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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湖流域地区专业志丛书

编 者献辞

“千里莺啼绿映红”的太湖流域和长江三角洲，是我国有名的鱼米之乡，向以“衣被天

下”、“食供四方”的“锦绣江南”和“金三角”著称于世。近一时期以来，这一地区的乡镇企业异

军突起，在经历了几番风雨之后，大部分以它的勃勃生机而存留下来，成为地方经济中的一

支重要力量。其他各行各业也焕发了青春，继承、发扬各自的传统和优势，迅猛发展，千红万

紫，繁华竞逐。这一地区的工农业总产值大幅度上升，在我国国民经济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

位。全国财政上缴最多的10个县市，十之八九出于其间，它是我国经济最集中、最发达的地

区。

编这套书，除了存史，传之后代，还为了向国内外如实地介绍这一地区的主要行业和它

的特点，提高它们的地位和知名度，促进改革开放，以开拓国内外市场，发展外向型经济。

这套丛书，与“长江三角洲乡镇志丛书”是姐妹篇。它们从不同的角度和层次，展示这一

地区的历史传统、城乡面貌和所取得的成就。它们相辅相成，相互补充，条块交叉，点面结合，

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收入“丛书”，进入这个系列，成为一个群体，它的影响将会大大增强。

这两套书，还把苏锡常、杭嘉湖地区与我国最大的工商业城市和世界名城——上海密切联系

起来，这对上海经济区“心脏地带”的开发，将有重要意义。

广大读者对于编好这套丛书的各种意见和建议，均竭诚欢迎。

1988年4月

己>



序 言
、

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无锡地区政通人和，社会稳定，经济持续增长，教育迅

速发展。党的十四大提出：“必须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努力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

德和科学文化水平，这是实现我国现代化的根本大计”。当前的重要课题就是如何落实这一

根本大计，使教育进一步适应经济发展和日益深化的经济、政治、科技体制改革的需要，不仅

要认清当前教育面临的形势和任务，还需要回顾本地近现代教育事业发展的历程，吸取历史

的经验教训，以推进教育的改革和发展。为此，《无锡市教育志》的出版问世，有着重要的现实

意义。
．

本志作为无锡地区有史以来第一部教育专业志书，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的观点，以丰富翔实的史料，实事求是地记述了无锡教育事业一百多年来发展的历程，既反

映了无锡教育不断发展的成就，也反映了各个历史时期教育征途出现的艰难曲折，并具有无

锡教育鲜明的地方特色。本志还记述了往昔有识之士为培育人才、发展经济、造福乡梓、振兴

中华而艰苦创办各类学校，甚至毁家兴学、鞠躬尽瘁、献身教育的种种动人事迹，以及他们的

道德风范。因此，本志不仅“存史”，还足以发挥“资治、教化”的作用，是一部具有参考价值的

教育志书。

百多年来，无锡教育最显著的特点，是教育与经济的结合，相辅相成，互为因果。无锡为

我国民族工商业发祥地之一，企业家中不乏热心办学之士。荣德生先生云：“教育以实业兴，

实业以教育昌。”他们在发展实业时，不忘兴办教育。新中国建立后，随着社会主义建设事业

的发展，无锡已成为全国十五个经济中心城市之一，无锡的教育事业在原来的基础上，得到

了很大的发展。特别进入80年代，无锡地区乡镇企业的崛起，大大增强了发展教育的物质

基础。无锡教育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教育与经济的结合进一步加

强，职业技术教育得到大力发展，高等教育实行“教育、科研、生产、社会服务”四结合，直接适

应经济发展的需要。从无锡地区的实际出发，无锡市制定并实施了教育综合改革的实验方

案，使城乡教育事业蒸蒸日上，培育出众多人才，更促进无锡经济和社会事业的发展。

其次，无锡教育重视基础教育的普及与提高，把它作为提高民族素质的基础工程；重视

师资队伍的建设，把师范教育视为“学校教育之母”；重视社会办学和社会捐资助学，解放前

无锡私校多于公校，解放后贯彻“两条腿走路”的办学方针，依靠社会力量筹集办学资金等。

又如成人教育方面，解放前无锡的民众教育在全国有影响，解放后从扫盲教育到成人高等教

育，从学历教育到岗位培训，城乡并举，围绕生产，形成体系，成为无锡教育的一个特点。所有

以上特点，本志都有较翔实的记述，可资借鉴。

另外，无锡教育在新中国建立后，得以历史空前的规模和速度发展，根本原因在于中国

共产党的领导，本志为此设专章加以记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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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我国经济的发展正面临极大的机遇和挑战，为实现无锡市“科技教育兴市”的决策

和国家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宏伟战略目标而努力。我们要坚持“教育必须为社会主义建设

服务，社会主义建设必须依靠教育”的方针，以史为鉴，发扬优势，克服困难，继往开来，发挥

各级政府和社会各方面的力量，尤其是教育界本身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进一步贯彻改革精

神，为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政治、科技体制改革需要的教育体制，发展具有中

国特色又有无锡地方特点的教育事业，更好地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服务。

本志60多万字，志稿经过反复补充修改，历时10年有余，凝聚了编纂者的心血。其间，

省、市有关领导和社会有关人士，特别是教育界的人士给予了很大支持，谨向他们致以谢忱。

张怀西



凡 例

一、本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全面地记述无

锡地区教育事业发展的历史和现状。

二、本志上限定为光绪八年(1882)，部分章节作必要的上溯，下限至1990年。

三、本志记事范围为：1949年4月23日无锡解放前为原无锡县(民国前为无锡、金匮

两县)。解放后为无锡市、县分治后的无锡市区；1983年实行市管县体制后，江阴县(市)、无

锡县、宜兴县(市)教育事业的主要情况也记述之。

四、依据“详今略古”和力求反映时代特色的要求，本志记事基本划分为“清末时期”、

“民国时期”及“新中国成立后”三个历史阶段，着重记述“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中共十一届

三中全会以后的史实。

五、本志体例，设章、节、目、子目四个层次，章节分门类，节、目宜纵则纵，宜横则横，力

求基本达到横不缺门，纵不断线。全志共为十九章。篇首设《综述》及《教育大事记》。

六、本志以文字记述为主。适当配以图、表和照片。

七、人物“生不列传”，立传人物为对本地教育有较大影响和贡献者，以无锡县及无锡市

区为主，兼顾江阴、宜兴．

八、本志纪年，解放前用当时的纪年，凡节中首次出现夹注公元纪年；解放后用公元纪

年。

九、本志资料来源为无锡市档案馆、市教育局、市教委档案室及无锡市图书馆、各学校

史志资料和江苏省档案馆、国家第二历史档案馆、上海图书馆藏书楼、无锡近代以来各种报

刊，以及采访、座谈、个人回忆材料。有关数据，解放前主要根据《无锡教育》、《无锡年鉴》，解

放后以无锡市档案馆、市教育局档案及市统计局的资料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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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锡临湖枕江，与苏、常为邻。土地肥沃，物产丰富，为江南“鱼米之乡”；交通便利，商业

发达，早为全国四大米市之一。清末民初，近代民族工业兴起，遂有纺织、缫丝、制粉、碾米、机

器等工厂的开设和发展，市场兴旺，有“小上海”之称。

无锡文化教育源远流长。三千年前，周太王古公宜父长子泰伯来梅里开辟教化，吴文化

就在此发祥。此后人文荟萃，人才辈出。北宋杨时在东林书院讲学，明顾宪成、高攀龙继之，

并讽议朝政，裁量人物，开学术新风。封建社会科举取士，无锡学子考中进士的有540名，考

中举人的有1234名，有“一榜九进士”、“六科三解元”的佳话。

1840年鸦片战争后，帝国主义侵略日亟，民族危机严重。无锡紧靠上海通商口岸，接受

西方影响较早较快。一些爱国有识之士，如徐寿、华蘅芳、薛福成等，主张学习西方科学，提倡

兴办实业，举办新学，启迪民智，培植新人，振兴中华。

光绪二十一年(1895)，杨宗濂(艺芳)兄弟创办无锡第一家近代纺织工厂——业勤纱厂；

光绪二十四年就有无锡第一所新学——挨实学堂，无锡近代教育由此发轫。近百年来，无锡

教育事业的发展随着时代的变迁，经历了一个漫长而曲折的历史过程。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

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由新民主主义教育过渡到社会主义教育，由学习苏联教育经验

发展到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教育，“文化大革命”使这个进程遭受严重挫折。1978

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根据党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改革

开放”的基本路线，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总结了历史的经验教训，拨乱反正，无锡的教育事业

走上了与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密切结合，相互促进、协调发展的道路。

一百多年来，无锡教育事业的发展过程，可分为清末时期、民国时期、中华人民共和国建

立后三个历史时期。

(一)

清末时期，在“洋务运动”与“维新变法”运动的影响下，无锡的先进分子奋起冲破封建牢

笼，引进西方学说，改革旧学，举办新学，开风气之先。光绪二十四年正月，无锡举人杨模首先

筹资开办立矣实学堂，早于戊戌变法光绪下诏废科举、办新学之前。同年八月，裘廷梁、俞复、吴

稚晖等创办三等蒙学堂。光绪二十八年东林书院改为东林学堂，在乡间则有胡雨人在村前办

胡氏公学等。

新学初起，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为指导思想，从日本引进新学的内容与模式。杨模亲

赴日本考察，并资遣侯鸿鉴、顾倬等赴日本留学；螟实学堂请日人松本义成教日文，竞志女学

请日人金原村子主持幼稚科；顾倬创建江苏省立第三师范，全盘仿照日本东京高师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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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学逐渐发展，支出日益增加。光绪三十年七月因筹集办学经费而酿成“毁学事件”，后

支持新学的势力获胜，地方人士随即建立锡金学务公所，公推裘廷梁出任总董，管理新办学

堂，薛翼运(南溟)出任经董，掌管教育经费，于是城乡掀起办新学的热潮。侯鸿鉴冲破封建礼

教，于光绪三十一年首办私立竞志女学，无锡东乡荡1：3亦创办鹅湖女学。到光绪三十四年，城

乡女学增至13所。到宣统三年(1911)全县新学堂有120多所，学生7000多人。

光绪二十八年，胡壹修、胡雨人兄弟在家乡村前设立师范传习所，翌年，杨荫杭办锡金师

范，竞志女学亦设师范科。宣统三年江苏省立第三师范学堂(简称“三师”)开办，为当时无锡

最高学府。民国元年(1912)，又有县立女子师范的创立。无锡师范教育兴办较早，培育师资，

为无锡教育事业的发展奠定基础。

(二)

辛亥革命后，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制定《壬子学制》，确立新教育体制，无锡城乡又一

次兴起办学高潮。“毁学事件”中反对新学的米豆业公会也办起了积余小学。1年中新增学校

33所，在校学生增加到8700多人，约占当时学龄儿童数的10％。不久，袁世凯复辟，造成北

洋军阀统治局面。无锡由于地方工商业的支持，教育事业仍有发展。“五四”新文化运动，高

举科学、民主大旗，批判封建思想。教育界思想解放，形成各种流派，黄炎培的职业教育，晏阳

初的平民教育，陶行知的生活教育以及后来中国共产党人办的工人教育等等，都在无锡教育

界有所影响，其中以欧美西方资产阶级实用主义教育思想和教育模式影响最大。第一次世界

大战期间(1914—1918)，无锡民族工商业乘机发展，在城乡广泛兴办小学的基础上，进而创

办中等学校，如私立辅仁中学、私立公益工商中学、私立无锡中学等，国学专修馆也开始创

办。

民国初年，钱孙卿先后任无锡县学务课与第三科科长，主持教育行政十年，他一面“宽筹

经费”，一面提倡私人办学，树立风尚。无锡私校多于公校，是教育事业发展迅速的重要因素。

继钱孙卿出任无锡县第一任教育局长的蒋仲怀，亦着力抓教育经费的筹措和管理，几次得到

江苏省视学的嘉奖。

无锡民族工商业的发展促进了教育事业的兴办，其中以荣宗敬、荣宗铨(德生)兄弟所办

企业最为显著。荣德生认为“事业之成，必以人才为始，实业与教育相辅相成”，“教育由实业

兴，实业以教育昌”。1919年，荣氏所办小学已达lO所，又出资10万元创办私立公益工商中

学，并以50万元作学校基金。私立无锡中学由高阳遵照其父、上海大有油厂经理高秋荃的

遗愿，毁家创办；民国7年私立辅仁中学的开办，也得到工商界的资助；在上海的无锡籍工商

企业家匡仲谋在家乡杨墅园办匡村中学，沈瑞洲在家乡方桥办锡南初中等。
’

民国9年6月，美国教育家杜威来锡讲学，宣传实用主义教育思想，他主张“教育即生

活，学校即社会”，教学方法应根据“从做中学”的原理，以儿童活动为中心来进行。省立第三

师范及其附属小学教师都学习杜威的教育思想，采用设计教学法、道尔顿作业式等教学方

法。民国15年，开原乡第一小学以新村形式组织学生开展自治活动，把学校办成为社会的

雏形，教育家陶行知曾往访问，称誉为“无锡小学之新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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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行平民教育，是“五四”时期在“教育救国”思想影响下出现的新潮流。无锡平民教育从

民国8年著名学者丁福保和工商家祝兰舫创办第一所平民学校起，先后有旅沪学生陆定一、

王启周、秦邦宪等组成的“锡社”在城乡开办12所平民学校，一般学校也附设平民夜校或义

务夜校。民国14年的“五卅”运动，推动了无锡的工人运动。平民学校、工人夜校都有发展，

中共地下组织办过4所工人夜校，共产党人徐梦影在家乡徐巷办了农民夜校和农民俱乐部。

民国16年3月21日，无锡人民迎来了国民革命军，结束了北洋军阀的统治，工农群众

运动风起云涌。新成立的无锡县行政委员会教育委员是徐梦影，他提出在教育界“打倒学

阀”的口号，并下令将学校校长制改为委员制，查封基督教圣公会办的马可中学，查封私立国

学专修馆，还要求各校教职员组织教育协会支部，以代替原来的教育会。这些措施，当时被称

为“教育界的革命行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两天，无锡发生“四·一四”事变，国共合

作被破坏，徐梦影被通缉，后在沪被害。
’

“四·一四”事件后，恢复县政府，第三师范校友薛溱舱、陆仁寿先后任教育局长，张锡

昌、宋i永荪等人分任督学、课长等职务，他们比较年轻，很想为振兴桑梓教育出力。当时杜威

的实用主义教育思想仍有较大影响，学校大都仿效英美教学模式，三师附小开办过天才儿童

班，城区小学推行中,C,-／J,学制等。民国18年陆仁寿曾赴日本考察，回锡后积极进行改革，主

要是：加强行政领导，重视教育情况的统计交流，出版《无锡教育》周刊和《两年来的无锡教

育》汇刊；利用暑期举办教师讲习会，开展小学教学实验；成立民众教育促进会，民众学校增

至35所，民众阅报处达lll所。但由于国库空虚，教育经费常被挪用、拖欠，教师待遇每况

愈下。陆仁寿在职3年，都在借债中度日，民国20年终于难以支撑，发表《告别书》而辞职。

在平民教育的基础上，民国17年起，无锡的民众教育蓬勃开展。这年6月，由俞庆棠创

办的江苏省民众教育学校从苏州迁来无锡，改名民众教育学院，聘高阳任院长，民国19年与

省立劳农学院合并，名江苏省立教育学院。俞、高两人都曾留学美国，回国后积极提倡民众教

育。俞庆棠认为“民众教育的对象是劳苦大众和他们的子女”，“民众教育是失学的儿童、青

年、成人的基础教育”，她认为“民众教育不仅是文化知识的教育，而要与整个国家经济制度

相联系，和国难教育相联系”。民国20年以后，她积极投入抗日救国的洪流，热情支持学生

的爱国救亡运动。高阳对民众教育的主张是：“教育不能仅施于学校的围墙之内，而应施于整

个社会，教育不能仅以青年为对象，而应普及于广大民众。”教育学院在院内和地方上创办多

种研究实验事业，扩大民众教育阵地，力求在全国有所创新。当时无锡的民众教育事业发展

很快，成为全国推广民众教育的四个中心之一。

民国20年，“九一八”事件后，国民党实施“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实施“党化教育”，提

倡复古读经。民国23年蒋介石提倡“新生活运动”，宣扬“礼义廉耻”，“忠孝仁爱、信义和

平”。在中小学开设“党义”课，“公民”课。对学生采取专制高压手段，小学班组采用“保甲制

度”形式。对高中和专科学校学生实行军事训练。民国25、26年，全县高中一年级学生到镇

江参加全省统一的集中军训两个多月。另外，当时国民党鼓吹“读书就是救国，救国必须读

书”，迫使学生埋头书本，无暇过问政治。但广大师生的爱国救亡活动不可阻挡。“九·一

八”后，以江苏教育学院、省立无锡师范为首的大中学校师生多次发动上街游行，通电要求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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