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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盛世修志"。生当盛世，又能参与为隆昌一中修志的盛举，实在令人感奋。

隆昌一中是一所历史悠久、人才辈出、具有特色、有声誉、有影响的学校。自公元

1903年(清光绪二十九年)建校至今已有八十五年。它经历了清末、民国直到中华人民

共和国成立以来的三个历史阶段。它的经历，可以看作是同时代同类学校发展历史的

缩影，从它发展进程中所反映出来的种种问题和经验教训，对今后办学或将起到有益

的借鉴作用。

隆昌一中贯彻执行党的教育方针，对学生进行德、智、体、美、劳的全面发展教育是

有成绩的。在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期，学校遵循教育规律，坚持教育“面向现代化，面向

世界，面向未来’’的总方针，肩负着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重大任务。经

过全校教师职工的不懈努力，为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青少年一代积

累了新的经验，取得了新的成果。随着国家改革的顺利进展，学校发扬传统树立的新校

风“严教勤学，生动活泼’’，必将在日新月异的校园生活中放出更加鲜艳的光彩。

我是本校初中三十六班和高中一班的毕业学生。作为一个老校友，我对母校有一

种特殊感情。我多受母校作育，甘为母校奉献。但是“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回首至

今，在母校工作十六年了，我仍为自己报效太少而深感愧怍。记得有一位历史学家曾

说：“所有的人都参与了历史的创造。"让我们——全体教师职工和全体校友们，团结一

致，奋发开拓，以更大的热情和加倍的努力，来创造隆昌一中更加辉煌的未来吧!

圃
一九八七年十二月



序(二)

八十五周年校庆盛况犹在昨日。弹指一挥间，十五年过去了，隆昌一中迎来了百年

诞辰庆典。作为它昔日的学子，今天的员工，得以躬逢其盛，幸何如之!

十五年来，隆昌一中人站在三百余年的历史积淀铸就的发展平台上，传承先辈优

良的传统和作风，抓住时代机遇，实现了历史大跨越：按照“生存靠国家，发展靠自己”

的观念，多方筹资，新建校舍五万余平方米；办学规模翻了两番，在校学生数达5000

人；教育教学质量稳居全市前列，省内知名；艺体特色，名扬省内外。

百年风雨历程，百年艰苦创业，百年默默奉献。隆昌一中的历史是辉煌灿烂的。而

这灿烂辉煌，无处不凝聚着历代师生为之艰苦奋斗倾注的心血和汗珠，无处不折射出

前辈先贤学识才华和师德风范的光辉。

我们缅怀曾在这里艰苦创业而长眠于九泉之下的先辈；

我们感谢时时刻刻关注、支持一中建设发展、繁荣昌盛的历届校友和社会各界人

士；

我们为今天仍在这片沃土上辛勤耕耘，忘我奋斗的教职工感到无比自豪!

回首过去，我们无上荣光；思考未来，我们更觉任重道远。

继往开来的新世纪号角在长鸣，与时俱进的脚步在飞奔。

坚持“锐意改革，以人为本，培养创新，发挥特色”的办学理念，走“德育为先导，教

学为主干，艺体为两翼”的特色办学道路，牢记“团结、诚朴、创造、奉献”的校训，发扬

“严教、勤学、生动、活泼"的校风，奋发图强，才能焕发出百年老校的勃勃生机，才能铸

就新世纪隆昌一中的新辉煌。这就是隆昌一中人共同的心愿。

嘉宾云集，校友欢聚之际，百年校志在八十五周年校志基础上编修成册出版了，写

以上文字，是为序，以缅怀历史，激励来者。

曾本昌

--00三年十二月



凡 例

一、隆昌一中自创建以来几经更名，本志用现名简称。编写继限上自清光绪二十九

年(1903)停办书院创办新学开始，下迄2003年为止。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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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照1981年中央教育部所编写的《中国教育年鉴》的内容，根据隆昌一中及其前

身的历史真实着笔。史料来源有学校残存档卷、县档案馆有关资料及县政协《文史资料

选辑》，加上采访知情人士的记录材料等。唯因篇幅所限，未及一一注明史事出处。

三、本志编排，采取先纵述再横分、纵横互为补充的结构方式，取材着眼发展，立足

当代，详近略远。内容分为章、节、目、子目、小子目，依次统摄；《人物志》一章则以类系

人，不立节目。

四、对校友中的先烈，仅据县党史办载有资料编列五人人《烈士篇》。至于卓有贡献

的校领导人和教师，大都无从收采事迹，除已列十一人外，未能广列为传，对生者亦未

及列为荣名录，仅在分章叙述中提名记事。

五、本志图片因限于印制条件，仅选用两幅置于卷首。

六、本志纪年，清末、民国用朝代年号，注以公元纪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全

用公元纪年。

七、对记述中的生词难语或简称大都随文夹注，不便夹注的用页底边注。

八、毕业同学录、校友通讯录另编成册印行，作为本志附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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