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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昌宁县教育志》经过十个春秋的艰苦努力，现在编纂成书，呈献给为振兴昌宁教

育而辛勤耕耘的园丁，呈献给关心和支持昌宁教育的人们。 ‘。’

教育是人类所特有的一种社会现象，它存在于一定的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中，

并受其影响和制约，它是社会存在和发展不可缺少的条件之一。人类的知识，技能、经

验和道德行为规范的传递，社会劳动力的扩大再生产，都需要教育来进行。教育是关系

到人类社会不断前进和国家，民族兴旺发达的伟大事业，而且社会作用和社会价值愈来

愈加显著，其发展的程度，已成为一个国家，民族进步还是落后的重要标志。

昌宁素有茶乡之称，山河壮丽，资源丰富，人民勤劳，民风淳朴，教育事业源远流

长。勤劳朴实的昌宁各族人民素有尊师重教的优良传统，历代杜会贤达和教育界前辈为

昌宁教育事业的发展创造了可观的业绩，为地方教育事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为推动地

方经济和社会发展作出了有益的贡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昌宁教育发生了深刻的

变化。经四十多年的努力，全县教育事业呈现出了一派欣欣向荣的局面。广大教育工作

者坚持社会主义的办学方向，全面贯彻党和国家的教育方针，努力提高教育质量，培养

造就了数以万计的不同层次的各种建设人才。为振兴昌宁经济作出了重大贡献。这一切

都应载入史册，彪炳千秋。同时认真回顾和记述昌宁县域有史料可考的教育的历史和现

状，全面系统的总结历史经验，研究教育发展的规律，为改革教育和发展教育提供历史

借鉴和现实依据，已成为时代的要求。我们编纂《昌宁县教育志》也正是适应了这种要
●

求。

《昌宁县教育志》的编纂工作始于1984年10月，全体编纂人员根据上级编纂地方志

的指示精神，面对重重困难，埋头苦干，在为数不多的档案资料和散落各地的教育史料

中，细细检遗，广征博采，殚精竭虑。历经三次起落，五易其稿，十个春秋的辛勤耕

耘，终于完成了编纂工作，将第一部《昌宁县教育志》奉献给读者。这是昌宁县教育发

展史上值得庆幸的一件大事。 ．，，

《昌宁县教育志》本着尊重历史，服务当代，实事求是，略古详今的原则，用辩证

难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反映教育的历史面貌，力求突出地方特色，做到思想

性、科学性和资料性的统一，以志、传，图、表，录为表达方式，横排竖写，按章，节，

目三级排列，比较详实地记录了昌宁一百多年来的教育历史和．瑷状。它不仅是研究昌宁

教育的重要参考书，也是具有教育意义的历史教科书。愿这本旨在服务当今，昭示后人

的教育志书，真正起到资治、教化，存史的作用，同时也为领导机关的科学决策，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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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的教育改革，不断发展人民的教育事业，发挥积极的作用。

当然，研究昌宁教育发展史，清理昌宁教育发展的历史过程，探索教育发展的客现

规律，总结教育发展的历史经验，也将有助于丰富社会主义的教育理论，促进社会主义

教育事业蓬勃健康发展。我们肩负社会主义教育事业的重任，始终没有忘记。更美好的

前程还需我们去开创I ．，。。 。?，
’。{ ’：“

昌宁县教育局局长王文斌

1994年3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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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二

《昌宁县教育志》出版发行，我由衷地表示一个经历了本书编写过程的几乎所有阶t

段的学生的祝贺，一个从教二十余年又在教育行政部门工作了几年的教育战线的老兵的

祝贺l

在本书出版之前，我有幸通读了原稿。在深切感受到先睹之快的同时，有所思索，’

也不无感慨。
、

．．教育是一种社会现象，一种历史过程。承认并且研究它的历史，才能切实地把握它

的现在，更扎实地创造未来。昌宁建县才六十多年，县域内有史料可考的教育不过几百年

的历史。封建教育相对时间较长，却极难成其规模。半封建半殖民地教育仅仅是现代教育

的萌芽，虽有发展但层次很低。而新民主主义教育又时间短暂，不过几年就向社会主义初

级阶段教育过渡。因此，当今我们所处的这个历史阶段，教育的基础并不十分坚实，而

社会对人才、科技的需要叉十分迫切。如此矛盾而又极富生机的历史阶段，赋予教育战，

线的同志极为艰难却又极其崇高的历史使命，既要为实现全民教育而顽强努力，又要为，

开拓终身教育而奋起直追。“百年树人秽，任重道远，只有全身心的奉献，才能完成这

一崇高的历史使命。 j‘‘ √

当然，这种全身心的奉献，应该激发全社会对教育的关心和支持，应该启动社会多

方面的力量投入教育。 i

不如此，无以多出人才，无以快兴科技，无以繁荣经济，无以振兴吕宁l

生活已经教育我们懂得了这一点1 ．。
1。’

，

而要更深刻地理解这一点，不妨读一读《昌宁县教育志》。

营宁萎地莠志器纂荽员妻主霍普嘉兴，昌宁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主任 日霸万

， 1994年3月

，



龙 例

一，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 ÷

点，详今略古，实事求是，记述昌宁县境内从清朝后期至今一百多年的教育历史和现 。．

状，为发展昌宁县教育事业服务。 ?’ ’

‘二，本志上限为清朝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下限至1990年。 ；’．

三、本志以记、志，传，图(照片)，表，录为表达方式，以志为主体。所撰史

实，力求突出地方特点，努力做到思想性、科学性和资料性统一。
’

-．

四，本志按章、节，目三级排列。节下目的序号，第一层用汉字数字标记，第二层

用阿拉伯数字标记。 ，‘，一。 t．‘ ?

五，所涉历史纪年，清代统一用汉字标写，．再注明公元年份，民国年号，统一用阿

拉伯数字标写，在首次出现时注明公元年份，公元年号统一用阿拉伯数字标写。

六、志中的“解放后"指1950年1月25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滇桂黔边纵队"七支队

接管昌宁旧政权之后，此前则称为“解放前"。 “大跃进时期移指1958"-'1960年， “文‘

化大革命”时期为1966年5月至1976年10月；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即1978年以．

后， “党和政府’’系指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

七、对各个时期的政治机构，官职称呼，均依历史习惯称谓。写入传记的人物坚持

“生不立传黟的原则，直书其名，不加褒贬，．，只突出对发展地方教育事业的主要贡献。

八、文字采用语体文及规范的简化汉字，文体采用记叙体，引文使用原文。
一 九、志中所记单位名称和专用术语，在首次出现时用金称，重复出现时用简称。教一

肓系统二级机构和有关中小学的创设，只在首次出现时记述有关人和事，以后演变则不

再记述。

十、数字书写中，凡表示数量及百分比的，一律用阿拉伯数字，一般只保留小数点
‘

后2位，其它术语性语言中的数字用汉字。计量单位，解放前用旧稍，解放后用公制。 ，

十一、所用数1据和资料‘，解放前的以档案资料和教育先人提供的资料为准，解放后．

以县统计部门和教育局(科)统计资料为准，文内一般不标资料出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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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昌宁县1933年设治，是一个年轻的多民族的山区农业县。位子云南省西部，跨东经

99。16’至100。02’，北纬24 014’至25 012’之间。总面积3 888平方公里，坝区面积仅111平

方公里，不到总面积的3％。1990年，全县辖12乡2镇，123个村(办事处)’，1 958个

合作社。总人口306 185人。世居民族有汉，彝、傣、苗，回，傈僳、布朗，自族等8

个。少数民族31 188人，。约占总人口的10．19％。 ’

一．≯ t．

，： 昌宁县的教育，作为社会的上层建筑，既受昌宁经济发展状况的制约，又受昌宁社

会历史条件和人文环境的影响。1933年设立县治以前，作为保山县和顺宁县(今风庆)

相接处的偏僻山区，经济落后，交通闭塞，又处子受歧视和被限制的人文环境，教育当

然得不刘应有的发展。境内有据可查的240多年的封建教育，受制于自给半自给的小生产

方式和封建统治阶级的愚民政策，虽也有官办的和民办的，但全部是初等教育，并且规模

极其有限。1933年设县前后，经有识之士多年和多方争取，人民群众大力支持，1932年县

境内开办了第一所初级中学，推动了教育事业的发展，促成初期办学热潮j三，四年

问，几乎每年增加10所小学。这以后，发展就相当缓慢了。直到昌宁解放，昌宁县立初级

中学也没有超过200名学生的规模，而在广大的农村，。也只有初等教育。1950年善月昌

宁县获得解放，结束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教育，开始了新民主主义教育的新阶段，并且

几经变革，逐步发展了社会主义教育。经40年的艰苦努力，、积极开展扫除文盲运动，、大

力普及初等教育；发展中等教育和职业教育，基本形成了幼儿教育，普通教育i职业教

育和成人教育综合发展的教育体系。广大教职工辛勤工作，为社会和经济发展，培养和

输送了一批又一批德，智，体全面发展的各类人才。．。．-'_． 7． ’|。

，。 县境内的教育，先有私塾，后有书院及义学馆。私垫始于何时，已无资料可考。至

清康熙二十比年(1688年)，右甸通判张稷谟于右甸文昌宫创立“养正书院移，。雍正十兰

年(1735年)∥右甸通判在今右甸镇设义学西馆，在今达丙镇设义学东馆。而现代公立

小学，则始于光绪三十年(1904年)，由杨华昌倡办的在今翥街乡的龙马乡第一初等小学

堂。民国初年，义学西馆和东馆分别改为顺宁县北区第一和第二初等小学堂。民国4年

(1915年)，蒋大兴倡导设立右旬，柯漭、达丙三乡高等小学堂后，各地随之陆续开办

新学。至民国6年(1917年)，右甸、达丙，柯漭和龙马乡先后建立初等小学31所，高

等小学3所，．现代教育渐具规模。此后10多年，境内教育逐步巩固和调整，经济相对发

达的地区还有_定发展。至民国19年(1930年)，地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右甸乡

有学校17所，达丙乡有9所，柯漭乡和龙马乡各有lo所． ：⋯，， ．} 。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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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21年(1932年)，创办了右甸初级中学，使境内教育提高了一个层次。民国22

年(1933年)设立县治后，右甸初级中学改名为昌宁县立初级中学，昌宁的教育也开始

了一个新的阶段。虽然社会经济条件并无多大变化，但是，随着行政体制的变革，被歧

视和受限制的人文环境有了改变，加上人民群众的迫切要求和有识之士的艰苦努力，昌

宁的教育有了较快的发展。民国23年到26年，金县增加小学38所，几乎每年新增lO所。

此后，由于抗日战争的影响，和国民党统治日趋腐败，昌宁的教育发展缓慢。民国27年

至38年，全县仅增加小学33所，每年新增不到3所。民国38年(1949年)底，全县有初级中

学1所，6个班，学生175人，两级小学28所，初级小学112所，共235个班，学生6839人。

1950年1月，昌宁县获得解放。随着社会经济制度的根本变革和人民当家作主，教

育也开始了根本变革。县人民政府接管了全县中小学，废除“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

主义的教育秒，：实行“大众的，民族的、新民主主义的教育"．学校贯彻“为工农服

务，为生产建设服务"的方针，改革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次力扶持劳动‘人民子女入

学。为适应翻身农民及其子女迫切要求读书的愿望，在改造和巩固原有学校的基础上，

各地新办了一批小学，同时掀起了大办冬学班和妇女识字班的热潮。到1951年底，全县

冬学班和妇女识字班达945个，’参加扫盲人数29 687人。1953年开始，对各级学校进行

整顿和改造白县人民政府抽调干部加强了学校领导，对教师进行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教

育，发动教师改进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认真贯彻“整顿巩固，重点发展，提高质量，，

稳步前进’’的办学方针。同时，1‘在中小学普遍建立了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和中国少年先锋

队组织。教育战线出现了欣欣向荣的局面。1956年底，与解放初相比，在校中学生增加

．3倍多，达到713人，’小学生增加1．4倍，达到16 613人。_：：一：．：‘I卜． 、{
、¨

：i总结解放后七年多整顿：’改造和探索、实践的经验，1957--。1958年，毛泽东主席提

出了“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节；：i“使受教育者在德

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黟的教育方

针。围绕着如何正确贯彻这个方针，昌宁县的教育进入了曲折变革的时期。一方面，在

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社会经济的蓬勃发展，。和人民群众学习

文化的强烈要求，极大地推动着教育事业的发展。而贯彻毛泽东主癌提出的教育方针，

端正办学指导思想，使学校逐步扭转了教育脱离政治，脱离生产，。脱离实际的倾向。另

一方面， “左”的思想影响和频繁的社会，政治运动，又误导着教育出现了超越经济条

件和违背教育规律的倾向，产生了失误。1957年反右斗争扩大化，严重挫伤了教师队伍

的积极性。1958年“大跃进护，在浮夸风，共产风的影响下， 《昌宇县文教十年规划》

不切实际地提出县办大学，公社办中学。农村、厂矿一批红专大学，红专高中初中，一哄而

起，维持不到半年就全部解散：金县普通中小学教学质量受辩了严重影响i 1963年i。贯

彻“全日糊中、小学暂行工作条例(草案)罗，纷正了教育工作申的失误，稳定和充实

了教师队伍，-调整学校布局，撤、并民办小学，把全县小学调整到224所，在校小学生

11 507人：教育发展有了转机，出现了稳步发展的好势头。但到1965年，各地又盲目大

办民办小学，．当年就新增628所。使小学校数猛增到1 020所，在校小学生32 213人；其

中民办小学809所，在校学生16 783人。超越经挤条件和忽视教育规律，}严重影畴了申

小学的教育和教学质量。 。卜Ij．：t：t：0。奴-}t、阮一j。M o．i一心．，t{I。?o f，、i 0 1j

j
．盈



。1966"-,"1976年：‘‘文化大幕命黟时期，极左思潮泛滥．教育战线频繁受到冲击，损失

惨重。1968年以前，、学校“停课闹革命移，学校领导机构，规章制度、教学计划受到

批判，相当一部分领导干部和教师被批判，斗争，被列入“清理掌．的对象，一些人被打

成“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反革命"、，坏分子一， “阶级异己分子嚣，学生

卷入社会政治运动，学校秩序混乱不堪。1969年学校复课后，林彪和江青反革命集团推

出所谓的“两个估计移，诬蔑“文革"前17年“教育战线是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

政打，是“黑线专政一，知识分子的大多数“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工人和贫下中农

：代表进驻学校，．“占领上层建筑黟I批判所谓的“师道尊严疗，’“智育第一"和．“教学

中心论黟，，师生频繁下乡下厂，学工，学农，学军，，用劳动和“大批判●代替教学，宣

扬“读高中不出公社罗，’“读初中不出大队”井小学大量附设初中班，个别的还附设高

。中班。这一切。严重挫伤了教师队伍的积极性，造成教育内部结构比例失调，打乱了学

校的正常教学秩序，使教育质量急剧下降，耽误了一代青少年。 ；．1

1977年开始，特别是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教育战线拨乱反正，推翻

“两个估计"，平反冤假错案，进行调整和改革，进入了稳步和健康发展的新时期。县

委和政府重视教育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把教育列为全县社会和经济 ，

发展的战略重点之一，加强对教育工作的领导，随着财政收入的增长而逐步增加教育的

投入，’并且动员和组织群众集资办学，改善办学条件，认真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加强教

师队伍建设，改善教职工的工作和生活条件，调动教职工的积极性’逐步调整教育结

构，加强小学，整顿初中，增设高中，积极发展职业技术教育，改善教育管理体制，实r

行县，乡、村分级负责，分级管理，把教育工作列入县、乡、村千部岗位责任制，建立

和完善学校的各项规章制度，不断进行教育改革，端正教育思想，改革教育内容和教

育、教学方法，逐步纠正片面追求升学率的偏向，努力实现德，智，体，美、劳全面发

展，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一代新人。 一

，

新中国成立后40年，在优越的社会主义制度下，一方面，有260多年封建教育和半

封建，半殖民地教育打下的基础，虽然十分薄弱，但毕竟提供了前进的基础。另一方

面，随着教育面向人民，面向经济建设，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源泉和动力。随着经济的较

快发展，昌宁教育的发展速度是快的，成绩是大的。虽然经历了一些曲折，有“左∥的

干扰和破坏，有我们工作上的失误，但是，经济建设不断地对教育提出新的要求，人民

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生活需求，教育战线广大教职工不断地辛勤工作，这些长期起作用

的因素，一直没有停止发挥作用。即使在“文革"动乱时期，教职工中的绝大多数仍在 ·

辛勤地坚持工作，艰难地探索实践。他们的探索，是有成效的，是值得我们今天借鉴

的。 、r

因此，40年来，昌宁教育有了较快发展。高级中学从无到有，并且逐步发展。全县

由唯一的一所县立初级中学，发展列14个乡(镇)都有初级中学。1988年普及了初等教

育。幼儿教育、职业技术教育、成人教育有了良好的开端。农，科、教统筹，普通教

育，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相结合已初见成效。1990年底，全县有完全中学5所，职业技

术学校1所，教师进修学校1所，农民文化技术学校3所，初级中学13所，小学附设初 一

中3所；全日制小学514所，耕读小学3所，县示范幼儿园1所，小学附设学前班26个。全



：县有中等学校教职212．823人，小学教职工1 813人，锄儿教养员44人；在校高中生lj：132人，j

初中生8：479人，小学生31148人f幼儿园及学前班1 514人。在校学生总计40 719人，I

占全县总人口的13,32％““1，一，一、 ．川’矗“‘t‘“．‘一{ ··‘|‘‘

·：一；i 40年来；共毕业小学生100 764人，初中生42’106人，1。高中生5鹋5人j+毕业的高j

：初中生中，考入中专2+224人，考入大专571人。为高一级学校输送了合格新生，为社会

输送了有文化的劳动者。’提高了劳动者的文化层次，改善了劳动力结构，’为社会和经济

发展作出了贡献。?‘j’：y
j·。q

—j1-一。‘，1：一·’’， ·。j’二⋯f ·
t’

?-_、但是，昌宁县师资素质偏低，教育投入不足，‘办学条件有待继续改善，’职业技术教

：育还需大力加强，发展教育面临的困难和问题不少。有待于强化战略意识，端正教育患

想，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不断深化教育改革，加强教师队伍建设，i增加教育投入≯

：加快发展教育，以适应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更好地为昌宁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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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事㈩。，记，

1688年(康熙二十七年) ⋯ ，；

右甸通判张稷谟设“养正书院矽于右甸城文昌官(令县委机关驻地)·此为右甸地

方公办教育之开端。 j ，：，，

1735年(雍正十三年) -． 。．，． 一，． i

顺宁府知府朱粲英、右甸经历黎学安在右甸城设西义学馆，在达丙街设东义学馆。

1760年(乾隆二十五年) _。 ，，

顺宁知府刘靖，右甸经历黎学安重修养正书院，并更名为簟龙津书院打。 ：i

1820年(嘉庆二十五年) ，．．，．，
·、 ；．．：

龙津书院改名为“右仁书院"。． 。。r√。：+，，

．． 1904年(光绪三十年) ，，一 ，，。．．～． ，一 ，

、

·：、：

杨华昌在菊街倡办“龙马乡第一初级小学，，，为县境内最早的公立小学．·} ．，

1908年(光绪三十四年)：， ，II。、， ，．、．。，’。∥· +∥· ．：．¨q

．蒋大兴在右甸城创办第一国民小学，√。，∥ ： 。．+⋯，·。。”。：

．．。1912年(民鼠元年) √ i，． ：；： t．

．。

‘。～ ．：．t。t

达丙设于关庙、观音殿、子孙庙三处的学堂合并为4顺宁县北区第二初等小学堂”o

．1913年(民国2年) ‘，!． o，

县境内的学堂一律改为学校，改用共和国教科书，修业三年。， ·¨ ，．

同年，右甸人周臣在财神庙创办第一女子小学校。达丙人龚鹤年在达丙街创办达丙

女子小学校． ． _．；、．”．．；，： ，， ．，， ‘：

1915年(民国4年) 。 一，．
， 一， ．^：，

蒋大兴倡导设立右甸，柯济，达丙“三乡高等小学"，校址在大城殿及文吕官(今

县委机关驻地)。．。． ．～．j。。． *：．。一 ．，

；、： ?一·，，

同年，蒋大兴以城隍，五隍，子孙三庙为校址，创办靠右甸城第一模范初等小学”·

， 1916年(民国5年)。。．。，．，i i：小 ，；
。‘ ．．．·，j、：㈠

右甸城第一模范初等小学改名为“右甸城多级国民小学一_ ㈠、‘ ，，“：，

1917年(民国6年) ． ：． ≤掣t。．，。．， ，． ，，_h；：-，．．，：+i

顾宁劝学所委派王子俊为右甸城多级国民小学校校长。 。、，：． ，h⋯

1920年(民国9年) 。，一 ⋯ ，．． t． {。 。·。o，，：，

．顾宁府委任王文娘为“謦宁县矽学所有甸分所?所蓐．一j一．I、。． ．．：I{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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