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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版前言

再版前言

．《呼兰_中校志》于=芝002年出版发行之后，受到有关领导、校友和专家

的好评：?可称上乘”，“堪为佳志”。为了践行“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推进

先进文化建设，使校志臻于完善，我们认为，随着形势的发展，《呼兰一中校

志》有必要续写再版，在内容上一是拓展，二是补遗。。‘

众所周知，2004年对呼兰人民和呼兰一中师生来说是不平凡的一

年。这一年，呼兰撤县建区，呼兰一中迎来九十周年校庆。呼兰，自1913年

(民国2年)撤府改县之后，已度过了90多个春秋。今天在改革开放的新形

势下，融入了哈尔滨大都会，给呼兰人民带来了福祉，为呼兰的大发展开辟

了广阔的前景，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呼兰一中九十周年校庆时逢学校实现

跨越式发展，展现一派新面貌，取得新成就的时候，这一历史性巨变，无疑

具有里程碑的意义。作为域情、校情的重要载体——《呼兰一中校志》，就要

理所当然地、不失时机地把这样的大事记述下来。为此，我们将原校志从下

限的2000年延至2004年，凡此间的大事要略，特别是对创建“省级示范性

高中”学校所提出的办学理念、、规划实施以及师生扬长竞进等情况作了全

面表述，以期使校志成为～域文献之宝库，充分发挥资政、教化、存史之功

能。此为拓展。

’所谓补遗，就是原出版的校志，我们感到还有缺漏，比如，建国后历任

校长的照片，当时因故未能纳入，现在就应予以补充。九十周年校庆期间，

解放战争时期的老校友在参观“校史馆”时，满怀深情地在他们的恩师、老

校长李首春照片前摄影留念。此前的2003年9月，建国后首任呼兰一中校

长李抗老师出版一部自传体著述《沦桑岁月》(30万字)。在扉页上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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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谨把这本小书敬献给几十年来给我启蒙、帮助、教益的友人师长，以及在

1947年到1953年期间，和我一起在原松江省行知师范、省一中(呼兰一

中)和兆麟中学等校工作的师生、职工和朋友们!”半个多世纪已过去了，可

是他们那种师生情、同志情依然还是那么炽热，这使我们很受感动。“校长

是一个学校的灵魂”。想当年，他们曾率领师生艰苦奋斗，勇往直前，为呼兰

一中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今天补照人志，永存青史，意义非凡，也借此

表达我们对革命前驱的敬意。
‘

_、

史学家说过：“历史乃生活之教师。’’’我们要铭记历史，珍惜今天，开创

未来。相信《呼兰一中校志》的再版，会给呼兰～中广大师生和社会各界人

士提供精神动力，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为中华民族崛起、建设呼兰强区、

创建龙江名校做出应有的贡献。

李国华

2005年12月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序一 ·3·

序一

《呼兰县第一中学校志》于1997‘年4月在姜福生校长倡导下

开始编纂j在方方面面的支持下，经过编写人员的辛勤耕耘，不懈

努力，于1999年2月编就了志稿。、志稿上限起自创校的1914年

(民国3年)，下限断至1997年。

我于1999年2月接任校长时，适逢世纪之交。为了完整全面

地回顾呼兰一中20世纪的兴衰演变历程，展望21世纪的发展前

景，今年91月学校决定在原志稿的基础上’，再进一步完善、修订和

续写《校志》。下限时间延至．2000年。 。

呼兰，是旧黑龙江省开发最早的五城之一，呼兰二中也是创

办最早的县立中学。从建校至2000年已度过了86个春秋，经历

过新旧4个不同J的历史年代(时期)，走过曲折的发展道路。解放

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领导下，在全

县人民的支持下，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经过全校教

职工的辛勤努力，l学校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现在的呼兰县第一

中学已经成为本县具有重要影响的哈尔滨市重点高级中学。

呼兰一中是我青年时代学习生活过的母校，自然情深意笃，

但我对学校的历史知之不多。这也难怪，据说70年代末80年代

初，关于呼兰一中建立的准确时间尚无定论，这是历史留下来的

缺憾。《呼兰一中校志》的编纂和出版填补了呼兰一中素无专业志



的空白，揭开了扑朔迷离的面纱，从而使呼兰一中的历史和现状

得到了全面的展示，这无疑是做了卜项“承前启后，继往开来；服

务当代，有益后代的千秋大业”，意义是深远的。 ．

： 《呼兰一中校志》的编纂，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

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首重政治质量。全书14章，46节，35万字。史料翔实，既记述了

成就与经验，也记述了挫折与教训。文风质朴，图文并茂，融思想

性、资料性、知识性于一体，有鲜明的时代精神和自身的特点。、

《呼兰一中校志》不仅是了解呼兰教育的“窗口”，研究近、现代教

育史可资借鉴的资料，而且也是爱国主义教育、革命传统教育的

生动教材。它必将对振兴呼兰、推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

明建设发挥应有的作用。

21世纪为呼兰一中开辟了广阔的发展前景，“科教兴国”的

宏图大略增强了我们无限的信心和力量。呼兰_中作为重点中

学肩负着培养造就适应新时代要求；具有较高素质人才的伟大

历史使命。呼兰一中全体师生要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认真

实践“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沿着党的十六大指引的方向，与时

俱进，开拓创新，为呼兰一中谱写新的篇章做出更大的贡献。

彭俊和

2002年1 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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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二

、一九九四年呼兰一中八十年校庆时，学校就决定编纂一部校

志≯经过编写人员近两年的辛勤努力，今天终于如愿已偿。．这是

呼兰一：中发展史上一件大事。．

．‘、八十多年来，呼兰一呻经历了新旧两个社会，经历了革命和

建设的不同时期，道路是曲折的，变化是巨大的。古人云：“以铜

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

失”。认真回顾走过的道路，认真总结经验教训，不但有助于自身

的发展，而且也会有重要的借鉴意义。这是“功在当代，利在千

秋”之举。因此，编志的消息一经传出．，立即得到了有识之士和众

爹校友的热情支持。大家从天南地北、四面八方提供史料，沟通

信息，寄予厚望。可以说，校志的编就，是众心合力之结晶。

‘，全志以鲜明的观点，准确翔实的史料，多角度、多层次地记述

了呼兰j中创校迄今八十多年来兴衰演变的历史和现状，揭示出

教书育人的基本规律，着重记述了新中国建立后，特别是中共十

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颇多兴革与建树。第一章为历史沿革，着重

记述呼兰一中创校始末、发展轨迹以及光荣革命传统，从宏观上

勾勒出学校事业曲折发展的大体轮廓。第二章至第四章为机构

设置、领导管理和学制，记述了学校组织沿革、管理体制及校务管

理之大事要略，反映了不同历史时期学校教育的历史功能。第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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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至第九章为教学、德育、体育卫生、学生社团活动和招生考试，，

从不同侧面记述了对新旧社会教育宗旨和教育方针的贯彻实施’，

揭示了培养造就人才的不同目的和规格。第十章和第十一章为

人才输送和校友；·用大量篇幅记载了金榜录，尤以浓墨重彩记述

了众多校友在各条战线上卓然有1成．的业绩‘，一为?后来人树立了榜

样。第十；章为教师，记述了教师队伍的发展和为人师表的风

范，可塔看到教师造就人才i推进学校事业发展所起到的非凡作

用。第十三章为学校建设i记述了’校舍迁移变化；’教学设备的不

断完善，特别是对捐资助学‘、改善育人环境：功在人民的义举详为

记载，以彰贤德。第十四章为人物传略，记述了呼兰一冲一些知

名师友的生平事迹，以缅怀前贤，启迪后人。 一 +’· 、．

编纂者以严谨的治学态度，强烈的历史责任感，本着“定体则

无，大体应有”的理念，晓继承了长期历史演变形成的志体，又适

应社会发展进程，作了不少创新的尝试j’诸如，因事设篇j不为常

例；以事系人，由人及事；史志结合，志随史出+；横向联系，优势比

较，以及释疑解惑，多方考证等等。凡此种种j构成了本志独特的

个性。读来使人感到文笔恣肆，格调宽松，间或富有动感，让后人

看到了先人的足迹，增强了志书的可读性。、 。’

．一卷在手，充盈腹笥。。我想，广大校友j师长和学子以及各界

人士，阅读本志，必将对呼兰一中历史全貌有个深入全面的了解，

进而增进热爱家乡、热爱母(本)校、尊师重教的感情，激发奋勉向

上、锐意改革、科教兴国的宏图大志。因此《呼兰县第一中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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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的出版，必将发挥“资治、教化、存史j’的功能，产生深远的影

响。为此，谨向修志同，志以及在修志工作上给予大力支持的师

友、各界人士表示诚挚的感谢!‘+’

历史发展到今天，正处在世纪之交。四化大业，方兴未艾；百

年大计，教育为本。这就给学校教育提出了更高的要求j呼兰县

第_中学肩负着这个历史使命j广大师生要高举邓小平理论的

伟大旗帜，全面贯彻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新时期的教育方针，继承

光荣传统，弘扬优良校风，再创历史辉煌b．

‘姜福生

1998年12月



凡例

凡。例

一、本志上限始于1914年，(民国3年)创校，执行的政令有时

涉及到1912年(民国元年)，下限断在2004年。

二、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

重要思想为指导，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

三、本志按照横分竖写、事以类从的方法编纂，力求完善。全

志设三级结构，分14章、47节、35目。

四、人物生不立传，记事、表录不在此限。

五、本志以文字记载为主，辅以图、表、照片；历史年代一律使

用公元纪年，民国、东北沦陷时期用括号夹注传统纪年；某些名称

首次使用全称后，多用简称。

六、本志采用语体文，但引文、附录中的文言采用原文。所用

资料凡重要者或引文多注明出处，生僻词语、典故、略语、重要事

件的历史背景均作注释。

七、本志之尾列附录，其中大事年表采用编年体和记事本末

体相结合的体裁。其他内容多属有重要史料价值而未列入或未完

全列入正志的资料。

八、本志第一章“历史沿革”之第一、二节，纵述了学校的创立

和历史发展概况，故志首以“概况”替代了“概述”。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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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鲁台长刘炳彝

“天道酬勘”

校园模型



琢校门(1991—2003

厚办岱揍(1981—2003





喜庚人民共和国诞生．呼兰

中教职员秧歌队街头演出

949101)

首届党支部戚日．中排左二为校

长兼书记聿抗左二自教师鲁庭珍后排

左=寿教师唐伯仁(1950)

青年团教职自支部(1955) 学生套全体委＆(1957)

i951年5月每加抗美援朝

^东北军区卫棱同学留影，前第

=排为学枝领导与教师

1950年9月首批每加抗美援朝

^东北军区通讯学校同学留彩



A十年校庆建同后第一任校长

李抗宜市校庆大会开幕
。，龆耋嚣篙嚣；：￡蓑；臻；
二)等观看校庆师生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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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审J l：=

呼兰一中1944年毕业校友．我国著#中匿药专家．北京医院瑞东耱碌痛中西

医结旨研沿中心i旺匡师教授讲究生}师聿文瑞．对母靛九十华诞献贯耐

》羚
呜务糠中≥n人专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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