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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四川省巴中中学从公元1868年(清同治七年)开始办学至今，已走过了

130年的漫长历程。她跨越了清朝、民国、人民共和国三个历史时期；她经历

了从云屏书院到巴州中学堂、从县立初中到完全中学、从普通高完中到省重点

中学三个发展阶段。穿过世纪风和雨．阅尽人间热与凉，桃李满天下，栋梁遍

神州。然而，艰辛的办学历史、辉煌的育人业绩、车富的治校经验，光荣的革

命传统，等等，未能全面总结传诸世人，未能系统记录载入史册，这不能说不

是一件憾事l 一 ，

长期以来，尤其是新中国成立后，学校各届领导都动议过编纂《巴中中学

志》，60年代和80年代先后着手收集过有关资料，80年代中期还编辑了一本

简略的油印《巴中中学校史》，但内容极不完善、系统，远不能反映巴中中学

的办学历史、成就和经验。我从求学到工作．已在巴中中学生活了近40年，对

人民共和国时期巴中中学的人和事有见有闻，并在工作之余，对清朝、民国时

期巴中中学的历史进行过了解，编纂一部《巴中中学志》是我的夙愿。因为，

这样可为领导机关、各界人士和校友提供较为系统的校情史料，为今后学校各

届领导办学治校提供借鉴．为在校学生的传统教育提供教材，以期起到继承和

发杨巴中中学光荣传统的作用，并以此寄托我对巴中中学的感激和热爱之情。

今年，在上级党政的支持下，学校决定举办四川省巴中中学130周年校

庆，将编纂《四川省巴中中学志》列入校庆筹备工作的八项任务之首。为此，

我推迟退休，主持这一浩繁而艰巨的工作。首先，在广泛查阅资料的基础上拟

定了提纲，然后，组织编纂人员．进一步收集、补充资料，从今年三月动手起

草，六月完成草稿，七月完成初稿．八月定稿付印。在半年之内完成这部90

万余字的《学志》编纂任务，真够艰难!虽然如此，在社会各界人士关怀下，

在新老校友支持下，《四川省巴中中学志》终于同世人见面了，虽然她还不够

成熟，仅是幼小的婴儿，但她一定会逐渐成长壮大，成为成熟的大姑娘。

《四川省巴中中学志》主要是记载巴中中学历史和现状的资料，坚持以历

史唯物主义为指南，以记叙和记载史料相结合，有原件的记叙从略，无原件的

根据有关资料记叙．对巴中中学130年的发展变迁作客观而实事求是的反映。

但因年代久远，档案不全，只能编。志一而无法叙。史"。故历史线索和事件



不一定连贯，能记载多少就记载多少。为了尊重历史，原件文字尽量保持原样，

凡记叙都以客观资料为依据。由于历史原因，有的内容有缺漏，但进入。志"．

的资料‘一定真实有据。

《四川省巴中中学志》以教育教学为中心编纂、层次为章、节、目、子目，

采用记叙、图、表、附录等形式。记事时限为1868年至1998年8月。教职工

和学生名单，能从档案中查到的一概收录，但因档案不全或有不确．可能有遗

漏或错误；复读生未能收入，但考上大专院校者列入这类学生名录中。。部分

教职工简介’’和。部分校友简介"，解放前的从《巴中县志》中收录，解放后

的。简介的校友一定格在担任地师级以上的领导者、有高级技术职称的科技人

员和对社会、学校有重大贡献的知名人士内；“简介的教职工一定格在获得省

级以上表彰和50年代部分老教师范围内，其余未收录。

《四川省巴中中学志》资料来源于巴中市档案馆、学校档案室、《巴州志》、

誓巴中县志》、《巴中现代革命史》、巴中党史办、巴中市政协《文史资料》、川

陕革命根据地博物馆、平昌县刘伯坚纪念馆，以及校友和知情人提供的经过印

证的口碑和回忆录。在此，特向提供资料的单位和个人表示衷心感谢!

《四川省巴中中学志》由我编制提纲，参与起草，并统稿、修订；李仁成、

李登位为主要起草入，并参与校对和修改；刘兆国负责校对和部分资料收集，

李儒学负责将初稿输入计算机，打出清样。另外，王芸芸、陈忠、姜曦等也参

与做了部分工作。所以，《四川省巴中中学志》是集体劳动的成果。

由于时间太紧，人力极其有限．清样出得晚，来不及请有关领导和校友集

体审稿，文责由我们编纂人员自负了。又因原始资料奇缺，编纂者能力和水平

有限，错误、缺漏一定不少，请领导和校友批评指正。我相信，有了我们这一

奠基工程，学校将继续组织人员修正、完善，一部颇具资料性、思想性和科学

性的《四川省巴中中学志》定会永存于世。

萧佐远

1998年8月8日



大事记

：

1868年

清同治七年，陈洪绪任巴州知州府、开办云屏书院，余焕文为首任山长，

综理院务，设教谕(亦称教授)数人． ．

’、 1888年

校友董修武入云屏书院就读。

1889年

云屏书院庠生余坤科中进士，并参加殿试，考中翰林。任翰林院编修，后

奉旨在其母校云屏书院修建“翰林坊移，以表彰其功业。

1900年

校友晏阳初入云屏书院就读。

1902年

校友董修武由州署保举应考成都东文学堂，被录取。在校期间，与同学刘

季刚、张俊生、董鸿涛等10余人，秘密阅读进步书刊，组织进步团体，崇敬

孙中山言行。

， 1904年

清光绪三十年，云屏书院改为。巴州高等小学堂一。

1907年

清光绪三十三年，巴州高等小学堂改为。巴州中学堂’’，并附设小学班，李

本善为首任校长，下设学监、校务、庶务，分管学生、教学、学款。

1911年

晏阳初被聘为巴州中学堂英文教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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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2年

国民元年，改校务为教务，改庶务为事务。

1913年

．刘伯坚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巴州中学堂。
，

，．’
1916年

民国五年，附设在巴州中学堂的小学班移于文昌宫，巴州中学堂完全办为

三年制初中，戚寿椿任校长。 ·，

1920年

校友刘伯坚赴法国、比利时勤工俭学，与赵世炎、周恩来、聂荣臻等同志

共学马列，开展工运。

．1924年

l、民国十三年，改巴州中学堂为“巴中县立初级中学校"，赖虚室任校长。

2、在赖虚室校长主持下，全校师生员工集会，纪念。五四”运动五周年，

赖校长在台上介绍了矗五四”运动情况和他参加。五四’’运动的亲身经历，激

发了师生的爱国热情。

1925年
～

，

‘赖虚室校长仿北京大学图书馆修建的三楼一底砖木结构藏书楼落成，大

大改善了学校藏书阅览条件。
’

1926年

巴中县立初级中学校学生自治会组织全校师生，并联合城区中小学师生，

举行罢课、请愿、游行，经过坚决斗争，反掉‘‘禁烟查缉局’’，赶走了驻军团

长董长安。

1927年

巴中县立初级中学校学生自治会组织全校师生，联合城区中小学师生，举

行罢课、请愿、游行，经反复斗争，砸烂“三县联团办丹。驱逐驻军旅长谢庶

常．反掉三百万元大派款。
’



1928年

巴中县立初级中学学生自治会，发动组织全校师生员工，并联合城区中小

学师生，开展罢课、请愿、游行，反掉了军阀搜刮民财的‘‘毫厘归分’’制。

1930年

一 巴中县立女子初级中学校开办，校址设在县城文庙(现市武装部)．’
，

’

●

。

一

1933年

， 1、川陕苏维埃政府从通江县城迁入巴中县城，中共川陕省委和红四方军

总部进驻巴中县立初级中学校。 · ： ‘

2、巴中县立女子初级中学校停办，巴中县立初级中学校改办为列宁中学。
’

3、中共川陕省委和红四方军总部分别在巴中县立初级中学校内开办省委

党校和彭杨军事干部学校。

4、中共川陕省委在巴中召开第三次全省党员代表大会，会址设在巴中县

立初级中学校藏书楼。
l

，．

，1934年

中共川陕省委在巴中召开第四次全省党员代表大会，会址设在巴中县立

初级中学校藏书楼。

1935年 ，

．

1、川陕苏维埃政府和红四方面军撤离巴中，北上抗日，列宁中学停办。

．2、校友刘伯坚在江西会昌与项英、陈毅等同志分路突围，不幸受伤被俘，

在江西大余县英勇就义，时年四十岁。

1937年

巴中县立初级中学改办为巴中县立简易乡村师范，校长为刘震东。

1938年 。

●

1、巴中县立简易乡村师范附设初中班。 、’

2、中共川东地下党党员杨正武秘密到巴中县立简易乡村师范任教，担任

训育主任。 ．

3、学校废学监，改设训育主任。

·3’



1939年

·‘张澜从成都到巴中安抚，到校为师生讲话，内容富于民主精神，深受师生

欢迎。 ，

1941年

杨正武通过任巴中县简易乡村师范校长陈寿先，秘密将中共地下党员李

雪峰、张艺萍、熊惠昌安排到“简师’’任教，开展抗日救亡宣传活动。

、， ，i。
． 1942年

．1、巴中县立简易乡村师范附设的初中班分出，恢复巴中县立初级中学，谢

宝容任校长。 ，

一．

2、巴中县立初级中学和巴中县立简易乡村师范学生在杨正武、李雪峰、张

艺萍的带领下，利用暑寒假到巴中县十余个乡镇开展抗日宣传活动。，

1943年

端午节，国民党特务将杨正武、李雪峰、张艺萍、熊惠昌、杨曾唯、何德

贵等逮捕入狱。简师校长陈寿先一方面组织学生上街游行示威，对反动派施加

压力，一方面打通各种关节进行营救。

1944年

’

1、巴中县立初级中学校开办高中班，并改名为。巴中县立中学”，严恭寅

任校长。
‘

一．

． 2、县三青团成立，并派人来校发展团员，吸收校童子军教员段晏平为骨

干，段在发展团员过程中受到师生的抵制。 ．

1947年

1、省高开办，命名为四JI|省立巴中高级中学，李启伟任校长。县中仍设

两个高中班，但停止招收高中新生。 ，，

2、省高、县中、简师的师生同国统区的人民一样，开展“反饥饿、反内

战、反迫害丹的爱国民主运动，发动群众开展反对国民党政府。征兵、征粮、

征税’’的三抗斗争。

3、学校设立行政组织校务委员会，下设教务、训导、事务、体育四处，分

管学校教学、学生、后勤和体育工作。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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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

1、巴中县立女子初级中学恢复招生，校址由文庙(现市人武部)迁入巴

中县立中学翰林院内。巴中县立中学和巴中县立简易乡村师范停止招收女生。

2、省高、县中、简师的师生响应中共巴中中心县委号召，积极捐资购枪，

支前迎解放。
，

1949年
‘

‘

‘

12月20日，巴中解放，省高、县中、简师、女中师生积极参加庆祝解放

活动，书写、张贴欢庆解放的标语，散发宣传党的政策的传单，组织庆祝解放

的游行队伍，同全城人民一道沉浸在欢乐喜庆之中。
，

1950年

1、年初，巴中简易乡村师范合并入巴中县立中学，陈寿先任校长；四川

省立巴中高级中学由罗伯仲任校长。
’

2、下年，四川省立巴中高级中学、巴中县立中学和巴中县立女子初级中

学校合并为“川北公立巴中中学’’，罗伯仲任校长、陈寿先任副校长、龚玺任

教导主任、米崇昆任总务主任。

3、学校开始成立团支部；由团县委书记周永开兼任团支部书记。

1951年
’

1、全校教职员工去南充参加思想改造，陈寿先因历史问题免职。开除了

教师曾雨村：董绍澡、刘性根。

2、龚玺调县府农林科，刘绍文任教导主任。

3、学校深入开展抗美援朝宣传活动，号召全校师生踊跃捐款购买飞机大

炮。19名学生报名参加志愿军。 、

4、学校在教职工中开展。三反"(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

5、组织教师参加减租退押、清匪反霸、土改、镇反和抗美援朝运动。
钾

1952伞

1、蒲建秋任川北公立巴中中学校长，黄道忠任教导主任，刘绍文任副教

导主任，罗伯仲调县府专任文教科长。

：2、黄道忠任学校团支部书记。

3、学校为教师发《凯洛夫教育学>，学习苏联和老解放区教学经验。
·5。



4、学校开展。中苏友好月"活动。

1953年
、

～

l、为配合土改和宣传《婚姻法》，学校教职工排演《小二黑结婚》、《王贵

与李香香》、《白毛女》、《赤叶河》、《夫妻识字》、《兄妹开荒》等剧，在校内外

演出，配合中心工作，宣传党的政策。

2、学校加强教学工作．对备课和教育教学提出严格要求，建立了写教学

提纲和审批提纲制度，成立了各学科教研组，加强教学研究活动。
⋯ 3、川北行署撤销，学校改名为。四川省巴中中学"。

1954年

-1、学校成立团总支，政治教师戚义清担任团总支书记。

2、学校成立保健委员会，重点推行劳卫制。

3、高五六级学生与江北乡李坤先农业合作社挂钩，定期参加农业生产劳

动，每天晚上派学生帮助办夜校，开展扫盲活动，提高农民文化。

1955年
(

1、林绍铨任巴中中学副校长。

2、巴中城区文教党支部(包括巴中中学、巴中师范、城区各小学、川剧

团等)成立，林绍铨任党支部书记。

3、龙富全任团总支书记。

4、学校成立校务委员会，由行政领导、工会、团委、教职工和学生代表

组成．

5、在团巴中县委号召下，全校青年学生在南龛坡营造“青年林"，种下696

斤种籽。 ，

6、学校参加省教厅召开的中学教师代表会后，加强对教师学习和钻研教

学大纲的领导，要求教师遵循大纲，把教学大纲作为教学的指导性文件来改进

教学，克服过去教学无计划、自由主义的倾向。

7、学校对学生系统地进行《中学生守则》教育、防奸反特教育，组织学

生学习农业合作化政策。

1956年

1、全校教职员工，在达县参加中共达县地委组织部组织的肃反学习。

2、学校开始贯彻、《中学生守则》，教育学生遵规守纪，学好本领，为人民

·6·



服务。

3、刘卓任副教导主任。

4、在征兵工作中，全校适龄青年学生积极报名应征入伍，有24名学生批

准参军。
、

。

5、全校师生响应党的。除四害，讲卫生一号召，做出了显著成绩，获得

达县地区除害灭病乙等奖。

6、学校听取访苏代表团传达报告后，加强了基本生产技能教育和教学方

法的改革，全校开始实行五级记分制。

1、中共巴中中学支部委员会成立，龙富全任支部书记，林绍铨继续担任

城区文教党支部书记。

2、全校教职员工到达县地区参加整风反右学习，有8人被划为。右派分

子’’，有13人被重点受到批判。 ：

3、学校组织师生学习毛泽东提出的党的。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

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弦的教育方针．

纠正教育脱离政治、脱离实际、脱离生产劳动的倾向。 ．

．

4、根据党的教育方针和上级指示，学校试行“五·一·一"制，即每周

学习五天，劳动1天，休息1天。

5、肝炎病在校大流行，200名师生染上肝炎病，并有20余人患肺结核。

经多方治疗方愈。 ．

·

1958年

1、蒲建秋免职，林绍铨任校长、党支部书记．龙富全调渔溪中学工作，刘

绍文调恩阳中学工作。

-2、全校教职员工开展“交心刀运动，要求向党交心，交待政治历史问题

或思想问题，搞人人过关，十余名教职工受到审查。 ．

3、高中学生停课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动员学生向党提意见，开展“四

大"，数十名学生受批判，十余名学生被开除。

4、为支持大炼钢铁，高中各班建起小高炉，全校师生徒步运米到南江。

5、全校学生开展体育。四红"运动，即要求学生分别达到劳卫制一级、二

级、三级和少年劳卫制标准。

6、学校成立勤工俭学小组，开办工厂和农场，下乡支农，成为全县中小

学勤工俭学的一面旗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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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学校更名为。巴中中学"。’

、 1959年

1、刘卓调达县地区行干校工作，王光笃任校团委书记。

2、通、南、巴、平四县首届马拉松赛在巴中举行，学校派出五名选手参

赛，高五九级学生陈明甄获第二名、萧佐远获第五名，均达到二级运动员标准。

3、林绍铨去重庆九中，参加全省高中工作会议，回校后大抓高三，大搞

“三高一大"，掀起抓升学率热潮。

4、学校为贯彻。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精神，在高中开办两个半工

半读班，在大沙坝开荒’20亩，半天读书，半天劳动。

1960年

1、李大鹄任副教导主任。 ．·

‘2、高60级学生参加解放后全省首次统考，取得优异成绩。

3、南充师范学院学生20余人到校教学实习，参加“保高三"工作。

4、学校根据省教厅指示，将初中部分年满18岁的超龄生清退回乡参加农

业生产。
‘

5、高60级135名毕业生参加高考，取入高等院校120名，升学率为

88．8％，高考成绩科平75．4分，名列全地区前茅，取得大抓高三首战胜利。

6、学生自贵正被评为县民兵模范，出席全国先进民兵代表大会，获得56

式自动步枪一支的奖励。

1961年

1、学校召开。抓高三总结会力和“跃进誓师大会一，提出。全校一条龙，

高三是龙头。初三是龙尾，高考夺状元’’，“抓高三带全校，大力提高教学质量，

地区争第一，全省争先进一等口号。

2、教学中采取“三筛三夯"办法，在教师中开展。上高质量课"活动。

3、根据省教厅指示，高中部分超龄生清退回乡参加农业生产。

垂、学校认真总结贯彻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全面提高教育质量的经验，认

真学习统战政策，．尊重非党干部职权，充分发挥老教师作用，搞好合作共事关

系。 r

1962年

1、国家经济出现暂时困难，教职员工和学生口粮供应减少，为节约度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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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自救，学校将大操场开垦为菜地。

2、根据国家的精减政策，数名所谓有政治历史问题的教职工清退回乡。

1963年

1、全校开展声势浩大的。向雷锋同志学习一活动。
’

2、全校学习贯彻中共中央《全日制中学暂行工作条例》(即中学50条)。

3、县武装部派人到校指导学生开展国防体育活动，学校组建射击队，队

员孙恩荣、白贵正等在全省中学生射击比赛中获得第一名和第三名。

4、学校教工会和教工团支部排演话剧《年青一代》。
’

●，

。
1964年

1、全国开展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重庆知识青年一批又一批来巴

中安家落户，学校排演的《年青一代》多次在县大礼堂演出，’欢迎知青，一时

轰动巴城。

2、学校开展“小四清"运动，贯彻“桃园经验’’，又有部分教职工受到批

判。
，

，

3、县武装部政委孙守印来校指导军体活动，并亲自带领高初中各一个年

级师生，利用暑假去莲花山、阴灵山野营、演习。

1965年

1、林绍铨校长调北京新华社工作，李大鸽任副校长，陶受伯调恩阳中学

工作。
。

：2、达县地区行干校何必老师来巴驻校指导教研教改，同语文教师萧佐远

一起进行。精讲多练’’课堂教学改革实验。

3、达县地区社教工作团文教工作队6人进驻学校；开展“四清’’(清思想、

清政治、清组织、清经济)运动。
，

。

．。 1966年

1、杨凤鸣从巴师校调巴中中学任校长、党支部书记，随即同教师萧佐远、

曾天玉一起去大竹中学学习。开门办学一经验。

2、县委“文化大革命"工作组进校，同。四清一工作组一起领导“四

清力和。文化革命’’，贯彻《五·一六通知》(即十六条)在师生中开展“四

大一，不少教职工受冲击、批判。

3、县委集中全县中学教师在巴中中学参加“文化大革命”，学习50天，开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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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展。四大一，大字报满天飞，批斗会不断，学校领导和多名教职工被批斗。学

校。翰林坊劳被毁坏。 -

4、学校师生百余入，参加县红卫兵赴京代表团，接受毛泽东第八次红卫

兵检阅。师生回校后纷纷成立造反组织，走上社会。造反"，学校领导班子瘫

痪，教学工作停止。．

1967年

“

1、。四清工作组一和。文革工作组弦撤离学校，由学校领导干部和革命组

织临时管理学校。
“’

2、中央发出。复课闹革命一号召，学校决定复课，并派教师深入全县区

乡动员学生回校，时值巴城发生“3·5抢枪事件一，复课未成。
’

3、学校教师萧洪富、戴祖泽因参加造反组织被捕，后又无罪释放。

‘、因。武斗"升级，大部分学生离校，部分教职工亦离校避。武斗一。

1968年

1、。武斗"不断激化，学校组织护校队，将图书室、理化生实验室门窗加

固，使学校图书、实验设施及仪器保存完好。

2、由于。武斗弦激化，学生几乎全部离校，或冲上社会、或回家、回乡，

更多的教职工离校，四处躲。武斗静。

3、县革委成立后．派学校李大鹄、萧佐远、杨第荣带两名学生去自贡、内

江一带，考察。老三届力学生安置处理情况，学习先进经验。

． 1969年

1、根据上级有关规定，高、初中67—69级均准予毕业，发给毕业证。

2、根据毛泽东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指示，学校协

助动员和安排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 薯

3、学校教职工和学生群众组织实现。革命大联合一，成立。校革命委员

会一，杨凤鸣任主任，李大鹄、萧洪富、罗隆杰为副主任，下设政工组、教育

组、后勤组。

1970年

1、为修建襄渝铁路，四川省汽车运输四队来巴支援，借用学校部分校舍

和厨房食堂，大操场成为木材堆放场地。

2、全县中学教职工集中在巴中师范学习，学校教职工全部吃住在巴师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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