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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来运

《陕西省商州中学校志》在喜庆商中建校一百周年的El子里付印出版，这部

志书客观翔实地总结再现了商州中学的发展历程，是探索教学规律、对学生进行

爱国爱校教育而献给学校百年庆典的一份厚礼，十分令人欣慰。

商州中学是陕西省创办最早的中学。其前身商山书院历明清两朝，时有三

百余年，自光绪年问改为中学堂后也整整一百年。

百年来，商州中学在曲折中前进，在坎坷中发展。清末初创时，校舍三楹，学

子数十，教师廖廖。民国初期，学校时兴时废，学生亦不过百，以后虽有发展，也

不过三、四百人0新中国建立初期，政府拨款划地，新迁校址，规模增大，师生达

千人。改革开放的二十年里，学校规模迅速扩大，办学条件显著改善，教学质量

不断提高，学校步入了快速发展的轨道。尤其是近几年，商州中学在深化改革中

大力推进素质教育，进一步全面贯彻落实党的教育方针，广大师生形成了严谨、，

凝聚、勤奋、进取的良好校风、教风、学风，不仅校容校貌El新月异，而且教学质量

年年提高，深受党和政府、学生家长、社会各界的赞颂。

商州中学的百年发展，为革命事业、国家建设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的爱国志

士、领导中坚、专家学者、军队将领、体坛英才等有为之士，为商洛地方经济建设、

社会进步输送了一批又一批有文化的合格劳动者，也为商洛教育事业的改革和

发展积累了丰富而有现实指导意义的经验。

我是商州中学六十年代毕业的一名“老三届”学生，长期从事教育行政工

作。由于“文革”的原因，高中在校五年之久，受母校雨露滋润，培育之恩永志不

忘。商中的过去是众人造就，商中的将来，靠大家谱写。值此，我向曾经和正在

为商中发展呕心沥血、无私奉献的同仁致以崇高的敬意。希望所有商中学子和

社会贤达继续关心支持商中的发展，祝愿母校在新的世纪里越办越好，再创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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煌，成为陕西乃至全国最著名的中学之一。二点感言，略表寸心，是为序。

(本序作者系商洛地区教育局局长、党委书记)

2001年7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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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振东

我国教育源远流长，西周以前就有了官办教育，春秋之后，私人办学异军突

起，其中首推万世师表孔夫子。但无论是政府办学，还是私人办学，大抵都不容

易，不是没房子，就是没银子，这是中国的国情使然。商州的官办教育起于何时，

史书无载。金承安三年(公元1198年)军判许世安至商，重修文庙，是为商州州

学的最早记载。州学时兴时废，变迁甚繁，从十六世纪中叶以后，比较定型且延

续下来的官办教育当属“商山书院”。

商山书院始建于明代嘉靖年问(1522--1566)，在今13的商洛行署住宅区上

寺坡建起了“商山敷教书院”，这是当时的抚治商洛道郗元洪所为。郗既是读书

人，他热心推崇“五教”(旧时五种伦常的准则，即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

又是地方官吏，即以当地政府的名义在大云寺旧址兴学，专供士子读书和师儒讲

学。此后的知州王以浮、苏浚、王邦俊或建校舍，或出资金，都在商州官办教育上

有过建树和贡献。到明末，政治腐败，义军蜂起，书院遂废。清朝建立后，商州知

州王如玖营建学舍三楹，恢复商山书院。到了乾隆十八年(1753)。在上寺坡的

书院已跨越明清两代，屡经风雨，年久失修，屋朽壁残，甚为荒凉，知州罗文思因

旧址“偏僻，士子不便”，且“校舍狭隘，不足以容”，决计重建。想来当时政府的

财力也有限，因为罗文思竟先后三次捐了俸银四百余两。在他的带动下，社会贤

达纷纷慷慨解囊，筹银四千余两，买东城门内私人住宅地九亩，房十六间，修缮一

新，将书院由上寺坡移至东门内(今城关中学南院)，延师授课，请名贤大儒为书

院山长，罗公亦亲自主讲“官课’’，此举可谓开创商州领导干部重视教育之先河。

一时，书院重门叠院，大堂拱立，环境优雅，士子云集，商州古地因书院而“文风丕

变”，“名士济济而出”，书院因“名士”而声名大振，誉满商州。

光绪二十七年(1901)古历八月，进士出身的四川华阳人尹昌龄从陕西省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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