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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吉安古称庐陵、吉州，元初改称吉安。本

境位于赣江中游、江西中部、吉泰盆地中心。

自东晋咸康八年(342)本境始设庐陵郡治以

来，一直是赣中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今市

辖区域，建国前大部分属吉安县，小部分属吉

水县。1949年7月解放后，以吉安县城石阳

镇为基础建立吉安市。其管辖范围，几经变

动。1987年再次扩大郊区后，全市总面积为

508平方公里，人口近30万。

封建时代，庐陵实行的是封建教育制度。

其教育宗旨是“忠君”、“尊孔”。学校类型有：

州(府)学、县学、社学、书院、义学和私塾。北

宋庆历四年(1044)，城内始建吉州学和庐陵

县学。南宋淳祜元年(1241)，始建白鹭洲书

院。此后，境内共建书院15所。社学和私学

始建于何时无考。社学盛行于明，天顺六年

(1462)，城内有社学14所。宋、元时期，私学

普遍存在，至民国末期，城内有私垫43所。社

学和私塾蒙馆的教学内容主要是《三字经》、

《百家姓》、《千字文》、《幼学琼林》等启蒙读

物；书院和私塾经馆的教学内容大致是经书、

时文、古文、论、策、表、判等。

自隋、唐开始，我国推行的是科举制度与

学校制度并行的封建教育制度。到了明代，便

以八股文为科举取士的标准，科举考试成了

读书人跻身仕途的唯一途径。无数学子把主

要精力耗费在做“八股文”上，从而大大束缚

了人们的思想，阻碍了文化的发展和科技的

进步。

吉安市是省级历史文化名城，在古代江

西文化教育史上占有领先地位。唐宋以来，这

里文化发达，教育鼎盛，人才辈出，名士荟萃，

素有。文章节义之邦”的美誉。北宋文坛泰斗

欧阳修、南宋左右丞相周必大、右丞相文天

祥、工部侍郎胡铨，古称“庐陵四忠”，为后人

所敬仰。被誉为江西三大书院之一的白鹭洲

书院，培养了民族英雄文天祥，著名诗人刘辰

翁、邓光荐等一大批历史文化名人。元灭宋

后，以抗元志士众多而著称的吉安路，学风消

沉，文坛寂寞。明代，庐陵文风复兴，群星辉

映，吉安府得殿撰者共计13人(考取状元才

能任殿撰)。知名文人、学者达150余人，杰出

者有胡广、晏壁、李桢、周忱、周孟中、刘教、胡

经、陈家模、刘孟雷等。清代刘绎主持白鹭洲

书院时于咸丰元年(1851)一科8人中举，声

誉朝野。

庐陵文化发达、教育昌盛，与鸿儒、名臣

重视教育事业分不开。他们或定居于此，捐资

兴教；或自任山长，亲自讲学；或广聘贤士，主

持教务；或以其言论文章影响后人。唐著名书

法家、吉州司马颜真卿益广学舍，聘贤士以淑

吉人，并以其言辞文章影响了吉州学风。北宋

吉州郡守李宽始建吉州州学。南宋吉州太守

江万里，奏建白鹭洲书院，并亲自主讲。从此，

吉州城内书院林立，文风鼎盛。庐陵县令、著

名理学家王守仁，在青原山设坛讲学，开展学

术争鸣，推动了理学思想的发展。进士欧阳守

道，曾任白鹭洲书院山长十年之久，培育了不

少英才。明知府汪可受捐资复建白鹭洲书院

及其配套建筑。庐陵知县刘成治捐俸修缮庐

陵县学宫。清著名学者、诗人施润章官居湖西

道员修建青原会馆和景贤书院，集众会讲，并

积极修茸白鹭洲书院，亲自主讲。清一甲进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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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绎，出任白鹭洲书院、阳明书院山长二十余

年，致力于两院的管理与教学，忠于职守，为

后人所敬慕。他主持纂修的《白鹭洲书院志》，

为研究白鹭洲书院史提供了宝贵资料。

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兴学堂，实行

《癸卯学制》，书院改为中小学堂，山长改称学

堂监督。中小学推行“忠君、尊孔、尚公、尚武、

尚实”的教育宗旨。教育内容“以忠孝为本，以

经史为基，渗入社会、自然科学知识”，并相应

增设了社会、自然科学等有关课程。废除个别

教授法，代之以班级授课制。三十一年，颁行

上谕：“立停科举，以广学校”，科举制度遂废。

它标志着改良主义教育的资产阶级性质和半

封建半殖民地教育制度的确立。

民国时期，对清末的改良主义教育进行

了多项改革：中小学堂改称学校，学堂监督改

称校长；废除“忠君”、“尊孔”的教育宗旨，提

出“注重道德教育，以实利教育、军国民教育

辅之，更以美感教育完成其道德”的教育宗

旨；制定与实施了“壬子学制”和“壬戌学制”；

在课程设置、教材内容和教学方法等方面，也

作了较大的变革。它不仅对推动当时的民主

革命运动和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起了进

步作用，而且对各级各类学校的学生升人高

一级学校和获得实际生活所必需的文化科学

知识提供了有利条件。 ·

民国时期的教育与封建教育相比，有较

大的进步和发展。但是，究其教育性质，毕竟

是资产阶级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教育，后来

竟演变成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的教育。其

主要表现在：

中小学校逐步增加 从1903年起至

1949年，先后创办了公立中学4所、联立中

学1所、私立中学12所；创办了公立小学15

所、私立小学8所。

开始实现男女教育平等 除了在中小

学和中等专业学校内逐步招收女子入学外，

还创办了省立第四女子中学和省立吉安女子

师范学校；真源小学还设立了女生部。

中等专业教育和职业教育相继创办

从1903年起至1949年，先后创办了师范学

校、商业学校、农业学校等6所中等专业学

校，还有从吉水水南迁入境内办学的省立实

用职业学校。

工农教育与平民教育开始兴起 先后

举办了工农夜校、平民学校、识字班(组)、读

报组、俱乐部等，对提高工农群众文化起了很

大作用。

革命教育和抗日救亡教育深入人心

。五四”运动后，吉安各级各类学校进步师生

积极参与和支持新文化运动、北伐战争、土地

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并作出了积

极贡献。省立七师是共产党和共青团组织在

吉安的创建地和活动中心。省立七师和省立

六中先后涌现了一大批革命志士．有的成为

革命烈士，为后人所敬仰。罗石冰、曾延生、赖

金邦、粱一清、陈正人、黄欧东、张开荆、赵林

等人为创建新中国作出了重大贡献。在抗日

战争中，广大师生同仇敌忾，艰苦奋斗，坚持

了正常教学，表现出极大的爱国热情。省立乡

村师范学校在抗日烽火中建立了中共地下党

组织，坚持抗日宣传教育。中国民族解放先锋

队还在几所中学发展民先队员200余人，积

极组织青年学生参加抗日救亡运动。国立十

三中学进步师生爱国热情高昂，同唱抗日歌，

同演抗日剧，在群众中影响较大。

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 中国天文学会

理事长、上海天文台台长万籁，中国科学技术

馆馆长祝二新，曾攻克多项尖端科研项目的

中国科学院研究员肖明镜，著名数学家王梓

坤，博物馆学著名专家、自然博物馆馆长黎先

耀，都是民国时期在吉安各校就读的杰出代

表。

压制进步思想，维护反动统治 民国

时期，国民党南京政府为了维护其反动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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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倡“四维、八德”，把忠孝、仁爱、信义、和平

等封建道德作为各级学校的培养目标。大力

推行“党化教育”(后以三民主义教育代之)，

在中学开设党义、公民、军训等课程；在小学

开设公民、童子军课。采用训练国民党员的方

式进行“信仰”、“德行”、“生活”、“服务”等训

练。在学校中实行训导制，建立国民党、三青

团组织，实施“防共、限共、溶共”的反动政策，

企图禁锢学生的思想，控制革命师生的言行，

充分反映了其教育的反动腐朽性。

建国后，吉安市逐步建立了社会主义教

育体系。其发展过程可分为四个阶段：

一、1949～1956年，是半封建、半殖民地

教育过渡到新民主义教育的转变阶段。

吉安解放后，专署、市人民政府对建国前

的各级各类学校先后进行了接管和调整。对

旧社会过来的广大教师大部分留用，并逐步

进行思想改造。选派了一批教师、干部到学校

专任或兼任学校行政职务，组建学校领导班

子，实行校务委员会制。贯彻与实施民族的、

科学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

义、官僚资本主义的教育方针。取消国民党的

反动教育制度和课程，实行各级各类学校暂

行规程(草案)，逐步改革学制、课程设置、教

材内容和教学方法。同时，加强师生的思想政

治工作和党、团、少先队工作，紧密配合各项

政治运动，培养学生的阶级观点、劳动观点、

群众观点、辩证唯物主义观点，进行了爱祖

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护公共财物的

教育，逐步肃清封建残余思想、资产阶级思想

和崇洋媚外思想，从而使学校性质发生了根

本的变化。

1953年，根据中央提出的“整顿巩固、重

点发展、提高质量、稳步前进”的方针，对中小

学、中等专业学校进行了全面整顿，对重点学

校作了适当发展。同时，组织教师学习苏联的

教育理论和教育方法，从而使全市教育在提

高质量的前提下稳步前进。

为了贯彻学校向工农开门的方针，各级

各类学校放宽了工农子女入学年龄，对家庭

经济困难的工农子女减免学费、发给助学金，

使工农子女占了在校学生的绝大多数。还分

别开办了革命烈士子弟学校、工农速成中学、

地市干部职工业余文化学校。成立了市职工

教育委员会和扫盲委员会，使工农业余教育

和扫盲工作纳入有组织、有计划的轨道，从而

迅速提高了广大干部、职工的思想和文化水

平。

至1956年，全市有公办中学4所，比建

国初增加3所，增加学生3724人，增加教职

工147人；有普通小学17所，比建国初增加

6所，增加学生5613人，增加教职工209人；

有普通中等专业学校2所，比建国初增加学

生1350人，增加教职工180人。

二、1957～1965年，教育处在曲折的发

展阶段。

1957年，全市教师参加了反击资产阶级

右派向党进攻的斗争。这场斗争使学校加强

了党的领导。但由于斗争的扩大化，一些教师

受到了不公正的批判和处理，挫伤了一些教

师的积极性，教育事业受到了一定的损失。

1957年，贯彻毛泽东主席提出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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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教育方针。1958年，党中央提出：“教育

工作的方针是，教育为无产阶级的政治服务，

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地、市各级学校开

展了以思想革命为基础，以教育与生产劳动

相结合为中心的教育革命运动，批判了教育

脱离政治、脱离生产、脱离实际的资产阶级教

育思想，开展了勤工俭学活动。由于左倾思想

，的影响，在1958年全民大炼钢铁中，学生参

加劳动过多，忽视了课堂教学与教师的主导

作用，打乱了正常的教学秩序，降低了教育、

教学质量。 ／ ．

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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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跃进”形势的影响下，许多学校盲

目“上马”。1958年，小学由1957年的17所

猛增至103所(包括新增郊区三个乡的48所

小学)；中学增加民办中学3所；1960年，中

小学还办了。跃进班”，提前一年毕业；1958

年下半年，中共吉安地委、吉安行署创办了4

所学院(工学院、农学院、医学院、师范学院)，

后合并成立井冈山大学；1959年，地区还创

办了吉安地区卫生学校。

1961年后，贯彻中共中央“调整、巩固、

充实、提高”的方针，地、市认真总结经验教

训，调整了学校布局，1962年全市小学调整

到59所，中学调整了办学规模，1963年地区

撤销了井冈山大学。各级各类学校纠正了劳

动过多、忽视课堂教学的倾向，贯彻了全日制

中、小学工作条例，在教学上狠抓基础知识和

基本技能的训练，从而使教学秩序得到较快

的恢复，教学质量稳步上升。

1963年，开展了“向雷锋同志学习”的活

动，加强了政治思想工作，师生的精神面貌发

生了很大变化。

1964年，开始贯彻“两种教育制度”，市

人民政府创办了吉安市职业中学；各系统、各

街道先后开办了一批工读中小学、红专学校

和职工业余学校；郊区各公社也先后创办了

一批农业小学、耕读小学、共产主义劳动大

学，使地、市普通教育和成人教育都有相应的

发展。

三、1966～1976年，教育事业遭到了严

重破坏和损失，处于低谷阶段。

1966～1967年我国处在“文化大革命”

中，由于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干扰和

破坏，学生停课“闹革命”；不少教师被打成

“黑帮”、“反动学术权威”，政治上受诬陷，大

批教师下放劳动；不少学校领导干部被打成

“走资派”，学校各种组织瘫痪。后来，解放军、

工人、贫下中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先后进驻

学校或管理学校。学校“以阶级斗争为主课”，

开展革命大批判，大部分文化课一度停开，取

消毕业、升学考试。大量典籍被烧毁、散失，学

校教学设施被破坏。停办了民办中学，中学由

“三·三制”改为“二·二制”。吉安高中、吉安

三中分别迁往东固、金坪，并入共产主义劳动

大学。井冈山卫校与地区防疫站并入专区人

民医院，改名为人民卫生院。吉安农校、吉安

市职业中学被撤销。半工半读的技工学校、工

读中学、职工业余学校也都被取消。

四、1976～1992年，教育事业处在改革

开放、兴旺发达的发展阶段。 ．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国进入了社

会主义发展的新的时期，吉安市贯彻了党和

国家制定的新时期教育方针，即：教育必须为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必须与生产劳动

相结合，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建设者和

接班人。

1976年10月后，地、市教育战线认真纠

正“文化大革命”的左倾错误，批判“四人帮”

炮制的“两个估计”(即“文化大革命”前十七

年教育战线是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

是“黑线专政”；知识分子的大多数“世界观基

本上是资产阶级的”是“资产阶级知识分

子”)，揭露“四人帮”纂改党的教育方针、破坏

社会主义教育的罪行；清查与“四人帮”有牵

连的人和事；调整教育行政机构，重新组建学

校领导班子，恢复党团组织，实行党支部领导

下的校长分工负责制；平反教师中的冤假错

案；全面贯彻全日制中小学暂行工作条例，逐

步恢复中学“三·三制”，废止推荐选拔制度，

恢复升留级及升学考试制度；调整学校布局，

逐步压缩高中，撤销小学附设初中班；重订学

校各项规章制度，统一课程设置，改革教育教

学方法；积极进行教育管理和教育结构改革，

逐步恢复大专、中专学校和职业技术学校，大

力发展幼儿教育和各级成人教育，从而形成

多层次、全方位的教育体系，教育事业进入了

兴旺发达的发展阶段。主要表现在：

学校规模不断扩大 1992年，全市有

地、市保育院2所，各单位托儿所、幼儿园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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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入托、入院儿童5572人；有特殊学校1

所，希望学校1所；有小学119所，在校学生

25327人，教职工1814人；有普通中学18所

(完全中学6所、初中12所)，在校学生

17152人，教职工1392人；有职业中学3所，

在校学生1168人；有普通高等学校2所，在

校学生907人；有普通中等专业学校4所，在

校学生2411人；有地、市技工学校2所，在校

学生2000’余人；有系统与单位办的技工学校

6所，在校学生2000余人；有成人大专学校4

所、成人中专学校7所、中等职工学校1所，

这三类学校总计在校学生2000余人。

教师素质明显提高 1992年，全市中

小学教师共计2911人。在高中教师中，大学

本科毕业的占48．7％；在初中教师中，大学

专科以上的占79％；在小学教师中，中师或

高中毕业的占85．8％。小学校长进行了岗位

培训。不及中师或大专文化水平的中小学教

师也先后进行了各种培训或函授，并获得了

不同学历的结业证或毕业证。中学评定高级

教师158人，小学评定特级教师2人、高级教

师275人。广大教师在教育战线上无私奉献，

精心育人，涌现了一批优秀教师和先进工作

者，仅1989年就有6名教师被评为全国优秀

教师和先进教育工作者。

办学条件不断改善 仅1986年～

1992年，用作校舍建设的经费达1429万元。

至1992年，中小学校舍建筑总面积22．7万

平方米；中小学危房面积比例由25．6％下降

至0．5％。学校的图书、仪器、电教等教学设

备数量不断增加，档次不断提高。两所重点中

学兴建了电教实验大楼。

扫除文盲和普及初等教育工作取得很大

成绩 至1988年底，经省检查验收，市郊

区15～40岁的人中，非文盲率为94．66％；

1l～15岁儿童，初等教育普及率为98．2％。

确认吉安市为基本普及初等教育和基本扫除

’文盲市。1982年经省托幼工作领导小组检查

评比，吉安市被评为全省幼托工作先进市。

教学改革不断深入 自1978年以来，

全市广泛开展了各项教学改革试验。至1990

年，全市中小学有影响的教改试验项目达20

多项，有实验项目的中学9所、小学18所，参

加实验的中小学教师达180余人、80个班

级、4000多名学生。1

教学质量稳步提高 自1979年恢复

统考招生以来，全市向高等院校输送新生

4733人，向中等专业学校输送新生1257人，

其中吉安一中、白鹭洲中学、吉安六中先后共

有10名高一、高二学生分别考取全国重点高

校少年班；在各门学科竞赛中，荣获国家、省、

地奖励的有数百人。在1991年、1992年全国

高中数学竞赛中，吉安一中、白鹭洲中学分别

获江西赛区总分第一名。在1992年江西省第

二届“八一杯”数学竞赛中，吉师附小获团体

一等奖。

优秀人才不断涌现 建国后，吉安市

各级各类学校，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其中杰

出的代表有：参加研制“尖兵1号”返回地面

卫星的研究员徐有容、参加研制无缝线路新

技术的教授段承慈、发明新型低镍铬重载齿

轮钢和发明滑石粉+P60％缓蚀添加剂的李

炳生、获国际发明奖的青年粘接专家罗来康

等。

‘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吉安市的教育工

作成绩是主要的。但由于经济不发达，基础较
差，尤其是新四乡划入以后，市区与郊区的差

别较大，教育的整体水平还不高，与四化建设

的要求、与先进地市相比，还存在一定的差

别。主要表现在：教育投入不足，经费紧缺的

状况尚未得到缓解；教育服务经济建设的意

识不强；农村教育综合改革步子不大，学校管

理总体水平偏低。

要使教育事业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的需要，前面的路还很长。在前进的道路上，

有待教育工作者努力奋斗，继往开来，坚韧不

拔，开拓前进。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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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

大 事 记

永泰元年(765)，吉州司马颜真卿益广学

舍，作育人才。
／ 。

宋

庆历四年(1044)，庐陵郡守李宽在城西

南隅建吉州学。同年，在县治北二里文宣王庙

建庐陵县学。

淳祜元年(1241)，知吉州军江万里奏建

白鹭洲书院于白鹭洲。理宗书“白鹭洲书院”

以赐。宝事占四年(1256)，生员文天祥状元及

第。

绍定四年(1231)，开国男大中大夫曾宏

甫在郡城西凤山(今天华山)别墅建凤山书

院。

715

至元二年(1342)，白鹭洲书院毁于水，吉

安路总管李珏修复。至正十五年(1355)，洪水

浸正殿，吉安路总管府达鲁花赤纳速儿丁倡

修，书院立碑记其功。

明

建文二年(1400)，吉水中鹄乡(今市天玉

乡)邱家村胡广状元及第。

天顺六年(1462)，庐陵创社学14所。嘉

靖三年(1524)，知府徐冠、同知徐吉贞于城

东、南、西、北四隅建社学4所，明末改为2

所，1616年兵毁。

正德五年(1510)，庐陵知县王守仁在仁

寿山明德堂、青原山净居寺讲“致良知”之学。

正德十年(1516)，知县谢源在明德堂建阳明

堂。清道光十九年(1839)，太守鹿春如在青原

山待月桥旁修建阳明书院。

嘉靖十四年(1535)，洪水毁白鹭洲书院，

二十一年(1542)，知府何其高迁书院于仁寿

山慈恩寺，改称白鹭书院。隆庆六年(1572)，

巡按任春元改仁寿山白鹭书院为庐陵县学。

万历元年(1573)，白鹭书院迁城北隅原县学

宫。万历七年(1579)，张居正毁天下书院，白

鹭书院改称湖西公署，后居正败，复名白鹭书

院。万历二十年(1592)，知府汪可受在白鹭洲

重建白鹭洲书院。

隆庆元年(1567)，南京太常寺卿王世槐、

湖广左参政陈嘉谟在相山诗社旧址倡建西原

会馆，购田讲学。崇祯二年(1629)，毁于火，知

府吴柄重建。明末毁废。

崇桢年间，工部左侍郎、南京兵部尚书李

邦华在城内塔水桥前建依仁书院。

洼
，月

康熙五年(1666)，湖西道员施闰章在南

关外仁寿山原县学故址建景贤书院。知府郭

景昌兴办。景贤书院义学”。

雍正年间(1723----1735)，生员萧浩等人

在吉水中鹤乡(今市天玉乡)大洲上倡建澹宁

书院。

雍正十二年(1734)，知县裴玉麟捐建“县

丞署外义学”。

乾隆九年(1744)，知县钱界在城内钟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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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原县学宫故址建石阳书院。’

乾隆二十一年(1756)，在青原山建文明

书院。

乾隆年间，白鹭洲书院生员姚颐以进士

第--(榜眼)登第。

道光二十二年(1842)，知府李经铬聘刘
绎任白鹭洲书院山长，次年又兼任阳明书院

山长。他主持白鹭洲书院时曾’1科8人中举。

因洲址多次被洪水冲毁，同治七年(1868)，知

府定祥、山长刘绎择城西仁山隆庆寺建白鹭

书院：光绪二十一年(1895)，知府贺良祯倡复

白鹭洲书院于白鹭洲。原仁山白鹭书院院址

改办阳明书院。
‘

光绪二十九年(1903)，白鹭洲书院改为

吉安府中学堂，石阳书院改为庐陵高等小学

堂，仁山阳明书院改为吉安府初级师范学堂。

光绪三十一年(1905)，在庐陵县廪局创

办庐陵师范传习所，三十三年，改办庐陵中学

堂。宣统元年(1909)停办。

光绪三十二年(1906)，在城内夏官第创

办坊廓河西初i高两等小学堂，宣统三年

(1911)停办。同年，邑绅胡观澜在坊廓乡六十

六都三官塘创办私立钱溪胡氏初、高两等小

学堂。

光绪三十四年(1908)，废府、县儒学署，

敢设县劝学所，置总董，学区设劝学员，分管

县、区教育。宣统二年(1910)，改劝学所总董

为劝学所所长。
●

●

中华民国

1912年

民国元年2月，改劝学所为学务课，1913

年改称第三科，1914年7月改称教育公所，

1916年4月复称劝学所，1924年改称教育

局，1935年复称第三科，1940年改称教育科。

是年，庐陵高等小学堂改称庐陵县立高

等小学校。

民国初年，在城隍庙办城隍庙小学校。

1914年 ·．

9月，吉安府中学堂收归省办，改名江西

省立第六中学校。1927年。2月与省立第七师

范学按合并为省立吉安中学校，11月改称省

立第五中学校。1933年8月复称省立吉安中

学校。

1917年

8月，以阳明书院等处学产创办吉州十

属公立阳明师范学校。次年8月收归省办，改

称江西省立第七师范学校。

一 1918年 ．

是年，用原阳明学款创办吉州十属公立

阳明甲种商业学校。1922年秋，改办吉州十

属公立阳明中学校。1927年8月，国民党军

警封闭阳明中学，逮捕进步师生，并杀害谢式

南校长于南昌，学校停办。1929年冬复办，

1930年秋再度停办。1937年秋复办吉州十属

联立阳明初级中学。

1919年

5月16日，省立第七师范学校学生联合

各校发电声援“五四”爱国运动。9月，成立吉

安学生联合会。9月4日全城学生总罢课，组

织“仇货检查队”，迫使当局封闭日资开办的

光耀电灯公司，焚毁日货。

是年，刘雪梅创办城南镇初级小学。

1920年

8月，省高等师范学校吉州毕业学生集

资创办私立吉州中学校，1930年秋停办。

是年，康文卿捐5千银元在省立第七师

范学校左侧建七师附小校舍。

1921年

8月，省立第七师范学校校长尹士珍拒

／乒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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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学生组织学生自治会和订购进步书刊，以

“煽动闹事”为名开除王礼锡等3名进步学

生，于是，全校学生罢课。次年8月，迫使省教

育厅撤销其校长职务。 一

是年，李学莲等人在城内杨氏宗祠创办

文水旅吉高级小学校，1930年停办。

1922年

是年，县立高等小学校教员曾延生、罗石

冰发动师生反对顽固派校长谢邦宪、邹古愚。

迫使县劝学所撤销其职务，并允许在该校推

广白话文，提倡新文化运动，改革旧规章，扩

大民主权利。

1924年

2月，省立第七师范学校建立中国社会

主义青年团吉安临时支部，5月，正式成立中

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特别支部。次年12月，设

省立七师、七师附小、联立阳明中学3个团小

组。1926年3月25日，成立省立七师、吉安

学联两个团支部。

是年春，在城内坊廓河西公所创办吉安

县立第二中心小学校，1930年停办。1934年

8月复办，改称县立坊廓小学。

是年，李士梅等人创办私立吉安中学校，

1927年停办。

1925年

6月7日，“五卅”惨案发生后，吉安学生

联合会成立“驻会沪案特别干事部”和七师

“沪案后援会”，声援上海工人的反对帝国主

义的斗争。

是年秋，在青原山阳明书院旧址创办省

立第二农业学校，1927年改称省立吉安农业

学校，同年10月，改称省立第三农业学校，

1929年迁城内，1931年冬停办。

1926年

1月26日，省立第七师范学校建立中共

吉安小组，3月下旬，成立中共吉安特别支

部。5月，建立省立七师、吉安学联两个共产

党支部。

1927年

11月，在西街马草巷黄家祠创办省立第

四女子中学校。次年，永新县私立禾川中学女

子部并人该校。1928年迁庐陵道尹公署，

1930年停办。

1930年

10月4日，红军攻克吉安城，设吉安市。

同月，在城内成立赤色教员工会。红军学校第

三分校从青原山迁仁山坪原七师内。．

1933年

是年，天主教在欧家祠天主教堂办真源

小学。

1934年

9月，在魁聚门创办吉州十属联立阳明

乡村师范学校。1936年2月迁仁山坪。8月

收归省办，改名省立吉安乡村师范学校。1946

年改称省立吉安师范学校。

是年，基督教中华圣公会在下永叔路林

家私寓创办私立庐陵小学，次年迁田侯路泾

县会馆。

1935年

县立石阳小学改为县立第一中心小学，

县城小学改为县立第一中心小学分校，县立

坊廓高等小学校改为县立第二中心小学。

1936年

9月，侨绅胡文虎捐资3500元在高峰坡

创办文虎小学校，不久停办。

11月，国民党中央委员兼豫皖绥靖主任

刘峙，投资10万元在长塘乡庙背村创办私立

扶园中学，在罗家村办扶园中学附属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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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3年8月，在马铺前设分校。 旅吉洪都十县联立南州小学。

1937年

9月，毛伦借原北门县学宫创办私立文

JJ中学，后迁戴家塘萧公馆。

1938年

是年，省立吉安乡村师范学校，私立扶园

中学200多名学生在民族解放先锋队江西总

部余仲年的介绍下参加“民先队”，组织。七·

七”读书会，学习毛泽东《论持久战》等抗El书

刊，积极从事抗日宣传活动。

1939年

3月17日，日机轰炸吉安，白鹭洲中弹，

阳明中学校舍被炸毁。6月1日，省立吉安乡

村师范附小防空洞被日机炸塌，59名师生罹

难。为此，省立吉安中学、阳明中学、省立吉安

乡村师范学校及其附属小学、私立文山中学、

私立扶园中学、吉安义教师资训练所、县立第

一中心小学分别迁往遂川、吉水、永丰、泰和

等县和吉安县农村。

秋，国民政府教育部命陈颖春在青原山

创办国立第十三中学，在铅山县设分校，在莲

花县设分班。1947年1月，改为省立天祥中

学，8月迁泰和县，改为省立泰和中学。
●

1941年

2月10日．中国伊斯兰救国协会江西省

分会，在马草巷刘氏宗祠创办私立伊斯兰小

学。

是年，萧淑宇在禾埠桥办私立建国中学。

次年，以汉奸罪被处决，吉安县政府没收其校

产，改办吉安县立中学。

是年，国民党第三战区司令罗卓英，创办

私立东门村小学。

1942年

秋，旅吉洪都十县同乡会，在万寿宫创办

1945年

2月，吉安县立中学由禾埠桥迁北门原

县学宫。原县中校址改办吉安县立简易师范

学校。

是年秋，陈启昌在小校场8号创办私立

至善中学。

9月，省立实用职业学校由吉水县水南

迁吉安河东麻家村。次年春，迁城内郭家祠、

彭家祠。
一

9月，天主教意大利神甫安克多，在仓口

天主教堂创办“要理补习班”，解放初，改称真

源小学二部。

1946年

春，吉安县立简易师范学校由禾埠桥迁

城内。省立永新女子师范学校由永新迁吉安

禾埠桥，改名省立吉安女子师范学校。

春，省立吉安中学等校学生抗议国民党

政府肆意逮捕学生，愤怒捣毁县警察局，扣押

警察局长，迫使当局释放被押学生。

8月，张国翰在上永叔路古南镇20号，

创办私立朝宗初级中学。

9月，省立吉安乡村师范学校，改称省立

吉安师范学校。乡村师范附属小学改称省立

吉安师范附属小学。

秋。尹炎农在上青塘刘家祠(现阳明西路

白塘乡政府驻地)，创办私立吉州初级中学。‘

是年，天主教在上新码头教堂办真源小

学女生部。 ‘．

1947年

上半年，詹文华等人，在五岳观创办私立

兴贤中学。

8月，张三元在兰府巷，创办私立庐陵中

学。

t＼0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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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

上半年，在石阳一小成立中共吉安地下

支部，王练、刘益群先后任支部书记。由于货

币贬值，教师不能按时领取工薪，中共吉安总

支部组织全城教员罢课三天以示抗议。

是年，蔡铁声在东门村创办私立博爱中

学。

1949年

7月16日，吉安解放。市人民政府设教

育科。22日，市人民政府接管省立吉安中学。

9月，省立吉安中学、吉安县立中学、私立扶

园中学、私立至善中学合并为省立吉安联合

中学，校址设白鹭洲。．1953年1月，改称江西

省吉安第一中学，8月，改称江西省吉安中

学，1955年，改称江西省吉安高级中学。

7月28日，改石阳镇为吉安市。市人民

政府接管公立小学，原石阳镇一、二、三、四中

心国民学校，改为市立第一、二、三、四小学。

8月，中共吉安地委创办吉安地区干部

学校，1951年3月，改为中共吉安地委干校，

1954年3月，改为中共吉安地委党校。

9月，省立吉安师范学校、省立吉安女子

师范学校、吉安县立简易师范学校、省立实用

职业学校，合并为省立吉安联合师范学校，校

址设仁山坪。1953年1月，改称省立吉安师

范学校，由仁山坪迁东门正街．

是年，省立吉安师范附属小学、省立吉安

女子师范附属小学，合并为省立吉安联合师

范附属小学，1953年2月，改称省立吉安师

范附属小学。1954年与市五小互换校舍，迁

欧家祠。

中华人民共和国

1949年

11月，市人民政府在市立四小创办市职

工业余学校，设8个班，学员约400人。1951

年9月，创办吉安地专机关干部业余文化学

校。1957年下半年两校合并’，改称吉安市干

部职工业余文化补习学校。1960年3月1

日，省教育厅通知该校为全省重点干部职工

业余学校。

1950年

1"-2月，寒假期间，市教育科组织小学

教师集训，集训后统一分配工作。
‘

6月1日，全市中、小学生庆祝首届“六

一”国际儿童节。

6月，在吉安专署院内创办地区保育院。

7月，吉安专署创办江西省吉安革命烈

属子弟补习学校。1951年9月改名为江西省

立吉安专区革命烈士子弟学校。1953年8月

并入吉安师范，易名吉安师范附属革命烈士

子弟学校。1954年2月并入赣州革命烈士子

弟学校。

1951年

1月，吉安县所属神冈、太平、螺子、北

门、青塘、塘上、梅林、青原等乡划归市辖，

新增郊区小学21所。1953年市郊区复归吉

安县管辖。1957年12月，吉安县禾埠乡大部

分、白塘乡、河东乡再次划归市辖，新增郊

区小学48所，同时设乡教育辅导区。

2月，吉安县人民政府接管私立兴贤中

学，改名为吉安县中．校址由五岳观迁小校

场8号。1953年，改称江西省吉安第三中学，

1954年，改称江西省吉安第二初级中学。

3月，成立吉安市文教工会，梁必善任工

会主席。次年，改称市教育工会。

8月，私立朝宗、庐陵中学并入私立文山

中学。年底，私立文山中学并入联立阳明中

学。次年12月，省文教厅接办，迁北门原县

学宫，改为江西省吉安第二中学，1954年1

月，改称江西省吉安第一初级中学，1958年，

改称江西省吉安市第一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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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i省立吉安专区革命烈士子弟学校

增设吉安专区工农速成中学，次年初并入南

昌“江西工农中学"。

10月，吉安专署文教科在东门村原慈辉

农场创办江西省吉安高级农业技术学校。

1954年，经农业部批准为全国重点农校。

1956年，改称吉安农业学校，1958年10月

迁吉安县横江公社老屋下村，1963年暑假，

迁回原址，1968年停办。1980年5月，在井

冈山共大分校基础上复办吉安农校，校址在

井冈山拿山沟边。1987年，迁吉安青原山。

1952年

2月26 El，中南教育部，批准吉安市人

民政府接管私立真源小学一、二部和私立庐

陵小学，分别改名吉安市立第五、第六、第

七小学。

7月下旬至8月下旬，市教育科集中全

市小学教师参加思想改造运动，结合贯彻中

共中央《关于废止对学生施行体罚和变相体

罚的指示》。中学教师集中在南昌爱国中学进

行思想改造。

8月，市教育科选派小学教师赴南昌，参

加江西省速成识字法师资训练班，学习祁建

华速成识字法。此后，在市搬运工会、锯木

厂培训群众教师109名，在各行业开办25个

工人速成识字班，学员达1103名。

9月，改教育科为文教科。1956年10月，

改称文教局。1957年4月，改称文教卫生局．

1958年7月．改称文教局。1967年11月，改

称文卫组。1969年，改称教育组。1973年，

改称教育局。

9月，市文教科在古南塔柿树下路口，创

办市立第八小学。

10月15 El，市文教科以市立三小为重

点，组织新学制教学研究会，研究贯彻专署

文教科颁发的《吉安专区1952年下半年五年

一贯制小学实施计划》。

1953年

1月，改吉安市为吉安镇，同年12月，吉

安镇复名为吉安市。

2月，吉安师范、吉安一中(4-白鹭洲中

学)、吉安二中(今吉安一中)、吉安农校成

立中共联合党支部，龙正大、范毅先后任党

支部书记。1956年，四所学校分别建立中共

支部。1986年8月，吉安一中建立党总支，汪

笃礼任总支书记。1987年白鹭洲中学建立党

总支，刘炎生任总支书记。

是年，学习苏联凯洛夫主编的《教育

学》．和《普希金教授教育学讲演录》，推行五

个教学原则、五个教学环节和五级记分法。

是年，各中学开展创“三好学生”活动。

1954年

1月，市文教卫生系统建立中共联合支

部。1956年，成立市区小学中共联合支部，刘

思桂、张定国、李佩先后任支部书记。1964

年，分古南、文山、阳明三个片成立中共联

合支部，王厚生、李佩、李光前分别任各支

部书记。1970年起，各市区小学先后以校为

单位建立中共支部。

5月，市文教科、市教育工会联合召开全

市小学教师教学经验交流会，举行教学专题

讲座，在海员俱乐部举办自制教具展览。

1955年

4月，市水上区政府从船民福利金中提

取2％的资金两万余元，在乾明巷2号建校

舍，．创办市水上小学，学生在校膳宿。1985

年停办。

6月，市人民政府在太平桥北面创办市

保育院。

下半年，建立吉安市教育研究室。

1956年

8月，市人民委员会接办私立南州小学、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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