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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师范学堂开学后，又从中挑出

3班为优级师范预科，其余为简易科。

宣统三年（1911），安徽师范学堂改名安

徽优级师范学堂，辛亥革命爆发后停

办。1912年9月，安徽优级师范学堂复

办，校名改为安徽省立第一师范学校。

校名变了，性质也变了，其中最大的变

化，就是实行免费教育。后学校经分合

变迁，先后易名直至 1956 年始定为今

名。

很多人不知道，安庆一中还有一个

名字“九一六”中学。

1958 年9月16日，这是一个让安庆

一中人铭记的日子，这一天当时的国家

主席毛泽东来到学校视察，而在毛泽东

一生中也只视察过一所中学，就是安庆

一中。为了纪念这一历史性的时刻，安

庆一中取名“安庆九一六学校”。

这所百年老校，在烽火岁月中，也曾

几度辗转。1937年，全民抗战爆发，为防

空袭，学校与桐城中学、舒城中学合并，成

立省立第三临时中学，向大后方流亡，后

为国立八中一部分。1945年，学校增设高

中班，更名为“庐江县立中学”。

直到1949年，庐江解放，学校的历史

又拉开的新的一章。当年4月，学校恢复

正常上课。下半年，进行学校调整，原庐

江县立中学、庐江简师合并，改名为“皖北

区庐江中学”。1952年，正式更名为安徽

省庐江中学，校名沿用至今。

一个多世纪以来，从这里走出的优秀

学子遍布世界各地。值得一提的是，先后

有22位学子考上了中科大少年班。1978

年，在庐江流传着一个神话，庐江中学的初

三学生干政在没有高中学习经历的情况

下，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少年班。随后，又有20多位少年考入少年

班，这一办学特色被收入《安徽之最》一书。

安庆一中：

毛泽东唯一视察过的中学

庐江中学：

庐氏父子桑梓建新学堂庐氏父子桑梓建新学堂

它由严复倡议创办并亲任学堂监督，它是毛泽东主席视察过的唯一一所中

学，它几经分合变迁又几易其名……它就是安庆市第一中学。校园内幸存的古

谯楼、孔庙大成门和民国安徽省立图书馆藏书楼等古建筑与崭新的教学大楼、

实验大楼、科技楼、体育馆、运动场等完美地融为一体，诉说着古老的历史也焕

发出新的生机。 王汝华 朱玉婷 文

说起安庆一中的历史，这片土地上

承载的文化，厚重而久远，1906年或许

仅仅是一个新的开始，我们不得不把目

光投向更久远的朝代。

明洪武五年（1372），时任安庆知府

的赵好德，四方募资，将毁于元末战乱

的府学宫，由八卦门（玉琳路中段）外，

迁建至府衙（谯楼内）之东原山谷书院

旧址。山谷书院因黄庭坚而得名，往南

不远处，黄甲山上，曾建有黄公祠。

清顺治六年（1649），安庐巡抚并归

操江，由江宁移驻安庆，巡抚李曰芃又

在府学宫以南，另建培原书院（后改名

敬敷书院）和安庆试院（原督学行台）。

其规模，向东，由谯楼直至梓潼阁（龙山

路）；往北，可抵至现在的近圣街，前后

整整半条街。咸丰十一年（1861）八月，

湘军力克太平军收复安庆。曾国藩入

驻后三个月，就急急“巡视安庆城垣，度

地拟建试院一区，令上下江分闱乡试。”

次年，安庆试院得以修复。

光绪三十一年（1905），科举废除。

次年，老省城安庆呼应清政府教育变

革。这一年，安徽高等学堂迁址北门

外，并聘著名学者严复为专职监督。几

乎同步，安徽省立法政学堂在姚家口都

司署旧址创办，藩、臬、学三司亲为总

办。而龙门口安庆试院旧址，安徽巡抚

恩铭奉学部令，改建为安徽省第一所师

范学校——安徽师范学堂。

安徽师范学堂初期目的，是培养中

等师资力量。其生源，由全省各县推

送。经甄试，首批共录取 273 名，分 6

班。光绪三十三年（1907）春，安徽师范

学堂盛大开学，安徽政界三巨头，巡抚

恩铭、布政使冯煦和提学使沈曾植，共

同出席了开学典礼。安徽高等学堂监

督严复登坛做了激情洋溢的演说。严

复到任后，首先考察教师队伍；淘汰不

学无术者，又严格考试学生，学堂面貌

一新。后来，严复力荐安徽高等学堂总

教习、桐城派大师姚鼐家族的后人姚永

概任安徽全省师范学堂的监督。

曾国藩修复安庆试院

严复亲任安徽师范学堂监督

因毛主席视察得名安庆916中学

早在一千多年前的西汉，庐江人文翁成为中国历史上地方政府创办官学第一人。逝

者如斯夫，千年岁月，弹指一挥间。庐江人重教兴学之风从未改变。如今，在文翁故里庐

江县城有一条文昌路，著名的百年老校——庐江中学就伫立于此，它俨然成为庐江的一

块教育丰碑，一代代优秀的庐江人从这里走出来，走向更广阔的天地。 朱玉婷 文

庐江县历代重教兴学，自古文风昌

盛。唐中宗景龙年间，始建文庙，创学宫，

设书院。元、明两朝鼎盛时有毛公书院等

八所书院汇聚四方人才。清朝以后，先后

又在文庙西北建“文昌宫”、“文昌阁”、“文

昌先代祠”，并大兴县学和学堂。文昌街，

乃古老的庐江县城人气最旺的繁华大街

之一。百年老校庐江中学就坐落在这条

大街上。

1905年，30位学子在绣溪河畔开始了

他们新的求学旅程。对于他们而言，这是

一段新的人生；而对于庐江中学而言，这

是一段崭新的历史。

庐江中学现任校长钟社生介绍说：

“庐江中学的前身——庐江中学堂，1905

年建成招生。这所学校的历史和卢国华、

卢美意父子密不可分。”1901年，清政府下

“更新”诏谕，宣布实施新政，谕令各省书

院改为学堂。1902年，颁布《钦定学堂章

程》，规定学制系统。1903年，庐江改试院

为广益学堂，也就是在当年，早年曾留学

日本、后曾任湖北枝江知县的清甲午科举

人卢国华，为发展桑梓教育，和邑内士绅

鲍捷三、吴子绳等合力经营，在庐江官立

小学堂基础上创办了庐江中学堂，校舍于

1905年正式建成招生。

钟社生说，“当时庐江中学堂建成招生

两年之后，一度停办，后来，由卢国华之子卢

美意复办，学堂也改名为庐江初级中学。”

学堂建成之后，受到卢国华等人的邀

请，县内知名书法家徐道周书写“庐江中

学堂”横匾高置门楼上，当年秋天，学堂开

始正式招生。

桐城古文家马其昶应邀来堂讲学。

教学内容“以四书五经伦常大义为纲，以

历代史鉴及中外政治、哲学为辅，开设读

经、中外史学等科目。”1907年，因政局动

荡等原因，办学经费无着，学堂一度停办。

1923年春，卢筱湘之长子卢美意，倡

议并力争复校，与县当局多次交涉，收回

原中学堂校舍，修葺一新。地方士绅也大

力襄助，捐献钱物，购置图书、仪器，就原

有庐江中学堂旧址，举办“庐江县立初级

中学”，并呈本省教育厅立案。当年秋季

招收新生，正式将“庐江中学堂”改为“庐

江初级中学”。

卢国华家乡兴办新学堂

2010 年 6月，首届中学百年名校论坛暨

“中学百年名校”发布会在京成功举办。安庆

一中、合肥一中、庐江中学三所学校和全国各

地五十余所具有百年以上历史的全国著名中

学一起入选“中学百年名校”。

卢美意子承父业复办学校

先后走出22位少年班学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