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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芋

重史修志，是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修志在中国有着3000多年的悠久历

史，周代即有“邦国之志’’、“四方之志"，汉代又演变为国史，宋代逐步从国史

中分流，发挥着“存史、资政、育人"的作用。

首修《安远县第一中学志》启动于2007年5月，历经3年编纂，数易其稿，

在迎来校庆70周年之际，于2010年9月付梓出版。此前，学校曾于1990年、2000

年两度编纂简史。简史作为一种体裁，实难全面、准确记载安远一中的发展历程，

况且简史往往评多于述，大量珍贵的史料，丰富生动的人和事，难以呈现、承传。

徜若编纂疏于考证，一蹴而就，存有讹传，势必遗笑后人，简史的传世价值，也就

令人置疑。再说，对于学校历史，若一再简而记之，随着岁月的流逝，许多重要的

史实，有被湮没的可能。鉴此，学校决定用三年时间，编纂一部体例完备、内容详

实、行文规范的校志。

学校创办于中华民族抵抗日军侵略、国家和人民遭受蹂躏和痛苦的1940年。

其时，一批有社会责任、敢于担当的社会贤达立志于教育救国，兴办学校，振兴安

远。建校70年以来，学校革故鼎新，励精图治，办学规模不断扩大，办学质量连

年提高，为社会造就大批栋梁之才，得到社会认可。校志既客观地反映了安远县第

一中学建校70年这一光辉历程，又如实记载了学校发展道路上的曲折和教训。20

世纪80年代，我曾就读于安远一中，在这里，我放飞梦想，度过了美好的青春年

华。2008年，我又承蒙组织的信任，回到一中担任校长职务，耳闻目睹了安远一中

的发展变化，安远一中70年一路行程一路歌的感慨油然而生。

编纂校志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况且时过境迁，许多史料己经散佚，难度可

想而知。庆幸的是，在校志编纂过程中，广大校友和社会各界人士给予了无私帮助，

学校教职员工给予了大力支持，肖兴光、欧阳为泉两位先生为传承学校的历史文化，

三年如一日地辛勤工作，为校志的编纂成书、如期完稿付出了艰辛努力。在此向他

们表达崇高的敬意和衷心的感谢。

《安远县第一中学志》是我校70年历史结出的丰硕文化成果，是校园文化建设

的一朵奇葩。她的编纂出版，为我们知古鉴今提供了鲜活直接的最新史料，为莘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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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子了解学校历史增添了新教材，为传承人文精神开辟了新渠道，是全体师生为70

周年校庆献上的一份厚礼!可以坚信， 《安远县第一中学志》，必将成为学校的宝

贵财富，会有长久的人文价值，并发挥其应有的作用。是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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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J葶

安远一中历经七十年。回眸沧桑岁月，历历校事犹如天之阴晴圆缺、人之悲欢

离合，让人思绪万千。钩沉史实，加以考证，编纂成志书，如实、全面、系统记述

学校的历史和现状，方便人们了解学校七十年办学历程，为学校今后办学提供资鉴，

为教育史学工作者研究提供资料，实在是一项极有意义的善举。如是，我们两人虽

皆习理工，于文史外行，文笔又拙，且年过花甲，力不从心，仍不避班门弄斧、附

庸风雅之嫌，竭尽所能而为之。

志书内容之真实，乃史志生命与价值所在。我们两人于1950"---1960年代曾在

这所学校度过难忘的中学时代，除亲身经历这段历史行程，也从我们的父辈和老师

那里略知学校先前的校事。1980年代、1990年代我们又在这所学校长期任教，对

校事又有更为深入的了解。这段经历为我们的编纂工作带来方便。尽管如此，我们

仍然对搜集的史料素材仔细甄别，对疑点严加考证。考证无果的事项不采用。去伪

存真，对历史负责，是我们应尽的社会责任。

古有“善志者，述而不作”之说。如今“只述不评"是编纂志书的规矩。于是，

我们也就“不以物喜不以己悲"， 持平和心态，如实就事记事，不置喙褒贬。是

非曲直，成就与经验、失误与教训，由代代仁者智者自去见仁见智评说，甘甜苦涩，

由各人所喜，自去品味，各取所需。

得益于现代化办公、编印设备，我们能够将珍贵的文字史料原件、图片、实物

(照)编入志书，或作为内容，或作为印证。图文并举，不但使志书内容更为直观，

而且使一些文字难于准确详尽表达的事项一目了然，场景、氛围跃然纸上，予人回

味与遐想。我们以为，学校近期的大量图片编入志书，对于后人来说当是珍贵，就

像我们一样，学校早期照片十分难得。

虽竭尽全力，终因学识和能力所限，不但疏漏难免，而且可能有负众望。但愿

得到各方包涵。

肖兴光欧阳为泉

于2010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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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例

一、本志记述时限，始于1940年6月学校创办，止于2010年8月。旨在如实、

全面、系统记述安远县第一中学历史和现状，方便读者了解学校70年办学历程，

为学校今后办学提供资鉴，为教育史学工作者研究提供参考资料。

二、本志内容素材来自档案资料、志书、文献、县有关部门编印的文史资料、

物件、访谈和调查考证。

三、本志体裁采用述、记、志、传、图、表、录。以志为主，图(照片)、表

穿插其间，或作为内容，或作为印证。

四、本志前置序言、概述、大事记，中设专志，后缀附录和校史纪事文萃。专

志采用章、节、目结构。部分章节设有无题序。部分目下设子目，以同字号黑体字

示之。分事项采用语体文记述。行文原则上以时间先后为序。共设1l章35节。校

史纪事文萃收录文章17篇，作为本志内容的充实、补充或映证j对收录文章未作

修改，只对个别明显错别字及漏字予以修正，意在尊重原作，保留文章的时代印记。

五、历史纪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用朝代年号括注公元纪年。为省略

文字，每自然段同一年号出现两次以上时，只注首次。以1949年8月20日为安远

解放前后分界。采用公元纪年方式表达年代。例，1950年代，表示20世纪50年代。

“文化大革命”特指1966年"--1976年期间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政治运动。

六、本志第十一章人物设人物传略和人物简介。根据生不立传的原则，入本志

传略者均系已故人士，以卒年先后为序。入人物简介者，不分生卒，学校主要领导

以任职时间先后为序，教职工以入校工作时间先后为序，学子以在校学习届次先后

为序，同届者以获得资料时间先后为序，助学人士以行善义举时间先后为序。

七、本志附录收录学生升学录取名录资料。由于学校历年初中毕业生参加升学

考试，录取普通高中、中等专业学校情况未记载存档，又无法搜集，故未收录。高

中毕业生参加升学考试，因1977年---1982年分中专、大专两层次考试录取，学校

只记载存档大专层次录取名录，中专层次录取名录虽经搜集，无果，故无法收录。

1983年实行高中升学考试“～条龙"后，学校方将录取中专、大专学生名录一并记

载存档，本志附录均予收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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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一)

安远县第一中学位于县城北隅火夹脑山麓，创办于抗日危难时期的民国29年

(1940年)。是时，蒋经国主政赣南，推行赣南新政，饬令各县设立中学校。安远政

府和民间积极响应。6月，县政府组织申办，全县乡绅、富户、各姓氏公堂、各乡

各保基层组织踊跃捐资，筹得经费两万余元。9月正式开班上课。校名为“安远县

立中学校”。翌年更名“安远县立初级中学”。民国34年上半年，曾与赣州虎岗正

气中学联合办学，校名为“正气中学·安远县中联合中学”。

学校创办时，校址在县城老教场(街)中段。校园校舍是富户欧阳澍生(号仁

波)家人主动无偿提供的“庐陵世族”(俗称“仁波洋楼”)私宅及院落。后改修附

近的关帝庙，借用下水背欧阳氏宗祠，扩充校舍。民国33年(1944年)迁址县城北

隅火夹脑山麓新建校园。据《安远县志(同治版)》记载，火夹脑山即为乾隆年间

的镇山‘。学宫、县署和县典史衙门、城隍庙均在镇山山麓。其间大树林立，古柏参

天，幽雅安静，是前人认定的一处风水宝地。民国31年，原从事土木工程专业的

赖丰光校长独具慧眼选中此地，得到地方绅耆支持，获县政府批准。成立“安远县

修建文武圣庙及中学校舍建设委员会"。新校园于民国33年建成。校园环境怡人，

新建校舍建筑略带西洋风格，有别安远传统建筑，独显新颖。但校园没有围墙，校

门为简易校门。

(二)

民国时期，学校依照民国中央政府教育部《中等学校校务处理办法大纲》和江

西省《县立中学实施计划大纲》办学。开设“公民”课，每逢集会吟诵“总理(孙

中山)遗训”，对学生进行孙中山“三民主义”(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

教育和现代公民意识启蒙教育。以校训“礼、义、廉、耻"训育学生继承儒家思想

道德行为传统。开设“劳作"课，培训学生职业技能基础。重视学生德、智、体、

美、劳(劳作技能)五育平衡发展。开设“童子军"课，对学生进行准军事训练，

服务战事。除开设普通初中班外，还开办过“国民教育短期师资训练班"“简师科

班”“附设主计科班”，为安远普及国民教育(小学)培养急需师资，为政府部门和

乡镇培养财会人员，服务社会。1940年"-1949年，学校办学虽处抗日战争和解放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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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时期，但学校教育教学照常进行。

民国时期，校长、教师备受尊敬，薪俸较为丰厚，是普通员工的3"-'10倍。教

职工薪俸、办公费由政府拨付，不足部分及其它开支由基金会(安远县立中学款产

保管委员会)支付。学校办学规模，创办当年秋季招生99人，实行春秋两季招生，

三年后直至1946年一直保持学生500人左右规模。1947年起呈下降趋势。

(三)

1949年8月安远解放，新政权顺利接管学校，杨瀛继任校长。办学经费全由国

家财政拨付。学校沿用旧制。1950年3月，县长谷岫兼任校长，学校进入新时期。

1953年，学校更名为“安远初级中学’’。

解放初期，学校实行面向工农办学。优待工农子女，教师下乡动员贫苦农民子

弟入学。据资料记载，1954年春季一年级甲班(“吴运铎班”)42人，有贫下中农

子弟29人，最小年龄13岁，最大年龄23岁。实行低收费，每学期缴交学校的所有

费用不超过10元。设立人民助学金(甲等助学金每人每月9元，开支伙食费用5

元外，还有零用钱)，资助困难工农家庭子女完成学业。少数学生干部未毕业就被

选拔到党政机关重要工作岗位。教师作为知识分子被列为“团结、教育、改造”对

象。教师工薪和各行各业公职人员统一按行政级别核发。开设政治课，以《革命故

事读本》《中国革命读本》为教材，对学生进行革命斗争教育。后以毛泽东著作单

行本为教材，对学生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组织学生开荒种菜、参加政治运动宣传、

学习英雄模范榜样，作为培养学生共产主义思想品德和劳动人民思想感情的重要途

径。教学上全面学习苏联。学习凯洛夫《教育学》理论，推行普希金《红领巾》语

文教学法。成立“教育理论研究组”，每年进行书面总结，向县政府报告。

1958年增设高中部，成为安远第一所完全中学，学校更名为“安远中学”。当

年，为贯彻“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

学校设立生产处。开办农场，作为劳动教育基地。9月下旬起，全校停课。一部分

师生参加全民大炼钢铁运动，上山烧炭、司炉炼铁；一部分师生下乡支农。因此学

校正常的教育教学秩序受到严重影响。直至11月底中共安远县委、县人民委员会

(县政府)《关于学校停课的几个有关问题的联合通知》下发后复课。复课后实行

“一面劳动一面读书”，称之为“半耕半读"。 1961年，国家教育部颁布《全日制

中学暂行工作条例(草案)》(又称《中教五十条》)后，学校教育教学秩序得以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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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恢复，将生产劳动纳入教学计划，每周两下午。1962年后改为每周一下午。这一

时期，虽然劳动任务多而繁重，但学生群情振奋，吃苦耐劳，思想和意志品质得到

磨练，体力和毅力得到增强。劳动收获的果实，改善了师生伙食。师生平安渡过物

资极度匮乏的“三年经济困难"时期。

解放后，学校进行了新一轮校园建设。新建校门及其两侧的传达室，围筑校园

围墙，修建花园，其中两层教学楼和学生宿舍楼与中共安远县委办公楼、县人民礼

堂同为安远解放后第一批国家新工程建设项目。

这一时期，学校办学规模，学生人数维持500"-'600人。

(四)

1966年，全国爆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简称“文化大革命’’)政治运动。6

月，中共安远县委“文化革命工作组’’进驻学校，学校领导“靠边站"。全校停课

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师生以大字报形式批判“资产阶级修正主义教育路线”，

揭发、揪斗“反党反社会主义黑帮分子"(被划为“四类"的教师)。成立“红卫兵”

组织。以扫除“封、资、修"(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修正主义)为口号，走出校

门破“四旧"(旧文化、旧思想、旧风俗、旧习惯)，批斗“牛鬼蛇神’’(地、富、

反、坏、右分子)。学生走南闯北“大串连”后，在“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的氛围

中“炮打”县委、县人委，以批斗“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为名，揪斗县委书记、

县长及其他领导干部。1967年，“造反派”、“保守派”两派激烈争斗，出现名目繁

多的“战斗队"。1968年4月成立校“革命委员会"，同时开展“清理阶级队伍”运

动，部分教师又遭批斗。8月，为贯彻执行“工人阶级、贫下中农管理学校"的指

示，县农业机械厂“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简称“工宣队")进驻学校。学校长

达近两年时间处于无政府状态。

1966年6月～1968年冬长达两年半时间，学校没有正常开课。高中学生人手

一部《毛泽东选集》(共四卷)，全校师生人手一册《毛主席语录》或《最高指示》。

学“毛选”(毛泽东选集)、背诵“语录”(毛主席语录)和“老三篇”(《为人民服

务》《愚公移山》《纪念白求恩》)、唱“语录”歌，对伟大领袖毛主席进行“早敬”

“餐敬’’，甚是热烈。这段时期，除1966届初中毕业生，其他各届学业期满的学生，

均因“文化大革命”运动及“中考”“高考”制度的废止，未按时安排毕业离校，

～直滞留在学校。直至1968年8月和10月，分两批安排毕业生回乡或下放插队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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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接着，大部分教师下放，学校被撤并到安远“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安远中学

停办。校园改作县农业机械厂。

1969年初，县革命委员会安排县农机厂开办“五·七”中学。校址在原县幼儿

园，翌年，搬迁至原安远中学校园。1972年底在县农机厂“五·七”中学基础上恢

复安远中学。

1969年"--'1976年，学校遵照毛泽东“五·七”指示，缩短学制，修业年限由

“三、三”制改为“二、二”制。实行“开门办学"，学“朝农’’(辽宁朝阳农学院)，

学生走出课堂进行生产劳动实践，请有经验的工人、农民师傅来校讲课，称之为“走

出去、请进来”。课程内容多为实用的工农业基础知识。学生每学期集中劳动，初

一年级45天，初二年级50天，高中各年级60天。学校开办电镀厂、菌种厂，供

学生实践操作。

“文化大革命"十年期间，学校学生人数不稳定。校园建设停滞不前。县农机

厂将学生膳厅改成了铸造车间，教室被打通，安装一台台机床；花园被废。校园校

舍有所损毁。

(五)

“文化大革命”运动结束后，国家拔乱反正，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学校首先认

真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历次政治运动中遭受迫害的教师得到平反昭雪，教师被列为

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社会地位得到显著提高。1977年恢复高等学校招生考试(简称

“高考")制度后，学校师生教与学的积极性空前高涨。没有课本，教师自编自印

教材或讲义。学校传统的教育教学秩序基本恢复。

1979年秋季，因安远二中的创办，学校更名为“安远县第一中学"。 同时初中

“三年制’’学制恢复到位。1980年学校成为安远县唯一一所省、地(市)重点中学。

1980年代，学校教育教学秩序全面恢复，并通过不断开展精神文明建设活动，

整治“脏、乱、差”，树立文明校风，激励学生成为“八十年代新一辈”。从1981

年秋季新生班级起，开始执行国家教育部《全日制六年制重点中学教学计划(试行

草案)》第(2)套(从高二年级始实施文理分科)教学计划安排。教材使用“甲种

本”。高中“三年制”学制于1984年秋恢复到位。劳动教育逐年减少；学校农场土

地面向社会租赁承包。教师全身心投入教学工作，想方设法提高教学质量和升学率。

学校制订《教学工作常规》，使教学工作规范有序、更为落实。同时学校认真贯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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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国家教育部关于体育、卫生工作的“两个暂行规定”。坚持每年召开校田径运

动会，恢复医务卫生室。

1990年代，学校进入改革和快速发展的阶段。1990年代初进行以“校长负责

制、教职工聘任制、结构工资制"为内容的学校“三制’’改革。校长负责制明确校

长是学校的法人代表，全权行使学校的人、财、事权。改变了长期实行的“党支部

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教职工聘任制明确教职工每学年工作岗位实行聘任制度，

聘任和受聘双向选择。结构工资制则实行固定工资和“活工资”相结合，“活工资’’

根据教职工工作量和业绩按月计发，体现“多劳多得"“优质多得"的原则。1990

年代后期，进行两级管理改革。将学校直接管理班级和教师的体制逐步改革为学校、

年级组两级管理的体制。经过几年的过渡，2001年秋正式实行学校领导下的年级主

任负责制，年级组主任为学校处(室)副主任行政级别。2002年，学校以“全面提

高教学质量，培养高素质优秀人才，打造名校”“办人民满意、政府放心、学生向

往、社会赞誉的学校"为目标，以虬睢诚求实博学创新"为校训，对学校的教育

教学进行大胆改革创新。将劳动教育融于“三育人"(劳动育人、服务育人、管理

育人)活动中。树立杰出校友和在校品学兼优学生为示范或榜样，并以讲学、直接

交流的形式进行榜样教育。感恩励志、远足励志、成年宣誓、法制安全等具有时代

特色的教育活动丰富了学校思想品德教育的内涵。在教学上建立“课备五清晰”(目

标清晰、知识框架清晰、教学思路清晰、课堂语言清晰，训练要点清晰)、课堂“六

让三不讲"(课本知识让学生读，思维方法让学生讲，操作方法让学生动，拓展联

系让学生想，巩固训练让学生做，总结反思让学生试；学生懂得的不讲，讲了学生

不懂的不讲，教师没把握的不讲)、作业练习“四必五讲究"(有发必收，有收必

批，有批必评，有评必补；随堂性训练讲究及时，巩固性训练讲究系统，探究性训

练讲究实用，综合性训练讲究滚动，模拟性训练讲究前瞻)新理念。先后与赣州市

十县(市)重点中学，闽、粤、赣三省八校进行制度性的交流协作，与兄弟学校进

行教育教学工作交流，开辟提高教学质量新渠道。2008年学校根据普通高中新课程

实验教学工作要求，进一步完善《教学常规》，从备课、课堂教学、作业布置与批

改、考试、对学生评价、教学研究、实践活动八个方面全面规范教师和学校教学工

作。2009年，以“人人成功，各得其所”新理念，采取多项切实有效措施，大面积

提高教学质量，又跨新台阶。

一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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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时期，学校重视教育教学及各项管理工作的制度建设，整理、制订、完善

了～系列规章制度。有行政、德育、教学、总务、岗位职责五类，共计138项。并

于2006年编印成册。

改革开放给学校带来新的发展机遇。办学规模从1978年开始逐年增大，至1987

年，学生人数达1916人。1988年～2003年维持学生2000多人规模，2004年开始，

学生人数达3000人以上。校园建设逐年进展，1995年后突飞猛进，以改天换地的

气派，一年一个样。校园旧貌换新颜。校园面积由约40亩(1995年)扩大到127．02

亩(2008年)。学校建筑总面积33938 59平方米中的90％为1995年后所建。校园

形成教学区、运动区、生活区三区新格局。教学装备不断充实、更新、完善。塑胶

运动场、灯光球场、校园引算机网络(简称校园网)、多媒体教学设备等现代化教

学装备一应俱全。

(六)

学校办学七十年，培养国民教育短期师资训练班学员50人；简师科毕业生159

人；主计科班毕业生25人；初师班毕业生45人；高、初中毕业生29000余人。为

国家培养了一大批有文化的建设者，为各级各类学校输送了一大批新生，其中为高

等学校输送新生10000余人。

广大毕业生及校友，遍布海内外。有的学成海外，在异国成就事业。有的从事

科学技术专业工作，成为行家、专家、学者。有的从事文化艺术工作，成为作家、

画家、工艺大师。有的从军从政，成为领导干部。有的经商办企业，卓有成效，所

办公司资产近亿元。有的从事工农业生

产，有所发明创造，成为行业领军人物

或致富带头人。一大批校友被省级以上

政府或党政部门评为劳动模范或先进工

作者。学校几十年办学成就得到全县人

民的赞许，成为全县青少年学生热切向

往的一所优质品牌学校。2007年12月，

江西省教育厅授予安远一中“人民群众

满意学校”光荣称号。
一学校获得的江西省戢育厅‘二00

七年度人民群众满蠢荦校”牌匾



安远县第一中学志 大事记

大：zJr记

民国29年(1940年)

6月，县政府筹办、组织申报，民间积极响应，募捐办学经费。

6月，富户欧阳澍生家人无偿提供县城老教场(街)“庐陵世族”(俗称仁波洋

楼)私宅及院落为校舍。

9月，开学上课，校名“安远县立中学校"，县长梅授荪兼任校长。学生两个班

99人，教职工7人。

10月，成立“安远县立中学款产保管委员会"，唐保华任主任。

民国30年(1 941年)

8月，借用永安乡下水背欧阳氏宗祠房舍增设学校分部。

8月，学校更名为“安远县立初级中学"。

8月，赖丰光任校长。

民国31年(1 942年)

春，“安远县修建文武圣庙及中学校舍委员会”成立。兴建火夹脑山麓校园校

舍。

4月，创作“安远县立初级中学校歌"，杜永粲老师作词，马泉老师作曲，。

民国32年(1 943年)

1月，江西省第四区专署(赣南)专员蒋经国对欧阳澍生无偿提供临时校园校

舍、捐赠稻谷肆百担支持办学之举题字，赠予《泽披斯文》金字木质横匾。对欧阳

振基等十户捐赠大户各赠《有功文教》金字木质横匾一块。

2月，新校址部分校舍修缮完工，下水背欧阳氏宗祠学校分部两个班学生，迁

入新校址。

7月，首届初中学生毕业。

9月，开办县国民教育师资训练班，学员50名。

民国33年(1944年)

夏，新校园u型教学楼、中正堂、礼堂(又称“新安远大礼堂")相继落成。

9月，“庐陵世族”校区师生全部迁入新校园。

9月，某日上午举行新安远大礼堂落成典礼，下午在礼堂举行文艺演出，观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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