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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生龙，男， 1946 年 10 月出

生，海南省乐东黎族自治县佛

i 罗镇新坡村人。中学数学高级
t 教师，海南省作家协会会员。

1996 年开始发表著作，主要作

品有:《 llrl 履集>> <<新坡村志)) <<从

教生涯)) <<诗日记)) <<新坡传说》

《卧龙传奇)) <<旅美日记)) <<动物

趣闻)) <<崖州民哥大)) <<扉鱼缘)) <<杨

生龙崖川、|民歌)) (第 二辑)、《卧

龙恋哥大》等。

2016 年 4 月，杨生龙一家

被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评为

第二届"全国书香家庭"代表

海南省获奖家庭到北京领奖。

其事迹被中央电视台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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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说明

为迎接黄流中学建校 60 周年校庆，原校志编审委员会几易其稿，{黄流中学志》终于脱稿

了。只因经费等主客观原因的制约，校志样稿只能在小范围内传阅，未能及时交付出版社刊印

发行，这不能不说是一大憾事!

2016 年 2 月 1 日，是黄流中学值得永远铭记的日子，这是学校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 这

一天，由华东师范大学牵线，乐东黎族自治县政府(以下简称"乐东县")与上海华东师范大学第

二附属中学在三亚签订合作办学协议，海南省委罗保铭书记和华东师大党委童世骏书记共同

见证了合作办学签约仪式，正式宣告了华东师大二附中乐东黄流中学诞生。 这是上海华二的首

次教育输出，也是黄流中学这所历史名校涅架后的又一次新生。

2017 年 10 月，黄流中学 70 华诞将如期而至，为更好地传承老黄中的精神内核，借鉴历史，

总结经验，继往开来，办好这所历史比较悠久的中国名校，在新黄流中学瞿平校长的大力支持

下，学校校务会决定在原校志的基础上，重新编篡修订《黄流中学志}o 2016 年 9 月，成立了以

瞿平校长为总编的新一届校志编撰委员会，计划于 2017 年 6 月底交付出版社出版，作为一份

献给学校 70 华诞的厚礼。 今天，我们高兴地看到，经过编委们将近一年的努力，校志终于可以

付梓了O

志书采用"章、节"二级结构，共有六章，即第一章(历史沿革) 、第二章(人物)、第三章(退休

教师简介)、第四章(教职工名单)、第五章(桃李满天下)、第六章(荣获奖项);形式上采用文字

记述、图片、附录等。

收录校友业绩简历的标准一一凡符合以下条件之一并有资料者可以收录 :1.高校博士学位

或副教授以上职称(含 );2.行政处级以上(含); 3 .中校军衔或副团以上职务(含)军官，或有一定

专业成就的部队文职干部 ;4.具有一定规模和经济实力的企业家、董事局主席、总裁、董事长、总

经理等 ;5.有一定成就或社会知名度的科学界、文学界、艺术界、医学界、体育界、演艺界等人士

以及社会知名人士 ;6.其他需要被收人校史馆的校友等。 业绩简历只择其耍，不作全面记述和

评价。 没有资料者歉难收录。

因资料、时间等客观条件的限制，对师生获奖的统计只能从 2006 年开始;为精简篇幅，只

统计县级(含)奖以上获奖者，特此说明 。

校志修撰过程中，各编委本着求真务实的态度，对原来的编排体例做了较大的调整，在内

容、文字等方面也做了大幅度的增删修剔;以历史发展为经，以内部结构为纬，分门别类整理，

使读者能一目了然。

悠悠 70 载，值得记述之事几百页文字岂能全部涵盖，没有查阅到、访谈到的，唯有遗憾与

抱歉了。

黄金无足赤，白玉有微瑕。 本志修编人员虽赠精竭虑，但时间紧迫、水平有限，疏漏谬误之

处在所难免，敬祈广大读者不吝指正。

《黄流中学志》编撰委员会

2017 年 6 月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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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 年 9 月至 1952 年 2 月，我在黄流中学读书。当时，学校名为崖县初级中学，简称崖初

中。校长先是郑联芳先生，接着是符达良先生。好像是 1950 年，学校来了一位青年教师，刚刚毕

业于设立在海口府城的广东琼台师范学校。高高的个子，长得很帅;性格爽朗，很有亲和力;知

识面宽，能教几门课。同学们都喜欢他，私下里亲切地把他称为"小老师"。除了上理科方面的

课，他还教我们画画。我从小对画画有特殊的爱好，不仅上美术课特别上劲，还常常为学校或班

级的壁报画点插图。有一天，这位老师送我一支大约用过 115 的铅笔，笔芯粗而黑，用来素描再

好不过。在当时，特别是在当时的黄流，这可是稀罕物。我喜欢得不得了，珍惜得不得了。不料，

没过多久，这支铅笔怎么也找不到了。更让我难过的是，过一些天，他向我"借"这支铅笔，说他

要用用。这时我才知道他就有这么一支铅笔，而我却没能保管好。我很抱歉，又很着急，结结巴

巴地说老师，铅笔……我……我……弄丢了! "看到我急成那个样子，他笑了笑，安慰我说:

"没关系的! " 

老师送我铅笔，使我憧'憬未来;老师相信我没撒谎，更使我深感温暖。时间过去了 57 个年

头，许多事情忘记了，这件事却不但始终不忘，而且让我生发出了好些感悟。感悟一:老师的关

心，对学生是上进的激励。那只是一支铅笔吗?不，那是一句无声的赠言，一种对学生未来的期

盼。我曾经写过《亦师亦友志在高山》的文章(~研究生教育理论与实践}1993 年第 4 期) ，讲说

我和我的硕士生、博士生们的关系，文章的基本理念正是源于半个世纪以前的这件事。感悟二:

老师的信任，对学生是守正的诲导。假若那时候他对我表示出哪怕是一丝一毫的怀疑，对我来

说，心灵上都会终生不得安宁。由此我深信一条人生哲理:诚为立身之本，诚实才能心安。为了

问心无愧，从做人到做学问，都一定要诚实。近年来，我发表过一些有关学风、文风和文品的文

字，包括《治学之道学风先导~(<<世界汉语教学}1993 年第 4 期)、《社会公益对学风文品的规

约~(~语言文字应用}2002 年第 4 期)等等，实际上都是以"诚实"为基点做文章的。感悟兰:老

师的言行，对学生是无形的牵引 o 1952 年，好几个黄流同学考取了琼台师范，其中一个是我。大

家都为能上琼台师范而倍感荣幸。就我而言，报考琼台师范固然是因为这所学校声誉很好，同

时也是因为我的老师是琼台师范毕业的，他对我具有一种潜性引力O

教与学，师与生，在教育发展史和学术发展史上，历来是起着筋脉贯通作用的重要话题。大

家都景仰被称为"圣人"的孔子。《论语·述而》录载孔子的话学而不厌，诲人不倦。"~论语·子

罕》录载学生颜渊的话夫子循循然善诱人"0 ~论语·子张》录载学生子夏的话博学而笃志，

切问而近思，仁在其中矣。"一册《论语~，实际上就是师生共同谱写的一部气势磅晴的大交响

乐。在我们中华民族共同拥有的国学宝库中，同类记录很多，反映的是教师的风范、尊师的美德

和师生之间的相互理解与关爱。

黄流中学是人才培养的摇篮。这部《黄流中学志}，全方位地反映了黄流中学的辉煌。几十

年来，黄流中学向国家各个高校、各个部门输送了大量俊士，黄流中学的老师们从各个角度、各

.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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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侧面发表了散发着浓郁校情气息的大量文章，如此等等，都是学校辉煌历史的实证。 我在黄

流中学度过了人生起点上至关重要的一个时段 ，承沐了良好的熏陶，终身受益。 对于黄流中学，

我有不尽的回忆、无穷的感念。 我讲了上面这件小事，是想说明，小事不小，黄流中学之所以能

成为名校，既是因为各方面都有令人瞩目的建树，更是因为有蕴积深厚的师德根基，具有优良

的校风、教风和学风。这可是黄流中学的"传家宝"!

"东风随春归，发我枝上花。 "李白的诗句，可以借来演绎黄流中学的发展:随着国家的繁荣

昌盛，日益富强，母校定会日新月异，越办越好!

2007 年 8 月 15 日

(注:本序言在 2007 年 12 月 25 日 《光明日报~"母校礼赞"栏目上发表，发表时略有改动 。

文章后面注明作者系著名语言学家，华中师范大学终身教授，国家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规划语言

学科组副组长，全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语言与语言教育研究中心主任，中国对外

汉语教学学会会长，第八、九、十届全国政协委员。 1999 年，创立我国第一个以母语汉语为主要教

研对象的语言学系 O 多次应邀赴美、英 、德、日、新加坡等国家和我国港、澳地区讲学，或在国际会

议上发表主题演讲。 黄流中学 1952 届毕业生。 )

.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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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 1979 届黄流中学高中毕业生，从这里敲开了大学之门 。 大学毕业后，一直在乐东中学

任教。两年前有幸回到母校工作，我怀着欢愉的心情回到熟悉而又陌生的校园。 我到任不久，老

校长杨生龙提议撰写《黄流中学志~，好好地总结黄流中学的办学经验。 应该说，编撰《黄流中学

志~，是黄流中学历届老校长、数十万名校友、社会名流以及关心黄流中学的父老乡亲们的愿望

和要求。

本届学校领导顺应民众的呼声，广泛征求历届老校长 、有名校友、社会名流贤达以及关心

黄流中学的父老乡亲代表的意见，决定编写《黄流中学志》。 学校成立了编审委员会和以老校

长 、老教师为主的顾问小组，具体领导和指导《黄流中学志》的编写工作。 聘请校友邢福义教授

为总顾问，委托黄流中学的老校长、海南省作家协会会员杨生龙校长当主编，执笔编写《黄流中

学志》。

经过两年多的努力， {校志》的修改稿打印件送到我的手上。 翻阅着厚达 200 多页的稿子，

一部壮观的黄流中学校史就展现在我的面前。母校创办于战火纷飞的 1947 年，开始设在乐

东县九所粮所内，原名崖县第二初级中学， 1949 年 9 月迁至黄流村现址，至今已走过了 61 个

春秋。

几十年来，黄流中学几易校名，先后共有 20 多届校长。 在历任校长及教师们的辛勤耕耘

下，学校由最初的几个教学班 100 多个学生，发展到今天成为一所拥有 68 个教学班 50∞多名

学生的大型完全中学，成为一所中国名校。

对于海南岛内各县文化教育的发展状况，历来有"北文昌，南乐东"的说法。 文昌市地处沿

海，是著名侨乡，开发早，文化教育事业一向发展迅速。 乐东县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不仅得益

于乐东汉区原有的文化积淀，更主要是得益于黄流中学的创办、发展和壮大。

1958 年黄流中学开始创办高中文化大革命"前被命名为乐东县中学，是乐东县的重点中

学。 虽然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受挫折，后来又受到撤销重点中学的干扰;但是，具有深厚文化教

育底蕴的黄流中学，在上级教育行政部门的指引下，在乐东县委和历届人民政府的正确领导

下，依然乘风破浪，奋勇前进!

从黄流中学走出去的数十万名毕业生，既在全国各地为社会做奉献，也为发展乐东的文化

教育事业做出了卓越贡献。这也是中国共产党致力发展文化教育事业的伟大成果。 我们为拥有

如此众多的校友而感到自豪和骄傲。

黄流中学培养出的众多校友中，有中国著名的语言学家、华中师范大学教授邢福义。 他被

国务院确定为"有突出贡献的专家"。 从 2∞0 年起，他担任教育部百所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

之一一一华中师范大学语言与语言教育研究中心主任。他被选为全国政协委员，国家哲学社会

科学研究规划语言学科组副组长，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教育部高等

.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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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国对外汉语教学学会会长，中国语文现代化学会副会长，中国语

言学会常务理事。 他曾任中国修辞学会副会长、湖北省语言学会会长，在汉语学界威望较高，有

‘‘南邢北陆"之说。

还有中同航天空气动力技术研究院研究员陈河梧，副军级空军某部气象高级工程师邢积

孔，中国科学院南海海洋研究所研究员孙恢礼，年轻的国家棉花检验高级工程师、中国棉花协

会副秘书长杨照良等一批有卓越贡献的科学家。

同时也培养出一批像原海南省交通厅厅长陈求熙，国家审计署新闻通讯审计局局长陈太

辉，海南省海口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陈宏芬等一批领导干部。

培养出像中山大学二医神经内科教授、主任医师、博士生导师邢治刚，广东医学院神经病

学研究室主任邢永前，北京大学物理系教授邢峰，华南理工大学督导专家陈积栋，广东省特级

教师、全国劳动模范陈汉平，全国优秀教师、教育系统劳动模范陈汉堂，主任医师、教授、研究

员、三亚市人民医院院长邢孔祥等一批优秀的博士生导师、教育专家、医学专家。

培养出像世界著名技巧运动健将胡富芬，荣获全国青年运动会高栏冠军的唐南生，国务院

特殊津贴专家、国家一级作曲家倪承为等一批文体界的精英。

培养出像香港著名传记作家周祖贵，中国作家、海南省文学会会长李挺奋，广东旅游出版

社副编审 、广东作家张跃虎等一批作家、文学家。

还培养出获经济学和管理学双博士的王万山、中山医科大学医学博士陈运芳、清华大学水

电工程系水利丁伞程博士后陈运平、神经外科医学博士研究生黄垂学、北京师范大学文学博士杨

志等一批新秀O

令人十分高兴的是，我们的校友、全国著名的语言学家、博士导师邢福义教授，从一开始就

十分关注《黄流中学志》的编写工作，给予指导，并在百忙中抽出宝贵的时间为《黄流中学志》写

序。 这篇难得的序言，实质上就是一篇师德教育的至理名著，值得我们深入学习，为办好我们共

同的母校而努力工作!

由于学校创办历史悠久，加上"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混乱等原因，有关学校的档案材料缺失

比较多，有些甚至成为空白 。 以老校长、老教师为主的顾问小组成员，特别是孙基烈、张建琼等

老校长，虽然年岁已高，但为了写好《黄流中学志~，他们认真回忆当年办学过程，努力提供材

料，不辞辛苦，前往各地进行内查外调，为编写校志提供了不少翔实的材料。

为了写好《黄流中学志~，如实反映黄流中学的办学过程，校志编写委员会、顾问小组以及

主编、编辑们确实尽了力。 但是，由于学校办学历史长，历史档案资料保存不善，收集资料的时

间短促，征集资料的范围不够广泛，应该说，~黄流中学志》这份稿子还有不少缺陷和不足。 我们

的想法是，先将它印出来，以便在更大范围内征求意见、征集资料，为进一步写好、修改好《黄流

中学志》打下坚实基础。

黄流中学办学的历史，也是乐东县教育史的一部分，而且是极其重要的一部分，更是党在

乐东大力发展教育事业的重要历史和见证!让我们珍惜历史，加倍努力工作，进一步发扬黄流

中学的光荣传统，使黄流中学优良的校风、教风、学风更加发扬光大，为重振黄流中学的雄风而

奋斗!

2008 年 7 月 18 日于黄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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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例

一、本志以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为指导，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力求客观、真实地

反映黄流中学各个历史时期的面貌。

二、本志上限 1947 年，下限 2016 年(个别延续到 2017 年) ，略远详今。

三、本志按内容分六章，章内设节，以历史发展为经，以内部结构为纬;各章节所记交叉之

内容，选择不同视角、不同侧重点记之;篇末为编后语。

四、本志采用述、记、志、图、表、录等体裁，以志为主。

五、计量单位使用阿拉伯数字和国际通用公制单位;采用公元纪年;历史资料中的计量单

位，遵照当时习惯记载。

六、志内出现的人物直书其名，一般不加职衔，不加褒贬定语;过长的词组或使用全称，或

使用公认的简称。

七、人物籍贯一般标明乡村名称，部分外县 、外省籍教师标明省县名。

八、本志为记述文体，使用规范的简化汉字。

九、本志采用的资料，大部分都是通过调查取证获取，一般不注明出处。

. 7 . 





1995 年 3 月，人事部副部长赵宗第视察学校并题字

r--

磊~语命
运旅荷刑切您捞

短路比，，0- 1 - 1)

著名语言学家邢福义教授挥毫祝福母校

11 题字、题词 )1 

亦
将
装
有

是
仗
扭
阉

1995 年 3 月，人事部副部长

赵宗霜视察学校的题字

A

驴
川14

川
机
才

哥
拉

J

A
Y，凶

海南省教育厅厅长符鸿合为黄流中学 50 周

年校庆题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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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 年，海南省副省长刘名启、海南省教

育斤厅长符鸿合视察学校

2012 年 3 月，中科院

院士 、复旦大学校长杨玉

良教授(右一)和南京大

学物理学院院长祝世宁

教授(右二)在我校多媒

体会议斤开展"院士进课

堂"活动

. 10 . 

省精神文明办主任来我校视察

1995 

年底，国家

教委基础

教育 司司

长 王文 湛

(左三)来

我校视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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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流中学(崖二初级中 学)第 一届学生会 黄流 中 学篮球队参加 1 952 年度崖县运

委员合影 ( 1 95 1 年 7 月 1 日 ) 动会获男篮亚军的合影

1 96 1 年 6 月， 陈 大文(前排 中 )经过体检 1964 年黄流 中 学学生会委员的合影，

考上空军，保送南京航空学院 前左起 : 陈大飞 、刘木彬、陈永持

1968 年 11 月文革" 中将老师下放到 原教师宿舍

农村参加劳动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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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 年，获全国体育卫生工作先进集体

1979 年，获全国体育工作先进集体

1982 年前的老校门 1982 年前的老校门

在黄流中学召开的乐东县第二届中学生田径运动会入场式

. 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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