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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把教育列为战略重点之一，州委提出“振兴彝州，教

育先行”的口号，之后，全州的教育事业有了快速的发展。办学条件根本改善，适龄儿

童入学率稳步上升，教学质量不断提高，职业教育长足发展，民族教育形成体系。1993

年，中央颁布了《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州委、州政府制定了《楚雄州九十年代教

育发展规划》和相应的教育发展改革措施，要求到2000年全州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

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经过三年的努力，全州已有半数人口的地区基本普及了九年义务

教育，基本扫除了青壮年文盲。现在，教育已成为各级党委、政府和广大人民群众自觉

关注的热点。

把彝州千百年来教育发展的历史展现出来，是一项浩瀚的工程，编写《楚雄彝族自

治州教育志》的同志们通过艰辛的劳动完成了这项工程。这项上程远比建造一幢高楼大

厦要光辉得多。

以史为鉴是社会发展所遵循的一条原则。违背了这条原则，就会受到历史的惩罚。

《楚雄彝族自治州教育志》为我们展示了这样的史实和规律，楚雄的兴衰总是和教育紧密

联系在一起的。教育兴旺，经济和社会各项事业就发展；教育衰败，经济和社会各项事

’业就停滞不前甚至倒退。《楚雄彝族自治州教育志》的问世，为我们和后人提供了这样一

个深刻的启示：教育是社会发展的永恒主题。

(本文作者：楚雄彝族自治州人民政府副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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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 述

楚雄彝族自治州地处滇中高原中北部，古西南丝绸之路中段。东连滇池、西通洱海、

北与邛海隔金沙江相望。为滇中走廊、迤西通道。

楚雄州又是人类发祥地之一。禄丰出土的腊玛古猿头骨，距今约800万年，是人类

的直系祖先；“元谋人”牙齿化石，为170万年前亚洲最早人类；距今3000多年前，楚

雄地区先民们创造了以铜鼓为特征的青铜文化。进入铁器时代以后，由于受历史及自然

等多种原因的影响，逐渐拉大了与中原文化的距离。但同时又受滇池、洱海、邛海“三

海文化”的影响，形成了汉文化和以彝族文化为主的少数民族文化相互交融、相互影响、

相互吸收的特点。

千百年来在楚雄彝州这块土地上，生息着彝、汉、苗、回、傣、白、哈尼、傈僳、壮、

纳西等民族。由于各民族长期杂居，文化教育相互交流，相互融合，形成古代教育的特

点。彝族很早就产生了“毕摩”(彝民尊称慧者、慧君)，他们承担着教育者的角色。至

明代，武定风氏有“设倮(彝)文学校”及“抄写各种经典外并雕板印刷”的记载。

西汉时，来自巴蜀的第一位老师司马相如，为这块土地带来了第一次“设学授经”。

东汉时益州太守王阜“始兴学校、渐迁其俗”。两汉以来，习汉文，学儒家经典的私塾逐

渐增多，经学在益州一带传播开来。至西晋时，“滇中秀才以万计”，楚雄地区文化教育

有较大发展。再其后是唐代南诏于国中建庙设学，唐朝在成都专为南诏子弟持续设学50

年，入学千余人。宋代大理国开科取士，不断有人往内地求学及求购经书，“滇西习儒之

僧道人等皆有应考”。元代诸路定额设学，楚雄由于长期陷于战争，加之有的土司领主抵

制儒学，本地生员多在邻地入官学。直到明代才开始建立系统的官学。从1386年(明洪

武十九年)，楚雄知府朱守仁设第一所学宫——楚雄府学，1513年(正德八年)，姚安知

府黄澍建第一所书院——栋川书院，至1761年(清乾隆二十六年)，大体建成作为基础

教育的各地义学。总计州境设16所学宫、40所书院、127所义学及n7所社学，历经376

年。以后不少在中途毁废，特别在“成同之乱”中毁废殆尽。直至清末，有恢复设学记

载的仅有学宫10所、书院8所、义学34所。

公元1567年(明隆庆元年)，州境有廪生、增生各200人，附生293人，教职官员

21人。1724年(清雍正二年)，州境廪、增生员各324人，义学童生202人。明、清两

代入举633人，中进士57人，有9人点为翰林。

州境古代兴学，西先东后，中部中兴。“三姚”地区有“文献名邦”之称，中部楚雄

府属后起，武定府次之。

清末，废旧学，倡新学。1902年(光绪二十八年)，姚州知州梁正麟以大成书院首改

新式小学堂。继之州境各学宫、书院、义学均陆续改为小学堂。民国初年，州境有小学

堂581所，小学生20 945人，教师688人，管理人员407人。1915年(民国4年)，改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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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堂为小学校。1916年，姚安、大姚、盐丰、镇南四县官绅合议，建立第一所初级中学

——四县联合中学。1932年建第一所完全中学——省立楚雄中学。至1944年，州境各县

相继建成中学校，其中大姚县立中学为完中。职业技术教育在清末就有萌芽。姚安县于

1905年(光绪三十一年)由各织局举办过蚕桑学堂、农业讲习班。1911年(宣统三年)，

，举办初级农业学堂。至1914年(民国三年)，已有姚安、楚雄、盐丰、元谋、禄丰、罗

次、定远、镇南、广通九县办起乙种蚕业学校。但在两三年后，均因制度不善，毕业学

生不切需要等原因而停办。+师范教育始于民国初年，由办小学教员讲习所开始，后于中

学附办简易师范班，1930年后各县先后建立二年制乡村师范学校。1933年，楚雄、元谋

两校改为三年制简易师范学校。至1936年，建立第一所中等师范学校——省立镇南师范

学校。1932年于禄丰县姚陵镇首创蒙养园。其余各县陆续成立，各附设1～2班，因经费

无着，到1949年多数均已停办。民国时期的基础教育，由于国民政府列支经费极少，即

以省卷烟特捐为教育专款的最高时期(1929～1935年)，计小学人均年支教育费也只有滇

币8．3元(合银元1．66元)，这一时期，即使“先进”县区，学龄儿童受教率(据1932

年各保甲所报)最高时为60％。中学收费很高，劳动人民子女上不起学。1946年以后，

原已微少的教育经费也不能正常支付，纸币不断贬值，教师大批另谋生路，许多学校停

办。1950年人民政府接管教育时，州境计有小学1 054所，学生40 702人，教职工2 863人；

中学15所(其中完中2所)，中学生1 976人(其中高中生118人)，教职工247人；镇南

中学附办师范班，在校学生37人，教师2人。各级各类学校在校学生数仅占当时全区140

万人口的3．4％，而且发展很不平衡，学校大多集中在县镇和经济条件较好的平坝地区，

山区、少数民族地区则很少，许多民族没有本民族的大学生、中学生，甚至连小学生也

很少。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人民政府接管学校，对旧的教育制度进行根本的改造。1950

～1952年，教育战线按照中共中央“恢复和发展”的文教工作方针，贯彻执行1949年12

月召开的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精神，按新解放区的部署，逐步地、慎重地进行改革；

团结爱国知识分子，组织教职工参加各项民主改革和思想改造运动；废除反动教材，增

设社会主义政治思想教育课程，全面改革教育内容；建立共产党在学校的具体领导；改

革旧的教育领导体制；把民族教育作为发展的重点；调整学校布点和结构，整顿教师队

伍，加强各级教育行政部门I‘实行学校“向工农开门”的方针，创办专区干部文化学校，

同时积极开展工农业余教育。

1953～1957年，教育事业纳入国家计划轨道，开始有计划、有重点地发展教育事业。

主要是：有计划地提高工农子女和少数民族学生的入学比例；继续抽调干部加强学校领

导，充实教师队伍；贯彻“全面发展”的教育方针，对各级学校进行整顿和改进工作；团

结教师，学习苏联教育家普希金、凯洛夫的教育理论。1956年贯彻云南省委提出的“加

强领导、提高质量”的指示，学校教育在整顿取得一定成效的基础上，在质量上有进一

步提高。但这一时期由于机械地搬用苏联教育经验，强调教育、教学的正规化，放弃了

多种形式办学，．抑制了初等教育的普及。1957年开展的整顿作风，反对右派的斗争，在

“左”的思想影响下，出现扩大化，伤害了一批教职工，给教育事业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

从1958年楚雄彝族自治州建立至1965年，是全州教育事业得到全面建设的时期。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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