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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史为鉴继往开来

一一写在 《北京二中史略(断代 1910-1966) >> 出版之际

北京二中校长 钮小桦

这本书是北京二中"有史"以来第一本记录

校史的专著 。 虽仅是断代史，但弥足珍贵。它忆

人、忆事、忆传统、忆精神，向人们呈现了代代

二中学子"基因组合"的图谱，深刻揭示了代代‘

二中人传承的二中精神，即"求真务实，敬业

宽容 ， 艰苦奋斗"。 北京二中这所历史名校之

"名"从这本书中可看出其发端。 这本书不仅

是一本史书，也是一本教科书。

这本书的主编米桂山老师是二中的老领导，

后虽调离二中，但对二中一往情深 。 辈辈之年抱

病主持编写此书，实在让我们感动不己 。 他对二

钮小桦校长

中历史的惊人记忆，实在让我们惊讶不己。他对教育的深刻理解和具有的

丰富经验以及深厚的学养， 实在让我们佩服不已。

我作为二中前几任校长的继任者，始终持有对二中历史的敬畏，秉承

以史为鉴的精神，研究二中的历史，以期能温故知新 : 同时肩负着传承历

史、继往开来、与时俱进的重任。

我也希望此书的问世，能唤起更多校友对中学时代历史的美好回忆，

能够参与续编鲜活的北京二中校史。

我i革代表北京二中在校师生向米老师及参与本书编写的众多师长、校

友致以衷心的感谢 !

是为序。

2012年5 月 27 日



第一编

早年的二中





铺一编早年的工中(1910-1949. 3) 

第一节建校缘起

北京二中的前身是一所清代的贵胃子弟学校。

1967届高中毕业校友钮碟、 1966届高中毕业校友朱天策考证，北京

二中的最早前身，可追溯到清代雍正二年(公元1724年)建立的"左翼宗

学"距今已有i280余年的历史。 1

中国教育史学界公认，我国最早以人文、自然科学分科教学和班级授

课制为特征的近代教育，是19世纪五六十年代外国教会在华创办的中小学

校。北京市第二十五中学(原商英中学)、北京市第一六六中学(原贝满女

子中学)至今已建校140余年。我国自己创办的近代学校，为数不多，其

中最为著名的有"洋务运动"中创办的京师同文馆和戊戊变法中建立的京

师大学堂。此外还有少最私人兴办的初、中等学校。

我国近代教育制度的开端，始于清末的"改革教育"。随着革命浪潮

的风起云涌，朝野要求改革的呼声日高。为了延续炭发可危的清王朝，以

慈禧太后为首的统泊集团从1901年起开始实行一些"新政" "改革教

"就是其巾的工页茧搜内容。 1901年9月清政府颁布兴学诏书，废除科

举制度，兴办新式学校οl凹90ω2清政府颁布"-=[寅学制" 1凹90ω3年叉制定

"樊卵学制

.1卡a…年)λ，位1于;三二史家胡间的"左翼宗学"改设为"1.芷E舆八旗第五初等

小学堂"气。 1ω91川O年(宜统二年)八旗学务处占用"左翼八旗第五初等小学

堂"的校址创办了"左翼八旗中学堂" 3气，是为北京二中的前身 o

1.见本书附录。

2. (清) <<京师督学一览表》第 16-19 页。

3"左翼八旗中学堂"时，学生着长袍冯褂，留大辫子。体育课上，体育教师向

贵族少爷发口令时，还要称呼"各位大人一一稍息!" "各位大人一一立正!"李
光灿先生介绍。转引自《北京二中建校80周年纪念册》刘维杰文。)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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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二中史略(断代 1910-1966 ) 

辛亥革命后，中华民国元年(1912年)9月"左翼八旗中学堂"改校

名为"京师公立第二中学校"废除八旗特权，成为汉满蒙回藏五族皆可

入学的公立学校。 1

北京工中的建立，是清末改革教育"废科主持，兴学校"和辛衷革命的

产物。作为我回最早的官办近代普通教育之一的北京二中，至今日逾百

年。

1.耿申<<北京近代教商 第19δ3页，北京教育出版社) 19910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铺一蛐阜茸的工中(1910… 1949.3)

第二节早年二中沿革

、学校历程 l

请宜统二年(1910) 二月初九日 八旗学务处占用史家胡同左黑八旗

第五初等小学堂校址，创办左翼八旗巾学堂，招第-级学生学制4年。

中华民国元年(1912) 8月 京师学务局令，改校名为"京师公立第一

中学校"招位不加民族限制，成为普通中学。 9月，由第-叫 l学校转来

学生17名，编为第工级。又招新生一班为第三级。 12月，招收第四级学

生。

1913年7月 招收第五级学生，添学监一人。

1925年9月 校长下部设教务、事务网主任，各年级设级主任，负

调之责。

1927年8月 废级主任制。添设训育主任一人，自是成立教务、训iI

、事务三课， 分掌校务。班组改为双轨制(即每个年级为两个班)。

1928年8月 改校名为"北平特别市市立第二中学校"。添设二民主

义课程。

1929年7月 决定改为三三制(即初高中各三年) 0 11月，陈设体育主

任…人，并将S设卫生部。

1930 年 7 月 开设高中部，招高级第级新生。3 12 月，改名为"北

平市立第二中学校"。

1.据北京市档案馆 J82企来1 目录52卷。以下凡用汉字标示的月、日均为农历。

2. 自此开始，北京二中均以入学先后逐年按班编列序号 o 例如笔者1946年入学

时的两个初一班编为初(第)52级、初(第)53级，直到毕业始终不变。至1966年开

始的"文化大革命"前，北京工中只招男;二忆。

3. 自此开始，北京工中的高中均以入学先后按班编列序号 O 至 1948年秋，编到

高(第)29级。

5 



北京二中史略(断代 1910-1966 ) 

1931年8月 招收高级第二级。

1932年9月 招收高级第二级。

1936年9月 租内务部街内务部公署旧址充作校舍。

1939年8月 高级中学完成双轨制。相妥内务部街7号东院(原私立一

基中学校舍)增作校舍。

1946年3月 里准借用本校西部旁|、刀号及8号房舍(原日本东本愿寺)。

1947年3月 初中一年级增除一个班。至此，初中7个班，向中6个班，

全校共有13个班。

二、历届主管人员 l

松林 清宜统二年 (1910) 二月制办左翼八旗中学堂，首任据调。同

年三月去职，调任学务处。

文咒 宜统二年(1910) 四月任提调 o 中华民国元年(1912) 8月改提

调为校长. 1917年2月去职。

吴起凡 1917年2月任校长，同年3月辞职。

关崇山 1917年3月任代校长。

i牛?共生受 1917年3月任校长， 1919年3月去职。

6 黄德;黯 1919年4月任校氏， 1927年4月去职。

关崇山 1927年5月任校长， 1928年7月去职。

到1俊才 1928年7月任校长，问月去职。

为简 1928年7月任校长，同月去职。

王精蓝 1928年8月任校长，同月去职。

焦承志(焦菊隐) 1928年9月任校长， 1930年 l月因病请假。

林紫珊 1930年 1月任代理校长 2月焦校长辞职，代理职务解除。

陈树森 1930年4月任校长， 1942年3月辞职。

安树德 1942年3月任校长， 1944年 10月去职。

尹全智 1944年1月任校长， 1945年 10月解职。

丁德勋 1945年 10月 24 日接任， 1949年3月解职。 2

1 据北京市档案馆 ]82全宗 1 目录52卷。

2. 北平市人民政府教育局令，见北京工中档案文1斗。



第一编阜年的工中(1910一1949.3)

五、关于校训

有论者称，二中早年"校训11" 为"敬业乐群"所据为秦人路校友的

回忆。

经查， 1936年入学的秦人路(原名秦国中)的回忆原文是"校园里有

应由长方形殿堂改成的礼堂，一排排的长木椅，可坐满全校同学。礼堂西

首有一成可供小型游艺会演用的立席台，立席台上额的木制横柑上，是由

沈尹默先生题写的‘敬业原群'四个楷书大字，蓝地白字，印象很深，我

想它意味着是当时的校训内容吧! " 1秦人路只是"想它意味着" "敬业乐

群"为工中校训11 0 <<北京工中建校270周年纪念册)) (1994) 封主刊战的所

谓沈尹默先生于书"敬业乐群"阁片，乃系行书，与我回严肃牌嗣必为楷

书的体例不合，也与秦人路明确记忆的"四个楷书大字"不符，因此这张

图片所示不应是当年在二中所悬的原件。另据知情者说明，该纪念册封三

所就"沈尹默乎抖"系从此先生墨宝中摘选集成制作的。认定"敬业乐

群"是当年工中的"校训"没有任何根据。

另据北京市档案馆J82全宗 1 日录52卷记载， 1944年二中向市里的报

表中"校训11 "一栏填写的是"亲爱精诚"。…些校友也记得有"亲爱

精诚"的校训。早年二巾的校歌中，前句歌词就是"维沓校训，亲爱精 7 

诚"。由此可以证实"亲爱精诚"确曾是二中的校训。"亲爱精诚"的校

训至迟应与校歌间时产生:据老校友回忆， 40年代中期以后即不再提及。

但校歌中也还有"敬业乐群，处变如常"词句，足见当年二中对"敬业乐

群"精神也是极为倡导的。

四、阜年二中校歌

现据二中档案版本并经勘校，将早年二中校歌刊印于此。"北京市立

中学"的校名表明，早年工中校歌应当形成于20世纪30年代以前。诸

多30年代老校友回忆，每周朝会和每逢学校庆典，首先都是余体肃立唱校

歌，至30年代中期逐渐停用。

1.秦人路<<回忆母校二中·怀念两位老师>> ，载《北京工中建校80周年纪念

册>> 199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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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二申史略(断代 1910-1966)

早年工中校歌所选用的乐胁是奥地利作曲家海顿 (J. Haydn 

1732-1809) 晚年创作的《帝王四重奏》中的主旋律。这…旋律曾被用作

奥地利国歌达一个多世纪之久。(据《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卷3，第635
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850 )现用为德国回歌乐曲。

早年二中校歌的歌词茧，市高远，内丽深邃:人文教育、科学教育并

重:国家、世界，尽置胸怀:和谐、应变，立足不败:汇聚中两文化于一

体，陶冶二中精神于身心。早年二中校歌的词曲诚为二中传统的珍贵资源。

北京市立第二中学校歌

1mbEj 庄严的法行曲
姚敬斋 词

(奥) J" 梅顿. fllJ 

维吾校勿11 亲爱精'诚内谋回家 外接海浪

操行以确科学以明耕耘收获 昂哉诸生

东西南北聚首一 堂敬业乐群 处变如常

得读书趣 为学校 光莘莘济济永矢弗忘矢弗忘

...J.- l' ;. 



第一编旱年的二中(1910- 1949.3)

五、校园校舍

至1946年初扩入原日本东本愿寺后 ， 早年二中的校园校舍达到鼎盛情

景。 1947年入学的于志鸿校友对当时二中的校园校舍作了准确、形像、充

满情感的记述。 l

民国初年内务部衙门的这片房子倒很适合用作中学校舍。它位于内务部

往河口本司胡同之间，大门朝南开在内务部街东段，有三个高大拱门。往里是第

二道门，与大门相同的拱形白色突块更增加了学校的庄重。校舍主体是个错落

有致的灰砖建筑群。 它的中心是一座长方形的二层楼，这里是全校的行政、教

学中心。 楼的四方各有一排高大平房环绕，南北两排长，东西厢短，整个群体

合成一个巨大长方的实心"回"字形。 紧靠楼的东、西两侧各侍立着一座八角

亭屋。 楼的上、下层四面都有宽阔的屋廊。 当时的北平， 东城这一带没有什么

高屋，站在二楼廊上向东北远眺，可以看到朝阳门城楼。 "回"字外框平房的

向楼一侧也都有回廊，

东、西厢房中间也有走

廊经两座八角亭屋与楼

连通。 在楼与四周房屋

的走廊之间，形成了

前后两进庭院。 南排房 NiJ坠3……「可R部臼柑温垂直弊 9 

子正中就是学校二门，

与学校大门之间则形成

第一进庭院。 这种中国

古典式布局的洋房与当

时中等教育课程内容之

间，充满了中西合壁的

不尽和谐。

楼前有一排杖繁叶

茂的高大的西府海棠，

当年内务部的西府海棠

曾享誉京城。 对面廊下

的花池中栽满玉替。 楼

北京二中主楼和"西亭子"

(原北京政府内务部公署办公楼)

1.于志鸿 (简介见本书第207页 ) <<二中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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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的庭院里种植许多丁香，楼与北排房

屋间曾有极宽大的一架藤萝。 它后面位

于北排中央是曾用作礼堂的大斤。 大斤

外墙全部涂白，巨大的拱形窗上，嵌着

五颜六色的多角形玻璃，使它在这极具

古朴的学校中显示出几分豪华。 当时 ，

大家都习惯称它"白宫" 。

在主建筑"田"字的东边，还有

不完整的一圈房子 。 前排是图书馆和

几间教室，后排是学生宿舍的"东

斋"中问是一"凸"字形的饭斤 。

这一带通称"东院"院内广种齐房

高的侧柏，地上有石子铺成的南路通

向四方 。 校园东南角上，巍然矗立着

一座早已废弃不用的水塔，外面环绕

着螺旋上升的铁梯 。 塔夫高耸，飞檐

雪后水塔 微挑，一派古色古香 。 "田"字西边
回比连的是"西院'\这里沦陷期间曾被日本占领者用作神庙一一"东本愿

寺" 。 在大殿等庙堂建筑周围分布着一些低矮的日本式房子 。 除大殿一度

10 用作礼堂外，其余后来大都辟为学生宿舍，是为"西斋'\ 西南角是一片

空场，地势开间，远离教学区，恰好把北面孤立的房间用作音乐教室 。 整

个西院当时无人修茸，遍地蓬骂，凄清冷落。

春夏之日，校园内 丁香、海棠怒放，花香醉人;藤萝架下，峰蝶纷

飞 。 饭斤旁那棵高大的揪树迎风沙沙作响 。 入夜，自习室外，丛丛玉替洁

白如素，偶或有几点流萤明灭。 秋冬之时，枯叶满阶，昏鸦西去，炊烟如

织，晚钟回荡 。 待雪荠，灌木枝头，寒J在枫沫;东望水塔，玉立亭亭，

洁、静，神圣如二中之魂。

六、早年二中的古籍图书l

进入本世纪之初，在二中图书馆偶然发现了相当一批未经编码上架的

古旧图书 。 于是学校特聘了已退休的特级语文教师常康先生进行整理考

1.据常康老师介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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