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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一、《河北丰润车轴山中学志》旨在记述车中100年的概

况，为发展教育、弘扬传统、传承文明，进一步办好重点中学

提供历史借鉴和参考资料。

二、《河北丰润车轴山中学志》以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

论和“三个代表"思想为指导，以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

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准绳，力求思想性、科学性、．资料

性的统一，反映车中的本来面目。
’

三、《河北丰润车轴山中学志》遵循原教育部《通知》+关

于“学校的前身充分反映”的指示精神，上限追溯到清光绪二

十八年(1 902年)，下限为2003年8月(个别事件可能突破

下限)。。 7

四、以略古详今、略远详近的原则贯彻校志编修的始终。

五、全志采用传统的述、记、图表、名录等形式。大事记

用编年体，对影响深广的人或事略有评论。 ．

六、全志年号写法一律用公元纪年，并使用阿拉伯数字。

共和国成立以前加注朝代纪年或民国纪年。

七、语体白话，与古迹有关的文字略有文言色彩，古迹的

修复部分，文字建筑专业性较强，以留给后人，供修缮时做参

考。 ·

，

八、《河北丰润车轴山中学志》资料来源于1985年整理的校史

资料，1993年出版的《河北丰润车轴山中学校志》，车轴山中

学档案室，遵化市档案馆，丰润区档案馆。部分校友也提供了‘

一些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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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国栋
： 时维九月，序属三秋，岁在壬午。正当百年校庆前夕
，1 我校组织了写作班子．联缀车中春秋，续编了《河北丰润

： 车轴山中学志》一书。目的在于以史明志，以史为鉴，纪

念先贤，启迪后者，继往开来，与时俱进o‘‘求实、求真、

求美、求全炒是我们续写的理念o“言必有据”是我们续写

的原则o“千年古迹一文化摇篮一栋梁遍河山"是我们续写

的主线。盛典躬逢，逸兴遗飞，寄豪情于笔墨，’托感慨于

志笺，齐赞桃红李白，共绘锦绣前程。以此做为我们向百

年校庆的献礼。

河北丰润车轴山中学前身是遵化州官立中学堂．1902

年由遵化州牧陈以培创办o 1903年正式开掌。丰玉遵三县

联合办掌o 1912年丰润决定独立办学，校名定为“丰润中
I’ 学校炒．1914年春学校由城内迁到车轴山新址o

· 车轴山，北枕燕山，南襟渤海，东通关隘，西尊北

京。千里冀东大平原，孤峰独秀车轴山，是丰润标志性景

观。清康熙间县志载：“山孤高而圆若毂然炒，故名车轴

山。兼之山顶有千年古迹建筑群，山之阴翠柏成林，故校

因山而愈秀美，山因校而愈祥和，山校相依，地灵人杰， ，

车轴山实乃闻名退迩o

学校创立至今．历经百年沧桑，她的历史和我们可爱

的祖国．和伟大的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紧密联系在一起，
’

同呼吸，共命运，走过了坎坷、曲折的百年历程。老一辈

无产阶级革命家薄一波同志在他撰写的《七十年奋斗与思

考》一书中，·就先后7次提到车轴山中学。车轴山中学与
，

、 l
b



祖国整个教育事业风雨同舟，荣辱与共．以百年的襟怀和

风骨．谱写了一曲壮丽、恢宏的华章。车中从1955年3月

就成了省级中学．当时校名是“河北丰润第二初级中学炒o

1960年6月被确定为河北省重点中学．校名是“河北丰润

车轴山中学％1984年又被确定为河北省首批办好的省重点

中学。现在学校占地308亩，建筑面积近70000平方米。

在校生4000多人．教职工295人。

百年历史，百年辉煌，秉持百年文明传承。簌簌春雨

润代代桃李．耿耿丹心育九州英才。车中的园丁百年来甘

为人梯，无私奉献，照亮别人，燃烧自己，把文明一代一

代传下去．涌现出了江浩、杨明斋、董维新、刘太馨、赵

玉成、姜琨、张陶、李长青、郑祥五、宋殿友、王建之、

陈景辉、赵掌伟、朱嘉赞、田胜利、王家双、郑福奎、杨

杰等一代又一代河北名师。车中走出73"一条成功的育人之

路，积淀出具有车中特色的育人经验。形成75"车中的育人

传统．造就出一批又一批栋梁之材。百年来共有3 75"多名

才俊从车中迈向社会．走向世界。他们中有以安体诚为代

表的革命先驱．有吴德、王兆国两名中共中央政治局委

员．有两名省长、有一名中共中央候补委员、中顾委常

委，有"t-多名省军级、共和国部长级领导干部，有四名著

名作家和一代历史掌宗师(杨向奎)，有大学校长和博士生

导师⋯000更多的是为祖国不懈奋斗、默默奉献的普通劳动

者。

育英哺华，其情殷殷：盛世庆典，其乐融融。此时此

刻，我们分外仰慕各位先辈、同仁．分外想念历届校友。

是你们奠基了车中发展的丰碑．是你们丰厚了车中的文化

2



的办学目标。并开始全面实施“青篮工程"、“目标教学，夕、

“优化教育设施和环境"三大工程．努力提高车中办学水

准和教育品位，来应对入世后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和挑

战。

我相信在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导

下，在十六大精神的鼓舞下，在各级领导和丰润人民的支

持和关怀下，有我车中历届校友义不容辞的热情帮助，有

我车中全体师生员工的精诚团结。百年车中的优良传统一

定会更加发扬光大。我们的目标一定能够实现。

在此次续写校志的工作中，有许多老领导和校友无偿

地为母校提供了大量宝贵资料和信息．尤其是老书记张殿

臣、老校长宋殿友、朱嘉赞。特别是老校长张琢明之子张

树忠同志．将在文革期间冒生命危险保存的23册学校档案

资料全部无偿地献给了掌校。原唐山市教委主任郑祥五同

志百忙之中严把文字关，几次修改稿件。我谨代表学校向

所有为校志编纂工作做出贡献的同志表示衷心感谢o，时间

紧迫，工作量大，校志匆促就篇，难免有粗糙和不足之

处，祈请斧正．以期完善o。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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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轴山中学位于丰润城南20华里，丰韩公路东侧孤峰独

秀的车轴山上。车轴山中学发展的道路经历三个里程碑：第

一个里程碑是遵化州官立中学堂，校址在燕山书院；第二个

里程碑是丰润预备中学，校址在县城小学；第三个里程碑是

河北丰润车轴山中学，校址在车轴山。三者一脉相承，前者

是诞生地，后者为发样地。车轴山中学，千年底蕴，百年历

史，三迁其地，三度辉煌。二十年代末，1928年共产党员董

维新任校长后，调整教师队伍，改革教材内容，培养出了一

大批国家栋梁之材：吴德、李颉伯、李尔重、宋之的、杨向

奎等都是这一时期的毕业生。1960年河北丰润车轴山中学被

确定为河北省重点中学以后，学校在党总支的领导下，加强

教师队伍建设，克服重重困难，使车中二度辉煌。这一时期

又培养出一大批国家栋梁之材，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

人大副委员长、人大党组书记、全国总工会主席王兆国，四

川省委常委、原成都市委书记、市长王荣轩，青海省人大副

主任王恩科，唐山市政协主席郑宝林，唐山市人大副主任赵

振鹏，深圳市人大副主任郝春民等等，都是这一时期的毕业

生。文化革命后，车轴山中学高举拨乱反正的大旗，认真落

实知识分子政策，车中教育出现了新局面，特别是1984年8

月车轴山中学重新被确定为河北省重点中学以后，车轴山中

学开始了三度辉煌，环境建设日新月异。科研兴校、名师工

程、青蓝工程、目标教学，办学效益与日俱增，为小康建设

培养出一批又一批合格高中毕业生，近几年又涌现出了大批

活跃在国内外的硕士、博士和博士后。他们成了祖国现代化

建设的栋梁之材。

古老的车轴山中学正焕发青春的活力，再铸辉煌·



：千年底蕴，百年历史
清代末造，国势阽危。废科举，兴学

校，历图变革，国内学校纷纷成立，而吾

校亦於是时应运而生。光绪二十八年

(1902年)七月直隶总督袁世凯奏准创设

中学堂于各府直隶州，行文到遵。时州牧

陈以陪奉委为遵化州官立中学堂总办，当

即召集在城绅董开始筹备。议定永久地点

以东北隅龙泉文社旧址为宜，在该处房舍

未经修葺之前，暂借城内燕山书院先行招

生开办，经费则挪借书院底款，俟正项筹

足再行抵补。(后三县共筹银五万两，车

润一万九千两，遵化一万七千五百两，玉

田一万三千五百两。)同年九月直督扎派

英文教习居之敬于十月初九日到州襄办招

生开学事宜。除在遵化出示招生外，同时

州牧并扎饬丰玉两县倍额考送学生来州复

试。计前后取录遵化十二名，丰润十三

名，玉田十一名，共三十六名。扎委遵化

儒学训导张体信为监学，廪生张之煦为司

事，选派举人王恩浩为汉文教习。光绪二

十八年十二月十一日即公元一九O三年一

月九日开学。刨设伊始，名为遵化州官立

中学堂。

遵化州官立中学堂的前身是燕山书

院。燕山书院在五代时(951年)为窦氏

义塾，到清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为东

街义学。乾隆三十九年知州李荫春改义学

为燕山书院，光绪三年知州何崧泰迁燕山

书院于试院东侧，当年为何崧泰热心教化

而立的《何老公祖建书院德教碑》仍完好

地保存在遵化州官立中学堂原校址内。

(现遵化一中校院内)

当初因初办学堂，只有府级政府和少

数直隶州政府才有资格设立中学堂，所以

各级政府对学堂非常重视。遵化州官立中

学堂除州牧陈以陪兼任学堂总办外，学堂

监督亦为政府官员。学堂于开学之日即颁

行各项规章制度，对礼仪、作息、考勤和

学业考核等都作了严格规定。清末封建主

义的教育思想，吸收了资产阶级的教育制

度，传播了一定的进步的资本主义文化和

自然科学，兴起了“中学为体，西学为

用”的洋务教育思潮。而当时办学的人，

多是师尊道严的饱学之士，遵化州官立中

学堂在这一特定条件下，由师尊道严而办

， 学严谨，由崇尚务实而要求必须学好各门

课程。中学堂于草创之初，即已奠定了一

切从严从实的基础。

中学堂第一期学生36人，本应五年

毕业，在第二学期结束时，由于学习成绩

优异，加以大城市里学堂学生不足，被直

隶省厅将三十六名学生全部抽调到天津、

保定学习去了。这一届学生里大多学有专

长，显现出了才华。有中国早期的地质学

启蒙专著作者，有煤炭研究专家，有中国

革命先驱安体城等等。

清末民国初年，丰润小学教育已相当

发展。遵化州官立中学堂每年招生人数有

限，不能满足我县日益增多的高小毕业生

继续升学深造的需要。遂于1912年(民

国元年)经丰润县各界知名人士联席会议

决定，丰润县单独创办中学。校名定为

“丰润预备中学”。校址设在县立高级小

学院内，校长李秋野先生，教职员为原校

小学教师兼任，从全县六所高级小学挑选

优秀学生108名，分成两班授课。此为我

县中等教育事业的开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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