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交终裁。雷：孬私。。麴乙
。

}

戴汉教育志丛缡纂委员会主编

惑疑墨二：毫太誊出段若



●

，

j7乙

西∥

●、斗弧



武汉教育志编纂委员会

主 任罗友松

副主任徐耀良 朱木庭苏荣发刘胜荣

漆文瑾吴志振

委 员(按姓氏笔画顺序)

王松林朱怀清杨忠年李玉屏

李启柳张世同 张远季陈伯安

陈泰坤何孔承林家宏胡克海
、 胡作润 赵耀斌贺隆贞 俞良驹

， 袁开武钱良旭谢景中 黄万祥

董家兴熊昌良



《武汉教育百年大事记》编写组

顾 问 金本富魏华强彭义智

主 编罗友松 ，

副 主 编徐耀良朱木庭吴志振

主 笔俞良驹

副 主 笔钱良旭徐诗银

撰稿人员徐诗银钱良旭周光汉

杨德政周木乃

资料工作人员 陈文琳舒晓 闵俊莎



凡 例

一、本大事记以编年体为主，兼及纪事本末体。

二、本大事记上起1840年，下讫1997年。按清代后

期(1840年至1911年)、民国时期(1912年至1949年5

月)、武汉解放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1949年5月至

1997年7月)分期，以年排列，年下以月日顺序记之。日，

不明者置于月之末，称本月；月，不明者置于季或年之末，

称某季或本年。凡一El(或月、年)内有两件以上大事者，

按事排列。某年、某月、某日无大事可记者，阙如。对日

伪政权之事的记述，均在月日前加上▲标记，以示区别。

三、本大事记采用公元纪年，清代后期，民国时期夹

注旧年号，月、日均用阳历，不再夹注阴历。

四、本大事记记述范围，解放前，以武汉三镇为界；解

放后，以武汉市行政区划为界。行政区划有异动，记述范

围随之异动o

五、本大事记采用语体文、记述体。使用文字、标点、

数字、计量均按国家规定的统一规范处理书写。对1955

年3月中国人民银行发行新人民币以前的人民币金额单

位，按旧人民币1万元等于新人民币l元折算记载。

六、本大事记资料来源于各级档案馆、图书馆、省市

区县教育志办公室等单位，经考订核实后取可资信者记

之，为减少篇幅，均未注明出处。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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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后期
(1840年至1911年)

1840年(道光20年) ．

6月 英国向中国发动第一次鸦片战争，是为中国近代史的

开端。从此，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的教育也开

始半殖民地半封建化。

． 。1845年(道光25年) ，

本年知府夏廷桢重建汉阳试院。

1849年(道光29年)

、夏季大雨如注，长江、汉水陡涨，武昌城内陆地行舟，延期举

行乡试。 ，

本年学政杜翰如，知府赵生彻等筹建崇正书院。
’

1852年(咸丰2年)

4月24日 湖北天地会在武昌张贴布告，号召“士民归顺天

德皇帝，富者输财，贫者助力”，迎接太平军。

12月29日 太平军攻克汉口。嗣后，天王洪秀全以关帝庙

为天王府，东王杨秀清以万寿官(今武汉市第七中学内)为东王府。’

12月 汉阳的晴川书院、风山书院、崇正书院和汉口的钟台

书院等因兵燹焚毁。

。 <



2 1853---1860生

1853年(咸丰3年)

1月12日 太平军攻克武昌。

1月19目 太乎军在武昌阅马场设台“讲道理”，进行宣传活

动。

1854年(咸丰4年)

9月上旬太平天国在武昌开科取士，考生不受门弟、性别限

制。正掌教官为翼试状元杨启福，副职为翼试榜眼张友勋。湖北

乡试文首题《真神独一皇上帝》，次题《皇上帝乃真皇帝》。诗题《天

父下凡事因谁?耶稣舍命待何为?》。乡试入场者未及千人，取中

举人者800余人。由太平天国地方官府发给路费，赴天京(南京)

参加京试。

’本年洪秀全下旨颁行《御制千字诏》一书，作为对儿童进行

识字教育的课本。

1858年(咸丰8年)

本年汉El从善堂在杨千总巷创办从善义塾。

。 1859年(咸丰9年)

本年知府刘齐衔重修汉阳府学宫。

本年巡抚胡林翼重修武昌府学宫。

12月2日 清廷允准英国正式在汉口通商。

1860年(咸丰10年) j

本年庚申恩科，武昌欧阳保极中三甲探花，充侍学士。

3月 汉口英租界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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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1年(咸丰11年)

本年知县张孔修率邑人重建汉阳县学宫于南纪门。

，1862年(同治元年)

本年总督官文邑人陈庆溥等重修江汉书院，肄业生员定额

60名，后增为240名。

。 1863年(同治2年)

、 本年邑人重修江夏县学宫(明洪武年间初修，咸丰年间毁)。

本年壬戍科，武昌何金寿中二甲榜眼，充任扬州知府。

1865年(同治4年)
， 本年汉阳知府钟谦钧、知县李振麟重修晴川书院。 ．

1867年(同治6年)

6月15日 湖北官书局在武昌成立。

本年重修钟台书院。

1868年(同治7年)

6月 湖北学政张之洞在省城考试武昌生员。
●

’

‘ ．；’
。

1869年(同治8年)。

， 3月 学政张之洞建经心书院子武昌三道街文昌阁。课程为．

经解一史论、诗赋、杂著等。诸生例由学政调取，延聘山长主持院

。事，每月膏、奖银在盐库盈余项下支领。

本年英国伦敦会传教士杨格非在汉口大夹街24号创办仁

智小学，是为汉口外国教会最早设立的一所小学堂。



870年(同治9年)

科试的各府佳作编成《江汉炳灵集》(5集)刻

本年武昌崇文书局成立。刊行善本经、史、小学等书籍数十

种。该书局后与湖北官书局合并，扩大经营业务。

1871年(同治10年)

10月20日 美国基督教圣公会为纪念牧师文惠廉在武昌昙

华林开设男童寄宿学校文惠廉纪念学堂(中文校名文华书院)。初

办时仅14名学生，办学仿效中国书院制度，课程有四书五经、道课

等。是为外国教会在武昌办学之始。

1874年(同治13年)

本年美国圣公会布伦女士(Missjam Bohlen)在武昌捐资开

办布伦女子小学堂。(亦称校名为圣玛利亚小学)。初办时仅学生

4人，教员1人。上午学习国文、英文、史地、卫生、道课等，下午为

手工课。

本年武昌知府方大浞重修勺庭书院于武昌忠孝门胭脂山朱

家巷。

． 1881年(光绪7年) ．

本年培心义塾创办。
’

1882年(光绪8年)

9月 巡抚彭祖贤饬知县史悠庆重修江夏县学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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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83年(光绪9年)
’

本年汉口天主堂医院意大利籍院长江成德，在该院创办成

德医学堂。 ，

1884年(光绪10年) 弋

春季湖广总督卞宝第于城区倡置义学5所，延江夏廪生刘

景林、陈则汪，增生陈文明，拔贡袁承祖，举人王树技为师。

本年邑人曾继志、夏建寅于城区宾阳门内重建高观书院。‘

1885年(光绪11年)

本年南昌、临江、吉安、抚州、瑞昌、建昌等6府在汉口万寿

宫街重修昭武书院。 一

本年英国基督教循道会湖北教区主教李修善在普爱医院设

立福音堂义学，后改为循道小学。

1887年(光绪13年)

本年英国基督教循道会传教士巴修里(Bart．)开办博文书

院于武昌长街书院巷。

本年英国牧师在武昌、汉阳设瞽目女校各1所。

1888年(光绪14年) 。．

本年汉口各善堂联合设立育婴堂。 。

1

本年英国基督教循道会传教士李修善在汉口开办讽盲书

院，使用凸字盲文教学。
’

1890年(光绪16年) 。

6月 总督张之洞推行“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在武昌

▲■厂-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6 1890--1893生

都司湖、明月湖一带创办两湖书院。书院学额，湖南、湖北各100

名，由两省学政调录，商籍40名由书院甄别收录。课程分经学、史

学、理学、文学、算学、经济学等6 f-I。学制四年。收25岁以下男

生。采用积分法，每月终考核分数多寡，以为进退。寒暑假前，各

大考_次，由张之洞亲自主持。此乃开湖北近代教育之先河。

本年总督张之洞创办分析湖北、湖南两省煤炭和矿石实验

室，设于武昌。1891年7月，组办1个班，研究分析煤炭和铁矿石

的方法。1892年6月，将班扩为学堂，增加化学和物理两门课程。

本年文华书院增设备馆中学部。

1891年(光绪17年)

6月27日 张之洞创办方言学堂于武昌大朝街。收学生50

名。除学习各国语言文字外，还兼设商务、算学，故此亦称方言商

务学堂(或方言算学学堂)。

8月 张之洞在武昌铁路局附近专设算术学堂。

本年经心书院复迁三道街原址，更名经心精舍。

本年重建汉阳凤山书院。

本年张之洞遵旨筹设通省育婴堂。

1892年(光绪18年)

2月 汉阳铁厂派工匠10人赴比利时郭格里尔工厂学习冶

炼技术。

本年张之洞在武昌创办矿业学堂和工业学堂，附设于湖北

矿务局内。汉阳制铁局内，附设化学学堂。

1893年(光绪19年)

11月29日 张之洞改方言商务学堂为自强学堂。曾广钧任

学堂长，辜鸿铭任总教。初分方言、格致、算学、商务4门。每门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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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暂以20人为率，各延教习1人，分斋教学，唯方言一斋，住堂肄

业，其余3门按月考课。学堂经费为临时拨款，名为“外筹之款”，

主要来自湖北、湖南的茶捐和湖北的商捐。

1894年(光绪20年) ．

本年舆地学家邹代钧在武昌创立舆地学会，开展舆地学术

研究，出版国内外地图。 ’

1896年(光绪22年)

3月 英国循道会牧师李修善在汉阳西街设立训女书院。初

办时仅生徒8人。民国元年(1912年)改为汉阳训女女子中学。

、。一j＼■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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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7年(光绪23年)

11月 两湖书院、经心精舍(亦称经心书院)改革章程，按“中

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指导思想改革课程设置，算学为必修科目。

设院长整顿学规，考核品行。学习期限五年。

本年英国伦敦会富士德女士创办懿训书院于武昌昙华林。

初办学生16人。学制八年。

本年永安善堂在汉口五桂巷开设永安义塾，杨鸿浙倡修。

1898年(光绪24年)

1月 江夏人邓承拔被派遣赴日本东京陆军士官学校学习。

3月 湖北农务学堂创办于武昌东厂口(今湖北教育学院

处)，聘美国教习任教，购置美国新式农具及果木、谷物良种，开办

园艺、畜牧实习农场，学习美国农牧业先进技术。此乃为湖北中等

实业学堂之始(1902年改为湖北高等农业学堂)。

4月 张之洞奏陈将湖北丁漕减征平余一项，岁计七八万吊，

作学堂捐。省城及外属拟各分其半，并规定不得挪借他项公用。
、

5月5日 张之洞所著《劝学篇》发表，主张“中学为体，西学

为用。”7月25日清廷颁发各省总督、巡抚、学政各一部，饬广为刊

布，实力劝导。

5月5日 自强学堂(亦称湖北方言学堂)增授英、法、俄、德、

日五国方言，以及地理、历史、算术、公法、交涉等学科，以培养外交

．人才为目的。选收15_24岁问已通中文者入学堂肄业，每门30

人为限。五年毕业(4年在堂学习，1年出国游历)。自强学堂在张

百熙上光绪帝奏中云：“查京外所设学堂者，已历数年，亦有成效

者，以湖北自强学堂、上海南洋公学为最。”

5月23日 清廷谕各省府、州、县之大小书院，一律改建高

等、中等与小学堂；民捐建学堂，准于奏请奖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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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 湖北遵令选派20名学生赴日学习陆军。

12月 湖北工艺学堂创办于武昌洋务局。选聘东洋工学教

习2人，报考学生60人，分习汽车、车床、绘图等项工艺，3年毕

业。

本年英国基督教会在武昌傅家坡设协和师范学堂，专收教

会中学毕业的男生，培养教会中、小学师资。

本年法国人耿亚蒙在汉口设芦汉学堂。

． ．1899年(光绪25年)

‘2月 两湖、经心、江汉三书院改定课程，分习经、史、天文、舆

地、兵法(含兵法史略学、测绘学、制造学)、算学等6门。另立行检

1门，按月考核。翌年，又令三书院诸生勤习枪操。

3月 张之洞委派知府钱恂为游学日本监督。

8月 武昌绿营公所成立，以轮训绿、防各营军官、帮带、哨弁

为目的。绿、防各营军官轮班到所听课，每月考查一次。

本年圣马利亚小学改名为圣希里达学堂。 ．

本年两湖、经,b--书院高材生赴日本学习实业。

本年夏口厅独立建制，在此以前汉口隶属汉阳县。

1900年(光绪26年)
， 2月 张之洞派湖北武备学堂优等生教习各营兼充哨兵。

4月26 El 洪山校阅军队，各书院、学堂的学生随同入队操

练。
’

．

9月 留日学生唐宝锷、戢翼晕合著《东语正规》一书在日本

出版。 *

。

’1二月6日 留日学生戢翼翠等13人在日本东京创办《译书

汇编》杂志(月刊)，以翻译介绍国外社会科学哲学著作为主。

本年张之洞令经心精舍年长为优者10余人校订《湖北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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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稿本)。 。

+1901年(光绪27年)

4月 经心精舍编写的《舆地学教程》(5册)出版。

5月11日 文华、博学、博文三书院联合在文华书院举行田

径运动会。

7月 湖北省学务处成立于武昌水陆街，统理全省教育事宜。

粱鼎芬任总提调。

本年武昌绿营公所改名为湖北防营将弁学堂，校址武昌大

都司街。省学务处在各防营哨官哨长、什长、正勇中考选100名学

员，人堂习军制、兵器等课程，三年为限。学堂附设一教练队。

本年刘鸿列于武昌太平街创办民主造端堂。

1902年(光绪28年)

1月29日 湖北留学生于东京创办革命刊物《湖北学生界》

(后改名《汉声》)。 ．

4月 张之洞在武昌就教吏馆改设仕学院，作为已仕官员学

习新知识的场所。

5月23日 张之洞下令将湖北武备学堂和湖北防营将弁学

堂改办为武高等学堂，分设两处。一处为光绪28年由湖北武备学

堂改设，专招本省举贡生监，学额60名。一处为光绪30年湖北防

营将弁学堂改设，专招在防营已有阅历的武职官弁队目、且文理通

顺者，学额100名，聘5名日本教习任教。该堂旧班两年毕业，新

班四年毕业，速成班一年半毕业。毕业生一律下防营当兵半年。

5月 总督张之洞于武昌创办湖北师范学堂，培养中小学教

习。梁鼎芬为监督、陈毅、胡钧为堂长，延日本教员1人为总教习。

学额120名。课程除普通学外，另加教育学、卫生学、教授法、学校

管理法等科，日课以8小时为率。后东路小学堂附属其旁，归师范



学，补习普通学科一年，习专门学科三年，出洋游历一年，五年毕

业。课程设经学、中外史学、中外地理学、算学、法律学、财政学、兵

事等8门，聘中外教习教之，是为湖北办大学预备科之始。1年后

停办。

7月 黄兴在文高等学堂演说，散发革命宣传品。

7月 张之洞选派两湖、经心、江汉三书院高材生31人赴日

本专习师范；派弁目20人赴日本学习警察。

11月 湖北巡抚端方颁布《鄂省普及学塾章程》，是为湖北省

第一个成人业余教育章程。

冬季张之洞作《学堂歌》，颁发各校。

本年湖北武普通中学堂于武昌阅马场前曹家巷开办，黄以

霖为监督。学额240名，接受陆军军官初等养成教育。学习科目

普通学科课目为伦理等；军事科目为步兵操典等。学制四年半，在

堂学习四年，下营当兵半年。毕业生或充任下级军，或升入武高等

学堂深造。
‘

“

本年湖北学务处分设审订、普通、专门、实业、游学、会计6

科。

本年吴宝矩等人于武昌马家巷开办日新预备中学堂，是为

武汉最早的私立中学堂。

本年改经心精舍为勤成学堂，以教文优年长不能入学的生

员。 一‘

1903年(光绪29年) ，

2月12日 《湖北学报》创刊。1905年易名《湖北教育官报》。
‘

5月13日 两湖文高等学堂和武高等学堂等校学生集会，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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