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会



台州中学百年
．．‘_．【
，队

台州中学百年志编委会



台州中学百年志编委会

名誉主任：徐林德

主 任：叶良文

副主任：郑米杰杨勇

成 员：潘志坚王西林

吴飞龙方世龙

王健

撰 稿：方世龙



校友、院士吴全德题词

校友、院士徐世浙题词

校友、院士闻邦椿题词

校友、院士陈洪渊题词



校友、中科院院士朱洗 校友、中科院院士、副院长冯德培

2002年5月，校友、中科院、工程院院士陈洪渊、闻邦椿、池志强

吴全德、徐世浙在北京合影，以贺母校百年校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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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友尉建行和当年的同班同学陈绍雄(左)、谢永法(右)合影

体育馆、科学馆、志山教学楼



民国初年在磊落岩的省立六中(台中前身) 在海门日寸的台州中学大门

图书馆 网络控制中心

新建标准400公尺塑胶跑道之运动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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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叶良文

在迎来学校百年华诞之际，我被任命为校长，编著者要我为《台州中学百年志》

写序言，欣喜之情油然而生，为学校辉煌的历史和骄人的业绩，为《台州中学百年志》

的修编成功，也为自己的人生际遇。

台州中学源远流长，从三台书院(1867)到三台中学堂(1902)到省立第六中学

校，再到省一级重点中学，走过了漫长而艰辛的道路，薪火不绝，桃李芬芳；从先哲乡

贤筚路蓝缕的创业到曲折迁徙图存求进，再到蔚为壮观的现代化校园的建设，每一

步都充满艰辛和喜悦；从古代教育到近代教育，再到现代教育，每一次变革，都镌刻

了社会进步的脚印，倾注了先辈师长的汗水和热血。这百年风雨历程，使台中积淀

了深厚的文化底蕴，形成了独特的育人风格，培养了一批又一批高素质人才，为传播

人类文明、科学真理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赢得了政府和社会的器重、信任和赞誉。

在这百年盛典到来之际，我们在1993年编纂的《台州中学校志》的基础上，以辩

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和方法，广泛搜罗材料，去伪存真，严谨执笔，编

成了《台州中学百年志》。这是学校向高档次、现代化迈进的一项基本建设，也是向

百年华诞奉献的一份厚礼。这本校志，不仅系统完整地把握了台中的历史和现状，

而且总结了学校的办学经验和教训，揭示了学校的发展规律，对“存史、资政、教化”，

启迪后人，裨益事业，都有重要意义。在祝贺付梓的同时，我谨对为之编撰两载的方

世龙老师以及为之付出辛勤劳动、为之提供材料的老师和校友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回首往事，我们已将台中的百年辉煌载入史册；展望前景，台中必将再铸第二个

百年辉煌；环视眼前，重任落肩，台中正处在一个重要的发展时期，现代化的宏伟蓝

图已经确定，建设一所管理科学、队伍精良、设施先进、质量一流、声誉卓著、具有鲜

明特色的全国名校的目标已经锁定，我们每一位台中人都应弘扬优良传统，发奋图

强，与时俱进，续写出台中灿烂的新篇章。

2002年9月15日于北固山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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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志的编纂，根据省及台、临教育行政机关有关教育史志编纂的规定和要

求，从台州中学的历史和现状之实际出发，坚持党和国家的有关方针政策，坚持辩证

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抓住重点，全面看待，力求体现教育规律和社会时代

精神，并求史志的实际效用。

二、本志坚持实事求是原则，广泛搜集材料，并经考核查证，分块横排纵叙，对本

校的面貌作全过程、全方位的记述，辅有图表、原始资料等，力求信实，力求思想性、

科学性、资料性的统一。

三、本志上限为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下限为2002年秋，个别地方因说明需

要，略有所超。

四、涉及之人物，均直书其名；党，指中国共产党，若其它党派则必说明；涉及的

机构、团体、职务等，一般采用全称或通常简称，必要处亦加以说明。

五、为如实体现历史，民国以前(不含民国)的纪年，用汉字数字；非公元纪年首

次出现时，括号内用阿拉伯数字注明公元年份，以便对照。

六、所用的数量、年龄、公元年月日、民国年月日等，均用阿拉伯数字。

七、附录所收之材料，除个别更误外，悉照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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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州中学位于临海利E山路，前身系清同治年间所建之三台书院，于清光绪二十八年
(1902)秋改建为三台中学堂，一直为台州府立、浙江省立中学，省首批办好的重点中学oI 1998年

初、高中分开后，现为一所普通高级中学、浙江省一级重点中学、全国现代教育技术实验学校j改

建至今，已历百年办学历史。·， ，

： ’

中国的二十世纪，是在灾难深重中不断探索奋斗，终于赢得解放、恢复、．发展和初步兴盛的

百年。台中与之同步，也走过曲折发展直至初步兴盛之路。面对变革的社会实际，学校历来崇尚

立志，鼓励树立“救国为民”的远大理想，严格制度，严谨管教，重视品行，倡导“求真务实敬业乐

群”精神，选聘优秀教师，坚持教书育人。创校以来，师生代有英才，展示了台中的峥嵘历史，光荣

业绩。‘有辛亥革命志士杨哲商、张任天等，有“五四”爱国运动闯将项士元及其一一批学生，有党的

早期革命活动家王观澜、张崇文等，有一批任教的学者名师朱自清、许杰、许钦文、陶元庆、李平

心等，有成为党和政府的高级领导人尉健行等，有早期为党和革命事业英勇献身的烈士柔石、林

炯、林通、陈学西、梅其彬、叶信庄、秦龙、陈祥等，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先锋英雄谷虚、解良

美、夏发稚、陈恭、罗天冶、阮吉强等，有在科学文化上作出杰出贡献的中科院、工程院院士朱洗、

冯德培、闻邦椿、吴全德、池志强、徐世浙、陈洪渊等，亦有大批的教授、研究员、副教授、高级工程

师、医学专家j文学家、艺术家等，还有一批知名的高级经济师、银行家、企业家等。百年台中，形

成了为国为民、求进求真的革命传统，浇铸了有纪有则、奋学开拓的优良校风，塑造了品高学优、

全面发展的台中风貌，也因而积淀了深厚的文化底蕴。

百年来，学校规模不断扩大发展。现在(2002年秋)，学校占地83125平方米，校舍建筑面积

40085平方米(正在开发的南湖新校区483．255亩未计算在内)。校中具有I类的教学仪器及现

代教育技术设备。有规整的教学楼；有九层的科学馆，建筑面积达13500平方米；有3000平方米

的体育馆，有400米标准塑胶跑道的体育场；有1400平方米的图书馆，藏书130000余册(不包

括教师资料书等)，兼设470个座位的学生阅览室等；另有双向闭路电视网、广播网和计算机网

络，共有各种电脑400余台；还有多媒体综合电化教室、多功能演播厅、多媒体演示教室、多媒体

教学备课制作室、网络电子阅览室、天文观察台、天象馆、语音实验室、音像电子资料库、录音室

等。学校背依被喻为“江南八达岭”的北固山，山林映秀，校舍规整，花木苍翠，环境优美。全校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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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班，3100多学生；有教职员工227人，其中专任教师182人。现任校长叶良文(徐林德于3月底

调任临海市教育局局长)；总支书记兼副校长郑米杰；副校长、副书记杨勇，副校长潘志坚、王西

林。学校设有办公室、政教处、教务处、总务处、科研处及工会、团委。教研组有语文、数学、英语、

政治、物理、史地音美、化学、生物、体育、劳技等组。学校党总支下设行政、文科、理科、工厂、离退

休教师5个支部，共有党员92人。

今日的台中，在深入改革、不断更新现代教育技术设备中阔步前进。学校实行校长负责制，

全面负责各项工作，党组织为坚强政治核心，并发挥教代会、工会的积极作用。学校有一整套的

各岗位职责要求、规章制度及考核评比奖惩办法，统一执行，分工落实，努力加强管理，鼓励冒尖

创优。德育有健全的队伍、网络、制度，德育常规管理及社区教育大环境建设进一步加强。教学管

理严格有序，教科研年年发展，已成风尚，有国家级课题5个，省级、台州市级课题20多个，参研

教师达110多人b每年均有一百多篇教学科研论文在各级刊物发表或获台州市级以上奖，．其中

有数十篇教学科研论文在省级以上刊物发表或获省级以上奖。近几年还出版了专著十多部。师

资队伍建设正向着高层次发展，在专任教师学历(本科)合格率99．0％的情况下，鼓励进修高学

历．，现参加硕士研究生进修结业及还在进修的达40多人，占专任教师的25．8％多。在教师队伍

中，有全国优秀教育工作者一1人，省劳动模范’1名，省名师名校长培养人选3名，特级教师4名．，

省优秀教师及班主任3名，省教坛新秀3名，中学高级教师71名，整个队伍整齐精良．o学校领导

在不断加强自身建设的基础上，珍视台中的优良传统，总结吸取历史发展经验，结合新世纪新时

代的更高要求；在邓小平理论、江泽民同志“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及党的方针政策的指引下，遵

循我国的各项教育法规和深化教育改革j推进素质教育的精神，．运用现代教育理论和现代教育

教学信息技术，坚持“德育首位，教学中心”，努力形成鲜明特色，正逐步把台中办成管理科学、队

伍精良、教学科研一流、设施设备先进、教育环境优美、有崇志进取的素养和氛围、有奋学开拓的

精神和风貌、品高学优、全面发展、声誉卓著、示范作用突出的名牌中学，努力以卓著的成绩和鲜

明的特色，跻身于全省重点中学的前列，跻身于全国示范性普通中学的行列。

学校还重视面向世界，开展了与各国的交谊活动。学校领导和教师安排至各国访问参观，也

邀请外籍教师、专家来校交流指导。2000年，学校举办了第三届中美大中学生科学素质现状及

培养对策的研讨会。2001年6月，韩国草堂大学、木浦市文泰中学的领导一行五人来校访问，并

建立了联谊关系。2002年1月，学校领导徐林德、叶良文、郑米杰等5人至韩国回访，交流经验。

2002年5月，韩国文泰市中·高等学校再次组团来访，商谈交流联谊事宜。

办学百年来，特别是新中国建立以后，改革开放以来，学校迅速发展而兴盛，出骨干，铸经

验，人才辈出，成绩斐然。早在民国时，学业成绩、体育竞赛等均曾获冠得奖。民国22年(1933)，

在省立各中学会考中，名列全省第一。在清末的十年中，已培养了中学毕业生460多名。在民国

时期，学校又培养了中学毕业生(不分初高中的四年制、五年制中学)900多名，初中毕业生

1400多名，高中毕业生590多名，师范毕业生540多名等。新中国成立以后，随着学校的发展兴

盛，毕业生也成倍增加，至2002年，学校共培养了12840余名初中毕业生(共计252班，至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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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初中分出止)；高中毕业生13490多名(共计253班)；还有数班师范毕业生。随着教学质量的

不断提高，学生每年参加学科竞赛，均有多科多名获全国和省级奖，列全省前茅。省会考的合格

率及高考升学率也不断提高。八十年代，高考的升学率在60％至80％左右。自九十年代实行省

会考以来，每年省会考的合格率均在99％以上；高考升学率从九十年代初期的80％左右，升到

90％以上。如1996年为82％，1997年及1998年均为80％，1999'年为93％，2000年为97．78％，

2001年为99．O％，2002年为99．67％。其中毕业生经大学深造，成了硕士、博士等，有的出国留

学或从事各项研究、开发、管理等工作。校友遍于海内外，在各行各业均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出类

拔萃者数不胜数。 ．。 ．．·。：：
?一 ‘’

? 一 ‘

1981年3月，学校再次被确定为省首批办好的十八所重点中学之一。1994年4月，经省教

委督导评估组的检查评估，确认台中为一所合格的省首批办好的重点中学。1996年，又经省督

导评估，确认为“浙江省一级重点中学”。1998年，学校又被国家教育部确认‘为“全国现代教育

技术实验学校”。学校党总支被浙江省委授予的“先进基层党组织”。学校被评为浙江省“文明

单位”，浙江省行风建设先进集体，浙江省教科研先进集体，浙江省电化教育先进集体，浙江

省青少年科技活动先进集体；浙江省高中会考工作先进集体j全国现代教育技术实验成果突

出学校j全国和浙江省施行《国家体育锻炼标准》先进集体，浙江省体育传统项目先进学校’，

浙江省治安安全先进集体，浙江省绿色学校等：另外1，学校团委被评为省先进团组织，学校实

验室还被国家教委评为全国实验室和仪器管理工作先进集体，学校紫藤文学社也被评为全

国优秀中学生百家文学社。 ㈠一 ，一

老校区在继续发展，新校区正在开发。有着优良传统的台州中学，正以崭新韵姿态，再铸
第二个百年癣煌!’ ， 4： ～．!’一． 。j： 、，-’ ‘．．? ¨



4 台州中学校志

第一章沿革纪略

一清末时的创校改制(1902—19 1 1)

．·台州中学之前身，系清同治六年(1867)所创办的“三台书院”(为请台州知府刘礅所创，院中

祀唐时贬至台之郑虔广文，初名“广文书院”，同治十年，改名“三台书院”，是台州全郡举人肄业

之所)。光绪二十八年(1．902)，维新影响日见深广，值秋，台州太守徐承礼奉诏令改“三台书院”为

“三台中学堂”，聘金文田等为教员，任方荣阳为监督(校长)。其时校址在北固山磊落岩之中峰

(现市党校等处，后扩大至台州市党校、原卫生学校等处)。

光绪三十二年，监督喻长霖在太守张西园的支持下，添建了校舍两所(楼房)，开辟了一个操

场。。 ’_ ．7．

古代书院，专习“四书五经”等，无年级，不分班，多如师带徒形式为授。三台中学堂初办时，

清廷的《钦定学堂章程》未颁行，故只废科举等。光绪二十九年始颁《奏定学堂章程》，但三台中学

堂多沿书院之旧制旧俗，未分级、班，学科开设亦颇不齐。光绪三十三年秋，周继潆(萍涸)任监

督，学堂再行改革，改名为官立台州府中学堂，分年级，编班次，添设简易师范科，并按学堂章程，

开齐各科，实行了新制；添建了校舍一幢。

从书院到学堂，是中国从古代教育迈向近现代教育的一次重大变革。

学校重视选聘教师，金文田、褚传诰、王荦、张俊三等知名教师曾先后来校任教。

其时，我国的辛亥革命已在积极酝酿中。周继潆等均有民主革命思想初识。而监学王

荦，以及原三台书院学生杨哲商、张任天等，均已秘密加入光复会、同盟会。在开创我国近

代民主政治的伟大斗争中，他们不惮于前驱，许身为之驱驰。杨哲商外出联络革命，亦在临

海活动，后为辛亥革命烈士。张任天一度隐身于三台书院(住八仙岩)，临海王文庆、绍兴陶

成章等革命党人，曾到八仙岩找张任天，纵谈革命时局。后在辛亥革命中参加了光复杭州、

南京等地的斗争。

宣统三年(1911)，学堂改名为浙江省第六中学堂。

清末校史涉及人物简介如下：

杨哲商(1883—1911)，临海城关人，原三台中学堂学生。在校时，“好读书”，“爱诗画”，“娴

技击”，能拳善剑。他目睹清廷没落，“少有远志”，“革命思想勃发”。交好革命党人王文庆等后，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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