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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山县教育志

编辑说明

《衡山县教育志》是衡山县教育战线第l部专业志．修志憔目酶是总结教育工作正反两
方面的经验，研究与掌握教育发展规律，为办好社会主义的衡山教育提供历史借鉴。志的下

限I 9 8 7年。1 9 6 6年以前，保持原衡山县教育的全貌，将今衡阳帝南岳区与衡东县的

教育状况概写在内。l 9 6 6年起，只写新的衡山县教育状况，即原衡山县湘江以西地区。

1 9 8 4年设立衡阳市南岳区，本志最后3年的内容，缩小为现在衡山境内的教育情况。

志的全文分为9篇2 1章，共2 7万字。除概述I篇外，其余都是采用横排竖写的方

法，从晚清、民国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按教育发展的线索写下来，详今略古。

志内传统的封建教育是指科举制度下的教育，不包括西学进入中国后，废科举兴学堂所

办的新学，其中书院部分写得较详，旨在作为历史资料保存。有关师范教育部分未列入职业

教育，另立章节；国立师范学院则列入高等教育内．。有关民办教育、耕读教育也未单立章

节，一并写在中，小学教育部分内。志的内容除正文外，还用附件的形式辑录了一些原始资

料。大部分资料来源于省、市、县以及衡东县档案馆、图书馆和本教育委员会资料室，小部

分由县内外教育界前辈供给。

志书行文力求规范，书写格式一般按《方志编纂手册》规定办理。

本志编纂从1 9 8 5年3月开始。第1年以征集资料为主，第2年试写．第3年完成第

2稿，第4年修改定稿。I 9 8 9年铅印成书。

本志在编纂过程中，湖南省教育志办公室、湖南省档案馆，湖南省图书馆、衡阳市教育

志办公室、衡阳市第二档案馆，衡东县教育志编纂组、衡东县档案馆、衡山县志编纂委员会

办公室、衡山县档案馆、衡山县图书馆等单位给予了大力支持；副县长何凤姣、原副县长李

正南、原县教育委员会副主任旷运筹等指导过编纂工作；谭鸿钧、刘铭璋、周示行、周念

先，柳簧生、谭尹闾、邹德惠等提供了资料。在此一并表示深切的谢意。

由于年代深远，涉及面广，资料不足，且编纂水平有限，缺点错误在所难免，敬请批评

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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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县教育委员

会大楼。1984年在省、

市资助下，用人民币

25万元，价拨县人民

政府第二招待所作为

教委办公大楼。

19 85年3

月，县组建

“教育志b编

纂组，开始编

纂《教育志H，

l 98 9年3月

定稿付印。

图为县垂、县

政府、县教委

负责人与编

纂人员舍影。



岳云中学创建于1909年．埔63年被定为省首批重点中学之一。已为国家

培养2万余名中学毕业生。图为l。86年在文定书院遗址新建的科技大楼。

2． 县教师进修掌爿交创建于1981年。是县培训在职小学教师中心

以师训工作成绩卓著。1985年被评为省先进教育集体。



城关中学创建于1962

年．校址设原研经书院，

是衡山县初中教学改革实

验中心和衡阳师范专科学

校毕业生实习基地。图为

教哮实验大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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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南小学创建于1905

年，清时为雯峰书院，历

为县重点小学，1960年被

评为全国文教先进单位。

图为1988年第一期新建

工程——教学大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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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农业职业中学创建

于1983年，是中等教育结

构改革中涌现的新型学

校，1986年定址城关金龙

村。



县直属机关幼儿园是

全县幼儿教师培训和幼敦

科研中心，创建于19 52年，

198S年由县教育局接办。

衡山县白1903年始办小

学，现全县312个村，共有

小学298所t其中乡镇中心

小学2S所，学龄儿童入学

率为99．94％涸为望峰乡
中心小学新舍。

县农民技术学校是县人

民政府主办的农业技术培训

中心，1986年由省、、县投资

33．4万元，在城关镇排塘村

新建校舍，1988年招生开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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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年，经衡阳市普及初等教育验收工作团检查验收，认定

衡山县已实现普政初等教育。这是1986年7月，省人民政府给衡

山县颁发的《普及初等教育台格证》。

中华人民共和闲建立后，衡山县共扫除12．1 6万名青壮年文

卣，1988年11H 2 u被评为全国扫除文盲先进县。图为国家教育

委员会给衡山县颁发的奖状。



何炳麟(18 77--1966)，酃县人，办学成

绩啦著，曾任岳云中学校长52年，全国政协委

员、省政协副主席、民进长沙市委主任委员。

原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中

央顾问委虽李锐，于19 86年3月3

日专程视察岳云中学。图为李锐同

岳云中学教职员代表进行亲切交

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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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山自唐至清共建书院

31个。图为邺侯书院，位于

南岳半山亭上1．2公里。重

建于19 32年，现为南岳旅游

胜地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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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山县1 9 8 7年学校分布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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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山县教育志

第1篇 概述

衡山县位于湘江中游西岸，因南岳衡山而得名。北通湘潭，东临衡东，西北与双峰接

界，西南与衡阳、衡南两县毗连。历史悠久，文化教育源远流长。

衡山县治始建于晋惠帝年问(2 9 0～3 0 6年)。历史长河，几经变革。明清屑衡州

府。中华民国废府存县，属湖南省。l 9 4 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属湖南省衡阳专

区。1 9 8 3年5月．地，市合并，改属衡阳市管辖。

衡山因县域变迁较多，教育行政区划也随之相应变更。

I 9 5 0年6月，改保甲为乡村。下学期保国民学校改为乡村公立小学。l 0月，设立

南岳特区，将南岳附近的6个乡及七区(白果)、十二区(贯底)靠南岳山l 0个乡的所属

学校划归南岳特区，直属省领导。l 9 5 2年7月，撤销南岳特区建制，仍属衡山县管辖。
I 9 5 6年，撤区并乡，全县2 2 8个乡、2个镇合并为5 0个乡、3个镇。1 9 5 8

年，建立2 1个人民公社。l 9 5 9年春，改建为7 7个人民公社。辅导学区亦随行政区域

的变更作了调整。

1 9 6 0年4月，南岳管理局列为县级，辖南岳镇和南岳公社。次年3月，南岳管理局将

南岳公社划分为南岳、师古、祝融、店门4个公社。1 1月，衡山县将白果、棠兴、松柏、贯

塘、江东、新桥、贯底、东湖、马迹、望峰1 0个公社划归南岳管理局管辖，其所属学校亦

同时划归南岳管理局管理。1 9 6 3年5月，南岳管理局改为南岳县，学校又随之更名。

l 9 6 6年i月l 8日，国务院决定撤销南岳县，将南岳县的行政区域和岭坡、福田、

沙泉、宋桥、长江、长安，沙头、新场市、、萱洲、贺家、自沙公社以及城关镇划归新的衡山

县；新没衡东县，以原衡山县的湘江东部地区为行政区域。学校由所在县管辖。

1 9 8 4年5月，设豆南岳区，直属衡阳市，辖南岳镇、南岳乡和马迹、东湖、望峰

3乡靠南岳山的l 0个村，学校亦归南岳区管理。但座落在南岳区内的岳云中学仍属衡山

县。

1 9 8 7年，衡山县面积为1 0 4 3平方公里，辖3个镇、2 0个乡，3 l 2个村。人

口3 5．8 8万。按l 9 8 2年第3次全国人口普查的统计，衡山县平均每1万人口中，文

化程度达小学的4 7 4 0人，达初中的1 8 5 0人，达高中的6 4 7人，达大专的2 1人。

据民国十九年调查，衡山平均l万人口中，受过小学教育的只5 6 2人，受过中学教育的只

3 7人，受过大中专教育的仅I 6人。据此，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衡山人民的文化程度

大幅度提高。

衡山自建县至今1 6 0 0余年，文化教育历来比较发达。科举时代卜书院林立，有岳灵

萃秀之称。抗目战争时期，高等教育与中等教育发达，有南岳文明奥区之誉。中华人民共和



国建立后，教育事业起了质的变化，劳动人民在文化上得到翻身，1 9 7 9年，衡山基本实

现青壮年无文盲县，1 9 8 5年，全县又基本上普及了初等教育。

衡山县曾7次纂修地方志。至清光绪二年(1 8 7 6年)，有关封建传统教育，前人之

述备矣，毋须再述。现就清朝晚期、中华民国时期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至今，衡山教育

的发展历程简述如下：

清朝晚期

清光绪三十一年(i 9 0 5年)以前，衡山县的教育采取“书院入士，科举取士"的办

法。凡县学，书院、义学、私塾，均属封建的传统教育。晚清，衡山封建传统教育的办学形

式除县学外，主要是书院和私塾。

县学又名儒学，俗称学宫，是封建社会的县办官学。衡山县学办在县城开云楼旧址。既

是培养生员参加科举考试的县内最高学府，又是祀孔的地方，也是全县的教育行政机构。当

时衡山县有学田9 0 0 0余亩，每年提取部分学租，用于学宫办学。

书院是封建社会另一种办学形式，1是学者名流讲学、藏书和供祀先哲的地方。衡山书院

起源于唐，先后创建3 I所，其中建于清代的1 0所。清光绪十九年(1 8 9 3年)在城

北琵琶溯创建的研经书院是衡山县建立最晚的一所书院。众多的书院，历史悠久，在科举制

度下曾起过“书院入士”， “为围育才"的作用，促进了衡山文化教育的发展。

私垫是封建社会地方私人办学的简便形式。经费自筹，校舍自定，学生自招，先生自

请，教材自选，专读汉书，学习期限不一，蒙馆以识字为主，经馆以学习经史为主。正常年

景，全县有私塾l 0 0 0多所，但学生不多，一般每所5～1 0人。
‘

在维新运动的影响下，现代教育在衡山萌芽。首先是小学教育的兴起。光绪二十九年，

自山书院所设义学便改为官立自山高等小学堂。光绪三十三年，衡山县有高等小学堂3所，

学生，I 7 5人，初等小学堂3所，学生9 9人，教习2 2人。次年柳振坤(女)倡办衡山开

智女子学堂，为湘南创办女子小学堂的先声。随着官立与公立小学堂的创办，私立小学堂也

茁然并出。宣统三年(1 9 1 1年)，全县小学堂发展到6 9所，学生2 0 4 3人。但因小

学教育还处于初创阶段，在封建传统教育的影响下，多数家长仍先让其子女念几年私塾，。再

进小学、。

其次是中等教育的发韧。光绪三十年，在县城刨设衡山初级师范学堂。宣统二年，以城

北研经书院为校舍，创办衡山官立中学堂。

再次是学前教育的开端。宣统二年，县立第一高等小学堂附办蒙养院，为衡山幼儿教育

之始。

二 中华民国时期

(一)学前教育

中华民国期间，衡山曾几次办过幼稚园。如民国二十六年，县立女子高级小学幼稚班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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