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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中共浔阳区委书记俺艺

时光荏苒，岁月如歌。

创办于1903年的柴桑小学，迄今走过了百年的风

雨历程。这一百年，是我们伟大祖国由屈辱走向抗争，

由新生走向成熟，由贫穷走向富强，并最终走向复兴的

一百年；这一百年，也是柴桑小学在艰难中诞生，在动

荡中成长，在改革中发展，并最终走向辉煌的一百年!

为这样一所历史悠久、声名远扬的百年老校修史、立

站，既是柴桑人资治育人、修德明志的现实需求，也是

浔阳人以史为鉴、兼济天下的共同心愿。值此百年华诞

来临和《史菇》问世之际，谨对为柴桑小学发展做出贡

献的创造者和记载者致以崇高敬意：正是你们，为柴

桑、为浔阳的教育发展书写了不朽的业绩和灿烂的篇

章。

品读百年柴桑，是一段薪火相承的奋斗历程。站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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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起点，柴桑人面对国家的积弱、民族的苦难，兴学

以救国时眼里充盈着希望；处于新世纪的开篇，柴桑人

感受浔阳教育的百年辉煌，心中满怀的是再书新篇的豪

情。历经民主革命、抗日战争、国内革命等多重战争洗

礼，一代代柴桑人始终不放弃自己的办学理想，以自己

的赤诚之心和不辍之行，为中华崛起而办学，为民族复

兴而育才，造就了许多具有坚定革命信仰的共产主义战

士，柴桑俊彦辈出，英华荟萃。

品读百年柴桑，是一段百年树人的发展历程。柴桑

小学是戊戌变法时期九江绅士、前清贡生罗统成创办，

本身就是“西学东渐”、“教育革新”的产物，一直与

祖国的命运同步共振、荣辱与共。他们探求救国救民的

真理，争取民主与科学进步的思想在社会中广为传播。

如参与创办第二高等小学堂的同盟会会员徐秀钧老师，

因参加反对袁世凯复辟斗争，在九江被反动势力残酷杀

害。又如，为求真理，为了光明，1922年毕业于该校的

蔡若虹先生自幼受学校教育、受革命思想熏陶，后成为

延安鲁艺美术系主任，中国著名画家、革命家，他的作

品在反帝、反封建和反对国内反动政府的斗争中，发挥

了巨大的作用o⋯⋯

品读百年柴桑，是一段开拓创新的治学历程。由

“筚路蓝缕、以启山林”到“艰难困苦、玉汝于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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柴桑小学从小到大，师生人数由少到多。以三个朝代入

校的学生数量为例：1904年学生18人，1936年学生66

人，1949年学生258人，2006年学生2416人。今昔对

比形势大变，越变越兴盛，越变越辉煌。特别是改革开

放以后，柴桑已跻身于九江市一流的重点小学之列。学

校进一步构建内部运行机制，全面推行素质教育，在创

新办学体制等方面都敢为人先，大胆探索，以人为本，

刚柔相济，教学质量不断提高，教育教学硕果累累，受

到全市人民的信赖和赞许。

沧海桑田。百年一瞬。柴桑办学跨越一个世纪，三

个朝代。学校历届领导能肩重任、砺磨难，承前启后办

学育人延续至今，柴桑建校的历史，就是中国近代小学

教育发展史上的缩影之一o

“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o希望与时俱进

的柴桑人能始终秉承优良的传统，为达一流水准，树品

牌学校，携起手来，再创柴桑小学新的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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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校史

第一章清末时期

(1903-1911年)

第一节当时创办学校的时代背景

戊戌变法虽然失败，但以康有为、梁启超、严复等

为代表的废科举、兴新学、办学堂，向西方进步文明学

习，以求国家富强的思潮却已深入人心。清政府为了缓

和人民对政府不满情绪，维护其摇摇欲坠的封建统治，

乃于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开始新政即发布“停科

举、兴办学堂”的诏令。改革教育就是新政的重要内容

之一。

改革的方法是将各地书院一律改为学堂。原设在省

城的书院改为大学堂或高等学堂、直隶洲、各府厅的改

为中学堂、在各洲县的改为小学堂。作为九江市浔阳区

柴桑小学的两大前身德化高等小学堂和民办小学堂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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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背景下创办的。

第二节德化高等小学堂的创办

(1903年)

1903年清光绪二十九年，农历八月初五，即公历九

月二十五，九江绅士前清贡生罗统成创办德化高等小学

堂(当时市区范围和周边称九江府德化县)。校址当时

设在市区老考棚(科举试院)隔壁五邑宪公所内(系

当时九江府所管辖的德化、德安、瑞昌、湖口、彭泽等

五县联合办公常设机构)o

德化高等小学堂创办人罗统成(1859—1938)原名

裕樟、字幼芗，江西省九江县狮子镇牌楼罗家中门人，

是清末民初九江县著名学者。清咸丰九年出生世代书香

门第。曾祖父裔辉是乾隆末年举人。祖父丰璐是太学

生。伯父瀚隆是咸丰二年进士，钦点翰林院庶吉士、父

沁隆是修职郎。裕章自幼时聪明好学、博览群书。光绪

五年(1879年)县试考取秀才o 1884郡试考取拔贡第

一名o 1888年省试考中举人。他目视清政府腐败无能，

已无心置仕。1898年戊戌变法拥护维新、倡导新学，

(曾任过北京大学分科监督)。1903年初负芨南归，于

农历8月初5在九江府德化县创办第一高等小学堂，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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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海《申报》上刊登创办章程。于民国元年罗先生夫

人仙逝，又遇袁世凯称帝之时，他集国事家事愁于一

身，离开九江到上海中华书局担任《辞海》编辑。其后

又应聘于商务印书馆筹编《辞源》，民国二十年(1931

年)回九江，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日寇进逼、九

江沦陷，七月离家逃难。十五日病逝于南昌牛行车站，

享年七十九岁。 (摘自九江县狮子镇牌楼村罗家中门

1990年《罗氏家谱》续谱之文。罗克灿撰稿。)

关于颁发办学章程，它对学堂编制，干部职责，经

费开支，学规课程、考试，奖惩及读书纲领等，均作了

具体规定，其全文见详载上海《申报》，这在当时对办

好学堂，颇有积极意义。

附：公元1903年9月25日上海《申报》刊“江西

德化高等小学开办章程”

学生入学后随时剔出学者：

一系资性太低难期进益，二困于疾病；三累于事

故；四未经教习允假不上讲堂半月以上；五学期试题二

次不及格亦不遵守规则，则加以戒斥仍不悔改如干范条

规查明属实开除学籍，即于斥退另补。

一小学堂学生三年卒业后送中学堂考验合格由中学

堂给予附文凭留堂肄业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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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学生不及三年托故出堂者罚令洋银一百元，不及

一年者罚出洋银五十元以充学堂经费。

一学堂内置各教科必用之书及图式时辰表度量衡、

黑板几案椅凳及体操图画理科算术所用之器、标本模

型。，

一教习上堂教授时刻中文不得减于五小时，算学西

学不得减于四小时o ．

一评定分数以百分为满格，通各科平均计算，每科

得六十分者为及格，不及六十分者为不及格。一考学生

功课由教习将学生所>-7功课设计分数、数日一呈，于监

督接月出榜一次。

学堂功课程：修身；取曲朱子小学诸书之平近，切

实者教之先哲前言授以性理通论。论语孝经之旨，趣人

伦道德之要领。

读经；诗经礼祀，雅春秋左传、公羊传、粮传、书

经周礼、仪礼周易。

作文：教以I：／语七八句使联之后作记事文稿作日

记、书札、作策论、经义。

习字：今楷体为兼>--j行书、小篆。

史学：上古三代秦汉、两晋南北朝、唐五代之大

略，宋辽金元明中外史学。

算学：加减陈除、繁数、度量衡分数、比例、平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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