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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注：

(-7-)北门 (二)东门 r三)南门 (四)小西门 (五)犬西门 (六)水西门

(I)北门女子学堂

(2)规善堂女子学堂

(3)a教育局；◎麟山女子学堂；o实业学堂

(4)A预备中学堂；B师范传习所；C纺织工业为主的实业学堂

(5)2乙种农业学校

(6)乙种工业学校

(7)初等农业学堂

(8)工艺传习所

(9)四字讲社

(10)a城外宣讲所；b北濠沟宣讲所；c城内宣讲所

(i I)乾踢书院

(1 2)城内义学

(13)城外义学

(14)省立第一初级小学

(t5，省立第二初级小学

(16)甲鳞山书院；乙高等小学堂



序言 (一)

赵德鼎骆生智两同志主编的《蕲春县教育志》(以下简称《教育志》)问世了。这是蕲

春有志以来第一部教育志，是蕲春教育史上～件大事。

《教育志》记述光绪八年(1882年)至19}85年104年间韵事迹，少数章节记述时间有上

溯。计分1 9章5 3节，另有序，凡铡，大事记，概述，附录、编后记、各种图表等，约§8

万字。该志编纂同志们起步晚，进展快，成效大。以资料丰雷。内容翔实、纵横结合的体例

-J哭示了蕲春百年来教育发展正反鼹个方面的经验，给人们以有益的启示，堪称我国新时期一

部较好的教育志，值得～读。我有幸为《教育志》作序，但因身患重病，迟至今日才动笔。

蕲春是医圣李时珍，名儒顾景星、陈诗等人的故乡；当代黄侃、胡风、熊汝成等文化名人

荤出。计明代有进士4 1人；举人1 91人(其中解元4人，亚元l入)，武举人8人。清代有

进士2 4人(其中探花1人)，武进士7人；举人148人，武举人42入。清末废科举后，自

1900年至1985年阔，有教授130人，副教授9 1人，被誉秀。教授县”二近两年获得高级职称

的又有增加，估计不下250人。他们遍及全国2 9个省市自治区}在海外供职的有6 1人。其

审约一半人身任科研机构要职，为人类文化事业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蕲春之黟以人才辈出而成为教授县，关键在教育。蕲春教育兴旺发达的经验，主要有如

下几点。

重视教育。建立基金

蕲春绅民历来热爱家乡，重视教育，形成以多出人才为荣而自豪的优良传统。中国人民

长期习惯于“以吏为师。，故蕲春官吏对蕲春教育的兴衰起着重要的作用。蕲州州官大都是

“十载寒窗”、科举成名、。学而优则仕”的。他们懂得：发展教育，对提高中华民族素质

有着重大意义，往往把它作为为官的一项重要职责，留名后世。

经费是兴办一切事业的基础i是发展教育的先决条件。历朝用于蕲春的教育资金不多。

在州官倡导下，蕲春绅民节衣缩食，捐款兴学，建立基金。

废科举前，蕲春教育经费主要来源于学田学款。据宣统《湖北通志》载：光绪卅一年

<1905)，蕲州州学t儒学)学田田课达2625石8斗3升4合6勺，存放成本钱1 1081串8文，

由蕲春五乡(安平、永福、青山、崇盾、大同)分管，作为文生武生科举费、举人会试公车费，

文童州试试卷费、岁科两试拨入府学文，武新生束惰费等。又据光绪《蕲州志》、宣统《湖

北通志》载：自明至清末，蕲州书院共有膳田3 7石g斗6升7合(还有十处田未计亩)，

岁收课726石5斗3升。另：1 1石5斗3升系踩田纳课，无定租，l石5斗田只收鱼藕课。

存放成本钱33l串560文。主要用于祭祀、教师薪俸，学子津贴等。还有超布城乡的义塾(花学。

皇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义学、艾庄)学田学款；外国传教士办学，也仿效置办学田作为基金。

蕲春学田学款来源大体有四。l，乐捐：明清时期，蕲州卅官和绅民乐捐达4 5次，共

捐阻课1498石4斗6升．捐款187l串零4文(不包括蕲州城，大同司两处义学学田学款)。

例如，嘉庆廿一年(1816)，张廷赞(石潭)捐银一万两有奇，修缮州学；还在家乡捐巨款

兴学，因而家道中衰。陈诗称誉： 。石潭志在化其人自为师．家自为学之陋。”又如咸丰，

同治年闻，蕲州绅民两次共捐银166396两8钱3分，买得清政府增加州学文武生员学额各10

名。表昵清政府从教育款项中搜刮镇压太平天国的经费。2、断捐：乾隆、嘉庆、道光年间，

因田地争讼断捐归书院的田课5 l石8斗，地课2 9石5斗。3、劝捐：光绪二年(1876)

至六年，州人、安徽候补道陈娘暨闽州耆宿倡捐置田，知州封蔚枷向绅民劝捐，共得制钱23800

余串，购置田课。1865石有奇，余8200串498艾，存放生息。至此，蕲州人找到了置办学田学款，I

建立基金这条发展教育的道路。4．税契附加：同治十年(187I)，知9'11吕宪瑞首创在税契

银钱项下，每两或每串酌捐钱5文助学费，开了税收中附加教育捐的先例。

兴学堂后，蕲春教育经费来源，除学田学款外．有奖励捐款兴学、庚子赔款捐改为学堂

教育捐、征收学费(女子学堂、师范学堂免征)等。宣统元年(1．q09年)，蕲州学堂岁入为

17872元(银元，下同)，岁出为17659元，结余213元，，这在中国教育史上是罕见的。

民国时期，蕲春教育经费来源于省款、学田学款、税收附加、地方自筹等。民国廿二年

(1933)，专员兼县长辜仁发，大*族立小学，按族姓田课多少抽集族学基金，凡三十石以

上者提十分之三，凡三百石以上者提十分之四，从而开拓了义务教育的新局面。民国二十三

年《湖北省初等教育调查统计表》载：蕲春全年教育经费为67330元，地方自筹多达55970元，

成为主要来源。

建国后，蕲春教育经费来源于国家拨款和地方集资。1949年5月，县人民政府接管了各

级各类学校，废除学田学款、族产提成、税收附加等制度，由国家包干教育。后来每年拨获
达100万元以上，在。文革”期间，大都用于教育战线上的“斗、批、改”运动。1978年党的十

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拨乱反正，蕲春教育事业出现了蓬勃发展的大好局面。1985年教育经费

增加到6392421元。1983年至1984年l 1月底，全县用于维修校舍投资650万元，除国家和地
方投资1 34万元外，其余部分主要来源子地方集资。

二、名儒设帐代代相传

“名师出高徒”。具有盛德高才的名师，对办好学校出好人才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蕲春

历来不乏耆宿名儒设帐讲学，著名的有：明嘉靖进士理学家顾问，主讲私立阳明书院，李时

珍出其门下。清乾隆进士、“楚北大儒”陈诗(状元浠水人陈沆、探花蕲春人陈銮，均出其门

下)，晚年从省垣江汉书院回家乡大桴冲山区设“知不足斋”讲学。太平天国举人、王府掌

书陈仰瞻(绰号细怪)，同治年间，在家乡豹子山设“犁耙馆”，男女兼收，随到随教j方

便穷人孩子上学，这是蕲春教育史上的创举。清光绪末附贡生、经史学家田又青，在家乡彭

祖村一带设帐，门生有：留德、骑科举人张九维，留日陈乾(举人)，朱嘉蔚、詹一卿及其

子田桐、田桓．广济居正，阳新石瑛等．清郡庠生朱义扶，回家乡竹瓦店设帐，门生有；方

觉慧、胡风、何定华均留日，朱玉琼留苏。还有：清康生吴斗枢回乡设帐，门生骆介子留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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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黄蝴府师范生陈葆初回乡设帐，门生董毓华烈士。乙巳(1．90,5)同盟会会员汪寿千、朱嘉
蔚留自j画乡后，在蕲春官立高等小学堂任教，学生有同盟会会员田桓等。这些耆宿名儒，都

起避士。举人、儒学优秀生、留学生等。他们视富贵如浮云，视传道授业解惑为高尚职业，
以毁家兴学为荣，以为乡梓育英才为乐。其竞相兴学之新风，代代相传，普及蕲春教育事业，

培育出一批批优秀人才。

三、全民办学遍及城乡

?十载寒窗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扬。”为了适应科举制度的需要，蕲春各级各类学校∥

遍及城乡。全民办学的热潮，历久不衰。 ■ ：．，

， 州学，专为生员应付举业而传授儒经《四书》，《五经》的官学j j生员瀣头习．作八股文，

不许离经叛道。
书院有官办私办两种。以讲经为主，多为生员习举业而设。明清之际，理学盛行。蕲

州书院往往成为传播理学思想的阵地。理学家顾问，顾阙兄弟创建的讲《易》庵，欢迎“四

方学者”讲学和辩论，开拓了r学予的视野，培育出富于进取的人才。

私塾一塾一师，简便易办，历来遍布城乡，在蕲春教育史上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蕲

春各级各类私垫主要有：。，l、义学：州官为贫穷子弟接受初等教育倡捐和捐廉兴办的免费私
塾，有蕲州城义学4所，大同司义学l所。2、花学：为培养本族子弟私人捐建的免费私塾，

有张均万下石潭花学、江雨田马骅花学。3、义庄(义学，义塾)：以一族或数族相联集资

置产为培养本族子弟而设的免费私塾，如张氏义庄(义学)、陈氏义塾等。4、经馆：专为

本族子弟猎取功名而设的高级私塾，有范退庵友善堂．陈诗知不足斋等等。5、犁耙馆(蒙

馆)：方便寒族子弟入学的初级私塾，有陈仰瞻犁耙馆等等。还有自设的学馆，户设的家塾．

数户联办的棚馆等等。

清末废科举后，蕲州,it、I学、书院均改设小学堂，除讲经外，兼讲国文、算术、历史、地

理等课程。为了适应一切士子皆由学堂出身的需要，城乡出现了大批改良私塾。例如，田又

青私塾，既讲经、史，又讲时务、新学。陈葆初萃英学堂，既讲经，又讲算术。洪九云私塾，

既讲经，又讲国文、数学、物理、化学、生物。朱义扶私塾，既讲经，又讲国文、算术。陈

晓三私塾，既讲经．史、子、集，又讲算术、国文。

民国时期，大力发展学校教育，创办族立小学、保国民小学。据民国二十六年统计：全

县小学共305所。其中公立5 1所，私立(含族立)254所。民国三十年，改族立、私立小学

为保国民小学。民国三十六年统计：乡镇中心国民学校2 8所，保国民学校357所，另有公、

私立中学3所，教会小学4所。全县学校共392所，学生22051人。这时，政府明令改良私塾，

但乡村仍有大量私塾。据统计：民国十五年，蕲春有私塾210Y．所，塾师210J人，学生近3000

人．

建国后，废除私塾制，对各级各类学校实行社会主义改造，教育发展出现过抉、过高和

忽视学文化的现象。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重视教育，改善教师待遇，蕲春公办、民办和

私立各级各类学校蓬勃发展。至1985年底，全县有幼儿园(含私立)539所，入园幼JL20832

人；小学576所，学生99573人；初中(含职业中学)7 3所，学生22711人：高中(含农高)



l 0所，学生4627人，农民中专l所，学生1I 3人；技工学校l所．学生475人；教师进修学
校1所，学生154人；电视大学1所，学生420人。总计全县共有学校1202所，学生148905人。

还有各系统办的商业学校．粮食学校、卫生学校，汽车学校、供销学校、农机学校，供职工进

修．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培育德才兼备的人才，是很不容易的，必须有长远之计．只

有重视教育，才能调动全民办学的积极性。蕲春官民不只靠政府拨款，从长期捐资兴学中摸

索出置办学田学款、税收附加、地方自筹和地方集资等方式，筹集基金，保障了教育经费的来

源，这是蕲春教育发展的根本因素；4掠夺和挪用办学经费，则是蕲春教育发展的大敌。名儒

不恋高官厚禄，回乡设帐，清贫自守，甘为孺子牛的高尚情操，代代相传，这是蕲春人才辈

出的决定因素；反之，受|：I是败坏蕲春的好传统。全民竞相创办各级各类学校，尤其是私塾，，

遍及穷乡僻壤，历久而不衰，这是普及和提高蕲春教育的重要因素；挫伤全民办学的积极性．

则是对蕲春教育事业的犯罪．斯三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这是蕲春办学的经验教训，也是

蕲春成教授县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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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二)

1 987年l 1月间。《蕲春县教育志》编纂组的同志把他们编纂的《蕲春县教育志》原稿
拿来叫我看看，并且蒙我提点意见．。说实在谣。～虽然我在薪春从事教育工作多年，但对蕲

春教育的历史与现状还缺乏系统．深入的研究，所以我只能作为第一个读者来阅读这部原
：稿．

下面谈谈我读后的一点感受．

首先．如众所周知．教育是人类社会特有的一种现象．它与其它社会现象的区别则在于

教育是培养人的社会活动．教育是随人类社会的产生而产生，随人类社会的发展而发展的．

所以它不仅有阶级性，而且还有继承性。 “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

斯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毛泽东选集》499页)。 “剔除其封建性

韵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毛泽东选集》668页)。《蕲春县教育志》编纂组的同志正

是遵照毛泽东同志这一指示精神进行工作的。
其次． 。夫功之成，非成于成之日，盖必有所由起”t宋·苏洵语1．蕲春之所以教育发

达．是因为它有着群众办学的优良传统．上溯明、．清，蕲州儒学多次为群众集资修缮；风麓

书院。阳明书院、乾明书院亦为个人捐资创办或襄办。光绪三十年，蕲春人民协助蕲州知州

陈介庵创办各类学堂达7 2所。民国二十四年，一族或联族办的学校达298所。新中国成立

后。蕲春县扫除文盲工作卓有成效．1 958年4月，经湖北省教育厅验收，孙冲共同三社成为

全省第一个无盲社0同年6月孙冲成为全省第一个无盲乡。1983．1984两年．全县集资650万

元(人民币)维修中小学校舍。1985年l 2月蕲春实现基本无盲县。如今，中小学遍及城乡．

在校学生达l 5万多人．正因为蕲春历代广大群众和有识之士如此重视教育，大办教育，故

古往今来，英才辈出，李时珍，康茂才、“二林”、。三顾”[注]犟子前，陈诗、陈銮、黄

侃、胡风踵于后。据初步统计，自1 900年至1985年间，获副教授、总工程师以上职称者．达

220余人，被誉为“教授县”。真是蕲圃繁花，文采郁郁! ，

再次，编纂组的同志为了编纂这部书是费尽了心血的。该组成立于1984年9月，起步虽

晚，但进展较快。全组成员解放思想，边干边学。克服困难，扎实工作。他们在编纂过程中，

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文选》精神为指导，详今略古，详近略远，存真去伪．

记录了百余年来蕲春教育史的精华，为研究蕲春教育史提供了必要的史料，为蕲春社会主，K

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提供了历史借鉴，这不仅有益于当前，也有裨于未来。

当然，这部教育志所撰史料，有的距今年代久远，又无原始文献可考，有的资料难于收

集，因两不免有这样或那样的不足或缺陷。如《蕲春籍教授、高级工程师暨博士一览表》中

应记入的人士散处国内外．要记录无遗．谈何容易。类此情况，除请读者鉴谅外，若需要与

5



可能，拟出《蕲春县教育志续编》，以补遗漏。我深信在读者的帮助下，这部志的不足和缺

陷是能够逐步克服的。

黄和 生

一九八七年十二月三十日

注： “二林”，宋代诗人、 “高隐处士”林敏修．林敏功兄弟。 ，

“三顾”，明代理学家顾问，顾阏及明末清初攀者顾黄公L帚星)．

6



凡 例

一，本志上限原则上断在光绪八年(1 8 8 2年)．以与续修的《蕲州志》相衔接。但

为了体现历史的连续性，在必要处作简短上溯；下限断在l 9 8 5年。

二、按照横分竖写、事以类从的编纂方法，全志首为大事记、概述，中间并列十九章．．

末为总附录。章下一般按历史时期分节，节下用数字冠序号。

三、大事记采用编年体，少数条目采用记事本末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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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各篇，则民国以前的用当时年号夹注公元年

号，如光绪三年(1 8 7 7年)、民国元年(1 9 l 2年)，以存历史真貌。但在一个章节

中霞复出现之历史纪年，只夹注首次出现者。

四，人物传按生不立传的原则，自清代中叶起，凡对蕲春教育有较大贡献者(含非蕲春

籍人士)，或蕲春籍的教育界名人，包括书院山长、学堂堂长、教授、县教育局(科)长、

中小学校长、教师(含私塾名师)暨革命烈士和省以上劳动模范均酌予收录。对于健在的蕲

春籍教授、副教授、总工程师、副总工程师和留学生等，另群}“人材统计表”以志：省以上

劳动模范亦另附表．人物称谓，除}誓殊情况外．一般直书姓名。

五、本志所用地名，～般沿用当时所使用的地名。少数古地名夹注今地名．

六、本志包括志，记、传、图、表、录。以志为主，图、表，录分别附于有关章节后．j

七、数据，凡使用阿拉伯数字得体者，尽量使用阿拉伯数字．

八、本志言必据史，但为了节省篇幅，除大事记注明出处外，其余均未注明出处。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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