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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月如歌(代序)
——纪念绥德中学建校50周年

宋桂嘉

1955年的夏末秋初，结束了小学启蒙教育的我，扛着铺

盖卷，走进了新建的绥德城郊大理河北岸的绥德中学，有幸

成了本校首届初中戊班一名学生。在这依山傍水的校园

里，日出而学，日入而息，经冬历夏，寒窗6年。1961年夏末

秋初，我又有幸以绥中首届高中毕业生、高考录取者的身

份，跨进了西北大学校门。

绥中6年，对我而言，刻骨铭心，没齿难忘。从各位老

师的释疑解惑、言传身教中，我不仅学到了许多有用的科学

文化知识，提升了自身的文明程度，更懂得了做人、做一个

好人的道理。高中一年级时，即1959年初，学校党组织还

接收我入了党，为我的人生之旅指明了方向。总之．是绥德

中学为我濡染了生命的底色，对我以后长期的持身做人，从

业敬业，奋斗前进，都产生了积极影响。

今年是绥中创建50周年，我隐约从记忆中剪裁出一些

片断，联缀成文，作为小小礼物，献给母校，以示祝贺!

珍惜岁月 孜孜以求搞好学习
‘

大凡一个单位或一项事业，在开创之初，往往条件不完

备，困难一大堆。但因为众心齐，人气旺，大家迎难而上，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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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业如日东升，充满希望。

新建的绥德中学，也正是这样书写自身的开创篇。

当时，学校教育资源奇缺，师资力量不足，基础设施简

陋，只有一排窑洞，两幢大房隔成的6间教室；没有操场，不

通电，晚上宿舍点的是墨水瓶煤油灯。至于伙食，自然很

差，一天两顿粗粮稀饭，没有遮风避雨的餐厅，吃饭时大家

都端着碗，在院子随便择地而蹴。这时候你听，整个饭声奏

起了“吱——溜、吱——溜”喝稀饭的交响曲。过了一两年，
随着学校的发展，伙食有了喜人的改善——一周可以吃上

一次到两次蒸馍，每人一个，约有半斤。

生活是艰苦的，而师生们的心气是旺盛高昂的。学校

领导成员，都是新官到任，与大家同甘共苦，工作尽心竭力，

不辱使命；来自本地和关中的教师们，也都不畏艰苦，跃跃

欲试，走上讲台；至于同学们，都是来自绥米佳吴等县贫家

子弟，年龄普遍大一点，比较懂事和自觉，深感比起多数人

落考，自己要幸运得多。大家倍加珍惜来之不易的机遇，心

无旁骛，思想单纯，求知欲望如饥似渴。这样，学校自上而

下，心想一处，目标一致，教师诲人不倦，学生孜孜以求，尊

师爱生，教学相长，蔚然成风。每天紧张的学习结束后，同

学们放松自己，自发地吹拉弹唱，打球散步，自娱自乐，各尽

其兴。整个学校呈现出一片蓬勃朝气，似有“黄河之滨，集

合着一群⋯⋯”那么一点味道。为了不耽误学习，外县的同

学，一年里只有寒暑假才回家；绥德城里的同学，除了个别

有自行车的，也都住在学校。三年困难时期，天灾人祸，粮

食匮乏，饥饿的乌云笼罩全国上下。有不少国家干部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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饿得撑不住，便弃职回家当农民去了。绥中的同学，饥饿也

饥饿，大家仍然求学读书不动摇。有不少同学，开学时从家

里带来糠炒面(主体成份是糠)，大灶吃不饱，回到宿舍“开

小灶”：拧上半碗糠炒面，优待一番肠胃。当上课铃一响，又

欢马脱兔般跑进教室。

我的智商，在班上不拔尖也不垫底。学数理化有些爬

坡感，对文科兴趣浓，爱学习，不怯火。自己的作文写得比

较好，多次有短诗歌见诸地县小报，在校内有点小小名气。

因为我又是学生会学习委员，几年来一直负责办两块黑板

报，定夺组稿、编稿、用稿的事。我后来在省上党报党刊社

当总编，并获得高级编辑职称，也许是从这里起根发苗的。

我对学文科比较自觉，初三以后，内心规划了个“三步

曲”——高中期间，逐渐凸显文科；毕业报考，首选开设中文

专业的大学；走向社会，争取搞文化工作或者向文学创作道

路跋涉。为实现梦想，我坚持低调作人，不喜声张，只干不

说，一步一个脚印。

1957年暑假，我到西安看望我三哥三嫂。一天，跟着三

哥逛大街，好奇地观赏大世面。忽听身后有汽车鸣笛而来，

我扭头一看，呀!一辆天蓝色大卡车车厢上，印有4个金黄

色的大字：西北大学(字，粗壮、大气、醒目)。对于一个中学

生来说，这该有多大的诱惑力啊!它使我眼睛一亮，心情亢

奋，惊羡不已!当下就情绪化地决定：我宋桂嘉，高中毕业，

就给西大考!不用说，这无疑为我在绥中学习又添了一股

动力。

做梦容易圆梦难。谁料考西大的决心，几乎变成了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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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悲剧性的幻想：不幸发生在高中一年级的时候，即1959

年春季。一天下午，我正在东操场东头练习准备参赛的体

育项目，突然横祸当头，空中飞来个铁饼，端端砸在我头上。

我当即倒地，鼻孔出血，不醒人事。在一片惊恐慌乱中，老

师同学们七脚八手用架子车把我火速送到县医院抢救。过

了两天，我才醒过来，直觉得头部、脖项、胸前很疼，说话困

难，语音模糊。自己都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怎么住在医院?

班上陪护的同学告诉我：是一个高个子、麻子脸的学生，当

时正在操场甩铁饼，是他不小心把你打倒的。经过医护人

员精心治疗，月余天气就出了院。命是保住了，却留下了脑

震荡后遗症，经常头疼，思维力、记忆力受到损伤。大夫说，

出院后还不能上课，继续休养一段时间再看。这次不幸事

情的发生，不但给我报考西大的愿望蒙上了一层阴影，连眼

前这书还能否读下去，自己心里凄楚又茫然。好在教师同

学们都安慰我，鼓励我，要我坚定信心，注意休养，会好的。

后来，我终于走出了阴影，逐渐融入了正常的紧张的学习生

活，继续用知识的砖瓦，构建心中的大厦。

1961年高考前的两三个月，是学新温故的攻坚阶段。

每天除上课外，我总要端上一盆凉水，带上复习材料，独自

坐在校园一棵大树下翻阅呀，作题呀，背诵呀，思索呀，恨不

得把老师们讲授的知识，都条分缕析装进心房，以备用时左

右逢源，随手取出。复习得头昏脑闷了，就把头朝水盆里一

塞，清清脑子提提神。放松片刻，休息一会，继续复习。

付出有回报，播种得收获。这年9月初，我这个绥德中

学首届高中毕业生，怀着感激母校、感激老师、感激大理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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畔那山水田园树木花草的一腔深情，走进了西北大学的校

门。西安街头曾经赫然醒目的那4个大字，已浓缩成校徽

戴在了我的胸前。据后来所知，绥中高61级参加高考的我

班同学，有60％被录取到交大、西工大、西大、哈工大、陕师

大、西安美院等一批院校。

人常说，心想事成。此话有理，但欠辩证。欲成一事，

必先心想，想细想深想全，想到利弊想出招数，凡事预则立

嘛。然而最关键、最具决定性的．是心想之后的坚忍不拔、

矢志追求、攻克难关、步步取胜的行动。没有如此之行动．

心想得再多再美，也无济于事。正如一伟人所说：一步实际

行动，胜过一打纲领。

参加劳动磨练意志提升精神

在绥中上学期间，我们参加校内外劳动特别多。

首先是建校劳动多。前文说过，学校初建时，连一些必

备的基础设施都没有。比如说操场，每天各班只好在紧靠

大理河畔的公路上上早操，大队人马跑动，简易公路被踢踏

得尘土飞扬。好在当时极少看到有汽车往来，不会对学生

的安全构成危险。

富有吃苦耐劳、自力更生精神的陕北人民及其后辈们，

自然不会在困难面前低头。我清楚记得，当时的教导主任

李庆春，口才甚佳，讲话妙语连珠，富有感染力、鼓动性。他

动员同学们说：没有操场怎么办?我们一不指望天上往下

掉，二不伸手向政府要，得靠我们大家的双手干一个出来。

同学们要坚信．只要动手，没有就会变有!于是，每周各班

根据安排，轮流参加修操场，铁锨、镢头、独轮推车以及当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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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先进的工具架子车，每天下午都派上了用武之地。风

华正茂的青春男女在一起干活，永远不会是沉闷的。工地

上，生龙活虎，有张有弛，有说有笑。有的同学推着土车，还

哼着《柳堡的故事》插曲；有的同学边说着女同学不爱听的

笑话，因为稍稍有点“酸味”；还有的同学一本正经，当众发

誓：操场修好后，本人决心第一个跑它100圈，美美的享受

享受!⋯⋯工程在大家说笑声中迅速推进，两三个月后，西

操场修好了，又平整又宽畅，并陆续立起了篮球架，拉上了

排球网，栽上了单双杠，竖起了高高的拔绳拔杆架。新操场

成了既可进行各种文体娱乐活动的理想之地，又是学校召

开师生大会的“阳光礼堂”。

以后，随着一届接一届新生的到校，有更多的同学参与

劳动，在开辟东操场和建教室、盖礼堂、箍窑洞等等的建校

劳动中，大家承担了许多辅助性外围性的繁重任务。我们

可以无愧地说：我们是绥中校园扩展、条件改善、事业发展

的亲身体验者和历史见证人。我们在自己的学校学习、生

活、成长，胸中常常涌动着强烈的主人翁意识，对母校别有

一份深情和爱戴!

其次，校外义务劳动也挺多，尤其是在“总路线、大跃

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遮天覆地的那几年里。记得当时的

教育方针强调，学校必须坚持教育与生产劳动想结合，加之

当时全国上下头脑发热，运动、热潮接踵而来，裹挟在潮流

中的学校，组织师生频繁地参加各种生产劳动，自然是顺势

必行的事了。我们在二郎山上修过梯田，在雕阴山上种过

核桃，为子洲陵植过树，给县粮库晒过粮，为地委操场盖楼
．6．



抬过土，去白家沟附近修过公路，还帮助学校周围生产队抗

旱、防冻、收秋、翻地等等。至于什么打麻雀运动、大炼钢铁

运动、种高产卫星田、开展勤工俭学，一些班级则停课出动，

不少同学中断学习参加。记得1958年秋开学不久，按县上

要求，绥中专门组织一批男同学，随钢铁大军开赴子洲县的

偏僻山沟，安营下寨，开挖铁矿石，我也参与了这次艰苦的

劳动。开始时，大家不认识铁矿石，盲目地挥动镐头乱找乱

挖；经内行人指点，并看了他拿的样品石．心中有谱了。为

了不辜负“钢铁战士”的光荣称号，我们这些精兵强将，都舍

着命干。双臂抡圆，镐头闪电般落地，钢石相击，火星飞溅，

双手发麻，而顽固的岩石上，只留下小小一片白印。挥汗如

雨干上一天。战果实在让人兴奋不起来。几天下来，不少同

学双手打起一个个血泡，我也一样，镐把子手握处都染红

了。教导主任梁登责代表学校，专程来看望绥中的同学。

他要我伸出双手，看到血已渗透了多层纱布，他脸上表情凝

重，紧咬腮帮，微微摇了摇头，一句话也没有说，以无声的沉

默，表达一种心情。这以后，我们又干了一段时间，便凯旋

而归了。“凯旋”什么，据说这次人马浩浩荡荡去予洲开矿

炼铁，劳民伤财，得不偿失。炼出的铁圪塔，最后当垃圾遗

弃路边，把所有费用计入成本，一斤废铁的代价，高得令闻

者咋舌!真是头脑越热，水平越低，结局越糟。这是大炼钢

铁运动留给我们的沉重教训。 ．

有一年暑假，我们班有部分同学抽去韭园沟修梯田。

清晨，太阳未露脸，同学们就上了山，铁镢头此起彼落。“脚

蒸暑土气，背灼炎天光”，“炎气拥为衣上火，汗光流出腹中
·7。



汤”用古人的诗句，描述同学们在烈日酷暑下干活的情景，

一点都不为过。傍晚太阳落山了，大家才收工返村，到临时

办得灶上吃饭。每天要干上lO个小时，而一天呢，人均斤

二两粗粮，分做成三顿稀饭，没有任何副食可言。开饭时一

人掌勺，众人排队，打上一碗边吃边走，赶快续到人尾，如此

循环几次，方可灌饱肚子。后来发现山野长有苦菜，就欣喜

地拔上一两筐，下到锅里，使碗里主食副食全有了，筷子搅

动也有了捞头。在韭园沟，大家一口气干了18天，虽说有

筋骨之累，肠胃之亏，皮肤晒黑的付出，可是当看到整座山

层层梯田萦绕而上，想到韭园沟将是“泥不下山，水不出沟”

的美景，那种成就感、欣慰感油然而生!

在那个年代，学生频繁参加各种生产劳动，有扰乱教学

秩序、影响教育质量的一面，也有使学生磨炼意志、陶冶情

感、提升精神境界的一面。在弥补学生单纯在课本里成长

的缺陷，劳动有其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青年学生，在读书

之余，再适当经受一番艰苦劳动的洗礼，他们以后的人生、

事业，必将壮美如画，靓丽如虹!

追踪先行继往开来更上层楼

欣逢母校50华诞，我不禁又回想起当年培养教育我们

的各位老师，是他们充满深情地为我们心里播撒了文明、智

慧的种子；是他们充满希望地用双手将自己的学生或是扶

上高等学府，或是输送给祖国最需要人才的地方。

我不能忘记贺登选校长。这不仅是在我入党前夕，他

代表组织找我谈话，使我领悟到“共产党员”的称号，对我的

人生意味着什么的内涵。最主要的是，他党性强，有魄力，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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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稳、平和、务实，为绥中创建和早期发展，倾注了太多的心

血，作出了重要贡献。“文革”开始不久，我在西安听说他是

榆林地区第一个被造反揪出并打倒的“黑帮”分子，罪行是

推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我感到惊讶，我心存疑惑，我表示

同情，我为之不平!后来被平反的事实证明，他和天下所有

的好人一样，有缺点，没有罪过，是时代犯了大错误!惋惜

的是，他早已作古去了冥府，我深深怀念这位富有开拓精神

的绥中创建者!

我同样不能忘记教导主任周景烈。他学养有素，具有

中国传统知识分子或学者的儒雅风度。他积极辅佐校长治

理学校，管理教学，悉心育才。他的古文功底厚实，行文大

气流畅，为我们高中班代语文课，讲课颇受同学赞赏。一次

做作文，我破例试着写了一组诗歌，惴惴不安交给了他，心

想：同学们从没有以诗歌形式写作文，说不定周主任会打下

来让我重写。没料到，他用蘸着红墨水的毛笔，在本子上批

了大半张，全是肯定的话。那语气笔迹的流畅，折射出他当

时心情的舒畅。这件事让我感动不已，成为我内心珍藏的

美好记忆。不久，周主任还以“和宋桂嘉同学”为题，写了一

首古体诗，“发表”在学校教师办的墙报上，又一次使我受到

鼓舞、激动。周主任就是这般关爱、培养他的一届又一届的

学生。

还有好些教师我常想起他们，如我们初中时的班主任

杨国梁老师，和蔼、善良、待人亲切。他讲汉语课细心又耐

心，循循善诱，没见过他横眉立眼批评过学生。再如周鸿逵

老师、王海波老师、陈万德老师、冯瑞贞老师、廖治中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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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中立老师、徐其森老师等等他们都有共同的热爱学生的

真情，忠诚教育事业的美德，又各有自己的授课特点和语言

风格。同学们如田里的禾苗，都沐浴过来自他们襟怀的春

风雨露。

当年的老师们，都早已或调走退休而离开了学校。他

们带走的是满腹的感慨，满怀的欣慰，如歌的岁月，如银的

白发。而留下的则是对学校未来的殷切希望，热切期待!

英才辈出，后来居上。绥德中学没有辜负开创时期众

多先行者的期望。以后一届又一届的校领导班子，继往开

来，更上一层楼，为绥中校史续写了璀璨夺目的新篇章。最

有代表性的，当数今天吴忠宝校长为首的年轻有为的领导

班子——他们高举真理的大旗，凝聚全校师生的精神力量，

与时俱进，求实创新，大力培植良好的校风、教风、学风，不

断推动绥德中学规模在扩大，实力在增强，教学质量在提

高，名望在远播，进而晋升为省级文明校园、省级重点中学。

母校绥中，进入了创建以来的最好时期，并将一定会走向更

辉煌的未来!

今日之绥中，是黄土高原挺拔伟岸的一棵大树。半世

纪来，一直枝繁叶茂，郁郁葱葱，硕果累累!

今日之绥中，是一篇50年前开笔，将来也没有结尾的

洋洋长文。它内容新美，激情涌动，文采飞扬，令世人赏心

悦目!

今日之绥中，正追随时代，铿锵崛起，成为黄土高原重

要的人才摇篮之一。50年来，数万名黄土地儿女，源源走出

校门，走向五湖四海，为振兴中华、富强祖国而贡献着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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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智!

在迎接、庆祝绥中50华诞之际，我为母校献上四句话：

沐E1月之景光，得山水之灵妙，毓才俊之新人，创华夏之名

校!



序 言(二)

雷达

绥德中学创建于1955年，迄今已整整50年头。欣闻

学校决定举行建校50周年庆典活动，并整理编撰出版《绥

德中学校志》，以记述学校创业和发展历程，总结办学经验

及教训，为学校再度腾飞而努力，甚为高兴。吴忠宝校长邀

我为序，盛情难却，姑妄言之。

绥德中学是我的母校。我于1965年秋考入绥德中学，

就读初中。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使母校同全国各

类学校一样，遭受了一场空前的浩劫。但是，即使是在那么

艰难的情况下，母校的教师们依然默默地用自己的爱心，引

导学子们求知、做人。1977年高考制度的恢复，迎来了教育

的第二春天。特别是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尊师重教的氛

围逐步形成，教育被国家列为奠基工程，绥德中学也由此恢

复青春，走上了蓬勃发展的道路。

进入新世纪，绥德中学的发展更是引人注目。其教育

管理、师资队伍、教育质量、教学设备、校园建设、后勤服务

诸方面都给我留下极深的印象，堪称一流的学校。2001年

获榆林市示范高中称号，2003年步入陕西省重点高中行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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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获得省级文明校园称号。绥德中学目前已成为一所

办学规模大、教学质量高，学生满意，家长放心，社会认可的

名校。高考本科上线率连续四年名列全市前茅，周边各县

学生慕名而来。绥德中学就像一棵挺拔伟岸的大树，屹立

在黄土高原；又像一颗璀璨的明珠，闪耀在大理河畔。我们

为母校的骄人成绩引以为荣．深感自豪。

50年来，绥德中学的历届领导励精图治，开拓创新；全

体教职工团结拼搏，无私奉献，认真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努

力提高办学质量，为国家培养了大批合格人才，桃李满天

下。目前绥德中学毕业的学生遍布全国各地，乃至美、法、

日、东南亚等国家和地区。有许多人成为专家学者、党政领

导、各界名流。随着科技发展，信息教育的实施，教学改革

和创新的空间愈来愈大，教育发展与时俱进。我相信在上

级党委、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在社会各界和历届校友的大力

支持下，在绥德中学全体教职工共同努力下，绥德中学的明

天一定会更美好，学校确定的创办国家级文明校园和省级

示范高中的目标一定能实现!

捧起这本沉甸甸的凝聚几代人拼搏心血的《绥德中学

校志》，能不感怀?岁月如歌，绥德中学是我永恒的记忆；大

路飞虹，绥德中学是我永远的祝福!每每思之，感慨万千，

言不尽意，权代为序。诗日：孔祥山下理水旁，绥德中学正

辉煌。莘莘学子今何在，桃李四海吐芳香。

谨祝母校更上一层楼，再创新辉煌。

二oo五年九月．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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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志始于1955年3月筹建学校，止于2005年教师

节，记述绥德中学50年之发展历程。

二、本志设概述、教学管理、思想教育、教学工作、教师、

学生、文体卫生、总务后勤、保卫工作、人物、纪事、附录等12

章，采用章节目的结构形式，横排竖写，力求横不断项，竖不

断线。由于1966～1973年资料缺少，只好略记。

三、本志体裁有记、传、志、图、表、录等，一录用语体文

记述，力求语言准确、简洁、朴实、流畅。

四、本志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宁缺勿滥，寓褒贬于记

事之中。

五、本志纪年用阿拉伯数字，阴历月日用汉字，阳历月

日用阿拉伯数字，五十年代、六十年、七十年代即指二十世

纪，不另注明。计量单位，一般按现在的法定计量单位记

述，特殊者按当时的习惯记述，并予以注明。

六、本志对本校的校长(革委会主任)、支部书记和部分

副校长、副书记予以简介，副校长、革委会副主任、副书记、

工会主席、教导主任、总务主任、教研室主任、政教处主任、

学生会、团委负责人等列表记述，本校教职员工录其名，

1999年后考入重点大学的学生录其名，本校部分校友或录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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