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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特别是党的十二大确定教育为经

济建设的战略重点之一，使教育受到了全社会的关注和重视，普

遍认为振兴、发展教育事业已刻不容缓。为了贯彻中央这一伟大

战略部署，把永顺教育的历史和现状，按求实存真的原则系统

地清理、总结，以便我们借鉴过去，正视现实，充满信心，办

好教育，是非常必要的。 ·

．

永顺县第一部教育专志，就为着上述目的，在广泛搜集资

料的基础上，精筛细选，几经编写，修改，审核定稿，历时四

年而成书问世。全书从明万历元年到公元1985年共四百余年，
其间教育思想、内容，方式方法，按详今略古的要求，略写共

有的内容，而着重记述时代、地区、民族的特点，和建国三十

多年来的教育，力求做到正确反映其实质。

·《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指出：社会主义教

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为提高民族素质、多

出人才、出好人才而努力。可谓任重道远。我们应该一步一个

脚印地披荆斩棘，开拓前进，在．《永顺县教育志))·续编中留下

更为绚丽多采的一页。 ·

朱允森’‘

一一九八·七年六月一匕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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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二

’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教育工作受到各方面的关注，党

的十二大又把教育和科学列为经济发展的战略重点之一，面对

现实，我们教育工作者的任务是光荣的，也是艰巨的。

党中央指出t、“教育必须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社会主义

建设必须依靠教育。’’历史和现状都证明这样一个事实：人类

征服自然、组织社会这两方面积累的经验，其传递、发展和创

新要靠教育的功能，尤其在科学技术突飞猛进、信息接收量增

多，知识不断更新的时代，没有现代化的教育，就不能适应新

时期的需要j为着这一伟大目标，我们在县委领导下，由县志

办统一部署，经四年努力，编修了《永顺县教育志》，把它献

给辛勤的园丁，有关部门和各级领导，以供建设社会主义现代

化j塾业制订规划时借鉴。 、
．

， 永顺从清末开办学校教育以来，已有八十多年历史，未曾

系统地总结经验，建国三十多年，我县教育工作走过一条起伏

曲折的道路，有很大的变化和发展，其中有不少经验和成就，，

也遭受过挫折和损害。在新的历史时期中，有必要认真地、系

统地清理自己的历史，正视现实，才能清醒地把握改革中和发

展中的新情况，才能较为顺利地沿着党指引．的目标胜利前进。

永顺地处边远山区，历史上曾受土司长期统治，国民党政

府又推行大汉族主义，歧视少数民族，在暴力统治下，使得本

地区交通闭塞，经济萧条，文化落后。建国后党的民族政策的

光辉温暖了土乡苗寨人民，激发出各民族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美

好家乡的热望。对此，我们怎样才能更有效地促进民族地区教

教事业的发展，以服务于各项建设工作，早日赶上先进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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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辜负党和人民的期望呢?这是我门教商工作者不能回避而必

须认真研究和实践的中心课题。《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

的决定》指出： “目的是提高民族素质，多出人才，出好人

才。"我门必须在“提高’’二字上努力工作，在“多”和“好"

两个紧密结合的内容上狠下功夫，培养“四有"新人。

《永顺县教育志》在编修中注意到我县历史、地区和现实

同其他地区的共性与个性，从多方面搜集了大量资料，依照修

志原则，经过严肃细致的求实存真工作，以期达到新修志书的

要求，但因内容繁杂，起迄时间的跨度大，某些旧的史料已很

难查找(如土司教育)，加上人力有限，经验琰乏，这些给我

们第一次新修县教育专志，难免不造成纰漏。可是终于成书，

除工作人员的协同努力外，主要是靠了党的正确领导和有关方

i斯大力支持的结果。

我希望这本志书能发挥它应有的作用。

向丕林

一九八七年三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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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 明

。

一，本志书依照中国地方史志协会((关于新编地方志工作

条例的建议》所提方针原则进行编修；并考虑到这是地方的～

项专业志，在突出地方特点和民族特点的同时，要体现志书的

政治性、科学性和资料性，因此除开记述永顺县与一般地区共

有的内容外，还专门记述了本地教育史上特有的《土司教育))、

‘(苏区教育》。 。 。，
．

． 。 、． ，

．二，本志书的断限从本地区有官办教育机构写起，故上溯

至1573年(明万历元年)建若云书院，下迄1985年，按存其求

实、详今略古、详近略远、详独略同的原则处理资料。基本结

构是以《大事记))为经，以《概述))撷要，各级各类学校教育则横

排分章记述，学校的体育卫生为避免记述霆复也综合为一章，

凡不便入章者则归纳到卷末附录，全书共为十二章，一附录。

三、本志书所用资料附注明出处者外，采自《中国教育年

鉴》，《湖南教育概况》、湘西自治州《教育事业统治资料汇

编))、省、州、县有关档案，以及资料人员去各地调查、采访、

核实的笔录。

四，书中称“建国前"、“建国后”，指中华人民共和国

建立之前、之后。“县革委"为永顺县革命委员会简称，省、

州机构及学校名称也多用简称。

五、编修本志书得到各级领导的重视和关怀，各方面的大

力支持，尤其九三学社湘潭分社为我们解决印刷闲难，谨在此

申谢。

六、本志书错误和遗漏之处，欢迎批评、指出，以利下次

修订。

⋯4——

编者

一九八七年三月



大 事 记

(1573年一1985童)
1573年(明万历j亡年) 永顺’卜司彭元锚；聘樊子珍．-’张天

佑为教谕，建若云二弘院子老司城福石坪，为I：司jf：官子弟专设

的教育机构。

1732年(清雍币十年) 清政j；f．f。j二老；ij城、勺哈、城内各

设义学一所。‘
‘

1733年(消雍正十～年) ．知县李瑾1：文舀帝君祠建挂香

寻弦芝。 ，

是年孔庙落成。

永顺府设府学署，永蔺贞县设县。≯署，分管府．县教裔事宜。

题定岁科：街学取永顺六铭’县。算取文生八钐。武童八名。

1735年(清雍正十三年) 蝤设肖坪义学，灾树塘义学。

1738年(清乾隆三年) 知县除m恩番：城内南门建试院。

杨德显第一个考中武举人。

1761年(清乾隆二十六年)

书院(后名灵溪书院)。．．

1779年(清乾隆四十四年)

1834年(涪遭光十四年)

1849年(清遭光二十九年)

文昌宫设养心小学。 √

1858年(清成串八年)

警。

1865年(消同治四年)

检讨。 ．．

'‘4 ：7。。
，，7j

知府张天如在府署北建崇文
．：

．
．

增设王村义学。 ，

函j定摸第一个考中文举人。

知县丁膨甲在县城关帝庙与

知婴孙翘泽扫!县城阻庙设芹香小
●

黄晋i三考中二甲进二b授翰林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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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3年(清光绪十九年) 知县朱益浚建大乡书院于西衙

步。
1。

‘

．

1902年(清光绪二十八年) 改大乡书院为永顺官立第～

高等小学堂。

改灵溪j括院为永顺府官立中学堂。

1904年(清光绪三十年) 夹树塘设萃英小学堂。

田佐汉、向乃祺官送出国留学。 ：
‘

1905年(清光绪三十一年) 停ll二科举。改县学署为学务

局。一
”

· 一

1906年(清光绪三十二年) 学务局改称劝学所。

‘唐禁在其私宅设竟文学校。 ，
．

r-·，?

1907年(清光绪三十三年) 没县立第一初等小学堂予城

缒庙后殿内。
． 1912年(中华民国元年)

门垒殿内·
’

1915年(中华民国四年)

办颓兰小学。． r

．，

设县：迂女子初级小学校于城东

基督教牧师梅先春于城东门外

1916年(中华民国五年) 永顺府官立中学堂改称湖南省

第十联合中学，永顺县官立第一高等小学堂改称永顺县第一高

等小学校，县立第一初等小学堂改称县立第一国民小学校。

‘1921年(中华民国十年) 在大西街劝学所内设县立第二

翻民小学校。 ’： 一。．-

县立女子初级小学校改称县立女子国民小学校。卜‘

1923年(中华民国十二年) 城内天主堂设崇德学校。

1924年(中华民国十三年) 永顺县立第一高等小学校改

称永颓县立模范小学校，县立第一国民小学校改称永顺县第～

小学，县立第二国民小学校改称县立第--4"学。 一，．．
湖南省第十联合中学附设甲、乙师范讲习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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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中华民国二十三年) 中华苏维埃湘鄂川黔省政

府和红军在郭亮县、永保县设列宁小学10所，其他小学5l所。

12月在塔卧设红四分校和省委党校。

1935年(中华民国二十四年) 永郡联中一部分学生参加

红军。

劝学所改称教育局。

1936年(中华民国二十五年) 县立女子国民小学校改称

县立女子小学校。 。

1937年(中华民国二十六年) 红军北上后，国民党政府

在永颤兴办特种教育，称为中山民校，设农家寨。． o

王村天主教堂在王村设正道小学。 j

1938年(中华民国二十七年) 设湖南省立永顺简易乡村

师范学校于西衙步。 、，

南洋华侨胡文虎捐银币500元。在县文庙内修建一栋两屡楼

房共四间教室，称“文虎堂黟。 ．．。 o。

塔卧、石堤两地各设中山民校一所。 ，

1939年(中华民国二十八年) 按新县制将教商局改为教

育科o -．，

!

县立模范小学迁入城内文庙。

1940年(中华民国二十九年)

合并。 ．。! ． ．

1941年(中华民国三十年)

南省立第八师范学校。

县模范小学与一校、女校

． ●

省立简师扩大建制，改J{i{：湖
、

‘

I’j i

统一取缔私塾，设置一保一校，各乡设立中心学校。
， 城内开办私立溪州初级中学。 一：： ，

永郡联中进步教师向生圭被酮民党特务杀害。

1943年(中华民国三十二年) 梁海卿率部攻入县城，火

烧县府，四处掳掠，打死安徽籍小学教师～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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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4年(中华氏尉j十i年> 设永顺县立初级中学。

‘1946年(中华民围三十五年) 设永颓县简易师范学校。

第八区专员张中宁秘密捕杀中共党员八师教员龙思奇。

1947年(中华民国三十六年) 中华信义会芬兰牧师甘德

伦确!福音堂办幼稚团。 ．．

1948年(中华民固三十七年) 省立八师，永郡联中学生

反内战到专署、县府请愿，遭到武装军替殴打、驱赶。，：

城内马王庙设永膨f县简易师范附属小学校。 一 ．：，．

1949年(中华民阳三十八年) “湘西事变砂后，社会动

荡彳i宁，大部份学校停办。 一：·

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刚成立，以公元纪年。
“。

1950年县人民政府设文教科，接管城镇中．小学、

因和一部份农村国民学校。 i’

湖南省立第八师范改为省立永顺师范。：

永顺县立简易师池并入省：盘永顺师范。

永郡联中合并于永顾县初级中学。
。

·，

1951年 县长钟汉九兼任县中校长。_部份学生响应抗美

援朗号召，参军参干。 、’1

永顺专署举办暑期教师讲习会，贯彻1949年底在北京召开

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精神，学习新民主义教育方针，明确向工

农开门的方向，要为工农服务，为生产建设服务。

中学开始设人民助学金。
‘

．o’

根据政务院规定隆重庆祝甜六一打儿童节．

县人民政府大量吸收知识分子，发展小学教育，提倡乡学

乡办，村学村办，联乡建立中心学校，各乡普遍设立乡村小学，

开展劝学运动。
‘

．，
．

支援抗美援朝，师生踊跃捐献飞机．大炮。

发动教师批判《武训传》及∥武训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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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部份小学教师参加土地改革．亡作。

县中建立新民主主义爵年团支部。

全县教师首次开展评楔活动。

1952年署期～一部份中学教师集中学习，．进行思想改迹。

小学教师蔚重思想总结。寒假一部份中学教师集中长沙学jJ，

进行思想改造。 ．

学习苏联教疗经验，推广综合技术教育．采用五级记分jH，

始用统一教材，实行春秋两季招生。

：-灵溪完小、连洞小学试行五年一贯籍。

成立教师联合会。
‘

、

改教师俸米制为薪金制。 ，

部份小学建立少年儿童渺、。 ·．

多数教师参加秋征、查fH定产一r作。

’1953年．各校试行推广酱通话。

成立扫盲办公室，推广“逮成识字法’’，开坡扫寄一j‘j77。

在部份教师中推行函授教育。

1954年小学推行少年广播体操。 。-

教职工自本年6月坞实行新工资标准。 ．

整顿小学工作，贯彻对知识分子团结，教育，改造的酸尊．

调整部分文化水平低的教师。

1955年实施中t小学生守则。．

永顺师范开办第⋯期教育行政干部训练班‘。县选派丁一批

干部、教师参加学习。 -．

中、小学均设少数民族学生补助费。

1956年一部份中，小学的语文课推行普通话教学。。

暑假期间全县教职员进行肃反工作。?

教师实行工资改革，评级，定薪。 ．

永顺县初级中学经省人民政府批准扩建为完全中学，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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