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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

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存真求实的

原则，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科学

地组织和保存绩溪县教育史料。本着“立足当代、详近略远"的

原则，侧重记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教育发展进程。

二、本志上限不限，溯至事物发端，主要衔接《(嘉庆)绩溪

县志》(1810)，下限一般截至2004年8月31日，反映重大事件

的大事记、文存等延伸至2004年底。

三、本志采取横排纵写的体例，只设章节和若干目，叙述力

求有始有末，寓史于志，以规范的语体文为准，执行《安徽省第

二届志书编纂行文规范》o

四、本志采用述、记、志、传、图、表、录等表现形式。首设

“总述"以统全志；设“大事记”按年月日顺序记事，个别条目采

用纪事本末体，以求完整；设“附录’’以存有关本县的教育法规、

指令、文献、文物；设“教育人物"，本着“生不立传"，编写已故

教育工作者传略。

五、本志内容力求翔实准确，兼顾知识性。

六、本志历史纪年采用朝代纪年并括注公元纪年。

七、本志计量单位一律采用国家法定计量单位。

八、本志“X X年代"特指20世纪××年代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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丽 吾

编修《绩溪县教育志》，始于1985年，是县教育主管部门十分重视的一项工作。2004年

春，在县委、县政府的高度重视下，现任教育局领导班子将续编此志作为一件大事来抓，积极地

组织人员、筹集资金，开展编纂工作。在全体编委、有关部门和学校的共同努力下，终于完成

《绩溪县教育志》的编纂任务。《绩溪县教育志》的问世是绩溪县教育史上的一大幸事，我们将

以此作为献给绩溪人民的珍贵礼物，经世致用，服务现实，惠及后人。

绩溪为皖南的一个山区小县，现有11个乡(镇)，面积1126平方公里，人口18万。自唐大

历初年(766)建县以来，迄今已有1238年的悠久历史。素有“绩溪牛”、“徽骆驼”之称的绩溪

人民，以富于进取的精神创造了独特的经济形态与地方文化，在历史上留下了蚕丝的骄傲，纸

墨的褒扬，徽厨的荣耀和商帮的辉煌。深厚的徽文化底蕴滋润着绩溪的教育事业，形成“十户

之村，不废诵读”的优良传统，代复一代，学风兴盛，人文荟萃。古往今来，在国内外政治、军

事、经济、文化、科技等诸多领域都印记着走出山乡的名人学者奋斗的足迹，清乾隆《江南通

志》留下了“邑小士多，绩溪为最”的记载。

新中国建立后，在历届县委、县政府的领导下，绩溪教育取得了长足发展，特别在改革开放

的新时期，不断取得新的成果。1985年，绩溪跻身于安徽省首批“普及初等教育县”的行列。

1992年，绩溪被评为“安徽省扫盲先进县”。1993年，华阳镇荣获“安徽省‘普九’第一镇”的殊

荣。1994年，绩溪成为安徽省首批教育“两基”达标县的一员。2000年，绩溪中学、华阳中学

双双跻身于省示范中学行列。

随着教育改革的不断深入，基础教育发展势头看好，素质教育如火如荼，师资队伍建设成

效显著，教育教学质量整体提升。全国第5次人口普查的数据表明，全县常住人口的受教育程

度高于全省平均水准，半文盲率降至4．46％。自1999年以来，绩溪县高考本科万人达线率、

中考学科优秀成绩比率和高分段人数比率、小学市级学科素质检测综合评价分别位居宣城市

前列。全县中小学办学条件不断改善，2004年基本消除D类危房，“校校通”工程基本完成；创

建了一批省级示范高中、市级示范中小学和市级示范幼儿园。全县中小学教师的学历层次不

断提高，小学大专以上学历比例上升到34．5％，初中本科以上学历比例上升到25．4％。全县

中小学教师首轮继续教育培训完成率达到100％。

围绕全面建设绩溪小康社会的目标，我们将构建全面实施素质教育的现代教育体系，抓好

基础教育的均衡发展，增强教育的服务功能，发挥教育的基础性、先导性和全局性作用，为绩溪

的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提供人才和智力资源，提高全县人民受教育水平和劳动者素质。

纵观绩溪教育的发展史，有文字记载的始于北宋景德四年(1007)，至今已有997年的悠

久历史，由于时间跨度大，涉及面广，专业性强，尤其因绩溪旧志中断长达194年，统合古今难

度较大；加之“文化大革命”中乡邦文献散失，缺乏资料借鉴等客观原因，新编《绩溪县教育志》

本着立足当代、详近略远的原则，以新观点、新方法、新材料纂写。本志内容力求详实准确，兼

顾知识性，做到“有典有则”、“可诵可读”，搜集、保存和批判继承前人的教育遗产，总结新中国

成立以来的教育实践，上限不限，溯至事物发端，主要衔接嘉庆十五年(1810)编纂的《(嘉庆)

绩溪县志》，下限为2004年8月31日。横排纵写，叙述力求有本有末，寓史于志，采用现代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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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语表述。它既继承专业志传统，又在体例上加以创新，具有时代特色和地方特色，是一部融系

统性、专业性、资料性于一体的著述。

新编《绩溪县教育志》共46万字，设16章，分5l节。“总述”叙议结合，“大事记”以编年

体和纪事本末体相结合，“附录”收录本县教育文献、文物及地方性教育指令、法规。本着“生

不立传”的原则，对在本县从事教育工作的已故工作者，以其对教育发展的影响和贡献为取舍

标准，以传略的形式编入本志，并把在教育战线上作出较大贡献的人士列人名录。同时，新编

《绩溪县教育志》在较大篇幅上突出新中国成立后绩溪教育的发展过程，重点记叙了改革开放

新时期绩溪基础教育的主要成果。本志配有彩照、黑白历史照片和图表，置于卷首或散见有关

章节，与文字表述互为印证。

新编《绩溪县教育志》的问世，将为专家、学者研究绩溪教育提供较为详尽的资料，为各级

教育主管部门提供决策的参考，为进行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提供生动的素材，为客居异域

他乡的绩溪籍人士及其后裔架设了沟通信息的桥梁，为教育老前辈重温往昔峥嵘岁月开辟了

一个亮丽的窗口。现在职的绩溪教育工作者案头一卷，随时翻阅，察古知今，开拓未来，更是受

益匪浅。

新编《绩溪县教育志》在编纂过程中，得到各级领导的关心与支持，省内外绩溪人士的帮

助，县直有关单位的通力合作，全体采编人员付出了辛勤的劳动，在此谨向他们表示诚挚的谢

意!

黄义新

2004年12月21日

注：黄义新。现任中共绩溪县委委员，绩溪县教育局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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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 述

绩溪县位于皖东南，东与浙江临安为邻，南接歙县，西北与黄山区、旌德县相连，北与宁国

市接壤，总面积1126平方公里，人口约18万。境内崇山峻岭，溪流交错。本县秦汉为歙县地，

初属丹阳郡，晋朝属新安郡。旧志云，南朝梁大同元年(535)析歙县地置梁(又作“良”)安县，

唐武德中(618-626)废。《新唐书·地理志》云，永徽五年(654)析歙地置北野县，后改名绩溪

县，但《元和郡县志》则明言：“大历元年(766)置绩溪县，属歙州”。此后宋属徽州，元属徽州

路，明清属徽州府，民国至1987年底皆隶属于徽州或随徽州而变更隶属关系。1988年元旦划

归宣城地区，2001年撤地建市后，隶属于宣城市。

历史上行政的隶属关系使绩溪的人文与徽州融为一体。“大江之东，以郡名者十，而士之

慕学，新安为最；新安之属，以县名者六，而邑小士多、绩溪为最”(《江南通志》)。究其原因，盖

徽州(尤其是绩溪)处于万山丛中，古时难通舟车，耕地少、出产微、户口多，因此民俗崇尚读书

力田、间事商贾；又由于历代封建统治者多采取抑商政策，因而先民们被迫走上了“贾儒结合”

的道路。这样，徽州的文化教育事业自宋以后有快速的发展并名扬华夏，绩溪也不例外，且稍

显于他县。旧时全县教育设施，据旧志记载，宋以前已不可考，宋以后至清嘉庆十五年(1810

年，旧县志至此中断)则为科举与学校相辅：县有县学，乡有义学、社学、私塾。县学旧址在今

绩溪中学西南角，今仍存考棚。义学，据《(嘉庆)绩溪县志》记载仅一处。社学、私塾多而简

陋。书院，少数建于宋，其中有安徽最早的桂枝书院(1007—1026间建)；但多数书院建于明

清。嘉庆以后，较有影响的是嘉(庆)道(光)问国内著名经学大师、邑人胡培晕首倡众捐而兴

建的东山书院，始建于道光八年(1828)，一直持续到光绪三十一年(1905)。

清末，延续了二千多年的封建制度已日薄西山，科举制也随之寿终正寝。先是张之洞为苟

延封建制度于光绪二十九年(1903)提出了“变科举”，继而，光绪三十一年(1905)清廷被迫下

诏，“立停科举”。这样，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潮下，绩溪于“变科举”、“废科举”之间，

在首开风气的商人(仁里程序东等兄弟四人)、儒者(清末城东秀才胡晋接)的合作下，于光绪

三十年(1904)正式创办了颇具影响的号称全县第一所近代小学堂——私立思诚小学堂(后称

“两等”，地点在仁里村)。资料显示，在思诚小学之前，临溪镇孔灵村的汪氏已创办了学堂，只

因并人思诚而未称显。光绪二十九年(1903)随着“癸卯学制”的颁行和思诚小学堂的创立，绩

溪先后创办了一批小学堂，并于光绪三十二年(1906)出现了半官方的教育会，光绪三十四年

(1908)设立了县教育行政机构——劝学所，进一步推动了城乡教育的发展。自光绪三十年

(1904)至宣统二年(1910)，全县办有高等、两等、初等小学堂26所，并开始了女子教育和师范

教育。在实践中，教师还编印出版了一批小学堂教材。光绪三十四年(1908)在劝学所内，设

立了阅报所，备有《东方杂志》、《神州日报》等供人阅读，开创了绩溪社会教育的先河。

清末，全县大量存在的还是私塾。据光绪三十三年(1907)的有关资料统计，入小学堂的

学生仅占学龄儿童的7．4％，人私塾的占41．3％；全县尚有51．3％的适龄儿童不能入学。

中华民国成立后的绩溪教育大致以抗日战争为界分成两个时期。



2 总述

抗日战争前，在清末兴办小学堂的基础上，私立小学发展较快，至民国23年(1934)已有

36所。民国14年(1925)，芜湖明远电灯公司经理、邑人吴兴周，同事、邑人周协恭，上海图书

馆主人、邑人汪孟邹又联合集资延师，创办了惠民染织传习所，并设厂传技，此为绩溪县近代职

业教育的滥觞。

此间，社会教育也有所发展。民国8年(1919)9月，县教育会创立了新新阅报社，次年开

辟了县公共体育场(占地470平方丈)，内有设备十种。民国15年(1926)lO月，县图书馆创

办，始设于县立女子学校前排校舍，采用杜氏图书分类法，是一所初具规模的现代图书馆。

民国17年(1928)2月，在县立第一高等小学的基础上办起了县立初级中学，但为时仅一

年即宣告停办。

抗日战争爆发前夕，由于邑中有志之士的多方吁请和胡适的周旋，“安徽省立徽州初级农

林科职业学校”于民国25年(1936)夏在绩溪县孔灵镇创办，这是全县中等职业教育的起点，

并影响省内外。

这一时期，绩溪小学教育能得以发展、中等教育得以肇始、社会教育有所发端，其原因大致

有三：一是受以胡晋接为首的一批清末儒生中分裂出来的开明知识分子，成功地创建和主持思

诚小学与省立第二师范学校的影响；二是以汪孟邹为代表的一批民族资产阶级人物，受实业救

国的影响，力图通过发展教育来培养人才；三是受以胡适为代表的一批新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对故乡的影响。因此私人办学形成了热潮，促进了绩溪县教育事业的发展。

抗日战争爆发后，民国27年(1938)“新县制”颁布，绩溪县于民国28年(1939)底至民国

29年(1940)初，推行了“三位一体”、“政教卫合一”的政策，全县绝大多数私立小学都改为保

小学、乡镇中心小学，因此，地方人士渐少干预教育。加之日寇铁蹄的蹂躏，民族工商业的凋

敝，旅外同乡几乎断绝了对家乡教育的联系和支持，私人捐助教育之风日微，致使全县的小学

教育得不到应有的发展。

这一时期，县立初级中学在民国29年(1940)9月正式诞生于明伦堂，这样便开始了全县

的普通中等教育事业。此时的中等职业教育也有所发展。民国32年(1943)2月，私立中正职

业学校创办于大石门，一直维持到民国37年(1948)。

抗日战争最艰难的时期，省府在本县也曾设立过I|缶时小学。民国32年(1943)4月，江苏

省立第五临时中学迁到本县，借长安镇坦头村训勤小学校舍及民屋延办至民国34年(1945)4

月，因不慎失火，烧毁校舍而迁回。

在抗日战争期间，中国共产党的基层组织开始出现在绩溪县教育界。民国27年(1938)，

省立绩溪高级农业学校的学生建立了中共党支部，这是全县最早的党支部之一，隶属于中共徽

州中心县委，这也是全县解放前教育界唯一的中共党支部，虽在国民党第二次反共高潮中被破

坏，但其影响一直未中断，学生“反迫害”运动一直延续到解放前夕。

新中国成立前夕，全县教育十分凄凉。私立小学得不到政府的资助，公立中小学则常常发

生欠薪事件。省立绩溪高级农业职业学校便在民国36年(1947)9月迁入城内，借南门章氏宗

祠等处勉力维持，至解放时，仅有高农学生10余人，普通初中学生30余人。

新四军游击队面对全县小学陷于停办，及时接管和整顿了一些小学，如金沙、寺后小学。

有力的维持了地方教育，而且开展了革命传统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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