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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1．

日

九江具有悠远深厚的文化教育传统，是中国书院教育发祥地之一，有四大

书院之首的白鹿洞书院。在近代史上，外国教会曾在九江办有幼稚园、小学、中

学、大学等各类学校多所，使九江成为外国教会在江西办学最早的地区。、九江市

的修水、武宁等县曾是大革命时期的苏区。苏区的教育在教育宗旨：教育制度、

，教学内容与方法等各方面，展现了全新的风貌，在九江教育史上留下了光辉灿

烂的篇章。1949年九江解放后，特别是中国共产党(简称“中共’’，下同。)第十一

届三中全会以来，在改革开放新的历史时期，九江的教育事业蓬勃发展，教育结’

构更为完善，教育布局更为合理，办学水平和教育教学质量得到进一步提高，为

全国高等院校和地方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大批德才兼备的合格人才。

盛世修志，志载盛世。在全国、全省、全市编修新方志的启发和推动下，为了

对进一步改革、发展九江的教育事业有所借鉴，更好地贯彻党的教育方针，九江

市教育局组织了专门编纂班子，在九江市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的指导下，花费9

年的时间撰写出这部教育志。该志书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以中共中

央《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准绳，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

主义的观点，本着实事求是、古为今用、详今略古的原则，以翔实而又丰富的史

料，实事求是地反映了1840一1993年，计153年全市教育事业发展的历史概貌。

全书以概述为纲，以大事记为经，以志为纬，述、记、志、传、图、表、录齐全，体例

完备，行文规范。．全书共分12章76节，附多幅照片和多种图表，共95万字。编

者坚持以资料为依据，以“资政、教化、存史’’为目的，横排竖写，寓评于叙，表述

得当，基本上做到了客观性、历史性、科学性、资料性、思想性相统一，并具有明

显的时代特点和地方特色。 一

<九汪市教育志》真实而客观地反映九江市153年来教育事业在不同时代、

不同时期的起落兴衰和经验教训，所以它是我市教育科研的一项重要成果，堪

称一部较为完整的地方教育“百科全书"。它不仅为我市保存了大量教育史料，

而且可使读者横观纵览全市各级各类教育的发展历程、规模和踪迹，了解其发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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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规律，借古鉴今，从中吸取经验教训，从而有利于指导教育工作。此书还可使

人们看到前人为发展九江教育所走过的艰辛曲折的道路和付出的心血，更可使

人们清楚地了解九江解放以来，尤其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中共九江市

委和市政府的领导下，全市教育事业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因此，该书也是对广大

青少年进行中国近现代史和国情教育的一部好教材。

九江历代统治阶级曾撰写过许多部府志，但只立教育为一门，教育专志尚

属空白。适逢盛世修志之际，能承担我市有史以来第一部教育专志的编纂任务，

既感欣幸．又感责任重大。为修好这部志书，市教育局从1987年成立了编纂委员

会，先后抽调了40多名同志参加撰写工作，有些同志在修志岗位上工作了9年

有余。他们不辞辛劳，克服困难，埋头苦干，数易其稿，终于完成这一工程浩大的

任务·为我市教育史志工作做出了贡献。借此谨向辛勤耕耘的同志们表示感谢!

并谨以此书献给为发展九江教育、为国家培育多种人才而辛勤劳动的广大教育

工作者；献给从各方面给我们以指导、支持、赞助的单位和同志们；献给关心编

纂出版此书的各级领导。

愿《九江市教育志》在“资治、教化、存史”方面发挥巨大作用，并服务当代，

惠及子孙，传诸后世。

胡 源 茂

1995年12月

(注：胡源茂同志系九江市教育局局长、市教育志编委会主任兼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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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江市教育志》(以下简称本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历史

唯物主义观点，以《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准则，运用史实，实事求是地

反映九江市教育的古今面貌。力求思想性、科学性、系统性和资料性相统一，并具有时代特点

和地方特色。

(二)由于本志为九江市第一部教育志，上限为1840年，下限为1993年。某些章节上渤

较远，循例追述以前。按详今略古原则，以求略不断、详不赘，繁简得体。

(三)本志采用一般志书体例编纂，记、述、志、传、录、图、表、照片综合表述，以志为主。重

要文献、表格穿插于各章节之中，与有关章节、文字紧密结合使用。横排竖写，纵横结合。章

前设无题小序。“大事记”取编年体、纪事本末体相结合。

(四)获市以上政府级荣誉称号的先进单位不单设章，穿插有关章节进行表述。

(五)本志坚持“生不立传”的原则。凡在九江教育界有巨大影响的已故人物均按生年为

序排列人“传”。立传人物主要以事实记述，不加褒贬。“表”用于收录获全国和省、市政府级

及省以上教委荣誉称号的教师和学生。“名录”按教师、毕(肄)业生、烈士分类，“烈士”含教师

和学生，与前两类并列，系循起志书“升格”通例。
‘

(六)本志文体为语体文，编写方法为叙而不论，寓褒贬于史实之中。

(七)称谓及年代以当时标准，加注今名。数据、公元年月号用阿拉伯数字。名词、术语一

般用全称，需要缩简的在第一次出现时注明简称。对历史纪年，沿用习惯通称，在括号内注明
． 公元年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简称建国后)一律用公元纪年。

(八)本志行文用字以1964年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公布的《简化汉字总表》为准。但引用

古籍文旬或名词时，对可能引起误解或失去原意的简化字仍酌用繁体字或异体字。

(九)九江市原为地辖市，1980年升格为省辖市．1983年经国务院批准撤销九江地区建

制，把原地区辖县划归九江市管辖，实行市管县的新体制。文中所载九江地区、九江市以年代

区分其归属。今九江市辖区含九江、德安、永修、修水、武宁，都昌、湖口、彭泽，星f县·瑞昌

市，浔阳区、庐山区，庐山风景名胜管理局，共九县、一市、两区、一局。

(十)本志资料来源不一一注明出处，由市教育志办公室另建立系统、完整的资料档案以

备查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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