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斗转星移，沧桑巨变，七十年弹指一挥间。綦江中学从历史中走

来——
说不尽七十年风云际会，民主与科学扎根校园；道不完七十年创业

守成，旧貌换新颜。喜看桃李遍天下，春色满校园。如今的綦江中学

已称得上春华秋实了：园林式单位、卫生工作先进集体、德育先进学

校、文明礼仪示范学校、体育传统项目学校、文明单位。一步留一个

脚印，一步上一级台阶——辛勤园丁汇聚成这前进的意志和力量，芬芳

桃李绽开这灿烂的业绩和辉煌!

古人盛世修史。1997年，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

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重庆市升为直辖市，国家的改

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向纵深推进。朋友们，昨天已成为历史，忘记历

史就意味着背叛；今天就在手中，放过机遇它就不会再来；明天并不

遥远，发展是它最好的注解。我们组织编写这本校志的目的，就是要

对全校师生员工进行校史教育和爱国爱校教育，展示建校七十年来取

得的教育成果，介绍广大校友的辉煌成就，从而争得广大校友和社会

各界对我校发展的进一步关注和支持。

也许，当年的一声再见模糊了母校的容颜，如今的一声召唤勾起您

对昨日校园生活的眷恋。綦河岸边，川黔路旁，是我们熟悉而陌生的

校园。拳拳先辈爱，绵绵校友意，莘莘学子情，融汇成母校新生的脉

搏，让我们共同企盼母校在新世纪的辉煌。

王朝荣

一九九七年六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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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学校的建立和发展

第一节学校的建立

綦江中学位于綦江古剑山麓，背靠川黔公路，两面环水，绿树成荫，花卉满园，环境优

美，风景宜人，是綦江县的园林式单位，是重庆市重点中学中，校园最美的学校之一。綦江

中学的前身是綦江。中学堂”，由赴日考察教育归来的屈荪坞(一说屈厚荃)、张华廷、田

斗寅、伍}睿祥等发起，联络热心教育的人士，并得到县政府杨睛霄等支持，于清宣统二年

(1910年)成立。校址在县城内，中街考棚(今中山路小学)，校长屈荪坞。宣统三年(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停办。

民国十五年(1926年)北伐虽开始，由于帝国主义、封建军阀破坏革命，时局混乱。四

川仍存军防制度。民国十六年(1927年)，孙一中受四J『f防军二十一军军长刘湘委任回綦

江任教育局长，乃柬邀全县教育界人士集议，决定创办中学，立即向刘湘呈请，得到川康督

办秘书长刘鸿业之助，得以批准。孙一中任校长，校名。綦江中学校。校址中街考棚(今中

山路小学)，即于是年招生一个班。至此，綦江中学在。中学堂。的基础上于1927年正式成

立。民国十七年(1928年)春，孙一中奉调任川康督办公署政务视察员，由黄晴初继任校

长。黄校长垫支三百余元办学一年，因经费缺乏，招生困难停办。

民国十九年(1930年)綦江县长吴国义呈上峰批准，在綦江县立第一小学内，附设初中

男生一个班，次年再招收男生一个班，由该小学校长田斗寅兼管。这两个班就是綦江中学的

第一、二班。据綦江县立第一小学校长田斗寅在<日知杂录)中说：民国十九年(1930年)

谈上述初中班时，县里。推余长校”，故田斗寅为这一时期綦江中学校长。后又因经费困

难，再度停办。

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孙一中又奉刘湘之令，再任綦江中学校校长，改校名为。綦

江县立初级中学校。。是年，又招收男生一个班，为綦中第三班，此时，全校共三个班，学

生90人，教职员11人。

第二节 三、四十年代綦中缩影

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春，许仁接掌学校，呈请教育厅’增设女生部，男女分部设

置，分别编班授课。当年招收男生中七班，女生中一班。是时，始制定校歌和校旗。民国三

十六年(1947年)，吴克家校长应各方之需要，呈准增设高中班，改校名为‘綦江县立中

学。，其时高中男女生共五十余人。全校学生除上正课外，初步开展了球类、越野、演讲、

生产、壁报、歌咏等课外活动。高中校舍建成后，用余屋一间陈列书报，供师生阅读。解放

前夕，全校高初中共15个班，学生566人，其中高中三个班121人，初中十二个班，445人，

教职员62人。建校至解放，初中男生办到第三十班，毕业二十四个班约千人，初中女生办到

第二十班，毕业十四个班，近三百人。

綦中在建校至1949年的二十多年间，由于国民党反动统治的腐败，日本帝国主义的疯

狂侵略，办学条件极其困难，学校发展缓慢。

首先，生源不足，教学质量差。各区乡高小毕业生，需经县会考合格，方能报考綦中，

但合格学生实在太少，如石角乡。第二高小第八班，毕业三十六人，考入綦中人只4人。永丰

·】 ·



乡大寺高小，也只6人升入綦中。加之学费昂贵，因此，年年招生不足。三十年代，初中课

表排有十--17课，常因教员缺额，数、理、化、英语等课不能开出，学生成绩浅现崎形，文

科较好，数、理、化、英语差。教员水平也参差不齐，国文教师王心纯(又名王濂)、陈莲

知、周绍溪，英文教邱钟圣，数学教师刘利伪，史地教师薛子正(又名薛孤帆)等的教学颇

受学生欢迎。但是，通过县党部、县政府某些官员私人关系来校任教的南郭先生也不乏其
人。因此，参加重庆毕业会考，綦中常居末位，．升入高一级学校的人数不多。

． 其次，校舍破烂，设备简陋。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四月，因避日机轰炸，学校奉令

、由中街考棚迁往离县城六十华里的永新镇张家沟，后又迁至南山坪庆云庄和桂馨庄，再后迁

县城内城隍庙和城郊连城庄。从中街考棚迁出后的几处校舍皆租赁民房充用。流离数载后，

于1947年，才有欧家湾(今綦江师范)固定校址。并制定了校i；iI。持身以义，对人以诚，治

学以恒，立事以勤”。在欧家湾修建了木架瓦盖平房和草房充作校舍。男生部设在县卫生院

用过的破落院子，女生上课，食、宿都在草房。草房光线不好，地面潮湿，晚上，几十个人

聚在一盏电石灯下上自习。校长吴克家的宿舍和教师的饭堂都在同一幢草房内，只有高中部

设在木架瓦盖平房。图书、仪器几乎没有，上音乐课只有一架破旧的风琴。

第三，教师待遇低，生活苦。抗战期阐，地处陪都近郊的綦江，纸币贬值，物价上涨十

分突出，严重影响教师生活。以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在校任事务主任兼上语文课的黄资

训老师收入为例，即可证明。黄老师月薪纸币一百四十元，加尊师米，供膳米、共计折合一

百七十元。若马上将钱换米可得五斗左右，若过El纸币值贬，就所得无几。教师不仅待遇

低，而且年年都有●六腊之争。。每到暑假的六月和寒假的腊月，教师都要再受聘，不能受

聘，就失业。六月和腊月教师们到处请人帮助，希望得一席教员薪俸以养家糊口。

第三节建立共产党支部，开展抗El救亡斗争

1938年秋，中共川东特委派夏奇峰(又名夏经权，解放后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建材部规划

院党委书记等职)任綦江特支书记，李冰沽(又名陈毅乔，解放后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科研所党委书记等职)，任组织委员，危昭文任宣传委员(危离綦后，由任綦江县政府督学

的邓后炎同志继任宣传委员)。其时李冰洁受聘任綦江中学女生部主任，夏奇峰受聘任綦江

中学教师。因此，綦江县特支设在綦江中学。1939年4月，特支改为县委，夏奇峰任县委书

记，李冰洁任组织部长。在夏、李二老师直接领导下，綦江中学发展了三十多名党员。多数

为七、八、九三个班的学生，特别是九班学生最多。男生党员有王永祯、陶旭，周开全(又

名周晴晖)、郭宗品、黎学良、周时轮、胡启霖、龙成有、王珏、赵柏青、陈泮春、、余洛

耆、余海宣、郭金灿、黎应林、舒代荣、蔡仁风、陶正明、侯文明、万太模、李吉庆、黄

群、曹汝伦、陈世昌等。女生党员有刘静贞、钟永芳，伍慎修、李树棋、熊典容、邓后仪、

李鸿德、孙士惠、曹成芸、彭降芬等。1938年秋，中共綦江中学男生支部和女生支部成立。

男生支部第一任书记是王永祯，女生支部第一任书记是刘静贞。夏奇峰、李冰洁二同志是綦

江中学党组织的铹建人。为了提高党员的觉悟，增强党性，动员党员更好的领导抗日救亡斗

争，1939年暑假，夏、李二老师代表县委在东溪开办了党员训练班，我校陶旭、周开全，郭

宗品、王永祯、刘静贞等参加了学习，返校后，坚持在白色恐怖下同敌人进行斗争。

綦江中学是一所富有爱国主义精神和光荣革命传统的学校。抗战一爆发，綦中即成为綦

江地区宣传抗El，积极支前的中心。许仁校长在地下党员薛子正(又名薛孤帆)的帮助下，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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