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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版前言

1999年12月((宜丰中学史志》一问世，全校师生、国内外学子

及社会各界人士就为之赞许，同时指出了不足和错漏之处，要加以

修改，时过三年，学校又有新的变化发展，师生共创的业绩，也须

载入“史志”。因此，校领导审时度势，决定值80周年校庆之际再

版《宜丰中学史志努。

再版对原版的内容和体例基本不变，只对其讹者正之，缺者补

之，疑者阙之，信者书之，不附会，不攀援，一以见诸事实为依据。

在再版编纂的全程中，除校领导始终重视与关心外，县有关部门尽

量提供资料，全校师生关注备切，学校各部门通力协作，校友鼎力

支持。在此，一并表示由衷的感谢与敬意。

再版的“史志”，可资读者观今鉴古，激励继往者奋进创新，

展望辉煌灿烂的未来，是一部弥足珍贵的了解宜丰中学的资料，也

为树人成才提供了一份生动的教材。

尽管我们致力而为，务求精当，但因建校时间长，存档资料有

所散失；校友三万之多，遍布五湖四海，知其通讯地址者甚少，不

知者居多，一应联系，万难办到。所以，在收集整理资料中深有遗

珠之憾，加之我们的编纂水平及经验所限，全书错漏肯定会有，期

冀览斯再版“史志”者见谅，并不吝赐教：

再版《宜丰中学史志》编委

2003年6月



序

邓敏

宜丰自古就有崇文重教之风。旧志云： “新昌，古宜丰也，山川

之胜，人物之盛，文章之富，甲于旁邑。”自隋唐兴科举以来的千百

年间，宜丰历史上就产生过170多名进士，宋宝祜元年，邑人姚勉廷试

第一，榜中状元，文章才学冠盖京华，领袖群伦。 “宜丰山水涵英育

秀。” “士之登桂籍者独盛于他邑。”盖得于历朝历代延绵不绝，遍

布城乡之书院私垫的教化之功，以及宜丰民间对教育一以贯之的重视

与厚爱。

近世以来，欧风东渐，西式学堂纷立。宜丰虽地处偏远，然得风

气之先。1923年，在省教育公署主事的邑人蔡震离先生倡建宜丰县

立初级中学，地方政府积极响应，选校址，筹经费，延聘省内教育界

颇有名望的卢荣光先生出任校长，开创宜丰近代中学教育之先河。一

时间，县内外有志于学者，筚路蓝缕，负笈涌至。螺峰尖下，咏歌不

绝；耶水河畔，书声绕梁。宜丰中学遂成为饮誉赣西山区的一所名校。

岁月悠悠，韶华暗替。学校自始创至今已80个春秋，虽历尽坎坷，

饱尝沧桑，但经数代人的艰苦创业，勤奋开拓，气象日新。建国后，

尤其是恢复高考制度以来，学校始终坚持“育人是根本，质量是生命，

校风是灵魂，教师是关键”的办学思想，坚持“对学生终生发展负责”

的教育理念，深化改革，强化管理，奋发进取，扎实工作，学校面貌

焕然一新。八十年来，从这里走出的一批批莘莘学子，有的成为政界

要员、科教精英、商界巨子；有的成为文化名人、体坛健将、战斗英

雄；有的则成为当地经济建设的生力军。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为祖国

的繁荣昌盛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改革开放的春风让教育事业充满了生机和活力，教育为本的国策

更是激荡入心。大浪淘沙，不进则退，面对千帆竟进的态势，作为省

级优秀重点中学，更应敢立潮头，抢抓机遇，与时俱进，乘势而上，

以培育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一代新人为已任，再谱宜丰中学辉煌

灿烂的篇章。

值宜丰中学八十华诞和《宜丰中学史志》再版之际，述兹数语，

以抒感怀，一管斑见，仅供评说，不堪为序。

2003年5月15日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凡 例

一、本书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指导，实事求是

地记述本校的历史和现状。

二、本书详今略古，上限1922年，下迄书稿脱稿时止。

三、全书由概述、大事记、沿革、党政领导任职一览、人物简介及

传略、名录、校园特色荟萃、著述、校园钩沉、校友贺文和校庆文告、附

录等部幽【成。
四、本书因有史有志，故称史志，史按时序记述，志采用分类条目

体。横丰llEf]类，纵述史实。以文为主，内容翔实。

五、本志生不立传。立传人物则以时问为序。教师英模简介限

特级教师、省优秀教师和省优秀班主任以上者。学子精英简介依据

回函材料，原则上以行政副县、副处级，军队副团级及其以上职务者

和副教授(包括相当于此职称者)教授、博士研究生、硕士研究生、文
学艺术家、有影响的企业家等为取录标准。

六、教师学生获奖名录要求地区以上(含地区)，教师佳作选要求

国家级刊物发表或国家级获奖之作品，学生作品从省级以上刊物发

表的文章中选录。

七、本书资料来源于县档案馆、县史志办、县教委档案室及学校

档案室存档资料，另有知情人、当事人提供的13碑和回忆资料，均酌

情选用。



概 述

概 述

“五·四”运动后，高扬民主与科学大旗的时代精神，触动了长久

以来人民死水一潭的灵魂。有识之士风起云涌鼎力兴办现代教育，

提高国民素质。宜丰人民虽处偏远山区，独具教育立人兴家安邦慧

眼，由是崇尚教育。宜丰中学的创建正是时代产物，深深地刻上了时

代的印记。
．

1922年，时任江西省省长公署教育科长的宜丰人蔡震离先生与

同乡胡思义先生(后任江西省长)，受时局影响协商兴办宜丰现代教

育。1923年，即委派漆望慈等人负责，在宜丰城北考棚、兴贤堂及崇

义堂筹建起宜丰初级中学，期望促成家乡教育发展兴盛。1935年因

旧官僚政教意见不合，挪措藉口，将新生的中学扼杀在政治斗争的硝

烟中。
’

1939年10月，张芳葆任宜丰县长，择定南门宜园、通议第、江陵

别墅为校址，恢复宜丰初级中学，1940年8月省府正式立案。与此

同时，在现校址即耶溪西岸、螺峰尖下之盐洲开始新校舍的建筑。然

国弱遭欺，日军飞机轰炸宜丰县城一带，战事动荡，宜丰初级中学为

求生存，一度辗转迁移到更为偏远的双峰新庵办学。1941年，时局

稍有好转，9月，学校正式迁入新校舍上课。新校舍凝聚了全县民众

及师生的血汗，师生均投入了劳动建校，搬运城墙砖建校舍是为见

证。虽然时局依然不宁，从教者我心依旧，执业不息。宜丰中学有了

熊鹏标、胡繁森、刘乾才等一批志士仁人，为宜丰中学发展克尽全力。

然终因国民党政府腐败，教育难达民众期望。宜丰初级中学因民主

思想日盛，终在1947年12月爆发了为期7天的宜丰中学学潮。

恢复后的宜丰初级中学至解放前夕共培养初中毕业生1 1届8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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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为充实宜丰乡、村、保小学教育师资造就了三届简师科83名毕

业学生。1949年7月15日，宜丰全境解放，宜丰初级中学迎来了新

生。

解放后，宜丰初级中学首先解决了民众最关切的问题，即按照全

省统一的学校收费标准收取学生学费，并对军烈属子女、贫寒子弟倾

斜照顾，充分体现了新社会办学思想。1949年10月22。日，学校临时

校务委员会主任委员姚庭芳与前校长李荪完成了学校交接事宜，同

时，学校成立了新的管理组织。1950年，学校遵照省、地指示，开始

按标准评定人民助学金，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教育特色，并在一段时

期成为资助学生完成学业的法宝。该年，学校即开始大量向高一级

学校输送人才，1950年毕业44人，除部分就业外，输送到中专以上学

校的达24人之多。紧跟时代步伐、把握时代脉搏体现在宜丰初级中

学办学特色中，解放后，学校不仅加强师生的时事学习，还积极投入

到建设新社会、改变家乡面貌的运动中去。在抗美援朝时，师生签订

爱国公约，开展保卫世界和平签名及捐献活动；当全国掀起增产节约

运动后，学校积极响应并以具体行动完成各项任务。1953年，学校

讨论、学习苏联“新教学法”，并在课堂教学上推广其先进的教育经

验。此后，学校制订(渲丰初级中学学生守则(草案)》，成立教研委员

会，大搞教学观摩活动，积极提高学校的教育教学质量。同时，学校

老师的科研活动日盛，仅1955年全省教学会议，学校有漆能知老师

的愆吾文科提高教学质量-小J01))、漆贻谷老师的瀚谱乐固、欧阳今白
老师与方振中老师合作的植物标本到会参评。此后几年，运动不断，

尤以反右运动对学校造成一定影响，不仅一批优秀教师莫须有地被

打倒，“左”的思潮贯彻到实际教育工作中影响也颇大，当时学校缩短

学习时间办“跃进班”就为典型一例。1958年9月，学校增设高中

部，并更名为“江西省宜丰中学”。学校虽在不断向前发展，但在开始

贯彻“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教育方

针后，受形势影响较大，掀起的“到劳动中去锻炼”的热潮，造戍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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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业时间过短，加之大搞校办工厂的不切实际的应景之作，影响了学

校其它各项事业的发展。值得称道的是，学校此时的学额巩固工作

甚是出色，多次受省地有关部门表扬；勤工俭学工作独创特色，不仅

在全区推广经验，还解决了学校及师生不少实际问题。由于政治挂

帅，时局影响，学校于坎坷中跋涉前进，到1965年已开始改制半工

(农)半读了。

1966年夏季，“文化大革命”犹如一股突然袭来的风暴，学校工

作陷入混乱状态，甚至连如何开课都不能自主，不得不向省教育厅请

示。学校面貌大改，有了红卫兵，班集体组成了战斗队，学校也搞起

了革委会。工宣队、支“左”部队先后进入校园，学校教师下放劳动，

行政机构呈瘫痪状态。停课是闹革命，复课也是闹革命。课程主要

是学毛主席语录、报刊社论等。1970年，学校开始试行缩短学制，实

行二二制。由于教学秩序混乱，学校竟曾出现多届毕业生同时毕业

的不正常现象。毕业生也多被下放或回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同

时，学校的招生也变为分片推荐招收，学生的家庭成份和政治表现起

决定性作用。到“文革”后期，学校教学秩序逐渐恢复正常，但受全国

农业学大寨的政治影响，学校以服务农村宗旨来安排教学，开设了诸

如科学种田、草医草药、农机电工、畜牧兽医、革命文艺等专业班。

1975年，学校附设高安师范宜丰班，1978年，学校的初中部又恢复学

制为3年。

1976年10月，“千钧霹雳扫阴霾”，粉碎“四人帮”的伟大胜利宣

告了“文化大革命”的结束。1977年，学校及时抓住开展向雷锋学习

这一活动，大力弘扬雷锋精神，使之在学生中成为思想主流。学校以

“努力把被‘四人帮’干扰破坏的损失夺回来”为工作动力，积极建立

完善各项工作制度，并在该年国家恢复高考中输送多名学生到高一

级学校就读。1978年8月，因县城内另增设一所完全中学，校名遂

改为“宜丰县第一中学”，并列为全县重点中学。党的十一届三中全

会后，拨乱反正，开创了一个崭新的历史发展时期。在深入揭批“四



4 概 述

人帮”破坏教育革命罪行的基础上，大力整顿校风、学风、教风，使学

校正常教学秩序得以恢复。遵照党中央指示精神，认真纠正“文革”

及其以前的冤假错案，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广大教职工扬眉吐

气，增强了为“四化”培养人才的责任感与迫切感，学校工作展现勃勃

生机，迎来了发展教育的一个新的春天。

1980年，学校被定为省属重点中学。1981年高中恢复三年制。

为使学校名副其实，学校恢复三三学制后，组织教师到上海、武汉等

地参观学习，积极开展教学科研活动，在国家、省、地、县各级学术会、

教学交流等方面展示了自己的成果，学校的体育特色也初露锋芒。

到80年代中期，学校取得丰硕回报，各项成绩逐年攀高。与此同时，

学校建立教师德能勤绩考核档案；教师老、中、青妥善搭配，初、高中

实行小循环，以老带新，以新促老，三年交总帐；继续着力抓好教研工

作，向课堂45分钟要质量。另一方面，多渠道筹集办学资金，努力改

善办学条件，停滞多年的校舍改建工作在80年代后期开始大踏步地

前进，两幢4层的教学楼拔地而起，极大地改善了教学环境。

进入90年代，学校为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

会主义新人，加强了政治思想教育，致力于精神文明建设。学校以爱

国主义教育为红线，以品德教育为重点，以英模为榜样，以《沣学生守

则》为准绳，坚持经常性的常规教育，制订各项规章制度，严格校规校

纪。遵照“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精神，学校大

力加强对教学工作的领导，狠抓课堂教学的改革，并逐步开办了教育

实验班、特长班、保送生班，与南昌大学联合办班等，创出办学特色。

1994年，学校恢复校名“江西省宜丰中学”。1995年，省重点中学办

学水平检查评估组到校检查工作，对学校的德育工作、校园文化建

设、教学设施、特色教育、校园环境、科普工作皆给予充分肯定，学校

并荣获“省级优秀重点中学”称号。1996年学校被歹lJ为江西省有向

高等院校推荐保送生资格的55所中学之一。199r7年学校获“全国群

众体育先进单位”称号。1998年学校成为全国首家基层海模培训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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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被省委、省政府命名为省级文明单位，又被地委、行署命名为文明

单位标兵。1999年，全区现代化教育流动现场会在宜丰中学召开。

学校作为省优秀重点中学正向成为国家千所重点中学而努力攀登。

八十年来，学校为祖国建设和高等院校培养了合格的初、高中

毕、Ik生32000多人，分布全国以至世界各地，在各自的岗位上做出

了贡献。从1961年第一届高中毕业生到2002年的高中毕业生，参加

高考录取本科和专科院校的文理科学生有471 13,，其中高考总分列

宜春地区第一名的有5人，第二名的有7人，共12人(其中有2人列

全省第二)，录取清华、北大、人大、中山、复旦、同济、浙大和

北师大、北医大、上海医大名牌院校的114)k；录取中专的文理科

学生有944人。总计为上一级学校输送新生5630人。

如今，拥有八十年办学历史的宜丰中学，办学规模基本稳定为60

个高中教学班，学生3900名左右。学校现有教职工236人，其中高

级教师54名、中级教师95名。学校已建有地面卫星接收站、完善

的闭路电视教学系统、微机室、语音室、电教室、理化生实验室

等，设备齐全，使用配套。图书馆藏书近七万册。校园建设花园

化，整齐划一。“爱国、守纪、求实、奋进”已在学校蔚然成风。

不断壮大的宜丰中学，已具规模，迈向现代化。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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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事 记

1922年
． 8月，宜丰县府决定筹建宜丰初级中学，选定城北考棚、兴贤堂、

崇义堂(现党校)作为校址。

1923年

8月，宜丰初级中学创办，省长公署委派卢荣光为校长，聘请教

师7名，招收首届学生40名，学制三年。

1925年

卢荣光辞职他就，蔡震离继任校长。

1926年

上半年，省督学李铁铮来校视学。

冬，首届48名学生毕业。

1933年

6月26日，本校第九届毕业班学生15人，赴省会南昌参加全省

第一次中学毕业生会考。考试结果，有6人成绩及格准予毕业。

1935年 一

因玫教意见分歧，县长郑翼超下令停办宜丰初级中学。

193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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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邑人张芳葆调任宜丰县长，即筹备恢复宜丰初级中学，择

定宜园觇人民医嘲、通议第队民医院对面)、江陵别墅(古南园)为
校址。

1940年
‘

2月，奉省府令准开办宜丰初级中学，校长由张芳葆县长兼任，

聘请教员10名，招收补习生200名，编为4个班。

8月，省府正式立案，定校名为宜丰县立中学。学校正式恢复，

招收一年级新生4个班共249名，另招收补习生1个班62名。

同月17日，县派蔡敏然到校成立校长办公室，筹备开学事宜。

9月9日，成立学生自治会，学校自办消费合作社开始营业。

同月中旬，成立社教推行委员会，同时，附设民众学校开学。

10月7日，举行宜丰县立中学成立纪念典礼，全县行政会议代

表156人莅校参加。

1941年

2月，学校聘请安微大学学士、邑人熊鹏标为校长。

同月，县里选定耶溪西岸、螺峰脚下之盐洲，兴建新校舍。

同月27日，本校全体师生在桥背兴建新校舍地点举行奠基典

礼。

3月12日，纪念孙总理逝世十六周年，全校师生在县体育场开

纪念大会，下午在新校舍旁植树，傍晚举行火炬游行。

同月下旬，因上高会战，日机轰炸县城，上高至宜丰一带划为战

区，本校师生迁至双峰新庵继续学习。7月，局势好转。8月，学校由

双峰迁回县城。

9月17日，本校各班学生全体迁至新校舍。

同月27日，因警报频繁，仍未能开课。

10月18 13，省教育厅社会教育督导员蔡懋贞到校督导一切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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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事宜。

同月22日下午2时，省行政检阅团胡团长到校检阅并召集学生

进行精神训话。

1 1月21日，全校师生在县府礼堂参加第二届防空节纪念大会。

12月4—5日，省督学彭先生到校视察，并检阅学生日记及各种

作业。

同月6 13，全校学生集中在中山台听省府彭督学训话。

同月30咀，因战事关系停课，至1942年1只5日始复课。鉴于

学生多未回校，乃将一、二年级分为两班授课。

1942年

1月19日，熊鹏标校长奉令他调，校长仍由张芳葆县长兼任。

6月，省府下文指令学校遵行(戗时各级学校学年学期假期及利

用假期服务进修暂行办法：；》。

1943年

2旯，裼繁森接任校长。 ．

5月，复校后第一届毕业生毕业，毕业学生为165人，其中女生

38人。

8月，开设国教师资短训班，受切11年。当年培训入数86入。其中

男57人、女29人。

同月，江西私立锦江中学奉命与宜丰县立中学合并，易名为宜丰

县立中学毗冈分校，校址仍设毗冈。1944年2月分校撤销，学生分

别转入宜丰县立中学、上高县立中学继续学习。

1944年
一

2月，校长胡繁森调离，县长王赞贤兼任本校校长。

8月，中正大学机电系教授刘乾才先生担任本校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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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

8月，增设1年制简师班1个班。

9月，全校师生在县公共体育场参加抗战胜利庆祝大会。

同月18日，国民党江西省党部刘海澄委员到校指导，并召开教

职员座谈会。

1946年

．8月，刘乾才辞去校长职务，由中正大学史地专业毕业生李荪代

行校长之职。

1947年

8月，李荪正式接任校长。

同月，改招高小毕业的简师科1个班，学制为4年。 ．：．

12月14日(星期日)上午，本校200余名学生自发组织起来，要

求校方惩治贪污。校方拒不接受学生的正义要求，反而勾结县府派

兵镇压，造成16人受重伤。此次学潮进行了七天，停课十天，全城震

动，是一次反贪污、反迫害的爱国民主运动。

1948年

8月，又招1年制简师科新生1个班。

同月底，张芳葆接任校长，11月底离任，李荪复任校长。

1949年

7月15日，宜丰全境解放。23日，军管干部葛书田进驻宜丰县

立中学，学校开始由县人民政府接管。

同月24日，组织县城学生集会和火炬游行，欢迎解放军，庆祝宜

丰解放。

同月30日，全校教职员工在盐步二小听取陈岌县长的“八一”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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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

8月4一10日，组织教职工学习(嘶民主主义论》，统一思想，提
高认识。

同月17．18日，全体教师在县政府大礼堂参加解放后全县第一

次国民学校教职员会议。

同月2卜27日，本校进行招生考试，对贫苦工农子女优先照顾，
减免学费。 ．

9月23日，开学。

同月30日，本校原有4年制简师科奉命裁撤，大部分学生转入

本校三年级秋季班学习。

10月5日，全校师生参加县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大会，并

举行火炬游行。

同月22日，主任委员姚庭芳与前校长李荪完成了学校交接事

宜。

同月24日，原校基金管理委员会改称为校产管理委员会。

同月27日，改选成立本校校务委员会。

1 1月2日，召开第一次校务委员会，研究设立教导处、事务处等

内部机构事宜。

同月5日，在本校大礼堂举行庆祝校务委员会、学生会成立大

会，补行开学典礼暨迎新大会。

1950年

2月6日，姚庭芳、伍继祖被选为出席宜丰县第一届各界人民代

表大会教员代表。

4月，学校成立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组织，只设团小组，李如春任团

小组长，时有团员6名，1951年春设立团支部，李如春任团支部
书记，时有团员9名。同月，姚庭芳出席袁州分区首届教育行政会。

7月16日_8月25日，学校全体教员l 5人，在袁州专署参加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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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集训。

10月25日，姚庭芳奉命代理副校长。

11月4日，学校举行救灾音乐会，向社会出售入场券，以配合劝

募寒衣运动。

12月14日，本校与城区小学联合举行抗美援朝座谈会。

1951年
‘

1月18日，姚庭芳出席宜丰县第一届劳模大会。

2月2日，在校内挖出步枪子弹394发，交县公安局。

同月9 13，县军民联欢晚会在本校礼堂举行。

3月15—16日，对全校学生进行体格检查。

4月19日，副校长姚庭芳离职赴省学习，所有校务工作由教导

主任伍继祖代行。1952年7月，姚校长结束学习回校。

7月16日"--9月2日，本校教职员16人，参加袁州分区中学教

师暑期学习会。

是年上半年，开展抗美援朝爱国捐献活动，全校教职工和学生慰

劳将士捐款52万元(旧币，下同)，捐献购买飞机大炮款401．4万元，

折实公债1l份，银洋4元。

是年，本校与人民教育馆、城区完小共同合办工农夜校。高级班

学生58人，初级班学生76人。

1952年

4—5月，在校内开展“节约一两米”救济灾民的增产节约运动。

7叫月，本校教职员集中在南昌参加全省中等学校教职员思想
改造学习。

7月，教师开始实行公费医疗制度。

195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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