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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是一种社会现象，是培养人的活动，它随着人类社会历史的进步而发展，为一

定社会的政治经济所决定，又反作用于政治经济。每个社会，由于经济基础不同，教育

目的和教学内容也不一样。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里，党和政府重视教

育，把教育作为经济发展的战略重点之一。1 9 8 5年中央和国务院作出： “关于教育

体制改革的决定"。党的十三大又明确指出：“百年大计，教育为本，必须坚持把发展教

育事业，放在突出的重要位置，加强智力开展”。为此，要振兴仁怀经济，改革教育，

发展仁怀教育事业，必须从实际出发，回顾总结教育实践，研究仁怀教育的历史和现

状。仁怀教育局，修篡《仁怀教育志》，使其全面系统地反映仁怀教育的历史和现状，

这不仅是振兴仁怀教育所必需，而且是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所必需。

修志的作用在于“存史’’，从而达到“资治"、“教化"的目的。仁怀于清雍正年

间，县治由留元坝(今赤水县)迁亭子坝(今中枢镇)以来，迄今(1 9 8 8年)25 0

多年，教育系统，查无志书，这更足以说明，修篡《仁怀教育志》是一件刻不容缓的

事。

《仁怀教育志》的主要编目是：前言、凡例、目录等项。在目录中除“概述’’外，

分十三章，印教育管理、教师、官学、社学、义学，书院科举、私塾、幼儿教育、小学教育、

中学教育，专业教育、民族教育，职业中学教育，成人教青、勤工俭学、杂记(含部份

学校简介、人物传、教育教学经验选)。并附有仁怀教育大事年表和建国后(1 9 8 8

年止)仁怀教育系统受地区级以上表彰人员名录。各章在编篡上具有一定的独立性，同

时也照顾了志书的整体性。

编篡《仁怀教育志》，遵循思想性、科学性相结合的原则，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

史唯物主义观点，秉笔直书，分别反映从清代，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

(1 9 8 8年止)各个时期的教育方针、政策、以及教育事业的特点和教育发展的规

律。作为一个教育工作者或关心仁怀教育事业发展的人，对仁怀教育要有所了解，就得

阅读这本志书，不读志书，不知道人才辈出，不读志书，不知道仁怀于亭子坝建治以来

的教育方针，政策及丰富的教育实践和经验。

编志工作，是在中共仁怀县委、县人民政府领导下，成立《仁怀教育志》编篡领导

小组，组长由分管教育的副县长令狐溅兼任，教育局的正副局长、调研员，作为领导小组

成员．下设办公室，抽调具有一定教育教学实践经验，能综合写作和热心这一项事业的

部份同志，组成编写组，具体负责编篡工作。

这本志书的编篡，通过搜集资料，草拟题纲，写成初稿，组织知情人员讨论，深入

学校座淡，多次进行修改，形成这本三十余万字的志书。

由于我们编写人员的水平有限，加之有关仁怀教育的资料缺乏， 一些必需纳入志书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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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仁怀教育志》(以下简称本志)的编篡，是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

针，以<(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准绳，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

义的观点，与实事求是的精神，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以达到为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建设

和精神文明建设服务。

二，本志编排，采用横排纵述的力-法，在叙述中要求横不缺项，纵不断线，纵横结

合，宜横则横，宜纵则纵，本着详今略古，详近略远的原则，力求作到占为今用。

兰，本志上限原则上起于1 7 3 0年，下限截止1 9 8 8年。根据材料编篡各章节

的具体情况，上限不等高，下限一刀截。结合仁怀教育实际，重点放在中、小学教育

上。

四、本志包括志、记，传，图、表、录，以志为主体，附表根据内容需要分别安排

有关章节。
’

五、有哭历史纪年，仍用习惯通称，清，民时期，一般用括号注明公元纪年，如“清

道光二十年(1 8 4 0)"。公历年，月，日，年龄，一律用阿拉伯数字，世纪、年代

及夏历年，月，日．星期，一律用汉字。

六、不便列入章节的部份学校简介(省、地、县曾明确过的重点中小学)、人物传

(对教育有显著贡献的知名人士)、教育教学经验选(省级以上刊物发表过的具有一定

代表性的文章)，合为杂记一章。

七，据查仁怀于明万历庚子年恢复建置，当时包括现在的仁怀，习水，赤水三县，

至清乾隆年间，将仁怀划为仁怀厅和仁怀县。以后于民国四年(1 9 1 5年)，仁怀又

划为仁怀、习水两县。1 9 6 5年仁怀所属的永安，桑木、回龙三个区，又划为习水县

管辖，为此，《仁怀教育志》中统计有关数字，一般是按县治划分时期的前后而统计

的。
。

八，历史沿革按朝代称呼，清代称皇帝的年号，中华民国称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

建国前后，简称建国前后o

九，在查抄资料中，有的资料在取舍上，我们注意了力求符合当时的客观实际。如

在贵州省图书馆查阅报刊中，发现仁怀县在五十年代鲋大跃进时期，就已经确定为无盲

县。这些资料，我们认为当时统计上报数字有虚浮，不切合客观实际，因此未用。

《仁怀教育志》编写组

1 9 8 9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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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怀位于贵州省西北部，是世界名酒一茅台酒之乡，面积1 7 8 5平方公里，住

有汉，苗，布依、傈傈、仡佬、南京，水，傣，白、回，彝，满等1 2令民族。全县现

有8区1镇(区级镇)，5 5个乡(镇)。据1 9 8 8．年统计，人口4 8 2 9 1 7人，

其中汉族占9 6．8 5％，少数民族占3．1 5％，杂居在4 2乡(镇)，学龄儿童共

有5。9 2 3 4人，已入学5 6 8 6 5人，入学率为9 6％。 ．

’仁怀在清代的教育，是随着仁怀建治而确定的，清代先后十个皇帝，在位共=百六

十八年(1 6 4 4——1 9 1 1年)，其间雍正八年(1 7 3 0年)，仁怀县治由留元

坝(今赤水)迁移亭子坝(今中枢镇)，县署内设有教谕署和训导署，管理文化教育。

当时正处于清代兴盛时期，是儒学独尊的封建时代，教育以尊孔读经为宗旨。鸦片战争

(1 8 4 0年)后，我国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西方资本主义文化逐渐传入中

国。至此，清代后期的文化教育，产生了学校与科举之争，新学与旧学之争，西学与中

学之争。清廷为形势所迫，不得不改变长期传递下来的科举制度。光绪=十八年

(1 9 0 2年)，明令废科举，行新学，除京师设立大学堂外，县设高等小学堂或高，

初等小学堂，现仁怀县城内中枢一小的前身，就是光绪三十二年(1 9 0 6年)，创办

的“官立高等小学堂"。同年清廷颁布教育要以“忠君，尊孔、向公，尚武、尚实"为

宗旨，既保留了忠君、尊孔的教育思想，又抄袭了日本和德国的军国主义教育和实用的

科学技术教育。仁怀管理学校的行政机构——教谕、训导署改为劝学所，以后又改为文

教科，教育科，再发展就成为现在的教育局。

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建立中华民国，仁怀县的教育首先是废除清束的

教育宗旨，取消读经讲授，提倡公民道德教育，同时将学堂改为学校，堂长改称校长。

仁怀中枢城内的高等小学堂的堂长张升涛改称张校长。在教学课程中，以公民课代替了

修身课，其他各科在教材内容和要求上也有所不同．以后执行民国四年(1 9 1 5年)

国民政府公布的“爱国，尚武、尚实，法孔盂，重自治，戒贪争，戒躁进"及民国十八年

‘1 9 2 9年)公布的“中华民国之教育，根据三民主义-以充实人民生活，扶植社会

生存，发展国民生计，延续民族生命为目的，务期民族独立，民权普遍，民生发展，以

促进世界大同"的教育宗旨。

这一时期的仁怀学校，中学除私立昆山中学外，还有仁怀县城的初级中学和桑木分

校，．以及仁怀县立简易师范学校，乡(镇)中心小学，女子小学、保国民学校及短期小

学等。据历史资料载，民国二十七年(1 9 3 8年)，全县学生达6 9 0 0多人。以后

地方经费概算入不敷出，对学校进行裁减。抗日战争时期，由于日本的侵略，省外不少

有识之士，流入J二怀从事教育工作，对仁怀教育质量的提高，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随

／
b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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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即“政教合一”．各乡(镇)中心小学校

校长，由保长兼任，与此同时，仁怀一些绅士与执

、 政掌权者，逐渐形成新老两派。民国三十五年(1 9 4 6年)，在推荐中枢标准小学的

校长中，两派各持己见，争论不休，当时的县长李山仑，为了缓和这一斗争，自己出任

兼校长。在使用教师上，实行聘任制，由校长聘任教师，不是任人唯贤，而是任人唯

亲，一些真正有才华的教师，往往因无瓜葛，被遭摈弃。于是每当寒暑假，许多教师为

了寻求一张聘约，求得薄薪，以糊家口，不得不到处奔走求情，参与“六腊之战"。

1 9 4 9年，新中国成立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召开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

议j制定了共同纲领，其中对文化教育明确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文化教育为新民

主主义的，即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教育。人民政府的文化教育工作，应提高人

民文化水平，培养国家建设人才，肃清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的思想为主要任务"。

1 9 5 0年元月，仁怀县文教科组织中，茅两镇和鲁班、坛厂小学的教师共3 6人，集

中在中枢镇认真学习，贯彻上述精神。1 9 5 0年5月1日，中央教育部副部长钱俊

瑞，在《人民教育》创刊号上发表文章，强调教育要为工农服务，为生产服务，并以此

作为当前实行新民主主义教育的中心方针。这段时期的仁怀教育，主要是改造旧教育，

取消国民觉的训导制度和“党义’’，“公民”、“童子军”、馏军训”等反动课程，建

立新教育体系，对学校教职员，执行争取团结、改造的知识分子政策，要求逐步建立革

命人生观。 ：

1 9 5 1年，全县分期分批进行土地改革，有计划地组织教师参加土地改革，既接

受锻炼又帮助了工作，从而达到提高思想政治觉悟的目的。

1 9 5 2年，全县土地改革结束后，在一段时期，由于学校师生参加社会活动过

多，学校授课时间不能按计划进行，影响教学效果。贵州省人民政府下令，要迅速结

束学校混乱现象，明确在校学生每周参加社会活动的时间，高中不超过三小时，初中不

超过二小时，并指出县以下各级政府和单位，不得随意抽凋学校教师搞教学以外的社会

工作，学校师生参加社会活动，应由当地教育行政部门按规定作统一安排。
‘

l 9 5 3年至1 9 5 7年，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问，中央教育部对各级学校提出。

“整顿巩固、重点发展、提高质量，稳步前进"的方针。在此方针指导下，仁怀的中、

小学教育，在提高质量的基础上，作了适当的发展。1 9 5 6年，将县城所在地的仁怀

中学，改为仁怀第一中学(简称一中)，并在茅台设立仁怀第二中学(简称二中)，三

合设立仁怀第三中学(简称三中)，鲁班设立仁怀第四中学(简称四中)，小学和幼儿

教育，均有所发展，同时从1 9 5 3年起，中、小学改春、秋两季始业为秋季始业。各

校师生在新的思想哺育下，校貌学风均有显著的改变，教师认真教，学生认真学，尽心

尽力，为国家积蓄和培养人才。现在仁怀各行各业4 0至5 0岁的知识分子，领导、业

务骨干，大都是这一时期培养出来的。但在此期间提出全而学习苏联的口号，仁怀的小

学教育和全国一样，亿推行五年一贯制的问题上，时搞时停，出现过几次反复。

．1 9 5 7年中央人民政府毛泽东主席在《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一文中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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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悠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

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1 9 5 8年，中央教育部在一次教育工作会议上又提

出。“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必须与生产劳动相接合，，的教育工作方针。为

此，仁怀各级各类学校，广泛开展勤工俭学活动，学校发展很快，农业中学先后发展共

达六十二问。当时仁怀的群力农中，=合化中，不仅是全县全省的红旗单位之一，而且

出席了全国召开的群英大会。其它如怀北邻四川界的兴隆农中，南近毕节地区金沙界的

龙井茶中，后山的漆中，以及三合的畜牧农中，二合的铜中、鲁班摩天岭和坛厂桅杆的

林中，中枢的种子(培育农业良种)农中等。普通中学如仁怀五中(茅坝)、仁怀六中

(高坪)、仁怀七中(-N坝)等。这一段时期仁怀的工农业余教育，在全省也是出名

的。但由于1 9 5 7年的反右斗争扩大化和1 9 5 8年以后一段时期“浮夸风"的影

响，中、小学教育的改革中，有些脱离实际，缺乏科学基础。

i l 9 6 O年底至1 9 6 2年这段时期，全国遇到严重的自然灾害，国民经济处于极

其困难的时期，国家采取紧急措施，下放部分干部，缩短教育战线，对一些学校实行调

整合并或暂时停办。1 9 6 1年仁怀县的中、小学，由1 9 5 8年的3 8 7问，缩减为

1 3 0间，在校生由8 1 7 8 8人，缩减为2 1 9 1 0人，教师由1 1 5 8人，缩减为

8 0 5人，中央教育部及时提出调整、整顿、制定大、中、小学工作暂行条例，即《小

教4 0条》、《中教5 0条》、《高教6 0条》，明确规定中，小学校的性质，任务和

培养目标，使教育方面各种“左，，的表现，得到一定程度的纠正。仁怀教育局除组织全

县中，小学教师进行认真学习外，并提出了提高教育质量的措施。

1 9 6 8年至1 9 6 5年，国民经济进一步好转，是仁怀教育恢复和发展的重要时

期，根据《小教4 0条》和《中教5 0条》的精神，结合县的实际，认真总结教育、教

学经验，使教育事业的发展，走上正常的轨道，当时还贯彻了刘少奇同志提出的“两种
’

劳动制度，两种教育制度，，，试办了一些半工(农)半读的学校，现在茅坝区的两河农

中，就是在这一时期创办的。

： l 9 6 6年5月1 6日，文化大革命开始，从此，仁怀各级学校处于混乱状态：

‘‘文革，，初期县里组织工作队，进驻机关、学校，批判资产阶级，批判走资本主义的

“当权派"，学校停课闹革命，“红卫兵"搞“大串连力，中期要求学校搞斗，批、

改，后期派工，农宣传队进驻学校，实行鬈上，管、改”，这样持续十年之久，学校的

仪器、图书被拿走，教室门窗桌凳被破坏。教师欲教不能，欲罢不忍，这一时期，仁怀

教育事业的损失是无法弥补的。

1 9 7 6年，粉碎“四人帮，，后，结束了·-文化大革命，，的动乱。仁怀的教育事

业，得到逐步恢复稻发展，但其中戴帽中学又发展过快，社社办中学，甚至不少大队也

办中学，学校层层拔高，在教师队伍中曾出现了小学毕业生教小学，中学毕业生教中学

的现象，造成基础教育虚肿，师资缺乏，质量低下的后果。1 9 7 7年恢复了学校的招

生考试制度，在一定程度上调动广大教师和青少年学生教与学的积极性。
1 9 7 8年党中央召开三中全会，制定了一切从实际出发，注重调查研究，坚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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