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聃 茜

一九Z．／k年二月，万源中学在艰难中e,171、成立了，至今，它已度

过了六l‘个春秋。在这六十年中，它跨越J’阿个n,Hq，经历了无数艰

难曲折。

今日的万源中学已是--N教学设备El臻完善，学习环境优美，校

风学风良女T-fFJ完全小’譬。

六十年来，特刖是中华人民共和幽成立以来的三-1‘／k／,l-，它为我

㈧培养j，夫啦人才；彳『为雠卫ji!|上Ⅲ而献身的英雄干¨终年守卫在边防线

一Lft,,j JIiL-t．-；有在科研上取得成就的々家教授干¨从事基础教仃的中、小

学、幼儿教州i；有为建设“明化”而J以负一定领导贞任的lq家工作人

员，更多的则址为]：厂、农"和区乡堆联培养J’大批从jf!I三，6：和指挥

生产的付干人^!。

六十年来，特刖足中华人KJ0和凼成立后的这三十八年，它的学

生遍布租刚I刚t东阿。史有机当一部份学生远赴瞅荚口f学、深造和到

I柯业北非竹助第j二⋯：界lq家从事建没。

啦蓿。学校的健全1j发展，J{；f!着对我校成护T：LILl’由教11．[ki养，它也

扯这过程中造就J’一史支品德-■尚、热心教疗、热恶业务的教师队伍。

六十年中，它，取{：}J’n：多j玎浮的成绩，进行过无数次探索，也

有过4；少火败的教iJI|。舭这北成绩、探索、教illI排址’i!炎fFj蚶_；l：彳，

“fj(『4F小忘，后肚之帅”这_j珍贵的历业，删』-Z忠实地址，止T?柴，流

传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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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六二年前后，我校曾收集过资料、编写过校史、并用绘画表

述方法进行过展览。但那以后，由于忽视了历史资料对指导现实工作

的作用，保管欠佳，到J’i 96 6年“文革”初#fJ，该资料已荡然无存。

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坷_二rj r全会以后，历史资料的整理，已经受到

普遍重视。随着符地编修地办志、部门志的时机，我校于一九八五年

冬组织成立了校志编写组，开始着手于校志的重新编写工作。

为了编写好校志，我组有关人员曾参阅了《全国北片十三省、市、

县志稿评议会纪要初稿》，邓挥铭《新修方志的体例》，林景梧《对

编纂大事记一些问题的认识》，黄汝珍《新方志如何记述建国后的历

次政治运动》，蒲孝荣“充分认识史志关系共同协力编好县志》等大

髓资料和一些兄弟学校的校史校志。

为了编好校志，编写组再次学习了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

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和相应的文章。

在搜集资料和编写过程中，县志办给予了帮助，县档案馆、县教

育志编写组为查对历史资料提供了方便，许多老职工，老校友给予了

热情的支持，有的还应邀来校与编写人员一起逐句斟酌，逐字推敲，

方使校志得以在短期内脱稿付印，在此特表谢意。

校志编就之时，正值我校建校六十周年，谨以此书作为献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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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志的编。j，持实j}求是的原{『!Ij，

考证、筛选，去伪存真，秉笔j’H；。

二、本志所记时限，上r|1 9 2 8年F砭l 9 8 8年，前后跨

越7i十年。

三、编写体例，采J1J以HJ系。皿分类·瞪j。过程4：洋事件，不

作臆断、只列资荆。

叫、注瞳’学校特．一乜史忐兼布。对学校简殳部分作较为l}细的记

述。

五、iC述学校m止研JH文体，采川当时I；ff『f常川词汇语句，前后

衔接则随所i,Zftd代而{1I』、蜡}换，㈣L】,u-【球E-l；i：Je{i．1代风貌。

八、对人名的fL坡，持·腆匝态度，刈11f|i』10性WL{≈，仪iL史实不汜

g¨E人员。

L、人物传i己所城，仪作刘做iL人物作传fⅢ由肯定，／f；当作终身

定论。

八、本志采川篇、·萱、竹、口系统标躬。¨，Jt标序数譬或捉

行。，#协标题，以能嵌述内缚为准，刈0：数／f：作硬性规定。

九、凡引号内文字，均为：-’F人n述文字之肖求，4,5_}i_E『W。

十、建国前指Kf,：lli,J-期，』￡所川汜|j．f均在民旧记¨寸后注明公元若

干年_|二括譬内，建⋯后}己时则只}d公元。

十、小志所沙人物，一徘小川称；}ii，除必须抛及』￡职务卉外，均

直书』￡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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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事 记

清光绪二十八年(1 9 o 2年)

』(、r县在萼I¨；院(亦称文书院)成立我县第一所．：0小，定名乃

太平县第一t：1々等小学。j氘是为万源-P#I坩身。

民国十三年(1 9 2 4年)

人’F县知事余光复开始筹办万源中学，后Ⅲ去毋椿成。

民国十七年(1 9 2 8年j

l 9 2 8年二月乡人留法归酬学生张洪凯、l岛宏J1i及-ILJ；,：人学牛

、蚴Ⅺ乡学生娄元亮陀县城高小的基础上，创办我县第一所中等学杜，

唧万源县立初级中学校，娄元虎兼任第一任校长。刘复礼任教导l

任。

M1年?‘月万源r pJ学汀次招生，．}；f{收男生一班约叫J‘人。

民国十八年(1 9 2 9年)

赞元亮Ⅲ故辞去万中校长j『55务，m炒文乡人佼兜生琳仃。

垤招收，j m笫-：JTl!。

民巨卜卜九年(】1)H IJ of：)

万源初级中学校长仗克生辞职，张洪惜继仃校长，扪收，J牛奶i

Ⅲ，次年州收9j乍铘IN_』T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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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围二十一年(1 9 3 2年)

J岛宏声继张洪楷任校长。

M 7|1小H工农红军第四方【百『军进入四川，次年进入万源。

民国二I‘二年(1 9 3 3年)

万{J糸县初级中学停山、。

民国二卜七年(1 9 3 8年j

旧K政腑颁发教行训令，以国民党员十二守则作为学校公民课主

。出内存。

民国二卜九年(1 9 4 0年)

万源县初级中学于是年存恢复，陈茂材任恢复后第一任校长，招

收男生一“[。玖年春招收女t【：一班，成立女生部，地址设n：天主堂内

(≯红旗食铝处)。此后嘶期{{{收9】生一班，缚年招收女生一班，‘学

制湖÷。

民国三十明年(1 9 4 5年)

万源县初级中学学牛『{}j级仃(班主仃)领队集体枷入“j青

J们”，万中成记三民j：义青年团Ⅸ分部。

7月 我县肼f柯联大，Ⅻ济大学。学生熊资粹、冯直文、赵学贤、

；屿立廷等J：辫假回万源编贴“人众i^》墙报，呼吁和’h反对内战，抨

-片时弊。 ．JJ内连Ⅲ=_三期，引起全县震动，给学校帅i生n发很尺。

2



是年 ‘7’，t秘板酝酿婴辣游i川；贼汛。n，¨．㈤-¨2。批鲰7≯住屯

{¨伙食费川，挪用公款旧吉沦时仃发生。

由于符校风潮迭起，县歧府于是年行文∞i等，禁m县IJ,Jf}公私F

学凇学生成群结队外出脓行，将JJ巾。≯乍。‘if r，咒_J二政腑脏税之h

比罔三卜7C牛-(】(J 4 7年)

4 J J Jj源中学学，#不满时政，以县参议会作⋯旧“舶Jjjl学乍伴

金的决议”lni触发学生个校罢课，jf刨县政府I’J前游fj爪域。

’J此lIl：I H,I，政府一州进行安抚， ‘jnl勒令学铰’’J。0严⋯竹小，软

艇兼施，敛使罢课不几灭，就做迎矩课。

5 J J 县政府发布洲令，链嘶’#校纪律。¨年陈J文材辞占万t J·饺

长』{：}l绐，佼长l自娄平¨亮继f|。

8 j 4 且．政腑行文7J小，通知任命熊伟』i乃救fj干1长，免去奴ⅢJ

求该职务。I-d JJ四川口报报导万中婴深淌．0、。

民同三卜七年(1 o，t 8年)

玎源-"学部分学乍，结／、饺外菏‘{．g【织“群‘粤”镌球队～一¨舅

绰号瘟丧似，Iq到处赛眯，tj【起驻军怀疑，Im坦删汛。后虽释放^：{1l

，1产生，然。时惊恐骚动，3、([fIE。学校秩JF九法维持。

民㈧三卜八年(1(J 4 9／'ii)

址年⋯比党迎●：t‘巴』⋯防线’’个吲m㈣川t1人Ltm*放乍世1i¨

m，电质』，{jI；!。⋯时⋯L咕党Il!I[兵秒广_!=[部队，乏川川竹侏安，i川、L川



，i批浦入万派，频频进驻学校，敛使教!学设施损坏，教学工作受阻

行课JJ周后，厚次停办。

l 2月2 2日。中国人民解放军进驻万源。

l 9 5 0仟：

l J_j l f=l万源县临时人曲致府成立。

同JJ 万源县临时人民政府县长高林青，组织部长崔炳兴，宣传

舟：K米槐对令县教师进行r初碴，决定了去留。万源中学留下了1’二

名故职抛。

3 JJ 全县教师集中’学jJ二十天，万源县临时人民政府新录J丑了

前吲立女予{iJ|j范学院四鼎M乡学生及其他学校回乡学生，参加万源中

学教学工作。教师由聘用制改为任月j制。

3月4 r-l 达县专署教育科发出关于恢复学校教育的指示。学校

随i!lJ成立校务委员会，2月校长娄和亮因故去职，校长暂由米又南代

雕。

3月 代雕铰艮米义{柯去职。陈茂材被正』℃任命为校长。

4月7几 7j源小学校长陈茂材在万源县第一次各界人比代表会

iZ I：做选为常_；}委员会委蛆。

l 9 5 1年

万源县教育系统第一个新琵主E义青年团组织一一万源县初级·j·

譬冈支船JI：』℃建立。

1 0月，川北行署t任胡耀邦来万源视察，到万中与教师亲功交

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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