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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神i址孔庙(儒学署)仅存

的戟门。

②辑雨亭(原为和中办公室，

现为一IlI会议室)。

③和县教育局办公楼(1 985

年10月落成)。

④@l 987年省教委、省财政

厅和I 988年省教委授予和

县教汀局的奖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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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县地处长江之滨，物产丰饶，人文荟孳，文化源远瀛长。中筝，’i民共和国成立后，

和县教育事业有了长足发展；,st-t。‘年代，进入振兴时蚓，基础厚买。盛世修志，服务当

代，惠及后人。在县委、县人民政府的重视下，我们编写了和县教育史上第一部专业志书

——《和县教育志协。

《和县教育志》旨在记载本县教育发展的历史，发掘地方兴教办学昀经验，探索教育

兴衰起伏的基本规律，褒扬为和县教育事业作过贡献的有识之士，藉以了解和县教育发展

的历史渊源，继承和县先辈尊师重教的优良传统，开创和县教育新局面。

《和县教育志》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详今略古，汇集清未以来地方教育的大量史

料，经过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考证筛选，按照先总后分，横排纵写的体例撰写而成。这

部志书，记录和县历史上各类教育机构的沿革，反映各个不同时期教育发展的规模和水

平，编制裙县教育大事记，选编特色各异的部分学校筒史，分绍稻县教育界有影噙的人物

事迹，附入一些教育图片。全书力求系统真实地反映和县教育的历史和现状，以期收到存

史、资治、励入之效。

《和县教育志》的成书问世，是编写入员和全县广大教育工作者心血和智慧的结晶，

是一份宝贵的文化遗产。我们在编纂过程中，承蒙省、地教育志办公室、县地方志办公室、

县党史办公空的热’漪指导；受到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南京市图书馆、安徽省档案馆、安

徽省因’笃馆、县档案’湛、芜湖帮党史办等单位亩0大力支持，≯蔓#。二文示诚挚的感谢。

《和县教育志》从征纂资科引绀谗嚣椠，虽经三易其稿，但由于我们第一次从事志书

编纂，经验不足，水平有甄i，人手又少，疏漏舛误在所难免，敬希读者指正。

双绛
1989年5月5日



凡 例

一、本志上限起自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下限断在1988年。但为了体现历史的连

续性，在部分章节中作必要的简短上溯。

二、本志为语体文记叙体，按照横排竖写、事以类从的方法编纂。全志包括志、史、

记、传、表、图、录，以志为主。图、表、录分别附于有关章节之后。

三、大事记采用编年体，少数条目采用记事本末体。

四、资料来源多系省、地、市(含南京、安庆、芜湖、宣州等市)、县档案馆、图书

馆、党史办、文史办和本局所存之文书档案、史料，以及部分宗谱、碑文、口碑资料

等，并经反复核实、筛选、校正。引用的完整材料或节采原材料，忠予原文，并注明出

处。

五、年代一律用公元纪年，民国以前的用公元年号夹注旧年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后用公元年号。个别章节中有民国以前的则用当时年号，如光绪二十九年(1 903年)、民

国元年(19l 2年)，以存历史原貌。

六、数据，凡使用阿拉伯数字得体者，尽量使用阿拉伯数字。

七、人物传按照生不立传的原则，自清末以来，凡对本县教育事业有较大贡献者、教

育界知名人士及有影响的塾师，均酌予收录，对建国后省级以上的先进教育工作者作事迹

简介。人物称谓，除特殊情况外，一般直书姓名。

八、建国后，一些对教育影响较大的历史事件如“反右”、“文化大革命"，以《关

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准绳，按照“宜粗不宜细”的原则如实记述。志

书的行文，立足于秉笔直书，反映客观事实，寓褒贬于史实之中，对个别章节有所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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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概

和县，古名历阳，舂秋属楚。秦灭六国置历阳县。晋改历阳郡。后齐始置州，北齐与

梁子此议和后遂称和燃。弱洪武年闻改直隶积州，隶属京师(南京)，辖含出县。礴袭观

制。民国废和州为和县。

和县自古以来，即为江淮重镇，历史名城，山川秀丽，风物宜人。历代骚人墨客、彦

士名流，多于此留下咏诵篇章，李白《天门山》、刘禹锡《陋室铭》、社牧《乌江项王

庙》等，至今仍脍炙人口，广为传诵。和县民风淳正，人文荟萃。唐代著名诗人张籍，国

子监博士何藩，宋代“歌豪"杜默，著名词人、状元张孝祥，书法家张即之，清太子侍

读、探花鲍源深及主编《历阳典录》之金殿传胪陈廷桂等，皆为名垂青史之硕彦大儒。即

至当代，诸如森林学博士齐坚如，地质学博士俞建章，法学博士李适生、赵凤阶，训诂

学、历史学教授丁山，生态学家侯学煜，地理学家鞠继武及诗人刘岚山等，亦皆名闻遐

迩，建树颇多。

和县文化源远流长，唐代即设州学、县学。明代，除设置为科举服务之儒学、以研究

学术为主之书院外，尚开办社学，便利乡村平民子弟就读。入清，城关与集镇设有义学，

免费招读城乡孤寒子弟。而私塾则又广布民间，为启蒙教育广开门路。

鸦片战争后，有识之士呼吁仿效西方，革新教育，力图自强。光绪二十七年(1 901年)，

靖政府迫于时势，实施“新政，，，谕令各省易书院为学堂。光绪二十八年(1 902年)，颁

布《厘定学堂章程》，通饬各省广设学堂。和州知州德馨遂改和阳书院为官立和州中学

堂，此为本县创设之第一所近代教育机构。飘于光绪二十九年(1 903年)，华洋义赈会苏

筱斋子雍家镇义善堂，酋建崇善小学。光绪三十一年(1 905年)8月，清廷谕令“停科

举，以广学校黟，和县新教育得以发展，学堂逐年增加。至宣统三年(1 91 1年)，全县已

有中小学堂1 3所。然清政府明倡新学，暗复古制，致使新教育之宗旨、学制及课程设

置，仍难脱封建教育窠臼。

辛亥革命后，君主专制虽巳摧毁，但复古思想仍根深蒂圊。民国二年(1 91 3年)，袁

世凯颁发“注重德育，整饬学风”令，汤化龙“上大总统言教育书"，均声称中小学应课

读全经， “俾圣贤之微言大意，浸渍渐深，少成若性”。安徽籁；督倪嗣冲亦曾呈请大总统

注重经文，无视新学，致使新教育举步维艰。加之灾荒不断，战事频仍，和县教育几乎处于

停顿状态。仅有之～所中学亦子民国二年停办。“五四”运动爆发后，新文化思潮澎湃，

一班就学于宁、芜、平、津具有新恩想之青年，相继返和执教，教育始呈现生枫，小学增

多，中学亦于新学制颁布后复校上课。同时开放女子教育，继清宋所建之安和宫女子初级

小学之后，又开办爱国女子学校、崇德女子小学等校。众多进步青年深入农村，举办平民学

校、民众夜校，西梁L【I小学尚创建一所民众图书馆。至民冒十八年，全县计有初中l所，

小学6 0余所。后因经费搐据，教育发展缓慢。抗日战争爆发时，全县仅有小学8 2所，



计8 7班，学生4394人。自1 939年起，县境大郜沦陷，中小学散迁、停办者不知凡几。嗣

后战事稍趋平稳，学校方逐渐恢复。和县西北隅国民党统治区善厚集、金城，绰庙，高皇

殿一带，因教育经费极端困难，仅存小学10余所及中学1所。县西南之和含抗日民主根据

地，虽然注重教育，但因环境险恶，只办和含中学、和含干部学校各一所，小学10余所。

此外，日伪政权在沦陷区县城及沈巷，裕溪，乌江、姥桥、黄山寺等地开办中学1所，

小学l 2所。

1 94,4年，全县仅有中等学校3所，乡、镇中心国民小学4 8所。保国民小学虽有100

余所，但因经费由保自筹，难以为继。全县学龄儿童入学率仅为1 J‘．2％，农村文盲高达

8 0％以上。

1 949年眷，县人民政府首先接管几所公立中小学，作出“维持现状，立即开学”之决

定，原有教职员工全部留用。其他各乡镇和农村均有民办、私立小学及私塾。中华人民共

和国成立后贯彻“教育向工农开门”和“两条腿走路”方针，中小学教育得到蓬勃发展。

1952年秋，全县所有民办、私立学校转为公办。当时全县小学已有355所，学生达2551 2名，

为新中国成立前之两倍以上。中学在校人数亦有较大幅度增长。工农业余教育更呈现前

所未有之可喜景象。1 957年之后，由于反右斗争扩大化及“大跃进”对教育之极左影响，

致使教育损失惨重。后经中央提出“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方针，教育事业方得以稳

步发展。I 966年，全县计有中等学校4所，学生1667名，小学1 580所(其中包括耕读小

学1 292所)，学生49310名。学校数量及在校学生人数均超过清末以来发展之总和。“文

化大革命”发生后，学校数量虽迅猛增长，但教育质量急剧下降。

1978年，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教育被列为四化建设之战略重点。1 985

年，县委、县政府对本县实施九年制义务教育提出规划，对中等教育结构改革作了布署，

对多渠道集资办学进行认真落实。1 988年全县已有各类中等学校44所，在校学生2461 3人’

分别为新中国成立前之l 5倍和5 0倍，小学382所，教学点171处，入学儿．童62993人，

与1948年相比，学校增加三倍，学生增加八倍。学龄儿童入学率，亦由1949年之1 J‘．2％，

升至1 988年之96％。在全县人13中，1 2周岁以上之文盲、半文盲亦由1947年之79％下降

到1988年之31叻．幼儿教育亦有较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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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大事就

1901年(光绪二十七年)

清廷诏改书院为学堂，省城均设大学堂或高等学府，各府、厅、直隶州设中学堂，各

州、县设小学堂。翌年，和州知州德罄(满人)遂改和阳书院为宦立和州中学堂。

1902年(光绪二十八年)

清政府颁布《钦定学堂章程》，亦称“壬寅学制”。山东省教育学院《教育学》云，

其时此学制全国并未实施。而“柯节母捐产兴学事实碑”却称，和县白桥王柯氏辅化小学

堂“其教授课程悉遵《钦定初等小学堂章程》办理”。

1903年(光绪二十九年)

华洋义赈会苏筱斋在雍家镇义善堂内开办拓私立崇善小学堂”，这是本县最早创办的

第一所小学。

清政府仿日本学制，颁布《奏定学堂章程》，又名《癸卵学制>>，和州学堂按此实施。

1905年(光绪三十一一年)

回民马俭余等筹款子城内江心桥创建私立伊斯兰小学堂。后更名为清真小学。 毒

1906年(光绪三十二年)

和州知州德馨于城东忠义祠，开办官立两等小学堂。

1907年(光绪三十三年)

正月，知州德馨于城西王烈祠及关帝庙开办官立初等小学堂。

于戚桥镇，刨设私立务实小学堂(后称戚轿小学)，于县城南门外龙王癌建立横江小

学堂。

成立和县教育会，会长鲍孝先，副会长范期梁。其宗旨为：期于辅助教育行政，图教

育之普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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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8年(光绪三十四年)

二月，和州知州陈麟瑞开办四所官立初等小学堂。一设东区大街文昌宫，一设南区四

牌坊左首刘猛将军庙，一设西区余家巷口，一设北区大街元真宫。

建立和州劝学所。首任总董夏遒沛(附生)，岁入530元。

1009年(宣统元年)

开办官立简易识字学塾，内附半日制学堂一所，堂长鞠某。

域内东、西两等小学堂合并为高等小学堂，附于和州中学堂。

1910年(宣统二年)

学部规定，中学堂实行文、实分科制，文科重经学，实科重工艺。和州中学堂因经费

不敷，理化器具、博物标本无力置备，只设文科课程。

1913年(民国二年)

和县公立学校开始征收学费。

安徽省都督训令和县知事，转饬和县中学仍遵民国元年都督府饬令，改办为乙种实业

学校。后因故未能实施，和县中学就此停办。

1914年(民国三年)

。。 于县城积谷仓东面广场举行租县第一次学校体育运动会。参加单位有县立第一高等小

学、戚桥高等小学、清真小学、安和宫女子小学及几所县立国民小学。比赛项目有兵操、

游戏、哑铃操、球竿操等。观众踊跃。其时封建意识浓厚，女教师羞子率学生参赛。

用。

1916年(民国五年)

6月l 3日，黎兼使通令各属凡以公款所办之学校概行停止，将此款移作办团防之

l 0月2 5日，安徽省长公署训令各学校应遵照规定，着用制服。和县遵办。

1919年(民国八年)

5月7日， “五四黟运动消息由上海传至和县，县立高等小学师生首先响应，校长王

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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