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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登，古称东安。历史悠久，人文荟萃。诸如许敬宗、许远、施肩吾、凌准、

罗隐、杜棱、方廉等先贤，名载史册，流传千古；陈义、周廷儒、周廷冲、罗

化千、徐玉兰等近代涌现的学者名流，更是蜚声海内外。山清水秀，风光旖旎，

曾使白居易、杜荀鹤、苏东坡、晁补之、刘伯温、徐霞客、李渔等骚人墨客留下

了他们的足迹和不朽的墨宝。

新登中学诞生在这块历史文化积蕴深厚的土地上，素有“古城学府"之称，

而今建校已六十周年了。

60年风雨，60年沧桑，这是一段艰苦创业的曲折历程。

1941年冬，烽火弥漫。新登简师诞生于碧沼寺。为避战乱，曾先后迁徙至

昌化赤石镇、万市五风郎家、湘主福光寺等地。1948年初，定址于圣园学宫。其

间，尽管条件艰苦，设备简陋，但还是培养了二百余名师资人才，服务于桑梓，

为地方作出了贡献。

解放后，简师更名新登中学。随着共和国的成长，学校不断发展，为祖国各

条战线输送了大批优秀人才。

改革开放，迎来了教育的春天，学校得到迅速发展。校园面积扩大近一倍，

达7．33公顷，教学用房建筑面积达35000平方米，教职工143人，在校学生达

2100余人。经多年的努力探索，学校已建立起一整套严格、科学、行之有效的管

理制度；锻造出一支阵容整齐、业务求精、敬业尽职的教师队伍；教学质量稳步

提高，已跻身于浙江省重点中学行列。

兴国重文，盛世修志。追溯新中60年来的发展历史，总结经验教训，搞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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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规划，弥足珍贵。为此，我们查阅和搜集了大量资料，走访了部分校友及前

辈，组织力量整理编纂，历时一年，数易其稿，始得伺’梓。在此，谨对上述为编

纂新志而付出辛劳的同志，表示深切的感谫!f。

展望新世纪，前程似锦，然而任重道远。我们决心继承和发扬前辈披荆

斩棘、艰苦奋斗的光荣传统，以培养“四有”人才为目标，开拓进取，勇于

攀登，为把新中建设成一流的现代化中学、为国家输送更多的优秀人才而努力

奋斗，谱写出更新更美更辉煌的篇章!

凌国柱

2001年8月 ■1II{●11i{1i



三、志中所捉及的时间，一律采用公元纪年。同一年发生的事，在前文已表

述的情况下，使用“是年"或“当年”、“次年”等词语。地名，以现行地名为准。

历史事件中涉及的地名，则在括号内注明今地名。

四、“大事记”中的学校人事变动，只收录副校长、党支部副书记以上人事

变动情况。学校党组织、共青团组织及学生会只列首届领导人名字，以后各届只

在相关附表中表述。

五、收录志中的传I咯人物：1、公认对学校的发展贡献较大且已故者；2、校

友中的革命烈士。排列以卒年为序。

六、部分校友简介，分学生校友和教职1二校友两部分，两者均以年序排列。

．简介对象：1、曾任县、团、处级(含副职)以上领导职务者(以上人员如职务

有所变动，则以其最高职务为准)；2、获硕士以上学位者；3、副高以上职称获得

者；4、获省(厅)级以上荣誉称号者。

七、收录志中的教育教学论文及艺术类作品(篇目)，只限于作者在新中工

作期间以及从新中离退休后所获杭州市以一I-：奖级或市级以上刊物t发表的作品。

>



评职称时的合格论文、优秀论文、口头或二}‘5而交流的论文及非论文性的通讯报导、

短文、碑文书法、参展作品等未予收录。

八、部分历任教职工离校时间及所任学科因资料短缺，在相关栏目中只得留

下空白。教职工中未评定职称的，在“职称”栏目内为空白。小教级，是有关人

员在小学工作时评定的职称；后勤人员的职称分别为初级工、中级工、高级工三

在盘
Tr o

九、志中所及资料来源已在“编后记”中列举。所列数据的具体出处，不一

一载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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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江畔，依山傍水，景色宜人，不仅有“一朵莲花耸碧霄，二

“天然花园”之美称，且历史悠久，人才辈出。早在三国吴

年)就建置为县。数千年来，新登民众拓荒造田，耕读传家，

创造和发展了灿烂的古城文化。早在唐长寿中(693年)就建有县学，历代以来，

书院及学舍甚多，其中著名的有三学院、龙山课院、鳌峰书院、敬德斋、下溪

书院、会文馆、后山书舍、月和山书舍等，私塾也不少，家教尤为严谨。故科

举成绩斐然，入仕者达数百人。据有关资料记载，仅共和村罗姓一族明清两代

七品以上的朝廷命官就有50余人。祖居塔山村的许敬宗，初唐时官居弘文馆大

学士，其孙许远玄宗时官睢阳太守，东山坞村的凌准，唐德宗年间召为翰林侍

从学士，后擢升尚书都官员外郎参度支，是王侄，王叔文改革派的主要成员，其

父凌士燮是睦州著名的教谕，后迁国子监司业，曾为柳宗元之学师。宪宗朝的

进士施肩吾官居江西按察使，是中国率领民间族人开发澎湖列岛的第一人。文

坛上更是人才辈出。据考自唐至清，新登境内仅诗人就超过百位。其中杰出的

代表就是晚唐时期的罗隐。他一生著作甚丰，诗文多为愤世嫉俗之论。鲁迅先

生评说：“罗隐的《谗书》，几乎全为抗争愤激之谈。”毛泽东主席十分欣赏其诗

作，圈点评注多达90余首，赞誉日：“尖诮深刻，剥尽社会伪装。"江泽民总书

记曾在高层会议上引用其《赠夏州胡常侍》一诗中的“国计已推肝胆许，家财

不为子孙谋’’之句，勉励告诫全党要加强廉政建设，警惕腐败滋生。

悠久的历史，发达的文化，风光旖旎的自然景观，且地处水陆交通之枢纽，

吸引诗坛名家纷纷慕名前来游览。唐代的白居易、杜荀鹤、牛仙客，宋代的苏东

坡、晁补之，明代的徐霞客、王世贞，清代的李渔等，都曾涉足于斯，并有相关

遗墨诗篇传世，给新登人民留下了一笔极其宝贵的精神财富。

古城学府，源远流长。公元1903年，清王朝废科举，兴学堂，在“圣庙’’

(即今新登中学校址)设立了第一所县立高等小学堂，并相继涌现了生物学博士

陈义，中国科学院院士周廷儒、周廷冲，高级工程师吴大昌、吴大明以及著名



越剧表演艺术家徐玉兰等杰出英才。

新登学子博学进取、锲而不舍的求学精神，新登人民茹苦耐劳，尊师重教

的优良传统，以及千百年来积淀的丰富的历史文化底蕴为新登教育可持续发展

铺垫了坚实的基础。新登中学的前身“新登简师”正是在这样的历史文化背景

下，于抗战的烽火中诞生的一所新型学校。

1941年，新登、富阳、桐庐、分水四县联办初中，校址设在桐庐县横村

莪山。因新登学子多不愿去桐庐就读，是年冬，县长韩宗湘遂决定新登独办一

所县立简易师范(下称简师)，电请浙西行署委派校长。校址设在县城以南5

公里处的碧沼寺。校舍因陋就简，教室、办公室和寝室由寺内部分禅堂和僧人

宿舍改装而成。1942年1月中旬，学校计划招师训班和四年制班各一个，学生

84人(后实际招生106人)。是月下旬，浙西行署委派北大教育系毕业的乐培

文担任新登县立简师校长。乐培文到职后聘请挚友周朴农(时改名周雨亭，系

中共地下党员)为学校事务主任兼历史教员。全校教职员工12人。学校条件

虽差，却是一所崇尚“抗大"精神，具有战时体制特色的师范学校。4月上旬，

日军进窥新登前夕，校长乐培文和周雨亭等老师带领学生暂避胥口平畈普家

坞，借民宅上课。两周后，日军扫荡风声愈紧，师生又跋涉二百余里，西迁昌

化县赤石镇，至7月日军撤离新登之后方回迁新登万市五凤郎家。1943年2月，

新登局势渐趋平稳，学校遂由五凤郎家迁至湘源乡(今湘主)福光寺，规模有
。

所扩大。1944年9月，学校从福光寺迁回碧沼寺。1945年4月，县政府以时

局紧迫，财政困难为借口，停发师生口粮，学校一度被迫停课停膳，学生离校，

部分教职员自筹膳费维持生活。一个月后复课，师生的生活、学习和工作条件

更趋艰难。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加紧对简师的箝制，进步师生团结一致，不

畏艰险，通过罢膳、请愿、上街游行示威等形式取得了抗税、抗丁和抗迫害斗

争的多次胜利。1948年1月，学校迁入城内“圣庙”，即现校址。简师八年，

六易其址，生活虽艰难困苦，但始终弦歌不辍，昂然挺立，其八年来所坚持的

艰苦办学精神，及在风雨历程中形成的爱国主义传统，对新登中学的发展和创

新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949年5月4日，新登解放。同年8月，县人民政府接管新登简师，学校

改名为新登县立初级中学。从此，学校走上了新的轨道。1952年，中学领导体

制由校务委员会制改为校长制。1956年，学校更名为新登县第一初级中学，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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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建立了党支部，加强了党对学校教育的直接领导。1958年，开始招高中生一

个班，学校成为新登历史上第一次出现的完全中学。10月，新登、桐庐两县合

并，学校易名为浙江省桐庐县新登初级中学。1959年9月和1961年6月，渌渚

中小初中班和松溪初中相继并入新登中学，学校规模进一步扩大。12月，恢复

富阳县建制，新登归属富阳县，学校遂更名为浙江省新登中学。1978年9月，县

人民政府确定新中为完全中学，易名为富阳县新登中学。1994年1月富阳撤县设

市，学校更名为富阳市新登中学。1999年，通过省重点中学等级督导评估，被

认定为浙江省三级重点中学。

60年来，学校几番迁徙，数度易名，步履坎坷，历经沧桑，发展成为一所

规模较大，管理规范、设施较为完善先进，教育教学质量上乘的古城学府。至

2001年，学校占地面积达7．33公顷，校舍建筑总面积达35000平方米。全校37

个班，学生2146人，教职工143人，专任教师119人，其中高级职称教师16人，

一级教师44人。

学校创建初期，制定的校训是：“团结，战斗、勤劳、好学”。同时提出要

以“抗大”为榜样，把学校办成战时体制的新型学校，使之既是教学集体，又是

战斗集体。学校除设置知识课和专业课以外，将公民课改为政治课，讲授抗战形

势和《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改童子军课为战时军事体育课，每天早晨行军-d,

时；还新设劳动课，师生养猪种菜，既改善生活又培养劳动观念，学校充满了生

机。师生阅读进步书刊，爱国行动活跃，曾多次向反动势力进行针锋相对的斗

争。在解放战争时期，不少进步学生投笔从戎，他们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后

来的社会主义事业作出了卓有成效的贡献。

解放以后至“文革"前夕，学校办学方向发生了质的变化。为了坚决贯彻

“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

的有文化的劳动者’’的教育方针，学校制订及实施了各种相关的制度和守则。各

教研组组织教师定时学习《教育学》、《心理学》以及有关专业知识，以指导教育

教学实践。校长、教导主任和教研组长经常深入课堂调查研究，组织观摩教学，

抓典型示范，推广经验。教师“以老带新"，互相听课，探讨教改，教研活动蔚

然成风，教育教学质量明显提高，参加地区统考多次名列前茅。同时，勤工俭学

活动持续开展，成绩斐然，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得到了进一步的继承和发扬。因

此，不少兄弟学校的同行纷纷来校参观，交流经验。为了总结和升华教学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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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54年起，教师就开始撰写教学论文，其中朱银福的一篇化学论文被苏联杂

志转载，引起科教界的注意。与此同时；学校继续坚持贯彻“向工农开门’’的方

针，工农子女在学生中的比例到1965年已达95％以上。学校各项工作都很有起

色。

“文革”期间，与全国各地其它学校一样，新中的发展也受到了严重挫折，

学校领导挨斗，教师受冲击，教学设施损毁严重，教学质量明显下降。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以后，学校深入开展揭、批、查运动，彻底清

算了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罪行，恢复了党支部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1978

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学校组织全体教职员工认真学习和贯彻

党的“三中”全会精神，拨乱反正，正本清源，落实党的各项政策，充分肯定

“文革"前17年的教育工作成绩，彻底平反冤假错案。同时遵照党中央关于尊重

知识，尊重人才的指示，对教师政治上信任，工作上支持，生活上关心，极大地

调动了教职员工的积极性，为学校的全面发展揭开了新的一页。

改革开放20年，新登中学全体师生在上级领导的关怀和社会各界的大力支

持下，精神振奋，意气风发。教师们默默耕耘，用自已的心血和汗水浇灌着祖国

的花朵，学校正焕发出勃勃生机。 ：

为了使办学水平跃上一个新的台阶，学校坚持“两全”(面向全体学生、全

面提高教学质量)办学指导思想，深化教育教学内部改革，从课堂教学改革入手，

全面推进素质教育。先后启动“继续教育工程"、“中青年教师培养工程"、“名师

工程”，建成了一支作风过硬、业务求精、勇于改革、敢于创新、敬业爱岗的教

师队伍。学校坚持依法治校和以德治校相结合的原则，按章行事，强化内部管

理，向管理要质量，先后出台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规章制度，涵盖了教育教学、

道德行为、工作学习、生活纪律以及奖惩等方方面面。在管理过程中，特别重视

培养学生的主体参与意识，提高学生自我修养和自我管理的能力。近几年来，学

校为完善必修课、选修课、活动课三大课程体系进行了积极探索。课余时间，指

导老师组织学生开展科技、文化、艺术、体育、德育等活动，拓宽学生的知识

面，发展学生的个性特长，鼓励学生崇尚科学、创新进取。学校贯彻“科教兴

国”方针，走“科教兴校"之路。请进来，走出去，扩大视野，营造教科研氛

围。从1990年到2001年7月，学校已汇编教师论文集5部，从多方面反映了学

校的教育教学成果。学校十分重视学生德育教育。经过长期摸索，学校确定以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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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四有"人才为目标，以“爱国、爱家、爱校"为主线，以理想信念教育为

核心，以丰富多彩的校园文化建设为依托，以劳动教育、行为规范教育为基础，

以课堂教学为主渠道，开展“中学生思想品德培养”教育实验，逐步形成了自

已的特色。2001年1月9日，《光明日报》发表了以《千教万教教会做人》为题

的新登中学德育教育纪实署名文章，用翔实的事例生动地记叙了新登中学德育

教育的成功经验。

基于学校不断发展的趋势，学校重视办学硬件建设。立足现状，着眼未来，

多方筹措资金，先后建成了教学大楼、实验大楼、办公大楼、综合大楼、综合

餐厅、单身宿舍楼、学生公寓、田径场、圣园碑林，并添置了大量的图书和现

代化的仪器设备，使学生的学习、生活条件和活动空间，教师的福利待遇和住

宿条件都得到了极大的改善。2001年，又在校园北侧征地3．33公顷，筹建现代

化的运动中心，内有400米标准田径运动场、体艺馆、游泳馆，使学校的配套建

筑设施更加完备。

新登中学办学条件的改观，促进了教育教学质量的稳步提高，因而在历年

的高考、中考、会考、学科竞赛以及教科研等方面都取得了可喜的成果。学校

先后多次获得浙江省、杭州市、富阳市的先进集体、文明单位或单项先进的荣

誉称号。“团结、务实"的校训，勤奋刻苦的学风，开拓创新的时代精神，过硬

的质量以及幽雅的环境，强烈地吸引着杭城等外地学生慕名来校就读，也吸引

着市内外兄弟学校的同行前来参观交流，赢得了社会的广泛赞誉。

新登中学建校60年来，索以校风良好、教风严谨、学风端正著称。由于新

登人民的尊师重教，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历届师生的艰苦奋斗，新中这所诞

生于古刹禅堂仅有两个班级的学校，如今已成为令新登人民自豪，能培育一流

英才的“古城学府”。

60年间，新登中学先后培养了1．5万余名初高中毕业生，校友遍及海内外，

涌现了大批英才名流。近20年来，取得硕士以上学位和副教授以上高级职称的

就达300余人。而更多扎根基层的校友，则以超越自我的博大胸怀，用自已的智

慧和知识改天换地，为建设家园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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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事 记

1 941年

冬，新登县政府着手筹建新登县立简易师范学校(下称简师)。校址定在县

城以南5公里处的碧沼寺。

1 942年

1月，由周廷化(国民党新登县县党部书记长)先后两次主持召开招生委

，员会会议，决定简师招收一个班，录取新生49名，备取生10名；并招师训班学

、，生35名。出席会议的成员有钟继善、罗国华、陈锡周、徐裕谋。

同月，乐培文受浙西行署委派到新登任简师校长。乐到职后聘请挚友周雨

亭(中共地下党员)任学校事务主任，即着手进行开学工作。

2月，由乐培文校长呈报、经县长韩宗湘批准，启用“新登县立简易师范

学校钤记"印章。

制定校训：“团结、战斗、勤劳、好学"。

3月，浙西行署委派的教导主任汤绍铮(国民党员)欲在学校中发展国民

党员，遭到乐培文校长婉言拒绝。乐培文与周雨亭努力做好汤的团结工作，使

个别顽固分子陷于孤立。

4月初，浙西行署来电，令新登县政府报送乐培文资历证件转呈省教育厅

正式核委。新登县政府遂照此办理。

4月上旬，日军流窜新登前夕，校长乐培文等带领师生暂避胥口平畈普家

坞，两周后又跋涉二百余里，西迁昌化县赤石镇继续上课。

5月24日，浙西《民族日报》第四版刊登了新登县立简师遭敌窜扰安全转

移的简讯。

6月，省教育厅将新登县立简师列入全省10个师范区的第一师范区。

6月28日，周廷化主持召开新登简师基金保管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并筹募

了部分校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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