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百年中学探访”系列之十

龙口一中———

一所学校，走出了 36 位将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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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一所学校竟然成为“黄县
之抗大”、“革命干部的摇篮”；如果说，
一所学校，一百多年来竟走出36位共
和国将军，它的校史犹如中国近代革
命史的缩影，那么，这该是一所怎样的
中学呢？

当我仔细阅读“百年中学探访系
列”的第十篇———《一所学校，走出了
36位将军》时，一直想找寻出这所学校
如此“强大”的原因，是什么能使得它
的学生可以“奔走醒民众于昏睡、投笔
洗国土至殷红”。原来，从1912年到
1935年间，这所学校的历任校长中有
清代举人、留日学生、同盟会员、北京
大学毕业者，这直接引领了学校兼容、
开放的校风；而受新式教育理念影响，
崇实学校师生的思想也走在了历史的
前端。一名学生在他的日记中写道：

“人生在世，即使不能做岩石，也要做
颗硬沙，要坚强，不要随波逐流。”有这
样有思想、有见地的师与生，何愁学校
不出精英？不出大家？

人文齐鲁B2版上推出了两个“齐
鲁英烈谱”人物，一位是以教师身份为
掩护、从事党的秘密地下工作的蓬莱
人施中一，一位是刘知侠长篇小说《铁
道游击队》中芳林嫂的原型刘桂清。一
样的铁血热情，不一样的革命方式，让
我们看到的是在过去那些艰苦岁月中
默默奉献的无私、无畏。特别是普通妇
女刘桂清，在那黑白颠倒的艰难岁月
里，仍然保持一颗善良朴实的心灵，不
论怎样的危险，不论怎样的煎熬，她如
战争年代一样是非分明，奋不顾身地
和造反派周旋，冒着生命的危险，再次
掩护了刘知侠、王志胜(王强)。在那个
特殊的年代，刘桂清的无私、无畏，勇
气和胆识，同样令人无比佩服和敬仰！
这也让我感叹，有良知、不随波逐流，
在恶劣的环境中是怎样的一种美好和
难能可贵！

●人文齐鲁，寻觅的是过去，
观照的是今日之发展脉络；挖掘
的是人文，滋养的是当代读者的
精神家园。如果你热爱齐鲁文化，
如果你热爱这样的探寻和追溯，
那么，请联系我们吧！

● 稿 件 及 图 片 发 至 ：
qlwbxujing@hotmail.com

枣刊前絮语

不要随波逐流
隔 徐静

从幼儿园到大学，优

等生可连续跳级

龙口第一中学从1892年初创，
先后主要经历了崇实学校、黄县县
立中学、胶东公学、北海中学、省立
黄县中学、黄县第一中学、龙口第一
中学等时期。

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西方传
教士大批涌入中国。1888年，美国传
教士普鲁伊特(中文名字浦其维)夫
妇来龙传教，于1892年在城北宋家
疃创建了哈约翰学校，中国人称“华
洋书院”，即崇实中学的前身。

开办之初，华洋书院仅有学生
12人，学生每年除交京钱2吊外，其
余费用都是由浦其维夫妇资助。浦
其维夫人安娜来黄县前就是教师，
学校的教学管理都由她一人担负。
后来学校越办越好，学校经费才得
到美国基督教浸信会的资助。

随着声誉的剧增，崇实学校发
展迅速。1920年夏，华北浸信会将数
处教会学校合并于崇实学校，并添
设了大学预科班，总其名曰崇实大
学，内分幼稚园、小学、中学、大学预
科、神科、师范等部分，形式完整。崇
实学校的学制、课程设置，基本上是
效仿美国。1932年，黄县县立初级中
学于校军场重建校舍后初具规模。
本年有理化仪器680件，博物标本
870件。动植物标本多是师生自行采
集制作。图书馆有图书10425册，杂
志695册，表册挂图322幅。另有中学
生文库、小学生文库各一部。

学校还有跳级的规定，优等生可
以跳级，而且可以连续跳级。如小栾
家疃的李善一，由初小二年级直接升
到四年级。又如登瀛村的闫怀生，初
中上了两年就升到高中，高中上了两
年就让他毕业，接着考上了北平朝阳
大学，毕业后获法律学士学位。这种
跳级的规定就是为了激励学生刻苦
攻读。凡能跳级的都是品学兼优、智
力超常、前途远大的学生。

在课程设置上，初小起设国
语、算术、史地、自然、图画、音乐、
体育、习字、劳作等课程；高小增加
了英文课。高中增有大代数、欧几
里德高级几何、微积分等课程，课
业要求比其他中学要高要深。中学
还增设宗教必修课，讲授一些教会
必学知识。

据1934年崇实学院《同学录》记
载，当时高、初中共六个年级中，有
184名学生来自山东18个县和吉林、
辽宁、河北等5个省。小学每年都保
持在300人左右，中学350多人，神学
院50多人。

师生宣传国事大义，

引有识之士投身革命

从1912年到1935年间，崇实学
校的历任校长中，有清代举人、留日
学生、同盟会员、北京大学毕业者，

这也直接引领了崇实的兼容、开放
的校风。受新式教育理念影响，崇实
学校师生的思想也走在了历史的前
端。

1929年5月30日，崇实学校爱国
师生举行“五卅”纪念大会，师生们
认为在中国的土地上，就应当挂中
国国旗，学校当局认为是美国创办
的学校，当挂美国国旗，因此引发反
对帝国主义经济和文化侵略为内容
的学潮，学潮持续了半年之久后，师
生最终取得胜利，学校复课。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的第三
天，即5月6日，黄县县立中学的学生
就开始罢课，并派代表赴各小学及
街头要所演讲宣传，声援北京学生。
各校纷纷响应，游行示威，遂汇集于
城隍庙开会，会上通过了向北京政
府抗议的电文而后示威游行。中村、
龙口的学生亦纷起响应。5月29日，
黄县及登州的一批学生在龙口集
会，敦促商人抵制日货，全体商人签
署文书，一致同意。

“九·一八”事变后，就读初中并
任教小学的杜纯德与本院进步师生
成立“磨砺读书会”，组织学习新文
学。杜纯德领导创办《磨砺周刊》杂
志，谈论国事，交流思想，登载和介
绍进步书籍和文章，宣传东北抗日
联军英勇杀敌的事迹，与同事、同学
探索和寻找救国救民的道路。在学
院成立“小小剧社”，编排演出进步
戏剧，宣传抗日救国道理。他还与同
学们一起，将从收音机中收听的前
方战况编成战报，在学校和社会上
散发，向群众介绍前方抗战形势。杜
纯德曾在日记中写道：“人生在世，
即使不能做岩石，也要做颗硬沙，要
坚强，不要随波逐流。”

1938年5月，杜纯德主动与胶东
民先总队部取得联系，与田少伯、丁
方明等人在崇实学院建立“民先”支
队部，任“民先”支队长，在学院发展
民先组织，开展救亡活动，使一大批
进步师生投入革命阵营。1939年3

月，他到抗日根据地北海特委宣传
部工作。后调任胶东《大众报》副刊
编辑，加入中国共产党。1939年12月
10日在掖县(今莱州市)河南村与敌
人相遇，为掩护同志壮烈牺牲，时年
23岁。

冯玉祥观战运动会，

送上40个大盘做奖品

1934年5月18日，学校运动会开
幕第一天，冯玉祥将军乘一辆大轿
车来到崇实学院，以基督教徒的名
义进行参观访问。冯玉祥头戴六角
草笠，上裱白布，面容安详，威严而
朴实。冯将军开头说“兄弟在泰山读
书”，接着抨击了不抵抗主义。他说：

“中国人不抗日，连猪不如，连狗不
如！”继而述其途中见闻感想，说：

“此次在潍县参观工厂，情形极好，
足见中国社会之进步，但此种情形
恐怕不能长久，各帝国主义看中国

是块肥肉都争着下筷子。我们年长
的人离着棺材已经不远，当亡国奴
也没几天，你们年轻人来日方长，若
是当了亡国奴，遭罪的日子多着呢！
所以有知识的青年当知所负责任之
大……”讲毕，赠运动会粗瓷大盘40

个做奖品，并解释此奖品的意义说：
“国家民族，日濒危亡，救危扶困，端
赖青年。愿诸君体认运动大会之最
高意义，将来以健儿身手，奠国如磐
石之安。此物虽微薄，聊借其意云
尔。”讲至此，在场健儿欢呼鼓掌。此
后，冯玉祥将军和师生合影留念。

冯玉祥在学院门房进餐时还写
了一副对联：“还我山河，一片精忠
唯报国；驱尔异族，百年奇耻不共
天”。冯玉祥的抗日宣传，深深地教
育了师生，鼓舞了师生的抗日斗志。
进步师生情绪激昂，讨论时事的气
氛更为高涨了。

在敌后抗日根据地，

培养了6000多名建国人才

从1938年夏到1948年春，龙口
一中的前身分支——— 胶东公学经历
了十个年头，成为山东敌后抗日民
主根据地创办最早、持续时间最长
的一所学校。它为抗战建国培养了
6000多名人才，其中大部分从爱国
主义者成长为共产主义者。

1938年8月，胶东公学在黄县县
城原黄县县立中学校址正式开学，
校长由北海区行政督察公署专员曹
漫之兼任。办学宗旨是：培养抗战救
国人才。招收的学生一般是地下党
组织、地下抗日革命组织和已经公
开的抗日救国会介绍来的。教师大
部分是从部队抽调来的正规大学本
科毕业的人(许多人在部队任指导
员、政委等职务)。据不完全统计，仅
从北大、北师大、上海交大等名校毕
业的就有20多人。

胶东公学的学员绝大部分来自
农村，其年龄较大的十八九岁，小的
只有十四五岁。在抗日战争残酷的
环境里，几十名老师带领着上百名
满腔热情的学生，从胶东的西海之
隅到东海之滨，跋山涉水，往来迁
徙。在最艰苦的1940年至1942年，日
寇频繁进行“扫荡”，国民党顽固派
不断挑衅侵扰。仅1941年和1942年
两年，在敌人的“扫荡”中，胶东公学
遭受三次严重打击，牺牲了数十名
教师、职工和学生。

1947年夏，国民党军队大举进
攻胶东解放区，胶东公学总校从烟
台撤出转移到农村。为了粉碎敌人
的进攻，当时动员了一批教职员和
学生参军参战。这些人在抗日战争
和解放战争以及新中国建设中，都
在不同岗位上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据不完全统计，一百多年来，龙
口一中共有36人成为共和国将军，
300多人成为省厅级以上的国家干
部，近千人成为海内外知名专家学
者和各行业精英。

龙口一中，始名“崇实”，乃西方教士1892年所创。随着历史风云分流汇聚，几经变迁，数度更名。辛
亥革命、五四运动，学子奔走醒民众于昏睡；驱除日虏、解放中华，儒生投笔洗国土至殷红。一所学校竟
然成为“黄县之抗大”、“革命干部的摇篮”。据不完全统计， 一百多年来，龙口一中共走出了36位共和
国将军，它的校史犹如中国近代革命史的缩影。

□ 刘清源

冯玉祥将军与黄县县立中学全体师生合影(中为冯玉祥)。照片由龙口一中提供

黄县县立中学师生在操场上的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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