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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说：“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诚如斯言，2000年我

校举行首次建校庆典，编成我校第一部校史。转眼间过去了10

年，2008年开始筹备百年校庆事宜，启动了对校史的修改和完

善工作。沿着一中发展的轨迹，校史编写成员广泛搜集史料，足

迹遍及我省荆门、武汉、恩施等地，获得了一批十分珍贵的历史

档案，终于写成这部史书。

一中的历史很悠久，犹如历史隧道中的一盏明灯，把古老的．
’

宜昌从洪荒引向文明。东晋著名学者郭璞卜居夷陵注解《尔雅》，．

夷陵人爱其才，建墨池书院以纪念之；一北宋欧阳修贬官夷陵勤政

爱民，夷陵人敬其节，建六一书院以纪念之。两书院两名人，吸

引了包括三苏父子等在内的无数文人墨客到夷陵大地游历，演绎

风骚，传递文明。两大书院时分时合，最后以墨池书院之名传至

清末，在废科举兴学堂的历史条件下，凤凰涅粲，衍生出宜昌大

地第一所官办中学一一宜昌府中学堂。i00年来，从宜昌府中学

堂到宜昌市第一中学，其名十五易；从墨池巷到教军场，其址七

迁，历尽沧桑，几欲陨灭。然而不仅弦歌未绝，而且愈挫愈奋，

愈奋愈强，保存了千年文脉，形成了光荣传统，积累了不屈不挠

为国培育英才的一中精神。秉承屈子的风骚，昭君的风韵，郭璞

和欧阳修的风骨，宜昌的山山水水似乎有着一种特殊的风雅情

调，宜昌的儿女更是有着一种引人入胜的蕴籍风流的气质一一这

或许就是宜昌市第一中学永不泯灭的价值之所在?

以史为镜是修这本校史的根本出发点。在世界上曾经最为先



进的科举制度，给国家带来了繁荣，也给民族带来了耻辱，它湮

灭在了历史的风烟中，留给了我们无限的叹息。从西方引进的教

育制度，如果从张之洞的“癸卯学制”算起，它扎根中国也已有

106年的时间。百多年来，新的教育制度给国家给民族无疑带来

了福音，开发了民智，增强了国力，积累了很多宝贵的文化遗产。

纵观一中百年办学历史，健康的教育就是坚持德、智、体、美全

面发展的教育，违背了这个基本规律，教育就要走弯路，学生就

要遭殃，国家就要遭受损失。通读这部校史，我们发现一个现象：

很多我们自认为是“创新”的东西，我们的前人早就做过了，而

且比现在还做得好!倒是有一点让我们痛心，前人对德、智、体、

美全面发展这一教育规律的坚持比我们做得好得多!诚然我们也

创造了许多新的办学经验，但是危害甚烈的应试教育却让当代教

育永远蒙羞!还有那么多人，包括一部分干部和知识分子，在国

家作出了以纠正应试教育之偏为基本出发点的实施素质教育决

定12年后的今天，仍然极力诋毁素质教育，沉迷应试教育，这

本身就是教育的悲哀。我们的教育居然培养出了这样低素质的人

一一身为国家工作人员，既不服从国家意志，又蒙昧至看不到应

试教育对青少年、对国家造成的巨大危害!科举制度为什么失

败?一是它是选拔性的考试而不是以提高大众综合素质为目的

的考试；二是学习内容仅是儒家经典，而缺乏自然科学；三是只

有课堂文化学习而没有社会实践锻炼，更没有体育课程，这就使

中国的读书人只限于少数人，面这少数人又是科盲，而且通常是

迂腐不通世事、身体佝偻残弱的科盲!这就无怪乎英帝国主义在

我们的海岸线上架几尊大炮就可以让大清帝国屈服了!现代的应

试教育除了学习内容增加了自然科学，使之有别于科举制度，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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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两项弊端何尝不是同样存在!要让我国和平崛起，这样的应试

教育能行吗?它能培养出胜于欧美的青少年来吗?古人云：“天

作孽，犹可违；白作孽，不可活。”我们不能自作孽，危害青少

年的身心健康，危害国家的未来，我们应该排除一切干扰，从历

史经验中不断吸收养料，端正办学方向，规范教育行为，坚定不

移地实施素质教育，这就是重修校史的根本目的所在。适逢《国

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颁布实施之际，广大教育工

作者对我国将在2020年基本实现教育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期

待，本史的问世，更具有了现实意义!

一中百年历史，中国40年的战火烽烟，历史虽未中断，史

料却是残缺不全。感谢张爱华老师，在前部校史的基础上，细致

搜集史料，按照真实可读的要求，耗费两年宝贵时间写成了这部

史书。感谢我们的老校友柳定祥老师，严谨地审查史稿，提出了

很多建设性的意见。追念黎昌经老师，在他离世之前完成了宜昌

一中第一部校史，使我们大家知道今年为建校一百周年!

前一百年的历史，景贤造士，三万学子强我中华；后一百年

的未来，木铎金声，莘莘学子创造新世界。但愿国运长久昌隆，

宜昌一中永远辉煌!

降
201 0年8月26日



凡例

1、本志记述1910年到2009年的宜昌市第一中学历史。

2、本志由概述、体制、德育、教务、总务和附录六部分组

成。以宜昌市第一中学现行管理体系为纬，立足校园风尚的变

迁，以该校100年来的档案资料中管理、资产、人才三方面的

重大事件和变革为经，横剖纵联，分门别类。按门、类、目3

级记述。各类各事按清末一民国一新中国一新时期分期，图表随事

而用，相互参照。卷首概述，卷末附录大事、人物和文献来佐

证，补充前述。
一

3、规章制度分类统理，集中说明它们的因果演变和执行情

况；一中人物主要简介其生前在“一中”的活动，“校友”略有

破例；资产的配置与使用，据事实录。另，为方便阅读者计，

少量涉及了同期的时代背景。

4、称谓一律用第三人称，人物直书姓名。不同时期的机构、

职务、地名等均保留原貌。各时期的学校名称通称“一中”，具

体的简称一般使用当时流行、现在不产生歧义的词语。简称如

下：

1)“宜昌府官立中学堂”简称“宜昌府中”；

2)“湖北第九区彝陵中学校”简称“九区彝中”；

3)“湖北省立第十二中学校”简称“省十二中”；

4)“湖北省立第四中学校”简称“省立四中”：

5)“湖北省立宜昌中学”简称“宜昌中学”；

6)“湖北省立联合中等以上学校”简称“湖北联中”；



7)“湖北省立联合中等以上学校均县武当山高中分校”简

称“均县高中”；

8)“湖北省立联合中学建始中学分校”简称“建始中学”；

9)“湖北省立联合中学建始高级中学分校”简称“建始高

中”；

10)“湖北省立第六高级中学”简称“省立六高”；

11)“湖北省立宜昌高级中学”简称“省立宜高”：

12)“宜昌市立中学”简称“市立中学”；

13)“湖北省宜昌高级中学”简称“宜昌高中”；

14)“湖北省宜昌第一高级中学”简称“宜昌一高”；

15)“湖北省宜昌第一中学”简称“宜昌一中”；

16)“湖北省宜昌市第一中学”简称“市一中”；

5、时间用公元纪年，用阿拉伯数字书写。重大历史事件采

用公元纪年加括注历史纪年法的方式，如：1910年(清宣统二

年)创办“宜昌府官立中学堂”。

6、档案、书刊，页下注明；方志资料，一般没有加注。未

来20年参看便利的规章制度为观全貌，“存目”，标注“宙”；口

述或推证的内容，标注“缺征”符“囚”；缺文标注“口”；有

目而内容未详者标注“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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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况 第一



概况 第一

校史沿革

宜昌市第一中学坐落活洒陵峡口，三江之滨，地址是西陵=路4号。这

所百年老校，伴随着国家民族的沧桑巨变，7次迁址，15次易名，却历久弥

新。‘‘一中”的百年历史，潮青了宜昌教瘸涝：I畏史的曲折轨迹。
‘湖北省宜昌市第_-中学沿革图

堂址：墨池书院 上(1910-1912) 堂址：学院街考棚(1906 3-1909 7)

I 湖北第九区彝陵中学校 湖北省第三师范学校

校址：墨池书院 Jr(1913—1923) 校址：文昌宫 (1914．1926)

湖北省立第十二中学校

校址：墨池书院 (1923—1926)

湖北省立第四中学校 武昌中学

校址：文昌宫 (1927-1935)

节烈柯

墨池书院 ．

，
武昌高中

湖北省立宜昌中学 江陵高中

校址：文昌宫 (1935．6-1938．7) 1938 9

节烈祠 1938．9

墨池书院

湖北省立联合中等以上学校均县武当山高中分校

枝址：，建始县三里坝l(1938 9—1939．7’ ^

1938年8月，并入“联中” I
通
称

、 ， 湖北省立联合中学建始中学分校
建

高
}恩恩来 校址：三里坝Jr(1939 7改称) 中

一
l施施风

湖北省立联合中学建始高中分校l高女初
l中高中 授址：三里坝 上(19404改称)1分分分
l校校校 ·湖北省立第六高级中学

校址：三里坝 (1941 9改称)

(1946 3迁址宜昌土门垭)． ． -部分师生回汉重建武昌中学

I宜昌县中 湖北省立宜昌高级中学 l省立宜昌中学(令三中前身)I
校址：城区居士林、 (1947 2改称)

1949 7 西坝皂角树巷 ．

宜昌市立中学(高、初中分开)

校址：黄草坝(高中部) 上(1949 7改称)

湖北省立宜昌高级中学

校址：黄草坝n950

3迁怀远路)上n949。10沿用旧名’ ．县中、三中仍单独分设
． ●

⋯4”⋯
湖北省宜昌高级中学 l

枝址：怀远路 l (195211改称)

(1953 2迁址教军场11号t p北门外正街，亦即今西陵二路4号’
湖北省宜昌第一高级中学

校址：北门外正街 上(19544改称)
湖北省宜昌第一中学

校址：北门外正街 1L(1956 9改称)

湖北省宜昌市第一中学

校址：北门外正衡 (1971年改称．

(1985年，定址西陵二路4号) 1966秋至1968年曾改称“湖北省宜昌市红卫兵战校”

此后．一度称“湖北省宜昌新一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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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I宜昌市第一中学志
，●——l——————————————————一

月)，知府黼、知县膦嚣囊剩晕墓銎塞嘉嚣棼囊差璺姜主霎揶
钞洋，当址嘲糍蒯物隙毒琴攀睾睾喜事睾誊辜事盏荤：兰芝看
地(即僦)黼中糙，没{l 嚣寻毒霎爱撒嘱。嗣后，㈣蝉辈塞型晕牵晕霉晕荤罄萃至羔辜耋垂警应先师犏制、学，知揪

摹毒一t平单零晕罩单零卑!髓毒奏耄1

搴兰三兰曼一|||垂萋：萋{|羹萎囊||||垂手||薹茎每劭)崩晓至等雏苦街甓鲔阻熙啾萎萎!羹：羹器盏嚣菇恭蒜；}；圭枣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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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醐年，一中学校规模铳，J、，学校遵章办学，也不免有复古的倾向。
常年有学生1 50人左右。教师—搬在8．-1 3人，多是地方教育界名流，如

一门三代兴学的张秉元，后来出任宜昌县教育科长的张本愧，国学根基扎实

的彭耀昌等等，都有一段佳话。

湖北省立第四中学校，是1927年春季，将省立第三师范学校与省十二

中台并而成的新校。1926年袄，宜昌兵乱，省十二中与三师先后停办。1927

年2月，广州国民政府北迁汉13，不久，湖北省开始实施综台学制，改组中

等学皎，特各师范并入中学，各校原名都取消了。z月，省政务委员会委派

毕祖高1来宜恢复办学，将墨池书院设为二部，将三师旧址东正街文昌宫设为

本部。校本部在今西陵—路下段，距墨池书院很近，附设高中师箍科。这一

年，北倪军、川军、工农组织等各种力量轮番冲击宜昌，川军畅森某部查封

馏立四矿，学I变停办。冼年4月复漾招生，郑万选主持省立四中校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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圈表2 省i四中掘静(青g毂《湖j¨杖百巩无》f蛐)年j月)

当时．学校不t野程芷了学生在身体、性行、智能、社会等方面具体而可行的

培养目标，而且特别注鸯殴师以表率的态度、同情的奢渡、真挚的态度、客

观的态度等积极人格因势刹导，感化学生，同时制定并崩亍了严格禁止及防
患于未然的规程来加以调节。这些措施，求真务实，相当先进，茁都捌

①毕咀高。兄名“楚趋”，武抖栅毕业。‘亢昌fi教育志》1989版．第445—4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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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1n的救削蚪}仍嘻辅一定白々能蟪义。宜昌地区教葡卿批，就勘悦甜
起步的。

1930年省立四中绘制的组织系统同。其日}策、女时亍、监督、反馈机制

一目了然。特别是从第二层级中设有的其他研究蜡j辅助眭委员会来看，当

时的学幢气氛比较活跃、民主。

30年代，省立四中砧续特毗连的武圣宫磨I|、末正街节烈柯划为棱址，

学校发展渐次靛。那时校园规划严整，教学搜谯完备，图籍昧搴聿富，文
体设施时有觅新，教务实行产恪主义，训育耕度日趋完善，体育运动更是有

声有色。1934年9月遵令添设黼高中班，省立四中成了鄂西首屉—甘旨的、
可按学年升学的“三兰”制完全中学，名气l提如日中天。

湖北省立宜昌中学，是

1935年6月湖北各校医啮命

名时，省立四中改换的名称。

当时煊昌中学”的校风一墓，
管理人员相对稳定，学生家长

非常放心。

从1928年5月复瓣t7
田末j 79始午丰走寰j哼教师艰世建个斑，到1930年春发展为1 2

(f孵，届柯中梗友)在书写托日梧‰个班(1936年。1 3舶，学皎
—般有在校生400余人。1937年8月时，宜昌中学已有初中毕业生18届

(至1936辙止，初中男部为春秋两事始业)，高中师范(1931年10月
转到二乡师)毕业生3届，高中毕业生1届，近1000人。其中，在本地有

影响的人物多是1928年八校的j目}一(甲组)的成员，他们中有长期服务教

育事业的原学院街小学校长张世定，后来回鲥一中任救的陈仁，1 938年任

中共宜昌特支书记、英年早逝的苏震，还有中共革命话i嗽极分子蘩I峨等
人。这—时期，教师更迭嬲∈，博物教师陈锦章，曾受到过教育部晦翱阮

“建始高中”，即湖北酋翊9冶中等以E学毖坶县武当山高中分校，是。湖

北聃扩时—部分。1938年2月，H栅第二次袭阼宜昌，有网胃．啡弹离宜
昌中学校台不远爆炸，师生、家长躁动。同月，为适应抗战建国的双蘑需要，

湖北省政府决定实施战时教育，有计划地将学校向鄂西、鄂北战略转移。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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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成立湖北省立]睁洽中等以—皓斜充谳22所。按i壬；防千戈Ⅱ，宜昌中
学高中部应并入恩施高中，女生入恩施女中，初中A来凤初中。据郑万选校

长的回忆，由于战季耵乞紧，陈剑修曾指定他以武昌中学、武昌高中、江陵高

中、宜昌高中等4校为联中均县武当山高中分饺的组织基础，接收这4校的

员生和图书仪器等，取道宜昌，徒步沿700里施宜官道前往巴东野三关，到

鄂西去自行选择校址。就这样，一中作为‘联中”的一分子迁到了恩施。

‘墨煽中”1 2月初始得刃课，24个班。板由皖臣塞始县三里甥镇。因

为址在西南而名称西北，于1 939年7月，省教育厅下令改名为湖北省立联

图表4 79；9午70月均县武当山高中分校西迁路战图(az目午胡运军铃)

合中学建始中学分校。次年4月，建始中学1 2个班的初中学生波毙Ⅱ分出去，

学校正式改名为‘‘湖北省立联合中学建始高级中学分校’。

‘‘-≮胃’全名为湖北省立第声潮中学。在陈诚的‘饿IJ教胃’里，计
划在湖北省每个专区创设1所高级中学，宜昌是第六专区，又准暂牌i}淝建

始商中迁到宜昌。所以，1 941年9月，省教育厅便糊睡蝴商中改成了这个

名称。这一时期，学校遵令以蒋介石手书‘‘礼义觑}，’为校洲，卫国育才，
办学规模基本稳定，师资力量雄厚，学生成绩优良，每逢会考，省立六高必

中鼎甲。又办违}吸收当地子弟入学，广播其惠，对思髓渤舅与事业的发展影响
深远。

1 946年3月，苏志杰I懒责将省立六简壬复宜昌，校地萄糊60
华里的土门垭，部分师生回武汉重建武昌中学。4月26日，省立六高开学，
1 2个班、409人暂以日军所遗兵营为校舍。师生苦于寒热荒鄙，怨声连天，

对教学影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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