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沅陵县教育见于史志记载的很少。明、清《辰州府志》、《沅陵

县志》只有教育人物，学官和书院兴建、复修等内容。民国19年《沅

陵县志》除转载旧志外，仅增写教育机构、中小学校简介和660字的

《近十年教育之状况》。

从秦、汉起，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沅陵历为郡，路，

州、府、行署的文化教育中心。1949年10月以来，教育事业发展很快。中国

’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制定了“百年大计，教育为本”的基本

国策以及改革开放的方针。发展教育、开发智力，成为新时代的重任。

值此四海安谧，政通人和，盛世修志之际，县文教局为弥补史

缺，服务当代，惠及后世，决定拨付专款，．调配专人，创修沅陵县
、

教育专业志。编者存真求实地记述了沅陵县教育的历史与现状。这

是一部具有特色的朴实、严谨，科学的资料书，是资政，教化，存

史的可信资料。通读此书，可以纵观沅陵县教育事业的兴衰起伏，。

了解其发展规律，吸取发人深省的经验与教训，为改革当代教育之借鉴。

古人云：“修史莫难于志”，四年多来，编写小组的同志，继承我

国修志的优良传统，致力于地方志事业，认真学习地方志理论，辛

勤耕耘，精心编纂。通过九改篇且，两次评议，四易其稿，终于以

19万字的篇幅出版。它将为新编地方志文库增一瑰宝，添一异葩。

《沅陵县教育志》与广大读者见面了，我衷心祝愿广大教育工作

者，以志为鉴，继往开来，谱写出沅陵教育的新篇章!

陈志兵

1988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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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志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观点，贯

彻存真求实方针，详今略古原则，记述沅陵县教育历史与

现状，时限上起秦汉，下止公元1987年。

二、本志横排纵述，设14章、38节。体裁有述、j己，7

。志，传，图，表、录等。概述综合评述教育事业的兴衰得

失，总摄全志；大事记用编年体和记事本末体记述教育发

展的大致脉络，为全志之经；各章节以记为主，辅以图表；

附录汇集具有史料价值的文献、资料。 ．．

三，尊重历史，照实记载。清代以前的历史纪年用汉

字、民国纪年使用阿拉伯字，均加注公元纪年；行政区域，

学校，教师等称谓，加注今称；旧计量单位照实书写，旧

人民币值换算成新人民币值。

四、按照史志“生不立传”的原则，选择长期从事教

育事业、具有一定影响的已故人物，以卒年先后为序立传

上表。业绩卓著的在世人物，在有关章节中记录。

五、图片集中插页编排。学校分布图只标记村级以上
学校名称。 ’．

’

六、本志资料来源于文书档案、旧志史料及民间耆老，

一般不注释出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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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

沅陵位于湖南省西部。自汉高祖五年(从元前202年)置县，
‘

迄今两千多年。县境方圆5850．21平方公里，地灵人杰，资源丰富。

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沅陵人民辛勤耕耘，既创造了赖以生存的物 ．

质财富，又培育了熠熠生辉的璀灿文化。

。沅陵教育的始源，可溯及两千多年前的秦朝。《太平御览》载，
一 秦焚书坑儒，县内“二酉山石穴中有书千卷”．“秦人于此而学”。后

汉建武二十六年(50)，沅陵长吕种“置官吏，分苗民，兴学

校”o(1]至公元16世纪初，王守仁讲学于城西龙兴讲寺；接着“崇正”、

“虎溪”等10所书院相继设立；“义学”接踵出世；私塾遍及城乡。从

汉朝到鸦片战争前夕，“官学”、“私学”，均以-“养成贤才”，“供朝廷

之用”为宗旨，以《四书》，《五经》为“兴行教育，作育人才”的经典。

1840年至1911年期间，全县学校有官学、私学，西学三种类型，

即：官学有辰州府中学堂．县立高等小学堂等；私学有怡思溪初等

小学堂等；西学有英国基督教会办的福音小学等。学校仍承袭“忠

君”。“尊孔”的办学宗旨，进行教育．教学。在教会学校里，还有“奴

化教育”的内容。

中华民国建立后的三十八年里，沅陵教育曾有几度起落。民国伊始，

全县有学校120多所，办学盛极一时。当时的《大公报》称：“湘省教

育甲于全国”．“而沅陵教育之进化⋯⋯在全湘已占第一地位”∞。

另一次大起是在抗日战争时期。“七·七”事变后，外地学校纷纷迁

入县境，全县有中等学校22所，小学及幼稚园389所。三次人落是在

(1j迟端：《沅陵县志》序，清康熙四十四年(1705)版。

(2]原载民国15年5月12日(1926年6月21日)长沙《夫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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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5年，1927年，1949年沅陵解放前夜。这期间，兵匪骚乱猖獗，

战乱频仍，白色恐怖严酷，许多学校关闭，学生辍学，教师星散。

1949年9月沅陵解放时，全县中、小学较抗战时期均有减少。

就其办学宗旨言，进入民国后，“忠君”，“尊孔”已被“以‘三

民主义’为本、施教”所取代。同时，教育体制，教育内容，学校管

理体制，·教学思想及教学方法等，均有不同程度的变革。这期间，

县内出现了正规的职业学校，学前教育也开始兴办。

中华人民共和斛成立唇的十七年，沅陵教育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改造旧教育，发展人民教育事业，取得了可喜的成就。初期，人民

政府接管学校，并从教育目的、教育教学思想，教育体制、管理机

构，教师队伍以及教学方法诸方面，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改造。根据

“教育为工农服务，为生产建设服务”的方针，学校向工农开门，

广大劳动人民子弟有了入学的机会。干部、职工，农(市)民教育

也有很大的发展。工人夜校，干部速成学校及扫盲识字教育办得有．

声有色。嗣后，贯彻执行．“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

劳动相结合”以及“两种劳动制度”、“两种教育制度”的指示，端正

办学指导思想，进行教育革命，一批半工半读学校，农业中学应运

而生。 ，
．

但是，在这十七年里，全县教育事业在前进中也有过较大的失

误。1957年，反右派斗争扩大化，全县有211名中小学教师被错划为

“右派分子”；1959年拔“白旗”，一些教师受到冲击。这些均严重地

挫伤了教师的积极性，其影响持续了较长一段时间。在教育的发展’

速度上，又一度不顾客观实际，贪多求快。在贯彻教育与生产劳动

相结合的方针时，也曾出现过偏颇。过多的劳动，冲击了正常的教，

学秩序，削弱了文化知识课教学。．

“文化大革命”十年，全县教育事业遭到严重破坏，并留下了诸

多的“后遗症”。十年里，多数教师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和迫害，学

校一度被迫停课o．“知识即罪恶，人才似粪土”，各级各类学校教育质

量严重下降。另外，在“读高中不出公社，读初中不出大队”的I：1

2



号下，一时间，各公社都办起了高中，多数大队办起了初中。但终

因脱离客观实际，违背教育规律。师资，设备奇缺，学校难以为继。

经过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后的拨乱反正，全县教育工作开始走

向正常。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教育事业得到迅速恢复

和发展。党的知识分子政惹得到落实，教职员工中的494起冤，假、锚

案得以改正，受害者得到平反，恢复名誉，这充分调动了广大教师的

积极性。社会尊师重教在全县蔚成风气。师资培训工作得以加强，

师资队伍的政治与业务素质均有较大的提高。学校布局几经调整臻

于合理，各乡设立中心小学，初小下伸设点，方便山区村寨居住分

散的各民族人民子弟入学；总结推广复式教学、乡话补助教学经

验，促进教育普及和教育质量的提高。1985年，经省地验收，全县

实现了普及初等教育和基本完成了扫除青壮年文盲的任务。改革中

等教育结构，办起了2所职业中学，48所农民技术学校。1978年以

来，群众办学热情高涨，三年时间全县集资700多万元，乡镇中小学

办学条件得到改善。1987年，全县有中小学1111所，教师5179人，
’

在校学生114638人，分别为建国初期的19．8倍，7．17倍和30倍。但

． 自恢复高考后，片面追求升学率相继发生。
。

沅陵教育既有着悠久的历史，又有着极强的生命力。它曾为国

．家的建设、为开发和振兴沅陵经济作出过巨大的贡献。随着教育改

革的深入开展，它将以更新的姿态服务于经济建设，以更丰硕的成

果奉献给沅陵人民! 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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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事 记
；．．

秦
’

秦始皇三十四年(公元前213)．

焚书坑儒，县内乌宿“小酉山上石穴中有书千卷，相传秦人于

此而学。” ．

汉 ：

东汉建武二十六年(50， ．

吕种任沅陵长，“最官吏，分苗民，兴学校”。

唐 一

贞观二年(628，

牧建龙兴讲寺，讲授经学，地址县城西虎溪山， ．

宋

绍兴年间(1131～1162)

昭武人何镐，随父兑通判辰州．父得程氏中庸之旨于马伸，稿

述以教辰人，I二足士始知有马氏之学。

’ ～
JC

辰州腑·’≯坩，．旧在府治东南，元时霞修，极为完美。明洪武初

改建于观渊讼之北。清峻熙二t。·"1-(1683)，知县刘应‘fl迁建
北门坡下故辰州衔地(今教育巷)。民国时期，遗址属教育局。’

4



县丞张子登将县学宫由城西虎溪山迁城内鹤鸣山麓，清道垄!
五年(1836) 渐址．馏l县f．璋幕{ii数万绀修复·规模较旧更宏

整。
．

宣德十年(1435' ，

御史薛f宣监湖广银场，至郡即修治沅陵县学，进诸生讲说道义，

一时愚蒙渐发，弦歌满城，并提倡为学当与时俱新。

正德五年(1510)

二月，．王阳明自龙场谪归，道过辰州，寓龙兴讲寺，讲授致良

知之学。
．

正德六年(1511’

辰州知府戴敏创办崇正书院(东门内)。清道光二十九年(1849i：
知府钟音鸿并于试院．后改为督学署。民国革新为辰郡联立中学借

用，归教育局财产保管铷经理。年久毁于驻兵。

正德九年(1514) ．

举人董汉策(辰州衔人)'上春古不第，归建“翠山书院(小酉山’。'

嘉靖六年(1527)

进士王世隆(辰州衔人，授刑部主事)，归构大覃妙华书院。

，嘉靖二十三年(1544’

‘辰州郡丞徐珊(系王守仁门生)建虎溪精舍(虎萼山)。，后拓为
虎溪；醅。崇祯初，1守道奥良枢更题阳明书院。清雍正十一年‘1733’

． 5



知县赵念曾复名虎溪书院。

嘉靖三十五年(1556)

分守道游震得建诚溪书院(虎溪山)。

巡道万士和，督木道糇景贤捐置学田十七亩，载儒学寄庄粮五
斗一升。坐落土名下沙溪、牛角溪、白洋坪，始奠教育基金。

， 万。历十四年(1587)

冬，分守道蔡国珍同郡守赵健，建立龙山书院，地址教场坪西。

集各学弟子生员之有志者与之论学，郡内文风始兴。 ．

J

． 清

t 顺治九年( 1652)
’

清廷颁布《御制明伦堂卧碑条约》，县学宫刻制卧碑。

乾隆元年(1736)

知县赵念曾捐百金于龙兴讲寺内建造尊经阁，藏朝廷赐书、经
史，文集共千余本，供书院诸生诵读。 ．

乾隆二十年(1756)

知县届宜伸建崇文书院，地址城北。

。 乾隆四十八年(1783)

辰州知府单烽于酉阳书院创办义学，为蒙课所。成丰三年

(1853)，知府刘位坦于城外东西南北，分别设立义学各一所。

。 光绪十一年(1886)
’

知县董耀煜募捐重建成人书院，地址鹤鸣山园妙观左侧。后知
。

县徐方泰易名鹤鸣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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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二十五年(1899)

奘旧摹督教会在县城府仓巷设立福音小学。

． 光绪二十七年(1901)

沅陵县派科甲出身的士子张吉光等17人，分别去日本，英国、

德国，法国留学。
、

’

光绪二十九年(．1903)
、

二月，沅陵县立高等小学堂创办，校址鹤鸣山。 ；

三月，柳林汊大洞溪在冯景乍的倡导下，开办怡思溪私立初级

小学堂(今大洞溪村小学)。
‘

。八月，沅陵师范传习所创立，宣统三年停办。民国2年(1913)

恢复，改称沅陵师范讲习所。

辰州知腑连培基创办辰州府中学堂，校址虎溪书院。民国元年

‘1912)迁天’j。山更名为辰州公立中学校。1914年，改称湖南第八

·联合县立中学校。1937年，改名辰郡联立中学。

光绪三十年( 1904)

三月，优廪生冯士倜自费留学日本宏文学院速成师范班，六个 ’·

月学成回国。
’

一
．

美国基督教会用“辰州教案”赔款，在沅陵县城东门设福音小学堂。

光绪三十二年(’1906) ．

七月，裁教谕、训导署，设沅陵县劝学所。一
美国基督教会在沅陵设立中西女学堂。民M12年(1923

收初中学生，改名为贞德女子中学。

宣统元年(1906)
、

七月，美国基督教会在沅陵设立中西男学堂，民向3年，改为朝



阳初级中学。

举行拔萃科考试，沅陵县拔贡生5人。自隋唐以来，千余年科
举，至此告终。 。 、

． $

中华民国

． 元年(1912)

3月，县内小学学制由九年改为七年。废止读经课，增设手工
美术课。

按《普通教育暂行办法》规定，县内‘‘学堂’’名称改为p学校”，
总管学校的“监督”更名“校长”。

‘

宏坪乡(黄壤坪)水渊溪，设立初级小学校。

沅陵县署废，辰州府署设学务科，管理县内教育，科长李文英。
●

‘

· 2年(1913)

辰州府学务科布告乡镇，对私塾实行监督，限制读经，增设初
级课文。

辰州公立中学校，学制由五年改为四年。．

县内鹤鹏山，麻伊湫、北溶，马底驿、浦市江东寺(今属泸溪县)

等地，分设第一，二，三，四，五高等小学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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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年(1914)

裁府复县，县署设3科，教育隶属第二科管理。

4年(1915)

1月，县劝学所设立，所长吕贤英，16年6月废。

5年(1916)

县立第一高等小学校校舍被驻军张学济部队抛为兵营．学校迁



6年(1917)
‘

4月，县政府从县地方经费项下划出教育产款，交劝学所独立

保管0县女74,学创立，校长张言艮，地址杏浒冲。24年，改为女师附县女 学创立，校长张言艮，地址杏浒冲。24年：吸力叉卿刚

小。
． ， ．

县师资讲>-j所创办。

7年(1918)

县通俗讲演所设劝学所内。25年12月，改为民众教育馆。

． 8年(1919)

县内中、小学奉教育部令，改体操为体育，

至此告退，

尚武，军国民教育，

县内学校，执行教育部训令；“废止教育宗旨，

自行其是。11年终止。

宣布教育本义；’

9年．(1920)
’

S月9日，《沅陵薮育现状记》载：‘‘辰郡中学向有6班，本期仅’
招5班190X，开课两月，到校学生寥若晨星”。

． 9月5日，县劝学所被五区军据为司令部。

， 是年，县教育会成立。 ．

· 10年(1921)

7月30且，省长需传谕嘉奖：县劝学所所长潘益龄，县立一小张．

田兹馄，女小余树兰，陈激兰，县城第一国民学校校长毛麟文，私立

务实国民学校校长刘树声。

⋯县政府发出：“国民应受四年义务教育”的训令，乌宿·北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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