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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王保明

在中国基础教育100多年的发展历程中，清光绪二十九年(公元1903年)是一个特

别值得纪念的年份。这一年，清政府学部颁布《奏定学堂章程》，史称“癸卯学制”，

这是中国教育史上第一个比较完整、正式公布并在全国范围内实施的学制，它的颁布结

束了中国几千年来办教育无章程、学校无体系的状态，标志着中国真正意义上的基础教

育的开始。

也是在这一年，为了“废科举、倡新学”，襄阳县创办“襄阳县官立高等小学堂”(即

今天襄樊市昭明小学的前身)，当时的官办学堂仅此一所。它的创建，点燃了鄂西北基础

教育的星星之火，成为古襄阳城学习近代科学文化教育的开端。

这是一所文化底蕴深厚的学校。它与南北朝时期的萧衍之子、皇太子萧统有着直接

的渊源关系。萧统自幼酷爱学习，博览儒家经典，擅长诗赋、喜爱收藏，曾集聚文学之

士选文编书，只可惜还未即位就病逝了，当时谥号“昭明”。萧统虽英年早逝，但他的

治学精神滋养了一代又一代昭明人。

这是一所历史悠久的学校。在长达一个多世纪的历程里，学校虽几经搬迁，数易其

名，但师生们砥砺教育的壮志始终未变，毓德树人的薪火代代相传。深厚的文化积淀、

严谨的校风和“心灵明净，爱溢天下”的优良传统，给百年昭明留下了取之不尽用之不

竭的精神财富。

这是一所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学校。受当时湖北省立襄阳第二师范学校(简称省二

师)进步师生特别是萧楚女革命思想的影响，它成为后来鄂西北几所教育大厦——省二

师、省五高(即湖北省立襄阳第五高级中学，现在的襄樊五中)等的一块重要基石。从

省二师、省五高毕业的学生很多都是从这所古老的小学输送上去的。他们中的许多人刻

苦学习，潜心研究，在学术上有所建树；也有许多人积极投身于革命斗争，不惜抛头颅，

洒热血，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遗憾的是，就是这所历史悠久、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学校，其百年来的盛衰兴废，

却无志可考。今天，在它105年华诞的时候，我们组织力量，编纂出版这部《襄樊市昭

明小学校志》，以此来填补这项历史的空白，同时也向学校105岁生日献上一份厚礼。

古人云：“治天下者以史为鉴，治郡国者以志为鉴”。我们希望以编修此部校志来记

录学校百余年来的沧桑变迁，传承一代又一代昭明师生披肝沥胆、励精图治的精神，为

后来的办学者提供借鉴，为后来的受教育者提供精神血脉，以开创学校更加辉煌的明天!

作为昭明小学的师生，我们是幸福的。因为我们在先辈的谆谆教诲中成长。



作为昭明小学的师生，我们是光荣的。因为我们在先辈创造的业绩中分享。

作为昭明小学的师生，我们是不安的。因为先辈们把接力棒交给了我们。他们在期

待着我们比他们强。

“路正长，歌未央”。值此《襄樊市昭明小学校志》付梓之际，我们期望全体昭明师

生秉承先辈们“笃学善思，革故鼎新”之精神，行化雨之春风，健自强之远志，倾心治

校与治学，在新的征途上谱写新的凯歌!

壮哉!昭明小学!

美哉!昭明人!

(作者系襄樊市昭明小学党支部书记、校长)

2008年11月



凡例

一、本志编纂的指导思想。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

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认真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全面、系统、真实、科学地记述断限内学校的历史与现状。

二、本志断限时间。上起清光绪二十九年(公元1903年)，下至公元2008年。

三、本志采用语体文、记述体，以志为主，述、志、记、图、表、录诸体并用，遵

循“横分门类、纵述始末”的原则，内容相互关联的各有侧重，力避重复。

四、本志所记时域、区域以学校为主，但为追寻事物之来龙去脉，形成完整印象，

故所记各项之前均交代了国家、省、市、区之背景。

五、本志依据“详今略古”的原则，重点记述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的内容。

六、本志学校名称，均以当时称谓而定。为记述方便，一般不用全称，而以“学校”

代称。

七、大事记采用编年体与纪事本末体相结合的体裁。学校创建之初及民国时期用当

时通用的旧年号并夹注公元年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一律用公元年号。

八、坚持生不立传原则。凡载入《人物传略》者，皆为辞世人物；对于有较大功绩

或有影响的健在人物，则选列部分作事迹简介；少部分在职人物以媒体曾公开报道过的

方式予以转载。

九、本志青必据史，言必求实，但为节省篇幅，均未注明资料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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