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良乡中学的建立与新生 

翁向新 

 

 

我常常以强烈的感情回首往事。在这些回忆中，最可引为骄傲的是对建国初期良乡中学的回忆。这不

仅因为我曾经在那里读书和工作过十几年，更因为良乡中学是一个有优良传统，并为中华民族的解放和社

会主义建设做出许多贡献的革命青年的摇篮。 

下面，就分三个部分，把我所知道的，有关良乡县立中学的建立、北岳三中的诞生和良乡中学获得新

生的情况做一些介绍。 

 

良乡县立中学的建立 

 

解放前的良乡县立良乡中学，虽设在良乡城内东斜街南口的文庙旧址内，但一开办时它不在那里。据

年长的人回忆，由于同盟国向德意日法西斯(“轴心国”)的全面宣战，日寇在华的反动统治也日暮途穷，

它们虽然搞了“三次强化治安运动”，但是，也不可能从根本上挽救其必然灭亡的前景。于是，它们改变了

手法，想用奴化教育的形式为中国留下后患。就这样，1945年春，它们在良乡筹办了伪良乡中学，并冠以

“河北省立”的大号。 

第一批学生，是于 1945 年 6 月在良乡镇小招考的。7 月发榜时，正取 120 人，备补 30 人。9 月份正式

开学时，日本帝国主义已宣布无条件投降了。所以，就把校址安排在罗府街路北的原“新民会”旧址内。(见

附图)报到时，两班学生不足 100 人，其中 30 余名是女生。编为一个男生班，一个男女生混合班。教师和

勤杂人员一共 10 余人。开学典礼时，国民党在良乡的“党政委员”全部出席，县长裴洪远还在会上大放厥

词，辱骂共产党，要求学生“继承和发扬三民主义……”当时，学校开的课程有语文、数学、外语、修身

等科目。 

其后不久，1946 年校址就迁到孔庙内，学生们在大成殿和后院操场北边的原看守所上课(见附图二)。

之后，又加盖了畔池西边的六间教室和一间传达室。 

1947 年良乡县长易人由贾建民出任。良乡中学从此也改名为“良乡县立良乡中学”。为“宏扬政绩，

兴教办学”，贾某人大敛民财，在填饱私囊之余，拿出了几个钱又盖了畔池东侧的六间教室，而且还特意为

自己树了一块奠基的碑石。这时，学校已发展到初中六个班，并开设了一个师范班，学生 300 余人。学校

内不仅有校长室、教务处，还设了由国民党良乡县党部直接控制的“训育处”。开设的课程也多了。中学班

除有数、理、化、语、外等科以外，还有国学(讲论语、孟子等)、党义(讲三民主义等)、童了军训练等为

强化国民党反动统治服务的科目。师范班除设文化课以外，还有教育概论、乡村教育和音乐等课程。 

校内由国民党、三青团控制，教师的上课受监视(常有“教导干事”在窗外偷听)，学生无言论自由(有

“违纪”言行，训育处就传询)，住校的那些男同学受到管制就更多些。 

那时的良乡中学并不象一个正式的学校：祭孔在那里搞，竞选伪国大代表在那里闹，军统 0760 部队搞

宣传在那里喊，连还乡团抬棺列队办“追悼会”都在那里嚎。学生读书无目的，教师教书为挣钱，办学的

董事们为捞油水……总之，简直不象个学校。 

 

 
在战火中诞生的北岳三中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解放军，于 1947 年前后，在华北大部分山区、农村建立了巩固的根据地，解放

战争正从东北战场推向全国。为了迅速扩大战果，促进农村包围城市，迫使蒋家王朝的彻底覆灭，我党我

军急需尽快培养成千上万的年轻军政干部。就在这样的形势下，晋察冀边区北岳区第三中学应运而生，她

于 1947年 7 月，在宛平一区的李家庄和梁家庄(见附图三)开办了。它的主要任务是为战争服务、为地方服

务。这里的学生就是有文化的预备干部，可以根据上级指示和实际需要，随时离校或参军，或到新解放区



去补充干部队伍或到地区工厂作骨干。 

北岳三中的校长是党组织特意从前线调来的赵亚平同志，教导主任是王磊同志。学校初建时有一个短

训班、一个普通班和一个初中班，有学生 130 人。短训班主要学习党的方针政策，了解当时的政治和军事

形势；另外两个班设有政治、语文、数学三门功课。由于当时正处在战争年代，特别又是在山区，所以，

师生的工作、学习和生活条件都是非常艰苦的。 

教师实行供给制。每人每年发两身灰单衣。一身棉衣，四双单鞋，一双棉鞋。为了支援前线，就是这

些东西有时还要少发一部分或由个人捐献一部分给部队。 

学生没有固定的教室，没有书桌，只能在老乡主动腾出的房子里搭上门板、条案或棺材板当书桌，蹲

着或坐在地上用石板、石笔写字；如果谁能有一个铅笔头、有几张彩色标语纸做作业，那就不简单了。  

北岳三中的师生同甘共苦，一起入伙，共同住宿。吃的是窝头、小米阪、山药蛋和老咸菜。缺柴了，

师生们就上山去砍；少菜了师生们就爬百花山采野黄花，煮上一锅，汤菜俱全，别有风味。 

师生们发扬党的光荣传统，学习八路军的三八作风。白天除去上课之外，课余还帮助老乡挑水、砍柴、

打扫院子或者种庄稼、收核桃；晚上，一个宿舍的十几名同学围着一盏小油灯认真地进行学习。 

老乡们说：“这是咱们自己的游击学校，有我们吃的，就有老师和学生们吃”。校长赵亚平同志满怀信

心地说：“为了新中国的解放，我们全体师生、要刻苦学习和工作。只要不畏困难，胜利就要到来!” 

由于学校坚持教育为革命战争服务的方针，所以，尽管环境艰苦、经常搬迁校址，可是，师生们始终

保持了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做到教学相长。学生的学习目的明确，政治觉悟高，生活朴实，劳动观点强，

学习进步快，听从党召唤，很多同学在校学习期间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经过一年多的努力，北岳三中在党的关怀重视下，为部队、解放区培养出了一百多名干部、战土和多

条战线的工作人员，不仅为新中国的解放做出了很大贡献，而且为创造和丰富老解放区救育工作的新经验，

写下了十分光彩的篇章。 

 

良乡中学的新生 

 

1948 年 12 月，我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了良乡城。按照上级的指示，我察哈尔省第十一分区开始了对伪

良乡县中的接收工作。北岳三中校长赵亚平同志率领百余名老解放区的师生，冒着大雪，背着行李，经过百

余里的行军，于傍晚前，精神抖擞、意气风发地走进良乡县中(另一部分北岳三中的师生到房山去接收伪房山

县中)。 

过了旧历年和灯节，当春风送暖草木萌发的时候，良乡地区的穷人都翻了身，所有的中小学也都一律

复课开学了。良中正式定名为北岳三中，学生们兴高采烈地开始了全新的生活，走上了新的历程。 

“咱们学校是直属党中央领导的……” 

“不对，不对，是属晋察冀边区领导……” 

“校长是女的，叫赵亚平。” 

“副校长可是个男的，瘦瘦的，叫王磊”。 

“教导主任姓高，是全边区的模范教师哪!听说他们打过游击，当过区长，会使双把匣子枪，还会弹斋

堂教堂里的管风琴呢!” 

“好家伙，国民党党部大院和伪警察的地盘，还有汉奸刘子权住宅都划归咱们学校了!”(见附图四) 

“操场上堆的那些从炮楼里拆下来的大块板材，是给咱们盖学生宿舍、打床板用的……” 

听了这一则则“国家大事”，我们简直都乐得闭不上嘴了。同学们人人眉飞色舞，天天唱唱喝喝。那时候，

无论校会、班会、团员大会、学生大会，还是课间体息，一句话，除了上课学习之外的所有时间，学校内的

欢声总是此伏彼起的。《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和《你是灯塔》等许多歌曲，脍炙人口、同学们百唱不止。 

不久，学校建立了党总支委员会，赵亚平同志任党总支部书记，下边分设教师支部和各年级学生支部，

王磊同志任校长，从此，学校在党的正确领导下，进行新民主主义教育，加快了学校改造和发展的步伐。 

良乡地区处于老解放区和新解放区犬牙交错的地带，由于共产党、国民党双方多年反复的“拉锯”，一

些村镇的共产党地下交通、站和“堡垒户”曾遭受过破环。所以，良乡解放后就首先在社会上开展了锄奸

反特、清查血债的斗争。学校党团组织也通过政治课和各种思想教育渠道，组织了对学生的正面教育。除



传达七届二中全会精神以外，还安排了关于解放战争战绩的报告会和土地法大纲讲座，并系统地讲授了《人

民公敌蒋介石》、《罪恶的四大家族》等材料。当美帝侵朝战争打响和美帝公然出兵侵占我国领土台湾省的

时候，学校又组织学生开展了各抒已见的大辩论。先是由小组讨论，然后进入班内辩论，最后是各班各派

观点的代表在全校大会上辩论。经过深入的学习、教育，同学们都认识到，必须克服恐美心理，树立对美

帝仇视、鄙视和蔑视的正确观点。与此同时，在师生中反复讲述革命传统，学习、讨论和贯彻毛度席的：

“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我们的同志应当互相关心，互相爱护，

互相帮助。”并且坚持表扬好人好事和在学生中评选尊师模范、在老师中评选优秀教师，从而逐步建立起了

新型的师生关系。新生的良乡中学开学以后，课程设置有了根本性的变化。取消了内容反动的“公民修身

课”和充满封建色彩的“国民课”。删掉了外语教材中崇洋媚外的有关课文；各年级各班都新开了时事政治

课和哲学常识讲座，增设了劳动课；同时，还专门为师范班举办了“老解放区教育概况的介绍”的系列报

告。其中，对同学们最有吸引力的要属时事政治课了。因为听这门课时，大家就如同从解放前的“只需读

书，莫谈国事”的凝固的死气沉沉的黑暗小天地中走了出来，突然一下子视野开阔、大见光明、心地宽广

了。“世界是谁创造的”“到底谁养活谁”“人为什么活着”“怎样活着才有意义”“努力学习的目的是什么”

等等问题，都可以通过听课、讨论甚至争辩得到较好的回答。通过学习《社会发展简史》，知道了劳动创造

世界，也创造了人本身；人类的进化是从猿到人的过程，人类社会的发展是有规律的。通过学习《哲学常

识讲义》，知道了物质与意识的关系，认识与实践的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同时，经过学习时

事政策，再把理论与现实结合起来进行分析，才初步明白了，原来世界上的贫富不是天生的、命中注定的，

这中间是有阶级和阶级斗争的。旧中国之所以腐败无能，人民之所以贫穷受辱，都是历代的剥削阶级反动

派造成的；也是“听天曲命”、“能忍自安”和“个人自扫门前雪，哪管他人瓦上霜”等许多旧思想束缚的

结果……到后来，同学们都逐步明确了，要革命就要克服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软弱性、动摇性，而且必

须“脱胎换骨”，真正全身心地站到革命人民这方面来，才能做到为革命而学习，努力为人民服务。永远做

一个完全彻底的革命者。 

良乡中学从 1949 年春季新学期开始的时候起，就要求全体学生一律住校过集体生活。要求师生以“抗

大”为榜样，坚持竖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并提出了以“团结、

紧张、严肃、活泼”为八字校训。开始时，许多同学不知道这校训的背景和含义，为此，学校举办了好几

次专题讲座，然后，组织同学们一字一句地进行研究讨沦，结合学校实际进行理解，最后，班、组、个人

分别订立进步规划与学习计划。从此，就掀起了热火朝天的“为革命而学习”的高潮。当时，学校对师生

生活的安排是十分紧凑的，从早晨起床至晚上熄灯，完全是集体化、军事化。出操、集合各班各人都有固

定的队形与位置。早中晚三餐在各班组值日生打饭盛饭的时候，全校要统一列队唱歌，待伙食管理员或值

日班长发出哨音，同学们才能按顺序进入事先排定的地点就餐。上下午上课都有严格的课堂常规；课后有

丰富多采的活动；晚自习全校灯火辉煌，学生们都口若衔枚、伏案疾书，独立完成作业。对学习有困难的

同学，大家都主动进行帮助，但被帮助的同学却坚持只接受启发提醒，不希望越俎代庖。学校的考试纪律

极其严格，学生们也都自觉遵守。学校内的舆论非常健康有力，师生们的思想作风端正，人人以诚相待，

事事互相帮助，学习风气特别浓。学校的生活制度也很严密。宿舍虽然都是用旧民房改造的，但是，室内

的布置却井然有序，内务同战士的营房差不了多少。室外也处处都打扫的干干净净，房前屋后还分组负责

种植了花草树木。学生会和卫生室大夫每天都进行宿舍晨检，班主任熄灯时还要查铺。星期六课后学生离

校须事先请假，并且必须在星期日晚自习以前返校。与学生有关的会议制度和奖惩办法也很齐全。每周一

次周会，每月一次小组生活会，每学期一次思想学习、生活、社会工作和劳动情况总结评比会，每学年一

次评奖表彰会。对各方面或某一方面有成绩或有进步的同学，都分别通过小组、班、年级或全校用不同形

式给予表扬或奖励。对有缺点或错误的同学，大家都热情真诚地进行谈心帮助。绝大多数同学，不但在进

行自我批评时能积极主动深刻，在接受别人的批评帮助时，也能虚心耐心并认真改进。正因为这样，所以，

学校很少使用处分的手段，更没有开除过学生。经过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同学们的政治热情都明显提高，

大多都有革命理想和进步要求，学习刻苦努力，劳动主动积极，遵守纪律，热爱集体，团结向上。待人如

同一团火，对不良言行敢于抵制或斗争。整个校园呈现一派生龙活虎、热气腾腾的景象。解放前的绝大多

数学生只知道死读书、读死书，最后读书死。新良中的学习特点则是目的明确，要求具体，课内学习与各

项实践活动密切结合。数学教师经常带领学生到大自然中去讲几何知识和进行实地测量，理化生物老师指



导学生尽量在劳动、生产、生活中运用已学过的知识；语文老师倡导和帮助学生自己分析课文和评述同学

的作文，外语老师指导学生进行外语会话；美术老师带领学生到野外写生或到街上去刷写大型美术宣传标

浯……总之，各个学科都积极创造自己的联系实际、运用知识的新途经。 

为了不使新一代重蹈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复辙，并达到自已动手改造环境，改善生活，以及在这个

过程中锤炼每个人的革命意志的目的，学校不仅在课余时间组织学生参加修操场、砌院墙、修甬路、种花

木、掏厕所、搞卫生等一系列建校和为生活服务的劳功，还在西门里城隍庙后身开辟了六十亩地的菜园，

由学生分班负责种莱。此外，学校还组织学生养猪、磨豆腐，有时还分班轮流由伙食委员带领同学去为伙

食团买粮运煤……那时的大多数学生，都锻炼得有组织能力、协作能力、劳动能力和主动克服困难的能力。 

他们不争名利，不怕脏累、吃苦在前，享受在后，在思想上增强了对劳动和劳动人民的感情，缩小了

“劳心者”与“劳力者”的差距。当他们在自己修建的操场上运动、喝着自已磨制的豆浆，吃着自己生产

的蔬菜和肉食，心中总有一种说不出的甜蜜的幸福感与自豪感，同时，也不知不觉地升腾起了保卫祖国、

建设祖国的主人翁精神和责任感。 

那时，学校还经常组织学生走出校门去参加社会上的政治活动。土地改革、开国大典、镇压反革命、

抗美援朝、和平签名、节约救灾、宣传婚姻法等，每项大的政治斗争或有重要意义的社会活动，学校都出

动鼓号队、秧歌队、腰鼓队开路“打场”，演活报剧、或“拉洋片”，并在中间穿插一些口头宣讲。当时，

群众公认，良乡中学的师生是最进步的社会力量。 

在文体科技活动方面，良乡中学也是十分活跃的。歌咏比赛、口琴比赛、棋类比赛、球类比赛、拔河

比赛经常举行；田径队、球队、口琴队、合唱队、曲艺队、演剧队、吹号队、腰鼓队等样样俱全；科技和

学科研究小组还深入到了班组之中，有时还公开展览他们制作的各种教具、乐器和学习工具等。另外，春

季郊游与下乡宣传相结合的活动，使不少在城镇住家的同学认识了乡村，分辨了小麦与小葱、韭菜的差别；

秋季旅行与参加秋收劳动相结合的活动，又帮助同学们增长了从事农业劳动的才干，锻炼和增强革命意志

与坚韧不拔的毅力。尤其是有些班级组织的访问贫下中农、慰问“孤老户”等活动，更加深了同学们热爱

劳动人民，热爱共产党、热爱毛主席、热爱伟大祖国的强烈感情，激励了同学们为革命、为人民而学习的

积极性。 

良乡中学还有一个优良传统，就是密切联系当地群众。刚刚解放时，百废待兴，需要做的群众工作也

相当多。良乡中学的全体师生以实际行动为人民服务，有组织有计划地积极参加当地政府各部门和各界各

系统兴办的为群众谋福利的各项事业，例如：修桥筑路、植树造林、清扫街巷、慰问烈军属、节日大联欢

等活动。其中影响较大的有：1949 年春，在翻身农民报名参军的热潮中，良中演出的歌剧《宝山参军》一

时成了轰动全地区的“名角儿戏”，十里八村的都携儿带女赶到城里来看演出。又如，为建国一周年庆祝活

动赶排的大合唱《东方红》和为发动群众搞好互助合作、发展生产排演的大型歌剧《王秀鸾》，也都是演了

一场又一场。至于随时赶集上街搞小型宣传活动，就更是按照政府的安排和群众的需要“随叫随到”了。

以上活动大都是课后排练，星期六晚上或星期天演出，基本上不影响学校的教学秩序。所以，当地人都说

良乡中学的领导和老师是全才，学生也不仅是学生队，还是宣传队、工作队。 

在宣传群众的同时，良乡中学的学生们也以自已的实际行动响应党和人民的号召。例如抗美援朝报名

参加军干校的活动，良中就搞得特别深入人心。不仅学生们群情激愤、大写血书，连一部分学生家长也跑

到学较来，和自己的孩子一起向学校领导和当地政府表决心。最后，在新战士入伍那天，全校师生高举红

旗、敲锣打鼓、高呼口号，一直把他们送到距校五里多远的火车站去。 

总之，通过良乡中学培养的学生，一般都有较高的政治热情和不断前进的向上精神，他们大都能严格

要求自己、勇于奉献，责任心、事业心强，并乐于不断进行新的追求。他们热爱新中国，对她的美好未来

充满了信心和希望。所以，经过良乡中学这座革命大熔炉的冶炼和反复锻造，批批优质钢材被送到各条战

线上去以后，都在保卫祖国和建设祖国的伟大战斗中胜任愉快地发挥了他们应有的作用。 

良乡中学的新生是有意义的。 

良乡中学的贡献是不一般的。 

良乡中学给我留下的深刻而美好的回忆是永生难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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