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键一干学校志
(7926·-——7995)

钟山中学校志编纂组



隆萋量两习囊霎雪至匿里羹匿

上：地区教育局党组书记彭汉荣(前排左四)、副县长

赵甲春(前排左五)在督导评估钟山中学教育工

作会议上。

下：地区行署副专员、北京航天航空大学教授

李佑荣(前)在副县长张伟廉(后排左三)

陪同下到校作科技教育报告。



上：县委副书记廖才梓(右二)、副县长蒋功章(右四)、县人大副

主任莫勋林(右三)、县政协副主席刘宝善(右五)、县教育局

局长黄厚贤(右一)到校指导工作。

下：教学区一角。



教职工参观昭平黄姚“中共广西省工委旧址”留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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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不可不知，不可不治。我们中华民族是一个非常尊重
历史的民族，写志修吏都有很好的传统。古人说，以吏为鉴，
，可知兴衰。又说，欲明大道，必先知史。了解过去的历史，古
为今用，推陈出新，是很有好处的。

钟山中学编纂校志的意义不小，校志真实记载七十年风
雨历程，全面展示学校在不同历史阶段的态势，侧面折射出
：社会发展的状况。编纂者本着。存史、资治、育人”的目的，历
经寒暑，广泛搜集资料，发微钩沉，多方查考，亦志亦史，寓
论于述。全书纲目了然，材料有详有略，行文简洁朴实。校
志的出版，对于继承钟中的光荣传统，弘扬学校的优良作风，
激励后来着奋发向上，必将产生深刻影响。编修之功，实不
可没。

悠久的历史，是一笔宝贵的财富。钟山中学有吏七十年，
校龄之长，为全县中等学校之最。追溯往昔，状元峰下，富水
河边，千万学子求知求真，留下了一个个自强不息的倩影。
尤为动人的是，早从本世纪三十年代起，学校就活跃着中共
地下党员，开展秘密革命活动。他们宣传马列主义，宣传中
国共产党的主张，高擎爱国旗帜，为抗日救亡运动和人民的
解放事业奔走呼号。他们团结进步师生，汇人民族民主斗争
的时代洪流。其中一些同志，为革命身陷囹圄，乃至献出了
宝贵的生命。他们用青春和热血，谱就了校史上光耀千古的
篇章。这就是校志欲明之“道”——求知爱民，成才报国。

钟山中学是我县的最高学府，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改
革开放以来，焕发出勃勃生机。学校投入不断增加，办学规
模不断扩大，办学条件不断改善，教学手段日益现代化，教育
质量不断提高，办学效益越来越好。至今，已拥有数以万计
的校友，遍布全县各行各业，分布于祖国江南塞北，大洋彼岸，
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为人类的文明进步
事业努力不懈。校志表明，这一切是党和国家重视教育的结



概 述

1926年以前，钟山县还没有中学，有志又有经济条件

允许的青年想读初中乃至高中，要到平乐、贺县和桂林等

地的中学投考就读。

钟山中学创办于1926年，时名“广西省钟山县立初级

中学”。校址位于县城内北门“小钟山”脚下。
、

解放前，学制均为三年制初中，一般为春季招生，也

有春秋两季都招生的。期田还办过几期简易师范班。学

校实行训导制，在教导处下没训导组长或训育主任，教师

分为导师及教员。学校“教、训、军合一”(即教学、训育、军

训或童子军合一)，对学生进行“四维”、“八德”教育。课程

设置除国文、英语、算学、物理、化学、历史、地理、生理卫

生、体育、图画、音乐外，还有公民、劳作和童军i)JI练等课

程。学校敦员的工作不稳定，待遇微薄，常因生活难以维

持，工作得不到保障，而不安心教学工作。

解放前24年总共办了50个班，招生2325人，因学生

流失率高，毕业只有894人。

1932年至1 949年，有一批中国共产党地下党员在学

校进行秘密革命活动，他们以学校为阵地，在师生中发展

党员，宣传马列主义，宣传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发动和组

织师生反对封建地主阶级的压迫和剥削，反对国民党当局

的反动统治，为迎接钟LlJ的解放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果，是学校历届领导和师生员工共创的佳绩，是社会各界人
士包括广大校友关心，支持学校建设的例证。治校明鉴于此，
办学必将有为。

目前，我县的经济发展总的形势是好的。钟山要保持国
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全面实现跨世纪’1 5年的经济
社会发展目标，关键是要实现经济体制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
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和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
向集约型的转变。而“两个转变”的实现，必须依靠科技进步
和劳动者素质的提高，就是说实施科教兴县战略．必须坚持
把科技和教育摆在全县经济社会发展的优先地位。邓小平同
志指出：“我们国家，国力的强弱，经济发展后劲的大小，越来
越取决于劳动者的素质，取决于知识分子的数量和质量”。
教育是一个民族最根本的事业，各级领导要象抓好经济工作
那样抓好教育工作，把教育这个“根”紧紧留住，竭力灌溉浇
培，使其根深叶茂，遍地绿荫。

经济建设需要教育，而经济发展必然带来教育事业的更
加繁荣。钟山中学七十年的历史已属过去。在这世纪之交，
学校的路标i指向未来。愿以此与钟山中学和全县所有的教
育工作者共同勖勉!

是为序。

欧绍轩
1996年9月25日

注：欧绍轩同志现任钟山县委副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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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1926年以前，钟山县还没有中学，有志又有经济条件

允许的青年想读初中乃至高中，要到平乐、贺县和桂林等
地的中学投考就读。

钟山中学创办于1926年，时名“广西省钟山县立初级

中学”。校址位于县城内北门“小钟山”脚下。
、

解放前，学制均为三年制初中，一般为春季招生，也
有春秋两季都招生的。期闻还办过几期简易师范班。学
校实行训导制，在教导处’F设训导组长或训育主任，教师

分为导师及教员。学校“教、训、军合一”(即教学、训育、军

训或童子军合一)，对学生进行“四维”、“八德”教育。课程
设置除国文、英语、算学、物理、化学、历史、地理、生理卫

生、体育、图画、音乐外，还有公民、劳作和童军训练等课
程。学校教员的工作不稳定，待遇微薄，常因生活难以维

持，工作得不到保障，而不安心教学工作。

解放前24年总共办了50个班，招生2325人，因学生

流失率高，毕业只有894人。

1932年至1949年，有一批中国共产党地下党员在学

校进行秘密革命活动，他们以学校为阵地，在师生中发展

党员，宣传马列主义，宣传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发动和组

织师生反对封建地主阶级的压迫和剥削，反对国民党当局

的反动统治，为迎接钟山的解放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1949年10月，钟山全境解放，县解放委员会接收了钟

山中学，党和政府收回了教育大权。接1改时有7个初中班

和1个简师班，学生100多人，敦职工20余人。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有步骤地、谨慎地进行旧有

学校教育事业的改革工作，国家实行对学校的领导，废除

原来的反动政治教育，建立和加强革命政治教育，要解决

教育向广大工农群众打开大门．扩大吸收工农子弟入学的

问题。着手改革课程设置、废除国民党开设的“党义”、“公

民”、“童子军训练”等课程，开设马列主义课程。组织师生

参加或参观减租减息、镇反；土地改革和抗美援朝等运动．

加强对师生的政治思想教育。

1952年，教育部颁发《中学生暂行规程》(草案)，明确
规定中学教育的任务和培养目标。确立学校教学秩序，掀

起改革教学的热潮。署假教师集中县城，进行思想改造。

1953年，组织教师学习《普希金教育学》及《凯洛夫教

育学》、“课堂教学的五个环节”等苏联教学经验。
。。

j955年，教育部颁发了《中学生守则》，使学生的学习

生活有章可循、校风学风逐步走上正轨。

1956年，是学校大发展的一年，校址开始筹备搬迁到

河东黄竹山和旗尾山脚的富江河畔。钟山中学开始招收

高中班，校名改为“富钟中学”。这是钟山县有吏以来的第

一所完全中学，结束了钟山县无高中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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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年，毛泽东同志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

的问题》的报告中提出：“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

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

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学校以教育方针为指导、改革教

学教育工作。

4月，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8月，

学校全体教师集中到平乐专区所在地平乐参加反右派斗

争的学习。该学期寒假(1 958年2月)起；教师又集中到

平乐参加专区反右派斗争运动，直至4月结束，在这次斗

争中，学校一部分教师被划为右派分子，有的被清洗后送

往广西来宾县古瓦农场劳动改造，有的遣返回乡监督劳

动。一些教师和领导在运动中也因为发表了“右派言论”

而受到了批判。

由于反右运动扩大化而使更多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和对

党的信任受到一定程度的打击，严重地伤害了他们的工作

积极性，对学校工作造成了较大的影响和损失。

1958年，在“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必须与

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教育方针的指导下，2月至4月，全校

除初一年级外，全体师生停课参加修建龙潭水库的劳动。5

月，党的八大二次会议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

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在这条总路线指导下，

全国迅速开展了全民性的大跃进运动。

9月，秋季学期开学，学校全体师生停课参加全民大

陈钢铁运动。直至十月底结束。接着又是大办厂场、大种
大养：学校师生参加修建龙潭水库、大炼钢铁、大办厂
场、大种大养的劳动实践，经受了生产劳动的锻炼。但由

3



于长时间全校停课，参加劳动时间过多，忽视了文化学习，

打乱了正常的教学秩序。在教学上又不切实际地提出“略

外详中重本地、厚今薄古看明天”的口号，大砍基础知识和

基本技能的教学，从上到下制订教育事业大跃进的盲目规

划，使学校教学工作受到了很大的冲击。

1960年上半年，学校新校址的大部分基建工程已经完

成，为了加速建校的工作进程，争取秋季学期完成校址的

搬迁工作，学校决定该学期不举行期考，不放署假，七、八

两月全校师生参加建校基建劳动。

最繁重的任务是到富川的朝东和两安的沙坪扛杉木。

执行这项艰巨任务的高年级同学，带上被盖、衣物用具，在

带队老师的带领下，取道比较近的山路分别步行到50公

里外的沙坪和70公里外的朝东安营扎寨。

同学们从山上把杉木扛下河边，然后每4至5条扎成

一个木排，富川朝东的沿富江顺流放排而下，可直达学
校。两安的则沿思勤江顺流放排而下到公安。

高年级还有另一部分同学负责烧石灰。同学们凭自己

的苦干，烧出了一窑窑雪白的石灰，供建校之用。还有的

同学到羊头的蒋家村和城厢的杨岩塘挑石灰、挑砖、挑

瓦。

师生们经过两个月的艰苦劳动，完成了大量的基建项

目，使校舍基建任务顺利提前完成。到9月秋季学期开学，
学校尚留在河西旧校址的师生全部搬迁到了河东新校

舍。至此，历时四年的校址搬迁工作胜利完成。

1959年，首届两个高中班(高一、二)毕业参加全国高

考，升学率名列梧州地区前茅。60年高考，再获优异成绩，

升学率为地区第一，自治区排第30名。学校由此被评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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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先进学校，出席了自治区教育群英会。

1960年至1 965年，根据上级指示，学校动员了部分学

生回乡参加农业生产劳动，下放了一些教师到小学任教，

压缩了班级。坚持以教学为主的原则，纠正劳动过多，影

响正常教学的做法，试行了开卷考试。

(四)

1966年5月，中央发出了《五一六通知》，6月1日，《人

民日报》发表了《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号召群众起

来进行“文化大革命”。 7

6月，县委派工作组进驻钟山中学领导文化大革命，

发动师生大鸣大放、贴大字报。7月，中共中央、国务院联

合发出《关于改革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通知》，把高等学校

招生下放到省、市、自治区办理，取消招生考试。采取推荐

与选拔相结合的招生办法。学校根据上级指示，“停课闹

革命”，停止学期期考。学生走上社会，开始大破“四旧”，

大立“四新”、向“封、资、修”猛烈开火的行动。到校图书馆

清查图书资料，到一些教师的住室进行抄家。只要认为是

“封、资、修”的书，画、资料和用品，都一概抄走。

．
8月1 8日，毛主席在北京天安门城楼上接见了一百多

万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和大中学校师生。中共中央、国

务院还发出通知，要求各地组织大中学校学生或学生代

表、教职工代表免费到北京参观“文化大革命”。从而把红

卫兵和学校师生的“大串联”活动推上了高潮。9月，学校

红卫兵代表分两批赴京参观“艾化大革命”，接受毛主席检

阅。此后，学校师生陆续外出到北京、上海、广州、井岗

5



山、韶山等全国各地进行“大串联”。学校成立了“文革领

导小组”，行使校长职权，校长则4靠边站”。10月，各种名

称的“战斗队”纷纷成立，学校出现了观点不同的两大派，

掀起了大字报、大辩论的高潮。

1967年元月，上海发生了造反派向上海市委夺权的

“一月风暴”，很快在全国掀起了一场由造反派夺取党和政

府各级领导权的狂暴行动，“艾化大革命”由此进人所谓

“全面夺权”的新阶段。学校“造反派”夺了学校党政大权，

大部分领导成员被当作“走资派”靠边站，并和部分被打成

“黑帮分子”和“牛鬼蛇神”的教职工一起被监督劳动。2月，

钟山驻军代表进校支持“造反派”的夺权斗争。

1967年下半年，学校转入开展“斗批改”。“造反派”把

学校领导鄱一些教职：【当作“走资派”、“牛鬼蛇神”，白天

强迫劳动，晚上进行批斗。有的被挂牌游街示众，直至罚

跪、吊打、拳打脚踢，批斗手段的残酷，令人发指!

随着派性斗争的越演越烈，“文化革命”步步升级，全

国一些地方发生了武斗事件，中央文革领导小组的江青向

造反派提出“文攻武卫”的口号。之后，全国各大城市相继

发生了大规模的武斗流血事件。1968年6月，钟山的平桂

地区也发生了大规模武斗，钟山中学造反派前去支援。在
武、斗期间，钟山中学不正常死亡的有教师一人．学生七

人。

1971年，“四人帮”反革命集团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

抛出了所谓的“两个估计”，胡说什么建国以来的十七年是

“一小撮叛徒、特务、走资派把持了教育部门的领导权”，“是

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大多数教师的。世界观基本

上是资产阶级的”等等。于是各地掀起了批判资产阶级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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