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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南昌县教育志》问世，是本县教育界一桩盛事，值得我们大家

同声庆贺!

编纂《南昌县教育志》，是本县教育界一项空前的壮举。我，作

为县教育局的现任局长，适逢其会，颇以此引为自豪。

南昌县的教育史实，在旧县志中伐有记述；各类历史资料和零献

中的记述也+很不少。但专为教育编志，当从本志始。所以，本志首章

虽以《书院》、《县学》为开端，但《私学》却上溯至汉代。仅就这

一点而言，就足以显示南昌县教育的源远流长，历史悠久；也足以证

明南昌县实施教化之早，真不愧为江西的首府首县。

从我们现已搜集到的资料中可以看出，从清末至民国时期， “私

学”对于促进本县教育、造就人材，确曾起过重要的历史作用。而从

新中国成立以来，则在开展教育改革、组织教学研究、培养师资和建

设教师队伍、提高教育质量，尤其是在发展农村教育以适应社会主义

政治经济发展需要，以及提高教师社会地位等等方面，都颇具特色。

编纂者遵循“存真求实”的方针，贯彻“详今略古、古为今用”的原

则，着重记述了本县现代和当代的教育史实，突出地方特色，力求比

较集中、完整、客观、真实地反映本县教育事业的历史全貌，揭示本

县教育事业发展的客观规律，以期为当前和今后本县教育界领导者-9

坷仁提供一个有益的借鉴，为进一步深化教育改革服务。

本志编纂工程，从1984年3月开始收集资料，至1 992年5月审



定，几经反复，一度停顿，数易其稿，前后历时近8年之久。在此期

间，前三任局长涂贺元、马瑞云(女)、张孝本，颇费运筹帷幄之功；

具体负责领导此项工作的副局长罗天怡，更是坚持不懈地为之倾注了

许多心血。实际参与收集资料、撰稿、修订的，先后有李光华、姚来

水、雷雨等同志，其中李光华同志为收集资料、编写修订志稿，更是

行不避寒暑，食不得依时，睡难安寝席，辛勤操劳，一以贯之，老当

益壮，精神可嘉。

在本志编纂过程中，江西省志编纂委员会副主任姚公骞等领导同

志和专家，南昌县志编纂委员会副主任罗林根、雷良诚和县志办的同

志，都曾给予始终如一的关心溺支持和帮助。县志主编吴伟华还亲自

审改了本志全稿0值此最后审定付印之际，我谨代表南昌县教育界各

级领导同志与同仁，向他们一并深致谢忱!

邓纶贵

1 9 9 2年5月



凡 例

一、‘本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党的四项

基本原则，坚持实事求是，以《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为准则，力求做到思想性、科学性、资料性的统一。

二、本志除《概述》、《大事记》外，共设9章。取事详今略

古。因本志为首部教育志，以“以事系时”为原则，上限追溯到每件

事的发端，不统一断限；下限一般至1985年，个别章节下延到定稿时

(1 992年5月)。

三、全志以《概述》为总纲，分章、节、目等横排竖写。《大事

记》依时序编排，弥补横排竖写之不足，并后置，供对照参考。

叹一本志结构以“线、面、点”三者结合的方式进行编纂。每事

均以“线”纵述历史，即事业的兴衰演变过程；以“面” 横陈

全貌，分列项目记述；以“点”重彩着墨，突出典型。体裁分别运用

志·记、传、图、表、录等体，以志为主体，图表分别附在各类之

中。

五、本志依据“只问事业、不问部门”的原则，凡在本县境内的

各类学校， (按当时的境域)不论是省市教育部门主办的，还是其他

企、事业单位主办的，一律记入本志，根据资料，酌情详略。

六、本志纪年，解放前的各个朝代，一律沿用历史惯用的年号，

并在每节或每目中首次出现一个朝代年号的后面，加以括注公元年

号。如： “光绪二年(1876)” “民国21年(1932)”。解放后则以

1



一公元纪年。

七、 材解放后”，专指1949年5月2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南昌县

：城之后，已含本县解放之日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之后这样两个时称概念。各章记述中酌情使用“解放后(前)

御或吖新中国成立后一，以概念含义明确为准，不强求一律。

八、数字，除引文、序号和清代以前历史年号之外，均用阿拉伯

字。小数点后只保留二位数，四舍五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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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南昌县兴教育，育英才，历史悠久，代有特色。

私学乃教育之先导。南昌县在汉代已建城，当时被“乡举里选”出来的知识分子，大都

出身于私学·

南昌县的“县学打始子唐代，相沿至清。“县学”由县府开办，课以升官必备的知识，

以中取科举为目标。故县学的办学宗旨在于使受教育者上报国恩，下立人品，成为驯服于朝廷

的忠臣、良民。南昌县在宋，明、清三朝教育颇为兴旺，南宋中取榜眼—人，探花二人，明

代中取状元一人，探花一人。从唐代至清代，共中取进士598人，其中宋代146人，。明代264

人，清代157人，唐、五代、元共3 1人。

书院始于唐末，盛于宋代，是宋代到清代的一种重要教育机构。据历史记载，南昌县在

唐代已有飞麟书院，但以南宋最盛，这与宋代著名理学家、书院制度的倡导者周敦颐、朱熹

曾出仕南昌有很大关系。朱熹曾居留于冈上乡黄台刘村翰林学士刘邦本创建的隆冈书院，并

赋诗《隆冈四景》赠支q氏。

书院有民办，也有官办。有的重视义理与经学，有的以“八股文”为主，是考课式的，

有的则以朴学精神倡导学术研究。从学时间长短不定。从南宋至清代，本县先后在城里和乡

村创建过2 9所书院。清末朝廷诏令“废书院改建学堂”，书院遂消失。

元朝兴“社学”。统治者为防民变，编五十家为一社，每社设学校一所，称为“社

学”。，延续至明、清。一般由宦方筹划设立，故具有地方信学的性质，少数由乡绅捐建，地

方官加以支持。社学对入学幼童，从识字到诵读经、史，进行封建伦理、礼仪教育，以收到

“忠君守法”之功效。

一切非官办的学校统称“私学”，含各种私塾、学馆、义学等等。不论那个朝代，本县

私学在数量上都是超过售学，其中蒙学更占主要地位。宋代以来的私学有蒙馆(进行启蒙教

育)、经馆(学习科举文字)和半蒙半经的混合钎三类。本县经馆一直办到废科举才停止。

南浦义学创办于清雍正十年，为本县第一所义学。这所义学是根据船帮董忠、卞氓等人

请求，为解决穷苦船民子弟读书问题，由当时知县批准设立的。义学(清末以后称义塾)与

私学同属私立性质，其区别在于义学不收学费。其经费或靠庙田，义田的租谷收入，或靠地

方官员±绅的倡捐，或靠集资(个人捐资)。这样，就为一些地方的贫寒子弟提供了入学读

书的机会。

民国时期是以“私塾”名称取代了以前的私学。本县私鹫办学形式分两大类，一类是塾

师自设，一类是官绅富商为教育子女延聘有才学的先生设家塾。教学内容有的专门启蒙，有

的启蒙带提高，有的着重补习提高。民国2 1年(1932)，本县即开始取缔私塾，但直到解

放，私塾之星火不灭。究其原因，主要有三。一是办学形式便民多样，二是教学内容富有实

用性，三是教学方法因材施教，循序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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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昌县的小学教育初创于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在废科举、兴学堂的浪潮中，本县

率先将官办的东湖书院改建为南昌县官立高等小学堂，为江西省最早的三所新学堂之一。在

此之前，冈上乡月池村熊元锷、熊育扬二：先生以熊氏心远堂私塾为基础，创办私立心远两等

小学堂，是为全省官立、私立小学堂中历史最早的一所。

民国时期的小学以抗日战争发生前后分盛衰。抗战前，全县有各类小学537所。之后，于

民国2 8年(1939)锐减至218所。到解放前夕，又减至188所，其中完小6 4所，初小5 6

所，村小6 8所。学制始分高、初两等，修业从五、四分段制改为“四三制"、“四二制"。

后把两等小学改办为完全小学。民国4年(1915年)初等小学校一律改称国民学校，作为实

施义务教育的机构。民国2 4年推行保联组织，小学分别称保联中心小学、保立小学。日本

侵略军侵入本县后，区有中心小学，乡镇称中心国民学校，保称保国民学校。

1949年5月，南昌县解放，当时接管国民党遗留下来的小学教育基础是。县立完全小学

2 8所，私立完全小学7所，私立初级小学2 8所，在校学生只有5499人。经过三十几年的

改革、发展，到1985年，全县已有各类小学720所，其中完dx336所，初d＼lOO所，教学点284

个，在校学生达143061人。学龄儿童入学率为96．4％，全县每七人就有一名小学生。学校

设置之密，少年儿童入学面之广，是任何朝代都无法相比的。

解放后，本县的小学教育也有过反复折腾的历程。从初解放到1952年，贯彻面向工农的

方针，在大发展进程中，出现过盲目性，重量轻质，学校过多参与社会活动，教学秩序不够

正常o 1952--1954年，贯彻落实中央提出“整顿巩固，重点发展，提高质量，稳步前进"的

方针，对全县分期分批进行整顿，为小学建立正常的教学秩I芋，提高教育质量，创造了良好

的条件。1957年以后，“左”的路线不断冲击小学， “文化大革命"更使小学教育大伤元

气。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拨乱反正，本县小学教育才从此踏上新的征程，在不断排除

“左”右干拢，稳健发艮、提高的轨道上前进。

南昌县的普通中学教育，以私立心远中学(开办时称乐群英文学垫，1912年改名为心远中

学)为先驱，该校系由冈上乡熊元锷先生于清光绪二十五年(1889)创办。当时科举未废。该

校的创办，不仅在江西省首开中学教育先例，而且是全国著名的三所中学之一。时称。北有

南开，南有心远”。1932--1935年，渡头乡胡烈在渡头办过立信中学。1946年秋，冈上乡

熊道新主办过私立励志中学，未获备案，半年即停办。本县的第一所公立中学为洪都初级中

学，是清光绪--+]k年(1902)按上谕明令将洪都书院改办的。民国3年(1914)改为省立

第二中学。民国1 4年又与新建等九县另建联立洪都初级中学。民国3 0年，本县自力在当

时县政府驻地三江口南街村创办县立初级中学，因避日寇侵略，几经搬迁。民国3 4年迁至

斗门姚村，第二年奉令停办。直到解放，县内未再办中学。

新中国成立后，南昌县的中等教育经历了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初创阶段。1951年成立县初级中学，校址设向塘花园村，1953年正式建校于老

厦I』j。1956年在莲塘设第二初级中学。后来分别更名为向塘、莲塘l学，并开办高中班，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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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二所完全中学。

第二阶段为发展阶段。1957年根据全省在农村布点108所初中精神，分别在蒋巷，冈上·

渡头办起三所农村初中，全县形成一个较为合理的中学格局o 1958年在跃进浪潮中，一举创

办3所民办中学，5所公立中学。到1961年，这批跃进中产物，或改为民办职业中学，或分

解合并到邻近的公立中学，只保留麻丘初级中学。1966年，全县有中学1 0所，其中初级6

所，高中2所，完中2所。

第三阶段为大办阶段。1968--1976年，按照“小学不出村，初中不出大队，高中不出公

社”的原则，倡导小学戴帽大办初中，公社普及“五七”中学办高中，戴帽初中发展到118

所，因而造成校舍简设备缺，师资不足水平低，教育质量严重下降。

第四阶段为改革阶段。1977--1985年，从调整入手，进行改革。撤销小学戴帽初中班，

着眼于提高质量，改革中等教育结构。完全中学从2 3所压缩到l 0所，并将部份普通高中

‘班改为职业高中班，根据需要开办农学、农机、果茶等职业中学。1985年，全县有高、初级

职业班3 8个，学生1618人。

本县独立的中等专业学校，是在1958年大跃进高潮中出现的，一口气办起了

工业、农业、水产、师范四所专科学校。1959年增办卫生学校。之后又办江西共产主义劳动

大学南昌县分校。前4所专业学校，分别在1961、1962两年停办，其中师范学校曾于1972年

恢复为教师进修学校，一年后又撤销。1978年再以“南昌师范学校南昌县分校"名义重新恢

复，由全省中专统一考试招生。1985年7月改由南昌市教育局直接领导，更名“南昌第二师

范学校矽。共大分校中途停而复办，办学宗}数变，持续到1981年才完全停办。

四

南昌县的学前教育基础薄弱。解放前只有三江镇私立竞化小学于民国3 4年(1945)、

冈上乡中心国民学校于民国3 5年(1946)各附设一个幼稚班，均由小学教师兼教，是本县

最早的学前教育。

解放后，1956年在莲塘中心小学附设一个幼儿班，1958年独立设园。此后只在矗文化大

革命”中停办过一年。1985年为适应县城发展需要，兴办南昌县第二幼儿园。莲塘镇另设一

所幼儿园。县城基本普及学前教育。

学前教育在大盱进浪潮中也翻滚过。1960年全县有民办幼儿园1333所，在园幼JL376 93

名。是本县学前教育史上的高峰。1961年以后急剧下降。至1966年，全县仅留下莲塘镇、幽

兰街、小蓝公社8所民办幼儿园。此后十几年，农村幼儿园时起时落。1981年以后，注重学

前教育与小学教育的衔接，提倡农村完小设幼儿班。1985年全县有幼儿园135所，264班，教

职T357人(其中民办幼儿教师296人)，在园幼)L8669人。

五

南昌县的成人教育始于县城。清宣统元年(1909)刨设立简易识字学塾"。民国9年

(1920)以“除文盲，作新民"为号召，提伊平民教育运动，在县城设立“平民学校"。民
国2 1年(1932)下半年，开始在乡村推行社会教育，创设县立农村民众补习班和县立农村

妇女职业补匀班，o’此后十几年i先后成立过多释成久教育领导机格，先后两次疆迫招收失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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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众入校，受教的成人(含扫女)最多时为4050人，但受教面毕竟有限，难以收到“除文

盲”的成效。

： 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政府重视成人教育，1949年冬即设立农民教育工作组，在各乡办农

民夜校，称为冬学运动。之后，从县到区、乡都建立扫盲机构，由政府主要领导领衔，教育

部门专管，并配备专职干部和领取补贴的扫盲老师，分扫盲、初小、高小三个档次，组织农

民入学，冬闲集中教，平时分散学。据1951年统计，有学员56616人，占总人口的11．7 9石·

1953年又将基础较好的夜校转为常年性农民业余学校，按文化程度编班上课，按修业期限使

用统一教材。据1956年统计，全县有农民业余学校1358个，学员38530人。大批农村干部就

是这祥经过扫盲识字培养出来的。“文化大革命"中，农民夜校改为政治夜校，不重文化，

流子形式。
‘

本县职工业余教育是从1951年开始发展起来的。通过分期分批组织城乡不识字的工人进

速成扫盲班，至1j1960年9月，经过考试，职工中的非文盲率达N83％。1957年开始着眼于提

高，在1 1个镇开办职工业余学校1 5所，4 8个班。配有专职教师，订有正规的学习铷

度。一年授课3 6周。这对提高工人的文化政治素质，起了积极作用。县政府还从1954年开

始，为机关干部专门办了业余学校。

．L
，、

私立小学对本县教育事业超过举足轻重的作用。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还未明令

宣布废科举、兴学堂，熊元锷、熊育铴二先生即在冈上乡月池村创设全省第一所私立两等小

学堂，从而开创了私人办学之风。此后十几年连续发展，民国9年(1920)最盛时期，全县

有私立小学9 4所，分布在冈上、向塘、三江、广福、黄马、莲塘、富山、罗家、幽兰、渡

头、泾口、麻丘、武阳、尤口、滁槎、小蓝、南新等乡镇。其中办得成绩显著，对外来学子富

有吸引力和凝聚力的，有文植、心远、崇本、义填、正蒙、养蒙(以上属冈上乡)、引蒙，

宏育(以上属向塘镇)、绪远、敦本(以上属武阳乡)、竞化、万氏(以上属三江镇)、振声

(富山乡)、储材(罗家乡)共1 4所。

当时，私立小学大都资金足，质量高。如曾任民国时期武汉三镇商会总会长的黄文植先

生，1931年投资1 0万银元，在家乡南岗村办文植学校，其校舍和设备之完善，不仅在本省

超群，即与发达的江、浙相比，亦属罕见。其办学质量同样出类拔萃。该校1936年1 0名毕

蔓芝生报考省立一中(当时全省名牌中学)，全被录取。报考人数之多(一般只有一、二人，

省会小学也不过四、五人)，录取比例之高，都居全省之冠。私立小学不仅出人才，而且对

普及大众文化，也起了很大作用。据民国3 7年(1948)对常住人El的教育程度作调查，小

学毕业，肄业稆读私塾的共47218人中，读私校的有35351人，占总数的74．9％。

私立小学的另一功绩是为公立小学在农村发展奠定了有利基础。不少私立小学都是延续

到解放后才由入民政府接收。由于它们的师资、设备等基础较好，所以为公立小学提供了较

理想的办学条件。

七

耕读小学稻农业中学是解放后才出现的新事物，在本县教育事业中发挥过重要的历史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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