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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长教育志>成书面世了。这是一件值得庆贺的事。

天长是个千秋古县．历史悠久．人文荟萃．向来崇尚教育。

有文字记载的教育活动，可以追溯到一千多年前的北宋时期。天

长历史上创立有私学、学宫、书院、学堂、学校等多种教育形式．

出过状元。有过众多的举人、进士。但因受封建社会生产关系的

束缚，加之战乱频仍，经济凋蔽，教育难以发展，基础甚为薄弱。

新中国成立后．天长的教育事业得到了长足的发展，特别是1 978

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各级党委和政府更加重视教育工作．

把教育摆上了重要位置．研究制定发展规划，努力增加教育投入．

逐步改善办学条件．教育质量稳步提高。1 985年全县实现普及初

等教育，1986年办学条件达到。一无二有”．1987年基本扫除文盲，

1988年荣获全国基础教育先进县、扫除文盲先进县和勤工俭学先

进集体称号。
’

天长教育的发展变化，是历届县委、县政府高度重视教育的

结果．是与各个部门和社会各界热情支持分不开的．也是全县广

大教职员工辛勤劳动创造的成果。为了回顾总结过去，研究教育

历史，借鉴经验教训．探索发展规律，我们根据编志精神，组织

专门力量，从事编纂工作。编辑人员通力协作，通过走访查询．

收集历史资料，付出艰苦的劳动，经过数年努力，形成了地方教

育专志。此志以鲜明的观点，翔实的史料，晓畅的文字。记述了

封建社会至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的天长的教育历史，分幼儿

教育、小学教育、普通中等教育、中等专业教育、社会教育、教

育机构、教育经费、教师队伍及仁人志士等编。

党的十三大提出的“百年大计，教育为本”的方针，是具有深

远意义的战略决策，它赋予了教育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教育是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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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予支持的单位和个人表示衷心的感谢!由于年代久远，工作■

大，时间仓促，编辑水平有限．疏漏之处，在所难免，恳请社会

各界给予批评指正。

爰作数语．是以为序。

殷亚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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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编 大事记

宋 1绍兴庚辰(公元116卜1162)
此期间天长人朱域中进士．自科举以来，天长始有科举中式

者。

元 至正六年(公元1346年)

据清<嘉庆备修天长县志·学宫修建表>．是年始有修学(儒

学学官)之记载。 ．

明 洪武二+九年(公元1396年)

是年县志始有科举乡试记载。举人王俭。

宣德元年(公元1426年)

， 是年始有儒学学官——训导之记载．训导蒲田人陈珐。

正统元年(公元1436年)

是年始有儒学学官——教谕之记载，教谕寿张人吴瑞。

成化五年(公元1469年)

知县易居仁于县治东建始兴书院。

成化十七年(公元1481年)

是年县志始有科举会试记载．进士韩福。

嘉靖十二年(公元1533年)

本县进士王心于秦楠镇建同人书院。

清 顺治六年(公元1 649年)

知县李毓秀于儒学西重建同人书院。

嘉庆元年(公元1796年)

知县王明改建义学于城隍庙前。

嘉庆三年(公元1798年)

天长女科学家、诗人王贞仪逝世．毕生从事科研，写成数学、

天文学、气象学、地理学等大量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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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庆二十年(公元1815年)

珊给石梁书院以膏火之俸。

道光二年(1822年)

中殿试进士一甲第一名。即状元。

光绪三十二年(公元1906年)

育会成立。会长候补道张金诚．副会长廪生王世勋。

有教育咨询辅助机构。

等小学堂设立，为本县设立最早之学堂，后改名为第

堂，校址设于永丰门玉皇阁。 ．

光绪三+三年(公元1907年)

学所成立，岁贡生许兆枢任总董兼视学员。是年天长

育主管行政机构。

、南、西、北区及汊涧公济、铜城崇圣六所初级小学

城东、南、西三所初等小学堂分别为城东、城南、城

：崇圣初等小学堂是为铜城小学前身。

光绪三十四年(公元1 908年)

汉涧广济、龙岗崇实两所初等d、学堂设立，是为汉涧小学，

龙岗小学前身。

宣统元年(公元1909年)

官立初级师范学堂设立，为本县第一所师范学校。

附生曹文魁继任劝学所总董兼视学员。

天长宣讲研究所成立，宣讲员丁秉章。

宣统二年(公元1910年)

僧立儒释初等小学堂设立，为僧立缘角小学前身。

宣统三年(公元1911年)

是年亦即辛亥革命之年。县立第二高等小学堂设立，校址设

于原石梁书院，为城北小学前身。

民国元年(公元1912年)

县立第一高等小学堂停办．学生并入第二高等小学堂。合称

县立高等小学。后改为第一完全小学，即城--II',d"学，亦即今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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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小学。

全县第一所近代私立学校——模范小学在县城-t1：,1'1设立。

二年(公元1913年)

秦楠崇孝初等小学堂设立，是为秦楠小学前身。

三年(公元1914年)

天长县师资讲习所设立，又称小学教师讲习所。

五年(公元1916年)

石梁初小、杨村初小设立。自本年起，天长县政府始统一教

育经费。当时全县高等小学l所，初等小学10余所。·

六年(公元1917年)

金集初小，郑集初小设立。

教育界在城jl-．d,．学师生发动下。集结全县教师及部分学生于

57J 9日(国耻纪念日)冒雨游行示威，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打倒卖国贼”口号，并于城内后寺滩焚烧大批El货。

七年(公元1918年)

在选举省参议员时，知县邱本元包办选举，把选票分给三十

多人代书，高等小学生二百余人前往质问示威，迫使代书人丢弃

选票、笔砚。狼狈溜走。

东王庙小学设立(现属江苏)

九年(公元1920)

邻县部分学生为感谢天长第一高等小学教职员工的辛勤教

诲，于暑假前赠送<赞天化育>锦匾致谢。

河口初小，秦楠初小。仁和初小设立。

十一年(公元1922年)

政府颁布<壬戍学制>．改小学七年制为六年制(即四·二分

段制)。

县城东I'1#1-初小设立。

天长县知事张铭及邑绅、教界人士等二十五人发起捐资，建

成县立图书馆一座，并将其周围一带开辟为天长公园及公共体育

场。该园及体育场先为县政府管理，不久即归教育部门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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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年(公元1923年)

县政府成立经济稽核委员会，教育经费即由该会制定。

县通俗教育讲演所设立，所址设于天长公园内。

5,EJ 9日国耻纪念日，全县师生高举“毋忘国耻”标语，游行示

。控诉日寇侵华罪行。

十四年(公元1925年)

天长劝学所改为天长教育局。

春，在县城西隅的薛家大操场(今公园西)召开“天长县城区

各校联合运动会”。

县立高等小学校增设初级部，并附没幼稚园，称县立第一完

全小学。

秋，天长地方官绅削减教育经费，扩充地方土劣把持的保卫

团军饷，引起全县小学教师的愤慨，继而罢教、辞职。且多次集

会斗争，持续数月。

暑假，天长旅沪同学会的一批高校学生返乡，在天长县第一

完全小学开办暑期初中补习班。

私立志成小学创立。学校附设初中研究部。本年天长有小学

17所。

十七年(公元1928年)

秋，县立初级中学创立，附设于县立第一完全小学内。

为加强学校管理，全县设立九个辅导学区，是年天长始有学

区之设。

十八年(公元1929年)

县立第一完全小学附设的初中班，正式命名为天长县立初级

中学。本年全县小学24所。

天长教育局长翁德被省教育厅长程天放特邀参加全国教育会

议。

十九年(公元1930年)

天长县义务教育委员会成立，教育局长兼任委员长。

夏，天长旅外学生会一批大学生回乡开展进步活动，天长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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