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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吞重晨露家岩一片2．53万平方米的土地上诞生了一所中学，

这所学校历经晚清、民国和人民共和国三世而无中辍现象，且逐

渐发展扩大，其原因何在?其变化如何?应该加以探讨，这是现

在学校党政领导下决心要撰写这本小册子的原因之一。

这所中学，在它孕育、诞生和发展过程中，浸染着中国近现

代史的浓烈色彩。从它的经历中人们可以看到中国近百年来历史

前进的足迹。这是我们决心撰写这本小册子的原因之二·

许多师生在这所中学度过了难以忘怀的岁月，但他们在这所

学校一百年的过程中，只经历了其中短暂的一段时间。为了使校

友们对自己的母校有一个较全面地了解，所以决心写这本小册

子，这是原因之三。

现在各地区、各部门都在撰写志书，这个形势增加了我们编

纂这个小册子的勇气，并称它为“四川省重庆第六中学(原求精学

校)志”。几客观地、全面地记述一个地区历史发展变化状况的惠

书叫“地方志”；凡客观地、全面地记述一个部门历史发展变化状况

的志书叫“部门志"。我们这本校志属于“部门志”(教育部门)中白々

。单位志”。单位志的记述应该具体、全面、翔实，但这个小册予

远未达到这个境界。

“盛世修志”，这可以说是一个规律。修志的目的在于回顾过

去，思考现在，瞻望未来。历史的道路是曲折的，曲折的道路却

是通向光辉前景的·四川省重庆第六中学校将在现有基础上，以

更迅速、更稳健的步伐迈向未来。



凡 例

一、指导思想。本志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

思想；以“详今略古”、“求实存真”为撰写原则。

二、断限年代。，本志上限为1891年，下限为1991年9月。个

别情节略有上溯现象。本志自始至终采用公元纪年，只在必要时
夹注清代和民国年号。

三、编纂体例。本志以矗横向分章、纵向叙述、年序记事、

本末结合"为编纂体例。以文字表述为主，辅以图表。

四、篇章序列。本志除序、凡例、大事记、附录、后记单独

立目记述外。正文以章为主，章下分节，=声下分一、二、三⋯⋯

和(--)、(二)、(三)⋯⋯。注释在一章之末。附件在注释之后。

五、人物称谓。本“以事系人"原则，记述到某事联系到某人

时，直书姓名，不加褒贬词语。一般也不介绍职位，只在必要时
记述其职务。

六、用语原则。使用现代汉语。根据现有资料，能精确记述

的，尽量使用精确词语；不能精确记述或没有必要精确记述的，

则使用模糊词语，如约、左右、前后等等。

七、数字使用。年、月、日和表格统计、年级、班次等用阿

拉伯数字；行文中的数字以汉字为主。

八、英文名称。外国人和教会名称，只在第一次出现时夹注

英文名称，以嚼再现时只用汉文译名，不再夹注原称。



大事记

(1882,'-．'1991年9月)一
‘

．

1 882年 美国基督教美以美会(Methodist Episcopal Mission缩

写M．E．M．的音译)鹿依士(Spencer D．D．Lewis)牧师

夫妻被派遣到达重庆，从事在华西布道的准备工作。这个教

会现在叫“纽约联合卫理公会教堂全球牧师委员会”(The
融d of Glohal Ministries of the United Mcthodist

Church in New York)。

1884年鹿依士在戴家巷购得一处住宅，宅前作礼拜堂，宅后作

办事室，布道活动得以开展。

1886年美以美会在浮图关下鹅项颈购置土地，以发展差会所定

百年树人之大计，作创办学校，造就布道人材之准备。

1887年鹿依士在鹅项颈建造房屋之际，正值重庆府十六县文武

生岁考，各县童生集中重庆应试。应试诸生游览至鹅项颈，

认为该地据两江之间，形势扼要，若被西人控制，对重庆极

为不利。一人倡之，百人应之，遂群起捣毁建筑工程。并聚

众入城，将天主堂、内地会教堂、美以美会戴家巷礼拜堂一

并焚毁。当时鹿依士之妻初生一女，三人闻警逃避，匿居承

建学校之赵木匠家。不料消息泄漏，诸生赴赵家搜索，鹿依

士三人急藏于木泡花堆中，未被发现。巴县正堂国子达怕事

态扩大，乃于夜晚接鹿依士全家到衙署居住。数日后风潮渐

平，始雇舟送鹿依士一家至九江暂住。未几，鹿依士等回美

国休假。
+’

1888年鹿依士第二次来重庆。随鹿来渝的还有牧师客阿林和

医生甘来德、马嘉礼。马嘉礼在来龙巷购买土地建造宽仁医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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