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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巴蜀中学校校史〉 序

功业八秩 文脉制承

卢晓钟

"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

得失" 。 校史，是一所学校发展变迁的见证，是一所学校借往察今的镜鉴，

是一所学校通往辉煌明天的奠基 。

2013年，屹立于两江湖头的巴蜀中学将迎来她八十周岁的华诞 。 这所为

重庆乃至全国输送了 大批杰出人才的名校已在一代代勤勤恳恳的园丁的辛

勤耕耘中书写了八十年的历史 。 八十年里，我们的文化得以传承，人文得

以彰显，教育得以发展，都离不开基础教育的默默奉献 。 值此巴蜀中学沉

淀撰史之际，欣闻盛事，受邀作序，畅然为之 。

军路蓝缕，创业维艰 o 20世纪30年代的重庆，在整个时代大背景的裹挟

中负重向前 。 巴国渝都，生灵涂炭，狼藉到处，伤痕成片 。 当时，重庆的

教育水平相当低下，老百姓处在物质、精神双重匮乏的肇始之初 。 教育教

固，成为那个时代一些有识之士的梦想 o 旅居渝州的王攒绪将军毕生受教

育恩惠，颇感唯有振兴教育，方能救民水火，开化万端 O 于是他毅然决然

地做出了"投笔从戎，兴教救国"的决定 。 尔后江苏省著名教育家周勘成

先生受民主人士黄炎培先生力荐，赶赴重庆，涉事兴教，为当时阴在中的

渝中半岛投出了一丝光亮 。 功在千秋，光耀后人 。 正是这一 束星光，和、少

成多，汇成星河，至今仍照耀着巴蜀大地这片热土上的辈辈学子启智求具，

造福社会 。

柿凤沐雨 ， 守业更难。建校之初的巴蜀，受赠国府主席林森亲题"成绩

斐然 "的牌匾 。 然而，与风生水起的阶段性办学成果相伴的绝不是无虞的坦

途 。 抗战时期日寇的频袭，建国初期的百废待举，动荡年代的曲折前行……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无一不为巴蜀的前行加上了沉重的负担 。 "守业更比创业难" 。 周恩来先生在

巴蜀操场的演讲;邓小平"只许办好"的批示;改革开放后政策的支持…

都为 一代代任重道远的巴蜀人增添了前行的勇气 。 巴蜀人，在蜿蜒曲折的路

途上 ，迎难而上 。 她的目标 ， 永远指向巅峰所在的方向 。

文脉相承，继往开来 o 80年厚重历史的积淀，不是轻描淡写的过眼云

烟 。 这 80年的功业需要凝结多少人的智慧 、 汗水 、 辛劳甚至是血泪与生命

啊"千顷波浪兼天涌，雄吞双江入胸中 。 "巴蜀 ， 始终声然从容地凝视着

嘉陵长江，坐看八十年沧桑变幻，波起浪溅，潮落潮涌 。

不管曾历经多少荆棘与坎坷，不管曾铸造多少辉煌与成就，也不管前途

等待的是迷茫或光亮 。 当清晨的朝霞洒满渝州半岛，我们仍旧可以清晰地

看 到 那坚挺着的"公正诚朴"的脊梁 ，正 以经风历雨的从容与青春正茂的

神采迎接崭新的朝阳 !

j飞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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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蜀中学·第一耻933 - 1950年

1933~1950 年
BASHU SECONDARY SCHOOL 3 

重庆己蜀学校迄今己有八十年

历史，是社会各界历来公认的中华

名校之 o 已蜀学校的销办，在当

时是摄应了社会发展的需要，更寄

托着创办人王绩绪先生"教育教国"

的理想。从 1933 年创办，到 1950

年底西南军政委员会接办，己蜀学

校属私立性质，共计十八年 O 这段

时期，中国经历了多年战乱和重大

社会变革，在教育家属勘成先生和

一大批优秀教师的共同努力下，己

蜀学校发展成为集幼稚园、小学、

初中、高中完整基黯教育体系前完

全学校，并积极筹备建立己蜀文商

学院，其办学成绩享誉西南，驰名

全国 η

已写学校秉承"公正诫补"的校

剖，创设"手脑并用"的教育目标、

"儿童本位"的教育原则及"教养兼

施"的教育模式，是中国现代教育理

2 

论在西南地区的成功实践典范，为国

家为社会培养了数以千计各界精英，

造就了无数称菜 O 用勘成先生是己蜀

学校这一时期的校长，为这所学校的

刽设和发展付出了他一生最大的智慧

和心血。他所具有的先进教育理念和

富有创新的教育实践，使巳蜀学校迅

速成为名枝，为巴蜀学校的继续发展

奠定了坚实基础 O 己蜀学校成功的新

教育理论实践，至今仍产生深远影

响，在其后各个时期创造的辉煌中，

依族闪烁着己蜀学校早期教育理念的

尤芒。

本篇将己蜀学校 1933 年至 1950

年坷的历史分为三章予以记叙:第

一章"创设初期成绩斐然"

(1933.2一1937.7) ;第二章"国难时

期琅苦办学 (1937.8-1945.9) ; 

第二章"复员时期恢复发展"

( 1945.10-1950.1匀。



@巳蜀中学·第篇1933 -阴0年

令。。
{创设初期成绩斐然】

1933年2月---1937年7月
BASHUSECONDARYSCHOOL : 

1933年2月至 1937年7月，是巴 实践很快赢得社会各界普遍关注，

蜀学校初创阶段，周国成校长将这 取得实际办学成效。 1936年8月更扩

一时期称为巳蜀学校的"极盛时 大境摸，添办初中 O 这个时期， Ô

期"。这个时期又可分为两个阶段: 蜀学校的办学成绩得到政府教育行

一是筹备阶段，一是初能防段。 政部门的高度评价，国民政府主席

巴蜀学校的筹备长达三年多， 林森亲自颁赐"成绩斐然"的匾牌。

为己蜀学校创立后的发展打下了坚

实的思想基础、人才基础和组织基

础 o 1929年，创办人王攒绪先生筹

各创建己蜀幼在园，购买园址，修

建园舍 1932年8月聘请周黯成先生

来校捏任校长，发表《巳蜀宣言} , 

向社会公开招聘教员:经过七个月

的周密准备， 1933年2月 12 日正式开

课。

初创阶段，则从 1933年2月正式

开学到 1937年 7月抗战爆发前共四

年。巳蜀学校确定了"子脑并用"

教育目标、 "儿童本住"教育原则

和"教养兼施"教育模式，其教育

3 

第一节 出资出 11 筹建新国

1929年底，王绩绪先生筹备创

办巳蜀幼稚园。它的产生顾应了社

会历史发展的客现要求，也寄托着

创办人王绩绪先生"教育救国"的

理想。

1931 年 9 月 14 日，重庆《新蜀

报》刊载消 d息"巴蜀幼稚园校舍

行将竣工，来春即可招生 J' 内称，

"此间王治易师长，鉴于本市贫苦儿

童，苦无读书祝会，以致基本教育

失掉，将来难成良民 O 特为救济贫

苦儿童失学，辅助社会教育计，始



⑤巳蜀中学·第一如何3- 阴0年

购置新市场 18址张家花园地方，全才

办巳蜀幼稚园 O 新建吕舍行将竣工，

大约春来器可招生"。这是重庆蝶体

第一次关于巴蜀幼稚园的正式报道。

一、 JI国应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

1929年的重庆，面临历史发展

的机遇。 2月 15 日，中央挝准重庆设

立省辖市，重庆的基础设施建设和

社会事业自此有了较大推进。设市

前后的几年间，重庆大力修建新市

区，扩建马路，城区的自来水、电

灯、公共汽车等基础设施陆续开始

建设 O 但是，地处西南一隅的重庆

教育卫生文化事业，仍远远落后于

沿海地区。社会发展的不平衡，令

社会有识之士担忧。

据统计， 1929年重庆市仅有公

立学校五所，学生 1270人，其余则

为私立学校。不仅远远落后于江苏、

新江等教育先进地区，连满足百姓

子弟读书的需要都不行。 1929年重

庆市政府成立之后，重庆市区在国

民政府教育部、四川省教育厅的有

关文件指示下，小学教育和中学教

育有了发展的转机。重庆一拉有识

之士呼吁重视基础教育，并先后投

身到创办私立教育事业中来 C 幼稚

教育是整个教育系统的基础，幼雄

4 

教育落后，必然影咱小学教育、中

学教育、大学教育的进震。

1929年3月在重庆市召开的二十

一军教育会第六次会议上，会员马

若兰恳请实行大学院令，即"于各

地普设于教幼稚园，并指定专款为

基金，令各地女子师莲附设幼程师

莲班等"。提案到会立即引起讨论并

获得支持。于是，却j期通令"根据

第六次教育会议决案，各县教育局

自行筹款，岳各县女校及幼稚师范

班拟具办法，各局长一体遵照办

理"。此项命令要求政府出面兴办幼

稚教育。

1929年3耳，国民党第三次全昌

代表大会决议，厉行义务教育，限

2却O年内"使全~雪学龄儿童都受西年

之义务敦育

方案予以撞行 O 同年，国民政府教

育部颁布《私立学校规程} ，鼓励支

持私人办学 O 自此，全国各地私立

学校兴办发展极为迅速 o 1929年 10

月 12 日，重庆大学在菜自坝杨家花

园创办并正式行课，刘湘担任校长:

国年，四川省立女子初级职￥111学校

在重庆通运门内后宫街开办;卢作

孚先生创办私立兼善中学，校址在

北暗平民公园内 1929年冬天，王



⑤巳蜀中学·第一篇1933 -附年

攒绪先生购买张家花园创办巳蜀幼

稚园。据统计， 1929年仅市区的 19

所普通中学中，有 11所为私立，占

69% 。

二、寄托创办人"教育救国"

的理想

己主号学校的创立，不仅)1要应社

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要求，也寄托了

创办人王攒绪先生"教育救国"的

理想 G

王绩绪 (1885-1960) ，字治

易，号屋园居士 o 1885年农历五月

初九出生在四川省西充县观音乡大

蹂磋村 O 王璜绪曾受业于举人，后

考取秀才。 1906年赴省参加乡试途

中，拾遇新军在J'员庆府(今南充)

招考学生，乃投笔从戎，从此投身

行伍。

1906年，王璜绪考入四川陆军

速或学堂，就学于炮科 1908年毕

业后在新军第十七镇第三十三混成

协担任见习排长，历任连长、营长，

驻扎或者在西校场 1910年参加保路

同志军，投身辛亥革命;四20年兼

任永宁道) 11 离道尹 1924年兼任成

都市政督办 1926年任国民革命军

第21军第五贿师长， 1928年9月改任

第二婷师长，驻扎重庆 1931 年兼

5 

任四 )I[ 盐运使 1932年任)(IJ湘部北

路恙指挥、第三路J总指挥，助刘据

统~ 1m)1I; 1935年 10月任国民革命

军第44军军长。抗战期悔，于 1938

年 1月任第29集团军总司令， 11'号年 5

月兼任四川省政府主席;后曾率部

参加武汉会战、黯枣会战、枣宜会

战、湖滨战役、鄂西会战 1944年

改任第九战区爵司令长宫，并参与

常德会战、长衡会战等重大战役:

1945 年 2月语任陪都卫戍总司令 G

1936年 2月国民政府授予陆军中将

衔， 1940年 5月，加任陆军上将衔。

1945年当选为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

表大会中央执行委员， 1948年当选

第一届国民代表大会代表。 1947年5

月任居民政清军事委员会武汉行营

副主任， 1948年8月任重庆绥靖公署

副主任， 1949年6月任西南军政长官

公署副长官 o 1949年 12月 14 日在成

都起义，后任)1[西人民博物馆馆长、

四川省人民政府参事室参事。 1960

年因病在成都去世，享年75岁。

1929年8月 613 ，有重庆媒体报

道"王璜绪近来对军事态度消极，

而有出洋考察建设之意见"。王绩结

先生向记者说目前救国之道，

首在裁兵，其次开垦边地，兴吕实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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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普及国民教育，此为现在当务

之急图者 C "他又说教育之根

本，全在幼稚时代之教育为基础，

然以我因而论，迄未本l1t京期实施，

故余决心辞去军职，专赴各国，考

察幼稚教育状况，如管理法、教育

法、保姆养成法等等，逐一详结研

究，挥他 E 归国，能取他人之所长，

补我之所拙，kÁ从事我国国民基礁

教育之工作。"

时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师那长的

王绩绪为什么要辞去军职投身教育?

王绩绪写给对涌军长的辞职书，回

答了这个问题。辞职书原文如下:

重庆军长刘钧鉴，窃职厨身戎

武，智力交瘁，言公言私，皆无所

谓，既干国之未能，复治身之乏术，

追惟往事，良用疚心。辛亥革命，

方幸旧物光复，洪宪i寸平，复应帝

国绝迹，从l1t永无器据恶习，然月3

遂我拐腹，游学敌辨10 乃国事屡变，

吃元宁吕，川省内争，因之益烈，

率子弟以攻父母，激元弟雨为寇喊:

域乡荼毒之楼，宾豆梧煎之酷，频

年耳不忍阁。加以苛捐杂税，层出

不穷，募兵拉夫，壮丁凡尽，百物

为之昂贵，人工因而飞涨;百丑千

疮，万事废弛，学校等于虚设，政

6 

治己人麻醉，有消耗而无生产，觅

军队不觅人民，人人痛恨军阀，学

生挺而走险 O 故……乘我弱点，骋

其野JL' ，以买吾国学子，以为前驱

雨作奴，于是……，流毒环宇，空

穴来风，实由万恶军阀造成。去岁

北伐成功，国府统一，以为民国倒

底，民庆来苏。今乃浙桂交哄，朱

缕陈兵，直鲁之风烟四起，滇黔之

战云密布 O 吾)11 正以兵多为患，民

不聊生，内再重灾，外向国事，此

其时矣。深信钧座苦心，提y币东下，

安内攘外，以 }I费舆情。孰意川人鼠

目，长于内争，时至不行，徒残同

类，大难方长，伊于胡底，谁实为

之，至于此极。夫血战终身，虽军

人方尽职责，然非争国防与外交，

牺牲者究何所为，长此屠刀在子，

自杀宁有已时?故全国多一军人，

即全国添一乱机 ， j 11 军多一退伍，

即) 11 境增一良民。费绪不丰，误入

军籍，当此军阀末路，忍再作茧自

缉?年遍不惑，时弗再来，觉悟嫌

迟，改过宜勇，曾经迭次陈情，因

防移迁f茧，未蒙钩座鉴察。殊知Bt

潮起伏，川省特多，侯河之清，事

不可能。今部队已改编就绪，保用

允称得人，且近接结载，游刃匪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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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第二师师长职，拟恳以副师长

潘文华升任，所遗副师长职，拟恳

以参谋长王士升任 O 停职暂缸{子肩，

游学欧美，此 E 鸿飞虽远，仍在覆

载之中，他日虎帐需人，再作涓埃

之报，是否有当，伏按要裁幅屯

悻拥，不知所云 O 职王绩绪叩灰 O

(原载 1929年5月 18 日重庆《大中华

臼摄})

玉绩绪发表辞瑕信，公开表达

他辞去军职拟投身教育挽救E家的

理想;商王璜绪先生教育救国理想

的形成，与他的出身和经历是分不

开的 O

王绩绪的父亲是当地一名中医，

母亲王陈氏，中年生下王续绪，在

弟兄中排行第三 c 其父因病去世较

旱，遗下孤儿寡母又去难度日，母亲

和王绩绪的两个哥哥下地劳动， {旦

竖持{共王绩绪读书学习 G 王续绪曾

受~T举人，后考取秀才 O 他一生

爱好三件事:书法、绝律及收藏，

1926年曾加入海上亭云书画社，是

早期成员之一 O

玉绩绪的家乡四川西充县，是

一个物质极度匮乏的地方，素被称

作"菩国"十年九旱即在丰

年，富民无尽食自米之家，贫者更

7 

数月不得自米一食"。但是，这里的

百姓却世代崇尚"有书不读世代愚"

的{言条，县人以办学养士为荣，士

子以教书育人为荣，宫吏以撮兴诗

文为荣 O "崇教尚学"成为当地百

姓的社会心理。王绩绪先生不仅深

受家乡信条的感染，雨旦他本人就

是因为读书而改变了个人命运，走

上了不同于他的乡人、先人的生活

道路。其家乡西充县评价王攒绪是

"出身贫寒，发奋读书，终成大器的

近代西充读书人的杰出代表"。

王续绪先生一生有许多事迹被

载入史册，如率军出川抗战，浴血

疆场，是具有高度民族气质的拉日

将领 O 创办巴蜀学校、巴蜀学校西

充分校，改变地方落后教育，造蝠

百姓后代，培养无数英才。 1935年

力主中央军人川， .í是成四 JII 与全国

统一 O 在兼任成都市政督办和四川

省政府主席期间，大力推行新政，

改革税制以减轻百姓负担，公开财

政并严厉惩治贪官污吏，不拘一格

起用新人，口碑流传至今o 1947年5

月，远抵制内战而拒绝担任首都

(南京)卫戍司令部总司令职务。

1949年 12月组织维护成都治安秩序

促成成都和平解放，使人民生命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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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免遭涂炭。建国后，值将毕生收

藏捐献自家，保存了一大数人类钝

秀文化遗产。而创办巳蜀学校，尤

其为世人所称道。

在创办巴蜀学校之前，王绩绪

先生曾有过倡导教育和兴办学校的

经历。 1920年王绩绪兼任永宁道 JII

离道尹，曾会同卢作孚在泸州兴办

过雪罢教育学校，部办了民俗教育

馆、图书馆、体育场等民众教育设

施，还资助学生到敌那留学。 1925

年至 1928年王绩绪驻守资中崩离，

亦曾办学兴教。

王续绪首先在资中重龙山下设

立了一所县立小学，聘请受过新式

教育的知识分子前往任教;又将东

门外的农业学校改为职业学校，在

学校内附设民生工厂，学生半工半

读，使贫家子弟都能入学。 1926年，

佳摄请省政府将资州中学堂升格为

"四 JII省立第六中学聘请周能洋

担任校长。这所中学聘请北京大学、

北京挥范大学、中央大学的教授，

以及美、英、日等归国留学生担任

教员，还到上海购买了大量物理、

化学、生物等图书以及教学仪器 O

"四川省立第六中学"主要招收资

中、内江、并研、仁寿、资阳等五

8 

县的学生，为当地培养了无数优秀

人才，如范长江、曹获秋(当年用

名曹聪〉、廖昂等均为该校早期学

生 O 与此同时，王璜绪将资中"劝

学所"改为"教育局统一管理全

县公、私立学校 O 又将县政府前面

的ï!!î仓库让出来，创办"通俗图书

馆

年、民众的喜爱，留F甚佳口碑。

王绩绪先生在《己蜀宣言》中

说"不容讳言的，我国文化思想

没有激进的缘故，教育没有长足的

进步 O 更不必讳言的，已蜀因为地

理上的关系，在教育没有长足进步

的我国里，不能站在最前线上 o 可

以说，创办已蜀学校是王绩绪先生

一直致力于教育救国理想的延续。

他创办巳蜀学校的目的，就是要改

进落后的地方教育，希望通过办教

育挽救国家改变命运 O

当时，王续绪先生的辞职报告

未获刘拥军长批准，但对其决心投

身教育的举动，刘湖给予了理解和

支持 o 1929年冬，王绩绪开始实跑

创办E蜀幼在园的计划，文自油军长

第一个出资捐助巴鸯幼程国修建国

舍(即"黯院勺，并向国民政府举

荐并经财政部 1931 年5月 4 日任命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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绩绪兼任图片|盐运使，以为挠留 C

三、购买张家花园修建园舍

1929年底，王维奇结以自万银元

购买张家花园，作为巳蜀幼稚园自

址。张家花园位于遥远门外观音岩

下，占地约 100公顷，是逊清时的园

林 O 主人原姓张，故名张家花园 C

民国初年卖给重庆"德生楼"钱庄

的老板魏竭萃，易名"怡园

般人仍称张家花园 O 魏翔主曾捐过

知县，署理湖花巴东，后来担任过

重庆离会会长，办过红十字医院，

在重庆颇有名气。当时，张家花园

周围都是坟山， {亘园内竹木丛生，

有亭有靡，时有游人来此散步游玩。

曾有人著文描述张家花园的境况说:

"域中袭马少年，迭色征歌，时来园

中，饮酒博弈，流连荒忘，夜以继

日，国主人坐擅其手IJ黯己，毫无功

德可以称述，这就是张家花园的真

面吕。"

1927年重庆成为特别市，$区

开始逐步扩大，兴建马路，将通运

门外自明清时代留下的四十三万余

座荒家通通铲削平除，将其辟为新

市区，到 1928年市区范围较原旧城

这扩展约一倍。三个主要扩展的区

域，一是长江沿岸由南纪门向上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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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展到菜园坝、黄沙溪、爵公岩一

带;二是嘉陵江沿岸向上扩展到大

溪沟、牛角沱、李子坝、化龙桥一

带;三是在通运门、七星岗向西扩

最到两路口、浮图关。 1929年2月 15

日，重庆正式设为省辖市，又继续

扩展城区范苗。

在这几年市区扩展的路工期间，

由于交通不便，张家花园的游人减

少，园内显得分外冷落 C 张家花园

内有一座小洋房，名春晖堂，园主

人魏翔:7R偶尔来此小住，因其搬到

乡下去居住，此时也朽败了 O 张家

花园由于无人照管，园内花木屑零，

蔓草丛生，逐渐荒芜废弃。 1929年

冬天，经人介绍，王璜绪买下张家

花园，并开始巳蜀幼稚园园舍惨建。

1930年秋，巴蜀幼在园园舍陆

续开工建设，当年年底落成的是:XIJ

湖捐建的"湘院"这是巳蜀学校的

第一痊教学设施。 1931年9月，幼稚

园又新建成了膳堂、厨房等国舍，

E蜀幼稚园配套设施基本完善O

已蜀幼稚园在建设期间，得到

重庆市政府的支持指院"背后

坡地地势倾斜西附近的居民牧

猪放牛，遗矢撒尿，污水交流，秽

臭囚塞，对于学校卫生大有妨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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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己蜀幼稚园向重庆市政府请

求，将校园背后的坡地划归巴蜀幼

稚园，以便统一规划建设。经过实

地勘测，重庆市政府同意将该地划

给巴蜀幼在园管辖，后来由巳蜀幼

程园将其改造成为园林。

此外，王续绪先生在修建园舍

的同时，沿张家花园平街还修建了

八座西式民房，形成围墙令幼稚园

与外界隔开，以保安全C 这八座西

式民房均为独立院落，专门用以出

租，所得租押金，全部作为巴蜀幼

稚园开办后的常年经费 O 王绩结为

新建的西式民房分别取名"菁屋"、

"表盟"、 "朴冒"、 "接园

园\ "宜园"、 "亮园"、 "怡国"

并亲自题写了园名 o 菁表"、 "接

朴"均取自《诗经>>'" "菁表"为

《诗经·小雅·菁菁者表》篇的简称，

旧时引用"菁表"典故，皆喻教育

人才 o 接朴"知是《诗经·大程》

的篇名，意谓用人有方，人才众多。

四、约集社会人士共襄盛举

王绩绪创办巳蜀幼稚园的举动

不仅得到刘潮军长的支持和捐助，

一批社会有识之士亦纷纷襄昂，王

费结遂将他们纳入发起人组织，共

三十三人，他们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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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缕绪潘f中三唐子晋

蓝绍f吕范绍增李鑫五

魏翔翠吴受彤甘典菱

曾子唯博友周石体兀

陈怀先赵资生 曾禹娜

汪云松温少鹤张茂芹

康忌如周宜甫李奎安

王兰辑孙树培黄兀责

汤子敬魏瑛珊魏rJrJ琳

魏寿查魏昌琦魏昌琳

陈肥生连式之连雅各

在这三十三人中，有当时的重

庆市市长潘文华(潘拧兰) ，第→邢

部长唐式遵(唐子晋) ，第三师副婶

长范绍增;有商界人士汪云拴、温

少鹤、张茂芹、康心妇、周宜甫、

李奎安，傅友周;还有张家花国原

主人魏翔主及其子女魏瑛珊、魏丽

琳、魏寿宣、魏吕琦、魏吕琳。

发起人组织后因改5年巳蜀小学

校而自动解散，其中部分人员成为

巴蜀小学校董事会成员 O

第二节汇票英才始发《重言》

巴蜀幼稚园计划于 1932年春开

始招收儿童人园，困苦于没有聘请

到理想的校长而迟迟没有开学。董

事长王绩绪通过卢作孚、黄炎培先



⑤巳蜀中学·第一篇1如~蹄。年

生引荐，从江苏省礼聘周前成先生

入1月，主E任己蜀学校校长。周勘成

校长为巴蜀学校带来了先进的教育

理念起成功的新教育实践;巴蜀学

校也因为周勘成校长的到来，成为

西南地区实随现代新教育的重要窗

口 G

1932年8月，周冒主成校长到达重

茨并立即技人筹备巳蜀小学建校工

作。经过七个多月的瑕苦努力，完

成了巴蜀学校教育思想、教育人才、

教育组织的准备，奠定坚实的巴蜀

学校办学基础 C

筹备阶段的主要工作包括三大

事项，其一是发表了《巴蜀宣言:} , 

其二是公开缸聘教师，其三是研究

确定巴蜀学校教育吕标和教育原则 σ

一、周前成校长入)11

1.卢作孚、黄炎培推荐校长

巴蜀幼在国于 1932年春筹备就

绪，准备于2月开始招收儿童人学。

1932年 1月 18 日，重庆《新民报》刊

登浩息二十一军王治易师长对

于教育事业素极热心赞助，去年为

救济贫苦失学儿童创办之己蜀幼稚

固，建修校舍动工己久，现即将落

成，内部设施颇为完善 O 同王员己

定本年三丹内开学，并免收学生之

11 

书杂等费用J' 由于张家花E草地处偏

僻，且交通不蟹，更主要的是所物

色的校长均不符合王绩绪办学的理

葱，幼手在冒迟迟没有开学 O 于是，

王绩绪找到卢作孚先生，请他在教

育历来先进的江苏省聘请一位专家

来执掌巴墨学校。

卢作孚先生曾与王绩绪多次共

事， 1920年玉绩绪兼任永宁道}II南

道尹时，卢作孚先生担任永宁道教

育科长，在)11南推行通俗教育活动;

1924年王任成都市政督办时，卢的

办了成都民众教育馆;后来又国在

划指手下共事 O 更重要的是，他们

都有改进地方教育的共同嚣望，是

志同道合的朋友 O 己蜀学校创设后，

卢在孚先生先后出任巳蜀小学董事

会董事、巳蜀初级中学董事会董事、

巴蜀文商学院董事会董事，是巴蜀

学校发展过程中始终如一的参与者

和组织者，为己蜀学校的建立和发

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应该说，聘请

周前或先生执掌巳蜀学校，为当年

落后闭塞的重庆引入了江苏等沿海

省市的先进教育理念:雨聘请周前

成先生人) 11 ，也是卢作孚先生实现

他在重庆推行"现代化建设"理想

的步骤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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