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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

· 教育是立国之本，是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千

秋大业。盛世修志，为发展社会主义教育事业提供资料和借鉴，继

承民族文化的传统，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造福子孙后代的大好

事。

武鸣县东临素有“广西庐山”之称的大明山，南邻自治区首府

南宁市，是南宁市辖县，以壮族为主的多民族聚居地。自置县以

来，县城范围屡有变化，县名多次更改，直至民国元年(1912年)才

使用今名——武鸣县。武鸣县于明朝嘉靖三十七年(1558年)创办

修文书院，才算是武鸣县学校教育的起点，至今已有四百多年。明

清两代推行科举制度，武鸣县的教育事业，发展缓慢。至清朝末

年，清政府颁发的钦定学堂章程(壬寅学制)之后，创办思恩府官立

中学堂，建立3l所小学堂。民国期问，先后办起了300多间小学

校，遍布全县各地；又先后创办了县立师范讲习所，县立初中，县立

国民中学和私立鸣山、琴泉、阳明初中。民国三十三年(1944年)以

后，先后将私立初中改归县办，促进武鸣教育事业的发展。

解放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县人民政府接管了全县中小

学，并恢复举办简易师范，培养了大批师资，武呜的教育得到了较

快的发展。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共武呜县委及县人民政

府极其重视教育，把发展武呜教育事业，列入重要的议事日程。加

大了对教育的投入，新建扩建了部分中学，增加了全县中小学的设

备，大大地改善了全县的办学条件，把全县的小学升初中入学率提

高到95％以上。1995年1月，县委、县人民政府作出决策，并在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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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青壮年文盲的“两基”达标工作要求和措施。1995年12月25日

至29日，由南宁市人民政府“两基”达标检查验收团对城厢镇、太

平镇、上江乡、玉泉乡进行检查验收，确认这四个乡镇实施“两基”

工作基本达标。为全县实现“两基”达标迈出了可喜的第一步。1997

年6月，经自治区人民政府组织验收，全县实现“两基”达标。

同时，武鸣县的幼儿教育、职业技术教育、成人教育办学，都有

了很大的发展，教育质量不断提高。多年来，为国家的经济建设和

社会事业输送了大批合格的人才。

<武鸣县教育志>的编写，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

小平理论为指导，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对历史

进行考察、研究、分析，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力求真实、公正地反

映武鸣县几百年来教育发展的概况，做到科学性与资料性的统一，

起到“资治、教化、存史”的作用，为武呜县的教育再发展提供历史

资料和借鉴。

<武呜县教育志>编写组的同志，在各方面的大力支持下，经过

十年的艰苦努力，翻阅几百年来有关武鸣的教育史料，走访了不少

的教育界前辈，多方搜集资料并核定校正，系统地总结了武鸣县教

育发展的规律，如实地反映武呜民族教育的特色，写出了这部有价

值的志书。他们艰苦劳动的精神值得赞扬。

我们要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认真阅读<武呜县教育志>，加以

研究，吸取历史经验教训，以志为鉴，为进一步发展武鸣的教育事

业，振兴武鸣，谱写更光辉的历史篇章而努力奋斗。

值<武鸣县教育志>出版之际，是为序。

孱正欠
1998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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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武鸣县历史悠久。秦统一中国后，于公元前214年，在岭南设

南海、桂林、象郡。今武鸣县境属象郡地。汉属增食、领方二县地。

三国属吴国临浦、怀安县地。晋初属领方、增食县；晋大兴元年(318

年)，今县境分属晋兴、领方、增翊三县地。隋开皇元年(公元581

年)始设武缘县，治所在今邕宁县伶俐镇，今武呜县境属领方、宣化

二县地。大业元年(605年)，撤武缘县并入岭山郡(今横县)。唐初

恢复武缘县，今武鸣县境属朗宁、晋兴、止戈三县地。宋开宝五年

(972年)，封陵县并入武缘县；撤朗宁县，改为永宁乡，属宣化县；

．晋兴县改为乐昌县；废止戈县，改为止戈乡，属上林县。景丰右二年

(1035年)撤乐昌，并入武缘县，县治所由伶俐迁至乐昌县内(今双

桥镇苏宫村板苏屯)，今武鸣县境始属武缘县地。元朝为武缘县地。

明洪武元年(1368年)，县治所移今县城，仍为武缘县。清朝为武缘

县。民国元年(1912年)，武鸣人陆荣廷任广西都督，崇尚武功，取

意“以武而呜于天下”，将武缘县改名为武鸣县。随后升格为府，称

武鸣府。民国二年，武鸣府复改称武鸣县，属南宁道管辖。以后，广

西划分为若干个行政区，武鸣先后属武鸣区、第八区、第四区、十一

区，并多次为区署所在地。1950年，属武鸣专区，后改属宾阳专区、

邕宁专区。1952年12月起属桂西壮族自治区，1955年属桂西壮族

自治州，1958年属南宁地区。1958年12月，与隆安县合并为武隆

县。1959年6月，两县复分设。1984年，划归南宁市，为南宁市辖

县。武鸣县是以壮族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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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13年，县劝学所改称教育局。民国15年，省立十中又改名为

广西省立第九初级中学校。民国16年，在县城孔庙(原城厢镇一

小，今民族风情街)创办武鸣第一师范讲习所。民国17年，又在思

恩府孔庙(今府城镇粮所)设立第二师范讲习所，培养新学制的小

学师资，学制二年。民国18年，武呜第一师范讲习所停办，校址拨

给县立高等小学使用，同时在原县立高等小学校址新建立县立初

级中学校。民国22年，县教育局通令，要求各乡村推行新桂系的

“国民基础教育”。至民国Z7年，全县有乡完小校40所，村小校

318所，村小分校2所，共360所；停办县立初级中学和第二师范

讲习所，将省立九中改为广西省立武鸣初级中学。此外，南宁区行

署在武鸣县城还创办一所妇女工读学校。

民国26—34年(1937—1945年)，为了适应抗日战争的需要，

于民国26年9月在锣圩成立武鸣县立国民中学。民国29年9月，

在罗波乡凤林(琴泉)创办省立战地国民中学，招收武鸣东部及隆

山(今马山)、都安、上林籍学生入学。民国30年3月，该校与县立

国民中学合并。民国30年春，私立鸣山初级中学创立于明秀园。私

．立琴泉初中(在风林)和私立阳明初中(在府城)也先后创立。为了

解决初中毕业生的升学问题，广西省教育厅于民国32年8月批

准，广西省立武鸣初级中学招收高中新生两个班，更名为省立武鸣

中学。民国33年2月，私立鸣山初级中学收归县办，改名为武鸣县

立初级中学。抗日战争胜利后，民国35年4月，在双桥创办县立简

易师范学校。8月，县立国民中学停招国中班，改名为县立锣圩初

级中学。民国36年8月，武鸣县私立荣廷高级农业职业学校在宁

武庄建立。民国37年2月，私立琴泉初中和私立阳明初中同时收

归县办，全县初中按顺序命名：武鸣一中(原县立初中)、武鸣二中

(锣圩初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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