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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首说明

一、《湖北省商业简志》是按编纂《湖北省

地方志》的要求组织编写的。内容包括省商业厅

及直属和原直属各单位建国以来的主要业务发展

变化情况和有关历史资料，是一套比较系统的商

业史料。
’

二、根据详今略古的精神和资料搜集的情

况，重点编写建国后的部分，对建国前只作了适

当的回顾与追溯。

三、由于商业厅及直属和原直属各单位的情

况各不相同，有专业公司、工厂、学校等。因此，

在编修体例和内容上都不宜统一规范。于是采取

了统一序列，分单位编修的办法。。

四、全书共分十二册。第一册，综合卷；第

二册，百货商业卷；第三册，纺织品商业卷；第

四册，五金商业卷；第五册，副食品商业卷；第

六册，食品商业卷；第七册，石油商业卷；第八

册，武汉石油站卷；第九册，商业储运卷；第十

册，汉口蛋厂卷；第十一册，湖北商业学校卷；

第十二册饮食业、服务业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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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湖北省商业学校是一所有八十年历史的职业学校，他经历了

自清末以来的各种政治变革而始终没有停办，这是一个不平凡的

经历．

清朝末年废科举兴学校的重要目的之一是振兴实业，一时之

间，各种实业学堂纷纷创立起来。然而实业却并未因此而获振

兴，虽然也培养了一些人才．却因实业萧条而英雄无用武之地，

这些实业学校大多被迫停办了。入民国后，一：些教育家把职业

教育的着眼点放在社会就业上，然而在国民党当政的整个过程

中，职业学校毕业生仍然没有出路，学校办办停停，最后还是天

折了。湖北省商业学校少从1907年创建，经历三个朝代，中途未

曾停顿，新中国诞生后，学校还有很大的发展，这是值得珍惜而

又值得研究的。 ．

’ 建国以前的湖北省商业学校，在其后期，并不是专为商业培

养人才，课程设置以会计，统计和审计三门为主。而会计一科。

又分设铁路，银行、官厅、农，工．商各业的专门性会计学，针

对社会需求，灵活应变，随机增减，这就大大地扩宽了学生就业

的出路，使得学生家长鼓励子弟投考，学校也就得以继续兴办。

有了这一特点，他就不同于其他某些实业(或职业)学校的命

运，即使在实业不振、谋职困难之际，学了会计这门应用广泛的

职业校术，学生总还能找到一个相应职业，而中专层次的学生，

职位要求不高。技术水平不低，正符合社会各行业中基层职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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档次，供与求统一，育才与用人对口。商业学校就是这样在建国

以前撑持了四十二年。这是一条艰难的道路，既走过来了，就有

债得借鉴的经验教训。这是上面所说值得珍惜，值得研究的原因

之一。 一’

湖北省商业学校，人们比较一致地认为有着较广泛的影响，

这可以从两方面来评价。据了解，三、四十年代商业学校毕业的

学生，现在还有很多在新中国各条战线上从事会计、统计或商业

管理工作，有的还是政府或企事业依重的骨干，这就给学校的声

誉带来了光采，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建国以后，人民政府把

湖，tL省商业学校办成专为商业培养人才的学校，三十八年来已培

养七千多人，他们为社会主义商业而献才能、献智慧，在湖北全

省每一个县市，在商业系统的高、中、低层，处处都有商业学校

毕业的学生，其中高龄的巳年及花甲，年轻的还只二十来岁，象

这样一支经过系统专业训练的商业职工梯队，给湖北省商业工作

所作的贡献，自然是相当可观的。这是值得珍惜、值得研究的原

因之二。 ‘

还应该作一个比较s建国以前，商业学校毕业生难于就业，

学校不能专门为商业育才．而必须灵活地适应社会需要，才能维

持下来，建国以后，人民政府把他改造成为专门为商业培养人才

的基地，而且办学规模发展了一倍多(400：900)。建国以前四十

二年的培养总数，估计约为3，000人，建国以后三十余年的培养总

数，累计巳超过7，000人。这个差异的根本原因，是社会制度所决

定的。中央商业部提出“围绕商业办教育，办好教育促商业。矽

把实业与职业看成辩证的因果关系，这就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商业‘

学校办学的宗旨和方向，他的发展是与我们国家建设事业的发展

同步的。这是值得珍惜和值得研究的原因之三。 ．

目前，我们国家发展的形势，向商业学校提出了更高的要

求，那就是如何把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贯彻到办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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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中去，跟上时代步伐，从商业实践中去研究新作法、总结新

经验、探索新理论。这就要求广大教职工坚定政治方向，努力学

习，以提高业务水平，特别是需要教师们勇敢地改革，更新自己

的知识结构、更新教学内容，改进教学方法，只有这样才能培养

出适合社会主义现代化商业所需要的人才。这是一个历史使命，

现在在职的教职工应该把商业学校的历史更好地写下去，写得更

光采，更生动。 j

值此湖北省商业学校创建八十周年之际，又适逢校志定稿付

印，我作为湖北省商业学校的毕业生，又是学校现职工作人员，

特为校志写这篇序． ．

· 刘采炎

一九八七年四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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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省商业学校，从创建到现在已有近八十年的历史。综观

我国近代职业教育的全过程，湖北省商业学校可算是一个完整的

标本，。它经历了满清帝国、中华民国及中华人民共和国三个历史

时代，实施过各个时期的不同学制。由于种种历史原因，曾十

四次更换校名，十五次迁移校扯，几十次更换校长，在历次重大

的改治变革和战争年代，曾两次与工业学校合并而后又分出来独

立建校，又曾先后有汉口市商业职业学校，沙市市职业学校、大

冶高级职业学校、武昌女子高级职业学校商科并入。还由于各个

时期政治倾向的不同及教育思想的变迁，学佼由最初的全盘学日

本．后改为全盘学西方，再改为全盘学苏联。最后才定下来摸索

和开拓自己的办学道路。湖北省商业学校的经历，时间是漫长的

，道路是曲折的，对湖北的商业职业教育来说，它是一所从无珥

有、从小到大、没有中断又不断更新的学校。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是清王朝的末期，政治腐败，国力贫
弱，帝国主义列强正进行着瓜分中国的阴谋，民族命运处于生死存
亡的关头。当此时机，一切爱国有识之士，无不深思苦索，探求

救国救民的真理，其中，从教育角度寻求自强之路的颇不乏人，

戊戍变法(1898)的领袖人物梁启超就说过t“变法之本在育

才。"他提出过“改变科举、废除八股取士”的主张。戊戍变法

虽失败了，他们的教育主张却留下了深远的影响。此后，又经厉

了义和团运动和八国联军之役(1900)，割地赔款，国势危殆，

这时立宪运动的代表人物张之洞也说过。、“中国不贫于财而贫

于人才。一他也提出了“变法自强"和。递减科举’’的主张。光



始三十一年(1905)，清政府迫于形势，接受众议，发布了《变

停科举以广学校》的“上谕一，从隋炀帝大业三年(606)开始，

推行了一千三百年的封建科举制度，到这时才宣告结束。这样

一条教育与育才观念的发展道路，是残酷的政治历史现实向当改

老提出了人才因素的重要性而促成的，是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

((立停科举以广学校》“上谕"颁布的同时，还制定和公布

了由张之洞等所拟的《奏定学堂章程》和《奏定中等农工商实业

掣堂章程》等文教法规，这些章程把整个教育系统分为初、中，

高三等，把实业教育成体系地与普通教育系统并列起来。这是一

个结构完整、层次衔接的教育体制，与从前的书院教育配以科攀

制度相比，有着划时代的差别。

封建科举的废止和新型学制的产生，是创立新学校的两个前

提，到光绪三十二年(1906)张之洞已先后在湖北创建了工业，

农业，测绘、师范等学堂。光绪三十三年(1907)，湖北提擘婕

蕈绍箕创办了湖北商业中学堂，它就是现在湖北省商业学校翘j{玎
身。可以这样说，从我国有了新型的职业教育，湖北省商业中学

堂是全国较早的一所商业性质的职业学校。

((奏定学堂章程》，教育史上称为“壬寅癸卯学制’’(19)2

年拟订，1903年重订)，按这一学制总原则订定的((奏定中等农

工商实业学堂章程》规定招收小学毕业生，入学后有两年预科以

补授文化嬉础课，预科毕业再升入本科，本科肄业三年，共计五

年。可以这样理解，在新型学校草创之际，预科制度是一种过渡

办法。((奏定学堂章程》及张之洞所拟((学务纲要))在实施方

面、突出显示了全面学日本这个特点，如说t “教法以日本为最

善，，，“(日本)文字较近"，“传习易、经费省、回华速’’。所

以湖北商业中学堂，不仅采用日本教材，教法，甚至课程设置，

教学制度都从日本商业学校搬来，并请来了日本教师，中国教师

也多是留学日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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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宣统三年(1911——辛亥)七月湖北商业中学堂第一届学生

毕业。同年十月，武昌起义成功，中华民国建立，湖北商业中学

堂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告了一个段落。回顾这一阶段的办学厉

程，有三点可以肯定t一，封建科举制度因空疏无用而被废除，

为兴实业而育人才的思想被人们接受之后，商业学堂办起来，改

造了士大夫们陈旧的轻商观念，二，实业学校的建立，把职业训

练摆上了正规教育的位置，商业中学堂的建立，突破了以前靠带

学徒传技术以培养商业人才的一贯传统，三，满清的闭关主义政

策解体之后，开始接受外国的东西，新理论、新技术被接受进

来。商业中学堂的建立，从商业知识方面开始把外国的(主要是

日本的)经营与管理作了启蒙式的传播。

中华民国成立(1912)，第一任教育总长蔡元培对满清的学

校教育进行了重大的原则性改革，如废除忠君、尊孔这些封建盼

教育宗旨，禁止使用清朝所订教材，禁止体罚，准许女子入学读

书等等。民国二年(1913)，公布了Ⅸ壬子癸丑学制》(1912锤
拟订．1913年重订)及《实业学校法》、《实业学校章程》，也把实

业教育成体系地与普通教育系统并列起来。实业学校分为甲种、

乙种两个层次，甲种相当于中学堂，并沿用了预科制度。前湖

北商业中学堂改制．称为甲种商业学校，学制四年；预科一年，

本科三年，但可以延长一年。这一情况表明，在学制方面，承袭

较多，变动不大。
． 《壬子癸丑学制》实行了十年才为《壬戊学制》(1922年订

定)所取代，而湖北甲种商业学校直到民国十五年(1926)，才

改行新制。综合这十余年的办学经历，可归纳为如下几点：一、

在军阀混战，商业不景气的历史条件下，学校能继续办下去，说

明商业教育有它的生命力，它在社会就业方面，究竟比普通学校

要略胜一筹，蔡元培所著((教育界之恐慌及救济之方法》一文中

所说， “实业教育之缺乏，致中学生不能为社会之用"．．“中学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生所有智力⋯⋯用于大商业，似犹未能措置裕如⋯⋯。炒(见

《蔡元培文集)))正可以证明这一特点，二、实业教育已从实质

上向职业教育转化，即商业本身并未因商业人才的增多而得到振

兴，国家也没有把这些人才组织起来去经营商业，甲种商业学校

的毕业学生，仅仅是比较容易“为社会之用’’，谋取一个吃饭的地

方。三，商业教育已显出了对社会的某些不适应而有待改革，如

职业教育家黄炎培在《汕头职业学校添设商科计划书》一文中所

揭示的； “部定甲，乙种商校规程，最大弊病在果板。毕业有定

期，不问其能力如何，各科需通习，不问其需要如何。"(见

《《黄炎培教育文选》)这一批评，是很有针对性的。

民国十一年所公布的(《壬戊学制》，教育史上称为“新学

制’’，与此学制配套的(《新学制职业学校课程标准》及《新学制

职业学校课程纲要》在民国十四年(1925)先后制订公布了。

“新学制’’所订的学校系统是三段六级，其中小学、中学各为六

年，都各分为初级与高级各三年，“‘新学制"职业科相当于中学

段，也分为初、高两级，取消了预科制度。原湖北省甲种商业学

校按规定改名为湖北省商科高级中学，按新订的课程标准及课程

纲要来设课与授课。其初期曾短期实行学分制和职业课选修制。

“新学制芹与以前两个学制不同，它是由非官方的各省教育

家所组织的"全国教育联合会"所拟定，然后提请北洋军阀政府

批准公布施行。这些教育家们幻想模仿美国的教育方法来改变中

国的教育状况，从而摆脱军阀政治，独立办教育。如中、小学的

六、三，三(年)制，就是依美国模式照着订的。又如道尔顿制

的采用，也全是美国教学法的模仿⋯⋯。

单就学制而言，“新学制"实施时间最长。湖北省商科高级

中学在往后年月里，学校名称多次更改，教材，教法也时有变

动，历经战乱迁徙，学校分分合合，仍然一贯按这一学制办学。

从民国十五年到民国三十八年(1926—1949)的二十余年办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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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中，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煎大变化。一，初行新学制，从原来

的学日本改为学美国，商业教育的中心内容改变了——由东洋式

簿记改为大陆式簿记(包括记帐方式，记帐原理)，二，商业教

学的职业特色加强了，把工业、银行，铁道，财政，合作，商业

等行业的会计学普遍施教，增加了学生的职业才能，扩宽了学生

的就业门路，三，在长期教学实践中，专业教师稳定下来，形成

了专业班子，教学系统渐渐严密起来，四，这二十多年中，向社

会输送商业人才至少在2000以上(仅1939至1949十年问，毕业学

生总计904人)，可以从两个方面看这时的办学效益。一方面，

在湖北财政、银行，税务、粮食等部门的会计管理系统中，都有

高商毕业学生，而且有的成为中，高层的技术骨干，另一方面，

早期毕业学生素质受到社会的肯定，也就为后期毕业学生就业创

造了条件。

建国以前四十二年的商业学校经历了“实业学校一和“职业

学校矽两个阶段。“实业学校黟是清末理想主义的产物，在私有

制的条件下， “实业教育’’充其量只是给实业以某些影响I宴业

本身没有发展，实业教育是无能为力的，而且连毕业生也没有出

路I “职业学校打是教育家们对社会就业问题经过调查研究后，

搞了一个“教育改革运动"而提出来的，其中以黄炎培、蔡元培

等发起而组织的“中华职业教育社"(1917)主张最力。民国二

十年(1931)四月，国民政府教育部发出“训令"，规定各省职

业学校过少者暂不添办普通中学，私人呈请办中学的也要督促或

劝令改办职业学校。由此可见，职业的名义比实业的名义要切合

实际。

至于商业职业学校与农业、工业职校比起来还有其独自的社

会价值。湖北的中级农业学校，开办比商校早，但时办时停，断

断续续，这是因为私有制的小农经济用不上这些农业人才，工业

学校设有土木工程科、机械科、化工科、女子染织科，这些专业都

5



因社会实际需要有限。办学过程萎靡不振，没有生气，唯独商业

学校一直维持一个较高的办学规模，这是由于学校把教学重点

摆在会计技术方面，纵然私营商业用人不多，但在财、粮、

税、银、教、医这些部门总不能没有会计。学校每年向社会输送80

到100名会计人员，虽不能百分之百立即就业，但到底还是有多

数人找到了工作。这是商业学校加强了它的适应性而使然。——

从这方面看，商业学校更象一所会计职业学校。把商业学校真正

与商业直接联在一起，那是建国以后。专门为社会主义的公有静I

商业而培育人才，商业学校才名实相符。

建f日以后，商业学校一度与工业学校合并，旋即分开独立设

校。在政权更替过程中，没有停止教学和招生，办学制度基本沿

月j原来的学制。从一九五三年秋季起，改属湖北省商业厅领导，

实际上是按照以后提出的“围绕商业办教育，办好教育促商业"

这一辩证原则办学，去掉了“实业一，“职业’’这些校名的附加

成分。虽然此后三十多年多次变更校名，而办学原则是一直不

变，贯彻至今。

从一九五四年起，湖北省商业学校开始采用苏联商业中专的

模式办学，直到一九五八年初这种全盘学苏联的做法才刹车。这

一时期的办学特点有。学制改为两年半，各学期所学课程分为考

试与考查两类，凡期末考试，毕业时的“国家考试"主要采取口

试答辫式，采用五级记分I教学管理，主要采用十四种表格来控

制l采苏联教材，全面学习凯洛夫教学法并试行他的全套教学环

节⋯⋯。一九五八年初，最后一个班通过“国家考试”毕业离

校。这以后，这一套办法中的大部分停止实施，重新施行原来习

用的制度及方法。笼统地评价这一阶段的成败是不容易的，例

如“国家考试矽制度停止施行了，因为它程序繁琐，过于紧张，

考试时间太长，教师、学生、主考人员疲惫不堪，但是凡经过圜

家考试合格的学生，在事后都认为。学得过硬，知识有系统，技

6



术掌握牢。这就显示为瑕瑜互见，而且瑕不掩瑜。总结这一阶段

可以有如下几点经验教训：一，学习外国的新东西是必要的，但

要结合国情，不能全盘硬搬。一方面把自己行之有效的做法全不

要，一方面把自己不会韵拿来全部硬性推行，以致造成一些失

误，形式上很热烈，实质性效益不多。二，吸取别人的新东西，必
须先认识自己的不够的地方，亟需改革的地方以及应该赶上别人

的地方，然后求我所需，为我所用。三，学习新东西，要把别人

的东西拿来与自己的进行比较研究，做到知己知彼，不图形似，

讲求实效。这些教训是从本校的经历而得来，它对以后的办学具

有指导意义。 ·

从一九五八年初开始的新学期，到一九六八年暑假，是按照

三年制进行正规教学的十年，从一九六九年珂一九七四年，因文

化大革命而停止了办学，从一九七四年到一九七八年虽然恢复了

教学，但处于秩序动荡、思想混乱时期，教学方向举棋不定，学

校的教学计划徒有形勘教师的授课计划受支配于学生。老师不
敢大胆地教，学生不能专心地学，靠推荐入学的工农兵学员没有

学到什么东西。 ·
．

’
’

这二十年中，前十年虽然随着大流搞了冒进，但也不是全无是

处。例如。五十年代开始的校际协作是这一时期行而有效、普追

受益的措施，本校与兄弟学校取长补短，互通有无，解决了许多

一校难以解决的问题。这一协作形式是社会主义制度下促进人民

教育事业发展的一种必不可少的形式，它已被肯定下来并被继续

采用。又如，通过协作组织教师编写教材，突破了以前教科书达

一神圣的禁区，编教材虽不是人人参与的事，但它使编书的人与

教书的人靠拢了，这有利于教学质量的提高。至于后十年，这是

本校办学史上一段荒唐的插曲，对学校是灾乱的年月，对学生是

被损害的时代。通史已有评价，这里就不必累赘了。

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开始了新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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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期，商业学校从此也进入了新的阶段。新的特色表现在学校管

理与教学工作全面的正规化，表现在对教学要求提高质量，对学

生讲求能力培养，表现在社会主义商业空前发展，促使学校必须

扩大办学规模，还表现在办学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来来

⋯⋯。在短短六年里(1980——1985)，前进的步伐既大且快，

这是新时期的快节奏所促成的。

关于新时期所施行的中专学制，可以说是为医治十年动乱的

历史后遗症而特定的过渡性学制。通过国家统一高等考试，根据

各年划定的分数线录取学生。这些学生已经读完了高中再来接受

两年专业训练，按教育常规及教育层次都应属于专科学历，由于

历史的原因，这些毕业生仍然只算是中专毕业。这是教育事业所

必具的求实精神。待到这个历史后遗症治愈之后，这一学制必将

为新的学制所取代。总之，从学制说，我们是走自己的道路I实

事求是，因时制宜办教育。这里阐明这个问题，对于未来研究商

业中专教育史者是有意义的。

对于办学即将八十年的商业学校进行一个全面的反思，有几

点是使人欣喜的，也是令人鼓舞的。 ．

一、学校的性质，从纯封建主义的，转向资本主义的，再转

变为社会主义的。道路尽管曲折，然而一步一步地总在向前迈

进。二、学校的教师，从聘请日籍教师和送学生去日本培训，变

’为我国自己培养，再变为我校自设师资大专班，这也是一条艰难

的路，时间虽然漫长，然而我们毕竟是在上升，并且登上了一定

的高度。三、学校的教材，从翻译日本商业中学教科书，变为我

国专家学者编著教科书，再变为学校教师自编教科书，这又是一

条自力更生的路，学校教师自编的教科书，姑且不从深度上衡

量，，但它是切合我国的商业实际的。四、学校的名称，看来

清、民两代的“实业矽与。职业一仅一字之差，可它却是理想主义

与实用主义(黄炎培称职业教育为“实用主义教育"⋯见《黄
8



炎培教育论文选)))的分界。建国以后，学佼名称把这些个附加

成分去掉了，从实质上解决了两个问题t “围绕商业办教育’’是

职业训练，“办好教育促商业黟是实业思想。归根到底，这是社

会制度所决定：在私有制条件下，实业振兴不起来，职业出路也

不可能解决，只有在社会主义公有制条件下，实业能得以振兴，

职业问题也得到解决。湖北省商业学校的全部经历，正好证明这

一社会发展规律的支配力量。

祖国在前进，湖北省商业学校跟着在前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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