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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序①

王学山

古人云：“治天下者以史为鉴，治郡国者以志为鉴。’’《玉山县教育志》历时四

载，五易其稿，终于成书。这是玉山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一项丰硕成果，可喜

可贺!

玉山自唐朝武则天证圣元年(695)建县至今，岁历1300余年。在这漫长的历

史长河中，无论是经济的发展还是社会的进步，都凝结着教育事业积极的、不可

替代的巨大作用。

《玉山县教育志》是玉山教育史上的第一部专业志书。它遵循辩证唯物主义

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和实事求是的精神，把玉山教育史上的兴学善举、成

绩和问题，择要载录，不隐不避，得失俱见，达到了思想性、科学性、资料性的基本

统一。对于玉山教育事业的进一步发展，加快培养人才，推动整个社会进步，无疑

起到“存史、资政、教化”的借鉴作用。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玉山教育志》付梓问世，使玉山教育事业以往的业绩

彰明于志，为人敬颂。然而，修志的目的，不仅在于总结过去，更重要的是为了启

迪将来。现在，玉山的经济建设和各项事业在不断向前发展，需要大批人才；教育

事业也处在一个全面深化改革，再创辉煌的重要时刻。新的时期，新的实践，提出

了许多新的课题。这显然不可能从既往的历史经验中找到现成答案。我们应该

正确运用历史经验，从中得出规律性的认识，以便用科学性和实践性紧密结合的

革新精神，不断开拓进取，以出色成绩续写玉山教育事业更加光辉灿烂的新篇

章!

①本序作者系中共玉山县委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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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题辞作者系玉山县人民政府县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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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山县教育志序

玉山县教胄志序①

谢庭藩

玉山地处赣东北边境，唐证圣设县至今有1300年历史，向有“两江锁钥，八

省通衢”之称。玉山民风淳朴，历来耕读并重，人才辈出。北宋杨亿为西昆体诗之

代表。南宋汪应辰，进士第一。近代之医学家黄家驷、化学家周庆祥、画家柳子谷，

皆为一代名流。80年代，更有一批博士硕士，人称玉山为“博士县”。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玉山崇尚教育之风，古时既盛，至今不衰。南宋初，怀玉

山麓有草堂书院，与江西四大书院齐名，汪应辰、朱熹等名儒相继讲学于此。元至

元年间，城南建成端明书院。明嘉靖年间，又建成怀玉书院。清光绪年间，创办了

第一所高等小学。书院与学校，培养了大批学者。历代科举、进士及第者，多达百

余。辛亥革命后，废书院办学校，嗣后，小学林立，在校生曾达28000有余。1939

年春，玉山县立初级中学创立。抗日期间，虽艰难万千，但一批中学、师范仍相继

开办。日军入侵我县以及抗战结束后时政腐败，教育停滞不前。建国前夕，小学

生仅存5300人。建国后，玉山的教育事业枯木逢春，特别是1979年以来，更是获

得空前的发展，办学层次、规模、质量都得到很大的提高。如今已有中学36所，小

学368所，在校中小学生总数达7．2万人，还有一批吸收青年参加的职业中学与

成人教育。教育的发展，培养了人才，促进了工农业生产与科技事业的进步。

当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国教育改革的逐步深入和教育发展纲

要、教育法的实施，为教育事业的发展提供了新机遇。如何适应时代要求，总结历

史经验，开拓玉山教育新局面，是面临的问题。此时编写玉山教育志，意义更大。

鉴前人之事，考古今得失。实事求是的记录与评价，必将让人们对玉山教育

有个较清楚的认识。详古以察今，以发扬尊师重教之优良传统，促使玉山教育上

一新台阶。

①本序作者系中国计量学院院长。



玉山县教育志

序①

李育青萧成汉

《玉山县教育志》在庆祝建县1300周年日子出版了，是“博士县”人民生活中

的一件喜事。

作为“玉山人(郎)”感到由衷的欣慰。如果您在海外，看到自己的家乡被誉为

“博士县’’，您心情如何呢?如果您在外省工作或学习，手中有一本“玉山县教育

志"，您又有什么感想呢?我可以想象，您是爱不释手的，并相告同学同事：“啊!太

好了!”如果您是在玉山工作或学习，您也许会说：“玉山县应该有自己的文明史，

现在终于实现了。"

《玉山县教育志》是玉山人民在县委和县政府领导下，用心血写成的一部教

育史书，有着承前启后的作用，她将激励人民团结起来，把教育从一个阶段推向

一个新的阶段!

①本序作者李育青系玉山县人民政府副县长，萧成汉系县教育局前任局长。

·4。



凡例

凡 例

一、本志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如实记述玉山教育的

历史和现状，力求思想性、科学性和资料性的统一。

二、本志上溯唐证圣元年(695年)，下限至1993年底。详今略古，突出时代

特点和地方特色。

三、本志按编、章、节、目层次成列，横排竖写，采用记、志、传、图、表、录等体

裁编纂。以志为主体，图、表分别附于有关章节，重要文件辑存于书后。

四、本志纪年，玉山解放前用历史纪年，夹注公元年份；解放后用公元纪年。

志内所称“解放前”、“解放后”或“建国前”、“建国后”，是以1949年5月5日中国

人民解放军解放玉山为界。

五、本志中出现的地理名称、朝代、官职、行政区划等，均依当时当地的习惯

称呼，地理名称，古今名有异者注明今地名。

六、本志采用语体文记述(少数地方引用原文)。数字、数据、年月日时间用阿

拉伯数字，其余使用汉字。

七、本志资料，主要来自省、地、县历史档案、《玉山县志》，以及县教育行政机

关的现存档案和年报资料，并不再注明出处。



玉山县教育志

概 述

玉山县教育事业有着悠久的历史。唐末，在县治孔庙内建有学宫。宋时，怀

玉山麓有杨亿精舍，梅岩精舍。南宋初，怀玉山金刚峰之南，建有与江西四大书院

齐名的草堂书院，朱熹曾讲学其中，有《玉山讲义》传世。吕东莱、陆九渊、程珙和

县人汪应辰、王奕等学者，相继在此讲学。元代至正十年(1350)，县城建端明书

院。明嘉靖三十七年(1558)，废怀玉山法海禅院，按白鹿洞书院规制，建成怀玉书

院。明清时期，吕怀、赵佑、邱日荣、徐兆麟、朱承煦等先后担任主讲。清代光绪年

间，县内创办了第一所高等小学。民国初，废书院、兴办国民学校。民国28年

(1939)，创建县内第一所初级中学——玉山县立初级中学。至解放前夕，县内有

铁路子弟中学(完中)1所、女子师范1所、初级中学2所、简易师范1所、小学

267所，共有教职员2300余人，学生5500余名。

解放后，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用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教育工作，

以老解放区教育经验为基础，借鉴苏联模式，吸取旧教育中有用的经验，对解放

前遗留下来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教育，进行改造。对师生加强政治思想教育，发动

群众办学，使各类教育得到恢复和发展。1949年9月，调整学校设置，小学并为

228所，中学2所，简易师范1所，学生增至11000余人。1951年，组织教师学习

普希金、凯洛夫教学法，同时进行五年一贯制和七年一贯制学制改革试验。1953

年，县人民政府贯彻中央提出的“整顿巩固，重点发展，提高素质，稳步前进”的方

针，合并学额不足的班、校，教育开始稳步发展。至此，全县有小学218所，在校学

生11014人；初中3所，学生220人。教职工504人(其中小学392人，中学110

人，幼师2人)。

50年代中期，贯彻“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

方针，小学三年级以上开展勤工俭学活动，学生掌握了一定的生产知识和技能，

养成热爱劳动的好习惯，改善师生生活和教学条件。1957年9月，农村增设4所

初级中学。1958年9月，玉山县立初级中学增设4个高中班，成为县内第一所完

全中学，创办江西省共产主义劳动大学玉山分校，增办2所初级中学(含民办初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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