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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例

＼ 凡例

一、《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志》简称《红河州志》，以J9甜年底的行政

区划(2市J J『县)为记述范围。为记述方便，J"7年JJ月红河州建立前，简
称。境内”。志中所谓。边疆县”指河口、金平、绿春、元阳、红河五县，其余称
为内地市、县。

二、本志根据《新编地方志工作暂行规定》，实事求是地记述全州各方面

的历史和现状，功过并书，成败皆录，力求思想性、科学性、资料性的统一。

三、本志基本按事物门类平头立志，志首设序、总概述、大事记，中间设

专志，志末设人物、附录和跋；述、记、志、传、图、表、录诸体并用。

四、本志为红河州第一部州志，上限追溯到有记载的年代，下限断至

J9鼬年。中共红河州委、州人大、州政府、州政协下限延至换届的J9嬲年，
少数J9盯年后成立的新机构，下限延至』99D年。

五、本志设总概述，各篇之首设概述。有的章，设无标题引言。

六、大事记纵贯古今，采用编年体和记事本末体结合的方法，记述全州的
大事要事。

七、本志《人物》分人物传、人物传略、烈士统计表、英模名录四部分。
立传人物以本籍人物为主。，也载对本州事业卓有建树的客籍人士，以卒年先后

排列。谨遵史家通例，不为生人立传。英模名录系省委、省政府以上机关授予

者。

八、本志贯彻立足当代、详今略古的原则，注意详主略次和详独略同。
九、本志资料主要来自正式出版的文献和省、州、市、县档案馆及图书

馆，少数口碑资料已进行了考证。

十、本志除少数历史资料引用原文外，均采用语体文记述。

十一、本志数据，新中国建立前的以档案、图书资料为准；新中国建立后

的一般使用州统计局的数据；统计局没有的，采用各部门的数据。J9”年2
月以前的旧人民币已折为新人民币。

十二、本志以大类为序编成七册出书，第一册设总目录，各分册之首设所

含诸专志的目录。

十三、为节约文字，常用语用简称，如“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简称。红

河州”；。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后)”简称。新中国建立前(后)”；“发展国民经

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简称“一五’时期”。余类推。

十四、金融志中，固定资产投资拨款与贷款的数字，’使用实际发生额；其

它存款(含储蓄)、贷款数字，使用年末余额。

十五、各专志中的政区、机关名称、地理名称和货币单位，均用当时名

称，必要时加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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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先生在一馆实行。同窗分教”。民国．24’年(1935)境内有私塾649所，’生徒3 806人，

民国38年(1949)尚有248所，生徒2 416人，1952年后才基本消失。

二、义学 义学经费主要来源于设置的学田所收地租，用地租聘请塾师，免费招收

四乡的清贫子弟入学。义学有官绅办、家族办、乡间办三种。清康熙二十二年(1683)云

．南学府张毓岑提倡社学(义学)。清雍正元年(1723)又令大乡、巨镇多立社学。清乾隆

二年(1737)布政使陈宏谋整顿义学，从他自己的养廉费内拨出l^250两银来开支，并设

义学条规，义学迅速建立起来，当时境内有义学39所。清末改义学为初等小学堂。见表l
”

三、书院 元朝至元二十二年(1285)境内就建有学官，学宫的影响直至民国初

年。明朝儒学署建书院，藏经讲学。清乾隆元年(1736)改为官立。．元至元二十二年，-

(1285)，宣抚使张立道在临安路治西面创办临安庙学(孔庙)，奠定了滇南教育的基础。

明朝洪武年间(1368～1398年)山西布政使韩宜可，山西右参政王奎因谏谪戍临安卫，

在学宫讲学达十五六年，对滇南文化教育影响很大。明嘉靖五年(1526)副使戴书在韩、

王二人讲学处建景贤书院以兹纪念。明、清两代，‘境内府、州、县都设庙学、也设书院，

书院是最高学府，无固定学制，设山长1人主持讲学；学长1人(在生员中推选)负责生

员研习事宜，学士1人负责生员的生活事务．山长每月讲课6次，以三、八日为期，每年

二月开馆，十月散馆。

崇正书院在建水城内东北隅，清道光十七年(1837)．知府郑绍谦同邑绅前湖北盐法道

廖敦行倡捐兴建，规制宏敞。院址纵深计162米，宽30米，共有学舍30余间，占地1．1

√万平方米，把崇文书院的田租移作崇正书院的经费支出，同时还买了阿迷州(开远市)的

一份田产，每年的收支都由知府经管，每年要支付给山长白银120两。咸丰年间兵燹后，

田地多数被湮没。清同治十二年(1873)知府李衍授批准从个旧的锡税外每份一张抽银一

两六钱，增加临安府书院和八属书院的经费。清光绪四年(1878)邑绅佴永苍、何秉贤、

段思礼、钱正图、刘家祥和高永和等清查书院的经费及乡会试，每年收考卷钱和田租，一

并足够生员伙食20分，童生伙食18分，另外每月分给银6钱。r ，． ．

j，‘书院全数考课，每年二至十一月为考课期，每月考课两次。一次为官课，定为初六

日，由官府课试；一次考课定在十六日或二十六日，每课作旧书文一篇、’试帖诗一首。优

1异者奖银鼓励。书院藏书丰富。书院山长多为饱学鸿儒担任，在教学中很注意用自己的言

行启迪引导学生。

废科举后，书院改办为高等小学堂。．见表2、表3
‘

四。学堂 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清庭颁布《奏定学堂章程》(即癸卯学制)，

拟废科举办新学．光绪三十年下令。立停科举，以广学校”，境内县办书院改为小学堂。光

绪三十一年(1905)八月再度下令废科举、兴办学堂．至清宣统三年(1911)，境内学堂

有33所。

实业学堂：清光绪三十二年在蒙自开办中法合办的中学堂，培养滇越铁路需要的人

才。

小学堂：光绪三十四年在石屏张钊纥(榛兴)开办私立崇实小学堂。临安府设两等小

学堂。到清宣统三年，境内共创办小学堂24堂．

师范学堂：清光绪三十年蒙自道成书院改办为临开广三府师范学堂。光绪三十二年广

西直隶州属十八寨(今弥勒虹溪)办初级师范学堂。光绪三十四年临安府设师范学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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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学堂：清宣统三年蒙自城南湖畔(原道成书院)创办省立第三模范中学堂。

女子学堂：清宣统元年(1909)袁嘉谷之母徐氏在石屏倡办德厚女学，附设幼稚班。

至宣统三年共有女子学堂4堂。

晚清教育。以忠孝为本，以中国经史之学为基”，。端正趋向，造就通才”，“上报国恩，

下立人品”。为此编有8类教材，即经学，史学、地理、修身、诸子，文章、诗学、格

物。每类教材有两种版本，一为简本，供蒙学及普通小学堂用；二为详本，供高等小学堂

及中学堂用。光绪三十年(1904)高等小学堂设的课程有：修身、讲经读经、中国文学、

算术、中国历史、地理、格致、国语、体操、手工，乐歌、农业商业，女生加女工科。各

学堂实行班级授课制。采用“课内教员讲，课后生员练”的讲练法。定期对生员进行思想教

育，每月初一，由训导、督学或教员向生员训教《圣谕广训》，另外利用孔丘诞辰日，宣

讲孔教，要求生员。忠君”、。尊孔”，。注意读经，以存圣教”，并推行语言、容止、行礼、作

事、交际、出游等一套行为准则。

民国初年一律将学堂改办为学校。
，

清代义学一览表
表，

名 称 开办年代及开办入

曲江蛇街宴公庙(建水) 雍正七年知州祝宏

普雄观音寺(建水) 雍正十三年知州夏治源

乍甸昆庐寺(建水) 雍正十三年知州夏治源

西庄双庙(建水) 雍正十三年知州夏治源

攀枝花文昌关圣庙(建水) 乾隆二年知州夏治源

南 屯(建水) 乾隆二十八年知州吴元念

旷野玉皇阁(石屏) 雍正九年知州陈如户

龙朋里关圣庙(石屏) 康熙十一年知州刘洪度

五郎沟(石屏) 雍正十三年知州杨子泽

坝心三兴庙(石屏) 雍正十三年知州杨子泽

钟秀山书院义学(石屏)

登龙山书院义学(石屏)

城西关内(蒙自) 雍正九年知县秦仁

鸡街玉皇阁(蒙自) 雍正十二年知县秦仁

倘甸通明阁(蒙自) 雍正十二年知县秦仁

大屯文昌宫(蒙自) 雍正十二年知县秦仁

新安文昌宫(蒙自) 雍正十二年知县秦仁

个旧厂(蒙自) 雍正十二年知县秦仁

龙树厂(蒙自) 雍正十二年知县秦仁

城内文昌宫(开远) 康熙五十二年知州王文明

漾田关圣庙(开远) 康熙五十二年知州王文明

布沼文昌宫(开远) 雍正二年知州元长成

大庄寨文昌官(开远) 雍正二年知州元长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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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上

名 称 开办年代及开办人 一

缅甸关圣庙(开远) 雍正十年知州陈权

打鱼寨关圣庙(开远) 雍正二年知州元长成

马者哨关圣庙(开远) 雍正十三年知州陈权

大尧寨(开远) 雍正十三年知州陈权

大架衣观音寺(开远) 雍正十三年知州陈权

朱子祠(开远) 乾隆元年知州顾维待

城西门外太平寺(弥勒)‘ 康熙二十七年知州朱点

十八寨魁星阁(弥勒) 康熙三十五年知州魏纯智

桂香书院(弥勒) 知州朱点

朋普文昌宫(弥勒) 雍正十二年知州张景澍
‘。

城北火神庙(弥勒) ． 乾隆元年署知州王纬知州徐克

东门外斗姆阁(弥勒) ， 乾隆五十年知县关英

桃园(泸西) 康熙二十三年知府高起龙

官寨(泸西) 雍正十三年知府周采

革勒(泸西)
。

雍正十三年知府周采

白马(泸西) 雍正十三年知府周采

表2

明代书院一览表

名 称 开办年代 创办人 地。址

景贤书院(建水) 明嘉靖五年 副使戴书 府学右
。

崇文书院(建水) 明嘉靖二年 副使王忠 府西城外

龙泉书院(石屏) 明万历间 知州徐应斗 城北门外

见湖书院(蒙自) 明隆庆间 邑人尹延俊 城 内

虹溪书院(弥勒)
。

明嘉靖二年 十八寨

表3

清代书院一览表

名 称 开办年代 创办人 地 址

崇文书院(建水) 康熙二十九年 知府董宏毅重建 府西城外

焕文书院(建水) 康熙五十五年 知府陈肇奎 府东小石桥

崇正书院(建水) 道光十七年 知府郑绍谦 府内东北隅

曲江书院(建水) 光绪六年 知县章于锦 曲江

龙泉书院(石屏) 乾隆十八年 知州管学宣重建 城北门外

登龙书院(石屏) 康熙四十八年 知州胡承禧 在明伦堂

玉屏书院(石屏) 道光庚戍秋 邑绅朱疆原任陕西布政使司 在文庙之西，r，

观澜书院(蒙自) 乾隆五十七年 知县李馄修 西关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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