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蓍凝萄
争鸯努

鬻

1髓坌一窑矬

黎爹。爹灌∥豢
露南墨潞貔帝，磷昂一申擎臻



沁阳市第一中学校

沁阳市第一中学编

}．

L———一二

士
．I曲



翟本宽

洪义

富兴

清瑞

悦满

有刚
高升
德武

天钊

小生

学军

王德武

汪鸿亮苗士杰谢元鸿
陈娟

史曙光

苗士杰
李富兴
秦红旗

谢元鸿
陈娟

张彩霞赵会军尚娜



凡例

凡例

一、本志上溯1902年，下限2002 7年。

。 二、本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

江泽民“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为指导，力求客观地记述沁阳

市第一中学发展的历史和现状。

三、本志横排竖写，纵横结合；按时间顺序划分为六个阶

段，综合每个阶段学校各方面的材料，实事求是地加以记载。全

志共九章三十七节，另加一个附录。

：四、本志体裁采用述、记、志、传、述、图、表、录诸体，

。以志为主，图表随志，相得益彰。

五、本志所载人物，是经过多方努力搜集到的一部分。述

其为人、经历，记其业绩，以彰往昭来。人物章共分“园丁篇、

桃李篇、名表”三节。园丁篇所记人物，限于资料搜集困难，主

要记述1946年至2002年8月的部分校级领导和具有高级职称

的教师，按任职时间先后排序。桃李篇所记人物均是沁阳一中

毕业生，不分职位高低，以毕业时间先后为序。

六、本志大事记，以时系事，纵贯古今，取编年与纪事本

末相结合的体伪，以编年体为主。 ，

七、本志使用现代语体记述。语言力求严谨、准确、简洁、

朴实。 ．

八、本志行文规范，标点符号、数字书写、简化字，均以

国家有关规定为准。称谓使用第三人称，人物籍贯从今名。民

‘

， 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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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或民国以前纪年，用当时年号，夹注公元年号；民国以后一

律用公元年号。

九、本志附录，附于全书之末，起补充说明作用。．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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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今年是沁阳一中建校九十五周年。为了庆祝这个光辉的日

子，学校编写了<沁阳一中校志》，并嘱我作序。因此，在这部

志书付梓前，我先行拜读了一遍，深感这部志书份量很重。其根

据有二：一是编纂者的治学态度认真、严谨。据介绍，为了编好

这部志书，他们查阅了古籍档案上百万字，发出征询信函千余

件。行程万余公里，奔波十余个省市，调查访问了百余人次，经

过两年的精心编纂，才形成了今天这部志书的初稿，由此可见其

精神之一斑。二是志书的内容丰富、系统。这部志书坚持鉴往知

今、服务当代的指导思想。本着略古详今、实事求是的原则，对

沁阳一中的历史沿革，不同时期的学制、课程，学生、老师，教

学方法和内容。以及学校管理等，都作了全面、系统的记述。我

认为，它不仅是亘古迄今第一部完整记述沁阳一中教育情况的专

志，也是一部很有价值的社会主义的新型校志。作为曾经就读于

沁阳一中的学子，我读了这部志书，不禁浮想联翩，感慨万千，

对母校的过去和今天有了新的认识。概括起来有以下三点：

一、历史悠久。沁阳自秦汉以来，一直是豫西北地区的政

治、经济和文化中心。沁阳的教育事业同它的文明史一样，源远+

而流长。就沁阳一中而言，如果从清朝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创

办覃怀书院算起，距今已二百一十九年；如果从光绪二十八年

(1902年)将覃怀书院更名为覃怀中学堂算起，距今也有九十五年

了。这就是说，从清代末年的覃怀中学堂，到民国时期的省立十

三中，再到今天的沁阳一中，前后经历了三个朝代，时问跨度近

一个世纪。可以肯定，沁阳一中是河南省历史最悠久的中学之
?

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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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它既有光荣的历史，也有灿烂的今天；既有优良的传统，也

有时代的特征，不愧是著名的学府和优秀人才的摇篮。

．二、贡献巨大。沁阳一中建校九十五年来，特别是沁阳解放

以后的五十多年来，为了总结丰富教学经验，改进创新教学方

法，探索教书育人的规律，提高教学质量，沁阳一中的历任领导，

一代代教职员工，不顾寒暑，昼夜操劳，畅游于书海，活跃于讲

坛，呕心沥血，默默耕耘，无私奉献。沁阳一中的莘莘学子，为

了实现贡献于社会，服务于人民的目标，无不刻苦攻读，立志成
才。正因为如此。沁阳一中才为国家和民族培养了数以万计的优

秀人才，其中既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和运筹帷幄的高层领导

干部，也有国内出类拔萃的专家学者和各类有用人才，为推动历
史的前进和现代化建设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

三、前途光明。科教兴国，教育为本。正如江泽民同志在党

的十五大报告中指出的：培养同现代化要求相适应的数以亿计高

素质的劳动者和数以千万计的专门人才，发挥我国巨大人力资源

的优势，关系二十一世纪社会主义事业的全局。我们一定要站在
跨世纪的高度，深刻认识教育的重要性和自身的优越性。沁阳一

中不仅具有悠久的历史和深厚的底蕴，而且在实践中形成了一支

雄厚的师资力量，一套丰富的教学经验，一种科学严谨的教风和

刻苦攻读的学风，这是难能可贵的。我相信：只要我们认真贯彻

党的教育方针，充分发挥自身的优势，不断总结历史经验，深化

教育改革，我们就可以百尺竿头，更进一步，使沁阳一中成为河

南省教育战线上一颗璀灿的明珠，为国家培育出更多的德智体

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
。

祝愿沁阳一中以新的姿态、新的步伐，胜利跨入二十一世纪!

杨子江

1997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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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世而修史，逢十遇百而大庆，是自古以来的传统。当今

天下太平，教育勃兴，沁阳一中于百年华诞之日而有新编校志

问世，可喜可贺。
一

沁阳一中的前身，虽然可以上溯到1778年(清乾隆四十三

年)创办的覃怀书院，但书院和近代学校是有实质区别的，犹如

手工劳动和机器大工业之不同。把1902年(清光绪二十八年)覃

怀书院改为覃怀中学堂作为沁阳一中的诞生纪元，是合乎学校发

展的历史实际的。从覃怀书院到现在的沁阳一中，二百多年问曾

经十数次更易其名称，一百年前的这次更名是实质性的转变，是

从传统的书院到近代学校的标志。发生在此前四年的戊戌变法，

对近代中国社会变迁有极为深刻的影响，也开启了中国近代教育

革命的先河。在所谓百日维新(实际上是103天)期间光绪皇帝发

布的新政谕旨竟有280余件之多，不论是从当时的力量对比，还

是从变法的具体组织和实施来说，其失败的命运都是难免的。内

容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广泛领域的一大堆变法命令的具

体成果，保存下来的只有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的前身。但

是，其后近代学校在全国如雨后春笋般兴起，作为沁阳一中前身

的覃怀中学堂就是其中之一，可视为失败了的戊戌变法生命之

延续。历史上常常有这样的情形：一种顺乎时代潮流的主张，有

时虽然遭遇挫折甚至失败，但终究会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以

原本的或曲折的形态，在历史中再现，乃至成为不可移易的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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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

学校的命运系于国家和民族的命运。一百年来，中国社会

几经沧桑，发展到目前这样温饱有余而仍不富裕的小康社会。

沁阳一中在艰难曲折中前进，正是国家发展历程的一个缩影。

沁阳一中以其百年来的教育成果，为中国的社会进步做出了自

己的贡献。现在，为了推进中国的现代化，发展教育事业有着

极其重要的作用。人们对于历史悠久的沁阳一中寄予厚望。我

相信，校志的编纂出版，将会有助于彰往而察来，鉴古而知今，

把学校办得更好，为国家的现代化事业做出更大的贡献。

在社会大变动和学校自身的大变动中，档案资料大量遗失。

搜集不易；许多当事人作古，无法寻访，史料获取之难可想而知。

我看过1997年的校志稿，深感编委会工作的难度。他们不遗余

力，钩沉索隐，广搜博采，终于把沁阳一中的历史比较清晰地展

现在读者的面前，让在各个历史时期为沁阳一中的发展出过力的

领导人和教师员工都得到纪念，这是非常之好的。经过近五年来

的增补、修订，新编校志想必更胜于前。这本新编校志，连同其

编纂者的勤奋努力，现在已经成为沁阳一中历史的一页。

说起来，我和沁阳一中已经有五十年以上的历史了j我是

1955年暑期考入沁阳中学的，实际上在此之前已经和这所学校

有过关系。当时中小学学制还没有统一，有暑期毕业的，也有

寒假毕业的。1951年夏天，沁阳中学初中部招生，我刚读完小

学六年级上学期，大胆前往应试，结果名落孙山，受到极大刺

激。1952年我小学毕业，适逢沁阳师范初中部招生，考取了。因

为统一学制，1955年暑期毕业。因为初中多读半年，基础比较

扎实。周围学校当时有”王牌班”之说，报考沁阳中学高中部志

在必得，自觉有些把握。沁阳中学于1956年更名为沁阳第一中



再版序言 ·3·

学，我1958年暑期在这里毕业，进入北京大学。从17岁到20

岁，在沁阳一中三年的学习和生活，对我的一生有重要影响，是

我人生旅程中的一个重要驿站。回首往事，在几十年的社会动

荡和变革中，我能够坚守正道，尽自己所能为国家做了一点事，

同在沁阳一中所受的教育是分不开的。饮水思源，我永远铭记

着母校的恩德，感谢师长的教导，珍惜同学之间的友谊。校志

编委会要我为新编校志写篇序言。自然义不容辞。于是写了上

面这些话，并且把前几年作的一首怀念母校的诗，一并写在这

里，作为对母校百年庆典的祝贺：

沁水苍茫出太行，覃怀文教惠流长。
’

三年沭泽承甘露，千里吟歌作颂章。

老去无端温旧梦。闲来有绪望家乡。

春风和煦无穷意，佳树新株自成行。

彰主
?

2002年6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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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概述

沁阳，隋至清末为河内，系怀庆府之首邑，地处晋豫咽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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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省立沁阳师范。同年9月与从济源南姚迁来的太岳区豫北中

学合并，更名为平原省立沁阳中学。1952年11月，撤平原省建

制，沁阳归属河南省辖，又更名为河南省立沁阳中学。1953年

始招收高中班，1956年又更名为河南省沁阳第一中学。1968年

因受“侯·王建议”影响，将外籍教师迁回原籍，遂使学校解

体。1969年初，为适应社会需要在一中原址创办“五七大学”，

举办各种短训班。1972年与先后迁入的城关镇高中，城关公社

高中合并，恢复原沁阳一中建制。1989年沁阳撤县建市，改为

沁阳市第一中学。

清末民初，本校教师多名流宿儒，具有丰富的治学经验，学7

员又系各县之精华，因之成德达才者不胜枚举。进人二十年代，

学校师资力量更加雄厚，主科教师皆毕业于名牌大学，对所担

各科均有较高之造诣，学生又系各县出类拔萃者。其灵活严谨

之教风，刻苦勤奋之学风，久负盛名，至今人们每谈及十三中

尚赞不绝口。抗日战争时期，学校南迁，师生们千里跋涉，颠

沛流离，衣食不维，艰苦备尝，仍不忘抗日救国，实属难能可

贵。解放战争时期，共产党领导的沁阳中学师生参军、参干、参

加群运，推动了各项工作之开展。1949年建国至1966年，学校

发展呈马鞍形。建国初期至1957年，教师不遗余力，教书育人，

学生孜孜不倦，刻苦攻读，教育质量逐年上升。迨至1958年，

由于整风反右，挫伤了广大教师的积极性。在“左倾”思想影

响下违背了教育规律，以工代学，大刮浮夸风，导致教育质量

严重下降。直至1962年贯彻了中央的“调整、巩固、充实、提

高”八字方针和“以教学为主，学生以学习为主”后，教学工

作才又恢复了生机。1966年开始的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

使本校成为运动中的重灾户，学校秩序混乱，达十数年之久八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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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届三中全会后，拨乱反正，将工作中心转移到教学上

来，政治上对广大教师在历次运动中所蒙受的不白之冤进行了

昭雪平反，吸收教师参加党组织，部分教师被选为县市人大、政

协代表，规定教师节，提高教师社会地位。在经济待遇方面，调

整工资，安排子女就业，，解除教师后顾之优。广大教师解放了

思想，压抑已久的工作积极性迸发出来。一中真正迎来了明媚

的春天，．步人了健康持续发展的快车道，逐步成为一所师资力

量雄厚，教学设备先进，管理水平较高的学校。

沁阳一中百年来，虽然历尽沧桑，但是桃李遍植，硕果暴

累，为国家和民族培养了数以万计的人才。其中有运筹帷幄的

高层领导干部，有战功卓著的军人，有蜚声国内外的学者，有

饮誉艺坛的名家以及各条战线上的骨干，更有许多致力于乡村

教育及建设之开蒙启智拓荒者，他们默默无闻，为民族的解放、

社会的发展、文明的进步、祖国的繁荣做出了贡献。她不愧为

沁阳的最高学府，优秀人才的摇篮。

覃怀书院(原义台寺旧址，今沁阳市合作街天鹅湖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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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大事记弟一早灭争l已

1 902年

“覃怀书院”更名为“覃怀中学堂”，学制四年监督王安兰。

1 903年

监督刘莲青。

1 908年

更名为“怀庆府官立中学堂”，学制五年。’

1 909年

更名为“怀庆府中学堂”。

1 91 O年

与蚕桑学堂互换校址移人试院(今沁阳一中校址)o 7

1 912年

更名为“怀庆府中学校”，学制四年，余熙皋任校长。

1 91 3年 ．

更名为“省立沁阳中学校”，属河南省重点中学校，面向沁、

温、孟、济等县招生，设十三门课

麟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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