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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是人类永恒的事业，其发展与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息息相关。镇雄教育发糍较早，历史悠

久，但在漫长的封建社会和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由于地理位置偏僻，社会动荡，经济落后，发展极 、

其缓慢。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镇雄县教育进入了有史以来最快最好的发展时飘特别是党的十

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教育也同其他各行各业一样，在政治稳定的良好社会环境中发生了翻天覆地的

。变化，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突出。随着社会主义事业的寥勃发展和“科教兴

国”战略的实施，以及教育法制建设的日臻完善，教育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得司了落实。我县教育 +．

在这样一个前所未有的盛世环境中，产生了量的巨大突破和质的跨越性飞跃，全民教育程度得到了4

极大提高，为当地经济建设和社会进步作出了积极的贡献，同时，也为上级学校输送了大批合格人

盛世修志，可谓顺应时代，合乎众意，也是我县教育更进一步发展之厅需。<镇雄教育志>的编

≯ 纂历经四载，即将付梓，是我县教育发展史上的一件大喜事。4年中，鳙纂人员历尽艰辛，查阅了

省、地、县挡案馆浩如烟海的文献资料，翻遍了本部门和相关部门的档案从四川叙永、云南威信、彝

良补充了大量史料，信访或走访了县内外众多知情人士，收集了千万余亨史料和成于的实物照片，

经多方考证、去伪存真后，于1995年底始成征求意见稿送有关部门稽家学者、知情人士斧正。
1996年春，成立审定委员会，邀请省、地教育志办的专家学者、毗邻县问匕、本县县志办领导及教育

界历任健在领导和老教育工作者共同审定，提出了数百条修改意见。二根据修改意见进行反复修

改后告成。

<镇雄教育志>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立场、观点、方法为彗针，以建设有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理论为指导，坚持实事求是、厚今薄古、求实存真的修志原则，全面、科学、系统地记述了从西

汉景帝末年(公元前149～143年)至1995年间镇雄境内教育发展的历皇和现状，既是志又是史，以

志为主，史在其中，通过翔实丰富的史料，凸现镇雄教育发展的规律，是一部融资料性、历史性、客观

性、规律性为一体的部门志。她的出版，对资治我县教育，教化入民群众必将大有裨益。

● 承蒙县委、县人民政府及省、地教志办的关怀及县内外各部门的支持和广大教育工作者的鼎力

相助，<镇雄教育志>功告垂成。我们这一任县教委领导班子，不负前两任的托咐，甚感欣慰。在此，

我谨代表县教委党组和行政班子。对关心支持编纂工作的各级各部门和一切为之作出努力的同志

们，致以衷心的感谢。志书虽成，但由于水平有限、史料欠缺，错漏难免，恳请批评、海涵。
’

王顺华

>>
1996年12月



凡 例

一、<镇雄教育志>的编修，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实事求是、详今

略古的修志原则，以十一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准

绳，力求反映镇雄教育的发展情况．注重史料的鉴戒和教育作用。

二、本志编纂时限：上，按可觅资料追溯镇雄有史可考之教育年代；下，到1995年底止。
一 三、境内文化、教育、卫生曾几度合为一体，但只侧重撰写有关教育方面史实；为较全面地

反映镇雄的教育发展状况，增设“社会教育”章，以介绍其他部门办教育的情况。

四、编排始终注意突出教育专志应有的特色，以事映史，以类叙事。除大事记外，其余章节

．的编写均以纪事本末体为主。
‘

五、本志采用记、传、图、表、录等形式，展现镇雄教育发展的历史。

六、本志的纪年、数字、计量单位及行文书写，按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

七、资料主要来自省、地、县有关档案，引文均注明出处。 。

多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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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雄，受横断山系的影响，西南高，东北低。雄踞于云、贵、川三省交界处。境内山峦叠障，沟壑

交错，年均气温11．3"C，春迟秋早，夏短冬长，灾害频繁，瘦薄小块的山地，主产包谷、豆子、麦子、洋

芋、烤烟。 ：，， ：v
。

，． ．，

全境面积3686平方公里，东西宽近100公里，南北阔约54公里。生息繁衍在这片土地上的

100余万人口，分属17种民族，经过长期的辛勤努力，形成了今天民族团结，人文荟萃的社会。

jj
’ ‘ ’

“。．．”1
。’ ’’ ‘+ {．一^ ”． -。’

、’3
一，i ：。 j

、

．，镇雄历史久远，但地处边隅，加上历代政治文化中心的多次变迁，文化教育发展十分缓慢。‘由

子建置及地缘影响，从西汉时起，镇雄就受蜀文化的影响和熏陶。以后，镇雄虽改隶云南，但明、清

1+两代的人日迁徙。在语言、教育、风俗等方面形成了镇雄特有的“三川半文化”。 ，
．a+

：’．，

；，在整个封建王朝统治时代，镇雄境内的教育仅是少数土司、头人的专利，文化知识的传授也是

在一种封闭的家族接力式的环境下进行。明朝洪武二十三年(1390)，古芒部(时为镇雄治所地)军

民府派土司子弟捕驹等人入国子监读书，明朝廷为更好地统治偏僻地区的少数民族，恩威并施，同

时准设儒学。此后，镇雄教育有所发展，但教育内容仍圆于狭小的经史科考范围。到清中后期，镇

雄(含彝良、威信)也仅有义学6堂、书院2所。，i一 一砖件㈠t t{ ，。弘 一t —P，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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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七月，光绪皇帝为推行“新政”，令“改镇县书院为小学”，镇雄闻风而动，，

先后将书院改称蒙学堂、小学堂，到光绪三十年(1904)时，境内的学堂已初具现代小学雏形。，以后，

进一步推行“新制学堂”，先后办起公私立学堂十余所。宣统二年(1910)，镇雄直隶州共办有各种小

学38堂，其中一堂为“官立女子小学堂”。为女子入学创造了条件o． ∥j㈠，～：t
： 中华民国建立后，将学堂改称为“学校”。民国9年(1920)前，镇雄小学发展很快。但此后十年

境内兵祸不断，殃及学校，“四乡小学完全倒闭，两级小学徒有虚名。”民国24年(1935)起，镇雄着手

实施普及教育，当年统计。全县有普通小学72校，124班，学生4853人；短期小学8所。14个班，676
’ 人。此后，发动社会力量办学。严格各种管理，小学经费来源得到保障。民国32年(1943)时，全县

’
有中心校28所，学生5393人，保国民学校120校，学生5867人，多数学校都有3～4班，风山小学

达12个班。民国35年(1946)后，由于国民党政府统治腐败，货币贬值。物价飞涨，全县教育经费日

一 紧，办学规模渐呈萎缩状，加之政局动荡，到民国38年(1949)时，全县乡间小学几乎倒闭。

一1950年人民政府接管镇雄后，重视教育的恢复和发展，1956年实现了乡乡有学校．小学发展到
236校，学生达22091人。1958年全县在“大跃进”运动的驱使下，盲目发展，浮夸实现小学普及。

1960年后，按“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将452所公立小学合并为30,2所，推行“两种教育制

度”，执行“两条腿走路”的办学方针，稳步发展全县小学教育。1965年底，全县有小学2023校，在

1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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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生达75694人，适龄儿童入学率达83．9％。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正常的教学秩序受到

冲击，错误或片面理解毛泽东有关教育论述，将“主学”与“兼学”颠倒，教学质量急剧下降。直到

1978年，小学的各项工作才得以恢复。重新建立健全各种规章制度，开展各种教学练兵活动，但由

于受冒进求快的思想支配，仍出现不求实际的浮夸，反映在学生数上，1979年小学普及率已达95％

以上。此后，金县将普及小学教育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开展多种形式办学，到1985年，全县小学增

加到1341所，在校学生126509人。

o。1986年镇雄县实行教育分级管理，极大地调动了区(镇)办教育的热情，在投入等方面给予倾

斜，教学设施建设得到空前加强，全县小学教育朝着普及九年义务教育的目标发展，到1995年，全

县小学虽只有1193所，但在校生却增加到169847人；从1985年中屯首先实现普及小学五年教育

以来，现有17个乡(镇)的63万人口基本实现了普如j ?
。．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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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宣统年间，镇雄的一些有识之士四处奔走游说：兴国家、盛地方，须人才，育人才则靠办教育、

兴学校。宣统二年(1910)农历二月初一，办起了“镇雄中学堂”，始开镇雄中学教育之先河。然而，

由于无外来财源支持，办学夭折。民国6年(1917)，镇雄重办中学，一年后，因款项不敷和各种时政

的影响，使刚办不久的中学再次告停。民国27年(1938)，镇雄决定再次兴办初级中学，为扩大声

势，邀威信合办。两家共出经费。民国30年(1941)11月。“因款项均出自镇雄，为名实相符。将镇威

联立中学更名为镇雄县立初级中学。”z “’ ‘‘： -* ∥ 一c

p。。民国期间，在罗坎曾办过“罗关初级中学”，虽为时不长，但在镇雄教育历史上却有不同寻常的

办学意义。㈠j’冲：；n { ：‘一一． ’：。、’ -。

1958年，镇雄初级中学增设高中部，更名为镇雄县第一中学，同时创办镇雄县第二中学。此后

直到1973年，县内在牛场和大湾分别开办第三、四中学，1975年开办第五中学。此间应时而起的

小学附设初中班及各种“五·七”中学虽热了一阵，但办好的没有几所，随着“文化大革命”的结束，多

数停、转了。1980年后，随着物质文化的丰富，各处开办中学的愿望越来越强烈，但1985年前中学

的批办权在地区，县内仅获准开办泼机、母享、芒部中学；1985年后，初级中学批办权改由县人民政

府决定，其主要条件是基本达到或实现小学普及教育，能自行解决中学主要校舍建设问题。据此批

办丫凤山i中屯、雨河、坪上、以萨中学。1987年后，县人民政府放弃以上第一项要求，先后批办了

18所初级中学。到1995年止，全县共有中学28所(完中10所)，有高中73班、学生5196人，初中

510班、学生29218人。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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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镇雄早期学校的师资与其他地方二样，“学在官府”，由于学堂少，当时设的教官便是管理兼教

员：“到清乘，全县各处都办起新学，但师资奇缺，特别是能适应当时新学要求的教员更是寥若辰星，

故在光绪兰十四年(1908)9月，镇雄为发展教育，办起师范传习所。此后，境内断断续续办各类短

训师资班。但却无。个完整的师资培训系统，全县师资来源极不稳定，水平也不高。+民国2年

(t913)‘。全县教员“略知教法者不过七：八人”。’此后，境内师资除自行培训外，其余则更多的从四川

或贵州聘请o(f o扯‘{。__t+ 一。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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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_’1954年后，省、地师范院校每年都分配给镇雄一定数量的毕业生(主要是初、中师毕业生)，充

≤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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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教师队伍，但仍远满足不了镇雄教育发展之需求，只得在社会上招收人员充抵教师。此状况持续

到1974年8月镇雄在一中附设中师班，1984年办起昭通地区镇雄师范学校之后，小学教师需求矛

盾才渐缓和下来。随着中学的普遍兴起，中学教师尤为紧缺。虽抽了不少小学教师去中学任教，但

却得不偿失。镇雄地边民贫，大专以上学历的教师很难分进，加之一些在教学中成长起来的骨干教

师，不调而别，另谋发展。故到1995年，各中学的教师仍存在学科不配套现象，条件好一点的县城中

学也存在英语、体育、美术等学科教师力量薄弱的问题。． ， ，-{ ：．，一：． !：。

师资队伍的另一大问题是长期来困扰教师的地位问题。巾华民国及其以前，镇雄境内教员的

经济待遇十分不稳定，常有被解聘之忧，其政治地位也不高，只是由于传统道德教育的缘故，社会地

位较为好些。1950年后，全县中小学教师经济收入得到保障，但在政治上，由于长期执行“团结j教

育、改造”的知识分子政策，使教师处于压抑状态。直到1978年中国共产党重新确立“团结、信任、

教育”的知识分子政策，“文化大革命”中被斥为“臭老九”的教师，政治地位才逐步得到提高。1990

年后，<教师法>、<教育法>等法规进一步明确教师的地位，县内教师的政治、经济地位有了法律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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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社会办教育。是镇雄在1950年后较短时间内提高人口文化素质的重要因素之一。 ，

清末，在改良风气的推动下，镇雄境内出现了阅报所，民国时期县政府组织宣传队，开设民众教

育馆，其目的都是为开通风气、启迪民众、遏制劣俗。1950年后，镇雄针对境内文盲众多的状况，展

开了大规模社会性扫盲活动，随后又办起了党校、农业学校，以提高干部、职工文化水平j随着社会

生活及教育水准的不断提高，开展了成人职后教育，附设中央农业广播分校，蓬勃发展的函授、自

修、电视教育为广大千部群众提供了在职学习的良好环境。县内先后设立的文化馆、新华书店、图

书馆、电影院、广播电视局以及在不同时期组建的文艺宣传队，丰富和满足了民众精神文化生活，同

时也提高了县内人民的文化素养，有效地开启了一代民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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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雄教育最早的管理机构是在明朝嘉靖五年(1526)设的，但此后直到清代，县内的重大教育政

策，多是遵令照章办理。科举制度的废除。给镇雄教育带来生机，“新学”的兴起，普及教育的提出，

给镇雄教育管理提出了新的要求。到民国时期，教育管理机构的设立已初具规模，形成县、乡、校的

管理网络，并且有独立的教育督学机构。这一时期，教育政策虽是以执行上级教育主管部门的为

主，但对地方教学管理也有了一些零星的管理政令。

1950年人民政府接管镇雄政权初期，教育上致力于恢复、整顿，教育管理机构实行“政督合

一”，形成了县、区(社)学校管理模式。80年代起。县内教育行政管理内部机构进一步健全，县教育

局内分设更多的股(室)。1986年分级管理后，教育管理从过去“条条管理”转为“条块结合”的管

理，其管理权更多地授予地方政府，增强了教育与地方的相互依赖性。

镇雄教育在不同时期发展进程中，在不少时起时伏的教育现象背后，教育政策的制订和执行得

到了充分体现。 ‘

从古至今都是“衣食足而礼仪兴”．如果不顾现实盲目办教育，当教育发展超出一定的经济承受

能力时，教育的发展就呈“虚肿”现象，结果不是原地踏步，就是倒退。这在镇雄几起几落的普及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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