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校园掠影

随县改市而更名，校
名沿用至今。2008
年被评为广东省全
国示范性普通高中

1909年 新宁公立中学堂 创校元年

1911年 新宁县立中学校 随世界潮流与本国
变革，学堂改称学校

1914年 台山县立中学校 随县名变更而更名

1946年 台山县立中学

1951年 台山中学

1952年 台山第一中学 全县六所中学用号
码排序而定，1953年
经国家教育部批准
为广东省七所重点
中学之一

1958年 台山工农大学/
台山第一中学

在“大跃进”期间办
大学，中学部为附属
仍用原名

1960年 台山县第一中学 大学部结束，校名更迭

1969年 台城工农兵学校 体制由县管改为台
城镇管

1970年 台山县台城中学 招生范围为台城

1973年 台山县第一中学 恢复原名，1978年被
确定为县重点中学

1992年 台山市第一中学

年份 校名 大事记

台山一中大事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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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作为““中国第一侨乡中国第一侨乡””，，江门众多热心家乡教育的华侨华人在一百江门众多热心家乡教育的华侨华人在一百
多年的时间内持续捐资回乡建校多年的时间内持续捐资回乡建校。。新中国成立前新中国成立前，，五邑地区由华侨华五邑地区由华侨华
人捐资兴办的各类学校就有数百所人捐资兴办的各类学校就有数百所。。

目前目前，，侨乡大地上依然有侨乡大地上依然有4040多所百年老校薪火相传多所百年老校薪火相传。。每所百年老每所百年老
校都有独一无二的理念校都有独一无二的理念、、智慧智慧、、气度气度、、神韵神韵。。每所百年老校都如同一棵每所百年老校都如同一棵
百年参天大树百年参天大树，，扎根故土扎根故土，，守望家园守望家园，，承载着一代又一代人的坚守和梦承载着一代又一代人的坚守和梦
想想；；

每所百年老校的历史都是一座富矿每所百年老校的历史都是一座富矿：：人才培养的成就人才培养的成就，，薪火相传薪火相传
的精神的精神，，沉淀已久的办学方略沉淀已久的办学方略，，历经百年的文脉传承……历经百年的文脉传承……

百年老校是江门基础教育的明珠百年老校是江门基础教育的明珠，，也是侨乡教育人的勋章也是侨乡教育人的勋章，，被时被时
代打磨抛光得更加莹润代打磨抛光得更加莹润。。历经岁月流转历经岁月流转，，始终表述着造福桑梓始终表述着造福桑梓、、润泽润泽
侨乡的一往情深侨乡的一往情深。。

让我们穿越时空让我们穿越时空，，一起去探究侨乡百年老校的一起去探究侨乡百年老校的““前世今生前世今生””，，从历从历
史回眸中追溯文化和精神的根脉史回眸中追溯文化和精神的根脉，，从求索展望中寻找新的荣光和梦想从求索展望中寻找新的荣光和梦想!!

台山一中坐落于台山市中心，纱帽山麓，石
花路旁。步入校门，仿佛一脚踏入了另外一个时
空，对“百年”这一概念瞬间有了实感——大到气
派典雅的教学大楼，小到一块玻璃、一张木桌，就
连与校址同龄的百年古木，亦有20余棵；还有青
砖绿瓦、亭台楼阁……葱郁树木掩映下的中西合
璧、不同风格的建筑，勾勒出台山一中独有的历
史风韵，诉说着其百年来的岁月变迁。活力四射
的少年穿梭在教室和运动场，恣意的青春在笔尖
和汗水中自由张扬……

入校门行至操场，如变画中人，操场为纸，旗
杆为笔，人若画中像，上课时若静美的风景图，课
间则成了欢腾的写生画。转向左侧的教学大楼，
蔡元培所题的“台山县立中学校”映入眼帘。教
学大楼为中西庭院布局，希腊式廊柱，端庄典雅，
南北两院以明黄为主色调，清幽宁静，书香氤氲，
颇有古代书院遗风。绿瓦红墙的校舍和红花绿
树相互映衬，各式各样的亭台阁楼隐于密林之
中。菁菁校园，书声琅琅，一砖一瓦，一草一木，
都见证着这所百年老校的初心与坚守、追求与荣
光。

中西合璧 古朴清幽
名人题字随处可见

回溯历史，是为了更好地向前。新时
代的挑战和机遇并行而至，高质量发展的
春风鼓满了前行的风帆，带着新的历史使
命，台山一中也锁定了航行目标和方向。
在今年召开的江门市教育工作会议暨教育
高质量发展推进会上，明确提出“县中振
兴”计划，提高高中教育质量。这无疑提振
了台山一中的信心。

“教育是最大的民生工程，是面向未来
的事业。师资、生源、教学设施、学校管理，
这些都需要政府积极研究，并动员各方面
的力量。”朱伟申说，而学校本身，则需要制
定发展目标，找准定位，精准发力。

百年历史积淀，赋予台山一中从容起
步、继往开来的强大底气，激励师生奋力创
造业绩。台山一中从开办之初的只有几十
名在校生，发展到今天在校生已超过3200
人，教职工250多人，其中不乏名师。

“台山一中最大的优势在于：先辈们创
造了丰厚的文化和精神，还有海内外乡亲
和校友的支持。”提起百年台中好的办学经
验，校长容晓文表示，“爱国爱校，勤教勤
学”的校训是最宝贵、最值得传承的财富。

“校友和乡亲的关注支持使我们感动并深
受鼓舞，台中师生的勤教勤学，是我们发展
的动力和底气。”容晓文说，在做好传承的
基础上，台中人不断深化教育改革，在困境
中寻求突围的路径，以实干实绩推动台中
教育高质量发展。

展望未来，校长容晓文带领大家着眼
于构建贯通式人才培养模式以及培养高素
质教师队伍。“要实现高质量发展，我们要
办好创新部，2023年高考尖子生实现由点

到面的突破；发挥教育集团优势，
打通拔尖创新人才早期识别

与培养的‘绿色通道’，构
建小初高贯通式培养机
制，培育更多拔尖人
才。”对今后的发
展，容晓文充满信
心。

秉承优良传
统，台山一中排球
运动享誉全省乃
至国内外。该校学
生曾多次获得全国
赛冠军，还获得过世

界中学生排球赛亚军，
去年5月代表国家出征

世界中学生运动会获得沙
滩排球第六名。容晓文表示，

目前学校正在全力创建国家沙排后
备人才重点培养基地。

百年台中拥有得天独厚的红色资源，
近年来，该校构建思政教育新高地，红色革
命教育走深走实。立足校史，以“台山一中
红色历史展厅”为切入，提炼学校文化精神
内涵，精心设计党史校史课程，将学生的思
政教育与党史相融合，“一班一精神谱系”
思政活动，得到师生广泛参与和好评。

“我们要继续努力，教导学生成为一个
又一个、一批又一批的‘黄笏南’‘黄铁铮’

‘伍舜德’ ……让‘爱国爱乡爱校’的精
神、情怀代代相传、生生不息。”台中老师这
样说。

“教育任重道远，我们将以‘全国优秀
县中’为目标，重振台中，助力教育高质量
发展，培养更多优秀拔尖人才。”容晓文说。

岁老根弥壮，阳骄叶更浓。从前辈手
中接过接力棒的“新台中人”，在百年底蕴
和未来发展的交汇之时，在高质量发展的
征途上大步向前，不骄不躁，目光坚定。

“广东省有个台山县，台山县有所台山一
中，校舍宏伟漂亮，可以与集美中学媲美，到广
东去的同志，争取机会到台山一中看看。”这是
周恩来总理曾经在一次国务会议休会时对在场
干部说的话。

台山一中，究竟有什么特别之处，会让周总
理如此称道，愿意为她“代言”？

走进台山一中，看到这里中西合璧、古朴典
雅的建筑，身处清幽雅致、书香氤氲的校园环境，
走近这里的亭台楼阁、草木砖瓦，特别是到校史馆
逛上一圈后，你会油然而生一种敬意和庄重，进而
感叹一声：难怪周总理也极力推荐台山一中！

教学楼由时任北大校长蔡元培题字，校门校
名由无产阶级革命家廖承志所书，林森、雷洁琼、
刘田夫、任仲夷等各界著名人士都曾为校舍题匾。
周恩来、陶铸、谷牧、谢非、叶选平、吴学谦、汪道涵、
黄华、雷洁琼等曾亲临指导。广东省首批七所重点
中学之一，江门五邑首招女生的中学……

台山一中退休校长朱伟申曾为台中百年校庆
写了《台山一中之“最”》系列文章，罗列完八大系列
之“最”后，他表示，好像意犹未尽，“百年台中，百年
辉煌，写之不完，赞之不绝。”

这些看到的、听到的、触摸到的，以及写不尽的
“最”，就是历史，就是底蕴，就是文脉，就是精神的富
矿和源源不竭的动力，激励着一代代台中人矢志不
渝，奋发图强，接力书写新时代的台中辉煌。

策划：赵兰萼 谷江民
统筹：傅学超 娄丹

文/图 江门日报记者 娄丹 张翠玲

台山一中诞生于1909年。如果把台山
一中的发展史浓缩成一幅长卷，你会发现，
最浓墨重彩的地方都与华侨有关。

20世纪初，西学东渐，1909年，当地政
府在县城文庙创办了“新宁县立中学堂”，发
展画卷由此徐徐铺展。

而后，旅居加拿大的台山乡亲
首议筹集资金，回乡兴学育
才。时任加拿大华侨学校
校长的黄笏南不辞艰
辛，奔走呼吁，旅加乡
亲踊跃义捐。短短
几个月，便筹得加
币24.9万元，认捐
的台山籍华侨达
9323 人。有捐
一万元的，也有
捐一元的，不论
富贵还是贫贱，
都闻风响应，“其
爱乡土爱国家之
观念，何其深且挚
哉。”在新校落成典礼
上，大会主席赵宗坛这
样感叹。

1921年，黄笏南回乡筹建
台山一中，他亲力亲为，从测绘，到设
计，到施工……历时6年，直到学校交付使
用。1926年，位于纱帽山麓的台山一中落
成，时任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欣然题写校
名。教学大楼可以容纳44个教学班级，20
个教师办公室，至今仍在使用。

在台山一中校史馆可以看到校舍落成
开幕典礼的照片，当时省、县政府以及江门
军政人员，和本邑工农商各界人士3万多人，
云集主楼门前，可谓盛况空前。

这是台山一中第一次建校高潮，根据校
史记载，新落成的台山一中成为当时中国县
立中学中规模最大、设施最先进的中学，也
是华侨捐款人数最多、捐款数额最大的公益
事业。

1930年至1936年，台山一中掀起了第
二次建校高潮。

时任校长黄铁铮自筹旅费，只身前往美
国募捐，历时两年，共筹得美元24万多元，扩
建了一批高中部校舍，包括图书馆、宿舍楼
等。“当时的台山一中成了当时全省最大的
县立中学，美加邑侨的捐款，使当时的台中
在设备设施上远远领先于国内许多中学。”
台山一中校史馆负责人梅振兴介绍，与此同
时，学校也由以前的初中四年一贯制，改为
增加了高中以后的三三制，招生也从只招男
生到男女兼收。值得一提的是，从1932年
起，还办起了商科班、农科班、高级土木工程
班等职业教育。

改革开放后，在政府和海外乡亲、校友、
港澳同胞的支持下，台山一中掀起了第三次
建校高潮。

从1979年至今，以海外乡亲、校友、港
澳同胞为主的社会各界热心人士、团体，为
台山一中捐资超过1.5亿元人民币。“目前，
台山一中海内外乡亲、校友捐资在校设立的
奖助学基金有40多项，每学年向师生发放
奖金近200万元，每学年受益学生超过600
人。”台山一中副校长吴洪文介绍。

也许当时在县城文庙办学的人未曾预
料到，这所创校时只有四座小建筑的中学
堂，历经晚清、民国、新中国等不同历史阶
段，114年来数易其名，并一直延续至今，成
为五邑地区乃至广东省办学历史最长的中
学之一。

百年台中，岁月流芳。
114年的建校史，离不开华侨、港

澳同胞的捐资，政府拨款，以及历届校
友、毕业生的鼎力相助。校园的一草
一木、一砖一瓦都凝结着社会各方的
心血和期待。为不负海内外台山乡亲
的殷殷期盼，台中人将“爱国爱校，勤
教勤学”作为校训，承袭百年，踏实坚

定，培养出了大批名流巨匠。
从奠基树到纪念石

笔，从教学楼到图书
馆，从宿舍到校史馆
……台山一中校
史馆负责人梅
振兴每到一处，
都有讲不完的
话题，说不完
的故事。特
别是校史馆中
的珍藏，每一
幅照片，每一件
物品，每一个名
字背后的故事都

感人至深，述说着
百年台中的艰难曲

折和灿烂辉煌。
穿梭在台山一中校园，

记者发现，教学楼走廊悬挂的
名人榜样，并非是“牛顿、爱因斯坦”，
也非“李白、杜甫”，而是台中人再熟悉
不过的“自家人”——从这里走出的优
秀校友。

百年来，台山一中没有辜负广大
海内外乡亲这一片深情，培养了7万多
优秀毕业生，为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
名牌大学输送5000多名毕业生，有上
千校友成为国内外知名专家、学者。
还有逾万名校友旅居92个国家和地
区，在国内外成立校友会22个，经常为
母校建设捐款捐物，为母校发展建言
献策。

在台山一中英才榜上，有不少各
界精英，包括中国科学院院士蔡睿贤、
法学家黄子毅、版画家黄新波、音乐家
李凌、教育家李云扬、文学家刘荒田、
经济学家赵元浩、航天工程师叶自强
和朱自强、实业家慈善家马兰芳等
等。年轻一代校友中，也有不少佼佼
者。

百年台中，且不说三次建设高潮
的浓墨重彩，仅上世纪80年代以来，其
辉煌和亮色就足够闪耀。上世纪八九
十年代，台山一中的教学成绩在江门
市，甚至广东省都名列前茅。“那时候，
我校几乎每年都通过高考或学科竞赛
向清华、北大等名校输送一批优秀学
生。”退休老教师王明略自豪地说。据
统计，自1980年以来，台山一中有59
位学子被清华北大录取。

“经过百年风雨的洗礼，台山一中
沉淀了深厚的底蕴和文脉，从这里走
出的名人众多，把他们放在‘名人墙’
更有意义也更贴近大家。”台山一中退
休老校长李锦桃说。

2004年毕业后就进入台山一中任
教的甄洁述，对入职时学校组织新教
师了解校史的印象非常深刻，她认为，
历代优秀校友、热心捐资助学的海外
侨胞，都是照亮台中人精神世界的耀
眼灯塔，“从教18年，我从前辈身上学
到很多，其中最多的便是坚持：坚持立
德立行、坚持言传身教。”

“爱国爱校，勤教勤学”是台山一中
的校训。这校训，经过百年沉淀和传承，
已经融入台山一中的精神底色，内化在
每一代台中人的思想和行动中。

那些虽艰苦但干劲足收获大的流金
岁月，退休老教师王明略至今提起来仍
难掩激动和感怀。1986年，他进入台山
一中教物理。“那时候资料贫乏、设备落
后，但学术氛围很浓厚，老师们都能做到

‘勤’‘爱’相映。”说起当年，他还记得不
少故事和细节，“当时的校长曾在给我的
信中说，勤管理、勤辅导、勤批改、勤联系
学生是台中教师的好传统。只有勤教，
才能培养出更优秀的人才，只有爱校，从
我做起，才能谈得上爱国。爱校是勤教
的源头活水，也是爱国实实在在的行
动。”

采访中，从老校长、现任校长，到历
届校友、在读学生，都不约而同提到“爱
国爱校，勤教勤学”的校训，表示这校训
言简意赅，是台中精神、百年文脉的集中
体现，也是所有台中人共同的骄傲和坚
守。

从学生到老师，再到副校长、校长，
直到光荣退休，台山一中老校长朱伟申
大半辈子与台山一中相伴，“台中就是我
的家，当我有资格、有能力的时候，我一
定要让学校散发她应有的光芒。”朱伟申
说。在任校长的十余年时间里，他带领
台中人，全力推动学校建设和发展，带领
学校走上“规范+特色”的内涵发展之
路。虽已退休多年，提起台中，他依然心
中有爱，眼里有光。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主
题，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
步入千禧年，面对办学资
源与发达地区相比不断
加大的差距，求真务
实的台中人直面现
实，遵循“弘扬‘勤、
爱’精神，践行人本
教育，培养卓越新
人”的办学理念，
上下同心谋发展，
潜心钻研求进步。

为加强初高中
衔接有效教学，优化
贯通式人才培养模式，
成立台山一中教育集团
创新部，着力造就创新人
才；面对新高考、新课程、新教
材的挑战，该校积极“破题”，先后荣
获广东省中小学教师校本研修示范校称
号、广东省“新课程新教材应用省级示范
校”、入选广东省首批省级优质基础教育
集团培育对象等。同时，克服生源流失
带来的困境，全校师生共同努力，每年保
持近400名学生达到特控线。

因为底蕴深厚且持续探索创新，台
山一中一系列的办学经验，特别是校园
校舍建设、学校管理、学法改革、培养青
年教师、体育工作及勤工俭学等都曾在
全省推广，学校也多次获评广东省乃至
全国先进。

博观约取，厚积薄发，114年来，这
所凝聚无数人心血的学校前进的脚步从
未停歇。

“我们都盼着，台山一中能成为五邑
侨乡，乃至广东省的教育明珠。”朱伟申
说。老校长李锦桃也说：“我们应该有信
心让台山一中这所百年老校始终立于不
败之地。”

办校之初：
厚载“侨”情 容颜初现

大洋彼岸9323名华侨
捐资筹建

流金岁月：
初心如磐 群星璀璨

逾千校友闪耀各领域行业

薪火相传：
“爱”“勤”相映 文脉绵长

百年老校芳华未歇

继往开来:
满载期望 重新出发

高质量发展再铸辉煌

台山一中：
“侨”动文脉 百年流芳

开
栏
语

A B C D

红砖绿瓦的校史馆红砖绿瓦的校史馆。。

教
学
楼
由
时
任
北
大
校
长
蔡
元
培
题
字

教
学
楼
由
时
任
北
大
校
长
蔡
元
培
题
字
。。

一走进校史馆一走进校史馆，，
周总理对学校的高周总理对学校的高
度评价就映入眼帘度评价就映入眼帘。。

台山一中旧貌台山一中旧貌。。

扫描二维码
看相关视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