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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校友回一中，感受“难以想象”的沧桑巨变
本报记者 黄广华 汪泷

“古任城，运河边；太白楼旁，老槐树间。一座百年有素

的学府，一片芳香贻人的花园……”词界泰斗乔羽用他诗

一般的语言描绘了自己的母校——— 济宁一中。

10月18日，济宁一中110周年校庆活动正式拉开帷幕，

济宁一中著名校友，原外交部副部长张德广、“人工喉之

父”杨仁中教授在济宁一中校友报告会上做精彩讲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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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虽然在很多国家做了很多
的报告，但与像你们这般年轻的学
生们交流，可是第一次啊。”张德广
的开场白，让台下倾听的学生们都
十分高兴，距离被一下子拉近了。在
近一个半小时的报告中，张德广不
仅与同学们分享了半个世纪前他在
济宁一中是如何度过的，而且通过
解读他多年的外交经验，教导同学
们要在未来的成长中，养成自己独
立的思考能力。

“人工喉之父”杨仁中教授则以
一句济宁话做开场白，立刻引起全场
雷鸣般的掌声，而他也已一句《易经》
上的话来形容自己的母校：厚德载
物，自强不息。

随后，张德广和杨仁中共同为
“建校110周年纪念碑”揭幕。据介绍，

该纪念碑是以济宁一中校长李岩为
代表的1980级校友共同捐赠的。而在
济宁一中太白校区内的道路两侧，则
是济宁一中校友事迹图片展和十年
来的教学成果展，这些展览不仅囊括
了济宁一中获得的种种辉煌，也融入
了一中人在世界各地所作出的种种
努力。

据悉，本次济宁一中110周年校
庆活动，以“文化校庆、和谐校庆”为
主题，旨在宣传和展示学校培养人
才、服务社会、壮大自身的辉煌业绩
和巨大成就，同时建立校友总会。通
过扎实有效的筹备工作和丰富多彩
的校庆活动，对百余年的办学文化进
行回顾、发掘和提炼，使新老校区都
能呈现百年名校的神韵，使百余年办
学文化得到传承发扬。

虽说因为学业繁重，高三（19）
班的同学们大部分时间都要呆在教
室里学习。但逛一逛校史展览馆，
仍然让他们颇为自豪。赵振国轻轻
拍着自己的胸脯说道：“细想想，很
多大学可能都没有1 0 0年的历史，
我们一中却有1 1 0年了，能不令人
佩服吗！”

站在很多老照片前，19班的同
学们你一言我一语的讨论着，看到
古老的“一中红楼”，这些“90后”的
学生们显然并不知道“红楼”的具
体位置。“这楼到底在哪啊？只闻其
名，未见其影啊？”王哲指着半个世
纪前的一张老照片说。他们彼此左
看看右看看，没有一个人能说出个

所以然来。站在一旁的老师告诉他
们：“这‘红楼’就是咱们东校区进
门那幢办公楼位置所在，想当年也
是济宁市最高的建筑物，站在运河
大堤上放眼整座济宁城，能看到的
建筑物就是这座红楼和铁塔寺的铁
塔。”

听了老师的解读，同学们都发出
了赞叹声。就在大家准备离开校史馆
的时候，同学们又围在大厅里摆放的
济宁一中两个校区的微观模型，每个
人指着学校的各个教学楼，回忆自己
读高一、高二时都在哪间教室里上过
课，“这是我们在一中的最后一年了，
看着这些学校的缩影，我们心中很是
不舍。”

老校友分享难忘的经历

老照片让大家倍感自豪

再次回到母校济宁一中，张德
广感叹：除了还是这片热土，其他
的早已经见不到自己儿时的记忆
了。提及上次来济宁一中，张德广
告诉记者，那是在七八年前的一个
晚上，他和夫人难得抽出时间来校
园里看了看，没有惊动任何人。

张德广1958年考入济宁一中，
回忆起半个世纪前的往事，张德广
笑眯眯地说：“那会我是家里第一
个识字的，来济宁上学之后，每个
星期带一筐子菜干粮上学，吃到后
来都发霉了，就在学校热一热继续
吃。菜嘛，也就是辣椒、咸菜疙瘩这
些东西。那种生活，是你们现在的
同学们难以想象的。”

“难以想象”，是张德广在报告
上提到最多的词。半个世纪的距
离，将现在一中学子们的生活，与
那个时代拉得很远很远。因为数学
不好，张德广第一年并没有考上高
中，第二年因为更擅长文科，而考
上了只需两年就能毕业的文史班。
他开玩笑似地说：“我数学确实不
好，直到今天我仍然不晓得自己的
工资是多少。”说完，会场内的同学

们都发出了阵阵笑声，而掌声也随
之响起，大家都被张德广的幽默所
感染。

“刚进一中，我便赶上了不少
大 事 件 。”张 德 广 顿 了 顿 说 ，

“1958年那会儿提倡农业种植要
‘密植’。”说着他伸出手指着一中
操场的方向，“就是现在操场这个
位置，那时候我们在学校就开始
种小麦，撒下去那么厚的种子。”
张德广用手比划了一个接近10厘
米的厚度，看到这情景，同学们都
忍不住笑起来。“在一中经历了这
些大事之后，对我产生了我最大
影响，看问题、想问题、做事情，要
实事求是，要尊重事实、尊重科
学、尊重规律。”

对于母校，张德广告诉记者，
济宁一中有一支很强大的教师队
伍，当年历史老师讲授的历史课，
让他至今记忆犹新。走出报告厅，
张德广环视了一番如今的济宁一
中，他告诉记者，虽然历经半个多
世纪，母校的变迁带给他的第一感
受仍然是：“这片土地真的是一直
在不断发展的。”

刚刚站到主席台上，杨仁中深
深地向台下的学生们鞠了一躬，起
身后嘴里突然吐出一句：“大家好，
我是‘燕儿里’(昨天)到的。”台下
还稍稍有些嘈杂的同学们，被杨仁
中的这一句济宁话突然说楞了。停
顿几秒后，全场立即爆出了热烈的
掌声，杨仁中又笑眯眯地的说：“准
确的说，我是‘燕儿里后晌’(昨天
晚上)到的济宁。”短短两句话，立
刻拉近了杨仁中和台下学生们的
距离。

杨仁中1950年刚刚考入济宁
一中时，心怀报复的他一心想当
兵。因为成绩优异而被保送至哈尔
滨工业大学。可一次去岱庄慰问志
愿军的活动，彻底改变了他的选
择，“看到那些志愿军战士有的失
去了胳膊，有的失去了腿，对我的
震撼很大很大，看到他们如此艰难
的生活，我决定弃军从医，努力帮
助更多的人。”于是杨仁中放弃了
保送的机会，转而努力备战考取医
科专业。

时过境迁，杨仁中颇是怀念地
望了望曾经盖着“红楼”的方向，

“以前那红楼前头有块地，我们经
常在那块地里做实验。”稍作停顿，
杨仁中又露出了他惯有的十分亲
切的微笑，“我在一中时住校，四个
人一间屋，到现在走了两个，还剩
两个。”

杨仁中今年已经80高龄，却仍
然十分精神健硕，一中对于他就像
是一座医院，这里有各种科室，为
学生们补充各种营养，“我们的老
师就像是医生，在这里为学生们补
充营养，没有偏食的，更没有营养
不良的。”

记者注意到这样一个细节，杨
仁中胸前戴着一枚白底的校徽。一
中的学生们都是白底校徽，老师们
别的则是红底校徽，而原本给予了
红底校徽的杨仁中，却专门换成了
白底的，“那是因为我永远都是一
中的学生，理应佩戴白底校徽。”

距离上次来一中参加百年校
庆，已经过去了十年之久，杨仁中
告诉记者，这次来和上次来相比，
一中有很大的变化，但不管怎么
变，过去一中的形象永远烙印在他
心中。

■相关链接■

济宁市第一中学始建
于1902年，初名为直隶州官
立中学堂，系清末山东省兴
办最早的“新学”之一。1931

年起为“山东省立第七中
学”；1942年至济宁市解放
前夕，为“山东省立济宁中
学”；1951定名为济宁第一
中学。1962年被确定为山东
省重点中学，1981年成为省
教育厅确定的首批办好的
19所省重点中学之一，1992

年被山东省教育委员会命
名为首批省级规范化学校。

学校现分太白、古槐、
北湖三个校区。其中太白校
区和古槐校区占地面积160

亩，现有83个教学班，学生
5006名；北湖校区占地523

亩。
2011年，学校有在职教

职工4 6 7人，专任教师3 4 0

名，在聘高级教师186名，全
国教育系统劳动模范、优秀
教师6名，省、市级优秀教师
39名，省市特级教师、骨干
教师、学科带头人、专业技
术拔尖人才、教学能手9 3

名，硕士、教育硕士116名，
学历达标率100%。学校共承
担国家、省、市级科研课题
16项、子课题70余项，教师
先后在省级以上刊物上发
表论文800余篇。

学校依托丰厚的文化
积淀，秉承百年优良传统。
坚持“一切为了学生终身发
展，使之拥有一个智慧人
生”教育理念和“教师为本，
学生为本”的管理思想，以

“全省领先、国内一流、国际
知名”为办学目标，不断深
化学校内部管理体制的改
革和创新，构建“德育为主，
能力为重，知识为基础，高
素质为目标”的育人格局，
形成充满活力的激励机制，
建立多元的、发展性的评价
体系，全面实施素质教育，
创建学习型、创造型学校组
织。确立了“学会做人，学会
求知，学会创造，学会审美，
学会健体”的育人目标和

“奥赛、艺术、自主招生、飞
行员、运动员”五位一体的
特长人才培养结构，走出了
办“规范加特色学校，育合
格加特长人才”的发展新
路。

济宁一中
的前世今生

“两年一中生活，影响我一生”

“我永远都是一中的学生”

张德广：1941年2月生于山

东省济宁市。1958年-1960年就

读于济宁一中，1965年毕业于

北京外国语学院俄罗斯语言文

学系。1995年至2001年，任中华

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副部长。

2001年至2003年，任中华人民共

和国驻俄罗斯特命全权大使。

杨仁中：1933年生，山东省
济宁市人，语音康复专家，中国
人工喉创造者，我国著名的语
音康复医学开拓者之一。1953

年毕业于济宁一中。他发明的
人工喉等系列语音康复设施，
使失去发音能力的3000余例国
内外“半路哑人”重新开口讲
话。

倍感自豪的一中学子。 本报记者 黄广华 摄

充满回忆的老奖牌。 本报记者 黄广华 摄

一起感受学校的历史。 本报记者 黄广华 摄

如今的济宁一中古槐校区大门。

一张1955年的毕业照。

济宁一中曾经的教学楼。

山东省济宁第一中学老校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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