学校，得以巩固 。 孙宝

书严谨治校，身体力行，从建校到开学，从监督到校长，辛劳备至，很少休息，

所有的心血都奉献给了学校，师生都十分爱戴他。宣统三年(公元 1 9 11 年) , 

地方一致推选孙宝书担任民政长，然其心仍在教育，未久即辞职，始终以办

学为重 。 孙宝书除主建通州高等小学、通海五属公立中学之外，还用自己的

薪金所余捐设了狼山初等小学校 。 民国二年(公元 1 9 1 3 年 )二月，因高等小

学经费短缺，自愿不取薪金，受到师生的尊敬 。

民国二年(公元 1913 年)七月学校改为省立，省署委任的校长到任，孙

宝书离职 。 离职后孙宝书即督责校内司事，检点校舍校具 ，核算价值，造具

清册，由县议会县公署会同点交，纤悉靡遗，劳瘁备至 。 九月九日下午，孙

宝书参加南通养老院落成典礼。 在席上猝中风疾，喋不能言 ， 当天午夜去

世，享年仅 57 岁，"可谓与公立中学相终始矣"(钱啸秋先生语) 。噩耗传

开，地方人士纷纷叹息泪下。翌 日，学校为之停课，师生悲痛不已 。 出殡

时，校友会挽联及祭文词意至为沉痛 。 挽联云"公理元古今，异口同声都

为先生长太忽;人事有代谢，灵魂不殆请看来者更如何 ! "祭文云 "先生辛

苦十年，造福于乡土者何限!无如忠厚行为，不适用于现时社会，曲突徙薪

之计，竟为轻薄者所怨谐，一言之出，诽之者群相椰揄，一事之成，妒之者竞

相谋孽，大德至忠，不能止谤于众多之口，积毁销金，积诲磨骨，自是以后，

吾伤与先生长相处者，恒见先生嘘气咽声 ，沈忧百结，同仁或愤潜不巳，而

先生独毁世无一言 。 "

孙宝书还兼任南通学务公所议长、教育会会长诸职， 是南通教育之先

驱，江苏省南通中学重要的创议者和奠基人。

七、渊博的首批教员

张春、孙宝书十分重视教员的选聘。 所聘的教员大体可分三类 :一类是著

名学者，如崔朝庆 、达李、徐昂等 ;一类是留学生，如曹文麟、缪文功、陈衡恪、尤

金缄 、曹文望等 ;一类是外籍教师，如木村忠治郎等。 他们博学而严谨，教学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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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书，课内教学扎实，课外组织学生开展研究活动，既为经师又为人师，极具大

师风范，使学校一起步就开启了学者执教、研究气氛浓厚的新学之风气。

通海五属公立中学时代，教职员有名录的共 34 名。

其中校长 1 名，为孙宝书 。 任过监学或教务长的 4 名 : 曹文麟(1909 年

监学人达享0910 年监学)、缪文功0911 年监学)、范罕0912 年教务长)。

教员共 29 名 :

宣统元年(公元 1909 年)开校时应聘就任的有 8 名 : 达李(授修身国文)、

丁冕英(授英文)、王锡韩(授中国历史)、崔朝庆(授数学)、孙汇和(授用器

画)、黄祖谦(授博物)、孙励清(授体操)、费无姐(授中国地理) 。

宣统二年(公元 1910 年)应聘就任的有 3 名:汪家玉(授修身国文)、木村

忠治郎(授博物)、陈勇(授体操) 。

宣统三年(公元 1911 年)应聘就任的有 6 名 : 冯搬馨(授图画)、曹文麟

(授修身国文法制经济)、顾惟恭(授外国历史外国地理)、邹叶(授数学)、陈

衡恪(授博物)、赵璧(舍监兼授铅画) 。

民国元年(公元 1 9 1 2 年)应聘就任的有 6 名 : 徐昂(授修身国文)、徐尔康

(授英文)、冯明馨(授中国地理)、尤金缄(授理化)、曹文肇(授体操)、高道源

(代授中国地理) 。

民国二年(公元 1913 年)应聘就任的有 6 名 : 卢文彬、陶驷原、张师顿、

王元培、朱万、许人杰 。

因资料短缺，大多数教员的生平事迹已不清

楚，但还有几位仍传流至今 。

(一)达李

达李(公元 1865 年~公元 1919 年) ， 字继脯，

通州(今南通市区)人，是光绪三十二年(公元 1906

年)三月 二十日 筹建会议与会者之一。 学校建成

后，于宣统元年(公元 1909 年)正月受聘任教员，

授国文修身经学，专督同学读《左传》、《史记 》 、 《文

选 》及许书，于治朴学(清代考据学的别称)门径，

言之荼详。 1913 年学校改为省立，孙宝书校长病

毁，达李辞教职，主省立第六中学讲席。 1919 年正

月，达李胃病复发，不久遁段，终年 54 岁。昔 日通

海五属公立中学学监兼同事曹文麟闻讯，十分痛

光绪二十二年(公元

1906 年)二月二十日筹建

会议与会者之一、首任国文

修身经学教员达李先生

惜，挥泪写下《达继鹏先生哀辞 )) ，以表深切哀悼。曹文麟写道"文麟小时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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