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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安中学校志》的付梓，为百年校庆添上一笔重彩一。瑞中的百年历程，有成功的经

验，值得发扬；也有失败的教训，应引以为戒。修撰《校志》也就是为了起“存史、资政、教

化”的作用，使之有益于瑞中的今天、明天和未来。

这本校志始编于1989年12月，1991年10月成稿，油印500份，分发海内外校友

和各级领导征求意见，后因各种原因未能最后修改定稿付印。1995年学校决定正式编

印《瑞安中学校志》，以作为百年校庆的贺礼，并把《校志》下限从1989年改为1995年。

经过全体编写人员的努力，《校志》终于在百年盛典之时和大家见面。

瑞安中学源远流长，从学计馆到省一级重点中学，从学计馆章程到“三制”改革，从

先哲乡贤筚路蓝缕艰难创业到蔚为壮观的现代化校园建设，每一次变迁都充满辛酸和

辉煌，每一步的发展都倾注一代代师长的热血和汗水。花开花落，春秋代序，历史永远

不会忘记为瑞中做出贡献的人们。 、

在《校志》的编纂过程中，我们碰到了不少的困难：百年历史的许多资料散佚，时间

跨度大，涉及内容广，一些材料的取舍及对某一问题的认识等等。但编纂人员能采取辩

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和方法，广泛搜罗材料，去伪存真，数易其稿，力求

使《校志》能真实反映学校总体面貌及变迁过程。感谢《校志》编委会的全体同志为瑞中

留下推古验今而较有价值的教材。

“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百年老校，生机勃勃。瑞中有悠久的历史，更有灿烂广阔

的前景，今日的瑞中人更要借鉴历史，继承传统，深化改革，为培养更多跨世纪人才，办

好瑞中，续谱新篇章。

浙江省瑞安中学校长黄德春

一九九六年八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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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 述皇不】尘

瑞安中学位于瑞安城关，校园西枕西岘山，北依环城河，占地面积35800M2，建筑面积1．7万

M2。学校历史悠久，设备齐全，环境幽美，为浙江省首批办好的重点中学。1995年，全校有高中18个

班，学生924人，教职工110人。

(--)

瑞安中学的前身是瑞安的学计馆和方言馆。中日甲午战争失败之后，一些爱国人士力倡“教育

救国”，兴办新学。清光绪二十二年(1896)?孙诒让(仲容)等创办学计馆，专修数学；次年，项湘藻等

开办方言馆，学习外文。光绪二十八年(1902)，学计、方言两馆合并为瑞安第一所官办普通中学——

瑞安普通学堂，开设中文、英文、算学3个班级，有学生80多人。光绪三十一年(1905)，由于部分学

生出国留学，在校学生人数减少，加上经费困难，学堂停办一年。光绪三十二年(1906)，普通学堂恢

复，改名为瑞安公立中学堂，设5个班级，有学生100多人。宣统元年(1909)，根据浙江省“温州府已

创有中学堂，县不再另设中学堂”的饬令，经地方士绅授票表决，公立中学堂停办，后由项申甫、项湘

藻兄弟捐资续办，改为瑞安私立中学堂。宣统二年(1910)，私立中学堂学生参加省毕业会考成绩在

七十分以上。次年，学堂获准恢复公立。

民国元年(1912)，学堂改称瑞安县立中学校，设7个班，学生近200人。民国十一年(1922)，新

生始行初中三年的新学制，校内新旧学制并存。民国十四年(1925)6月，旧制最后一届毕业。因学校

只设初中，遂改名为瑞安县立初级中学校。民国十七年"(1928)秋，瑞安私立女子中学并入本校，始行

男女同校。民国二十年(1931)，学校易名瑞安县立初级中学。 ．

民国二十八年(1939)春，学生增至445人，学校在西门节孝祠(现校址)创设分部。

民国三十一年(1942)秋，学校增设高中班，定名为瑞安县立中学，学生数增至875人。抗日战争

时期，日寇侵犯，瑞安四度沦陷，学校辗转山区乡村。民国三十年(1941)4月，学校在大凿镇(现属文

成县)设立分部。，同年8月，又在陶山碧山寺设立分部，第二年1月撤消。民国三十三年(1944)夏，

学校搬迁仙降境蛘头(现马屿江溪)常宁寺上课一个学期。民国三十四年(1945)上半年，为策安全，

学校将城区本部改为分部，大凿分部改为本部，当年下半年抗战胜利，学校全部迁回城区，大凿分部

撤消。此后，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内战，时局动荡，学校经费困难，教师生活困苦，进步师生深受国民党

特务、党棍的种种迫害，学校处于风雨飘摇之中。

1949年5月瑞安解放，本校为县人民政府筹备委员会接管，并进行整顿和改造。学校沿用原校

名，以现校址为本部，现市委党校校址为分部，有高中6个班，学生172人，初中12个班，学生435

人。

1951年以后，学校积极贯彻“向工农开门”的办学方针，建立人民助学金制度，工农子弟入学人

数激增，学校规模从解放初12个班发展到1954年的29个班。

1955年，学校始称“浙江省瑞安中学”，规模继续扩大。1956年，全校有高、初中33个班，学生

1



1766人。

1958年，学校先后创办了工厂、农场和畜牧场，组织师生参加大办水利、大办钢铁和勤工俭学

活动。由于片面强调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一度出现劳动和社会活动过多、违反教学规律的倾向，

教学质量有所下降。1959年，学校被省教育厅列为浙江省重点中学。六十年代初期，学校重新建立

起以教学为中心的正常教学秩序，完善健全了各项规章制度，教学和生产劳动时间得到了合理的安

、排。但这一时期，也出现了单纯追求升学率的倾向。

“文革”初期，学校“停课闹革命”，部分教职工受批斗迫害，学校陷于瘫痪。1 968年9月，恢复课

堂教学。但教学秩序混乱．强调以阶级斗争为主课，组织学生“学工、学农、学军、批判资产阶级”。十

年“文革”浩劫，学校遭到严重破坏，挫伤了师生员工的积极性，教学质量严重下降。

1976年，粉碎了“四人帮”后，学校重获生机。1977年12月，学校被列为县重点中学。1978年，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拨乱反正，知识分子政策得到贯彻落实，学校认真做好冤、假、错案的平

反工作，广大教师心情舒畅，精神振奋，积极性得到充分调动，各项工作逐步走上正规。

1981年，学校被省人民政府列为省首批办好的18所重点中学之一。学校以“三全”(全面发

展、面向全体、全面负责)为办学指导思想，认真贯彻部颁“五条章法”和“十项规定”，积极开展教学

改革，开辟第二课堂，扩大学生知识领域，教学质量逐年提高。在党和政府重视下，学校基本建设发

展迅速，先后修建了文艺馆、图书馆、教学楼等教学用房，设置了微机室和语言实验室，配备了摄像

机、电影机等电教设备，为现代化教学提供了较为优越的条件。

1988年，学校试行校长负责制。1993年进一步实行了“三制”(校长负责制、教师聘任制、结构工

资制)改革。制订了《教职工聘任条例》、《教职工工作量计算办法》等配套方案，有效地调动了教职员

工的积极性。1989年，初中停止招生，1991年最后一届初中学生毕业。1994年4月，通过了省教委

t对首批重点中学的督导评估。学生的高考上线率也逐年提高，1994年、1995年均达到98％，1995年

上重点线的达44．5％，上本科线的达77．2％，创造了瑞安高考最好成绩。1995年，新建教学主楼，

办学条件有了很大的改善。学校被温州市人民政府授予文明、先进学校称号。

(二)

具有一百年办学历史的瑞安中学，经历了初创的艰辛、抗战的流迁、内战的磨难、解放后的新

生、“文革”的浩劫和新时期的振兴。在漫长的岁月中，在几代师生的努力下，她跋涉了艰难曲折的道

路，发展壮大，成为一所颇具规模的高级中学，为传播现代科学文化知识和为造就社会主义现代化

建设人才，发挥了重大的作用，并以自己的特色在社会上享有盛誉。

革命传统代代相传瑞中作为瑞安最高学府，历来是传播时代新风，开展革命活动的重要阵

地。晚清时期，学校就酝酿着民族民主革命思想，校内进步思想浓厚。“光复会”会员洪绍琳、“同盟

会”会员杜志行曾在本校执教。“五四”、“五卅”运动爆发后，学生群情激愤，积极响应，纷纷走上街头

宣传演讲，游行示威。八年抗战，学校辗转山区乡村，历尽艰辛，但师生同仇敌忾，积极从事抗日救亡

运动，深入民众宣传抗日道理，演唱抗日歌曲，募集抗日经费，出版抗日刊物，宣传共产党的抗日主

张。解放战争时期，在中共地下组织领导下，进步学生参加了“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斗争，经历了

长期斗争的考验，许多学生突破国民党反动政府的堵截，毅然投身革命，成为浙南地区革命队伍的

中坚力量。在长期艰苦的革命斗争中，林去病、郑馨、黄得中、郑敬衡、张锼、张志玉、竺忠定等校友，

为人民的解放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为瑞中师生树立了楷模。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师生以饱满的革命热情投身于保卫和建设新中国的洪流，五十年代抗

美援朝、六十年代保卫大西南边疆自卫反击战、八十年代对越自卫反击战，都有本校校友参加。1951

2



年参军的赵天麟同学在保卫祖国领空中献出了年轻的生命。1977年毕业的温金木在对越反击战中

荣立一等功。他们为学校赢得了荣誉，为瑞中的革命传统谱写了新的篇章。

校纪严明，管理务实，蔚成良好校风学校创办之后，就严格执行创办人孙诒让制订的《章程》、

《学规》和《大课规程》，重视良好校风的培养，教育学生为民族复兴、为祖国争光而勤奋学习。1935

年制定的校歌，歌词是： ·’

云山霭霭 云水苍苍 东南邹鲁 文物之邦

惟我瑞中 源远流长 先知先觉 永矢毋忘

’时雨春风 惠我无疆 深思力行 好学毋荒

青年之责 奋发图强 复兴民族 为国争光

新中国成立后，学校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以“三好”、“四有”为培养目标，以英雄模范人物为

榜样，重视学生的政治思想教育。校内规章制度齐全，管理方法科学，领导深人基层，教师兢兢业业，

学生勤奋好学，形成良好求实、严谨、勤奋的学风、教风和校风，在社会上赢得了很高的声誉，成为青

少年学生向往的学校。

治学严谨，勤教乐教善教学校初创之时，孙诒让就四处求访社会名流充实教师队伍。为使教

员适应新教材、新教法，他选派教员出国留学，举办师资读书社，组织讲习会、研究会，鼓励教师在职

进修。孙氏逝世后，学校继承他的办学精神，一贯重视教师的资历和教师素质的提高。

新中国成立后，学校严格地选调教师，制订教师进修规划，建立集体备课、听课等教研制度，通

过以老带新、新老挂钩，许多青年教师在政治思想和教学业务上都有长足的进步，成为教学的骨干

力量，一些教师被提拔为本校或调到其他单位担任领导职务。经过多年的努力，逐步建成一支有严

谨求实教学态度、诲人不倦教学精神、身教言教优良品质的教师队伍。他们怀着对教育事业的奉献

精神，兢兢业业地教书育人；他们耐心细致地做学生思想工作，对学生高标准、严要求，循循善诱、诲

人不倦；他们积极参加教学改革，重视对学生的“双基”培养，善于发挥学生的个人特长和爱好，使学

生的智力和能力得到提高和发展，在全国、省、．市各学科竞赛中取得优异的成绩：1984年学生吴声

积获全国中学生数学竞赛一等奖第一名，1988年、1990年学生林甲富、杜朝晖获得浙江赛区第一

名；1982年以来，学生科技小发明在全国竞赛中获奖27项，13项科技小发明申请了国家专利。许多

教师以对教育事业的忠诚和丰富的专业知识及精湛的教学艺术在社会上享有较高的声誉，受到人

们的信赖和尊重。如被载人瑞安市教育志书的五十年代体育教师周守常、生物教师管仲远；七届人

大代表、全国教育系统劳模张玉兰；全国先进工作者洪景椿、全国优秀教师郑平、全国优秀教师、浙

江省特级教师蒋兴国等。

桃李成蹊，为国育才结硕果瑞中一个世纪的办学春秋，几经沧桑，弦歌不绝，培养了毕业生

18831人，其中解放前毕业2926人(旧制646人，初中2036人，高中244人．)，解放后毕业15913

人(初中8707人，高中7206人)。

解放前毕业的校友中，学有专长、声誉卓著的有中科院学部委员、鱼类学专家伍献文，史学家周

予同，经史专家李雁晴，柑桔培栽专家曾勉，莩蒹栽培专家曾省，书法家邹梦禅，元曲专家王季思，音

乐理论家缪天瑞，眼科专家缪天荣等。 ·

解放后，瑞中重视德、智、体的全面发展，学校日新月异，硕果累累，莘莘学子遍及海内外。许多

校友在社会主义建设中以卓越的贡献获得国家的奖励，如全国煤炭工业优秀企业家、“五一”劳动奖

章获得者，1953届高中毕业生陈引亮；全国科技进步一等奖获得者，被誉为我国航天工业“顶梁柱”

的1955届高中毕业生黄本诚；被评为国家级有突出贡献专家的西藏农科所所长，1961届高中毕业

生林大武等。还有很多离开本校即投身社会主义建设的校友，他们在平凡岗位上，以自己的聪明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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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如1957年初中毕业后刻苦自学，获全国科学大会重大科研成果奖和全国首

届自学成才奖的王维熙；1961年高中肄业后回乡务农，现为浙江省先进农民企业家、全国农村科技

致富能手的“花菜大王”郑庆一；1967年高中毕业后潜心发明创造，获36届布鲁塞尔世界发明博览
会“一级骑士”勋章(个人最高奖)和全国科技实业金奖的温邦彦等。

瑞中一百年的办学历史证明：教育和国民经济休戚相关，国运式微，则学校凋蔽；国运昌盛，则

学校兴旺。

历史的经验也告诉我们：只有坚持全面发展的教育方针，坚持以教学为中心，坚持教书育人，坚

持按教育规律办事，才能全面提高教育质量，多出人才，快出人才；只有加强科学管理，形成坚强的

领导核心，才能形成良好的学风、教风和校风；只有“尊师重教”，加强师资队伍的建设，充分发挥教

师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才能办成有高水平的有特色的学校。

附录(一)

学校校名更易

年 份 校 名

1896．4——1902．1 学计馆

1897．2——1902．1 方言馆

1902．2—1905．I 瑞安普通学堂

1906．2——1909．2 瑞安县公立中学堂．

1909．2——1911．1 瑞安县私立中学堂

1911．2——1912．1 瑞安县公立中学堂

1912．2——1925．7 瑞安县立中学校

1925．7——1931 瑞安县立初级中学校

1931——1942．7 瑞安县立初级中学

1942．8——1955 瑞安县立中学

1955—— 浙江省瑞安中学

附录(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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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前学校发展状况一览

年 度 班 级 数 学 生 数

1902 3 80

1906 5 100

1907 1 32

1908 1 39

1910 5 36

1912 7 200

1918 280



初 中 高 中
年 度 教职工数

班级数 学生数 班级数 学生数

1928 4 ． 215

1929 4 213

1930 ，’ 4 211 20

1931 4 215 20

1932 157

1933

1934 5 173 17

1935 5 187 18

1936 6， 260 20
，

1937 7 285 20

1938 8 390 28

1939 9 445 28

1940 11 562 31

1941 13 654 45

1942 17 827 1 ． 48 43

1943 17 。871 3 114 47

1944 12 679 5 170

1945 10 523 5 174 49

1946 12 568 6 264 45

1947 12 592 6 292 47

1948 12 557 6 ’t 264 45

泌与 初 中 高 中 合 计 其中专任教师数
教职工数八 班级 人数 班级 人数 班级 人数 初 中 高 中

1949 12 435 6、 172 18 607 54 17 11

1950 11 568 6 171 17 739 53 21 12

1951 13 624 5 151 17 775 60 22 11

1952 15 904 5 196 20 1100 59 30 13

1953 16 946 6 228 22 1174 94 30 15

1954 20 1102 9 457 29 1559 120 41 21

1955 21 1118 10 508 31 1626 131 42 28

1956 22 1218 11 545 33 1763 121 41 25

1957 21 1151 11 549 32 1700 121 40 25

1958 17 820 12 494 29 1314 76 28 18

1959 13 715 13 621 26 1336 87 24 26



(续前表)

泌与 初 中 高 中 合 计 其中专任教师数
教职工数趴 班级 人数 班级 人数 班级 人数 初 中 高中

1960 13 699 11 588 24 1287 87 26 23

1961 11 479 9 399 20 878 90 25 22

1962 11 408 7、 253 18 661 76 26 18

1963 10 452 7 253 17 705 75 30 18

1964 11 575 8 350 19 925 75 29 30

1965 12 648 8． 417 20 1065 74 26 23

1970 15 841 1 55 16 896 86 51 45

1971 16 836 5 209 21 1045 93 40 27

1972 12 615 10 512 22 ，1127 97 46 35

1973 12 638 11 513 23 1151 79 24 29

1974 16 923 7 356 23 1279 78 33 20

1975 1 5 849 9 583 24 1432 78 30 23

1976 15 929 10 736 25 1665 77 30 25

1977 10 556 10 666 20 1222 77 25 27

1978 6 309 9 548 15 857 81 16 35

1979 8 443 8 440 16 883 86 22 34

1980 12 600 8 400 20 1000 91 30 37

1981 12 658 8 405 20 1063 102 30 37

1982 12 666 9 392 21 1053 102 36 33

1983 12 679 12． 593 24 1272 108 34 41

1984 12 698 12 621 24 1319 104 31 40

1985 12 701 12 652 24 1353 105 33 41

1986 10 609 14 756 24 1363 108 27 49

1987 8 492 16 883 24 1375 109 21 55

1988 7 448 18 1016 25 1464 121 22 57

1989 5 311 18 996 23 1307 115 20 58

1990 3 186 18 992 21 1178 112 18 56

1991 18 966 18 966 108 69

1992 18 916 18 916 108 67

1993 18 890 18 890 108 68

1994 18 894 18 894 109 70

1995 18 924 18 924 110 70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第一编学计馆与方言馆
(1896．3L1902．1)

学计馆’

十九世纪末期，中日甲午战争失败以后，一批爱国人士为求强国之道，主张维新变法，兴办学

校，教育救国。光绪二十一年(1895)十月，乡先哲孙诒让邀集城区热心教育士绅十多人，于小东门外

话桑楼商议创办瑞安算学书院，以教育乡里子弟。他们认为算学不仅是“六艺之一”，而且是“致用之

本”。会议推出孙诒让、黄绍箕(仲搜)、黄绍弟(叔颂)、项崧(申甫)、周拱藻(仲龙)、洪锦标(叔琳)、

王恩植(雪璞)、鲍锦江(稚琴)、杨世环(小村)等九人负责筹备工作，并联名具文向温州府及瑞安县

署申请立案。获准后，孙诒让亲手制订《算学书院章程》一十六则、《学规》二十六则和《大课规程》十

则。翌年正月，孙诒让以“算学书院”教学内容及教学设施和旧式书院有所不同，与北京天文算学馆、

广州实学馆等相比，虽然规模有大小，学科有繁简，而性质相类似，为此决定改为“学计馆”。

清光绪二十二年三月初三(1896年3月26日)学计馆成立，即日开学。第二年，为扩大影响，黄

绍箕转请湖广总督张之洞书写“学计馆”三字，制成匾额，悬挂中堂(匾额现存瑞中校史馆)。

学计馆的筹创经费，全由地方集资。官场人士由孙诒让劝募，绅商各界由各发起人分头劝募，至

开馆前共集资1560元，开办费用去500元，余款留作学校基金，存典取息，维持日常开支。不久，基

金已动用过半，无法续捐，只得由黄绍箕商请浙江布政使恽祖翼，拨官款2000元，再由孙诒让致函

外地人士多方劝募，募到1300元，加上孙氏本人乐助200元，连同原有基金凑成4000元，作为以后

办学基金。

学计馆选址城内县前街卓公祠(现瑞安市委党校校址)，聘请本地算学专家林调梅(和叔)任总

教习(馆长)。开始依照《章程》计划招收13岁至20岁学生30名，分为三班上课，后因学额不足，开

设两班。教学内容以算学为主科，兼授理化，课外“还分发馆中所藏书报，令其轮流借阅，提出疑问，

由馆长给以解答。”
．

学计馆在教学上注意因材施教和学以致用。“开学之初，按册分班，俟肄习稍久，由院长(总教

习)酌核各徒资性之敏纯，学识之深浅，就其相近者各自为班。”这样因材施教，有利教学。经过三年

修业的学生能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应用专业知识于实际工作的能力。部分学生在教习指导下，实测飞

云江宽度，曾协助瑞安县县志局首次按新法完成了全县五十五都的测绘任务。

学计馆有严格的管理制度，对违纪的学生，则按《章程》、《学规》，予以训斥、记过、退学等处分，

这些规章制度当时曾被省内一些学馆采用或借鉴。学计馆经过六年的教学实践，不仅培养了一批人

才，还以新的教学目标、新的教学内容、新的教学方法与新的教学设施发挥着自己的影响。学计馆的

概况巳被编入《中国近代教育史大事记》(上海教育出版社编印)。

方 言 馆力 百 I昌

学计馆开学后的第二年，瑞安方言馆也就应运而生。 正当清朝洋务运动破产以后，各地学习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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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科学之风，仍然掀起。‘邑人项湘藻(苕甫)为奖腋后进r学习外国语文，以应时需。与其兄申甫共创

办瑞安方言馆，培植外文人材，并承孙诒让支持。方言馆于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农历二月十六

日开学。馆设城内范大桥街项氏宗祠(今城关二中校址)。分为西文(英语)、东文(日语)两班，兼习

外国历史、地理，招收学生三十余人。聘请上海蔡华卿(圣约翰大学毕业)为专任教习。经费来自学

费收入，学生每人五十元，还向社会募捐，以项氏族众出资为多。 ‘

光绪二十九年(1903)，孙诒让为吸取外地办学和教学经验，应温州艺文学堂苏惠廉邀请，于十

月二十日率领方言馆部分师生前往参加该学堂开学典礼。会上并由英国知名人士李提摩太(译音)

和孙氏当众演说，“论及古今中外文明事业，交相传播历史故实。”使在座师生开拓眼界，增长知识，

获益不浅。
+

方言馆办学仅五年，一批学习勤奋学生学有所成，有史料可查者，考入国内外高一级外语学校

深造，如蒋咸平、项漱泉、项朴如等进入上海尚贤学堂学习英语，项骧进入上海南洋公学，后到美国

哥伦比亚大学留学。学成归国参加清廷举办留学生回国殿试，获一等第一名，时称“洋状元”。

1902年，瑞安绅学各界人士集议决定将学计、方言两馆两并，改为办瑞安普通学堂。

附录(一)

瑞安新学计馆序
‘

(光绪二十三年) -

光绪乙未，东事甫定，中国贤士大夫始盘然有国威未振之惧。于是京都及南洋皆有强学书局之

举，而瑞安同人亦议于邑城卓忠毅公祠开学计馆以教邑之子弟，皆以甄综术艺，培养人材，导厥途

彻，以应时需，意甚盛也。夫时局之艰难，外变之环伺而沓至，斯天为之也。然人材之衰荼，学艺之不

讲，朝野之间，岌焉有不可终日之虑，则人事或不能无过矣。

瑞安褊小，介浙闽之间，僻处海滨，于天下形势，不足为轻重。然储材兴学，以待国家之用，而出

其绪馀以泽乡里，则凡践土食毛者皆与有责焉，固不容以僻远而自废也。

学计馆之开，专治算学，以为致用之本。盖古者小学六艺之一端，而造乎其微，则步天测地，制器

治兵，厥用不穷。今西人所为挟其长以雄视五洲者，盖不外是。

吾乡自宋元迄明，惟忠毅精通历算，而未有传书。道成而后，几山项先生、菊潭陈先生始研治宣

城梅氏之书，以通中西之要。迩来颖伟之士，又广涉代微积之学，以究其精眇，盖彬彬盛矣。设馆以

教，俾后生小子，有所津逮，以启发其智慧，群萃以广其益，积久而通于神，则魁杰雄卓之材，或出于

其间，尽人以胜天，而不以惰窳堕其志气，斯固贤士大夫之所乐也。至于中材谨士，志域凡近，理财习

艺，以自殖其身家，则小试小效，固亦若操左契，斯又元俟于扬榷已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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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二)

算．学书院章程十六则

利、!诒 让

’1．本书院创立伊始，-其经费蒙各宪倡捐，，各绅富助捐；集赀存典i仿宾兴章程，按月爪厘起息，

典商具有领状存案，又立有合同印簿，院、典分执，每岁以息钱为束修及一切开费’，只许提息，不准提

本。‘嗣后地方无论何项公事，不准移借，．．免致虚悬。 ，、．⋯’，一一．．· ．．， √．1

2．本书院之设，专以算学为主。院长由司事公议，聘请品学兼优：；别无他事，得以专心讲授者，

先期具关书j束修i节敬由本书院分端午、腊月两季恭送；学徒每年初次来院j备受业柬亍副j，贽敬争

缄，谒见院长。 ：一 ·

．·二 ⋯：。．}，?，·．．。_．、：．．-：．．。’∥i．：‘

3．进院须有妥人举荐，由学徒开明籍贯三代、年貌、住址、交荐者亲笔注册、一并署荐者姓名，本

徒父兄及家塾师，不得亲自荐送，无荐者不收。。’ ．一·

i‘：’ ．．一．．‘ ：：。：；一!：7．r

4．本书院专为造就童蒙而设，仍照都会各学堂式，限定年例十三岁以上至二十岁为止；年例不

符者不收。 ’、：，i川’ ?”．。’ ■：’j’：d．j·

。’5．学徒额数以三十名为率。倘报名溢额，以文理较优暨出赀捐助者先行充补，其馀登薄存记，

俟有缺出、酌量序补。 ．．一．㈠．1‘一!．．，-二⋯’i
～6．有年格入选志在工贾者，准其一例来院肄业，但文理未谙者，不得滥收，以示限制一．：

7．本书院之设，专为学算，与考试本无关涉。如外籍有聪颖子弟：年格人选者；一能出赀助措，亦

准其入院肄业。 ‘·

，’’·

、’ ’’

．．j。’-

8．本书院屋舍狭窄，不便住宿起居，如有乡间子弟愿来就学者、须自行赁居，自备伙食。’：： 蔷：

9．嗣后在院诸生须于年终放假之前，由原荐人订定来岁去留。．新生来院限开馆前十日开明年

岁、住址。向礼房报名备册送呈县宪，给发凭单。 r．． }6 ： ，’ ：，!：4：j’

10．本书院专雇院夫一人，以备差遣，及经管一切物件，工食概归院中自给。 ：，一- ：；

11．各徒岁出茶水洋一元，于填册时带缴，以为茶水雇工之资、点心归各徒自备一+：：．
12．每年腊月，司事将二切用账分列四柱，+清单抄揭院墙，’以昭核实。 ·，．．

，r

13．本书院公置书籍图器暨一切器皿，逐渐增多，立查验簿一册，分类登记，于本条下注明购置

年分，司事每年六月曝书，十二月放馆时，各查验一番，遇有修整，亦注明年分。 ’。．，：‘

14．本书院学徒，在院肄业时获隽，应出彩银，以裨院款。入泮、彩洋_十元；补廪，二十元；．乡榜，

五十元；会榜，一百元。学成出院后获隽，不论年数远近，各缴一半。 ．一
．．．15．本书院虽为幼学而设，然规棹不欲域于卑近，将来逐渐扩充，经费尤宜充足，尚冀好善诸君

子，随时倾助，以收宏益。 ’： 一．‘一．．． ¨’⋯，、∥

16．本书院为邑中创举，刊立碑记，胪陈颠末、贻之方来。所收官绅捐款，应仿汉碑出泉之例，书

衔名捐数于碑阴，以彰好义急公之美意。 ．．
，·

．．．．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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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三)

学规二十六．则

孙诒让

‘1．开馆之初，诸徒备带算书笔砚，听候县宪点名进院。恭设至圣先师神位。院长率学徒行礼毕，

学徒依次谒见院长。

2．排匀人数，分为三班，轮流到院。每月逢一、逢四、逢七日为一班；二、五√＼为一班；三、六、九

为一班。开学之初，按册分班，俟肄习稍久，由院长酌核各徒资性之敏钝，学识之浅深，就其相近者，

各自为班，每班功课随时酌立，宣示院中，俾讲授之时，省更端而一视听，庶于教者、学者两有便益。

3．每日教习时候，上午九点钟进院，十一点半钟放饭；下午二点钟进院，四点半钟放学，四季一

律，惟六、七两个月歇夏。各班每月到院三次授以功课，在家肄习杜荒嬉：

4：每日到院谒师之后，同学中互行一揖礼，放学时亦然。

5．到院先理前日功课，有未熟者再令复演。

6．授课时宜齐立静听，不许拥挤争前，亦不许交头接耳。．

7．学徒除习算外，如中外交涉事务，各国记载及近时西人所著格致诸书，每日择简明切要者讲

示一、二条，以广见闻而裨实用。

8．立课程簿，院长立一总册，于各徒名下按期注明某日读至某页，讲至某页，演何算式，学徒各

自备一册．带呈院长，填写式样与总簿同。

9．立功过簿，考察学徒之慧拙勤惰与夫每日到院之早迟，通年告假之多少，由院长按期标识勘

语。另立功过表，榜之院中。俾诸徒观看，比较优劣，自相激劝：

10：肄习功课最忌间断。诸徒以少告假为第一要义，家中非有十分要事，不得告假，不得来院呼

召，即来呼召亦不轻放。如实有要事，须本徒父兄先期来院告假。院中除年终放馆暨歇夏外，只许放

假三天，清明、端午、中秋是也。

11．届期随班到院，切弗参差，须遵所定时刻，违者记过。

12．诸徒中如有人品不端，有他事故，有他嗜好，任意作辍，不遵约束暨性不相近，万难造就者，

由院长知照司事，司事知照原荐人，立令出院。如以本书院约法太严峻者，不必来学。

13．算学为古圣人六艺之一，积久愈精，乃理势之自然。院课中西兼习，固不宜守旧以自画，亦不

容逐流而忘原。学徒中如有意存蔑古，抑中扬西，议论悖谬者，从严训斥，倘屡戒不悛，即令出院，以

杜流弊。

14．笔、墨、纸、珠、筹，概归本徒自备，惟初学必读之书，猝不易购，由本书院代购，于进院时收回

值价，倘有因事出院，不准将原书退缴，索还原价。

15．本书院公置算书图器，旁及各种西学书籍，以供生徒研览，不准出借；外人不得来院抽看，在

院肄业者，须由院长因材施教，循序渐进，学徒不得任意抽看，以防躐等之弊。
一 16．来学生徒于点名时，给予凭单进院，年终各将原单缴院；无凭单者即以闲人论，不准入院观

看，致妨功课。

17．每年新正开馆，年终放馆、悉视地方官开印、封印日期。

18．学徒宜敛气凝神，端视静听，谨言审问，挺坐卓立，阔步徐行；切戒浮躁、疲惫二习。盖古者保

氏之职，六仪与六艺并教，虽其法久失，然当略师其遗意、近时西人操身之说，亦有可采。非但整肃仪

】0



表，且于养生有益；至衣履亦以朴洁为贵，不许污秽，亦不许染时下恶习，违者记过。

19．如有涂抹书籍及损坏院中物件，责令本徒赔偿。

20．学徒在外征逐，诡称到院，由父兄查告院长究责。

21．每日放学时候，同学中不得私约同游；如有犯此者，从严训斥。

22．学徒非有要事禀明院长，不得擅遣院夫出外。

23．凡为学之道，真积力久方有心得。本书院所收学徒三日一到院，兼课非专课，得力固自不易，

如其从事有年，应否应试，须由院长发落，切戒欲速。各家父兄欲以子弟相从者，须坚信此说，如不愿

者不必来学。
。

24．学徒中有进境较速，不俟I：1讲指画，自能看代微积书者，将该徒拔为班长，不必随班肄习，以

所出之缺另补。

25．本书院创立伊始，俟诸徒学稍有成，每月由院长命题考课，分别甲乙奖赏，以资鼓励。

26．学徒必志趣坚卓，成就乃能远大，近儒刘融齐先生(熙载)《塾言》第二则云：“志于道，则艺亦

道也；志于艺、则道亦艺也。”故君子必先辨志，熟复斯言，可知所趣向矣，本书院之设，专课算学以应

时需，然特致用之一端耳，诸徒除轮班到院外，在家时居三之一。尤宜研览经史，以尽博古之长，穷极

义理以致实践之功，讲求经济以务达用之学，练习举业以为进身之阶，力图精进，日新月异，无负本

书院培植之诚心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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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从普通学堂到县壶币
(1902．2——1949．4)

，．

，

第一章领导与管理

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学计、方言两馆合并为普通学堂，主持者由地方人士推选，称为总理，

“统掌学校，主持一切教育事宜”。下设学监2人，“考察学生勤惰及一切起居动作行为”；舍监1人，

管理经济及各项杂务。

，宣统元年(，1909)，改由监督主持校政。民国元年(-1912)，学堂改为学校，始行校长制，校长由县

署委派。民国，8年(1919)起，校长改由县府推荐，省教育厅审批任命。 ．．．、

民国二十年(1931)，《浙江省中等学校行政组织暂行规程》颁布后，学校行政机构设校长室、教

导处、事务(总务)处、体育部(处)。配备校长1人，主持校务；教务主任1人，负责课程支配、考核教

员服务状况、考查学生成绩、办理注册、统计等教务事宜；训育主任1人(有时由校长兼任)，负责学

生党义训练、品格陶冶、生活指导等训育事宜；总务主任1人，负责预算、决算、校舍、校产和庶务、会

计、文书、卫生、购置等事宜；体育主任1人，负责学生体育运动事宜。各班级设级任1人，负责各班

学生教育和管理。同时学校还设有经济稽核委员会、卫生委员会、升学就业指导委员会、各科教学研

究会及其他委员会协助行政机构工作。

学校最高议事机构为校务会议，由全体教职员参加，校长任会议主席。校务计划、兴革事项、校

舍扩建等均由校务会议议决。校务会议闭幕期间，由校长、各主任、级任及教员代表组成的校务常务

会执行校务会议议决。

民国二十四年(1935)，县府指派会计员驻校办公，设会计室，负责全校经费的收支。民国三十一

年(1942)以后，会计室曾一度撤销，会计到县府集中办公。

民国二十七年(1938)，教务处分为教导、训育两处。民国二十九年(1940)，校行政组织改制，设

教导(后改教务)、训导、事务三处。教导处下设教学、注册、设备三组。训导处下设训育、管理、体育

卫生三组；事务处设庶务、文书二组，各组配备组长1人。

民国三十年(1941)，学校在大凿设立分部，设部主任1人，负责分部教导事宜。第二年，学校增

设高中，规模扩大后，分为高中、初中两部。各部设主任1人，下设事务、教导、管理股，各股配备股长

1人，股员若干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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