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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松林

剑阁中学，已有70年的历史了。适逢建校70周年之际，我们编纂《剑阁中

学校志》，意在通鉴过去，资治未来。

《剑阁中学校志》，采录了大量的资料，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

作为指导思想，按方志体例，详实地录下剑阁中学的建立、发展全过程。本志分

章、节、目，书言道事，横排竖写，总纳30余万言，是一部可供借鉴的资料性地方

事业史丛书。

70年来，剑阁中学经历着两个不同社会。民国时期，政府腐败，学校被地方

势力支撑着。他们凭藉学校，争山头，插旗幡，使得学校倾扎在派性斗争之中，

曾因地方把头争当校长，闹得喋喋不休，使之学校停课。再加日寇侵华，校无宁

日矣。1949年冬，国民党溃军进校践蹋，学校又被迫关门停课。

新中国成立后，1950年3月，欣然恢复了学校。从此，剑阁中学在中国共产

党剑阁县委员会和县人民政府的直接领导下，几十年来，认真贯彻了党的教育

方针，不断地改善办学条件，使剑阁中学在正确的道路上得到全面地发展和提

高。虽曾一度在“左”的路线指导下，也遭受到不同程度的挫折；但在十一届三

中全会后，经过拨乱反正，剑阁中学的广大教师在新的形势下，争着祖鞭，很快

就赢得新的胜利!

纵观剑阁中学的历史，是一部光辉灿烂的历史。

民国时期的初中规模：蕞尔小区，人员辐辏，初招2个班，130名生员。1940

年改为春、秋招生，每季招班1个，生员50人。到1949年，共招收22个班，生员

505人。

新中国的50年中，除“文革”4年停课，共招初中155个班，学生7961人。

1958年招高中，38年中(除“文革”4年)，招高中班253个，学生1451 1人。此外

在1953、1954、1956三年中培养了速成师范生194人。



1978--2000年，被中专、大专院校录取的学生；中专376人，大、专4082

人。

在剑中就读的学生中，经过深造和社会实践地锻炼，有的成科学家、专家、

教授、作家、党政领导、劳动模范、战斗英雄、企业家⋯⋯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都

创造出了优异的成绩，为祖国的建设立下卓越的功勋!

教育，是社会的基本职能，首先是在国家观念中产生的教育观念。前贤说

过：“国家兴衰，系于教育”。随着社会的发展，必将施行一种新的“人才培养模

，”
氏D

民国时期的教育，基于传统的儒学，但也吸收了民主主义思想。辛亥革命的

次年，国民党中央政府即颁布了《壬子学制》、《癸丑学制》。民国十一年(1922

年)又颁发了《壬戌学制》，具体规定学年的“六、三、三制”。即初小4年，高小2

年，初中3年，高中3年。看来，这个学制合符实际，直延用到今天。

新中国时期，1951年，川北行署刺定出《中等教育暂行实施办法》，明确提

出“教育要切合人民的需要”。1952年，中央人民政府发布的《中小学暂行规程》

中，指出“对学生实施智育、德育、体育、美育(等)全面发展的教育”方针。继之，

教育部制定《中学校历》。1958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召开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会

上重新确定了教育方针：“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劳动生产相结

合”。1995年国家颁布了《教育法》，用法律条文写出：“教育必须为社会主义现

代化建设服务，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培养德、智、体等方面全面发展的社会

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这个方针表明了办学目的，培养目标和培养途

径D“两个必须”和“一个目标”，在教育与社会发展、教育与生产劳动、教育与人

才发展三大关系上，继承了马克思、毛泽东的教育思想。也是对新中国建立以来

教育方针的总结和完善。

最近江泽民主席关于教育问题的讲话，也着重强调教育发展方向问题。

按照社会发展的历史逻辑，教育改革与教育观念的更新，始终是同步的。

1993年《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提出中小学教育由应试教育转向为素质教

育的改革方略。我们的全体师生也曾毫不犹豫地投身到教育改革大潮之中，自

1984年以来，我们从旧的教育模式中脱颖而出，走出一条新的路子，把过去多

年来坚持教学上“抓基础，抓平时”，课堂上的“六认真”，开展“两课”活动，始终



不渝地抓思想政治品德教育以及新、老教师“传、帮、带”等方法，有效地结合使

用在素质教育的教学上，使新的教育方法与原有的教学经验，相行不悖。在创

“三名工程”和抓艺体教育特色上，已取得良好的效果。目前，剑阁中学的教育改

革，正处于一个“千帆竞发”，“百舸争流”的大好形势之中。

70年的办学经历，再次说明：剑阁中学之所以有如此辉煌的业绩，就是有一

个承先启后认真执行党的教育方针、身体力行埋头若干、招揽和培养了一批忠

于教育事业的教师队伍、创造性地推行了一整套符合实际的教育方法的领导班

子。

“振兴教育的希望在教师”。新中国的人民教育，深受党和人民的爱戴，给予

了优于其他职业的待遇。剑阁中学相继任教达400人之多，他们不辜负党和人

民的希望，以教人者教已，热心教育事业，把教书育人奉为天职。他们一言一行

之动，一笔一墨之细，润湿层里，点石成金，像荒煤，燃烧了自己，冶炼出钢铁。一

批又一批的优秀教师的群体，数十年如一日的奉献精神，永远值得A-4j'1颂扬。

剑阁中学的规模和设备空前的扩大和充实，剑阁中学的不断进步和提高。我们

衷心感谢党和政府的亲切关怀和全县人民的大力支持。

《剑阁中学校志》虽较为系统地记述了剑阁中学70年来的发展过程，但限于资

料不全，编纂水平不逮等原因，不足不当之处，尚望上级领导，新老校友，同行同业，

在校师生、社会各界批评指正。

2000年5月



凡例

一、编纂<剑阁中学志>，是在庆祝建校七十周年之际，为今后学校教育教学发展提供

借鉴为目的。

二、<剑阁中学志>。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

义理论为指导思想，实事求是地记述了剑阁中学70年间基本发展历程。

三、本<志>上限1930年，下限2000年。

四、本<志)分序言、大事记、总叙、教学、学校管理、教学设施与总务后勤、教育改革等

章。章以下分节，节下分目。

五、本<志>的“人物”，未依“生不立传”例，对于德高望重的校长、教师作了简要介

绍。
‘

六、本<志>的时间、地名、机构名称、职务、计量单位等，～律以发生时的名词为准。

七、本《志>属资料性汇集。旨在记录学校的史实，对于历史给个人造下的斑痕，不关

联教学的未作记述。

八、本《志》所采用的档案资料，来自县档案局、县志办、县教委、学校档案室等处，也

采用了口碑资料。

九、本<志》对“文革”期的活动，只叙略其梗概。

十、本《志>对于整风、反右、反击右倾翻案风等政治运动，只记述涉及人的定性结果，

运动过程未作记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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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阁中学校志

剑阁中学历史源流述略

广元市教委雍思政

剑阁以“剑门天下雄”著称于世。作为古代秦蜀交通枢纽和兵家必争的战略要地，向来受到历代

统治者的高度重视。行政建置较早。东汉末年剑阁境内置汉德县，自南朝至清末1400余年问一直

置州设府。因此，这一地区也开发得早，建校兴学历史悠久。剑阁中学的历史源流，近可以追溯到清

代的兼山书院，远可以上溯到宋代的官学。

剑阁中学的校址位于剑阁县普安镇卧龙山麓，前临闻溪河，门对鹤呜山。先是唐代天宝年间

(742叫55)剑州刺史韦明宗在这里建造东园(本名“闻溪”，习称东园)。后成为州城一大景观，是供
人们登临游览的一大胜地。

唐代和北宋州学设在州衙(即今县委、县政府机关所在地)之后，南宋淳熙六年(1179)始由知州

张渊迁建于东园。淳熙十三年(1186)知州杨为缉重修大成殿，当年冬月动工，次年春完工。绍熙元

年(1190)剑州升为隆庆府。翌年，隆庆知府费少南、通判吴盱重修学宫，并在原有基础上加以扩建，

绕以垣墙。庆元元年(1195)隆庆府教授赵大全修讲学、聚辩之所——明善堂。绍定四年(1231)教授

王辰应在其东建成三贤堂，画周敦颐、程颢、程颐像于内，张弑、朱熹侍其左右，陈概、赵大全二人附

于后，以示弘扬程朱理学。

元皇庆三年(1313)，,佥tJ,kH遵令以宋儒周敦颐、程颢、程颐、邵雍、司马光、张载、朱熹、张弑、吕祖

谦等从祀文庙。

元末兵火，学毁庙存。明洪武五年(1372)，署剑州事昭化县丞董养性于旧址左近取民间住房构

为堂斋。正统十四年(1449)知州宋诚、训导陈迪实在旧址之右重建儒学，修明伦堂(即大成殿)和东

西斋舍，立重门于外，f-JJ'l"设习射场地，缭以围墙护栏。景泰三年(1452)知州王丑维修。成化十年

(1485)，知州张明改建堂斋。弘治七年(1494)，知州禹祥建号舍(诸生宿舍)20余间和义路、儒林二

坊。正德十年(1515)，知州李璧、州判赵思仁倡铸明伦堂铜钟，并于正德十二年(1517)修葺学宫。嘉

靖二十四年(1545)知州刘焯距旧学百武(举足一次跨出的距离为武，即半步)新建州学。嘉靖二十九

年(1550)冬十月，知州陈叔美选择旧址西上方平旷之处重修文庙学宫，计有大成殿、东西二庑、戟

门、棂星门、启圣祠、名宦乡贤祠、尊经阁、敬一亭、庖厨仓储、阶砌围墙、f-J多'l-左右二坊，历时两年多，

至嘉靖三十二年(1553)春二月竣工。万历四十五年(1617)，何出图以阆郡别驾摄剑州事，鉴于文庙



2 剑阁中学历史源流述略

颓敝，遂于万历四十六年(1618)量采剑道植柏重修殿宇。万历四十八年(1620)知州张嗣漠维修学

宫，于文庙东南边建奎楼。

明朝末年，文庙学宫毁予兵燹，清顺治十四年(1659)知州徐恭重建明伦堂。康熙二十三年

(1684)署剑州事成都司马阎永吉重修考棚。康熙二十九年(1690)剑州学正邹碹增建东西庑、戟门、

名宦乡贤祠。康熙五十一年(1712)学正杨鹏羽修棂星门。雍正四年(1726)知州李梅宾重修东西二

坊、棂星门、钟楼、鼓楼、凿泮池，至此剑州文庙建筑形制臻于完备。

附带说明一下，文庙与学宫的联系。文庙是自春秋末开始历代所建奉祀孔子的庙宇，亦称孔

庙。学宫即学校，犹言校舍。一般设置在文庙坊前或近旁。旧时也称文庙为学宫。故本文未将文庙

和学宫分述。

同时，还须说一下剑阁中学与剑阁历代书院的源流关系。书院在唐代专指中书省修书或侍讲的

机构。宋至清指私人或官府设立的供人讲学、读书的处所。元代书院遍及各路、府、州。明代和清代

书院更多，多为习举业而设。据志乘所载，元至顺三年(1332)知州任睿在州治所后建亲民书院。明

正德十四年(1519)知州李璧将州城南兼山书院(实为黄裳祠庙)改建于州城东北隅，延师教徒，以广

文教。明嘉靖三十二年(1553)知州陈叔美迁建于学街(今剑阁中学校址)。明季兵火，化为灰烬。清

雍正五年(1727)，知州李梅宾于州学前200余步征得孙氏地，重建兼山书院。道光十六年(1836)知

州张嗣居迁建于州城小东门内(即今剑阁县进修校校址)。

同治八年(1869)湖南布政使李榕被罢黜，回到故里剑州何马沟，在家中开设学馆，授文讲经。同

治十一年(1872)，应地方官绅之请，率子弟门人重修<剑州志>。同时主兼山书院讲席。同治十三年

(1874)李榕与知州李星阶合计，重修剑州考舍，并作<重建剑州考舍ie)。光绪五年(1879)李榕出川

东南游，光绪八年(1882)游历归来，于次年复主兼山书院讲席。

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改全国省、县书院为学堂，书院之名遂废。剑州高级小学堂成立于光绪

三十一年(1905)，地点在兼山书院。同时撤销儒学学正、训导等职官，设劝学所，视学员兼总董。辛

亥革命后，剑阁行政建置降为县，教育行政机构改为教育局，另建教育会。

民国十三年(1924)，广元县热心教育者倡议创办“广昭剑联合初级中学”。剑阁的地方士绅唐如

陶、母毓南等极力反对。同时他们积极联络县内名流筹办“县立剑阁初级中学校”。民国十六年

(1927)开始在原兼山书院内另辟教室，扩进考舍，添置设施，于民国十九年(1930)二月准备就绪，并

举行成立大会。民国二十三年(1934)县立剑阁初级中学停办。民国二十八年(1939)唐进先等31人

联名具文《为协恳转请设立中学以兴教育》，及民国二十九年(1940)孟玉森呈文，请求批准复立剑阁

初级中学，呈文经县长王应嵩申报第十四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转报四川省政府批准，于民国廿九年

(1940)秋，复立剑阁初级中学，1949年11月中旬停课放假。12月29日，剑阁县人民政府给剑阁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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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发函通知开学事宜。经请示川北行署批准，于1950年3月16日，恢复剑阁中学，校址在学街文

庙。因学生人数太少，1950年秋，奉命移入“川北公立剑阁师范学校”(今县进修校内)，分设师范、中

学两大部。1955年7月28日，四川省教育厅批准将剑阁师范改为四川I省剑阁初级中学校，原师范

学生及其任课教师并入广元师范。1958年9月剑阁中学校址又迁回学街文庙，同时开始招收高中

班，1960年省上将其定名为“四川省剑阁中学校”。1982年4月，四川省教育厅川中字[1982121号

文通知，剑阁中学为省重点中学(首批扩大)。

古往今来在剑阁任职的官员中不乏有识见者，他们身事毒。行，兴办地方教育事业，以广教化、育

英才，承前启后，相沿不绝，形成了剑阁重教兴学的优良传统，既促进了当地经济文化的发展，为国

家输送了高素质人才。仅以科举及第者为统计对象，宋至清有剑州籍进士73人，举人77入，贡生

149人，生员则难以计数。其中佼佼者走出乡关，为国效力。如南宋礼部尚书著名政治家、教育家和

科学家黄裳，南宋经学大师、天文地理学家张行成；明代兵部尚书、安边名将赵炳然；清代湖南布政

使、教育家李榕。他们的学问和功业激励着家乡子孙后代自强不息，锐意进取，进德修业，争取为世

所用。剑阁中学便是承续剑阁历代州府之学人文传统铸就的一所川北名校。她既为当地经济社会

的发展培养了一批批素质较高的建设者，也为海内外输送了灿若群星的俊彦之才。

庚辰年仲秋丁卯(2000年9月6日)于怡性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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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十九年(1930年)-fl，县立剑阎初级中学校成立。校址在今进修校。

民国廿三年(1934年)冬月，县立剑阁初级中学停课。

民国廿九年(1940年)秋八月。复立剑阁县立初级中学校。校址设文庙。

1949年11月，剑阁县立初级中学停办。

1950年3月16日，经川北行署批准，恢复剑阁中学，校址文庙内。

1950年秋，剑阁初级中学与川北公立剑阁师范学校合并，校址迁入师范，即今教师进修

校。

1955年7月28日，四川省教育厅批准：剑阁师范改名为四川省剑阁初级中学校。剑阁师范

合并于广元师范。夏力耘任剑阁初级中学校长。

1958年秋，剑阁初级中学升为完中，开始招收4个高中班，校址由教师进修校迁回文庙。

1966年5月27日，剑阁中学学生贴出批判语文教师张述林写的<我爱红色鸡冠花>的文

章，“文化大革命运动”从此开始。

1966年8月剑中停课。剑中全体教师和应届毕业生中的部分高中生到绵阳地区文教局参

加“文化大革命运动”。

1966年10月，北京和外地的“红卫兵”来剑中“串连”，川大“826”等学生组织来剑“点火”，

发动剑中学生建立“井岗山”等红卫兵组织，首次到县城街上贴出(赶走工作队，自己起来闹革

命>的巨幅标语。

1967年1月28日，剑中“井岗山”组织“炮轰团”进驻县委机关。

1968年春，贯彻“复课闹革命”的指示，剑阁中学伸点在武连、柳沟、姚家三乡镇办分校。

1971年秋，剑阁中学复招4个高中班。

1977年秋恢复高考，剑阁中学老三届的学生都有资格参考。剑阁中学应届毕业生参考被录

取3人。

1979年，剑阁中学响应“抓纲治国”的号召，重振旗鼓，建立和健全治校的各种规章制度。

1981年3月13—19日，夏力耘当选为剑阁县人大常委副主任。1982年秋，夏力耘调任绵阳

师范专科学校副校长，陈荣森任剑中校长。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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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1年秋，剑阁中学高中恢复三年制，当年未招收高中生。

1982年4月1日，四川省体委授予剑阁中学1981年度体育先进学校。1983年省体委授予

剑中1982年度体育先进学校。

1982年，四川省体委列剑阁中学为四川省田径传统项目学校。

1982年4月，四川省教育厅川中学(1982)21号文件通知：剑阁中学为省首批扩大重点中

学。

1983年，新建1546平方米，教师宿舍楼1幢，。

1984年，四川省教委列剑阁中学为省电化教学示范学校。

1984年春季，剑中撤销教导处。新成立政教处、教务处。

1984年暑假，在“三不要”的影响下，剑阁中学有11位教师携家带眷出走。

1985年9月10日，第一个教师节，县委、政府主要领导携带慰问品到剑中校慰问教师。

1985年7月，中共四川省委、四川省人民政府授予剑阁中学为省级精神文明单位。1993年

3月复核重新审定，省委、省政府仍授予剑阁中学为省级精神文明单位。

1986年10月1日破土动工修建教学楼，1987年8月10日竣工。总投资365，939元，‘面积

2590m20

1987年9月雍思政任校长，陈荣森任党支部书记，于1988年秋调走。

1988年12月，省教委、省体委来校验收体育卫生工作，按学校<体育卫生暂行规定>验收，

达到“优秀”标准。发给了<验收证书)。

1990年春，雍思政调任，戴勇任校长。

1991年秋，由于发展高中的需要，县委、政府决定：剑中停招初中，集中精力办好高中；1996

年秋恢复初中，实行全县招生两个班。

1994年，剑阁中学建立办公室。

1994年，经中共剑阁县委宣传部批准，剑阁中学建立党总支委员会。 ．

1995年10月23 El，省重点中学复查验收合格，通知：剑阁中学为省属合格重点中学。

1995年，秋破土动工修建综合楼，1996年竣工。投资230万元，面积4082平方米。

1997年夏，戴勇调任，杨松林任校长。

1996年6月，学校实行‘!教育改革”，教职员工实行“全员聘任制”。

1996年，剑阁中学党组织首次在学生中发展党员，高三级学生徐军、王雄被发展为中共预

备党员。

1996年，学校建立教学科研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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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12月，中共四川省委宣传部、四川省教委授予剑阁中学为“中小学德育工作先进学

校”。

1998年，四川省教委授予剑阁中学“艺体教育”先进学校。

1998年，学校建立勤工俭学处。

1999年，四川省教委列剑阁中学为四川省校风示范学校。

1999年春，学校正式启动筹备“建校70周年校庆活动”。

1999年8月，中共四川省委组织部、省人事厅、省教委联合授予剑阁中学“手拉手、结对子”活动

先进学校。

1999年12月，剑阁中学校门、坦梯建修落成。著名书法家何应辉题写了校名。

2000年，省作协孙静轩一行来剑中讲学。

2000年10月1日，剑阁中学隆重举行70周年庆祝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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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阁中学自1930年建立“县立初级中学校”起，至2000年，经历了70个春秋，经历了截然

不同的两种社会政治制度。民国时期，剑阁中学仅是剑阁县培育人才的一种新模式，谈不上规

模。县的财力极度薄弱，县政府拨少量的田赋附加支持学校，教师不固定，生员不稳定，加之社

会干扰，相当长时间“校无宁日”。时值解放，剑阁县人有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剑阁中学出现了

蒸蒸日上的大好形势；剑阁中学在新中国50年的日子里，得到了飞跃地发展——校园面积和

教学设施成数十倍的扩大，教师和学生人数逐年增加，教学手段的日益更新，教学质量的不断

提高，自1982年评为省重点中学后，党委、政府给予了大力支持，又得到社会各界的热情帮助，

正值改革开放大好形势，剑阁中学一年一个新台阶的成就，会考成绩平均水准上升，高考上线

人数连年大幅度增加，目前，师生们同，tl,协力争创全国示范高级中学校。

第一节 县立剑阁初级中学校

民国十九年(1930)二月，县立剑阁初级中学校在原兼山书院(现县进修校)隆重成立，乡绅

耆宿们热心支持。

举荐清拔贡母毓南(字健棠)、文生唐如陶，还有赖伯乔(本名赖才臣)、刘德铭(字新甫)罗

吟秋、张相如等充任教师。校长由教育局长雷开藩担任。新招学生，不分男女，一律考试录取。

初招两个班130人，实行秋季招生，学制三年。附设二年制师范科，限招一个班(此班1932年停

办)。雷开藩就任后，治校与教学上不见大的起色，加之他是外籍人，地方士绅与他产生了隔阂，

以唐如陶为首，支使学生王元勋、刘海生等人闹学潮，散发传单，攻击雷开藩办学无能，罢课千

余日，声势迅猛，轰动县内外，经母毓南等出面调停，虽然恢复课，但不减火力，迫使雷开藩在当

年冬天辞去校长职务。县呈报省府，四川省主席王缵绪准令，唐如陶接任剑阁初级中学校校

长。

唐如陶，系北庙场人，清文生，民国七年代理剑阁县知事(县长)，以后多年任剑阁县教育局

长，他的儒学功底厚实，擅长辞令，又多产业，在政界、学界颇具声望。他当上校长后，聘其女婿

赖伯乔(元山人，公立四川大学中文系)任教务主任，刘新甫任训育主任，赖兼教国文，刘兼教英

语占唐又起用家庭佣人郭荣华为庶务，主管事务、后勤，这样，学校的教学气色暂时有了升腾，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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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中的学习劲头高涨，相继持续两年有余，可是地方绅士勾心斗角，各派争相出头，图谋夺取校

长权位，于是以刘琴西为首(省参议员)向省府申控，状告唐如陶藉职权之便，任用亲属、心腹把

持操纵学校，培植私人势力，省府派员查询，动荡不已，加之红军创立-j'jlI陕革命根据地，川军

不断调重兵围剿，因军事影响校园的安定，于1934年冬，县立剑阁初级中学校停课辍学。

民国廿八年(1939年)，三月，县人唐进先等31人联名呈请县长王应嵩批准复立剑阁初级

中学，具文，<为协恳转请设立中学以兴教育>，其文云：

前之中学未能复立，虽有省立师范，其质偏用狭，未全符国家“树人储才之昌”，县名额有

限，补济日微，是以每年之小学毕业生数百名，此间既制，他用亦难，因升学不能，辍学者十之八

九，似此情况，防教实深!教为本政，何可久替?省北门户，川陕冲衢，而政教陋阚，岂不为人晒

诮，我等于乡邦教育，义应倡兴，曾谋复立中学，卒地方财乏而止。兹按省二十八年教字第02823

号训令规定：“边区酌设中学若干所⋯⋯”照情而言，我县则属贫瘠，亦为边区，应兴设中学，既

符政令，亦合民望。故请设立中学，以兴教育，而济失业青年，如蒙俯允，不胜祷伫之至。

民国二十九年(1940)，一月，县人孟玉森(今梓潼马迎)，陈述县情，请设立剑阁初级中学。

文云：

剑属纵横三百里，人口28万，莘莘学子，实繁有徒。现有初级小学80所，仅敷设于市场所

在地，至于乡村青年儿童，虽有短期小学35所，民众学校30所，以资教授，犹感不足纳。而高小

则有6校合之剑师附小，肆业生员年达千人以上。有此济济多士，不能不以深造之便，考之二十

六年来，三载之内高小毕业生共有691人，而向各处升学者，仅有196人，其辍学者将达五百人

之众。究厥原因，盖本县无初级中学，而邻封各县如江油、阆中、广元三处之初中，又路途相隔，

将达三百里之遥。剑属地土硗(qiOo)瘠，素多寒暧(jOn)，学费难于筹措，以故有志无力，穷途兴

嗟!若不设立初中，以资深造，不啻(chi)航海阻于风浪，璞玉埋予山河，坐令国家有用人材，中途

废坠，殊觉可惜!且地当北道要冲，又为专署所在地，教育文化，亟应宏敷。远之可增抗战工作，

近之则为各县倡导。而廉顽立懦，背野趋文，以及崇尚一切善良风俗，莫不于焉是赖。爱拟设初

级中学，以宏造就。查旧有学署房屋三院，毗邻为学宫，位于城东卧龙山麓，清幽轩朗，空气适

宜，堪为讲诵育弦歌之所。学署计有房舍三十余间，学宫则有正殿两厉加以修葺，以作教室、寝

室及一切住所，均无不足。后有隙地数亩，辟为体育场，尽堪运动，现为十四区农林学校借住，本

年一月该校迁徙江油，拟将此房修整完善，秋季即可开学。所有应需开办费，因现时物价昂贵，

生活增高，紧缩预算，需洋(银元)八千元，拟列入廿九年(1940)度田赋附加收入，以供支拂。至

于常年经费一项。每年需洋八手元，查县属肉税附加，每屠猪9角，年可以收洋七千余元，即请

投作初中常年经费专款，其不足之数，由地款项下补助。规模既具，然后充实图书、仪器之属，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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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地方财力情形，多方设法购置总期于文化有益，民力无伤。此日高撑广厦，同吟工部(社甫)之

诗，异时铸就英才，共浴文翁之化。

此呈经县长王应嵩申报十四督察专员公署转报四川省府批准，于廿九年(1940)秋，复立剑

阁县立初级中学校，校址在文庙，学制三年，经费由县财委划拨，年度额定为15331元。

校长罗锦章，由四JIi省主席王缵绪任命。罗锦章，字次甫，金仙人，北京师范大学毕业。

学校实行校长负责制，教员由校长聘任，规定每周16节课时，月薪80元。兼任教师，-4,时

1元。教师春、秋两次招聘，一般为六月、腊月。即便具备教员资格的人，也要通过多方托情送礼

才能谋求教初中的职业。教师的生活清贫，差不多带家属，一人一间斗室，吃饭，睡觉一间屋，红

苕酸菜稀粥。穿的是布衣敝履。教师聘任，以课时计酬，在完成一个学校的课程，同时也可在另

一个学校任聘。当时的四川剑阁乡村师范校的教师也到中学任课。

剑阁初级中学于1940年秋季开学招生，生员实行考试录取，被录者写出榜示悬挂在东门桥

头。当年收生一百名，分甲、乙两班。1941年春招生，以后春秋两季招生，一次准招50名。编班，

春季为偶数，秋季为奇数，依年递加，1941年秋为3班，以此类推，到1949年秋季招生班次为19

班，年冬停学。剑阁县立初级中学复设后，共招收19个班次，学生505人，其中女生班6个。120

人。

学校的内部机构设置有教务，庶务，1945年抗El战争结束后，校长更换为张春霆，增设训育

主任和童子军教官。训育主任和童子军教官负有特殊职责，人员由上级指派，校方无权过问。

剑阁初级中学的师资力量很强，时值抗日期间，外籍流至剑阁的人Vt中，有高等学府的教

员，或者学生，因此，剑中校聘请的教员都是有高等学历的人，有清代文生，新学堂的四川大学、金陵

大学、重庆教育学院等毕业的学生，还有当地军政要员等。先后任教的有罗锦章、张春霆、张采芹、贾

仲安、贾仲仙、孟传薪、袁雨沧、袁谕尊、袁仕德、李郛、唐进先、何聘甫、赖子畴、李人倬、王定远、王传

心等。

开设的课程：语文(作文，每周周记)、习字、数学(算术、代数、几何。三角)、物理、化学、历史、地

理、英文、图画、音乐、体育、公民(为政治课)。惟公民课，是训育主任主讲。公民课程无正式课本教材，

仅列提纲，内容是：“新生活运动”、“推行新县制”以及反共宣传等。任此课的是县党部书记长袁朝

泗、国民党军方电台台长马一觉等。

童子军，恢复初中时建立。每个学生一套专制军服，绿色，船型媚，紧身衣，紧腿裤，腰带、绑腿。

学生入学初，要经过专f-liJll练，平素出操，强调军事化动作。每天得举行升降旗仪式，学生都要熟诵

《总理遗嘱)和唱<国歌>。

1947年，校长换上贾仲安，童子军的训练加了码。童子军的编号为4719团，新派来的教官名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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彦光，此入个头不高，面带奸笑，可处事圆滑，专长应酬，心肠毒狠。

由于学校延聘了名师执教，加之山区农家子弟刻苦用功，学生们的学业成绩大幅度的提高。

1948年，县人、国立政法大学教授张国维捐产助学，县府将捐产用作奖学金，剑阁初级中学，每期分

5名学生享受张国维奖学金，这样更加鼓舞了学生们的学习劲头。加之，中学初建时期，当时的专员

林维干，县长夏顺均，他们审时度势，支持学校的的建设。后来的事实证明，剑中校的学生多数成为

社会的有用人材，尤其是新中国建立后，大部分作了国家干部，而且当了领导。

剑阁初级中学，是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学校。抗日战争时期，在剑师校地下党组织的影响下，学

生们积极组织宣传抗日，开展“唤醒民众，抗战建国”的宣传活动。1941年，孟传薪任教务主任，他是

孟玉森的儿子，在重庆读书时加入地下党组织，还有教员袁仕德也是地下党员。他们两位对不时在

课堂_kN学生宣传苏联的十月革命、共产党、马列主义。袁仕德系袁雨沧的儿子，与堂弟袁仕长同是

地下党员，袁仕长是县教育科长袁镇南之子。袁镇南、袁雨沧，袁朝泗等均系县党部、特委会的要员，

他们沆瀣一气，顽固不化，与之地下党员严重对抗，甚至公开指责孟传薪等谩骂说：“你始终忘不了

你的史达林爸爸。”但孟传薪、袁仕德坚定共产主义信念，在学生中颇有影响，一批先觉者敢于反抗，

向恶势力造反。学生集会上街示威，殴打警察，法院法官刘朝阳也遭到学生韵痛打。不久孟传薪离

走，被国民党暗杀，剑阁初级中学失掉了地下党组织的联系，使学生运动处于低潮。

剑阁初级中学，1949年秋季仍然招收一个班，班次为19班。自开学到9月，国民党的溃军像潮

水般地向南撤退，县城机关学校占满了溃军。时剑阁中学一天一个轮次，傍晚时来，次日晨早走。在

此以前，国民党军994团，特训队长驻扎剑中校。他们乱占教室、学生宿舍。溃军的头目怕兵员逃跑，

在操场里集体大、小便，搞得学校混乱、肮脏不堪。这种苦状持续月余，学校根本无办法行课，于是在

1949年1 1月中旬决定停课放假。鉴于时局关系，每个学生发具肄业证书。自此，剑阁初级中学校又

告一个段落。

民国时期的学制，按民国十一年十一月国家颁布的《壬戌学制》，即“六三三”制，规定初小4年，

高小2年，为6年；中学：初中3年、高中3年。剑阁初级中学，自始办到停办，一直坚持三年制。教材

使用国家统编教材，但仍保留封建时代的《千字文》、《千家诗》、《龙文鞭影》、《古文观止》、《东莱博

议>之类的课外阅读书籍。作文普遍推行白话文。不过此时期的《国语》课文中，古典文学的成份约占

三分之一强。依然强调学生背诵，如《滕王阁序》、《琵琶行》等名著名篇，每个学生必须熟背。同时强

调学生下功夫书写毛笔字。在教学内容上，笼罩着一层封建主义文化的阴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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