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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乓

“君自故乡来，应知故乡事”，君为合中人，可知合中事?

在合川中学百年华诞之际，我们编撰了《合川中学校志》，旨在进一步

总结办学经验，理清办学思路，促进学校快速发展，进一步帮助海内外校

友更好地了解母校，也为8000余名在校师生员工奉献一份精神食粮，激发

所有的合中人热爱合中、关心合中、建设合中。

悠悠三江水，浓浓母校情。合川中学地处嘉陵江、涪江、渠江三江之

滨、重庆北部区域中心城市——合川市区，区位优势突出，交通便捷，环

境优美，名师荟萃，历经百年，栉风沐雨，呕心沥血，延揽社会英才，发

展教育事业，肩负起历史和时代赋予的神圣职责，为祖国建设造就了一批

又一批优秀人才；在百年办学历程中，积累了丰富的办学经验，并不断创

新办学思想、管理模式，成为促进合川乃至重庆地区基础教育发展的重要

资源。

百年学府，世纪风华。《合川中学校志》记载着一代又一代合中人创业

耕耘和勇于探索的足迹，积淀着合川中学浓厚的文化与思想底蕴，也彰显

着合川中学百年来所取得的令人瞩目的成就。《合川中学校志》将带领我们

一起走进合中，领略她夺目的风采，感受她铿锵的律动，聆听她激昂的时

代强音⋯⋯

都说合川中学是一艘教育的航空母舰。合川中学这艘教育的航空母舰

已扬帆驶过新世纪的地平线，在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的指引下，正向着“国

内一流，国际知名的中华名校"的目标乘风破浪，奋勇前进!

彭栋明

2004年9月



前 言

为了认真总结合川中学百年历史，汲取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和教训，促进教育教学

改革，推动学校工作快速发展，我们编写了《合川中学校志》，并作为合川中学百年校

庆的礼物。

本志以中国共产党十一届六中全会《关于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精神为指

针，以《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为准则，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

义的观点，遵循尊重历史、侧重当代的原则，力求实事求是地、公正客观地、较为详尽

地反映合川中学从创办到现在的全部历程和重要史实，以作为我校当前和今后工作的参

考借鉴，同时为后继者留下较为翔实的史料。

本志史料主要来源是学校残存的部分档案和过去简略的校志材料，合川市档案馆

馆藏资料，其次有市人大、市政协、市招办等单位提供的资料，同时有采访知情人士的

记录材料等等。对于资料的运用、处理，尽可能做到横不缺项(反映学校全貌和特征的

资料务求齐全)，纵不断线(学校的沿革历程力求表述清楚，学校发展变化的来龙去脉

有根有据)，考证翔实(资料来源准确无误)。

本志所述史实，上限为清朝光绪三十年(1904年)，合宗书院改为合州学堂，创办

新学开始，下迄2004年为止，前后凡100年。本志编排采取横排纵写、纵横互为补充

的结构方式，取材着眼于发展，立足于当代，略远详今。全志共九章，各章内容不等，

史料多者按章、节、目排写，史料少者排章不排节，以表格形式记述。本志采用记述体、

记叙人物直书姓名，不加褒贬，是非功过，后人评说。

本志《人物传略》，选录曾在我校学习或工作多年、卓有成效的代表人物，分别列

述。至于革命烈士，因资料缺乏，故暂选录校友中知名烈士的事迹。

本志纪年，按习惯称谓，清末、民国分别用帝王年号和民国年号，注以公元纪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全用公元纪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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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合川县立初级中学校服

男生制帽男生上装

男生下装佟男生下装馒

男生外套装



女生长袍
女生短衫

女生短装

中学女生长袍式

中学女生短衫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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