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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双江藉葫簇蓬簇自治县教育志：》是双江县有史以来的第一部
教育专志。

‘

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人类社会的发展归根到底是生产力的

发展，而且有一定的生产知识和劳动技能的人、是生产中最基本的

最活跃的因素。就必须受一定的教育和训练。由此可见，教育是人

类社会文明之本。它准系着人类的命运和民族的兴衰。随着社会

的发展．教育日益显示出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与教育事业息息相关，优先发展教育事业、培养大批社会主义现代

化的建设人才，这是民族振兴，国家富强，社会繁荣，人民幸福．实

现“四化”的根本大计。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把发展科学技术和教

育事业放在首要位置，制定“科教兴双”战略，这是时代的呼声，是

历史赋于我们双江广大教育工作者的光荣使命。

双江地处云南省西南部，是全国唯一的由四种少数民族自治

的自治县。同时又是集“边j山、少、穷”为一体的国家“八·七”扶贫

攻坚重点扶持贫困县。教育起步较晚，发展缓慢，直至中华人民共

和国成立前夕。大部分山区，少数民族聚居区的学校教育还是一片

空白。双江县人民政府成立后，教育和经济同步发展，现除县直完

中、职教中心、幼儿园、城关完小外，各乡(镇)皆有初级中学。小学

遍及各村寨。1998年经省地验收，双江成为“基本普及六年义务

教育”和。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县。并且全县教育已形成幼教、职

教、成教协调发展的良好态势，基础教育初具一定的办学规模，办

学效益日渐提高。这些都在《教育志>中可以窥见一斑，得到借鉴

和补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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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双江箬蔷囊墨簇白治县教育志

<双江藉蒿簇覆簇自治县教育志：》的编纂。先后缉成两届编纂
领导班子，编纂人员广征博采。取各家之长，艰辛笔耕历时5年有

余，终成此书。志书坚持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坚持四项基本

原则、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详今略古，全面地、

客观地、科学地记述了双江从明成化16年(1480年)以来五百余年

教育的历史和现状。突出了我县地处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教育特

点。敬望读者能以本书为借鉴参考，认识教育、了解教育、关心教

育、支持教育。

编定志书是一项繁重的文化建设工程，涉及面广．工作量大。

在编纂过程中，得到县档案馆、党史办、民宗局、统计局、文化体育

局、公安局、图书馆等单位的大力支持；各中小学校和离退休教师

也提供了宝贵的资料；县志办给予具体指导和帮助。在此我代表县

教委及编纂人员表示衷心感谢!

然而。由于受历史资料和编纂水平限制、编写中错漏之处难

免、望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胡明学

一九九九年十二月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3

凡 例

1、本志编纂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辩

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原则，客观地记述双江教育发展的历

史过程。

2、本志上限追溯至1887年(宗教教育追溯至1480年)。下限

至1988年止。

3、本志采用述、记、志、传、图、表、录体裁，分章、节、目编写．以

事归类，横排纵叙，分类记述。

4、大事记以编年体为主，辅以记事本末体。

5、人物。坚持生不立传的原则，对教育影响较大或有突出贡献

的，则以事系人的方法记述。

6、纪年书写。清朝时期纪年用汉字书写。民国时期纪年用阿

拉伯数字书写，并括注公元年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统一

用公元纪年。年代均指20世纪，如50—60年代。

7、本志采用规范化语体文记述，地名或人名，为不失原意，仍

按原字书写，括注简化字。

8、计量单位。历史上的计量单位，按当时计量单位记述．未加

换算。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以国务院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

国法定计量单位》规定记述。 ．

9、县名称谓．1985年6月11日以前，称双江县，以后称双江拉

祜族佤族布朗族傣族自治县，简称双江自治县。解放前(后)指县

人民政府成立前(后)。

10、地名、历史地名加括注今地名。

1l、本志资料主要来源于省、地、县档案资料及各乡(镇)、各中

学、小学教育组文字资料和实地查证的口碑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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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双江拉祜族佤族布朗族傣族自治县，位于云南省西南部，临

沧地区南部。境内邦马山．马鞍山白北向南延伸．环抱勐库，勐

勐两坝。全县总面积2 165．03平方公里，山区面积2083．62平方

公里．占总面积的96．24％。1998年，全县辖五乡两镇73个村公

所(办事处)。另有国营双江农场和勐库华侨农场，全县总人口

160 195人．居住着汉族、拉祜族、佤族、布朗族、傣族、彝族

等24种民族．少数民族总人13 71 055人，占44．54％。

双江由于地处多民族杂居的边远山区，行政区域设置较晚，

汉族文化渗透力不强，解放前社会长期动乱等原因．教育发展缓

慢。从19世纪70年代至今．县内教育经历了创办时期。恢复发

展时期。改革提高时期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光绪13年(188'7)，县内部分汉族地区的少数富

户从内地聘请教师在忙糯、圈控(千信)创办私塾，有学生30

余人。2：o世纪初(1904)义学有所发展．以后又有土民小学、蒙

童小学等．校数不多。学生派读。人学较少，学校规模小。宣统

元年(1909)全县有土民小学6校。共有学生200余人。

民国18年(1929)设立双江县，县政府先后在人口较集中

的地区开办初级小学13校。在校高、初小学生1300余人。在创

办小学教育的同时，于民国25年<1936)、民国32年(1943)分

别创办省立双江简易师范学校和县立双江初级中学。至民国36

年(1947)全县有小学43校，中学l校。省立双江简易师范办

学4年，为县内教育发展创造一定的条件，后因受办学条件、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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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力量、生源等因素所限，于1941年搬迁临沧；双江初级中学

办学6年(至1948年)，共招6班学生200余人，毕业3班70余

人，先后有16人到昆明学习深造，一部分参加边纵支队．大部

分留在乡村，成为双江第一批具有较高文化水平的人才。

第二阶段，1950年至1966年是双江教育恢复并有所发展的

时期。1950年12月成立双江县人民政府·，．在接收原有的国民小

学2校，学生52名，教师6人的基础上，县人民政府把教育作

为建政、恢复发展生产的中心来抓．实行。重点恢复，稳步发

展”的办学原则开办学校，教师就地任用。1952年．小学校数

达54校，在校生2 868人。教师60多人。1956年秋筹建双江县

中学．1957年秋校舍竣工．双江中学正式成立。1958年全面贯

彻“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和

“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

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的方针．为培养大批适应社会

主义建设急需人才，县人民政府在巩固和提高原有办学规模的同

时。调动社会各方面的办学积极性．实行。两条腿走路”的办学

措施，发展民办小学47校，全县共有公民办小学96校，在校生

达8 944人，适龄儿童人学率达90％以上。这一时期，学生入学

多，但由于要求学生参加“大跃进”劳动，教学质量受到一定影

响。

1960年以后．为度过3年自然灾害，适应经济发展水平，

进行教育规模调整．劝退超龄学生回乡参加生产劳动。一部分不

具备办学条件的民办小学实行停、并、转．调整后转为公办小学

30校。1961年双江中学升办为完全中学。经过贯彻中央“调整、

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中小学稳步发展。1965年全县

共有小学112校，其中高小12校，村小100校，适龄几童人学

率达57．6％。小学在校生7 459人；完全中学l校，在校生333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