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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一

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强调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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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教

育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杜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日益突出。经济腾

飞必须依靠科学技术，科学技术发展必须依靠教育，归根到底国家强盛就是要培养和造

’就一大批德、智、体全面发展的建设者和接班人。使命在肩，我们不能不认真总结历史

的经验和教训，探索弥渡教育事业发展规律，继往开来，把弥渡教育事业推向一个新的

高潮。

弥渡历史悠久，早在汉代，学校教育就已兴起。明清时期就创造出辉煌业绩。涌现

出名谏臣谷际歧、史学家师范、注释家李彪等众多文人学士，群星灿烂。“六科六解亚”

誉满滇西。弥渡被冠以。文献名邦"之美誉。

清末，弥渡学校教育在。废科举，兴学校”的教育变革中缓缓发展。到1949年，弥

渡有学校166所，教职工370人，在校学生12 265人(其中小学生12 131人，初中生

134人)。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弥渡教育发展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首先是“改造旧教育，

实施新制度”的17年，其次是道路坎坷畸形发展的。文革”10年，第三是中国共产党第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走普通教育、职业教育、成人教育协调

发展道路，教育事业蓬蓬勃勃、充满生机的16年。16年来，基础教育办学质量跃人大理

州先进行列，向上一级学校输送的大中专新生数量年年有增长；职业学校办学规模翻了

一番，初中。3+1”班全面铺开，青壮年扫除文盲工作常抓不懈，后3年掀起了高潮，达

到了省政府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县的检查验收标准。1991年，全县有中小学校387所，教

职工2 610人，在校学生达36 214人(小学28 024人，中学8 19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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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历史，弥渡教育走过了一条坎坷崎岖的道路。学校教育从无到有、从小到大，至

今已发展成为适合弥渡县情、具有自己特色的教育体系，实在可喜可贺。沧海桑田、斗

转星移，许多珍贵的史料无法完满保存下来，真是遗憾之至。今逢盛世，修志存真，这

是“抢救”资料，疏理史迹，寻求教育规律的大好时机。《弥渡县教育志》编修人员运用

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实事求是，以。存史、资政、教化”为目的，总结教育历史的经验

教训，为当代教育服务。历时八载，数易其稿，终于成“志静。它必将在弥渡县教育事业

发展中发挥其特有的价值和作用。

编写教育志，在弥渡历史上尚属首次。因历史久远，资料残缺，加之我们认识水平

和业务能力有限，《弥渡县教育志》在内容、体例、文字等诸方面定存许多不尽人意之处，

请读者批评指正。

一2一

奎立新
1994年8月12日



冉 二

教育是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基础工程。它对提高全体人民的思想道

德和科学文化素质，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守纪律的新一代，发展科学技术，实

现四个现代化，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我们必须加强教育工

作，大力发展教育事业。

弥渡地方的教育始于汉代，设学于元代仁宗皇庆年间，随着时代的变迁发展，时兴

时衰。新中国建立后，党和人民政府把发展教育作为一项大政来实施。广大教师、教育

工作者为之献身奋斗。在长期的办学和教育教学实践中，有成功也有失败，有经验也有

教训。为了把弥渡教育近800年的历史和现状记载下来，供当代从事教育、关心教育的

人们研究、参考和借鉴，为发展振兴弥渡教育服务。1985年3月，在盛世修志的感召下，

在为编纂《弥渡县志》提供教育资料的同时，弥渡县教育局决定编纂《弥渡县教育志》，

组成教志办，开展工作。各乡(镇)积极提供乡(镇)教育概况和校史等资料，历时8年，

通过全体编纂人员的努力，三番审稿，终于定搞，付印出版成书，奉献给广大教育工作

者，奉献给关心支持弥渡教育的领导和社会各界人士。预祝它能对90年代普及九年制义

务教育和改革好升学、考试、就业、评估等问题，变应试教育为素质教育，建立素质教

育运行机制等工作起到资政、教育、传史的作用。

《弥渡县教育志》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为指导，以历史唯物主

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来考查历史、认识事物。记载了弥渡地方封建社会时期的教育

制度和科举盛况；记载了辛亥革命时期废科举、办学堂、兴学校的教育改革。重点记载

了新中国建立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10多年，在中共弥渡县委、县人民

政府的领导和关怀下，认真贯彻中共中央“百年大计，教育为本”，“必须加强教育工作，

大力发展教育事业”的战略思想，努力开展教育改革，多渠道、多形式办学，使98％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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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龄儿童入学，普及了初等教育；增加了教育设施，发展了普通中学；创建了职业中专

等全日制教育状况。记载了发展成人教育，实现了“青壮年元文盲县”、函大、电大、大

中专自学考试规范化制度化等辉煌成果。记载了40年来，弥渡教育走上了基础教育、职

业教育、成人教育健康发展轨道的光辉历程。横向方面，重点记载了改革旧的教学思想

和教学方法，加强德育，教学中倡导“师生同共劳动”，活教、活学、活考，贯彻全面发

展方针，提高教育教学质量的艰辛过程和经验教训。它既是一本对弥渡地方近800年教

育历史的客观志录，又是一衄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颂歌。在此，我对参与编纂本志

的全体工作人员表示感谢l

弥渡县教育志，时空跨度大，历史资料散佚，加之编纂人员水平限制和其他客观因

素，主编三次易人，所以，遗漏错讹，实所难免，诚望读者给予理解、指正l谨以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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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三

志书乃。一方之全史”。作为教育部门专业志书的《弥渡县教育志》，历经八年的艰

苦努力，凝聚着全体编纂工作人员的辛勤汗水，几经修订，数易其稿，带着全县2 000多

名教师及教育工作者的良好心愿，终于成书问世与读者见面了。这是弥渡教育史上的一

件大事，也是全县教职工的一件喜事。

弥渡，历史悠久。弥渡教育，源远流长。“人文与州城并盛”，且“务学重务”。历史

上文化教育较为发达，人才辈出。从明清两代举人、进士的不断涌现，到。六科六解

亚”的盛况，从清雍正癸卯科进士苏霖渤的两任山西学政，到乾隆丙辰科进士龚翰林的

“八月天子”；从清代。五谏臣”之—钓谷际歧，到《滇系》的编著者师范⋯⋯无不闪耀

着。文献名邦”的灿烂光辉。

虽然弥渡享有。文献名邦”之盛誉，但由于旧制度的政治腐败，人民深受压迫、剥

削，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很低，国民教育十分落后。新中国成立后，弥渡教育有了较大发

展，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弥渡教育的发展更为喜人。

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国家政治、经济发生了极大的好转。今逢盛世，政通

人和，百废俱兴。追溯历史，总结经验教训，弘扬民族文化，编纂《弥渡县教育志》成

了我们这一代人的光荣历史使命。

《弥渡县教育志》时跨七个世纪，上溯到元代中统庚申年问，记述了700多年的教育

发展史，记载了教育发展至今所走过的艰难历程和坎坷道路。

总结过去，认识现在，展望未来。这本志书对反映弥渡历代教育发展状况，总结弥

渡教育史上的经验教训，揭示弥渡教育发展的规律，将起到不可低估的作用。它对发展

弥渡基础教育、推动教学研究和教学改革的进一步深入，提高劳动者素质，有着重大的

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对服务当代，启迪后人，定将发挥其。存史、资政、教

化”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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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共弥渡县委、县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弥渡县教育志》的编修工作进展顺利，且

得到了县志办的悉心指导。在搜集整理诸多的资料及修订方面，得到了社会各界人士的

热心关注和支持。在此，我谨代表县教育主管部门，对参与本志编纂的所有工作人员及

所有关心、支持该志出版工作的各级领导、单位部门和社会各界人士表示衷心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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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编纂《弥渡县教育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党的四项基本原则，实

事求是、客观地记载弥渡县教育事业发展和提高的历史和现状，详近略远，重载当代。旨

在鉴古识今，继往开来，为勃兴弥渡教育服务。

时限：原则上上限自弥渡县建立——1912年起，下限止于1991年，资料具备者适当

上溯。

体例：采用章节体编纂，横排竖写，述、记、传、图、表、录诸体并用。

称谓：遵循修志惯例，单位、地名、人物按历史原貌记载，一般直呼其名，古地名

酌注今名。

纪年：新中国建立前以朝代纪年，夹注公元年份。

资料和数据：本志资料采用各级档案、有关志书和各乡(镇)上报的教育概况资料、

校史等；主要数据以弥渡县统计局《统计年鉴》和弥渡县教育局年终报表为准。附录碑

文字迹剥蚀不辨者以。口口”代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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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一f

概 述

弥渡县位于滇西大理白族自治州东南，总面积1 523．43平方公里，山多坝少，坝区

年平均气温16．2℃。年均降雨量730毫米。森林覆盖率31％。矿藏资源有煤、铜、铁、

铅、石膏。铂钯为特大型矿床。季节性河流以毗雄河为主干，其次为毗雌河、自云河、亚

溪河、牛街河等，均汇入札社江，流归元江。1991年末耕地面积213 539亩，其中水田

占64．5％，总人口283 267人，有汉、彝、回、自、傈僳、苗，纳西、傣等20个民族，

少数民族人口占总人口的9．11％。交通方便，北有昆畹公路横越，南有海孟公路纵贯，县

乡公路总长432．9公里(1989年统计)。区位优越，经济以农业为主，商业相对繁荣。传

统农业盛产水稻、玉米、小麦、蚕豆，经济作物有烤烟、花生，油籽、蔬菜和大麻、剑

麻。工业有采煤、水泥、农机修理、木器。建筑业实力较强，乡镇企业计5 985家。1991

年社会总产值(现价)28 269万元，国民收入15 444万元，国民生产总值18 962万元，

总产粮食93 210吨，财政收入1 731．2万元。人均国民收入548元，粮食329千克。

弥渡历史悠久，早在新石器时期，即有人类繁衍生息。有文字记载的历史起予西汉

元封二年(公元109年)。建县予民国元年(1912年)。1950年元旦，成立弥渡县人民政

府。1991年，县辖红岩乡、新街乡、太花乡、寅街乡、苴力乡、密祉乡、德苴乡、牛街

彝族乡和弥城镇，乡下设80个村公所，9个街道办事处，971个自然村。素以“花灯之

乡”、。文献名邦”称著滇西。

清道光《赵州志》载：“弥渡人文与州城并盛”，。下川务学重农”，教育文化发达。据

史料记载，县境于元代仁宗皇庆问(1312～1314年)始设弥渡市和白岩、大庄、密祉等

社学6所，择通晓经书者为师，农隙使子弟入学。明、清时代，弥渡地方有私塾40余所，

义学10所。清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起，先后设立或由义学改办的书院有彩云书院、

龙翔书院、香山书院等10所。这些社学、私塾，义学、书院，有官办、官倡民办或有识

之士举办。办学经费多以公租、捐资、集资等办法筹集开支。教学思想以尊孔读经、应

科举(考试选拔)为指导，培养维护封建统治人才为宗旨。在长期封建科举考试中，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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渡地方先后中举148人(含武举)，进士26人。清代出现了。五科七解亚”之盛况(据

《弥渡县文史资料》第一辑《六科六解亚考核》一文)，闻名子滇西，佳传于乡里。

清末废科举制度，兴办学堂，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城北中和书院改办为高等小

学堂，各层次私塾改办为初等小学堂，宣统三年(1911年)，计有小学堂10所。

民国元年(1912年)，弥渡县建立，县设学务局，民国3年(1914年)，改称劝学所，

统管全县教育事业和办理一切教育事务。大力兴办学校，发展小学教育，全县有初级小

学16所，学生400多人。民国12年(1923年)，奉国民政府教育部令，推行义务教育，

强令学龄儿童入学，小学校有较快发展。民国15年(1926年)，经地方多次申请，以县

有六项公租中的卷金、义学租为经费，报经云南省教育司批准，成立了弥渡县立初级中

学。民国24年(1935年)，开办一年制短期小学班，推行民众教育。到民国29年(1940

年)，全县有初中1所，乡镇中心小学12所，保国民小学155所，高初小在校生5 617名，

初中在校生约150名，在职教师171人。

8年抗日期间，弥渡人民踊跃从军抗日’，筹粮筹款，拾修公路，运送军需，对抗日作

出巨大贡献。人民负担沉重，而一些官绅，横征暴敛，办学经费拮据，农村凋蔽，教育

萎缩，农民无力供子女上学，初小学生大幅度减少。民国34年(1945年)，小学在校生

仅存3 617人，为民国29年(1940年)的64％。

1948年，中共滇西工委在弥渡中小学教师中发展党员，建立中共弥渡地下党，发展

。民青成员”，组织进步教师到农村去，宣传革命，掀起农民运动，发动武装反蒋。许多

小学成了中共弥渡地下党和“民青”的活动阵地，学校也因之而巩固发展起来，入学儿

童大量增加。民国38年(1949年)，小学恢复到165所，在校生12 131人，教师335人，

初中2所(舍马街中学)在校生279人。

新中国建立后，1950年1月，弥渡县人民政府接收了弥渡县2所中学、14所中心小

学和151所保国民学校；接收了愿意继续从事教育工作的全部教师。党和人民政府把教

育事业纳入国民经济部门，县人民政府设教育科主管教育。在中共弥渡县委、县人民政

府领导下，弥渡教育开始了崭新的篇章。42年来，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虽然遇到过曲

折，尤其是“文革”十年的破坏，但是在党和人民政府的正确领导下，特别是党的十一

届三中全会后的10多年来，在广大人民和广大教育工作者的努力下，弥渡教育取得了亘

古未有的辉煌成就。

普及了初等教育。新中国建立后，中共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多次提出普及初等小学

的教育任务，并将其作为一项大政实施。1954年，中共弥渡县委和县人民政府认真贯彻

“整改’’部署，在改造旧的小学教育制度的同时，努力发展普及小学教育，“整改”后全

县稳定了小学161所，为发展提高小学教育奠定了基础。农业合作期间，积极贯彻公办

和民办(实为社办、队办)两条腿走路的方针，大力普及小学。1958年对全县学龄儿童

和入学儿童进行了调查统计，全县适龄儿童23 752人，入学率达96．14％，普及了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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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但由于工作过急，学校劳动过多，加上“三年困难”，普及成果不巩固。1962年，

在校学生回落到13 024名，比1958年下降43％。为使小学教育普及巩固，广大教育工

作者艰苦奋斗，在坝区和山区开办了耕读小学(半天读书、半天劳动)366所，巡回定点

教学组点359处，民办教师增至371人。1965年，小学在校生恢复到20 392人，比1962

年增长56．5％。适龄儿童入学率增长，基本实现了普及。

“文革一十年，教育思想被扭曲，教学秩序被打乱，县“革命委员会”建立后，提出

“读小学不出村”的口号，民办学校大增。1976年，民办教师增至885人，占教师总数的

66．3％，小学骨干教师晋拔到附中授课，小学普及率94．5％，教学质量下降。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弥渡政通人和，团结安定，经济发展，为普及初等教育

创造了前提条件。1980年，中央颁布了《普及小学教育若干问题的决定》，7月县人大作

出《关于加强教育工作的十项决定》，在中共弥渡县委领导下，把普及小学教育任务作为

各级政府的一项任务，列为区乡干部的岗位指标，并与奖励挂钩，政府增拨普及教育经

费10．2万元，在民族分散地区增办了25个寄宿制半寄宿制教育点，对山区少数民族女

生实行免费入学。到1984年，山区民族地区入学率上升为95．1 oA。1985年，全县适龄

儿童人学率达98．3％，巩固率96．72％，毕业率98％，经省、州检查验收合格，云南省

人民政府颁发了<普及初等教育验收合格证》。随着教育改革的升华，小学管理体制、教

育教学内容、改革措施逐步形成制度，普及成果稳定、提高。1991年全县有完全小学119

所，村小234所，计1 179班(平均每班25人)，在校生29 510人，入学率98．33％，巩

固率96．7％，毕业率98％，小学教师1 308人，师生比例为1·19．8。全县小学五年制

转六年制工作全面完成，．健康前进。

发展普中、建立了职中和教师进修学校。弥渡县的中学教育。始于民国15年(1926

年)，弥渡中学成立，每年约50人入学，毕业30人左右。新中国建立后，弥渡中学规模

逐步扩大，1958年增设高中，招生1班(1962年高中停办)。为解决高小毕业生的升学

和为人民公社培养有文化的后备军。“大跃进”中，农业中学应运而起，先后成立7所农

中，招生637人，但学制不定，教学不稳，时起时落，无法巩固。1959年，在五一公社

新设祥云第11中学，1962年，在调整中并弥渡中学，农中也先后停办，全县仅有在校初

中生482名。1964年，弥城镇成立民办中学，招生1班(1972年并弥渡中学)。。文革”

初期，中学停止招生。1969年，恢复初中招生。在贯彻毛主席“小学附设初中班是个好

办法”的指示中，全县附中班一轰而上，先后开办45处，62班，教师142人，其中民办

教师60人。1974年，新设弥渡县第二完全中学，招收高、初中各二班。1977年，全县

有完中两所，附中74校点，高中在校生1 702人，初中在校生8 573人，小学毕业生升

学率75．3％。附中遍地开花，发展过快，造成教育内部比例失调，加之。文革”动乱，教

学质量不高。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对附中校点作了重点调整，同时，开始建立乡镇

中学，从而使普中走上了布局基本合理，师资、校舍逐步充实、教育教学日益稳定规范

的发展轨道。1991年末，全县有完中2所，县乡镇中学12所，附中13校点，在校高中

生1 017人，初中生6 144人，教职工502人。小学毕业生升学率达47．1％，为普及九

年制义务教育奠定了基础。

在发展普中的同时，1983年建立弥渡县农业技术学校，后改为弥渡县职业技术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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