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绍兴市越城区教育简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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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一

序一

越城，春秋时期为越国都城，是中国历史文化名城，绍兴市的政治、经济、

文化中心。越城，钟灵毓秀，历史悠久，名人辈出，向以山清水秀之乡，文化

教育之邦，名人荟革之地而盛名。史书记载，夏禹治平洪水，曾会诸侯于此。后

来，又是越王勾践发愤图强，“十年生聚，十年教训”教育兴邦之地。秦汉以后，

文化教育逐渐发达。唐宋时期，书院勃兴，农村学塾也很兴盛。清末民初，开

始兴办新学。新中国成立后，学校积极贯彻党和国家的教育方针，基础教育得

到了加强和发展。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小学设置渐趋合理。尤其是1983年

国务院批准建立越城区以后，全区教育事业更是获得了快速的发展和提高。经

过省政府验收，成为基本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区和基本无盲区。

《越城区教育简志》是越城区第一部教育志。编史修志，旨在认识过去，总

结现在，展望未来，是一项承前启后，继往开来，很有意义的好事，有其重要

的参考价值。它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遵循思想性、科学性、资料

性相统一的原则，系统地汇集了从公元前490年到1991年越城教育的史实，较

为详尽地记述了越城教育的起源，发展和兴旺。

《越城区教育简志》在区委、区府的重视和市教育志办的直接指导下，编纂

组同志查阅了大量历史资料，倾注了大量的心血，经反复斟酌，数易其稿，编

纂而成。在此，谨向几易寒暑，为编纂工作付出辛勤劳动的全体编纂同志，’向

关心，支持这一工作的各级领导和部门，向大力协助编纂工作的同志们表示衷

心感谢。

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政府副区长赵兴旺

一九九三年十二月



序二

序二

“学校之盛衰关系天下之盛衰”，越城教育，溯源二千年前，越王勾践得

“生聚”之道，逐鹿春秋，成兴邦之势，当首推教育之功。溯逗今日，越城大地，

经济繁荣、山河增辉，更以文教勃兴，人俊荟苹，著称于世，且又民风好学，人

人“恐诗书之味薄”，使教育事业更得以蒸蒸而日上。1989年10月，越城区文

教局开始编纂越城区第一部地方教育专志，勾稽考订，历时四载，数易其稿，至

今年二月，终于完成了《越城区教育简志》。

《越城区教育简志》汇集了大量的史料和数据，通过分门别类，归朴求真，

翔实记述，反复斟酌，力求探寻并反映越城教育递嬗、演变的轨迹。借鉴历史，

更有助于我们改进工作，在这短短的十五万字的篇幅中，其中可资学习与借鉴

的内容是相当丰富的。鉴此，我相信，这部简志，必将起到“存史、资政，教

化”之作用。

教育是人类社会永恒的范畴。编纂志书，“以此正蒙养而裨后学，厥功岂浅

鲜哉!"披阅数过，我更是冁然以喜。谨此，值志书出版之际，对于含辛茹苦，

脚踏实地，向全社会奉上这份有价值的精神产品的全体编纂人员及关心、支持

编纂工作的有关领导和部门，我要说一句：谢谢大家。

绍兴市越城区文化教育局局长陈启文

一九九四年三月



凡例

凡 例

一 绍兴市越城区教育简志(以下称“本志”)遵循党委领导，政府修志的

原则，由绍兴市越城区文化教育局组成编写组进行纂修，并按照浙江省教育委

员会关于各级教育专志审稿制度的意见规定组织审定。

二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针，尊重历史，立足当前，实事求

是，详今明古，如实记载越城区教育的历史与现状。对当代教育大事的记述，以

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准则。

三 本志上限追溯至公元前490年，即春秋时期越王勾践七年，下限为

1991年底。其中古代教育实体始于唐初，迄于清季，近现代教育始于晚清，迄

于1949年，当代越城区基础教育始于新中国成立后，迄于1991年底。

四本志记述对象，为越城区各级各类教育事业。鉴于历史原因，从越城

区实际情况出发，侧重记述新中国成立后越城区的基础教育。

五本志采用史志结合体例。概述、大事记用编年记述，通贯古今；志文

第一至第十一章，按章、节、日等层次编排，横分门类，竖写史实，述而不评。
六本志记事，务求简赅，力求做到事真、文简、理明、义达，使之能资

政、教化、存史为指归。

。七本志纪年，1948年底之前，用历史旧纪年，并用括号夹注公元纪年，

1949年起，用公元纪年。其中阴历(夏正)用汉字记写，阳历用阿拉伯数字记

写。

八本志限于篇幅，不列人物传记。收录人物，采用列表附录或以事系人

等方式记载。

九本志涉及绍兴市区(即古城绍兴)解放前后不同时期的行政建置时，概

用原名。举凡清代以前称郡治或府城，民元起称城区‘(1946年后或称绍兴县越

王镇)，1949年绍兴解放后至1962年称绍兴市(县级)或市区，1963年至1980

年称绍兴县城关镇，1981年绍兴县改市后称绍兴市城区，1983年越城区建立后，

称越城区或市区。



概 述i

概 述

越城区位于浙东宁绍平原西部，会稽山北麓，四面与绍兴县境接壤，处在

绍兴县的环抱之中。1983年8月建立，隶属于绍兴市。辖境包括市区的府山、北

海、蕺山、塔山4个街道和市郊的亭山、灵芝、梅山、城东、东湖、禹陵6个

乡镇，总面积101平方公里，人I：1 29．3万。是绍兴市党政领导机关所在地，全

市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古城绍兴，又是国务院首批公布的全国24个历史

文化名城之一。越城区境内现有各级各类学校200余所。其中归属越城区教育

部门领导的普通小学66所，477班，在校学生21576名，乡镇初级中学6所，76

班，在校学生3914名，弱智儿童辅读学校1所，4班，在校学生44名，幼儿园

93所，247班，在园幼儿8415名。1993年6月经浙江省人民政府验收合格，成

为全国首批基本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和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的县(区)之一。

越城历史悠久，文化教育源远流长。史载夏禹会诸侯于此，计功而崩，因

名会稽。春秋时期，越王勾践于此建都复国，卧薪尝胆，“十年生聚，十年教

训”，为教育兴邦之地。秦、汉立为郡县，文化教育逐渐发达，置经师以领学校。

晋迁江左，中原衣冠之盛，咸萃于越，为六州文物之薮。隋废会稽郡为越州。唐

代建立州学，设经学博士教授生徒。北宋，宫学发展，书院兴起，学塾兴盛。建

炎南渡后，高宗赵构驻跸于此，升越州为绍兴府。嗣后地方教育进一步发展。明

清时期，东南沿海商业发达，绍兴东渐巨海，西通五湖，经济繁荣，教育发达。

府、县学宫不断扩建，绍兴府学规模号称浙中诸庠第一；稽山书院、蕺山书院

名闻遐迩；各类学塾遍布里巷。王守仁、刘宗周、黄宗羲、全祖望等名师硕儒

先后讲学城中，四方从学者甚众，学术交流广泛，形成浙东学派。科举人才鼎

盛，两代乡试中式举人2805人。迄清末，历代中式进士共有1212人，其中名

列鼎甲者，计状元11人，榜眼6人，探花4人。

清末甲午战后，近代学堂兴起。府城中等学堂以绍郡中西学堂(今绍兴市

第一中学前身)为最早，官立高等小学堂以山阴县学堂(今绍兴市蕺山中心小

学前身)为最早。厥后学制颁布，明令“停科举广学校"，学务公所、劝学所次

第成立，城乡新式学堂蔚然兴起。至宣统末年，境内已有官立、地方公立、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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