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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社会稳定，经济繁荣，教育发展，国运昌盛。“盛世修志”。在欢庆建校八十周年之际，我们

组织编写了这本《江安中学校志》，作为对校庆的献礼。

为了做好《江安中学校志》的编写工作，学校成立了编写领导组和编写组。根据一九八四年教育

部《关于编写校史的通知》精神，结合学校具体情况，决定本志时间上限为一九一四年(少数章节追

溯到一九一。年县立中学)，下限为一九九四年。本志力求做到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作为指导，按

照“立足当代，详今略古”的原则，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和宜粗不宜细的方法来对待历史上的人和事。

编写组于一九九四年初开始工作。由于江安中学“文革十年”是重灾区，档案资料丧失殆尽，所

以编写人员用了大量的精力和时间来查阅资料，走访当事人和老同志。在占有一定资料的基础上拟

出编写提纲，确定分章的执笔人。分章撰写的同志反复推敲，数易其稿，最后再由主笔统稿。为慎重

起见，编写组把统一增删修改后的稿子分别送顾问组的老同志审阅，他们又进行了增删和修改。最

后学校在一定范围内传阅和征求意见的基础上定稿，并呈报江安县委宣传部请示批准付印。

《江安中学校志》的编写得到了江安县档案局、江安县党史办公室、江安县志办公室等单位的大

力支持，特别是许多老领导老校友对《江安中学校志》的编写提供了许多极为珍贵的资科，提出了不

少中肯的修改意见，西南民族学院学报主编徐其超教授和法学家杜耀富教授，作为老校友，对校志

进行了最后的审定。在此，我们向所有支持帮助《江安中学校志》编写的单位和个人表示衷心的感

谢!

为了加强校友之间的联系和信息交流，增进彼此之间的友谊，我们还附录了部份《校友通讯

录》，其收录依据主要是参加八十周年校庆的《报到册》和校友们主动与学校联系的函。由于时间跨

度长，人事变迁大，许多校友与母校完全失去了联系，所以就无法把他们收录进去，就是已联系上的

也可能有错漏，敬望谅解!

历经困难，此稿终得付印，但由于资料缺乏，编者水平有限，错漏之处在所难免，请广大校友和

朋友们提出宝贵意见，以便今后再版时作补充和修改。

《江安中学校志》编写领导组

一九九四年十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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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建置沿革

第一节 龙门书院 县中

江安中学有着悠久的历史和光荣的传统。江安中学的前身为龙门书院和县立中学。据《江安县

志》记载：“龙门书院旧址在县东七十里。宋乾道中(公元1165年——1173年)泸州隐士吕伯祜授徒

于此。清乾隆二十九年(公元1765年)知县周颂建城北庙埂街。五十二年(公元1788年)知县陈铮

改置以农神祠互易之”。书院由县东七十里迁庙埂街，再迁农神祠、考棚，即现在江安中学所在地。光

绪二十年(公元1894年)，我县前清举人陈天锡先生受聘作龙门书院山长(即现在的校长)，力倡培

养人才以为国用，将学习课日分为经、史、政治、地理四科。光绪二十八年(公元1902年)清廷颁布

“壬寅学制”，改书院为学堂。陈先生继任堂长(即校长)。由于他学识渊博，治学有方，邻近县市如长

宁、叙永、富顺、泸州、纳溪、南溪、兴文的学子多来江安就学，造就了如朱山、李璧泉(遐璋)、李永华

(春荣)、黄沐衡等一批人才。光绪二十九年(公元1903年)知县吕森捐廉俸(清代官吏除正俸外，另

给所谓“养廉银”，合称廉俸)三百两改学堂为高等小学。宣统二年(公元1910年)江安县立中学成

立，仍以旧书院、考棚为校舍。首任校长本县人黄澍(隼高)先生为四川省高等学校文科得业士，曾任

四川省财政厅科长。至民国二年(公元1913年)江安县立中学校长又由本县人赵时钦(子钊)先生继

任。赵先生乃前清秀才、同盟会员，选任北京议员。

第二节 省三中

光绪三十一年(公元1905年)，清廷宣布废除科举制度，全国各地争相办学已开风气。民国初

、年，四川省先后创办了省立中学四所，分设在成都、江油、南溪、涪陵四地。设在南溪的序列第三，故

名“四川省立第三中学校”。校址暂设在南溪县城南华宫庙内，于民国三年(公元1914年)五月二十

八日开学。第一任校长是永川赵凤舟其祥先生。学校开办后苦无地方建筑校舍，县人又认为这所学

校加重了地方生活日用品的供应负担，且新学颇遭积淀甚深的守旧势力的非议，这时江安县立中学

适值经费不敷，意欲停办。于是两县当事士绅会商，拟好条件，最后由省训令于民国四年(公元1915

年)七月将省立第三中学迁来江安与县立中学合并，图书仪器也全部移转江安。县立中学的校舍、设

备及全体学生也由省立第三中学接收，教师分别留用。此时校舍有所扩充，包括旧考棚及改革的文

昌宫后院。有教室五间，自习室十一间，寝室三十间，礼堂一间。并将学校左侧名宦祠改作教员寝室。

合校时县中甲班学生已毕业，乙、丙两班由省三中继办，丁班并在省三中一、二两班肄业。两校合并

后，校长一职仍由赵凤舟先生继任。办学款项由省教育厅直接拨发，经费充裕，教师薪资高于同类其

他学校。延聘之教师多系大学毕业，学识丰富，有教学经验。自是基础大奠，逐步成为川南地区重点

中学校。

时值新文化运动兴起，由新文化运动发展而成的“五·四”爱国运动的反帝反封建的新思想遍

及全国，“民主”、“科学”等口号也传到了省三中。一九一九年，省三中“爱国救亡学生会”为响应京、

·】 ·



沪青年呼吁，召开反帝爱国誓师大会，适任护国军旅长的朱德从沪州去南溪经江安，来校在大会上

作了鼓舞人心的讲演，他讲了“五·四”运动的政治意义，鼓励学生学好本领，关心时事，积极投身到

国民革命的洪流中去。师生思想为之振奋，受到很大的启迪。民国八年(公元1919年)第一、二两班

毕业。后曾任过日内瓦国际联盟秘书长的张臻和国内名教授、经济学家樊弘等就是这一届毕业的学

生。此时我国早期的无产阶级忠诚战士、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革命烈士梁伯隆正在本校就读。

民国九年(公元1920年)，杨森以川军暂编第九师师长兼永宁道道尹之职驻防泸州，永宁道各

县的教育行政权由他掌握。省三中即归永宁道管辖。县人程鸿经纬轩先生被道署委派任省三中校

长。程到职后采用新式教育，使时代精神活跃于学校，聘请优秀教师到校任课，重视开展体育活动，

学校出现了新气象。时任国文教师的长宁举人余东山作校歌一首，一时传唱校园，校歌歌词是；大厦

庇青年，国民宏作育。劝君莫惮学科繁，学科需纯熟；劝君莫抛光阴去，光阴如金玉。汉安省校立城

西，灵秀多种毓。

民国十一年(公元1922年)上期，沪州举办川南运动会，道尹公署要求所辖二十五县都派运动

员参加，江安县由省三中组队参赛，校长程鸿经亲自率队。比赛结果江安获优胜第一名，单项比赛江

安获男子跳高第一名，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川南道尹公署赓即拨款，为省中修建砖瓦楼房(即以

后称为“洋楼”者)一幢(1923年始建)。可惜时局傲扰波及学校，程遂去职，新建楼房仅成其半。直至

十年后张远芳先生(南川县人，成都大学毕业)任校长时才告竣工。这幢楼房座落在学校南沿，与水

沟头街仅一垣墙之隔；东西长53米，南北宽9。2米；墙体为烧有“省校”字样的青砖砌成。这是我县

第一幢西式楼房。

民国十一年(公元1922年)下期至民国十二年(公元1924年)上期，合江张董庶臣先生、富顺邹

和君笃先生继任校长，因校舍不够用，又在文昌宫旧址上修建楼房九间。

民国十二年(公元1923年)十月，四川省长公署委任内江萧显特竹船先生来校任校长，本校又

复归省署主管。
’

民国十三年(公元1924年)／k月，本校第十二届招生改行新学制，即改原四年学制为三、三制，

分高、初中两学级。民国十五年(公元1926年)，省三中报省署呈文：“教育厅为便利学生升学计，曾

于十三年上期通令各省立中学校一律筹办高中”，“省三中自十三年下期已招有新制初中”等语可证

实。

民国十四年(公元1925年)上期，丰都余耀彤先生接任校长，初中三个年级都招足了学额，春秋

两季各招初中新生一班。

民国十六年(公元1927年)柴有恒斯可先生任校长时，本校增设高中文科一个班、师范科一个

班，不久师范科并入文科，就是高中第一班了。查得民国十九年(公元1930年)四月杨辑武先生任校

长时，高中文科第一班《历年教科起讫表》，学科分列如下：

国文：古文词类纂、经史百家杂钞、胡适文存、应用文、修辞学，见闻杂记。

外国语：天方夜谭、近代英文选、高级英文法

伦理学：伦理学原理(蔡元培著)

科学概论：

论理学：新制高中论理学

数学：

外国语修词学：李氏英语修词作文会编

图画：

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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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学：

经济学：

文字学：文字源流

国故论著：国学必读，先秦政治思想史

教育学：教育学原理

党义：三民主义理论的体系，孙文学说

社会问题：新制高中社会问题

文化史：中国文化史。

文学史：

哲学：哲学大纲(蔡元培著)

现世史：近世欧洲史

体育：体育常识、体育设施、田赛、拳术、球类

民国十九年(1930年)易光谦先生任校长时，继续招收高中部文科、师范科各一班，并且兼收女

生，借文庙明伦堂房舍作为女生宿舍。易先生为学校撰立了“勤俭信忍忠勇智恒”的八字校训。

民国二十二年(公元1933年)上期至民国二十二年下期，南川张远芳先生任校长，奉四川省署

训令改高中文理科为高中普通科。

民国二十三年(公元1934年)上期，万县余湘先生任校长。余校长的领导能力较差，学校纪律松

弛，有的教师和学生参与打牌赌博。学生、县教育科、地方知名人士，纷纷将余湘办学、学校闹事等情

况向省教厅反映，余湘因此去职。

民国二十三年下期，由南充任筱庄乃强先生任校长。任校长接任后，针对过去学校的积弊进行

整饬，“三个月便已彻底转变学校原来的混乱现象，逐步树立起敬业乐群庄严活泼、全面发展的新校

风”，“学生成绩显著提高”。任校长还注重文娱活动的开展，培养学生多方面的才能，用有益的活动

抵消低级趣味的坏影响，他还自编《烟祸记》、《警世图》等川剧带头在学校上演，受到师生和社会的

好评。

第三节 省江中

民国二十四年(公元1935年)／k月二十九日，铜梁周泰岳鲁瞻先生接任省三中校长，同年十一

月，省署令四川省立第三中学校更名为“四川省立江安中学校”。周校长在任校长奠定的基础上继续

努力，学生在会考、升学、参加四川省第六区运动会等方面均取得了显著成绩。

民国二十五年(公元1936年)四月五日至七日，四川省第六行政督察区在宜宾举行第一届中学

生春季运动会，江安参赛男生代表队(省江中队)41人、女生代表队(江女中队)15人。比赛结果省江

中获田赛总分、团体总分、400公尺接力、1600公尺接力、十项全能、五项全能、个人总分等七个第一

名，学生向守先获个人总分和十项全能第一。球类；省江中获篮球、足球冠军，排球获亚军。

到了三十年代中后期，随着全国人民抗日爱国运动的蓬勃高涨，曾于二十年代末期受到挫折的

本校共产党组织又恢复发展起来，展开了各种活动，抗日救国的宣传队、演出队从学校推广到社会，

从县内扩展到县外。如高中部十班于1938年下期到长宁县古家河化装演出街头剧《放下你的鞭

子》，1939年上期到原本县渡口演出救亡话剧《复仇》等。国民党反动派对共产党和进步师生的活动

非常害怕，给学校下了很多“密令”，要学校严密监视。民国二十八年(公元1939年)四月，四川省政

府教字第1223号密令：“查共产党近在学校积极活动，迭据各方报告，已由部随时分别密饬注意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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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在案，兹再拟定原则六项，希即依照妥拟详细办法严密实施为要⋯⋯一民国兰十年(公元1941年)

八月，四川省政府密字第13113号训令：“据报各校学生中有误入奸党者，常借转学或休学计谋活动

区域范围，应严密调查随时tt,-意，防奸党潜伏学校宣传异端学说惑众，鼓动风潮危害众人⋯⋯簟这些

“密令”、“训令”都是直接下到学校要求硝遵照执行”的。他们在学校的代理人配台县生反动人物，对

学校的共产党员和进步师生的抗日爱国活动严密监视，只要抓住一点‘‘把柄静，蚀德大施淫威。如
1938年“双十节”前夕，由省里派到学校来负责军训的大队长汪懋勋等人就借学生演尉的一点庇漏

引出一场轩然大波。 ’，。

此时，国民党反动派对学生的思想行为的钳嗣也加强了。学校搬出‘中国国民党童子军法规>来

加紧对学生进行管束和训练。该《法规》规定：‘‘童子军直接受中国国民党童子军司令部颁导，受地方

党部监督”。“一所学校设立一个童子军团”。。凡十二岁至十八岁之青年皆入伍受党童子军之训练。”

童子军教官对学生在思想上进行法西斯教育；训练中对学生拳脚棍棒交加，学生们深恶痛绝．

周泰岳先生任校长三年。以后三任校长任职时间都比较短，他们是蓬溪蒋梦鸿先生、泸县王介

平先生、梁山(现今梁平县)龚代祥先生。蒋先生任校长时，教务主任是王介平，训育主任是杨达纲，

事务主任是刘文郁。蒋校长属下教师队伍整齐，声望高。蒋任一期后王介平接掌本校，教师队伍也

还不错。到了龚先生接替王先生任校长后，教师队伍就差多了。、校风差，学纪松弛，导致学生思想涣

散，学习情绪低落，致有高十班罢课择师事件的发生。

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十月，早已憋了一肚子气的高十班同学，对态度骄横而课教得不好的

班主任(级任)老师极其不满，期中考试时有人喊：“缴他的白卷”(就是罢考的意思)，全班同学立即

响应。全班罢考后随即向学校提出撤换这个老师的要求。接着，高十班同学便罢课了。大家决-t,-问

题不解决不回校上课。三天后同学们的要求得到了满足。

校风校纪差，随之而来的不讲究清洁卫生，酿成了伤寒病在学校大流行，死亡学生四、五十人。

半数以上同学因染伤寒离校。后来学校也放了假。

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k月，校长龚代祥卸任，职务由江北陈梦恭先生接任。陈先生清华大学

毕业，留学美国，人很和善，是个教育家，人们对他的印象很好。他任职至民国三十三年(1944年)上

期，共四年。这四年中，任过教务主任的有李祖寿、刘麟：曹君健。任过训导主任的有张守庸、唐宗骧，

任过事务主任的有黄秉钧、齐东野。陈校长“接长于纷乱之余，一时学风丕振，成效渐著”。此期间还

征购了校后右侧玻璃厂为女生院。

民国三十三年(1944年)下期至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上期，彰明傅述尧绍唐先生接长一学期

调职。

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上期，县人文宗岳介恒先生以四川省政府督学之职调任省江中校长。

文校长任职至民国三十六年(1947年)上期。此时正值抗日战争胜利，人，t,-振奋，校风整肃，同学们

读书风气浓厚。文校长向本校校友张铁僧、黄维先、周传远等募得法币一百万元，呈请上级拨款法币

五百万元，修建了学校大礼堂，还培修了浴室、城垣。文校长任内教务主任是高启祥，训育主任是康

开俊，事务主任是冯洁忠。

民国三十六年(1947年)上期，本校高中已办到第二十六班，初中已办到第五十五班，这一年，

高初中各办了六个班，全校共有学生六百七十五人。本县占57％，外县占43％，多为长宁、南溪、叙

永、泸县、纳溪、古宋、兴文、宜宾、庆符、合江、富顺、珙县、巴县的学生。外省籍学生占1．3％。

民国三十六年(1947年)上期，本校举办建校三十三周年校庆活动，从五月二十八日至三十一

日历时四天(见校庆专章)。

民国三十六年(1947年)下期至民国三十八年(1949年)上期，省江中校长是本县人银际霖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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