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扬州市教育委员会编

新华出版社



扬州市教育志

扬州市教育委员会编

新华出版社



扬州市教育志编纂委员会

主任谈振华

委员’郑万钟锁敦信李孟星徐益民陆纪坤 孙公平

扬州市教育志审稿人员

主审郑万钟

审稿唐家实李孟星项复民

扬'／t、I市教育志编纂组

主编：杨林山

编辑：任德贵卞歧王琦

顾问：胡文



扬州市教育志编纂委员会

主任谈振华

委员’郑万钟锁敦信李孟星徐益民陆纪坤 孙公平

扬州市教育志审稿人员

主审郑万钟

审稿唐家实李孟星项复民

扬'／t、I市教育志编纂组

主编：杨林山

编辑：任德贵卞歧王琦

顾问：胡文



扬州市教育志编纂委员会

主任谈振华

委员’郑万钟锁敦信李孟星徐益民陆纪坤 孙公平

扬州市教育志审稿人员

主审郑万钟

审稿唐家实李孟星项复民

扬'／t、I市教育志编纂组

主编：杨林山

编辑：任德贵卞歧王琦

顾问：胡文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7搴'

、I

卜江苏省扬扑l中

学，前身是1902年创

办的扬州第一所官立

中学 仪董学堂。

图为江泽民主席为扬

州中学的题词 歪洋
i民

●

扬

州

由

学

树

人

堂

慷毒箭餐傲励店昆继往南未国结务篷



▲扬州大学校本部主体数学楼

▲迁址后的扬州市新华中学



▲国家教委副主任柳斌视察梅岭中学并题词



7伊
、

▲江苏省教育志工作譬扬州教育志评审会议全体代表合彩

产1 j
■

▲扬州市乡镇成人敦育示范较一一江都宜睦镇成^教育中心校

、k

?襞



序
扬州是遐迩闻名的历史文化名城，人文荟萃，教育发端较早，历代扬州地方志中，均有教育

(学校)的有关记述。自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修成《江都县新志》后，修志工作中辍，以致在

很长时间，没有一部足资全面反映本市教育事业兴衰起伏、变化发展的资料性著述。

八十年代初，全国各地都先后开始编纂社会主义新方志，本市也开始了地方志编修工作。

1986年，市教育局成立了教育志编纂组，并明确一位领导同志主持实施编志工作。历时6年。

数易其稿，编纂组在完成了《扬州市志·教育篇》的基础上，又完成了《扬州市教育志》的文稿。

1996年扬、泰分设两市后，按照市地方志办公室的要求，以现扬州市的行政区域为记述范围。

重新编写《扬州市教育志》。这部志书的时限上至各类教育的发端，下限断至1999年，涉及漫

长的时间跨度。由于历经战乱烽火，加之“文革”的浩劫，教育文档散佚不全，而编纂教育专业

志在我市又属首举，无成熟经验可资依循，志书编纂之艰辛自不难想象。唯其如此，今天我们

对《扬州市教育志》的出版面世，才培感珍贵。

《扬州市教育志》详今略古地记述了我市各级各类教育事业发展变化的历史和现状，它是

一部具有丰富内容和鲜明时代特点的社会主义新专业志。这部志书通过綦详的记述表明，历

史上每次重大的社会变革，都会使教育事业受到明显的影响。经济繁荣、政治稳定的承平盛

世，教育就兴旺发达，欣欣向荣；反之，国难当头，兵连祸结，教育事业就萧条凋敝。它以史实揭

示了这样的规律：只有社会主义制度和实行改革开放，才能使我们的教育事业得到迅速和蓬勃

的发展。它还告诉人们：在漫长的历史岁月里，我市多少有识之士，热心教育，锐意创新，rig,C,,

沥血，终老杏坛，他们的贡献和业绩将为后世永志不忘。

史称方志作用有三：一日“存史”，二日“教化”，三日“资政”。《扬州市教育志》的编纂和成

书为教育科学研究提供了正史不详或正史所无的资料，起到了“存史”的作用，那是确定无疑

的。根据志书所记我市教育事业的沧桑巨变，它又是一部近代、现代教育史和国情、市情教育

的好教材，这一“教化”将泽被当代、惠及子孙。此外《扬州市教育志》的出版。也必将对我市各

级政府及其教育行政部门进行科学决策提供借鉴，发挥重要的“资政”作用。

新中国建立后，教育历来受到重视，特别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各级政府和社会各

界努力增加教育的投入，不断改善办学条件，切实加强教师队伍建设，逐年提高教育质量，全市

教育事业出现了空前的繁荣，为全面实施教育现代化奠定了基础，迈开了走向二十一世纪的雄

健步伐。教育事业是世代赓续而又日新月异的事业，前辈入的创业，为后人留下了一份宝贵的

教育基业；现代人的无私奉献，又必将使之发扬光大，在教育园地上描绘更加美好的春天，这就

是一代代人继往开来的历史足迹。

随着时代的进步和事业的发展，作为反映事业历史和现状的方志为保持其时代性，每隔一

段时期将续修一次。届时它所记述的既有今天扬州教育事业的重大成就，还必将反映出新世

纪扬州教育所展现的高度辉煌和广大教育工作者创造出的丰功伟绩。我们坚信．这一美好的

企盼一定会成为光辉的现实。

谨以为序。

郑万钟



凡 例

～、本志是一部记述扬州市教育事业发展历史和现状的志书，上限起自各类

教育事业的发端。下限断至1999年底。其记述范围为扬、泰分设后今扬州市的行

政区域。详记市区、覆盖全市。

二、本志记事，详今略古，详近略远，但对民国时期的重要教育史实，特别是抗

日根据地和解放区的新民主主义教育事业亦适当详记。

三、本志纪年，新中国建立前先写朝代及民国纪年，括注公元纪年，新中国建

立后一律用公元纪年。

四、本志篇目组织采取以横为主，纵横结合的方式安排，不拘泥于一个分类标

准或横分到底。一般以章、节、目三个层次横分，子目因事制宜，纵横结合，灵活掌

握。

五、本志采用述、记、志、传、录、图、表等并用的综合体裁。全志的。概述”述议

结合，勾勒事业发展的轮廓；图、表注明表号，按章插排；大事记以编年体为主，辅

之以纪事本末体。

六、本志所记述的是断限范围内的教育主体业务。为彰明教育事业兴衰起伏

的历史背景，亦适当述及政治事变及政治运动对教育的影响，但对事变及运动的

始末不作专门记述。

七、根据。生不立传”的原则，本志。人物。一章中的传略所列入的均系对本市

教育事业作出较大贡献，具有显著业绩和社会影响的已故教育名人。列入名录的

系本志断限内获得省级以上表彰和荣誉称号的教育界人士。

八、为了行文简略，以。建国前(或后)。表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以

。解放前(或后)。表示。1949年l叫月扬州全境先后解放前(或后)。o
九、本志所援用的各项数据，建国前的摘自有关文献档案，建国后的主要根据

教育主管部门及统计局的统计资料。

十、由于建国后扬州的行政区域和名称先后发生变化，行文中的“全区。指原

扬州地区，。全市。主要指1996年扬、泰分设后的扬州市区域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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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扬州教育事业的发展，源远流长。西汉，

大教育家董仲舒曾任江都相，他的教育思想，

对扬州的教育事业发展有深远影响。明嘉靖

年间扬州府学碑记云：“江都，汉分封诸王地也

⋯⋯至孝武朝，河间董仲舒始倡明正谊明道之

学。事易王于江都，于是海内之士耸然易听，

转相发明，正学，赖以复辟。而江都为最先被

泽之地。流风逸韵，逾久弥光，士生其多，可不

谓尤幸哉!”明代扬州的五贤书院(董仲舒居五

贤首位)，清末扬州的仪董学堂(以董仲舒为仪

范)。乃至民国期间扬州城的“正谊”中小学都

反映了对董仲舒教育思想的崇尚。及至隋唐，

扬州工商业兴盛，商贾如织，中外文人学士往

来不断，教育发达。所属境内建学宫，设官学。

并有大量私学兴起。儒学大师曹宪就曾在家

乡扬州“聚徒教授，凡数百人，公卿多从之游”。

崇儒尊孔，讲授昭明文选，这是具有高等教育

性质的私学举措在扬州的首倡，也是开后世书

院教育的先河。高僧鉴真也在扬州传授佛教

经义、医学医术，在国内外，有很大影响。宋以

后，兴学之风大盛，扬州的教育事业也日趋繁

荣，各地先后建立了州学、县学，同时聚徒讲学

和供私人读书研究学问的书院也陆续建立，著

名的有南宋进士龚基先在高邮创建的淮海书

院。元代实行“遵用汉法”的文教政策，除按章

设立各级官学外，同时对书院采取提倡、扶植

和加强控制的政策，扬州地区宋代创建的一些

书院一般都被保留下来，同时还出现了一些个

人读书、学研的新书院。明初，政府重官学，倡

科举，书院一度衰落。后由于科举日益腐朽，

教育空疏，一些理学家为救治时弊。多立书院

讲学，至成化年间书院迅速发展，到嘉靖年间

达到极盛。这一时期扬州地区的书院也有较

大发展，特别是扬州城区的书院创设较多，先

后有资政书院，维扬书院，甘泉书院(后改名崇

雅书院)，五贤书院等。

清代扬州不仅是府治、县治之所在，而且

盐漕察院、两淮都转盐运使司等盐务机构都聚

集于此，盐官、盐商“藉其财富之余以为养育人

才之地，故饩廪之给，视他郡为优”，从而促进

了扬州教育事业，特别是书院的迅速发展，出

现了“东南书院之盛，扬州得其三焉”(《重修扬

州府志》)的盛况。清代扬州境内各州县创办

的书院lO余所，其中城区的书院有安定书院，

梅花书院，广陵书院(又名邗阳书院)，虹桥书

院，敬亭书院等。尤以安定、梅花两书院名声

最大，也是扬州当时的最高学府．主掌两院并

课艺的有许多名重一时的人物。如安定书院

的王步青(罕皆)、杭士骏(大宗)、蒋士铨(心

余)、赵翼(云崧)，梅花书院的姚鼐(姬传)，茅

元铭(耕亭)、蒋宗海(春农)、洪桐(桐生)等，从

而培养了一批具有真才实学的人才。据李斗

《扬州画肪录》对嘉庆前肄业于两院的“能文通

艺之士”的粗略罗列，从裴之仙至程赞普有数

十人之多。其中兴化的任大椿。高邮的王念

孙，江都的汪中，宝应的刘台拱，以及甘泉的焦

循，仪征的刘文淇等扬州学派的代表人物，都

曾受业于安定、梅花两院。嘉庆十八年(1807

年)，梅花书院生徒洪莹以殿试第一名及第，扬

州的书院更是声名远播。

除府县学和书院外，清代扬州还有大批以

教学童或训蒙为主的义学砒学，以及各种类
型的私学、家学。这一些教育机构虽然一般都

比较小。但也反映了扬州当时教育的繁荣。繁

荣的教育哺育了大批人才，而它所招来的四面

八方的学者们，又给扬州学子以兼收并蓄，博

采众长的优越条件。“海内文士，丰集维扬”

(谢望《书画所见录》)他们带来了形形色色的
l



文化流派和思想，并通过教育渠道灌输给扬州

学人，也使扬州的教育达到了较高的水平。

清末，西学东渐，扬州又得风气之先，成为

新式教育的发源地之一。原有的旧学相继停

办或改办，陆续出现了一些新式的学堂和学

校，其中最先出现的是教会学堂。

1869年法国天主教会在东关街马监巷口

创办了达义小学堂，这是扬州也是江苏省最早

的教会学堂。后来，美国基督教美南浸信会和

耶苏教内地会等也先后在扬州办起了一些学

堂。

扬州的官办学堂最早的是光绪二十三年

(1897年)高邮知州章邦直创建的珠湖致用书

院内设的致用学堂。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

11月，清政府颁布兴学诏书，要求“除京师已

设大学堂，各州、县均设小学堂，并多设蒙养学

堂。”此后，扬州各地的官办学堂相继建立。

扬州城区的官办学堂是在光绪二十八年

(1902年)清政府颁布了“壬寅学制”以后办起

来的。是年，两淮盐运使程仪洛以安定、梅花

两书院的部分经费首先在东关街创办了仪董

学堂，同时将设在琼花观的淮南书局改建为笃

材学堂。翌年清廷又颁布了“癸卯学制”，学堂

开始定型，仪董学堂实行中学制，笃材学堂实

行高等小学制。此后两淮又在义塾的基础上

创办了八所初等小学堂。扬州府创办了扬州

府中学堂，江都、甘泉两县合办了江甘高等小

学堂，同时还分别创办了一些初等小堂，并出

现了一批私立的学堂，形成了近代教育体系的

雏形。

扬州的师范学堂最早的是光绪三十二年

(1906年)江西旅扬绅士芦晋恩在南河下康山

街创办的扬州速成师范学堂。两年后两淮盐

运使又在左卫街梅花书院旧址建立了官办的

两淮师范学堂。

为了适应新兴教育事业的发展，扬州城区

在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成立了最早的近代

教育行政机构——劝学所，综理全境学务。不

久各州、县也成立了劝学所。辛亥革命后劝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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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被取消，由县署的“学务课”管理教育。

民国建立，教育部先后公布了小学、中学、

师范、大学及专门学校令，学堂一律改成学校。

这以后扬州各地的学校数量有所发展，级类也

有所增加，并且出现了像省立第八中学、省立

第五师范这样一些名师荟萃、蜚声大江南北的

中等学校。据有关资料统计，自民国元年

(1912年)至民国十六年(1927年)扬州城区先

后共办过小学35所，其中公办16所，私办13

所，教会办6所；中学9所，其中公办2所，私

办3所，教会办4所。另外先后还办有师范学

校3所，商业和护士学校各l所。这期间的学

校规模都比较小，多数为单轨或单班，学生数

额比较少。学制初实行南京临时国民政府颁

布的“壬子癸丑学制”，即初等教育七年，其中

初小四年，高小三年；中等教育四年，其中师范

学校本科四年，另预科一年，实业学校均为三

年。1922年后又实行“壬戍学制”即后来一直

沿用的六、三、三制，小学六年，初中三年，高中

三年。这时扬州各地的教育事业按江苏省行

政公署的规定由县署所属的第三科掌管。民

国七年(1918年)按教育部规定各地恢复了劝

学所建制。民国十二年(1923年)各县就原有

劝学所改设教育局。

北伐后，直至抗战前，扬州的教育事业相

对稳定．并有了新的发展，主要表现在：1．学

校的事业规模扩大。这期间的江苏省立扬州

中学有20多个班级，在校生达800多人；江都

县中和省实验小学等校也都有10多个班级，

学生数都在500人以上。这在当时的扬州教

育史上是空前的。2．公办学校的数量增加，

私立学校的数量下降。以小学为例，公办学校

由原来的16所增加到23所，私立学校由原来

的13所。下降至7所。3．独立的高等学校和

职业技术学校开始出现。扬州城区在民国二

十一年(1932年)创办了私立的正谊初级职业

学校；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创办了私立的

高等教育性质的国学专修学校；民国二十三年

(1934年)创办了公立的江都生活学校(后改



为江苏省立扬州初级农业制造学校)。

据统计，自民国十六年(1927年)至抗战

前，扬州城区先后共办过小学36所、中学11

所，学校数量和民国初年比增加不多，但由于

学校规模扩大，在校学生数有较大增加。民国

二十年(1931年)扬州城区的中学生总数达

1776人，小学生总数达3781人(以上不包括教

会中、小学生数)。

抗日战争爆发后，扬州沦陷，教育事业受

到很大摧残，很多学校停办，还有不少学校转

移到扬州地区农村或外地办学。这期间城区

只有小学20多所，中学5所，护士学校l所，

其中有不少是汪伪时期新办的。另一方面，扬

州地区的抗日根据地教育事业却有较大发展。

中学教育除原在城市的一些学校迁到根据地

办学外，当时在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民主政府

又创办了一些新型学校，如江、邗境内的邗江

中学、苏北中学、邗东中学，高、宝境内的高邮

县立中学、安宜师范等。同时抗日民主政府还

支持和扶植一些地方民主人士和教育界有声

望的人士创办了一些私立中学，如宝应的冯立

生创办的冯氏中学生补习团等。小学教育和

成人教育在抗日根据地也都得到较大的发展，

广大农村和一些偏僻的山区抗日民主政权恢

复和创办了不少小学校，江都、高邮、宝应等县

小学都达到近百所，仅原江都县的新老洲就恢

复、新办了小学30余所。为了宣传抗日和教

育群众，抗日根据地普遍办起识字班。举办冬

学活动，广泛开展成人教育。抗战后期，扬州

的抗日根据地还根据苏中教育会议的要求，试

行“新学制”，建立起把干部教育。群众教育，儿

童教育结合在一起的区学、乡学。抗日根据地

的教育事业，在学制、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办

学形式等方面都充分体现了适应斗争形势，理

论联系实际，为抗日战争服务的原则，为革命

战争和当地建设培养了大批干部和专门人才。

抗日战争胜利后，扬州地区的抗日民主政

府组织一批文教部门的人员随军进城，接管了

除扬州城区之外的公私立学校，认真贯彻了党

的文教工作方针和知识分子政策，稳定了教职

工的情绪，被接收的学校陆续复了课，恢复了

正常秩序。民主政府还从老区抽调了一些知

名的中学校长，加强了对城镇中学的领导。后

来由于解放战争的爆发，扬州解放区的学校教

育被迫转入了游击坚持阶段，不少学校采取了

合并、转移、分散、流动等办法坚持了下来。自

1947年7月解放战争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

攻阶段以后，扬州老解放区的教育事业又迅速

恢复和发展，除恢复创办了一大批中小学外，

还先后创办了建设专门学校、苏中公学分校等

不同层次的干部学校多所。这些学校为建设

老根据地，扩大新解放区和夺取解放战争的胜

利，培养了大批干部和建设人才。

国民党统治的扬州城区，抗战胜利后各类

学校也相继复校，国民党政府推行国民教育，

又新创办了一些学校。至1948年底，扬州城

区有案可查的学校计有小学59所，其中公立

37所，私立17所，教会办5所，学生总数12249

人(不含教会小学学生数)；中学1l所，其中公

立2所，私立5所，教会办4所，学生总数4349

人；护士学校l所，学生51人；师范学校1所。

学生160人。总的来看，抗战胜利至扬州解放

前夕，扬州城区虽有数十所各类学校，但大多

数中小学规模都很小，而且校舍破旧，教学设

备简陋，教职工薪金微薄，生活难以为继，整个

教育事业每况愈下。

扬州解放后，市人民政府对各级各类旧学

校进行了接管与调整，先后将一些私立学校收

归公有，同时将一些原在老解放区的学校相继

迁进扬州，另外还根据形势需要新办了一些学

校。这样到1952年底，扬州城区有高等学校2

所，中等专业学校4所，师范学校l所，普通中

学4所，工农速成中学2所，小学5l所，幼儿

园4所，聋哑学校l所，职工业余学校8所。

其中小学生总数达15350人，中等学校(包括

中专校)学生总数9881人．高等学校学生总数

762人。扬州城区已初步成为扬州地区的文

化教育中心。与此同时，扬州地区各县(市)的

3



中小学和师范教育也有一定发展。

1953年国家进入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

这期间扬州的教育事业根据中央当时制定的

“整顿巩固，重点发展，提高质量，稳步前进”的

方针，一方面学习苏联教育经验，按照凯洛夫

教育学，以教师为中心，以教材为中心和以课

堂为中心的教育思想，建立教学秩序，努力提

高教育质量，另一方面有重点地稳步发展教育

事业。到1957年底，扬州全市的小学已从

1952年的1596所发展到1818所；中学已从

1952年的12所，发展到30所。城镇的幼儿教

育也有较大发展。其中扬州城区的教育事业

发展更快，幼儿园已从1952年的4所发展到

50所(公办5所，民办25所，部门办20所)；小

学教育已基本普及，在校生人数比1952年增

加了35．2％；中学初中在校生比1952年增加

了25％，高中在校生增加了125．3％；中央和

省属高等和中等专业学校的事业规模扩大，在

校生总数达8337人；干部教育发展很快，干部

学校增加到5所。

1958年，扬州的教育事业随着“大跃进”

的形势发展，高等学校和中等专业学校大幅度

增加，农业中学发展迅猛。这期间扬州新办了

工、农、医、师4所专科学校，同时还先后新办

了9所中等专业学校。扬州境内农村在很短

时间内办起了农业中学近300所，学生总数达

1．3万多人。1961年起，扬州教育战线贯彻

“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后来又执行

教育部提出的小教“四十条”，中教“五十条”，

高教“六十条”，使全市教育事业回到健康、稳

步发展的道路。至1962年，“大跃进”中新创

办的一些大专和中专学校，大都先后调整撤并

或停办，农业中学也进一步调整和巩固。后来

按照两种教育的制度的要求和两条腿走路的

方针，全地区各县(市)都先后创办了一些半工

半读学校和职业学校，同时城区还创办了4所

民办初级中学。这样到“文化大革命”前夕，扬

州的教育事业已基本上形成了两种教育制度

(全日制和半工[农]半读制)，三类主要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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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日制学校、半工[农]半读学校、业余学校)，

多种形式办学的体系。

“文化大革命”期间，扬州的教育事业受到

严重破坏。教师队伍受到摧残，有的被关押审

查，有的受到“冲击”，有的被下放到农村接受

“再教育”；各级各类层次的教育结构被打乱，

变成单一的普通教育，全市范围内近千所小学

戴帽办起“初中班”、中学教育猛然膨胀；在学

制、课程、教材、教法等方面也违反教学规律，

一片混乱。中学改为四年一贯制，小学改为五

年一贯制；课程乱砍乱设，实行“以阶级斗争为

主课”。结果是十年浩劫，贻误了一代青少年。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拨乱反正。全市的

教育事业又走上健康发展的道路。经过几年

的整顿和恢复，在事业上，首先大力调整普教

事业，克服“虚肿”现象，这期间全地区共有二

千多所小学摘掉了附设初中班的“帽子”，完全

中学全市也由“文化大革命”期间的近200所

压缩到80所左右．独立初中逐步发展到450

所左右。在教育结构上加快恢复了中专和中

技教育，教育结构日趋合理。在学制、课程、教

材、教法等方面，也逐步走上按规律办事的正

确轨道。

1985年。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教育体制

改革的决定>，明确提出：“教育必须为社会主

义建设服务，社会主义建设必须依靠教育”。

市委、市政府及时召开了全市乡镇长和各级学

校负责人参加的教育大会，进一步明确了教育

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战略地位，并落实措施从

资金和政策等多方面予以支持，推动全市的教

育改革和发展。在教育管理体制改革方面，

1985年底。全市普遍实行了市、县、乡(镇)分

级办学，分工管理的新体制：小学、初中由乡

(镇)管理。完中、职业中学、重点小学、教师进

修学校等由县(市)管理，市直学校、中专校、中

技校和师范学校等由市(包括市有关部门)管

理。这不仅使各级领导职责、任务明确，调动

了办学积极性．而且使各级教育上存在的一些

突出问题和实际困难得到了及时解决。分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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