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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一

序 一

《陇川县教育志》出版发行了，这是全州教育战线上的一件

大事。

编志是一项十分艰辛的工作，功在当代，惠及子孙o《陇川

县教育志》的编写，历经十余个春秋。编纂人员呕心沥血，以
翔实的材料，精练准确的语言，真实地反映了陇川县教育的历

史全貌，既总结了陇川县教育的一些规律和经验，又探讨了今

后发展与改革的一些新思路o’这对我们深化全州教育改革，促

进全州教育事业的进一步发展，努力实现党的十五大确定的教

育发展目标和任务，必将起到一定的现实指导作用。

在《陇川县教育志》出版发行之际，向陇川县教委的全体

同志表示热烈的祝贺!向各位编写人员表示深深的敬意!

德宏州教育委员会杨前光
1998年1月18日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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帛 一
，J 一

《陇川县教育志》问世，正处在世纪之交、祖国面貌日新月

异的大好形势下，无疑是令人兴奋之大事。

据查，陇川于明朝嘉靖年间已办有司署学堂，从那时到如

今已历经近500年。在历史的长河中，陇川县未有一部专门系

统地记载陇川县教育发展历程的史书，《陇川县教育志》填补了

这个空白。它记述了陇川县教育发展的历史，体现了民族性、

科学性和时代性的特点。

纵观历史，民国时期陇川教育虽有发展，但由于政治腐败，

加之边地交通闭塞，经济落后，人民生活贫困，教育仍处于低

谷。1950年，中国人民解放军进驻陇川，全境解放，教育事业

随着经济的发展而发展o 1966年至1975年“文革"中又遭破

坏o 1976年粉碎“四人帮"，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

教育又迎来了春天。

编写教育志是一项重大的文化建设工程，历来受党和政府

的高度重视。由于各种原因，《陇川县教育志》编写工作几起几

落，历经几届领导，未能了结心愿。本届班子牢记江泽民同志

的“编纂社会主义的新方志，是两个文明建设的组成部分，是

社会主义建设系统工程，是承上启下、继往开来、服务"-3代、

有益后代的千秋大事"的教导，采取各种措施，加速编写进程。

经全体编写人员的艰辛努力，广征博采，殚精竭虑，几易其稿，

终于完成了这项工程。志书不仅服务当代，随着时间的推移，

必将起到“存史、资治、教化”的作用，惠及子孙o
2



序二

在此，借志书出版之际，我代表县教委和编写领导小组，

对为此书给予关怀的各级领导和编写人员，特别是州教委彭定

武老师，表示崇高的敬意和由衷的感谢!志书中不妥之处，欢
迎指正。

陇川县教育委员会郝忠保

1998年10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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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志的编纂始终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中国共产党的四项基

本原则，以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观点进行编写。在编写过程中，坚持实事求

是的原则，运用新观点、新方法、新材料详细记述陇川教育的发展过程，并力求做到

思想性、科学性和资料性的统一。

二、本志为陇川县首部教育志。本着“详今略古、详近略远、立足当代”的原

则，上限追朔到明朝嘉靖年间(公元1568年前后)，下限截止公元1990年。个别事

件下限略有延长。

三、本志采用述、记、志、传、图、表、录的体裁，以志为主体，以横分门类、

竖写始末的方法，按章统节、节统目的形式排列，图表分别附于有关章节之中。

四、本志历史纪年，清代以前沿用当时朝代年号，用汉字书写，在括号内加注公

元纪年；民国时期纪年用阿拉伯数字书写，在括号内加注公元纪年。19．50年5月6日

陇川和平解放后，一律用公元纪年。

五、本志一律用现代语体文记述，力求文风严谨，简明朴实。

六、对陇川县教育作出重大贡献的人士采取立传记述，在世人士采用简介记述。

七、大事记采用编年体与记事本末体相结合的体例，纵向反映陇川教育历史发展

的轮廓。

八、本志资料来源于省、州、县档案资料，所引用的文献资料、档案史料、口碑

材料真实无误。在志中一律不注明出处。

九、志中所述的解放前、解放后，以1950年5月6日为界；“文革”期间，指

1966年5月到1976年10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指1978年以后。

十、对所涉陇川境内的教育，本志都力图反映、记载。对划归外县的学校，只记

其属陇川时的情况；对从外县划归陇川的学校，则从划归之时开始记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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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事记

大事记

明朝嘉靖年间(1568年前后)

在陇川宣抚使司多士宁袭职期间，有江西人岳凤曾任过司署教读，此时陇川已办

有司署学堂。

清朝同治四年(1866年)

韩发林在章凤戍边时曾主持办过一所章凤私塾学堂，由秘书毛文龙任教师，教授

<三字经>之类的教材。

光绪八年(1882年)

设有杉木笼新义学。腾冲同知陈鉴年给馆金十两作办学费用。

宣统元年(1909年)

章凤已办有土民小学堂1所，教师杨自修(大理人)，有学生35人。

除司署学堂外，城子今贺姐和巷姐的交界处已办有土民小学堂1所，学生40余

人，教师1—2人。宣统二年(1910年)，城子和章凤地区分别设有土民小学堂1所，

户撤地区设学堂5所。
‘

程宇光(四川人)任司署教读，次年提为司署幕友，即秘书。

赵学文任司署教读。

民国14年(1925年)

民国16年(1927年)

陇川行政委员汤礼宗收取屠宰税，办城子、章凤、曼弄3所小学。

‘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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陇川县教育志

民国18年(1929年)

赵承广任司署教读，有学生6～7人(土司子女)。城子还设有公立小学1所。

民国20年(1931年)

2月，陇川行政委员张振勋于章凤附近截获私商偷运银洋出IZl，计现金14 900

元。除留张的奖金外，如数充为该区教育奖金。

民国21年(1932年)

由牲屠税中拨了400卢比(缅币)，在城子复办了1所小学，教师2人。

杨文华任教育局局长。

杨少臣任司署教读。

民国24年(1935年)

线永宽任教育局局长。

6月，省政府决议，各土司选送土司或亲友子弟2名到省城昆明南菁学校进修学

业，生活费等享受公费待遇。 ，

民国25年(1936年)

城子办有巷姐小学和川庙小学，教师各1人。

民国26年(1937年)

杨文华任教育局局长。

4月1日，城子巷姐小学和川庙小学合并，开办省立陇川小学。

杨会清任省立陇川小学第一任校长。

省立陇川小学创立之初，土司多永安将自己房产地一块(有草房、瓦房各1间)

捐给学校作校舍，省教育厅赠与“赞兴文教”匾额一方以资奖励。匾额于沦陷后失

散。又于民国35年(1946年)复请省教育厅补发。其事迹在当时<民意日报>上

刊载。

牧师安士普(瑞典人)创立慕水教会学校。

2



大事记

民国28年(1939年)

4月2日，邓子文接任省立陇flld、学第二任校长。

4月中旬，城子省小坡坎分校成立。

11月11日，赵鲲龄接任省小第三任校长。

线永宽任教育局局长。

民国29年(1940年)

省立陇JIId、学执行民国25年(1936年)7月教育部颁<修正小学规程>的教学

节分制。分别有三十、四十五和六十分钟三种授课时间表。

陇川教育事业有较大发展，全境共有16所小学，其中慕水、弄贤两所为教会

学校。

险。

民国32年(1943年)

3月，日军侵入陇川，省立陇川小学教员走散。校长赵鲲龄遭日军逮捕，后脱

民国33年(1944年)

慕水教会学校牧师安士普被日军劫持到畹町，被美国飞机炸死。．其妻在畹町收复

后回国，学校停办。

民国34年(1945年)

3月，省教育厅派张守光等人到陇川督察学校工作。此时全境共有5所小学，学

生100余人。

杨文华任教育局局长。

民国35年(1946年)

春。文凤镇(今城子镇)难民大半复业，恢复文凤镇中心小学，。同时创立文凤

女校。

7月，文凤镇中心小学改办为省小，李兆丰接任省小第四任校长。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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陇川县教育志

民国36年(1947年)

民国35年(1946年)11月4日，省教育厅因经费紧迫，令凡支省教育厅经费的

各边地小学自1947年1月1日起移交地方。陇川省小又改为文凤镇中心小学。

拱山教会学校创立，有教会牧师2人。

省教育厅派视察组田有恒等人到陇川督察学校工作。此时全境3乡1镇共30个

保，有4所中心小学和16所保国民小学，学生共664人，教员28人。此时教育行政

组织已改为教育科，科长何从伍，另有科员3人，督学1人。设治局教育科发动捐款

购买书籍300余册，成立民众阅览室。

民国37年(1948年)

6月8日，从文凤镇中心学校分出一、二年级两个班，学生共27人，同时扩招新

生，重办省立小学，赵铣接任第五任省小校长。

陇川省小成立学校董事会并立有章程，董事有熊占甲、多永安、多永清、郑维

芬、桂子静、李兆辉、杨少臣等11人。

民国38年(1949年)

1月，战后省小第一班共毕业学生4人。省教育厅批示成绩合格，予以颁发毕业

证书。

彪华堂任教育科科长。

1950年

5月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进驻陇川，陇川解放。

11月，成立陇川各族行政委员会，管理各方事务。全境此时有文凤、章凤、王

子树、赵家寨、三户单、慕水、新山、曼弄、拱山、户瓦10所小学。其中拱山，户

瓦两所为教会学校。

因忙于建立政权，政府未及时接管学校。

1951年

7月，上级人民政府派遣第一批教师到陇川，有白祖昌等8人。其中两人未教

书，直接从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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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事记

9月1日，县行政委员会接管文凤镇中心小学，并改为城子小学。陇川工作团团

长张登祥兼校长，白祖昌任教导主任。

9月4日，派王恩祚同志进入拱山教会学校任教，宣传共产党主张和方针、政

策，进行爱国主义思想教育。
‘

’10月1日，派欧阳昌美、蒋文荣两人重办章凤小学，当时称为省立陇川小学章

风第二分部学校。另有王子树、杉木笼、赵家寨、慕水、新山、曼弄、三户单7所小

学仍属私办。

11月17日，境外土匪200余人窜扰章凤，并袭击学校，章凤小学欧阳昌美和蒋

文荣两位教员幸得脱险。

12月，召开陇川县第三次各族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白祖昌代表文教系统参加

会议。

文教科随之设立，称各民族联合政府文教科。白祖昌代理副科长。

1952年

10月1日，政府接管曼弄小学，旧教员何之初继续留用。政府号召各机关、部

队为民族学生捐赠寒衣，给145名少数民族生每人发一套寒衣和一条棉毯。

因边疆形势复杂，常有武装土匪窜扰。政府给大部分工作人员配备了武器，学校

部分教师也配带武器从教。

1953年

3月1日．政府分别接管了王子树小学和杉木笼小学，旧教员秦紫霞继续留用。

7月。县文教科由原来各民族联合政府文教科改称陇川县人民政府文教科。

9月，在邦瓦文化站纯载瓦民族地区开办邦瓦小学。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所景

颇族小学。

农村开办了11个扫盲识字班(其中傣族区9个班)，学员330人，教师由工作组

同志兼任。

1954年

各区(站)文教卫生组织基本建立健全，并配备了专职人员。

农村有夜校7所，学员近400人。

邦湾、石碑、边河3所教会学校相继停办。

2月，接省教育厅通知，陇川原来春秋两季结业的学校一律改为秋季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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