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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1

序 言

在学校立校100年的时候，学校编写这本校志以纪念，是颇有意义的。

编写组同仁嘱我为志书写篇序言，作为在立校百年这一时间节点上任校长

的我，是推辞不了也不能推辞的。

铜井小学始创于20世纪初，清王朝风雨飘摇，不及三年帝制结束。在

中华民国的前十多年间，各派政治、军事势力互争长短，引得征战连年，国

家实际上没有真正统一过。1937年底，日本侵略军攻陷南京，铜井成为沦陷

区，家乡人民尝尽了做亡国奴的苦楚。抗战胜利，驱逐敌寇，国家本应休养

生息，发展教育，创造繁荣，振兴图强，但由于此时国民党政府的腐败已渐

入膏肓，内政难修，随即又发动了三年内战，致使国力耗尽，终至瓦解。从清

末始，中华民族历经民国数十年的内忧外患，战祸频仍，生灵涂炭，国家一

穷二白，人民饱受苦痛，直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家乡的教育

方呈现出新的气象。

新中国建立以来的60年中，学校的发展也有过艰难。“文化大革命”十

年浩劫，教育遭重创成为重灾区。阴霾散尽，大地复暖，经过几年拨乱反正，

改革开放的浩荡春风播洒校园，学校才有了长足的发展。

我之所以叙述这些历史，因为它投影在铜井小学百年校史中，并昭示

人们：国兴教育兴。我们编写这本学校志，也正是唤起尘封的记忆，让后人

在历史的寻觅中咀嚼真味。

我还想把视角范围缩小一下谈一点认识。百年前的中国，新式教育的

“洋学堂”刚刚萌发，汪时雍先生能只身一人来到地处僻远乡村的铜井小

镇，创办小学堂，开风气之先，领时代潮流，这是一种勇气，更具一种眼界。

我曾推想，汪先生为什么把办学地点选在地处江宁县西南边陲的小镇，或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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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是江南水乡的林茂田丰，或许是村邑士民的风淳俗厚，或许⋯⋯尽管我

们已无法也无须知道其选择的理由，但从汪先生矢志于乡村教育的毕生实

践看(汪先生在铜井小学主校时间达30多年)，我们有理由相信，他献身铜

井教育的信心有多么的坚定。据编志人员调查证实，汪先生只身赴他乡，青

春年华，怀抱理想，投身乡村新教育，播教一方，桃李成蹊。他除了日军占领

期的八年避战祸于大后方外，从来就没有离开过这块让他魂牵梦萦的地

方，直到上世纪五十年代辞世。汪先生引铜井为故乡，视教育为生命，为后

世树楷模，我们应该永远记住他。我们还应该记住所有为家乡教育付出劳

动、作出贡献的人。

铜井小学立校百年，我们纪念她，更是为了传承百年老校的学校精神。

我认为，学校精神必然表现在历史的传统中，并在代代相传中逐渐升腾为

一种校园精神文化形态，从而撞击人们的心灵，让人感动、激奋、昂扬。铜井

小学在百年的积淀中，经过数代前辈们的辛勤耕耘，所表现出来的诸如孜

孜不倦的目标追求，执着韧性的敬业精神，强烈主动的开拓进取，协同合作

的团队意识，健康和谐的人际关系，等等，都应该是学校精神的重要内容。

这种精神是百年老校留下的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也是学校成熟与内涵的

一种标志；这种精神时刻影响着老师、学生们的道德情操、行为习惯、思维

方式乃至价值选择；这种精神是人类生存发展的共同需要，并不因时代的

变迁而失去价值。我们纪念学校诞辰百年，就是为了更好地守护我们的精

神家园，在传承中创新，创造更优异的成绩，让家乡的教育无愧于前辈，无

误于时代，无憾于后人。我相信，只要我们付出精诚，我们所追求的目标一

定能实现。

新中国建立后，铜井小学成为一所中心小学。根据管理体制的要求，学

校负有对辖区范围内所有小学的管理职责，辖区内的小学最多时达20多

所。近年，经过布局调整，铜井辖区的小学实现“一镇一校”，原有的辖属小

学已全部撤消。这本学校志将这些已被撤消的辖属小学也纳入志书内作扼

要记述，这样的编写处置是得当的，借以留下铜井地区数十年小学教育的

概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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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拥有一所百年老校，因她的悠长历史而自豪；我们探源寻根，追忆

先贤，更懂得历史馈赠的珍贵；我们拜望一位七十多年前担任校长的耄期

长者，聆听其长话旧语，更知晓那份愈久愈浓的故乡教育情；我们走访更多

的教育前辈及受教于母校的众多校友，益发感受到大家对母校的殷殷期

待。这一切的一切，都包含一种感动，一份责任，催我们永不懈怠。

感谢志书编写小组全体同仁的辛苦劳动。

铜井中心小学校长 王明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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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写说明

一、校志力求客观地反映铜井中心小学的真实面貌和历史发展轨迹，

不曲笔，不溢美，求实存真为社会了解铜井小学，为铜井小学长盛发展积淀

文化底蕴。

二、本着“贯通古今，详今略古”的原则，校志着重叙述了新中国成立以

来，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史实。对建国前的历史事实持客观原

则，择要记述。对新中国建国以来的历次政治运动，做到从粗不从细，宜略

不宜详，写事不涉人。

三、校志断限：上限从1909年开始记事，少数史实需追溯历史渊源时

则不受上限，下限至2008年12月31日止。

四、校志采用章、节、目分类，少数列至子目，横排纵写的编写方法。“概

述”冠于各章之首，总揽全志大要。“大事记”采用编年体与记事概要相结合

的体裁，按事情发生时序记述。

五、校志纪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前，一般采用朝代年号，后加注公元

纪年，解放后概用公元纪年。“概述”、“大事记”一律用公元纪年。

六、校志以“志”为文体，直陈其事，寓观点于史实之中。以述、记、志、

图、表为主要表现形式，照片、图表随文插附，标明名称。

七、校志资料来自档案、文献记载和市、区教育志、乡志及座谈专访记

录，为节省篇幅，一般不注明出处。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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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1

概 述

铜井中心小学位于江宁区西部偏南，苏皖接界处。明、清时期，铜井境

内以私塾教育为主。1898年(清光绪二十四年)在光绪皇帝的支持下，以康

有为、梁启超为首的维新派积极推行“废科举、建学部、兴洋学”思想，实行

变法维新。1905年(清光绪三十一年)清政府正式废除科举制。1909年(清

宣统元年)，受新思想影响，毕业于宁属师范学堂、祖籍南京的汪世雍(字慕

尧)只身来到铜井，在征得地方宿儒和乡绅的同意后，借得铜井老街北面的

积善庵，办起了铜井第一个“洋学堂”，校名为“琢玉小学堂”，即铜井小学的

前身。铜井中心小学办学历史自此开始。

由于汪世雍办学思想先进，教学认真，效果又好于民间私塾学堂，“琢玉

小学堂”的社会影响力逐渐扩大，至1912年(民国元年)“琢玉小学堂”的规

模已增至2个班，4名教师，学生80多人。1915年(民国4年)地方乡绅联名

呈报国民政府江宁县教育科，要求批准成立铜井镇公立学校。1916年(民国

5年)江宁县教育科经过调研和现场勘察．确认铜井小学已具备了办公立学

校的条件，同意成立铜井镇公立初等小学校，任命汪时雍为铜井初等小学校

校长。自此明确了铜井小学的办学性质，即公立铜井镇初等小学。

至1937年(民国26年)抗战爆发前夕，铜井小学的办学效益一直受到

地方乡绅和乡民的好评，办学声誉大增。学校也在初等小学的基础上，开办

了高小复式班。1933年(民国22年)江宁自治实验县成立，经县教育科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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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井镇公立初等小学”成为“江宁自治实验县铜井镇中心国民学校”，学

生数也增至一百多人，教师近10人。

1937年(民国26年)12月日本军队侵占南京，铜井小学被迫停办，校长汪时

雍举家迁渝避难，校舍遭到破坏。1938年(民国27年)地方乡绅力举蒋长惠复校开

班授课，但由于战祸横飞，人心涣散，满目疮痍，加之经费投入无几，学校生源寥寥。

1945年(民国34年)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1946年(民国35年)汪世

雍由渝返回铜井，县教育科再次任命汪时雍为铜井小学校长，学校易名为

“江宁县铜井中心国民小学”。

至1949年，铜井小学已经历了40年的风风雨雨，由原先的单班“洋学

堂”，发展成4个班级，6个年级(高小年级复式)，下设牧龙中心国民小学和

10所村办国民学校，开齐、开足所有课程，学生过百，组织齐全(校长、教务、

童子军)，具有相当办学条件和基础的中心国民小学o

1949年4月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南京。5月江宁县人民政府接管了铜

井小学，学校易名为“江宁县铜井小学”。

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政府关心重视学校工作。学校教职员工由人民政

府统一进行了安排，教育经费由政府统一拨发，教师职业稳定，生活得到基

本保障，工作热情高涨。1950年江宁县人民政府进行区域调整，铜井镇划归

江宁十区，铜井小学也成为十区中心小学。学校有学生近200名，教职工六

七人。在解放初期各项政治运动中，铜井小学师生积极配合人民政府做好

宣传发动工作，承担着学校应尽的责任。

1953年根据县教育局的要求，铜井小学成立了铜井、牧龙、洪幕、新济

四个辅导区小学，各辅导区以辅导区小学为中心，组织区域内教师开展政

治业务学习，进行教学研究和教师培训。

1956年在县、区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学校进行翻建，拆除原积善庵内的

庵宇，平整了操场，扩建了9间教室，学校面貌焕然一新。次年，学校开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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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幼儿班，区域内儿童受教育的面进一步得到了拓展。

1957年学校被批准成为中心小学，随着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党的教育方

针的提出，掀起了群众办学的新高潮。一时间，铜井区域内兴办了13所村

办小学(即校属村级完全小学的前身)。1964年为进一步普级农村小学教

育，县教育局又要求各公社以生产队为单位开办简易小学(后改名为耕读

小学)，以此解决农村中适龄儿童就近接受教育的困难。至1964年下半年，

全公社共开办了37所耕读小学，1281名儿童接受了教育，这在一定程度上

促进了铜井区域内小学教育事业的发展。

新中国成立后的十七年，国家虽然经历了“反右”、“大跃进”及“三年经

济困难”时期，给学校教育带来了一定的影响，但学校的发展基本上是健康

的。至“文革”前，铜井小学已发展成为本部8个班级，320多名学生，近30

名教职工；下辖13个村级小学，近2000名学生的中心小学。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响彻云霄的口号声代替了琅琅的读书声，

正常的教育教学秩序被迫中断。学校教师成立了“小教造反司令部”，学生

成立了“小老虎战斗队”。1967年“小教造反司令部”夺权，学校领导被迫

靠边，学校处于瘫痪状态。在“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20余名教师被揪斗，

其中1人被捕，1人致死，4人退职。学校停课闹革命，大多数教师走出校门

进行“革命大串连”。1968年中国人民解放军支左小分队进驻铜井，取消了

铜井小学原领导管理机构，成立了“铜井小学革命委员会”，长达十多年的

中心小学管理体制被中止。后根据山东“经验”，铜井小学又被下放至铜井

大队管理。公社成立了“教育革命领导小组”(简称“教革组”)，“教革组”全

面接管全公社中、小学教育教学工作，办公地点也迁出学校至公社革委会

大院。同时，各生产大队贫宣队进驻学校，接管学校各项权力。

1968年学校开始复课，但由于政治运动一浪高过一浪，学生的学习由

容基本都是“毛主席语录”，开展阶级教育(忆苦思甜)，学唱“语录歌”、“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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