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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远流长的大理教育，从西汉时期张叔在家乡教授子弟算起，至今已有2 JDD多年

的历史．对于在选漫漫历史长河中的大理教育的历程，有必要作专门的翔实记载。《大

理市教育志》就是客观地反映大理教育的历史和现状的第一部专志。志书追溯历史，从

大理教育的发端入手，着重记录自辛亥革命以来8D年间大理教育的历史．

现实是历史的积累和发展。一种社会的教育总是在它以前社会的教育的基础上建立
‘

起来的。教育的经验是随着人类的社会实践逐渐丰富的；教育的理论是由低级到高级，

由片面到全面逐步完善的；教育的制度、内容、方法等等是在历史过程中逐步形成和发

展的。知古而通今，了解大理教育的昨天，对于我们今天教育的发展和改革有一定的借

鉴作用。

大理市的教育事业，在新中国建立以来的卯多年中，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取得

了显著的成绩。最近3年来，全市教育发展加快了步伐，教育改革也加大了力度。J，99D

年已依法宣布开始实施六年制教育；J992年全市J5至知周岁人口的非文盲率已达到

贴．刀％，被省人民政府授予。基本无文盲单位”证书；开展了中小学内部管理体制改革

的试点工作；改革了高、初中招生办法；改革了大中专毕业生就业办法。教育事业充满

了生机和活力．为了跟上改革开放和经济快速发展的新形势，我们应该在今后的教育实

践中。对教育思想、教育体制、教育结构、教育内容和教育方法等教育领域的诸方面，

进行不断的探索和改革，尽快改变目前不同程度存在的教育脱离经济，学校脱离社会，

教学脱离实际的。三脱离”现象，使我市的教育工作真正做到。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

面向未来”。更好地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

。天下之治，资于贤才；贤才之出，由于学校”(见明万历《赵州志》)。这是古人对

兴教办学重要性的认识。党的十四大报告明确指出：。科技进步，经济繁荣和社会发展，

从根本上说取决于提高劳动者素质，培养大批人才。我们必须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战

略地位，努力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和科学文化水平。这是实现我国现代化的根本大

计。”今天，教育已被列为国家发展国民经济的三大战略重点之一．全党、全民比过去任

何一个时期都更加重视教育。这正是发展教育事业的希望所在。

展望未来，前程似锦。我市将在本世纪末普及九年义务教育，达到高标准扫除文盲

的要求，普通中学与中等职业技术学校在校生的比例将达到1：1．2。这是任重而道远

的．全市教育工作者将以开拓创新，求实奉献的精神，继往开来，向着既定的目标，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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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奋斗，顽强进取，为大理教育谱写新的篇章，给。文献名邦”增添新的光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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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志从大理教育的发端——西汉时期记述起，下限断至1990年，个别资料下

延至1991年。以详今略古、详近略远为原则，上溯远古，立足当代，侧重近、现代。

二、本志采用横排纵述，以类叙事的编写方法。全志包括述、记、志、传、、图，

表、录等几个部分，以志为主，附以若干照片。

三、各种专用名称，首次出现时用全称，以后则用简称。对各个时期的政治，行政

机构及职官，沿用当时称谓，不加政治性的定语。对人直书其名，不加褒贬之词。

四、历史纪年以朝代年号书写，在括号内注明公元年份。历史纪年用汉字书写，其

余年代用阿拉伯数字书写。

五、市辖行政区划，以1983年组建大理市时的划分为准。

六，本志所记述的史实，绝大多数来源于档案资料；极少数来源于口碑资料，亦经

多方查证核实。为节省篇幅，不一一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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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理市位于云南省西部，是大理白族自治州的首府，是国务院第一批公布的全国

“座历史文化名城和全国甜个重点风景名胜区之一。全市面积1 457平方公里，山地

面积占67％。1990年人口普查时，全市总人口为432 239人，包含白、汉、回、彝等

13个民族(人口在100人以下的民族不在此数)，少数民族占总人口的70．9％．全市共

有10个乡镇和下关市区、大理城区两个办事处。lO个乡镇中，有坝区乡镇7个，山区

半山区乡3个，共有429个自然村。 ，
，

÷ ．：

大理地处我国南方丝绸之路的蜀、身毒古道要冲，是我国西南边疆开发得较早的地

区之一。远在汉武帝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西汉王朝就在大理设立了叶榆县，隶

属益州郡。唐宋时代南诏国、大理国等地方民族政权先后在大理建都，时间长达五百余

年之久，大理成了云南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元代统一中国后，设置太和县，为大

理路治所。明、清两代为大理府治。民国2年(1913年)改太和县为大理县，民国3

年(1914年)改赵州为凤仪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于1950年5月，将原属大理

县的下关关迤和风仪县的下关镇划出，成立县级建制的下关区。1951年3月，改下关

区为下关市。1958年11月，将下关市、大理县，凤仪县和漾濞县合并成为大理市。

1961年4月，撤销大理市建制，恢复下关市、：大理县(含原风仪县)、漾濞县。1983年

9月撤销下关市，大理县建制，组建了大理市。． ，·．
．．， ．．

、． ． ·。

大理山川明秀，历史悠久，文化教育发达，素有“文献名邦”之称。早在西汉元狩二

年(公元前121年)，大理人张叔就曾随司马相如学习赋和经学，学成归来，教授本乡

的子弟。东汉章帝元和二年(公元85年)，大理开始“建学立师、兴办学校”；创立大理

府学宫。·．唐、宋、元时期，内地的大量汉文书籍传人大理。由于南诏国、大理国等地方

民族政权重视吸收内地汉族文化，延聘内地的汉族知识分子传授儒家典籍，训化士庶，

促进了本地汉文化教育的发展。明、清两代，兴起建书院热潮。明弘治十二年(公元

1499年)，大理就设置了苍山书院。桂香书院相沿三百余年，西云书院的士子来自滇西

的25个县。当时，在云南省建立的二百多所书院中，大理就有书院12所。这些书院成

为本地教育学子的主要的教育组织，在近代学制实行之前，对大理乃至滇西地区教育的

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然而，在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教育的发展极其缓慢，受教

育者为数甚少，学校从体制上被纳入科举制度之中，沦为科举的附庸，教学内容和教学

方法也十分陈腐。t， ．。
～．

。，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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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理的新制学堂，是随着本世纪的到来而诞生的。清代末叶，内政腐败，外侮频

仍，爱国志士亟思变革图强，而教育就是主要的变革事业之一。大理就在这时代洪流之

中涌现出了很多各种类型的学校。1906年，大理已有小学l 10余所，较大的村庄几乎

皆有学堂。另外还有1902年开办的译算学堂，1906年开办的师范传习所，女子师范学

堂，1910年开办的蚕桑传习所，1911年开办的云南省第二区模范中学堂。这一阶段学

校教育的发展，对后来的教育事业有着深远的影响，‘是大理近代教育的第一个里程碑。

民国时期，学校教育时兴时衰，随地方政局的稳定与否和经济状况的好坏而波动。

小学教育，民国初年发展较快，民国4年(1915年)以后有所衰退，后来随人口的增

加而又有所发展。民国时期，在大理曾先后创办过8所普通中学(20年代3所，30年

代2所，40年代3所)，9所师范学校(国立l所，八县共立l所，省立3所，县立、

城镇市立各2所)。在9所师范学校中，曾先后有过4所女子师范。在8所中学中，有

3所私立中学。女子教育、正规师范教育、私立学校教育的兴起。是民国时期大理学校

教育的三大特点。 。

’

民国时期与明、清时代相比，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都有了一定的进步和发展，学生

也大量增加。但是，在学龄儿童中，仍然只有40％左右的儿童有机会入学读书，而且

这部分人多数只受完初小教育。普通老百姓的子女，受完高小教育的不多，受完中学教

育的则更少。民国37年(1948年)，大理、凤仪两县有小学255所，在校学生15 393

人。民国38年(1949年)，在两县境内有师范学校1所，普通中学8所(其中完全中

学4所，初级中学4所)；高中14班，学生568人；初中31班，学生l 382人。·、

1949年12月9日，大理随同云南全省和平解放。从此广大青少年有了人学读书的

权利和机会，大理教育史揭开了新的一页。 。’

1950年到1966年的17年，是教育事业不断调整发展、曲折前进的时期。国家发

展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头四年一*---1953年至1956年，学校教育有了很大的发

展。1956年，在校的小学生人数是1950年的4．8倍，在校的中学生人数是1950年的

2．5倍。1957年的“反右”(反击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扩大化，伤害了广大教师的积极

性，给教育事业造成了重大的损失。1958年和1959年的“大跃进”时期，‘实行多种形式

办学，学校数和入学生人数有较大的增长。各级学校认真贯彻“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

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教育方针，劳动教育有所加强。但是，由于出现劳动过

多、社会活动过多、政治运动过多的“三多”现象，打乱了正常的教学秩序，教育质量严

重下降。1960年至1962年国家经济困难时期，采取合班并校，动员大龄学生和部分教

师回家参加生产劳动的办法，对学校进行了调整充实。’1963年后，教育工作又走上了

稳步发展的道路。。 ·，

1‘’
，．．

’1966年下半年至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10年内乱期间，教育事业遭到了严重的破

坏。“文革”一开始，学生“停课闹革命”。继后，学工、学农：学军、批判资产阶级成了

学校师生的主要任务。从1966年秋季起，初中连续3年，高中连续4年停止招生。教

育事业处于停滞、解体状态。，1969年以后，由于推行“读小学不出村，读初中不出大

队，读高中不出公社”的做法，各个完小都办起了小学附设初中班，后来部分完小又办

起小学附设高中班，中小学教育畸形发展，出现了严重的“虚肿”现象。 ’√’

2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后，经过拨乱反正，各级学校恢复了正常的教学秩序．

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后，教育事业的各个方面有了长足的进步．

第一；各级各类学校有了很大的发展。在全市辖区内，1990年9月有幼儿园lO
所，完全小学132所，普通中学33所。职业中学4所，中等专业学校6所，专科高

校、本科高校、成人高校各l所，另外还有聋哑学校、-少年艺术学校、体育中学各l。

所。 ，．

，

．一’

第二，’职业技术教育开始起步√农民教育、职工教育有了新的发展。市第一职业中

学和第二职业中学相继开办i部分普通中学开办了职业班，在中、小学普通教育中注入

了职业技术教育因素。部分乡、镇、行政村成为基本无文盲单位。在乡、村农民文化技

术学校，8万多名青壮年参加了农村实用技术培训。各个系统自办职工学校，参加学习

培训的职工达4万多人次。近万名职工分别参加了高等教育、中等教育的广播电视学

习、函授学习或自学考试。

第三，实施分级管理，加快普及九年义务教育的步伐。1984年以后，农村初级中

学和小学的管理，分别纳入了乡政府和村公所的工作职责范围，乡、村干部和农民群众

的教育意识普遍增强，人民教育人民办的观念逐步树立。

第四，师资队伍的政治、业务、文化素质有所提高。在乡、村建立了中共教师支

部，共青团支部和工会委员会。建立了市、乡．校三级教学研究网和三级师资培训网。

组织教师参加了各种形式的在职或离职进修学习。全市中、小学教师的学历合格率，超

过了全州和全省的平均水平。

第五，教育经费有了较大的增长，办学条件不断得到改善。1990年的教育经费总

额是1978年的8．4倍。1984年以来，新建农村中学9所，职业中学2所、教师进修学

校1所，对全部中、小学的校舍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改建、扩建。1985年全市实现了“班

班有教室、学生人人有课桌”的“两有”要求。1988年基本排除了中、小学校舍中的危险

房屋。

从1950年至1990年的41年，大理市的教育事业取得了空前的巨大成就。

1953年到1990年的38年间，共培养了小学毕业生192 684人；1950年到1990年

的41年间，共培养了初中毕业生100 137人，高中毕业生29 390人。

1990年秋，全市辖区内的各级各类学校，共有在校学生74 279人(高等院校2 270

人，中等专业学校和职业中学4432人、普通中学2l 511人、小学46 066人)，占全市

总人口的17％。每万人口中的在校生，高中106．7人，比全省平均数多57．9人；初中

390．9人，比全省平均数多104．5人。学龄儿童入学率99．4％，比全省的平均数高出4．8

个百分点；小学在校生年巩固率98．3％，比全省的平均数高出4个百分点。

1990年进行的第四次全国人口普查所提供的数据表明，由于教育事业的发展，全

市各族人民的文化水准有了很大的提高。在每万人口中拥有的大学、高中、初中等各种

文化程度的人口数，已经高出全省、全国的平均水平。大理市每万人口中，具有大学文

化程度的人口为203人，比全省多123人，比全国多61人；具有高中文化程度的人口

为913人，比全省多504人，比全国多110人；具有初中文化程度的人口为2 363人，

比全省多984人，比全国多29人。文盲、半文盲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为15．58％，低

3



于全省9．8个百分点，低于全国0．3个百分点。，' 、 ，． ．，

大理市的教育事业虽然取得了很大成绩，但至今仍然不能完全适应国民经济及社会

发展的需要。诸如学校教育与经济建设脱节的问题；贯彻教育方针存在的某些片面性，

部分学校教育质量不够高的问题；不少教师的教学能力与教学改革的要求不相适应的问

题；教育经费较紧，影响办学条件进一步改善的问题，等等，都需要在今后不断地总结

经验，研究探索，认真地一一加以解决。
。 教育事业不断向前发展的历史，是由千千万万的实干家创造的．历史将公正无误地

镌刻下所有造福于人民的教育者的业绩，并为其留下应有的丰碑。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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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诏王阁罗凤攻陷毫州，俘获西泸县令郑回：后让他当南诏宫廷教师，教授王室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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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的西川节度使韦皋，在成都办了一所学校，供南诏子弟读书．历时五十载，入

学数千人(见《新纂云南通志》卷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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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敬宗宝历二年(公元826年)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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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理国国王段思平开科取士。这是云南历史上最早开科取士的记载

通志》卷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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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理国国王段素英开科取士(见《滇云历年传》‘卷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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