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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历史告诉未来

——代序

黄修敏

修史撰志，是盛世之举。

作为宜宾市四中第十二任校长，一个普通的四中人，我有一种庄严的，责无旁贷的使命感

——让学校广大师生八十年的奋斗成为伟大的鼓舞力量激励今天和明天的四中人去攀登高峰

去申流击水去创造辉煌。决不能让无比珍贵的史料，一万七千多师生的坚实足迹或为虫蛀，或为

历史的积淀淹没。

于是便有了校志编纂这一异常艰难而又极有意义的工作。

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始终光照着我们的跋涉。

面对浩瀚的史料，一旦逝去便永远无法复制的历史，无论是谁，都会感到清晰而又茫然，都

会体验到一种“坦泰卢斯式”(可望而不可及)的艰难。然而也正因为如此，盛世撰志，补白历史空

白，廓清历史迷雾(哪怕是一个单位，一个地区)，便成为一种庄严的追求。虽然这种追求的结果的

最大可能性是由于厚重的尘埃积淀掩映下的无数条深邃而幽冥的历史踪迹断续难寻，巨大的艰

辛，最终不过犹如一支小小的蜡烛，照亮一个极其微小的空间。但是，相对于一个特定的历史环

境和具体的地域单位而言，这蜡烛又像是一支高蹈着烈焰的火炬，将过去的风云变幻，悲歌壮

歌，把历史辩证法的光芒慷慨地洒向渴望知道过去的今天和明天的四中人，引起思索，善待今

天，振奋精神，创造未来。由是，尽管力不从心，我们也在艰难地挪动，诚惶诚恐地一凿一斧一笔

一画地镌刻着《宜宾市四中校志》这块碑石。

英国历史学家、政治家温斯顿·丘吉尔曾经说过：“创造历史的最好办法是写历史”(尼克松

《领导者》)。这种写，既要依赖于历史材料的丰富性和可靠程度，又要得力于历史唯物主义的科

学方法，还要受制于编纂者自身的气质修养和文化水准。换言之，这种“写”是从众多的因素的综

合中产生的一种特定的历史逻辑。即《校志》通过它所有的客观描述表明：历史只能是这样的，

而不是别样的。其中的核心和灵魂便在阐释历史事件的内在逻辑和本质。并且，这种阐释只能以

历史的真实性为基础，以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为标准，不能杂合诗歌散文小说丰富的联想和

自认为合情合理的妄构。这里，邓小平同志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作

出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便是《校志》编纂的指针。

《校志》所述及的是整整八十周年的历史，涉及到民国时期和人民共和国这两个迥然不同

的历史时瓤对民国时期“公信中学”的办学宗旨，办学者们如何描述评介?我们尊重客观存在，
给予了实事求是的肯定与否定，因为谁也不能否认，即便是最伟大最杰出的政治家和最优秀的

学者，也是在传统文化里吸吮了养料才有其伟大与杰出；我校早期是教会学校，对集传教士神甫

教徒与教师于一身的人物应"-：ll怎样理解怎样描述，我们尊重历史，同样给予恰如其分的肯定与

否定。因为谁也不能否认，他们当中的大多数，除了礼拜上帝，同样也是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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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者，人类文明的传播者。在国难当头，民族危急存亡之秋也振臂呐喊，投身于民族解放运动的

历史大潮。在这里，历史是巨人，是按照某种内在规律行进的巨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

义便是巨人的魂灵。

任何历史都是当代史。《校志》不可能是八十年来学校纯粹的原来旧貌，这固然有逝去的

岁月无法复制的缘故，更主要的是从高层次看，历史的价值不在于它是否充任了功德丰碑还是

耻辱记录，而在于它能否像一面镜子，让人们明辩过去鉴戒现实并且烛照未来的时候，才真正具

有价值。从某种角度讲，《校志》是一部历史事件和人物的纪实，但同时又不应当是一份时闻的

排列组合表册与琐细无遗的帐簿。我们认为，《校志》更应当是一支多音部的交响乐。我们力图

从时代的大视角，对校史作纵横多面的扫描，冷竣审视，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历史而又现实地报

告即将为岁月积尘淹没的一页。我们报告了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问的巨大成就，叙及了“反右”扩

大化和早已为历史否定的“大跃进”，“反右倾”及其严重后果；诅咒了“文化大革命”这场史无前

例的民族大劫难；讴歌了拨乱反正，正本清源的不朽业绩，尤其是不遗余力地歌唱改革开放以来

整个学校发生的质的飞跃。从而使入领悟到这样一个客观事实：学校的兴衰，任何一个局部的兴
衰，都与国家民族的命运息息相关。从而。引起思辩鉴戒与烛照，使昨天为民族解放事业斗争的史

章，忍辱负重不改初衰的耕耘和今天高歌猛进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十二亿人民同心

同德的民族大合唱，融合成为这支交响乐激昂、乐观，向上的基调。从而显示出热’爱祖国，富于民

族大义，艰苦奋斗，崇尚务实的四中精神。使《校志》兼有历史，现实，未来的多重功能。

让历史告诉未来，新世纪的曙光已经升起并且光焰万丈地照耀着引导着我们去奋斗去创造

去书写学校更加辉煌的篇章。未来属于我们。

谨以此书，献给曾为学校的建设与发展作出不懈努力的一万七千多名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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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宾政协工委主任周成美题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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