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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时四年的《江华瑶族自治县教育志》编纂工作业已告竣，这是江华教育史上继往

开来的大事，是在县委，县政府的亲切关怀，教育局的具体领导和全县教育工作者的·犬

力支持下取得的成果，是志编人员辛勤劳动的结晶。 “·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j’已为古今中外的历史所证孵j通过教育疏导，集中全民意

志，建立精神国防，培养民族英才，致力国家建设，则祖国富强可期，民族振兴在望，}

这是我县基础教育的出发点。 {：

．本志遵循经世致用的原则，广泛取材，追忆了江华教育的往昔，记述了繁荣振兴的

当代。它是自清同治九罐(1870年)以来历时一百一十五年全县教育历史的系统总结s

它向人民指出了我县教育应追求什么、继承什么、改革什么，弘扬什么，以起到鉴往知

来、承先起后的作用。它能帮助教育行政工作者认识江华教育的过去，服务社会主义的

今天，启迪我们正确地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励精图治，正确地进行教育事业的计划、裁

决，组织和指挥的工作。例如，集资办学，历来有之，而且行之有效，现在仍应该继承，。

职业教育，曾被近代的有识之士誉为强国裕民之道，今天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培养

“四有"人才就仍须坚持；人才的挑选经历了委任制，科举制(考任制)、选举制，聘4

任制的历史鉴别，今天我们就可以择定客观、公正衡量人才的办法，咪挑选大批有治事

能力的人物服务于社会。这部志书对激励广大教师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培养共

产主义道德情操，进行师德修养、严谨治学、勤于进取、精于业务，遵循教育规律办

事，艰苦创业，教书育人，为人师表等方面都具有深远意义。’ 1|。
。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总结过去，继承传统，明辨是非，吸取经验，鼓舞士

气，振兴教育，指导’当今，开创未来，为建没繁荣、民主、文明的新江华提供依据和借

鉴，此乃纂修本志的宗旨。如果它能起到这些方面的作用，则大喜过望了。， 。，一c’，1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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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一概 一‘述

湖南省江华瑶族自治县(以下简称江华县)位于湘、粤、桂交界之地，南通百粤，

北接湘衡，是个边远的大山区。全县面积3034平方公里，人口33万，其中瑶族占

46．7％。

江华县前称冯乘县，建于汉武帝元鼎六年(前111年)，隶属苍梧郡。至唐武德四年

(621年)“以冯乘置贺州，，，又“析贺州之半置江华’’。江华县名沿袭至今巳历一千

三百六十五年。

江华县自古交通闭塞，教育不甚发达，生产力发展缓慢。到宋朝时县内教育略有

起色，科第禅联，中进士56人，以后又逐渐衰落。民国初年后，新学奠立，受革命潮流

’影响，学校涌现了一批杰出人才如陈为人、李启汉、王涛、江华等先后走上革命道路，

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建立过功勋。 ‘· 。

一九四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江华县的教育得以迅速发展，为江华的繁荣与进

步作出了新贡献。
‘

江华县学校的建立，在明万历《县志》才有记述：唐神龙元年(705年)『“建江华

县学于县东黟，学址设在孔庙内。。时值唐朝兴盛阶段，公元714年，唐玄宗诏谕全国兴

学，并定各县学额。江华为下县，定生员为20人，并设学官(助教和博士各1人)主持

全县教学与考务。

宋庆历四年(1044年)，宋仁宗诏： “诸路，州、军、监多令立学”。江华县学仍置

博士、助教各1人， “以掌其课试之事”，县府官学日臻完备。崇宁元年(1102年)，

建炎元年(1127年)绍定元年(1228年)和淳佑元年(1241年)有4次迁建修葺的记

载。 ?

元代，县内亦设县学。置教谕、训导各l员管理教育。县境内民间立“社学”o皇

庆二年(1313年)元朝才继续实行科举取士，皇庆四年，江华县学生蒋博赴京考中迸

士。

明洪武元年(1368年)，江华县学倒塌。洪武十五年，朝廷“赐学粮六百石”予以

重建，仍置教谕1员，训导l员。当时，有廪膳生员20名，增广生员20名，附生无定员。永

乐二年(1404年)江华县学学生杨绍宗进士及第，官至刑部员外郎，天顺六年(1462年)，

江华县城由老县迁往沱江，县学随迂，建于县府之前，当时“草创未备”。成化六年

‘1470午)，省巡抚吴澄亲临江华县视察，见县学庳陋，兼顾江华自宋以来科第禅联的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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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遂命拨款更新县学。嘉庆四十四年(1568年)又勒支增修，使县学建设完竣。计

有先师庙、东庑、西庑．戟门，灵星门、名宦祠、．乡贤祠、明伦堂、崇德广业斋，仪门、

儒学门、启圣柯、敬一亭，学仓、教鬻廨、训导廨等建筑，规模宏大。县府置教谕1员、

训导2员主管教育行政。崇祯五年(1632年)学校又迁建， “规制如旧’’。至明末，战

乱中，县学毁于兵燹。

清顺治十五年(1658年)重修县学，此后还多次重修或迁建。如康熙二年(1663年)

重修，雍正十年(1732年)县学迁建至城外考棚巷(后于嘉庆十八年即1813年改为沱江试

院，为县里科考童生的场所)，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县学迁至县治东侧，建制扩大，

屋面易盖黄色琉璃瓦。咸丰二年(1852年)县学被毁，同治四年(1865年)重建，其部

分建筑保存至今。清朝县学的学额，廪膳生员仍为20人，附生员文科8名，武生8名。同

年，审江华籍、时任福建按察史的王德榜奏准，增加江华县学生员文、武科各4名，新

重举学额3名。清时江华生员参加科考仅有几名考中举人。 ．

．江华县古代教育除官办的县学之外，还设置了义学和书院，宋、元，明，清各代均

设义学。清代的锦田义学，锦岗义学均建于乾隆七年(1742年)。上五堡义学建于乾隆

十年(1745年)。清朝的义学由官府出面办理，如沱江的正心义学，前身为江华县义

学，其办学经费由县知事批准，将一些充羹薹囊薹。巨羹蓁蓍薹霁Ⅳ耋；到囊荽篓囊掣

冀囊萋薹霎萋茎一薹孔囊姜饕j菱囊藿蠢篓羹雾羹夔羹鋈萋。

搴耋囊囊薹囊翥攀i熹矍蠢藿鋈薹塞薹薹萋蓁；蠹孽蓦薹i薹薹雾妻；蓁薹孽蓑霉

����x



十五年国共合作期问，江华县工农运动高涨，相继出现了两次大的学潮，在外地留学酌二

进步学友亦回乡宣传和鼓动革命。学校里开始建立共产党组织，学生联合会相继成立。

民‘国十六年，国民党反动派在江华县镇压革命，镇压学生运动，对学校严加控制，：按照。

国民党政府提出的靠一个党，一个主义’’的方针，推行“四维八德"，实行党化教育，j?

宣传反共防共，教育事业遭受挫折。

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江华县创办了简易乡村师范学校，民国三十三年创办了

县立初级中学。从民国二十九年至三十年，全县各乡均办中心小学，每保设一所保校。．

在此期间，县内教育有所发展。民国十五年(1926年)，劝学所改为教育局。民臣十六

年六月起，教育局改称教育科。
7

-

，抗战期间，．国民政府对学校的管理仍然采取反共、防共的措施，在学校陆续建立

“童子军’’、“三青团，，组织，．实行童军训练和级任导师制，对学生加强管理，用国民．．

党员的12条守则训示学生。
’

j

民国三十三年(19 14年)秋，日寇窜入江华县境，进行惨无人道的烧杀抢掠，教育

事业遭到严重破坏。县城小学解散，中学和师范学校迁往东河瑶山地区，抗战胜利后才

迁回县城，与全县各学校一道恢复正常教学。从民国三十五年至三十八年，学校强调训

育，当时各种社会派系势力渗入学校，中学师生和小学教师亦被卷入斗争旋涡。民国三

十六年竞选“国大"代表，扰乱了学校的教学。国民教育资金筹集困难，办学经费不能

按时拨发，教育事业每况愈下，瑶族地区教育几乎废弃。当时全县中小学广大师生，‘不。

断进行反内战、反追害，反饥饿的爱国民主运动，教师中的共产党员进行革命宣传，秘

密发展党的组织，为迎接江华县的解放作了许多工作。

四

1949年11月，江华县人民政府接管国民政府留下的教育摊子。当时教育基础薄弱，．

设备简陋、校舍破败，学校分布极不合理，大都设在集镇，林区的学校很少，99％以上

的瑶民目不识丁。 ‘

。

县人民政府着手恢复教育工作。留用原有公、私立学校教师，并在社会上吸收知识

分子充任教师，及时召开全县教师学习会，任命了中学和中心小学校长，兴办了11所瑶

族学校，并恢复了一些过去停办的学校。兴建全新的沱江镇完全小学，其建筑之壮观为

当时全地区各县小学之冠。1951年兴办一所瑶民公费学校——贝江瑶民小学，优待瑶族

学生。 ． ～

教育主管部门在学校大力宣传贯彻党的政策，。

����x





· 1971年7月，．贯彻《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把广大教师划为资产阶级范畴，教

师的地位一落千丈。 7

“文化大革命"期间，全县中等教育事业的发展出现了很大的盲目性，到1975年，同

时开办的中学已达52所。学校数和学生数比1966年增加7倍。中学空前膨胀，高，初中

比例失调。中学师资奇缺，则大量抽调小学教师充任，校舍设备不够就挤占小学的。小学

所数1976年比1966年增加了60％。小学师资奇缺则大量聘任民办教师。这就造成各级师资

水平低落，毕业学生大部分不合要求，使一代青年丧失了大好时光。这是人才培养上的

重大失误，给国家带来了巨大损失。

这十年中，思想教育十分混乱：宣扬造反有理，斗“走资派黟、斗老师，鼓动打，

砸，抢，抄、抓，否定知识、否定教师、否定教学，使学生幼小的心灵受到扭曲，黑白

颠倒I废除了招生考试制度，上中学、上大学都实行推荐制，对新生无法考查，降低了

招生标准，工农教育受到严重破坏，干部职工和农民的业余文化教育停顿，改办政治夜

校，专门进行阶级斗争教育。

1977年，全县学校开展批判“两个估计力(即《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砸碎

了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强加在教育战线和教育工作者身上的精神枷锁。当年恢复了

大、中专升学考试制度，实行文化考试，按德、智、体择优录取，考生质量有所提高，

学风为之好转。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全国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上来，教育被列为发展经济的战略重点之一．江华教育走上健康发展的道路。

全县各级学校狠抓政治思想工作，贯彻执行《中学生守则》和《小学生守则》，积极

开展了“五讲四美"、“三热爱"，“学雷锋学张海迪"、“文明礼貌月"等活动，进行

尊师重教的教育、五爱教育、革命理想和革命秩序教育，四项基本原则教育，以期把学

生培养成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一代新人，提高了学生的政治素质。

同时进行了中学、小学教育结构改革，集中力量办好县属中学，把分散的乡中学集

中到区来办，合并了一些过于分散和学额很不足的小学。1985年，县人民政府贯彻了中

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着手普及小学五年制教育的工作和增办职业中学，改变了

单一的教育结构。

县人民政府贯彻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做了大量工作。政治上，对错划右派的全部平反，

对历史老案甄别平反，妥善安置。中央确认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全县广大教

师作为工人阶级一员以主人翁的姿态积极投入教育工作。十一届三中全会至198埤，+优
秀教职工中有182人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有86人被选为县人民代表，有23人被选为县

政协委员。经济上。多次调资升级，使教师的经济地位不断提高。1977年和1979年两次

各给40％的教职工实行工资升级。1980年又给2％的教职工调整工资。从1981年起又根据

政策分别给符合条件的教师调资升级。陆续地发放少数民族地区津贴，副食品津贴、教龄

津贴。对中教五级、六级、小教三级教师的全部家属解决“农转非”户口，供应商品粮。

业务上，通过培训教育行政干部和中小学教师，推广先进的教学经验，开展教学竞赛活

动，成立中、小学各科的教学研究会，创办《江华教研》刊物等措施，使教师素质不断

提高。

5



， 工农业余教育和干部教育得剑恢复和发展。．198 4年成立县职工教育办公室，1985年

全县农民业余学校达到53％的办学面。全县一些机关科局和厂矿企业先后办起干部职工

学校或文化技术学习班，对干部职工进行文化和专业技术教育培训，还组织了高等学校

．自学考试，为选拔和造就专业人才开辟了广阔道路。 ，’．

．-1981年县人民政府成立了儿童，少年工作委员会，贯彻两条腿走路的发展幼儿教育

的方针。对学前儿童实施体、智、德、美全面发展的教育，城乡幼儿园和群众个人办的

幼儿园得到发展。在林区人口分散不便设幼儿园的地区，则在农村小学或中心校中招收

学前儿童跟读生，让其跟读一年，再进入小学一年级就读。全县有跟读生的班级达7r5

个。

在教育经费方面，自1979年以来历年数额均有增加。1984年全县的教育拔款为322

万元，r占全县国民经济总支出的26％．1985年教育经费支出达到458万元。占全县总支

出的21j1％。1979年至1985年，群众集资办学费共达215万元，用于改善办学条件。．1983

年至1985年全县新建校舍面积24424平方米，霭点装备了一中、二中、沱江镇中，县教

师进修学校。在小学建设方面，林区的乡中心校建设较快，国家拨款加上群众集资，大

部分乡中心校的新教学楼先后建成，加快了普及初等教育的步伐。 ’．

一

．．纵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36年，江华的教育事业尽管走过不少弯路，但由于

党的正确领导，自行纠正错误，拔正航向奋勇前进，成绩是巨大的。尤其是党的十一届

三中全会以后，教育事业更有长足进步。36年来，江华县的酱通教育共培养了大，中、

小学毕业生180191人，其中少数民族毕业生51509人，为江华民族地区政治，经济、文

化的发展输送了大批合格的干部和技术人才，培养了少数民族年青一代的社会主义现代

化生力军。1985年统计少数民族教师已占全县教师总数的44．4％，表明少数民族文化素

质有明显提高。． 。

由于江华自然因素和经济基础的关系，瑶区教育、幼儿教育的发展仍然存在许多困

难，致使全县的教育基础薄弱，职业教育刚刚起步，这些又影响了江华经济的发展，昭

示我们要运用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扬长避短，开拓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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