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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史修志，总结前人成败得失的经验教训，以指导我们今天脚

现代化建设，是一件极有意义的工作．值此中华腾飞、万象更新之

际，《潜江县教育志》问世了。它是潜江县教育史上第一部专志．

我们谨将它奉献给在潜江教育战线上辛勤耕耘的园丁和全县人民，．

奉献给一切关心乖支持潜江教育的朋友们。
’

潜江县地处江汉平原腹地，位于汉(汉口)宜(宜昌)公路的

中点·资源丰富，得天独厚．解放前交通闭塞，经济落后，教育发

展非常缓慢。解放前夕，全县适龄儿童入学率只有25．8％，文盲率

高达73．87％．
一

新中国成立之后，广大教育工作者在县委，县政府的领导下，’

含辛茹苦，尽心竭力·经过三十多年来的艰苦奋斗，使潜江教育的面

貌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到1984年，经过省政府验收，潜江县中、

小学实现了“一无两有一 (即校校无危房，班班有教室、学生人人

有课桌凳)。取得了“普及初等教育合格证书一，‘达到了少青壮基

本无文盲标准。1986年，潜江县成为全国一百个基础教育先进县之

一，为祖国教育园地增添了光彩，在历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目

前，全县已形成幼儿教育、普通教育、中等师范教育、职业技术教

． ‘育，成人教育五大体系。全县学生数由建国前的4764人，发展到

184822人；教师数由建国前的258人，发展到7199人．

潜江教育在发展过程中由于种种主客观原因，走过的道路是曲

折的，并有挫折和失误．尽管如此，但主流仍然是好的，方向是正确

的．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潜江教育在具有中国特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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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道路上迈开了新的步伐，前景辉煌．所有这些，《潜江县

教育志》都作了详尽的记载．
’

《潜江县教育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针，本着详今

略古的原则，采取以事归类、事以类从，横排竖写、分篇叙述的方

法，从浩繁的史料中去粗取精，去伪存真，比较客观地反映了潜江县

从清末迄今80#-来的教育史实，为我们探索潜江教育的兴衰演变及

其发展规律提供了翔实的史料。《潜江县教育志》的问世，将有助

于广大教育工作者吸取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克服盲目性，～增舡

自觉性，为进一步深化教育改革，振兴潜江教育服务。同时也为广

大青少年提供了一部热爱祖国，热爱家乡，热爱社会主义的良好乡

土教材．

鉴古观今，继往开来，让我们踏着前人的足迹，为开创潜江教

育的新局面谱写更加壮丽的篇章。

。 邹象斌

一九八七年十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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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历史唯物主义为编纂指导思想。1

是，并力求反映改革开放的时代特

特色。 ．

：
’

．

：：’(：)本志断限土起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下迄1985年，

历史跨度八十年。‘对于某些具有历史连续性的重大事件，则作了突

破上下限的记载。I 。．一’j
‘

．‘。

(三)本志以学校教育构成因素立目，按照横列事类，纵述史

实的方法编写。全书除总述、大事记外，正文8篇26章。

(四)本志行文使用语体文，但引文．附录中的文言文仍原文

照录。

(五)本志纪年，清末按帝号、民国按国号纪元夹注公元年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用公元年号。大事记中加注帝号和国号年号

者，正篇中不再加注。大事记中未及的帝号年号，正篇中加注公元

纪元。纪年所用数字，清代前用汉字书写，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

和国时期用阿拉伯字书写。文中其它数据，凡表示科学计量和具有

统计意义的，均使用阿拉伯字。但分数，不定数则使用汉字书写

(如二分之一、四五天)。
‘

(六)本志立传原则：一为生不立传，二为唯德唯公。收录对

象为：①本县曾以教育为职业的革命烈士；②长期在本县从事教育

工作，师德昭著的本籍和外籍教师；③对本县教育事业作出了显著

贡献的本籍和外籍教育行政人员；④虽不在县内工作，但长期从事

教育事业，并对教育事业作出了显著贡献的本籍教育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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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本志在记述上既尊重历史，亦尊重现状，均言必有据。’

1 954年潜江县域经过重大调整，在此以前以原区域为记述范围，但

新划入区域的重要史事和人物也同时兼及。本志所用数据，清末、

民国时期以文献为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以统计部门资料为据。

但由于统计资料有口径不一之处(如农场教育基数，有时单列，有

．时未单列)，本志系经过分析后采用，力求各项数据严谨科学。为

避免地方行政教育与产业教育统计数据相混淆，一至六篇所列数据

除注明包括有油田、农场教育外，均为地方教育数据。第七篇分述

油田、农场教育，有关数据单列，以便综合、分析．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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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中华

于宋乾德兰年

为目标的科举

学，’但县学生

员的名额最高时仅40名。从元代起始有书院，却存废无常，故遍布

城乡的学校为私塾。私塾既为举业培养。士子”，亦向市井村民子

弟授以传统文化基础知识。 ． ，，一

，’，，

；’．清光绪三十一年下谕。立停科举以广学校一，在中国延续约一

千三百年的科举选士制度于是废除。同年潜江县利用《辛丑条约》

赔款摊派到县的赔款捐改学堂捐在县城东南角文昌宫旁修建校舍j

办起了第一所新式学制的学堂一一潜江县官立高等小学堂。至宣统

：年全县共有高等小学堂1所、两等小学堂1所、初等小学堂38

所、初等农业学堂1所、初等学堂附设简易识字学塾2所，合计学

生I 1 26人，教职员59人。此外，遍布城乡的仍为各类塾馆约300余

所。 ，

，17清光绪三十二年潜江县设劝学所。劝学所设总董，各区设劝学

埙。劝学所为兴办学堂后最早的教育行政机关。‘- ．·?

清末教育资金的来源主要有。官款拨给”：‘“公款提充一。，’

。学生缴纳”三项，依办学资金来源的不同分为。官立一、。+_公

立?两种。宣统二年，全县普通教育经费岁出银元8102元。

一’ ，各类学堂一方面继承传统的。忠君一：．一。尊孔一、 。读经”宗

‘旨，一方面在不同程度上吸收西方科学知识与资本主义文化·

．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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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国成立后，潜江县实施南京临时政府于民国元年元月

公布的《普通教育暂行办法》，改称学堂为学校，废除读经讲经

课，小学实行男女合校，教育事业中的封建影响有所削弱。

．． 民国2年，潜江县曾将初等农业学校改办潜江县中学并附设

．。小学教员养成所”；将模范多级小学(多班级的初等小学)，改

为．“两等小学。”民国3年，因经费支绌，县中学停办，北路高等

小学改办初等小学。 ·

民国4年，把初等小学改称国民学校，常设的私塾(长学)也

改称国民学校。

民国6#-，开办女子国民学校。民国1 6#-北行道会的福音堂

哎补习班。此后出现的教会学校还有天主堂开设的日夜班英算补习

学校、私立育贤女子学校、私立培源小学、私立圣德小学等。

民国19年2月，中国工农红军攻克潜江县城，建立县苏维埃政

权。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苏维埃政权在拖船埠及龙湾镇办有列宁

小学。民国2 1年第五次反围剿战争失利，红军主力转移，该校停

办。

民国2 1年国民党政府恢复对潜江县的统治后，推行一年制到四

年制的义务教育，各机关团体附设民众学校，并对塾师进行培训与

检定考试，潜江县的教育事业有所发展，据《湖北省政府民国26年

度初等教育统计报告表》统计，全县有公办学校87所，学生3932

人，年教育经费30720元，学生人平教育经费7．9元。全县学龄儿童

58600入，适龄儿童入学率为23．5％(包括私塾)。

抗日战争爆发后，民国28年5月潜江县城沦陷，国民党县政府

移往东荆河西的熊口、周家矶一带。在日本侵略军的卵翼下，潜江

县城建立日伪政权。这两个政权隔河对峙三年多。在国民党县政府

一2一



统治区内，推行《国民教育实施纲领波，共设有乡中心学校3所，!

保国民学校41所、中山民校3所。在日伪统治的潜江县城内设有小

学5所(后合并为2所)；同时又开设中学1所，并在张港镇设兴

亚小学。这些学校都开设日语课，宣扬“东亚共荣”，推行奴化教

育。．民国32年初，日本侵略军发动江北扫荡，国民党县政府逃亡江
·‘ 南，结束了这一局面。

同年秋，新四军第五师第十五旅挺进襄南，开始了抗日民主政权

与日伪政权隔河对峙的局面。此时鄂豫边区行署教育处领导的。鄂

豫边区洪山公学斗从鄂东迁到襄南。同时，荆潜行政委员会也分别办

有地区和县一级的青训班，培养武装斗争和政权建设干部，还在张

金、龙湾，老新、徐李、义合桥，夏家场等地开设小学6所。

’民国34年秋，国民党重兵围困鄂豫边区，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武

装力量撤出襄南，抗日民主政权下的各种学校全部停办。日伪政权

下的学校，被国民党政府接收。

抗日战争胜利后，潜江县实施政教合一、儿童教育与成人教育

合一的国民教育制度。至民国36年上半年，全县开设乡中心国民学

． 校、保国民学校和私立小学共57所，共有学生4271人，另成人班学生

136人，共有教职员214人。未改设的学校(即私塾)144所，学生‘

2733人，入学儿童共计7．004人。学龄儿童入学率为25．8％(男童入

， ．学率为45．6％，女童入学率为4．1％)，全县文盲率为73．87％。 。

民国35#4)q 1日，国民党潜江县政府接收日伪潜江县中学，
‘改设潜江县立初级中学，并附设国民教育短期师资训练班，’后又附

设简易师范班。同年秋，张港镇开设私立芦漱中学。

这段时期的教育资金，除县立初级中学为县财政拨款外，乡保

两级国民学校在乡保范围内筹集办学基金存入商户生息，以息金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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