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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 

以史为鉴再刨伟绩

一一 《安丘市第一中学百年志》序(一 )

安丘自古以来贤才辈出、人文芸萃。早在 2100 多年前，孔子门徒公冶长就在城顶

山的书院设坛讲学，从此开启了安丘源远流长的文化传统。

公元 2011 年，是安丘一中百年华诞，恰逢《安丘市第一中学百年志》问世，可喜

可贺。

安丘一中，溯自 1911 年(清宣统三年)安丘县立中学，由时任安丘县劝学张公制

创办。 一百年前的中国，风雨如晦，内忧外患。 一大批开明知识分子深感要救亡图存，

必须维新变法，改革旧教育，创办新教育。 1903 年， 清政府颁布《奏定学堂章程》并

在全国实施。 一时废科举，兴学堂，新式学校大批涌现。安丘一中的创立，开启了安

丘中学教育的先词，标志着中国近代新教育体制在安丘的肇始。

百年来，伴随着中国人民为争取民族独立、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而奋斗的历程，

安丘一中不断发展壮大。虽数易其名、屡迁校址，安丘一中始终以为国育才和民族振兴、

社会进步、人类文明为己任，铸就了师生追求进步、振兴中华的民族壮志和爱国情怀。

一百年来 ， 安丘一中为国家和社会培育了数万名学子，并孕育出大批栋梁之材。从省

部级领导干部到大企业董事长，从军界精英到国家重点工程负责人、卫星研制等高科

技领域的科学家，从文艺大家到医学专家，可谓英才辈出，群星璀琛，为民族解放事

业和国家繁荣富强做出了积极贡献: 学校也因此成为令人瞩目向往的齐鲁名校。

回首百年，身沐风雨，步履坎坷，她历尽了世间沧桑: 品味百年，心忧天下，情

系苍生，她写下了风流篇章: 艰难曲折一百年， 百折不挠一百年，求索奋进一百年，

无私奉献一百年。安丘一中的这百年历史，是怎么走过来的?经历了哪几个历史发展

阶段?出现过什么历史人物?发生了哪些重大事件?教育思想、教育方针、 学制课程、

师资队伍、办学经费等等，在各个历史发展阶段有什么不同特点?凡此种种，都可在《安

丘市第一中学百年志》中找到答案。<<安丘市第一中学百年志》的编撰者在充分占有

历史文献资料的同时，求真求实，以对历史对教育高度负责的精神，实事求是的治学

态度，再现了学校百年发展的全过程并在如实还原历史事实，揭示历史逻辑的基础上，

努力探索教育规律，总结基本的历史经验。((安丘市第一中学百年志》充分肯定了建

校以来，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后和改革开放以来学校取得的巨大成绩。 "前车之覆，后

车之鉴"。从历史中汲取成功的智慧与汲取失败的教训11 ， 同样是清醒地认识把握今天、

创造明天所必需。

"治天下者以史为鉴，泊郡国者以志为鉴。"在安丘，像一中这样经历百年凤凰涅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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⑩序言

超越再生的学校不多，能有一部完整记录百年学校变迁的校志更少。所以， ((安丘市第一

中学百年志》的问世，不仅是一中学校发展史上的大事，无疑也是安丘教育史上的盛举。

盛世修史，臻、年篡志。<<安丘市第一中学百年志》实际上是由安丘一中一代代师

生用生命共同谱成的。她凝聚着一中一代代教育工作者团结奋进、求是进取、严谨治

学、至诚育人的心血和汗水:跃动着一代代学子战胜自我、追求卓越、为中华之崛起

和民族之复兴而读书的壮志豪情和生命活力。((安丘市第一中学百年志》对学校悠久

的办学传统、办学经验和丰厚的学校文化积淀，进行了系统的梳理、深入的挖掘提炼，

为积累保存传承百年老校历史文化，资政问史，建设高水准现代化中等学校提供了宝

贵借鉴。

人生易老天难老，岁月无情人有情。观照历史，以史为鉴，总结过去，展望未来。

在走向教育现代化的今天，安丘一中的广大师生一定会以百年校庆为新的起点，继往

开来，与时俱进，开拓创新，把学校推向新的时代高地，谱写出更加辉煌的新的风华

百年!

《中国教育报》高级记者山东教育社原社长总编辑有灰λ

二0一一年八月

4 

会丘市第-中学宵年志一.圄.一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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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二)

安丘历史悠久，美丽富饶，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安丘人自古以来崇文重教， 学

风笃厚，涌现出了一大批名人义士，仅明清两代就出现了 100 多名进士。近代以来特

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科教兴市、人才强市战略的深入实施，安丘的教育事业蒸蒸

日上、蓬勃发展。 安丘一中犹如一棵枝繁叶茂的参天大树，见证了安丘教育快速发展

的过程，是安丘教育事业发展巨变的缩影。

百年一中，岁月芳华。创建于 1911 年的安丘一中前身"安丘县立中学"标志着

安丘近代中学教育的开端。从此，安丘一中深深根植齐鲁大地厚重的沃壤，追随时代

的节律，风雨兼程，激荡前行。 一百年来，她经历了建校时创业的艰辛困苦，战争时

期的血雨腥风，解放初期的蓬勃发展，动乱时期的步履维艰，改革开放后的展翅腾飞。

虽数更其名，屡迁校址，但张歌不辍，薪火相传，伴随着祖国前进的脚步在逐步发展

壮大。从这所饱经沧桑的百年老校，走出了数万名学子，这些芬芳挑李遍布天涯海角，

在各个不同的时期和领域为国家繁荣、民族昌盛作出了卓越的贡献。远者有中科院院

士刘以训、著名作家马萧萧等，卓尔超群:近者亦是贤者云集，人才萎萃， 400 多名博

士成为学校一道亮丽的风景。安丘一中的历史，是一部艰苦奋斗的创业史，是一部气

势恢弘的发展史!

安丘一中百年华诞，是学校建设和发展的一个里程碑，是继承传统、开拓进取的

一个新起点。我们殷切期望安丘一中以此为契机，认真总结办学经验，努力改进教学

方式，提高教育质量，再创新的辉煌业绩:衷心希望社会各界和广大校友一如既往地

关心支持安丘一中，关心安丘教育，支持安丘发展，齐心协力建设富裕文明和谐的现

代化新安丘!

《安丘市第一中学百年志》的编篡出版，为我市史志宝库增添了新的光彩，其融

思想性、科学性和资料性于一体，客观地再现了安丘一中百年的发展历程及所取得的

丰硕成果，开掘了百年办学过程中彰显的精神和文化底蕴，必将为当今和后人在资治、

教化、存史等多方面提供禅益!

是以为序。

共安丘市委书记 )tl向叼

二0一一年八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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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丘市处于山东省之腹地，襟雄带汶，望岱瞻沂，自古即民竞向学，人文苔萃，

诗礼昌盛，贤达辈出。 2100 余年前，孔子门徒公冶长就于邑域风景深秀的城顶山设院

讲学， 至今遗迹犹存，仅此便可反窥其文化传统之源远流长。宋朝至清末，安丘共有

101 名学子跻身进士行列，列山东前茅，在全国也属少见。 近世以降，安丘市文化事业

日益发达，全新的现代中等教育随之萌芽、 生:长以至西茂，安丘一中则始终为其主干

与标识。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安丘一中始建于 1911 年，迄今己有百年历史。百年之中 ，

她始终以民族振兴和社会进步为己任，风雨兼程，百折不挠，开拓前进。她以悠久的历史，

丰厚的文化底蕴，滋润着莘莘学子，哺育着一代代安丘儿女，并孕育出大批栋梁之材。

他们或是事业有成、卓有建树的党政领导，或是戎马一生、治军而兵的军界首长，或

是学业有成、成绩斐然的学之骄子 ， 或是商海打拼、异乡创业的成功人士……安丘一

中如同一棵挺拔秀丽的大树， 根植沃土，明德弘文 ， 耕桑耘梓，在安丘教育发展史上

竖起了一座永恒的丰碑，为国家和地方经济、社会事业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世纪之初 ， 天开教泽。 2004 年 ， 市委、市政府把握时机，上承政策，下顺民意 ，

将原安丘一中、安丘市高级中学整合成新的安丘一中。整合后的安丘一中不辱使命，

以"办老百姓向往的理想学校"为目标，确立了"胸怀祖国，放眼世界"的校训，坚

持着"为国家培养栋梁人才，为学生创造美好未来"的办学宗旨，致力于培养"有教

养、有个性、 有思想、有共生意识、 有创造力"的人的育人目标，科学管理，以人为本，

办学特色日益形成， 教育质量稳步提高，成为享誉全省的普通高级中学。

兴衰皆有源 ， 修史以明鉴。安丘一中于百年华诞之日，新编校志问世 ， 可喜可贺。《安

丘市第一中学百年志》记述了错综复杂的校史原貌，既可取信于今人，又能传播于后世:

更重要的是可激励全体师生发扬一中精神，秉持一中校风 ， 践行一中校训，为把安丘

一中办成"老百姓向往的理想学校"而努力工作。

根固则叶茂，源深则流长。愿安丘一中在既有基础上，不断创造新的佳绩 !

安丘市第-中学育年志一-一

安丘市市长 jμ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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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四)

清朝末期，西学东渐，安丘一中应运而生。 悠悠百年，学校经历可比沧海桑田。

她艰难曲折的发展历程， 正是国家发展历程的一个缩影。

1911 年，安丘县立中学的创立， 是近代安丘教育史上的重大事件，也是清末我国

社会变革在安丘的具体体现。学校成为新思想、新文化的传播基地，进而推动了安丘

的风化和社会变革。

1924 年至 1937 年安丘县立初级中学时期，辛亥革命的新思潮涌入学校， 教师给

学生带来很多新思想，为学生后来的成长发展注入新的血液。

1939 年至 1945 年创办于抗战期间的山东省立第八联合中学，敌伪凭陵，奸匪肆扰，

垫居乡曲，校址数度迁移，师生尝尽了颠沛流离的辛酸。然学校师生抱定抗战必胜的

信心，严格教学，刻苦学习，涌现出一大批为民族解放事业做出巨大贡献的栋梁之才。

1946 年至 1948 年山东省立安丘中学时期，学校处于国民党反动政权的黑暗统治下，

师生在中共地下党的引导和影响下，积极进行第二条战线的斗争，冲破黎明前的黑暗，

迎来了安丘的解放。

新中国的成立，开辟了安丘一中发展的新纪元。 1951 年 7 月，经山东省人民政府

批准，在安丘县城张公制旧宅新建了山东省安丘中学。 1954 年，为满足招生数目日益

扩大的需求，经昌滞专署批准，安丘县人民政府在县城以东 3 华里的东埠 ， 即现在校

址建设新校。 1958 年 7 月 ， 新校院基本落成，师生全部东迁新校上课。

安丘一中自 1951 年秋建校至 1956 年暑假以前，校名一直为山东省安丘中学。从

1956 暑假校名始改为山东省安丘第一中学 ， 学校增设高中部，成为安丘县境内的第一

所完全中学。 1970 年至 1972 年曾一度改名 "安丘县城关中学" 1994 年撤县改市后

定为现名。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学校管理体制改革不断深化，办学条件持续改善，教育

教学质量逐年提高，各项工作呈现出科学健康的发展态势。

2004 年 8 月，为了顺应教育改革大潮，整合教育资源，原安丘市高级中学并于安

丘一中。学校进入新的发展时期，成为一所拥有一校两区，占地近 200 亩，建筑面积

100000 多平方米 ， 在校学生近 5000 人，在职教职工 480 余人的较大规模高中。新的安

丘一中的成立，是学校历史和全市教育史上一座重要里程碑。

百年耕耘，惠育群芳。百年来，安丘一中为国家培养出 3 万余名毕业生。 1977 年

国家恢复高考以来，有 30 余人摘取山东省和雄坊市个人总分或单科成绩桂冠，有百余

人考入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深造，有 600 余人在省级以上各类学科竞赛中获奖，有 300

余人获得博士学位。苦日的莘莘学子如今己遍布五湖四海，许许多多校友已经成为党

一·目·一安丘审第-中学百年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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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领导、学界泰斗、商界骄子和社会各个领域的骨干中坚，他们是国家的功臣，学校

的骄傲。

一百年， 一中并未因岁月的更迭而容颜老去，反而因不断汲取而更加生动鲜活。

2004 年两校整合后，学校进入新的发展时期。我们秉持"为国家培养栋梁人才，为学

生创建美好未来"的办学宗旨，明确"办老百姓向往的理想学校"的教育追求，弘扬

"认真、勤奋、尽职尽责，团结、拼搏、力争上游"的安丘一中精神，追求"学习和

工作是人生享受"的共同价值观，在素质教育汩汩清泉的浇灌下，办学质量持续飘升。

体育、艺术教育硕果累累;各类竞赛蜡宫折挂:高考成绩在雄坊市遥遥领先。近 7 年

来，有 7872 人升入本科院校，有 3218 人升入重点大学，有 11 人考入北京大学， 20 人

考入清华大学。在百年校庆前夕， 2011 年高考揭榜，我校重点本科突破 600 大关，有

8 人被北大、清华录取，创造了令人惊叹的高考成绩。这是一中师生对学校的丰厚回报，

为百年校庆献上的泱泱大礼。

回首百年征程，我们将永远铭记为安丘一中的教育事业呕心沥血、无私奉献的先

贤和前辈!我们要衷心感谢长期关注和支持安丘一中发展的各级领导、各界朋友!感

谢所有对母校赤子情深、关爱备至的校友们!感谢所有曾经和正在为母校的建设和发

展甘苦备尝、矢志不渝的离退休老同志和全体教职员工!

欣逢盛世，更当奋进。面对即将开始的又一个百年，面对先贤、前辈和老师们创

立的这份基业，我们要发扬蹈厉、继往开来。新的百年，安丘一中正围绕"办老百姓

向往的理想学校"的教育追求，长风破浪，负重进取，再创辉煌。

中共安丘一中党委书记词才龙也

二0一一年八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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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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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例

一、本志系列记述安丘市第一中学历史沿革的资料性著述。旨在通过客观真实地

记录学校的百年曲折历程，再现其历史和现实面貌，展示其优秀的精神、传统和丰硕

的办学成果，以使代代承传弘扬、发扬光大。 坚持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

力求思想性、科学性和资料性的统一。

二、记述内容的时间断限，上起 1911 年，下迄 2011 年 7 月。

三、全书分三编 。 第一编记述清末和中华民国时期，第二编记述新中国成立至改

革开放前时期，第三编记述改革开放时期。编内分章、节、目三个层次，章节横排门类，

目采用编年体。内容以文字记述为主，辅以图表、照片、摘录、附录。

四、卷末设《人物》和《大事记)) 0 <<人物》分传略和简介((大事记》采用编年体。

五、纪年方法，晚清时期采用帝王年号，夹注公元纪锅中华民国时期采用民国纪年，

夹注公元纪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采用公元纪年。

六、本志各章、节有相对独立性，之间又有相互联系的特点，所记内容个别之处

难免有重复，但所陈述角度不同，力求做到"事可现，文不重出"。

七、本志所用资料来源于各级档案馆、文史资料及当事人和知情人等。

一·圃·一安A市第-中学宵年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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