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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弋阳县教育志》编纂领导小组







●县教育局办公楼

●县首期小学校长培训班开学典礼

●陈饕尊副省长考察弋阳职业教育

翌．型辈．，涫一蚴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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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教委农村教育综合改革实

验检查组在葛溪乡了解目燎原计划b实施情况

●省教育委员会主持召开弋阳县

教育改革实验研讨会

●县A六套班于￥々题研究教育综合

改革实验实施方案



●县第一中学教学楼

●志敏中学校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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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教育电视台

●《弋阳教育志'编撰领导小组和垒体编辑讨论志稿

罔警黼





“叠山书院”旧址

抽蔸义年小学、贫民夜校旧址

漆工中心小学教学楼 信江军政学校旧址



汪东兴致函家乡清湖中学

县教育局、老建办、曹溪乡政府为胡德兰捐资兴建校舍立匾



箭竹中学学生做实驺

漆I镇邵家村小

徐彩凤老师上复式课

弋江镇第=小学小

发明小制作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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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职校卫生班毕业

典礼

志敏中学向学生进
行传统教育

曹溪中学领导研究

提高教学质量问题



序 言

尤芳芸

历史是一面镜子。尊重历史，才能发展今天而创造未来。客观地

编写弋阳教育史，则能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我县各个历史时期的人口、

经济、政治和社会综合发展的情况，也能为我们今天的敦育综合改革

提供借鉴。

弋阳县历史悠久，名人辈出，南宋著名爱国志士谢枋得(号叠山)，

高尚的民族气节世代相传；现代革命先驱方志敏，更是流芳千古。

自唐宋以来，弋阳历代先人曾先后创建了膏碧落洞天一、 。石

月一、 Ⅳ叠山一、 膏蓝山一⋯⋯等书院。史载，南宋著名理学家朱熹

(字晦庵)也曾来过碧落洞天书院讲学；特别是以南宋爱国志士谢叠

山命名的膏叠山书院一影响更大。这些书院的建立，为当时儒学的传

播起了一定的作用。

清光绪二十八年(1 902)七月，始废书院，在县城创立了第一所

公立小学一一弋阳县高等小学堂。到民国后期，农村也普遍设立了。

保学一，基本结束了历时很长的_私塾，教学。

弋阳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革命根据地。苏维埃政权历时

8年之久，苏区政府提出了。提高文化水平，为共产主义而学习一的

口号。在乡村创办“列宁小学一、 “劳动小学一和青年学>--．1训练班，

实行免费教育，苏维埃政府把普及小学义务教育作为一项重要任务来

完成，苏区的适龄儿童入学率在90呖以上，谱写了弋阳教育史光辉的

一页。



建国以来，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正确领导下，教育事业逐

步得到发展，金县广泛地开展了扫盲教育和兴办基础教育；特别是农

村教育发展尤为迅速：每个村委会都建起了村完小，乡乡建立了中心

完小和初级中学，部分乡还办了高中。农职业教育也得到了发展，逐

步形成了基础教育、职业教育、成人教育的现代教育新格局。

八十年代是我县教育高速发展的时期。在中共中央《关于教育

体制改革的决定》和六届全国人大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

法》两个具有划时代意义文件的精神指引下，金县上下办学积极性空

前高涨：扫盲教育通过了国家验收；实施了5年割义务教育；农业职

业教育、成人教育都上了新台阶；改造危房，扩建校舍等工程取得了

巨大成就。

从1987年10月我县定为“农村教育整体(综合)改革实验县”以

来，9年制义务教育已在扎扎实实分步实施：职业教育联办；农业技

术学校实施农、科、教三结合系统工程取得了可喜成效，县农校被国

家教委授予“科教兴农先进学校”，被省教委确定为“江西省示范性

职业高中’’；综合改革试点工作得到省、地领导的好评。

志书坚持以辨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准则，本着详今略

古、尊重历史、实事求是的原则而编写，以求达到“存史、资治、教

化”之目的。金志上限唐贞观九年(63 5年)，下限1991年底，采用

志，记、传、录、图、表等综合体裁编写，不仅形式多样，而且收集

了不少史料，很值得一读。在此，我谨向所有对本志的编写给予关

心、支持、帮助的各级领导和同志们表示衷心的感谢，特别是编纂组

的几位老同志为志书的成功编写付出了辛勤的劳动。我相信《弋阳县

教育志》的编写出版，对我县今后教育事业的发展一定会起到更好的

促进作用。



凡 例

一、本志以辨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为准则，实事求是地反

映本县教育历史，做到思想性、科学性，资料性的统一。

二、本志上溯唐贞观九年(公元635年)下限1991年。详今略古，

突出时代特点和地方特色。

三、志书按章、节、目层次编列。采用志、记，传、录、图、表

综合体裁编写，以志为主，横不缺项，纵不断线，横排竖写，图表，

附文穿插于各章节之中，重要文件辑存于书后。

四、人物传，按其卒年先后为序。

五、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我县苏区乡村创办了列宁小学、

列宁劳动小学和军事、医务等学校。为记述方便，苏区教育单独设

章，苏区党群由党群章记述。

六，建国后凡地级以上部门、．团体授予光荣称号的单位和个人，

均列表记载。

七、行文除少数篇章使用原资料文体外，其余都用语体文记叙，

只记事实，不作议论，寓观点于材料之中。概述，记叙结合；大事

记，编年体和记事本末体结合。

八、本志历史记年沿用习惯通称，并概用汉字，在括号内注明公

元纪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简称建国后)一律用公元纪年，但

略去“公元”字样；志中“解放后”特指1949年5月3日弋阳解放至

新中国成立。数据以国家1 986年颁发的《关于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试

行规定》为准。



九、本志地名、政府名、官职名按当时当地习惯通称；古地名如

注今名；人物称谓一律直书姓名或根据需要不加褒贬直书职称。

十、本志资料，除查阅旧县志、县教育局存档资料外，并有各档

案馆档案、图书馆藏书，以及历史文物和知情人提供的材料，一般不

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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