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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 史

绪 言

(一)

在中华民族整体文化的大观园里，区域文化犹如群芳斗艳，精彩

纷呈，如作为其中重要分支的荆楚文化，就展现出她特有的形态和靓

丽的风姿。

沙市，在地域概念上，其源头可追溯到新石器时代。那时，我们的

先民就在今杨泗洲及其北面的长江故道河岸繁衍生息。这些地方，现

均有可供考证的文化——考古学意义上的如“大溪文化”、“龙山文

化”等遗存。但从文化类型上说，沙市则属荆楚文化范畴，境内有屈、

宋遗踪，正如屈原在他的代表作品《橘颂》中所言，沙市应属“后皇”

(皇天后土)之地。 ·

一块古老而神奇的土地!远在春秋战国时期，沙市名津，为楚大

江津渡，楚王即在此建离宫，置木关。古代楚人以“筚路蓝缕，以启山

林”的精神，创造了悠久而灿烂的文明、文化。不论“物化”形态的漆

器、青铜器、丝织品等物质产品以及文化产品如编钟、帛画等，还是“人

化”形态的、以屈原为代表的人文精神，都昭示了荆楚文化的卓越地位

和超凡价值。

遥想当年，地处南方、几乎占据中国半壁江山的楚国几经蹉跌，励

精图治，成为战国七雄之一，成就了“楚地千里，饮马黄河，问鼎中原”

的霸业。沙市依托与楚国的地缘关系，亦适逢其盛。

“白云千载空悠悠。”今天，置身荆州古城墙，我们或许会眺望到历

史的深处，触起一片片思古的怀想。

步出历史的城廓，走迸与古城比肩的沙市，却又让入获得不同的

感受和印象。历经时空的转换与迁异，我们会清晰地看到：沙市更多

地受到了历史老人的青睐。当战国烽烟散尽，与古城不同的是，沙市

这块地方又恢复和焕发出新奇的生机，自汉代始获得了更长足的发

展，从而赢得持久的活力。

到魏晋南北朝，沙市市镇即已初具规模，名人宫家在这里兴建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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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各成街巷。此时，沙市名江津，即成为官船码头和贡赋中转港口。

隋唐至宋元，沙市逐步发展为商业要会。因紧临长江和以平原腹地为

依托，特设有水陆相兼驿，为南方丝绸之路的要冲，繁盛的鱼米市场和

荆州、江陵外港，呈现帆樯丛集、商贾如云之盛。南宋诗人陆游曾写下

“沙头巷陌千万家”的诗句，称赞其繁荣富庶的景象。直到明、清和民

国，沙市城市功能更趋完备，特别是清末被允准“开埠”后，商品经济迅

速发展，现代航运业、印刷业、纺织业、印染业、食品加工业等崭露头

角，与之相适应的是邮政电讯、医疗卫生、文化、教育等公共事业方兴

未艾。

三楚名镇、长江要埠、江汉明珠，如此形胜之地，加上深厚的历史

含蕴以及浓郁的人文气息，这就是沙市给荆楚文化作出的诠释，同时

也构成了这块土地上较早创立的新式学校——沙市一中产生的时空
与文化背景。

(二)

文化的传承随时代的进步而发展、赓扬。荆楚文化在几千年的延

续与演进中，其原有的革故鼎新、厚德载物、融合汇通的特质，在不断

变换的历史条件下，获得更丰厚的内涵，同时在更高的层次上得以拓

展。

教育在文化的传承中始终扮演着最重要的角色，处于为其他承续

方式所不可替代的地位。其中，学校是某种特殊的载体，通过其培养

的人才，实现它所担负的社会功能，而使民族、地域文化薪火相传、生

生不息。

沙市一中始建于1936年，其前身即当年由美国天主教会创办的

“新沙女子初级中学”。以历史唯物主义和现代人文观审视，她的产

生，一方面表现为西方文化的强势入侵为其提供了直接的触媒，另一

方面也是本民族本地域传统文化如古代楚人崇尚文治教化等因素累

积所致。换言之，正是荆沙之地具有重教兴学的历史传统和现实基

础，洋人们——不仅是美国的此前还有比利时的传教士——才把他们

的眼光投向了这里。上世纪三十年代，美国天主教会在沙市专设监牧



校 史 ·3·

区即为明证。

还是让我们来温习历史，领略先贤前辈兴教讲学的佳话，体味荆

沙教育这块桃李园流播的芬芳——

屈原，这位中国文学史上首屈一指的行吟诗人，不仅以他的华彩

辞章和伟大人格泽被后人，而且他在追求矢志不渝的完美理想和高洁

人生的同时，也不忘培育、提携后学生众。三闾大夫，就是屈原执掌

屈、景、昭三姓子弟教育的官职，楚民族历史上的第一位教育家由此垂

世。

东汉一代，由武帝奠定的“独尊儒术”的传统得以光大。马融及其

高徒郑玄即是当时呼啸学界的大经学家，而马老先生同时也是一位大

教育家。他除了皓首穷经，还不忘亲自“传道授业解惑”。据考证，现

荆中校园内的“降帐台”即为这位前辈大师的讲学之处。史载，他在荆

州为官时，“常坐高堂，施绛纱帐，前授生徒，后列女乐，弟子以次相传，

鲜有人其室者”，鼎盛时学徒曾达千人之众，可见其影响和规模。

无独有偶，到三国刘表据荆州(时辖沙市)之时，正如其名，这位儒

雅之士即成为当时士人之“表”。他大兴庠序，培养人才，曾将荆州建

成名闻遐迩的教育学术中心，并以其为标志形成“荆州学派”。

人们还不会忘记建都江陵(亦辖沙市)的南朝梁元帝萧绎，他在任

荆州刺史时，办州学，设讲坛，修孑L庙，力倡儒道教化的功绩。或许只

有这一些，比他作为一代君王(在位四年)遗留后世、给人记忆的东西

更多、更久。

从史书上记载楚庄王臣下申叔时倡导楚人传习“诗书礼乐”而形

成传统到今天散布于荆沙城区的文庙、三管笔、文星楼等古迹遗存，都

让我们想见前人膜拜孔圣、追慕俊才、汲汲于科举的情状。

历史的轨迹在重复中演绎，又在新的契机中寻求突进。到近代，

沙市地方教育呈现出别样景象，清末时私塾大小学馆已发展到500余

所。民国元年(1912)，沙市第一所私立中学——育才学校创立，此后，

各类专业学校如幼稚园、职业学校相继出现。

传统与潮流的逻辑贯通，文化与教育的相缘相伴，一所独具特色

的学校——“新沙女子初级中学”应运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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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迄今，沙市一中已走过整整70年的路程。风雨阳光，荆棘花丛，

颠连崛起，断续沉浮，其所负载的人文传统，沉淀集聚的地域特质，赋

予她精强锐进、厚德载物、重才尚质的主流文化。70年，虽几经变制更

名，不变的是她的精神与灵魂。 ．

在荆沙基础教育界，沙市一中无论其建校的年代，还是其特有的

地位，甚而无论在本地抑或外埠人的口碑中，都堪称一所标志性的学

校。她无意生存于学府名校的峰盖之下，而选择了自身内质化发展的

道路。

1936—2006，穿越世纪风云，沙市一中一路走来。经历了曲折的

昨天，终于踏上如她今日的广场般如砥的坦途。建国前，她遭受过太

多的困苦与屈辱，与时代同行，却也有过艰韧生存的光荣。自身迁徙、

动乱甚至内讧，阻滞了她前行的步子。沙市的解放赋予她薪生的力

量。建国后，与地方基础教育一样，曾经历过改造、调整、拆并，甚至教

育方向的扭曲，办学特色的移位等等。改革开放的春风，驱散了她的

困顿与迷茫，积聚多年的活力被激发出来，从而获得了近20年的超速

发展。

抚今追昔，感慨系之1 70年兴衰嬗变，70年云泥沧桑。当旧时风

物不再，我们会更多地感喟并欣喜于母校的旧貌新颜。此时，即使老

一代校友与一中共同经历的几许坎坷艰辛，也会镌刻为一份珍贵的回

忆——“那过去了的，就会变成亲切的怀念!”

然而，人们又是否意识到，他们的母校也正是以培养了你、我、他

等数以万计的人才并为他们对社会和地方建设作出的卓越贡献与成

就而倍感欣慰、骄傲和自豪。这，就是一所学校赖以存在的全部价值，

并为其文化品格的最高表现!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值此母校70周年庆典之际，虽然我们有

太多的感动，但也无须过多的祝辞与赠言，就让我们在心灵深处与母

校一起共同保存这份美好的情感，来日同相惜，好自共珍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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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解放前新沙中学概况

第一节创办经过及学校变迁

鸦片战争失败，我国逐步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帝国主义对

我国的侵略除军事、经济外，还进入内地以传教方式，进行文化侵略。

中日甲午战争后，沙市被辟为通商口岸，帝国主义势力相继侵入。二

十世纪初，沙市属比利时宜昌教区的范围。1934年秋，比利时公教会

传教士费秉诚在沙市创办“文都小学”作为文化侵略基地。初办时只

收男生，1935年春增收女生，设“文都小学男子部”(其校址一度为中

山路五金交电商店)，“文都小学女子部”(其校址在今中山路洪家口，

张养泉任校长)。1936年，沙市从宜昌教区划出，设沙市监牧区，属美

国传教范围，美籍司锋(天主教之职称)费税义任沙市主教监牧。费税

义来沙市后，在接管“文都小学”的同时，创办“新沙小学女子部”为其

本部，并将“文都小学女子部”改名为“新沙小学女子分部”，将“文都

小学男子部”改成“新沙小学男子部”。张养泉病故后，李东屏接任

“新沙小学”校长。

美国天主教会为扩大其文化侵略范围，以“新沙医院中学董事会”

的名义拨地978平方米(中心公园右侧)，于1936年建成三层楼房校

舍一栋，创办“新沙女子初级中学”，1937年春开学，聘陈明为校长。

1937年秋，增收男生一班，设“新沙男子初级中学”。当时无校舍，附

在“新沙小学男子部”上课，新舍落成(天后宫旁)，始迁入，教徒冯秉

坤任校长。1938年春男女二部合并为“新沙初级中学”，是年秋增设

高中班，遂更名为“新沙中学”。

1940年，日寇继续南犯，新沙中学将男女再度分部，同时分别南迁

至松滋白溪桥、石首横堤市继续上课。但由于诸种因素，学校无法维

持，学生星散，学校解体。

1945年，抗战胜利，沙市光复。1946年春，新沙中学得以复校，男

女分班复课，由原文都小学教员天主教徒雷采展任临时校长。当时实

行学期制，招收初中一年级男女生各一班。1947年春增招高一男女生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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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一班。1948年，位于惠工街的男子部校舍落成。男子部迁往该舍，

男女生开始分部上课。从此，每学期初中招收男女各六班，高中招收

男生一班，女生二班，为当时沙市规模最大、设备最好的学校。

校内浙江大学派和中央大学派，曾为争夺校长位置成权力之争。

1946年秋，校董事会委任中国籍神甫范学淹为校长。1947年春，范被

免职，由美籍主教狄隆之心腹张子安继任。张系浙江大学毕业生，继

任校长后，任用浙大毕业生为教师，排斥异己，引起原来教师的不满。

同时教务主任田龙翔系中大毕业生，田拉拢中大毕业的教师与张抗

衡，企图取代张任校长，于是两派斗争激烈，导致全校停课。当时沙市

《江陵》、《江汉》两家报纸为此大做文章，闹得满城风雨。主教狄隆曾

为此召开紧急会议，责成校董事会出面调解，最后张子安、田龙翔均被

免职，范学淹再任校长。

第二节学校行政管理与经费来源

一、行政管理

学校董事会之董事长必须由华人担任。沙市天主教公教会为了

筹建“新沙女子初级中学”，由美籍司锋费税义出面邀集当时军政绅商

首脑成立“新沙女子初级小学董事会”，推举中国籍司锋龚毅、费税义

及四川会馆董事长童月江等为董事(见附表一)。校董会负责学校建

设、经费筹备、财务保管、经济审核、校长聘请等事务。校董事会为学

校最高权力机构，实际上经费的筹备、董事的聘请、校长的人选，教学

的安排，统由教会决定，校董会有名无实，不过是个摆设而已。

学校设校长一人，综理全校校务，并义务担任教学；教务训育，事

务主任各一人，分别处理教务、训育、事务各项事务，下设教务、训务、

事务员各一人，书记员二人，保管员一人，图书仪器管理一人。各执其

事。学校定期或不定期举行校务会议、教务会议、训育会议、事务会

议。校务会议议决本校一切重大事项，由校长主持；教务、训育、事务

各会议议决各自事项，由校长、主任分别主持。

二、经费来源

学校筹建时，经费由教会捐款，此款由美国天主教公教各会募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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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计大洋七万元，作建筑校舍和购置图书、设备等费用。开办后，经费

每年由公教会捐两万元，另外每年向学生收学费五至六千元。每年经

费用途的分配及各项开支，均由教会及其代理人决定，董事会只作形

式的审批，学校财权实际上控制在教会手中。

第三节教职员及其待遇

新沙中学是为帝国主义对中国实行侵略、奴役中国人民，培养驯

服工具的场所，因而不惜高薪聘请名师，显示其在沙市学校中的特殊

地位，从而招揽学生。以民国二十八年度下学期为例，当时新沙初级

中学中外籍教职员十七人，其中校长一人，教务员、训育员、事务员、文

书各一人，专任教员八人，兼任教员三人。专任教员八人中有七人是

中外各大学毕业，一人为“请优附先”；兼任教员三人全是大学毕业，且

按全期六个月计算(当时沙市一般学校则以全期五个月计算给薪)。

抗战胜利后，在国民党治下，经济崩溃，通货膨胀，货币贬值，学校收学

费以大米计算，教职员工薪也就以大米计算，月工资每人为三石左右，

多至四石二斗。

新沙中学教师薪俸较其他学校教师优厚，但每遇病事假，则需自

出工资觅人代课，所以在生活上仍无保障。教师在校政治地位低下，

如言行有触犯当局政治、法令、涉及校誉者，则视为思想不纯、“教学不

宜”，解除聘约，赶出校门，因此教师与学校纯属雇佣关系。

第四节学校教育

一、办学宗旨和培养目的

新沙中学董事会在给当时的政府立案呈报表中提出：“本会以遵

照部颁教育宗旨，协助政府办理普通教育，救济失学青年，并训练其身

心，培养建全国民为目的。”实际上其办学宗旨是为帝国主义侵略政策

服务，实现其文化侵略的目的。学校订有一系列的规章制度，限制学

生的思想发展，摧残学生的身心健康。如学校为维护其宗教利益明示

师生中的非教徒，不信教可以，但不能反对它。学校招收教徒子女，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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绅富商子弟、也收一般市民的孩子，教徒子女中清贫者可免交学费，一

般学生却没有这种照顾。学生的学费负担很重，当时每期每生须交学

费高达大洋十元(折合大米两石)。抗战胜利后，民国六年春，高中每

生收学费2l万元，加上体、宿杂费则为27万元；初中每生收学费19

万元，加上体、宿杂费则为25万元。当时大米价为万元一石。此高额

非一般平民所能担负，想进该校学习也就不可能。学校对成绩优秀学

生则着重培养，毕业后送往港澳或内地大城市的教会大学深造，大学

毕业后则为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代理人。所以新沙中学培养的目的是

在为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培养忠实驯服的奴才。

二、教学概况

学校实行学期制，男女分校教学。创办初班次不全，以后逐步增

加，渐趋完善。课程设置有国语、英语、代数、几何、三角、物理、化学、

历史、地理、体育、音乐、美术等课(有一短暂时期曾设有薄记、打字、缝

纫等选科)，另外每天尚有一节为宗教活动的时间，战后初中还设有童

子军课。教科书全部采用部编教本。在教学上特别重视英语教学。

当时国文课每周四节，而英语课每周则为八节。教务处对教师的教学

活动要求相当严格，规定上课应按预定教学进度切实进行，按期详细

评改学生的练习，课卷、笔记报告，指导学生实习及实验，轮流指导学

生自习，解释学生疑难，指导学生课外阅读及课外作业并考核其成绩。

教学方法则着重于理解能力的提高。同时，学校当时对教学内容有某

些严格的限制，以适应它宣传宗教和文化侵略的需要。如历史课不准

歌颂我国民族英雄和反侵略的斗争，生物课不准讲进化论。对学生成

绩的考核，学校当局颇为重视的《新沙小学学则》第五章明确规定，考

试分临时、学期、毕业三种，每科临时考试，一期至少举行二次。特别

着重周考、抽考等平时的考试。每次考试结束，对成绩优秀或差劣者，

均分别加以奖励或警告，并书面通知学生和家长。每期结束，在成绩

考核的基础上，严格执行升留级制度。为使教学按其要求进行，学校

当局制订各项规约章则，以约束教师和学生，如有全面的《学则》，有对

教师的《服务公约》，有对学生的《教室规则》、《自习室规则》、《阅览室

规则》、《考试规则》、《请假办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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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宗教活动

宗教活动是新沙中学的一项重要活动。其活动分经常的和定期

的两种。经常的是在每日最后一节课进行，由教徒教师宣传天主教教

义，念读《圣经》或学习拉丁文。定期的又分礼拜堂做“弥撒”和举行

“圣餐会”。这两种活动，师生中的教徒是必定参加的，此外，他们还用

赠送礼物、看图片等手段诈骗一部分菲教徒师生参加。节庆活动如天

主教的“圣诞节”则要举行大规模的盛会。这种活动教徒师生当然参

加，也吸收非教徒师生参加，教会就借机宣扬所谓的西方文明、天主教

义，推行殖民主义奴化教育。接受这种教育的结果，学生丧失了民族

自尊心，崇拜美国的物质文明，向往美国的生活方式。

人民解放战争胜利的炮声，宣告了“新沙中学”这所教会学校的终

结，学校迎来了她的新生。

附表一

1936年新沙中学董事会名单(录自市档案馆)

职务 姓名 职 业 备 注

董事长 龚毅 天主教、公教司锋(美籍) 罗马安多尼大学法学博士

董事 费税义 天主教、公教司锋(美籍) 美国文都在学博士

董事 何瑞麟 绸锻商经理 商会主席

董事 廖如川 襄沙长途汽车公司经理 沙市市管委会委员

董事 刘钦珊 晴川中学校长 纸烟会主席

董事 全希三 精诚小学校长 棉业工会主席

董事 童月江 沙市市管委会委员 新沙小学董事长

董事 侯仲涛 沙市长江报主笔

名誉董事长 徐源泉 国民党第十军军长

董事 黄公柱 湖北省第四区行政督察专员

董事 张有枢 湖北省高等法院四分院院长

董事 李根源 沙市公安局长

董事 贾云承 第十军军部副长官

董事 彭风贻 第十军军部党政秘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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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

姓名 性别 年龄 籍贯 职务 给俸 学 历

冯秉刊 男 30 山东济宁 校长 140元 天津南开大学法学士

雷采展 男 43 江陵 教务主任 95元 北京优级师范毕业

国立武大代办教育学院师
徐令宣 男 27 汉阳 教导主任 95元

范专修科毕业

费税义 男 46 美国 ’专任 不支薪 美国文都大学文学士

林求恩 女 36 法国 专任 50元 法国巴黎大学学士

沈瑞琨 女 29 天门 专任 85元 国立北平大学文学士

陈练愚 男 55 江陵 专任 85元 北京优级师范毕业

何杏荪 男 41 江陵 专任 85元 上海美专艺术教育系毕业

郑德孝 男 56 江陵 专任 85元 清优附生

黄翰荪 男 41 江陵 兼任 40元 武昌中华大孥政学士

林士铭 男 31 江苏吴县 兼任 40元 沪江大学毕业

雷益励 男 39 美国 专任 不支薪 美国文都大学文学士

张炳炎 男 30 四川合江 兼任 85元 上海东亚体专毕业

奂允辉 男 37 江陵 训育员 50元 安徽师范讲习所毕业

刘世明 男 29 夏口 庶务 40元 汉口私立进德中学肄业

邓泽明 男 35 江陵 文书 40元 私立沙市圣路加中学毕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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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曲折前进十七年
(1949--1966)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开创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学校也由此

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期，展示出新的姿态与活力。在这十七年中，学

校经历了一系列的变化，取得了一系列成绩。
‘

1951年春，共青团沙市市委员会工作组干部田丰作为沙市军管会

代表受派进入一中，狄龙于当年年底离开学校，蔡祖璋留任校长。

在此之前，学校由美国天主教教会主办，名称为“新沙女子中学”，

系私立性质，学生以沙市学生为主，也有附近县市学生来此就读，教师

是中国、外国的神甫、修女。到1949年，初中生有268人，高中生103

人，合计371人。狄龙为学校主管神甫，蔡祖璋任校长。1951年8月，

市政府接管学校，学校变成公立性质。朱玉峰任校长(此前是江陵县

弥市中学教导主任)，蔡祖璋任总务主任。1951年9月，高中学生转入

沙市三中，学校更名为“湖北省沙市新沙初级中学”，校内只有初中8

个班，学生人数343人，教职工34人。在此期间，学校大大地扩大了

校园面积，由原来的近两亩扩大到60亩，并打了围墙，新修了三排平

房作教室，兴建了可容纳1000人的大礼堂，还修了一个大规模的学生

食堂，修建校园内的土路、操场，改善了教学条件。

1953年8月，私立“联合中学”并入新沙初级中学，学校更名为

“湖北省沙市第一初级中学”。1954年春，上级安排夏羽(安徽人，南

下干部)任学校书记，学生人数不断增加，到1955年春，共有初中班17

个，学生人数946人。到1956年春，共有初中班19个，学生人数1053

人。1956年暑假，朱玉峰调沙市教育局任副局长兼沙市中学第二校

长，李书崇调到一中任副校长，校长正职空缺。在1956年暑假又开始

招收高中生，学校校名去掉“初级”二字，更名为“湖北省沙市第一中

学”。当年共21个班，初中920人，高中206人，学生人数扩大到1126

人，教职员工70人。1957年秋，夏羽到中央教育行政学院学习，此时

学校设“党支部”，陈其涛任书记，李书崇任副校长。1959年9月，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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