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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修水县教育志》问世了．这是我县有史以来的第一部教育专

志，是我县教育史上的一件大事。

．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教育被列为经济发展的战略重点之

j 一，我县教育战线出现了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广大教师辛勤耕

．耘，．莘莘学子立志成材，尊师重教蔚然成风。《修水县教育志》正

’是在这种形势下，为借鉴历史，服务四化而编纂的。 ，

这部教育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根据党的十一

、届三中全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于历史问题的决议》精神，本着

兼通古今、详今略古的原则，记录了我县自唐僖宗(87P4—888)年

间至1 985年这一千一百年的教育演变过程和真实面貌，而着重反映

建国后我县教育发展的巨大成就．在编写过程中，广泛搜集资料，

深入调查研究，力求思想性、科学性、资料性的统一。因此，这部

教育志，对于了解我县教育的历史现状，继承优秀的教育遗产，吸

取历史的经验教训，’探索教育发展的规律，增强贯彻执行“三个面

向一指示的自觉性，．进一步搞好今后的教育工作，具有积极意

义． ．

这部教育志，由于县委、

全县教育工作者的大力协助，

八个月的纂修，现在出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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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修水县从事“太阳底下最光辉的职业"的全体教育工作者，献给

建设社会主义新生活的修水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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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单及春·

一 《修水县教育志》一书问世了，可喜可贺。谨向为它付出了辛

勤劳动的作者、编者，以及支持配合这项工作的同志，致以深深的

敬意和感谢。
‘

，’《修水县教育志》．是一部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用新观点、新

材料．新方法进行编纂的教育专志。它全面地，真实地记载了修水

县自唐僖宗以来，迄1985年为止的一千二百多年教育演变的过程，

着重地反映了建国后教育发展的巨大成就。资料丰富、内容翔实、‘

体例完备，特色鲜明，是一部好的地方教育专志。它的出版，必将

对修水县的施政决策、教育的发展和改革，提供科学的依据，发挥

其重要作用。同时，对·切关心修水、前来考察观光的同志，也有

一定的参考价值。“ 。、

修水，是赣西北山区的一块宝地。它历史悠久，开发很早。境

内搿山背文化"遗址的发现，说明早在四千五百年以前，便有人类

在此繁衍生息。自汉高祖六年(公元前201年)建县以来，至今已

有2190年的历史。它的地理位置险要，气候温和，土地肥沃，林海

浩瀚，万木葱茏，是全省林业重点县之一。·传统的蚕桑生产，时逾

千载，在省内独占鳌头，素有“蚕乡一之称。 “宁红”名茶，风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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浓醇，在国际市场享有打茶盖中华，价压天下”的盛誉。其它各种

自然资源和名优特产都是相当丰富的。修水县还是老革命根据地，

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斗争时期，修水县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前赴后继，．一

英勇战斗，对中国革命的胜利作出重大的贡献。
。，

修水山水钦奇，风光瑰丽，幕阜毓秀，五岭钟灵。既是资源丰

富之区，又系文化昌明之邦。自宋代以来，就创办了我县官学，并

兴起了许多民办书院，如宋代哲学家周敦颐创办的濂溪书院，是我

国著名的书院之一，办学历史长达850多年，明代哲学家余姚王守

仁、清代文献学家金溪王谟，都曾掌教该院。以修水一县之地，这

种书院便达22所之多，文风之盛，于此可见。自古以来，人才辈

出，俊彩星驰。出现了开创江西诗派的北宋大诗人、大书法家黄庭

坚。孕育了近代史上的著名人物、维新派政治家陈宝箴，以及他的

儿子、近代诗人；散原老人陈三立，他的孙子、声名卓著的画家炼

衡恪，历史学家陈寅恪。产生了古琴音乐大师、曾任中国音协副主

席的查阜西等。所有这些都集中地说明：修水是个好地方。这里的

世代人民和他们的优秀儿女，在中华民族的文化、教育史上，是有

贡献的。留给我们的文化资源和精神财富也是丰厚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修水

县的教育事业有了前所未有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到

1 985年，完全中学发展到6所，初级中学达j虱]42所，农业高中8

所，在校中学生达21420人。小学发展到1139所，在校学生达108953 。

人。与此同时，还发展了职业技术教育，成人教育，使修水县成为

搿普及初级教育县”、；“基本无盲县”．这是旧中国所不可比拟

的。从1 977年恢复招生制度到1 985年九年间，全县考入大专院校的

学生，便达一千多人，并有6 1人考上了研究生，4人留学美、
．

．
．

·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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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一法等国，这标志着生气勃勃的年轻一代又在茁壮成长，脱颖而

出。这是我们真正的希望所在。社会主义祖国的修水县，和我们整

个国家一样，前途是无限光明的。

． ’教育是一种社会现象，是一种培养人的活动。它关系着国家的

建设，社会的进步，民族的未来。现在全民关心教育，时代呼唤人 ，

才，党和政府已经作出了大力发展教育事业的英明决策。但是，教

育的发展，又必须从我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必须合理规划发展的速

度、规模和重点，确定适当的结构层次比例，不断提高教育的投资

效益和社会效益。这就需要我们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认真调

查研究，全面占有资料，作出科学的分析。这样才能使我们发展教

育的规划构想和实施步骤，‘建立在可靠的基础之上。’对于这个问．

题，列宁曾经这样提示我们：在对客观情况的考察研究中，，-不要

忘记基本的历史联系，考察每个问题都要看某种现象在历史上怎样

产生，在发展中经过了哪些主要阶段，并根据它的这种发展去考察

这一事物现在是怎样的”(《列宁选集》第四卷第43页)。而《修

水县教育志》这部纵贯千年、囊括古今的志书，正可以在这方面向

我们提供有益的帮助。
‘

．

‘

I我希望：通过本书的出版，能够引起广大教育工作者、各级干

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对研究修水教育事业、对研究修水县情的浓厚兴

趣，尊重规律、尊重科学、尊重实际。认真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积

极探索教育思想、教育内容和教育方法的改革，不断提高教育质

量，使修水的教育事业得到更好更扎实的发展，为国家培养造就更’

． 多的英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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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一，本志上限不作硬性规定，

止于1985年底，个别材料收至1986

纵中有横，以横为主的编纂方法，

-二、本志由志、传、记、图、

录列于各章节目之后，以说明某种

三、本志使用语体文，并力求简洁，但引文及附录中的文言则

悉照原文，。材料来源也不加说明。 ’；

四、中华民国以前使用旧年号夹注公元年号，．苏维埃时期和中

．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一律用公元年号。 “民国”为中华民国之简

称； “解放后”是指中国人民解放军1949年6月16日进驻修水县 ，

城，解放修水县之后； “建国后”是指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

和国成立之后。凡具有表示数量多寡意义的数目一律用阿拉伯数

字；’表示百分之几一律用“％一．

五、坚持生人不立传，但对教界几位老前辈和“县一、，仃处一

级以上人物则采取列表形式，予以记载。其它各章因事系人，一律 · j

直书其名，不加褒贬之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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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修水县位于赣西北边陲，湘鄂赣三省交界处，面积450．3平方公里。人口624425人

<1984年普查数)．。境内多山，且远离省市中心，晃介偏远的山区。

修水县是个具有悠久历史的县，西汉高祖六年(公元前201年)称艾县，唐贞元十

六年(公元800年)设分宁县，县治在今义宁镇一带。几经变更，至元大德五年(130]年)

称宁州。清嘉庆六年(1801年)改名义宁州，民国元年(1812年)改州为县，民国三年

改名修水县。因水得名。 ．

修水县的教育源远流长。清同治十一年(1073年)(<义宁州志》载“分宁虽深僻险

绝，然代出伟人。一如北宋中试进士的，就有黄庭坚等91人。

。

‘一、．清代以前

、修水县的教育事业，隋以前无文字记载。 ·

唐僖宗年问(874--888)，武宁漫江_人莫惟初登进士第，曾奉命使藩。

南唐时期(938—976)，双井人黄元绩、黄元迈，武乡漫江人莫泰，莫秦登进士

第。 ．

。

北宋初期侍郎黄中理(双井人)，创办芝台与樱桃两所书院，成绩斐然，名儒宋

郊，宋祁兄弟游学于此，一时名震四方。稍后，著名哲学家周敦颐(1017—1073)任分

宁主薄期间，在县治倡建书院一所；后人名为“濂溪书院刀。该书院一直办到清末。元

柏八年(1093年)县令胡璞倡修分宁学宫，并建藏书阁。宋代，全县登进士第151人，

举人55人，其中双井，漫江人最多。名人有诗人黄庭坚、户部尚书黄叔敖，右丞相兼枢

密使章鉴，兵部尚书莫桢等。人才辈出，其教育兴旺可见。

元代登进士第11人，举人12人。

明代著名哲学家，教育家王守仁(1472—1528)曾主讲濂溪书院，名重一时。

明代登进±第14人，举人68人，而正德年间(1506—1521)登进士第4入，举人8入。

嘉靖甲午(1534年)在州城北创建山泉书院。一时州城内有州学，濂溪书院和山泉书

院。
。

·

清代，见于《义宁州志》新增的书院有东谷、成孝，印山，西平、梯云、仁义、聚

奎、风m献，培元、鳌峰，陶英、崇德等12所。清代，登进士第15入，举人153入，名入

有礼部尚书万承风，清末维新派陈宝箴、近代诗人陈三立等。

．清代以前，书院教育是十分重要的，私塾亦遍立乡里。《义宁州志》载私塾38

所，自然只是选择较为显要的入志。 -‘
·

清末，、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风l}献书院改为义宁州治高等小学堂，从光绪二十

1



九年起，州下八乡书院和个别私学，先后改为小学堂，光绪三十一年秋成立“义宁州中

学堂弦，并曾设搿州治师范学堂"j搿师范传习所，，，呈现出教育勃兴的气象，体现了
当时“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精神，显示了新学运动的方向。

二、中华民国时期

中华民国成立后，改“学堂"为“学校劳，民国十二年(1923年)修水县立第一高

等小学改为搿修水示范小学”，’民国十五年，国民革命军统一全省，进行三民主义教育

呼声四起，同年二月创办省立修水中学。民国十九年(1930年)大革命风卷云涌，社会

动荡，修水中学停办，学生转入省立四中(设九江)。小学也基本停办。而苏区教育却

随着革命形势同步发展。一是苏区普遍建立了夜校，掀起了工农识字运动，二是创建了

红色小学(后改名列宁小学)45所。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国民党政府为推行所谓

“善后彦工作，创设了6所申『山民众学校，到民国二十九年改为中心国民学校。

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成立“修水县立初级中学"，民国二十八年并入省立赣

西北临时中学(后改省立散原中学)。到民国三十四年全县有乡(镇)中心小学39所，

保国民小学313所，私立小学34所，教职员．工1022人，在校小学生30，236人，有中学3所：

省立散原中学、县立修水中学以及该年办起的私立仁义中学。这种格局与规模延至解放

前夕。计民国三十八年，因政治腐败，战争频繁，民不聊生，修水县的教育事业发展是

极缓慢的。 ．
．

●

’

‘

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

，

‘

●

1949年6月，修水县解放，从此，修水县教育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解放初，修水县贯彻电央提出的“教育必须为国家建设服务，学校必须向工农遍

门万， “改革旧教育，发展新教育一的方针，对原有学校进行接管和改造。1949年8

， 月，接管散原中学和修水中学，成立新的修水县联合中学，12月开始接管各中心国民学

校，各区(镇)建立1所中心小学，以辅导乡，村小学。1950年把私立小学改为国家公办。

1951年在义宁镇办起建国后第一个幼儿班。对教师采取争取、团结、教育、改造的政策，

改聘任制为国家统一分配制，绝大部分原有教师留用，又吸收了一批知识分子参加教师

队伍。各地建立教师星期日学习制度，利用寒暑假举办教育讲习班以提高教师的思想觉悟

和业务水平。1952年开展“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使全县中小学教师在思想上进行

了一次洗礼。各级各类学校废除旧制度，建立新秩序，使用老解放区教材，学习老解放

区经验，密切配合政治活动，学校面貌有了初步变化。1952年土地改革，全县掀起了办

一学热潮，新增加小学30所，工农子女在校人数有了大幅度增加。初中学生418人，是1949

年的4倍。在发展中，小学教育的同时，工农业余教育从1950年起别开生面，迅速发

展，到1952年全县办有冬学307所，学员8617人。

’1953年，修水县遵照中央关于“整顿巩固，重点发肢，提高质量、稳步前进劳的方

针，对全县小学进行全面整顿，克服混乱现象，学校面貌有了进一步改观。同年，全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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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办9所民办小学，随着农业合作化高潮的到来，1956年全县民办小学发展到151所，

在校学生3361人。在教育方面，贯彻“德、智、体全面发展矽的方针，中小学师生参加

社会活动，相对减少。全县中小学加强对学生进行五爱(．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r爱．

科学、爱护公共财物)和四个观点(阶级观点：群众观点、劳动观点和辩证唯物主义观

点)的教育，并突出地抓了以毕业生为重点的劳动教育。贯彻毛主席“身体好，学习

好，工作好"的指示，实施《小学生守则》。开展爱国卫生运动，推行“劳卫制"。在

教学方面实行统一的教学计划、教学大纲和教材。学习苏联教育理论和教学经验，‘课堂

教学贯彻“五原则"采用“五环节"教学法，考核试行五级记分法，各地开展了观摩教

学等形式的教研活动。这期间，全县教育质量有了显著提高。

1957年下年创建渣津初级中学，这是建国后修水县的第—所农村中学。寒假，全县

中小学教职工在县城集中开展反右斗争，教师中有63人被划为右派分子，反右斗争扩大

化，严重地挫伤了教师的积极性。．

1958年，贯彻“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力的教育方针，

开展教育革命，大搞勤工俭学活动，许多学校办起了工厂，农场。全县中小学几度停课

开荒。支援农业生产，参加大炼钢铁运动，教学秣序被打乱，教学任务不能完成，教学

质量迅速下降‘还有部分小学一度实行同住，同吃，同学习，同劳动的所谓“四集体”，

情况就更糟。在事业发展上，实行口两条腿走秽方针。—年内增办小学339所，增办
公立初中13所，办起了民办中学21所。修水中学恢复了高中部，创办了“修水大学彦。但

这种发展是带有盲目性的，结果造成教师、校舍，设备紧张，教学秩序混乱。1959年贯钫

国务院《关于全日制学校的教学，劳动和生活的安排规定》，全县中小学克服了停课过

多，劳动过多的现象。根据上级指示，修水大学停办。7月创办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

修水分校，8月创办“修水师范弦。同年，在反右倾斗争中；又有部分教师受到批判。

1960年贯彻教学改革的精神，全县有42所小学56个班试验五年一贯制。5月修水中学、

庙岭农中和三都小学出席了全国文教群英会。

1961年、1962年贯彻中央“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全县学校进行

了全面的调整，中学压缩了招生数j 196"2年共大修水分校，修水师范和5所农村中学停

办，78所公办小学转为民办，精简职：E254人。1963年贯彻Ⅸ全日制小学暂行工作条仍

(草案)》和《全日制中学暂行工作条例(草案)》，全县中小学有了一套基本法，工作

走上正常轨道，教学质量开始回升。同年，以“向雷锋同志学习”为。中心，加强了对中

小学生的政治思想教育，好人好事层出不穷。1964年贯彻刘少奇同志关于“两种劳动觎

度，两种教育制度刀的指示，半耕半读学校大量涌现。1965年全县有耕读小学789所，

新办农中31所。同年贯彻毛主席“七·三矽指示，减轻学生过重负担，纠正片面追求升

学率的错误。。-

1966年夏，全县中小学开始批判“三家村"，联系实际矛头转向教师，6月，工作

组进驻共大及各中学，区完小， “文化大革命"开始。暑期全县中小学教师集中县城， 、

揭批“牛鬼蛇神弦，揪出所谓黑帮分子37名。接着停课闹革命，成立各种“造反"组

织，外出串连，学校领导被批斗，“靠边站"，机构瘫痪。1967年春，开始复课闹革命，中

学实际上还是闹而不复， “两派”造反组织对立，有时发展到武斗I小学情况要好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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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8年各校先后成立了“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工、贫宣队进驻学校，领导斗，

批，改，在教职员中清理阶级队伍，百分之八十的教师脱钩下放，接受贫下中农再教

育。1969年推出所谓。高中不出公社、初中不出大队，小学不出小队一的口·号，学校

发展，恶性膨胀。1970年上年开展“一打三反"运动，部分教师遭受折磨。下年按

“四厂(场)三室、两图”CE厂、农场、林场，畜牧场I阶级斗争展览室、教育革命成

果展览室、科学实验室，中国地图，世界地图)的要求办“五·七一学校，学工、学农、

学军，用军队建制代替班级制。缩短学制，删减课程，废除招生考试制度，实行推荐

制I大搞开门办学，工农上讲台，教育质量严重下降。1972年到1973年一度开始重视文

化课的教学，并制订了一些规章制度，质量有所回升，但不久又贯彻《全国教育工作会

议纪要》，抛出“张铁生试卷"、“小学生日记"和“朝农经验"，开展“批林批孔”，

“反击右倾翻案风"，学校再次陷入混乱，教学活动无法开展。十年浩劫期间，修水县

教育遭受严重的摧残，其损失是无法估量的。
。

：
’

1976年10月，一举粉碎“四人帮一，修水县教育获得了新生。1977年深入开展揭批

私四人帮"，推倒“两个估计’’，恢复了招生考试制度，激发了青少年的学习热情，制

订了各项规章制度，恢复了正常的教学秩序。1978年开始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平反冤假

错案，改正错划“右派分子”63人。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修水县进一步落实

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在改善教师的生活待遇，提高教师的社会地位方面做了许多实事，

进一步调动了广大教育工作者的积极性。全县各级各类学校认真贯彻教育方针，端正办

．学指导思想，按照“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和培养“有理想、有道

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四有新人的要求，对学生进行理想教育、纪律教育、法制教育

和爱国主义教育，贯彻t《学生守则》，开展“五讲四美三热爱”为内容的文明礼貌活

动。广大青少年勤奋学习，积极进取，新的道德风尚逐渐形成。在教学改革中，坚持全面

发展和面向全体学生，以“加强双基、培养能力、发展智力穆为目的，改革课堂教学，

开展第二课堂活动，教学质量全面上升。1081年九江地区文科，理科、中专的第一名，

全省文科理科的第三名都是修水县的学生。体育、卫生保健工作也有了新的进展，许多

学校都建立了运动队，开展常年训练，培养骨干力量。在学校发展方面，纠正过去脱离

办学条件，盲目发展中学的作法。从1980年起逐步进行调整。1983年进行中等教育结构

改革，发展农职中学。1985年全县共有完全中学6所，初级中学42所，农业高中3所，

在校中学生21420人。初等教育经过几年的调整充实，布局更趋合理。贯彻《中共中央

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后，实行县、区，乡、村各级管理，分级办学的体制，充分

调动了群众办学的积极性。仅1984年和1985年全县共集资250万元，兴建校舍I{0000平

方米。1986年经九江市普教验收工作团验收，修水县成为“普及初等教育县"。同时，

全县成人教育也取得了很大成绩，1984年12月经九江市政府组织扫盲验收，修水县成为

了“基本无盲县，，。这期间创办了“修水县教师进修学校"，“修水县农业干部学校”，

重建了“修水县粮食职工学校”、．“修水县商业职工学校"。此外，函授教育与电大教

育也发展较快，1985年录取高师函授学员82名、电大学员28人，参加高等自学考验的

]61人。 ‘

．

·

建国三十六年来，修水县的教育得到振兴，其间虽有坎坷，但其发展的迅速，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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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巨大，是旧中国不可比拟的。今天，修水县委、县政府制定的c(z000年实现九年

义务制教育的规划》，正在组织实施，教育改革正在深入进行，教育战线生机勃勃，展

现出光辉的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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