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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q 暑

一定的经济基础，决定了一定的意识形态及其文化。教育根植于一定的经济形态与政治制

度的土壤中，受其制约，适应与满是其需求，因而，办学的方向与水平，总是反映出社会政治的

衍化进步和社会经济的发展水平。

撰史修志，是社会政治清明，经济昌盛的体现，是文化走向繁荣的一个趋势与标志。欣逢改

革开放大潮，总结办学的历史经验，深化教育改革，探索教育规律，中学校志的编篡也应运而

生。

饺而有。志”，便可。存史”，丽“存史”以为。资政、教化”。我们学校，追溯其源，已有约一个半

世纪的历史，可谓一所老校。从其初创、发展乃至曲折的成长过程，折射出中国近代历史进程的

一个侧面，约略透视出近代基础教育的衍演流程。格致初刨，教会出资“兴学”，“布道传教”为其

宗旨，但客观上引进了西方文明，而主理其攻者，多为教育行家，渐次形成了管理严格、教学严

谨的校风学风，为其发展，奠定了基石。私立格致中学时期，延请高师，在沿继英文务求基础扎

实、功底深厚的伺耐，注重了国文，加强了理化，废弃。传道”之弊端，弘扬爱国精神，形成了“严

谨”、。求实”的特色，把办学水平推向一个高峰，赢得了社会的声誉与口碑。福州五中成立，老树

著新绿，既吸收辂致的优良办学传统．又锐意创新，虽经蓝折，而声誉依然。新老校友，遍布海内

外，为人类社会的发展与进步，作出了应有的贡献。而仁入志士，社会贤达，学者名流以及实业

家、企业家、劳模英雄等等，均为校友中之佼佼者。

j我们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力图真实地反映出学校的沿革与变迁的历史轨迹，勾勒出前贤

诸君豹办学的心思、流变与辛劳而坚实的脚印。为此，据事直书，善否自见，缀事成线，以理史

脉，因事记入，人缘其事，以期保留百年老校的轮廓概貌和发展脉络。八十年代初，邓小平同志

发出了。教育要面向未来，面向世界，面向现代化”的号召，而今又面对改革开放的第二次高潮．，

面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历史使命，我们更要承继格致以来的优良传统，进一步探索办学的体

制与规律，培养出高素质的适应现代社会需求的一代新人。“志为治鉴”，若能给前行者以写真，

给今入以思索与治鉴，给来人以启迪与参考，憋奠大焉。

本‘校志'上限1948年，下限1990年。体例上分块切割，章领其项，缀事成史，敷衍为文。遵

循。横不断项，纵不断线”，详今略古，突出个性与特色的原则。但上溯年代已久，存档资料匮乏，

又考证不足，遗漏之处，定当不少，加以对闫仓促，又限于水平，错谬难以尽免，有待于完善之。

亦殷望凡在格致、扬光、法海三校工作、学习过的前辈诸君、校友学长不吝赐教，予以匡正。

1992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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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概 述

福州格致中学座落于榕城中心的于山北麓，环境优美，清蜜宜人。从清道光廿八年(1848

年)创办的保福山学校算起，迄今已有一百五十年的历史。就其沿革，大致可分为四个时期，即

从创办至民国十六年(1927年>；这个时期由教会办学，美国人主理校政；民国十六年(1927

年)，收回教育主权后，由中国人出任校长，成为一所声誉卓然的私立学校11949年10月1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1952年福建省文教厅奉华东军政委员会令，接办格致、扬光、法海，兰校

合一，定名为福州第五中学；1992年11月由福州市人民政府批准更名为福州格致中学。

校园占地26．6亩，建筑面积一万六干多平方米。学校有教学楼、办公楼、实验楼、体卫综合

楼，以及图书馆、电脑室、语音室、音像播放室等等，是一所拥有36个班级、二千多名学生和

179位教职工的省重点中学。1985年学校被省教委定为首批可保送优秀生直升大学的全省十

七所中学之一。1995年被省教委授予二级达标学校称号。

第一节 教会办学时期(1848年一1927年)

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清政府被迫签订了第一个不平等的《南京条约'，开设五口通商口

岸，福州为五口通商口岸之一。嗣后，1844年清政府又被迫签订了‘中美望厦条约>，条约给予

外国人可以在中国通商口岸租地、传教、建校等特权。据此特权，美国教会公理会海外布道会

(American Board of Board Commissioners for Foreign Missions，简称美部会 American Borad

missions，在榕办学机构称福州差会，1927年改为中华基督会闽中协会)于1847年派传教士约

翰逊(Rev Stephsen Johnson)和褥履仁(L．B．Beat)夫妇分别于1月2日和9月7日相继抵达福

州传教。他们在福州南台中溯江南桥胖建立教堂。1848年，他们把传教中心扩展到南台铺前顶

保福山(今吉祥山)，设教堂及保福山学校(相当子小学)，招收贫民子女八人于二月八日开学。

约翰逊牧师为学校主理，学校以学习圣经为主课，兼修文化课。这是美国教会在福州刨办的我

省第一所近代学堂，即是格致书院的前身。

1853年美国美部会福州差会派卢公义牧师到校为主理，在保福山续办一所圣经斋，称“福

音精舍”，学制三年，以免收学费，免费提供膳宿来吸引部分贫苦子弟入学。开始时学生不多，后

来逐渐发展。1856年福音精舍首届毕业生有沈守其、刘盂漫等三人，他们具有一定的英语水

平，后刘孟i是成为第一位华人牧师。

1858年摩嘉立(Rer．Maclay)牧师接任学校主理后，接受举人塾师建议，采用。致知在格

物，格物丽后知至”的古训(《礼记·大学：》)，取名格致学校。后又改名为“格致书院”。1859年吴

思明(Rev．Simeon F．Woodin)继任学校主理在保福山盖起一座木构三层小楼为校舍，楼前开

辟小操场，在校门口上书“格致书院”四大字。1863年又派麻林、夏察理接任主理。随着传教范

围的扩大，美部会在城内九仙山(即于山)fig麓租地划界，延至太平巷，建房筑屋，作为福州差会

办事机构和传教士聚居地，人们俗称其为。洋界”。是年，迁校于于山之北的太平巷的总管前，建

一。L”型教学楼(即圣教医院的前址)。由太平巷西依山修建林肯楼、可安堂、思维讲堂(Smith

Hall)、山地运动场(俗称狐狸猫埕)等，建校门于观巷前弄。

1890年美部会派弼履仁(Dn L．B．Beat)接任主理。弼履仁是美国哈佛大学教育学博士和

1



著名汉学家。他主理学校后设置教务长，1903年又设置“监学”，负责管理学生学习与生活。他

聘请书院第八届毕业生林则慧为监学。弼履仁更名格致书院为榕城格致书院，审定校歌，亲自

手定“真学源流”四字为校训，制定圆型钢质钤印为校印，校印径长四公分，自右而左刻上。榕城

格致书院”六字，中刻校训“真学源流”四字于广书式图案中．广书两侧刻英文校名(右为FOO-

CHOw，左为COLLEGE)。校徽图案与校印同。

弼履仁要求学生勤奋读书，学习西方文化科学，他办学目标是希望大部分学生能够直接插

入国内名牌大学和美国任何大学的三年级续读，学业优秀者保送升入美国哈佛大学、华盛顿大

学等名牌高等院校深造。为此他订立如下制度与措施：①书院学业8年制(相当于美国六年制

中学和大学二年)，设西文系(英文班)和中文系(中文班)。西文系学生入学须经四个月预科专

修英语，中文系学生如转酉文系也须补修英语四个月，故有“八年四”之谓。②为使设置课程与

美国大学院校相衔接，西文系三年级以上大部分学科都采用美国中学三至六年级课本，七√L

年级则用大学一、二年级课本。课本用美国英文原版，由美籍教员任教。中文系课程由中举文

人和社会名流担任。⑧严格考试制度，必修科《圣经>不及格者不能升级，不能毕业；主修科一科

不及格者允许补考，补考不及格者留级；辅修科两科不及格者，补考、补考不及格者“积欠”，到

毕业前一学年要“清欠”，否则不能升入毕业班。④严格考勤制度。学生无故旷课(包括晚自修

旷课)．节数累计达一周者，勒令退学。⑤全体学生都得在校寄宿，星期六下午至星期天晚上七

时前学生可自由外出，其余时间一律在校。

书院春季招生，男女兼收(此前学校只收男生，教员之女可破例)．学杂费比福州同等学校

高。学校经费主要来皇美部会拨款和美国热心教育人士捐款及学生的学杂费，

书院宗教气氛比较浓厚，学生不论信教与否都得参加宗教活动。每天上午课前30分钟举

行晨祷会，三餐前也要祈祷，每星期二下午课后全体教职员要参加祈祷会，诵经听遭。每星期日

有主日学礼拜。

1904年弼履仁离任。由邢盂文博士(Dr．Hinman)倪乐舒博士(Dr．Neff)和尚爱物(E．H．

Mallson)相继接任为主理。邢孟文主理校政时，请美国麻州(Massachusette)立案承认榕城格致书院为福州学院，故有嗍HOW COLLEGE之名。倪乐舒任主理后期(1911年)由徐光荣博

士(Dr．R．Soott)任教务长。1912年书院改为春秋两秀招生。

19世纪末，美国残酷迫害华工．虐待华侨，制造排华事件，激起中国人民与旅美华侨的反

对。1904年12另《中美会订限翩来美华工保护离美华人条款'期满，孛国人民与旅美华侨提出

废约．被拒绝。1905年春．美驻华公使威逼清政府续约，消息传出，全国掀起反美爱国运动。格

致书院学生闻讯后，群情激昂，以罢课表示抗议声援，迫令美驻福州领事曹尔锡电美国外交部

要求废约。书院代主理倪乐舒屡禁．学生不予理睬，后校方函告家长，请他们帮助劝阻，学生始

复课。这是学校第一次学潮，也是福州第一次反美爱国活动。

1911年武昌起义后，11月10日福州民军在学生支援下攻占总督府．书院1905年级学生

钟肇琦和同学们用炸弹炸了总督衙门。11月13日福建军政府成立，要求各校开设军事操练

课，但书院以外国人办的学校为借口拒不设课。师生奋起反抗，罢课回家，直到1912年才回校

复课。这是学校第二次学潮。

1913年二月美部会派裨益知博士(Dr．W．LBeard)继任主理，他接任后强化学校教学工作

与行政管理工作：①延聘陈敏望为教务长。1916年1月由倪耿光接任．并赋予统筹教学工作的

重任。②增设办公室主任(由书院第8届毕业生林则慧担任)、庶务主任(林则语担任)、会计与

司库等职务。③留任部分美籍教职人员，陆续聘任国内名牌大学和格致书院优秀毕业生为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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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教员及行政管理人员。④创办二年制预科班(相当于小学高小)，1915竽又创办高等小学(相

当于初中)，学制四年，毕业后直接升入书院四年级，从而保证了生源的质量。后为解决美籍教

牧人员和书院教职员的子女入学问题，又创设一所培英小学和德尔幼稚园，聘请嵇崧夫人兼任

校长和园长。⑤购置大批挂图、模型、仪器，如一架高倍和40架低倍显微镜、两架150毫米的折

射式天文镜等为教学、实验之用。⑧购置图书。当时库藏图书五千册，多为英文原版教科书、文

学书籍和宗教方面书籍，也有少量线装古书。⑦扩展校园。1915年建一座三层教学楼，名日丁

字楼；在观巷与鳌峰坊之间买下两座民房，整修后作为小学与幼稚园校舍；1915年用书院第11

届毕业生支lI廉安兄弟二入的一万银圆捐款，建一座大教堂，名日“刘孟德纪念堂”(简称刘公纪

念堂，刘孟i是是刘氏兄弟之父)，作为宗教活动及学生集会场所。

1916年福建协和学院建立(后改为福建协和大学)．因生源不足，格致书院，(还有英华、三

一书院)遂将七、八年级学生转入该院。于是格致书院学制改为六年，初中三年，高中三年，成为

一所完全的中学——榕城格致书院中学科(格致中学)。

从1913年2月到1924年1月毕业生共75人，从1918年1月到1927年6月高中毕业生

18届(春季班10班，秋季班8班)，共毕业学生266人。初中毕业18届(春季班10班，秋季班8

班)毕业生205人。

第二节 私立办学时期(1927．2一1952．6)

一、薛廷模主校时期

反帝反封建的“五四”运动在全国各地播下火种。福州学生的反帝反封建思想如熊熊烈火。

1927年3月24日，“福州各界反文化侵略收回教育权大同盟”成立，主要成员有三十余人．其

中，有格致毕业生邵成章、林朝汉、黄葆廷(时夏)、郑宝康(震宇)、梁孝志、陆英才、马善恩、任家

骢、林炳康、黄国华等十人，格致中学的代表是教师赵汉生、黄适行、徐天民和学生苏建质等。师

生举起反文化侵略、收回教育权的反帝旗号，走上街头，斗争取得一定成果。福建省政务委员会

作曲决定：学校不得由外国人充任董事长或主席。学校遂改主理为校长，校董事会组成，选邱道

根、林友书为董事长。丁超五、唐守谦、张效良、陈光蛟，林学智、洪笙欢、林传法、裨益知、祝受

康、陈善农、饶卫礼等11人为董事。6月27日获福建省政务委员会批准立案。同月，裨益知被

迫引退，由福州市基督教青年会干事、第20届校友沈志中为代理校长。

沈志中任职期间，林肯楼学生宿舍二楼中段被焚，膳厅被手榴弹炸毁一角，加以一部分教

师离校外聘，并带去一部分学生，学校被迫停课，沈深感办事棘手，乃引咎辞职。{11928年春，董
事会选派薛廷模为校长，1929年6月27日经教育厅批准备案。 n

薛廷模是美国教士兼英语教师卫玛玳(Miss M．Wiley)得意门生，他由格致书院毕业后保

送燕京大学就读。后又保送到美国华盛顿大学攻读教育学，获教育硕士。薛廷模接任后立即重

整校园，请学成回国的倪耿光为重整校园兴建校舍的监督人。1929年春重行开学，时学生80

余人。1930年春，学校合并培英小学和德尔幼稚园为附设小学，命郑德富为小学部管理员，后

聘请王秉钧接任j至此学校中小学两部均复课。薛廷模任校长后认真办学，加强管理，为提高

格致中学的教学质量立下汗马功劳。他主要做了八件事：①加强学校管理，任命倪耿光为教务

长I林雪金(薛校长夫人)为校长室协理，掌管人事I柳挺波为注册处主任；李心澄为文书；郑德

富为事务处主任。②聘请有真才实学的教师。③扭转学校重英语轻国文的倾向。在继续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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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语教学的同时，重视国文教学，增加课时，并特聘社会名流林莪如、林心恪等人和留日名人廖

元善等人为国文教师。④设奖学金鼓励学生读书。⑤增建校舍，扩建操场，增设教学设备。⑥

设教职员大会，由全体教师参加，每周六下午开会，讨论表决学校重大问题。⑦设校务委员会，

以共圉研究学校各方匿工作并作出决策。⑧设各科教学研究会，研讨教学阊题。

在薛廷模校长领导和全体教师的努力下，格致校风整肃严谨，认真求实，教学质量大大提

高。1932年、1933年全省高中毕业会考，格致学生成绩名列前茅，成为福州市第一流的学校。

格致学生来自社会各阶层。学校初刨时期的保福山学校、福音精舍招收工读生，学生几乎

都是城市贫民、工农子弟。后来有了一些职工子弟。迁校于山后，增加了职员、工商业者、地主、

官僚的子弟，抗战胜利后这些人的子弟更多，但城市贫民、工农子弟还有。为减轻贫苦家庭出身

的学生负担，薛廷模校长设置奖学金帮助解决他们交学费的困难，并鼓威学生努力上进。奖学

金分三等：学期考成绩优等者，免交全部学费；次优者学费半免；乙等者免交学费三分之一．后

又增设‘‘晋生”奖励金(晋生为倪耿光的字，倪服务于学校，功绩卓然，为表彰其精神·特设该项

奖励金)，优者奖大洋，高中30元，初中25元。解放前夕，在校学生九百余人。

格致不少教师教学水平是一流的。校方聘请留美、留日及国内名牌大学毕业生为主要科教

员，而担任英语教学的多是美籍教员。学校校长、主任也蒙课，如薛廷模蓑教初中毕业班英语文

法，倪耿光教高中毕业班英语。当时教师负担较重，一个国文教师每周要担任两班国文课和蕊

班历史课；英语教师要上2—3班的课；数学教师要教三个班。校长、教务主任经常听课，发现教

学质量有问题的教师，不管背景如何立即辞退。教师的薪金比其他学校高。在校服务10年的

在职教师其子女可免交学费。

格致书院时期学制八年(相当于大专学校)．后改学制为六年。1929年教育厅批准格致中

学为六年制(初高中各三年)的完全普通中学。主要课程有英语、国文、数、理、化、史、地等科，但

突出英语，英语课设有英语文法、英语修辞和英语会话、翻译，课时比其他中学为多。如高中每

周英语文法3课时，英语翻译与会话3课时，英语修辞2课时，英语作文2课时。所以格致学生

英语水平很高，毕业后为海关、邮政、盐务部门所乐于聘用。原先匿文不为校方重视，后薛廷模

主政，取消氇经”主修课，改兔选修课，重视国文，聘请社会名流讲授。此后，英语、数理、国文成
·。为主科，英语、数学两辩接程度混合编班。每学规考试后接成绩或升高褒，或降低班．对英数两

科，初中用两年半时向，高中用两年时阀教完规定课程，剩下时阀讲授高一级学校课程，面且采

用的课本是美国学校的威版书，所以格致书院毕业生可以径插美匿大学，上三年级学习。

考试分为平常考、月考、期考三种，?O分为及格(后按教育厅统一规定改60分为及格)，重

视平常成绩。月考试平均成绩中，月考成绩占三分之一。平常考占三分之二I飙考平均成绩中，

期考成绩占三分之一，只考古三分之=。期考两科不及格者留级，一科不及格者应补考，补考不

及格者，挂科，第二次补考再不及格者留级，连续两次留级者除名。学期考试时全体学生集中雨

盖操场和膳厅，混编成梅花座，试卷密封，主考和监考不断巡视监督，舞弊者严厉处分(初中记

大过．高中开除)。由于要求严格，学生努力，所以成绩都很好。毕业生有70％考入大学深造，也

有不少学生免试被保送入清华大学、燕京大学、齐鲁大学、浙江大学、暨南大学、沪江大学、厦门

大学等校学习。

在此期间，学校煦置大量图书，除了增添英语名著、类书、工具书和英文摄章外，还购置了

许多古汉语书籍，及现代中文名著、工具书及各类报刊，杂志供师生随读。学生的课余活动也显

多橼化：①导师与学生每两周举行一次茶叙，以沟逶师生感情，弓l导学生读书。②创办“英语俱

乐部”，举行英语作文比赛和自编自淡英语短剧。⑧每班创办班刊。④每学期举行演讲会、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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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和独幕剧会演。⑤设各学科兴趣小组。学校将体育课列为必修课。格致的铜管乐队名闻榕

城，由美国钢琴家福路(Albert Faurot)主持，所用乐器都从美国、法国著名乐器公司购买，每当

游行、开大会之时，格致中学的铜管乐队排在前面，他们服装整齐，雄姿英发，演奏精妙，观者无

不称善。格致排球队也颇有名气。在体音部主任许玉成训练下，格致排球队成为福州劲旅，曾

多次代表福州市、福建省参加省及全国运动会排球赛，队员马少松、林仁卓曾被选入国家队，参

加远东运动会．

薛廷模主政时期，美教会停拨经费，学校有被迫停课之虞，但经他多方努力筹集资金，不但

度过难关，而且还修建校舍，添置许多仪器。学校经费主要有四个来源：①提高学费收入；②校

董事会向社会各界募捐；③国内外校友慷慨捐助；④薛廷模夫妇亲自赴美募集。

1934年校董事会改组，由海军上将陈绍宽出任董事长，次年7月21日，他回校主持董事

会，研究筹措教育基金等事项，他对学生陈铎(1937届)创作的校歌大为赞赏，经董事会研究，

同意将此作力校歌，同时审议通过新校徽，定11月1日为校庆日。

=、学校迁徒永泰、邵武时期

抗战时期，格致师生积极开展抗日救亡运动，为抗日救国作出应有的贡献。这些抗日活动

有：

(一)抗战前夕，福州市师生组织捐献飞机委员会，学校教师林捷新为该委员会委员，他组

织全校师生通过各种形式，完成认捐数目。格致学生林秉斯被邀参加捐机试飞仪式。
(二)抗战爆发后，学校组织抗战后援会，开展抗敌宣传，募捐救国金，慰劳出征家属，赠送

寒衣、医药、书籍、食品。

(三)组织“格致战时后方服务团”，团长由薛廷模校长担任，下设两队；军事训练队(全体学

生参加)和特种工作队(宣传队、交通队、救护队、防空队)。

(四)参加民训。1937年12月省府成立“福建民训总队”，要求全省高年级学生都应参加训

练。学校派林捷新教师为领队，带领高二学生前往福州市东湖受训，受训三星期后，格致民训队

员奔赴闽西三元、明溪、沙县各地开展民众训练工作。

1938年2月24日。福州首遭日机轰炸，为保障师生安全，学校按高初中两部疏散到市郊

上课．高中疏散北门屏山、龙腰山一带；初中疏散井关外糗兜、三角池各地，借民居上课，下午

四时放学回家。教师采用上一节课，复习一节课，测验一节课的方法以巩固学习成绩。

为保证学生有安全环境学习，1938年2月由教务主任倪耿光率领高中毕业班学生到永泰

县东郊小东亨原育德女校IB址上课。8月，高中一、二年级及初中部迁往仓前山施埔乡，借用原

协和职业学校校舍及租用民屋。运庐”三层洋房一座为校舍。

后福建省政府下令沿海各中学必须搬迁后方．1939年3—4月格致师生遂分批迁往永泰

县，在经费、运输困难的情况下，购置木船，每月‘旬日定期往返永泰福州之间，运送生活用品。当

时永泰粮食不足，学生吃杂粮尚不得一饱，于是学校派员前往邵武、浦城等地赡粮，解决了缺粮

的问题．

学校搬迁永泰时，采取许多重要措施以保证学生能够正常地学习、生活与活动。

1．想方设法以保证校舍的需要．

从四个途径保证校舍的需要t①借用。如借福善庵、太平王庙等庵堂，借用伊芳庭牧师的三

层小楼，借用青年会所三层洋楼一座。②向私人租赁。③自建。新建大洋楼一座，购买中山公

园后山地建大校舍两座及教员住宅一座，开辟篮球场、排球场各一个。④政府拨给的。如把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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