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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j学校是培养人才的场所，是推动社会发展f促进人类文明进步的殿堂：、正

当我县经济上台阶，教育事业天发展的关键时期，特别是在顺利通过陕西省人

民政府对全县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栅基相除青壮年文盲评估验收的今
天；《洛南县中学校志》编成完稿：，这确是令人欣喜的：‘i‘ j， ．·．。1’

一‘·洛南县中学创建于民国1i年(t922)；其时正当辛亥革命之后j文化教育
领域里反对封建主义的运动如．火如荼。社会贤达黄希度(字宪之)等人，顺应民

意、，积极倡导，，在当时县政府重教官员的支持下，创立了誓洛南县私立华阳中学

校”；这所学校从成立时间土名列当时全省中学的第九位j学校成立后，由手国

．家财政困难，经费拮据，几陷困境，在全县人民酌积极捐助下：才赖手幸存、o

中华-人民共租国成立后i洛南县中学获得了新生；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

府的领导下，在社会各界的支持帮助下，学校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现已成

为商洛地区和洛南县的重点中学，现有教职工142人，在校学生1470多人。校

园内高楼耸立，绿树成荫，喷泉吐玉，师者乐道，学子勤奋，扬溢着一股浓浓的

书香之气。

回首洛中72年的历史，广大教职员工为学校的发展，献出了壮丽的年华，

洒下了辛勤的汗水。70多年来，先后有1000多名教职员工投身于洛中，在这

里实现了他们的理想和追求。这里面，有心系故土，埋头耕耘的洛南人，也有远

离家乡，献身于异城的外地人。有名流学校的高才生，也有自学成才的奋争者。

共同的目的和责任，使他们团结一致，诲人不倦，严谨治学，甘为人梯，为洛南

的教育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很值得载志纪念。

70多年的历史，洛中最大的荣耀莫过于培养和造就了一批批德才兼备，

出类拔萃的社会有用之材：洛中汇集着来自全县各地的萃萃学子，他们寒窗苦

读，立志成才，在这里练就了一副腾飞的翅膀。如今，洛中学子遍及全县城乡、

全国各地乃至海外。他们用勤劳和智慧，播撤文明，创造未来，为母校增添了无

尚的荣光。
‘



《洛南县中学校志》的编纂，盖盛世之功。中共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

改革开放，百业俱兴，洛南县中学也迎来了她迅速发展的良机。此时此刻，溯源

清流，编写校志，叙史记事，是顺应时代潮流的。在校志编写中，坚持以马列主

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以历史档案

材料为依据，史料翔实可靠，文字通俗简明，七十年的发展史浓缩一册，跃然纸

上。
’

《洛南中学校志》从开始编写到成志，既有不少参与者的积极努力，也有几

位编纂者的艰苦工作，因而达到了思想性、资料性、科学性的完整统一，可说

是一部符合洛南中学发展轨迹的具有教育特征的专业志书，它给人印象比较

深刻的有四个特点：一是指导思想明确，脉络清晰；二是取材广泛，资料翔实可

靠；三是纂叙全面，重点突出；四是文笔流畅，具有一定的可读性。编写虽然只

叙不评，但若留心看阅，可以从中悟出办学的基本规律，理解学校教育的社会

功能，认识学校教育对提高人类文化素质，推进社会发展的深远意义。

《洛南县中学校志》将是“资治、教化、存史’’的一面镜子，为政者，从教者、

求学者都可从中得到深刻的人文启示。愿洛南县中学在改革开放的浪潮中更

上一层楼，愿洛中教师在教书育人的伟业中敬业乐勤，愿洛中学子在孜孜求学

的磨砺中，立志成才，更愿在洛南教育事业稳步发展的征途上再创辉煌。

2

洛南县县长马宝泉

一九九五年十一月二十日



凡 例

一、本志为洛南县中学校第一部志书。

二、本志上限自中华民国11年(公元1922)1月学校成立，下限到1994年

底。 一 0

三、全志由概述、、大事记：专章、附录和修志始末组成。专志按事以类从，

设置章节，横排竖写的方法编纂。以叙为主，叙、记、图、表、录、事略并用。章节

附件均附在该章节之后。章节前置大事记。附录部分选录一些不同时期的学

则、规章制度及纪文。

四、大事记采用编年体，按时间先后，由远及近编排，凡一年内涉及数件事

记，按月、日先后为序，对无法弄清月、日的事件，均排列在本年中月或日明确

的记事之后。

五、凡洛南县中学毕业，对国家建设有突出贡献的部分名人志士和校友，

以简录或表式记载，对历年受省和地区级以上表彰的本校模范教师和先进教

育工作者，以“表”的形式收录记载。

六、本志记年按历史纪年法，中华民国时期采用民国阿拉伯字纪年‘，在年

后括号内注明以公元纪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采用公元纪年。

七、本志数据，凡使用阿拉伯数字得体的，使用阿拉伯数字。

八、校志称谓及专有名称，按当时习惯运用。

九、本志资料来源，主要来自县档案馆本校形成档案及有关档案，选用时

不注出处。少数调查采访的在核实后载入，不加注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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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洛南县中学位于洛南县城东的东寨坡塬上，背靠梁塬，面襟县河，校园宽

阔，校舍高雅，布局合理，林木葱郁，四季长青，三季有花，地方幽静，环境清雅，

是读书育人的理想境地。

洛中创建于民国11年(192"2年)1月，至今已72年了。70多年在历史的

长河中只是短暂的一瞬，但在学校的行进历程中，却是漫长悠久的岁月，70多

年洛中历尽沧桑，跨越了两个历史年代，既有饱经风霜，步履艰难的岁月，也有

兴旺发达的辉煌时期。几十年来，洛南县中学为启迪文化、开发智力、培养人

7才，作出了卓越贡献，形成了自己独有历程。

一、艰难困苦的民国时期。洛南县中学从民国11年(1922)1月成立到民

国38年(1949)5月，洛南县解放前的三十七年里，正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前黎明的黑夜，每走一步都很艰难。开始成立还是私立，得不到民国时省教育

厅的承认批准，只得以“洛南县私立华阳中学校”上报待批，直到民国11年农

历10月14日(1992年阳历12月2日)才得到批准备案。学校初成立时，利用

明清“考院?’后半部分旧房，校园不足四亩，校舍狭小破烂，设备简陋。开始经费

由校董会筹措开办费，后主要靠学田收租，社会募捐和县政府税收中的微薄补

助，教师工资经费都很困难。在艰难的困境中，兵乱困扰，时势不昌，学校不稳。

民国16年(1927)学校被驻军所占，被迫迁移到县城西郊“万寿寺”下院，栖居

4年，困难重重，到民国20年(1931)7月，才搬回原校址上课。民国25年

(1936)省教育厅督学赵遵视察洛南教育，因多方原因，对洛中发难，以“学校经

费困难，师资不佳，设备简陋，前途发展殊无希望，⋯⋯。视此情形，实不如令其

停办，’’而回报省厅。省教育厅于当年七月训令停办洛南县立初级中学校。令

至洛中，震动洛南山城，洛中具文上报，校长黄希度先生多次奔走，据理力争，

社会人士、政界重教官员，相助呼呈，保留洛中。省教育厅又派巡徊指导员王丕

基视察洛中，视察后给省教育厅又写了六条保留洛南县立初中学校的意见，以

“若令其停办，殊觉可惜”的实言，回报省教育厅，使洛中免于停办，得以保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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