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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和浩特第一中学自1903年创立，已经走过了

90个年头。这是艰难曲折的90年，奋发创业的90年，

培养了千千万万人材的90年。

90个春秋，一中从无到有，从小到大，艰苦创业、

日新月异，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在隆重纪念一中90周年校庆之时，我们编写了

《一中校志》一书，目的有两个：

一是客观地回顾一中的历史，认真总结办学经

验，发扬母校艰苦奋斗、严格管理、注重质量，精心

育人的优良传统．把一中办得更好。

二是为了保存资料。趁一些老校友还健在，收集、

整理一些重要史料．很有必要。

我们力求做到客观公正、文字精炼。灾难深重的

年月，我们不作过多的回忆，只想把痛苦作为教训让

它过去。

尽管如此，实际上很难尽如人意。

由于时间仓促，人力有限，有些资料来不及收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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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史实还没有搞清楚。这本《校志》只能说是个初

稿，有待于修订补充。

《一中校志》编写组

1993．B．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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绥远一中的斗争生活

宋汀

一九三三年至一九三四年期间，我在绥远省立第

一中学读书。这期间，一中有了中国共产党的活动．党

的外围组织。绥远省反帝大同盟一也在一中建立组织

并开展活动，如组织进步学生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做

一些对抗日有益的事情。

那时我大哥宋乐田(以后牺牲在国民党的集中

营)是中共北平前门区委书记。他常利用回家的机会

给我讲一些革命道理．还把李大钊同志牺牲后北平群

众开追悼会的情况和我诉说。大哥对我很信任．他的

许多进步书刊、重要文章都交给我保存，象油印的党

章、《反杜林论》、有关五卅运动的材料等。一中有一

些进步教员，如刘丹栋、王作然等老师，经常给我们

学生讲日寇侵略中国和国民党政府实行不抵抗政策的

情况．激起了我们极大的愤慨，深为我中华民族的生

死存亡而焦心。我那时还如饥似渴地读一些进步书籍，

其中有鲁迅的早期作品如《阿Q正传》、《两地书》．还

有一些进步的杂志等。这些，都对我以后走上革命道

路起了启蒙作用。

反帝大同盟在一中秘密地开展了一些活动。当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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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虽然不是反帝大同盟的盟员，但经常和盟员们一道，

参加一些会议和活动。当时的归绥，日货充斥市场，大

街小巷所有的店铺都有日货出售。广大劳苦大众生活

在水深火热之中。我们走上街头，·向群众演讲，讲当

时的形势，讲抗日救国的道理。听我们讲演的群众越

聚越多，我们只好站在高处讲。这惊动了省教育厅，教

育厅出面阻止我们这样做。同学们义愤添膺，集合队

伍砸了教育厅。以后，我们把学校发的有日文标志的

墨水瓶砸了，把自己使用的日本产的东西全部销毁。当

时同学们认为，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我国，还把大批的

日货拿到中国推销，搜刮中国人民的血汗，我们不能

忍受日寇的欺负。我有个同学叫李月轩(又名李柯)。

她积极拥护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对当时黑暗的社会深

为痛恨。李月轩的父亲是归绥私立“首善医院"的医

生兼院长，她通过她父亲，让医院募捐，来支持抗日。

看到穷苦百姓，她十分同情。有一回．李月轩从家里

抱出一大抱衣服，在旧城大南街送给那些衣不遮体的

穷苦人。

这期间．有个南开大学的进步学生叫周瑞波，受

到国民党当局的通缉，为了躲避敌人的逮捕，逃到归

绥，通过我大哥的关系，住进了我家。我父亲和我想

尽办法掩护他。我父亲是“中山学院"的训导主任。他

早年留学日本，是个正直、爱国的知识分子。他对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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