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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二

4颇具特色的‘剑川县教育志》，坚持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之观点，比较系统、翔

实地记述了剑川教育的历史和现状，揭示了其演变和发展的基本规律。鉴前世之兴衰，考当

今之得失，以服务当代，适福后人的主线贯穿始终，堪称一部。资政、存史、教育”的好材

料． 。 ．i。
一

剑川在过去曾享有退速闻名的。文献名邦”之美誉，应引以为自豪和骄傲，因为她是先

辈为我们创造了灿烂文化的象征和标志。然而，人类社会是处在不断地运动、变化、发展之

中，历史终究只能代表昨天，不能证明今天，更不能替代明天。无庸讳言，总有一个如何正

确理解、看待、弘扬。文献名邦”的问题。纵观剑川的教育历史和现状，基本结论应该是；部

分是先进的，而整体是还比较落后的，与经济的快速发展尚很不相适应。其表现为一是发展

上的极不平衡性，人才较集中在局部地区f二是层次上存在突出的差异性，坝区人才较多，山

区人才较少，三是结构的不合理性，崇尚文学吟诗作对者居多，经济与管理人才匮乏。

?当今世界的竞争，’实质上是综合国力的竞争、。教育的竞争、国民素质的竞争．由此，面

对El新月异的世界，我们既不能把。文献名邦哆当作炫耀的资本，沾沾自喜而固步自封。亦

不能祷其视为沉重包袱，自暴自弃而消极悲观。应发扬传统，正视现实．面向未来，继续将

教育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强化全民的教育意识，激起奋发向上之精神，立足县情，科

学决策；付诸行动，那教育的振兴，经济的腾飞将指日可待。

。 r此赘述系本人一孔之见，难免有失偏颇，敬请指正。‘

李如珍

1993年4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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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二．

《剑川县教育志》的编纂工作，在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在党和政府的领导’

下，经过全体编纂人员多年的共同努力，几经修改，现已脱稿问世。这是我县教育史上的一‘ 。

件大事。盛世修志，是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传统，是承先启后，继往开来的千秋大业。《剑川
’

县教育志》是全面反映剑川县历史与现状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生动地反映剑川特色的

较有说服力的材料。它对我县教育事业的发展，精起到很好的借鉴作用。
，

《剑川县教育志》的编写始于1981年。1987年，县教育局遵照国务院办公厅、云南省人

民政府及省教育厅文件指示精神，成立专门编纂机构，指定专人专职从事修志工作。在编纂

过程中，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坚持客观求实，详今略古，古为今用，

，立足当代，回首过去的原则，如实地叙述了本县教育发展概况、演变过程以及各个时期所取

得的业绩。力求具有现代性、科学性和人民性，能充分发挥志书旨在存史、资政、教育的作

用。为下一代提供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中国共产党、热爱社会主义、热爱家乡的乡土

教育材料，为教育行政部门今后在宏观决策和微观指导方面提供可靠的历史资料和现实依据，

以便从实际出发，扬长避短，，加快教育发展的步伐． ，
，

、’

剑川历史上曾誉为。文献名邦”，人民解放战争时期，又是滇西北武装斗争的策源地，有

．优秀的文化遗产和光荣的革命传统，尊师重教，素有此风，人才辈出，不可胜数。建国以来，

我县教育事业有了很大的发展，特别是十年改革为我县教育事业的发展带来了巨大的生机，出

现了欣欣向荣的局面，培养造就了数以千计的不同层次的人才．让我们在党的教育方针指引。

下，在县委、县政府的领导下，在改革，开放、搞活的浪潮中，不断进取，为开创我县教育

事业的新局面作出新的贡献。‘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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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三

滇西剑川，素以。文献名邦”著称，这绝非一般赞誉之辞，而是对其悠久文化传统的如

实评价。
’

·

。、

剑川是白族集居的地区之一。白族人民生于斯，养于斯，生息繁衍，文风继世，在这块

．土地上谱写出自己的历史篇章。剑川文化渊源流长，最早可追溯到上古时期的殷商时代。那

时居住在剑湖海门口区域的先民，就已经制作了铜石并用的生产工具，创造了。干栏式一的

建筑艺术。在漫长的农耕经济时代，刽川人民以其擅长的术工技艺世代相传，风格独具。剑

川木匠遍及滇西各地，不仅开拓了谋生之道，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这一地区建筑业的发展。

． ，剑川是白族语言的发源地之一。白语既是白族的主要标志，也是维系这个民族文化的重

要纽带。白族文学有其浓郁的乡土气息，浑厚杆质，五声俱备，民问艺人以其特有的韵律，编

唱出一首首悠扬、轻快的曲调，用来讴歌生活，讥讽时弊，抒发感情，表达爱情。剑川曲调

是白族文化中的一支独秀，经电影《五朵金花》插曲的提炼和传播，已经享誉全国，经久不

衰。 ．· ．

：

剑川也是吸收汉文化最早的少数民族地区之一。汉代郡县制度在洱海附近区域的设置，使

汉文化开始传入这个地区。隋唐以后，佛教风靡一时，儒学独尊于世，剑川也深受影响，于

是寺庙林立、私塾蓬兴，对佛教和儒学的传播起着重要作用。明初实施。寓兵于农静、。移民

’实边”政策，随着大批移民的迁入，内地人民的生活方式、文化教育、风俗民情也移植于剑

川，形成剑川文化的复合结构，使白汉两族的文化逐渐融为一体。明清两代的科举帝J度，制

约着剑川教育的发展，读书人追逐功名，以求仕途通达。据州志所载，自明永乐二十一年至

清光绪二十九年，400余年间，先后有翰林、进士、举人达392名，童生不计其数。区区一个

州县，登科及第者如此之多，在云南各少数民族中亦属少见。

在剑川文化史上，先后涌现不少出类拔苹的人物。在文学、诗词、书法等方面卓有成就

者，有明末享誉云南文坛的赵炳龙，有著名的唯一的白族女诗人赵尔秀，有以书写大观楼长

联闻名全国的清末大书法家赵藩。民国以后，更是人才辈出，有博览诸子“朴学”造诣甚深

的赵式铭，有治学严谨，经国济民的学者、曾任国民政府行政院长，考试院副院长的周钟岳，

有1919年赴法勤工俭学，加入共产国际的革命青年张伯简，他后又转读苏联东方劳动大学，

回国后在上海、广州领导工人运动，是云南最早的共产党员、白族子弟从事革命活动的先驱

者．同一时期，在学术界、教育界颇负盛名的学者，有森林理论家、农学教育家张海秋，水

利工程专家杨绩藻，美术评论家苏霖，考古学、俗文学家李家瑞等。。五·四”运动在剑川的

知识分子中，也激起追求民主和科学的热潮。不少青年在中国共产党的影响下，走上了革命

的道路，代表的人物如张子斋，杨合，欧根等，既是云南解放前夕滇西北武装斗争的组织者

和领导者，也是民主革命时期新文化运动的热心追随者。 ．

’‘

一3 J

l O



剑川文风之盛，不但表现在一些优秀的知识分子脱颖而出。更在于它有深厚的社套基础。

读书的风气遍及乡野，家不避贫富，人不分贵贱，皆以求学进取为尚，即便村夫野子也能背

诵几首唐诗，写上几幅对联。因此，剑川的木工漆匠到外地。有的还能充当私塾教师，担当

起传授知识的角色。这就是剑川历史上文化教育的优良传统0

人才的培养在于教育，剑川的教育有着悠久的历史．众多的私垫，师徒相传，是古代民

间教育的重要形式。从正规学制的角度来考察，明初创立的。金华书院一当属地方办学之始．

此后，相继兴办起崇仁、弥井、兴教、育才等十三所义学馆，乔后、雪斑，和羹三所乡镇书

院。清末废科举，兴学校，义学馆先后改为高等小学堂或初等小学堂，民国以后改称学校。1934

年，设立简易师范班，1938年正式建立初级中学。至此，天体上形成了比较完备的学校体系。
’

新中国建立以来，学校教育有极大的发展，在校学生倍增，学校数量和规模扩大，除普，

通中学之外，还设立了职业中学，开展成人教育，为地方的经济建设输送大批人才。剑川学 ，

子在接受基础教育之后，进入全国各类高等学校深造以及出国留学者，数以百计，大都学有

所成，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建功立业，为社会主义建设作出应有的贡献，这方面的事例更多，

不胜枚举，只好从略了。 一

．+
，·

：

剑川有悠久的文化传统，有深厚的教育根基，这是剑川人民的一笔宝贵财富。‘剑川县教

育志》的编纂，实是继承和发扬这份文化遗产的大事。希望它继往开来，在弘扬民族文化、启

迪和教育后代方面，担当起历史赋予的重任。⋯ ／ -‘

教育志办公室不远千里，寄函于我，嘱为作如出于桑梓之情，碍难违命。写了上面的
几段话，挂一漏万，未必得当。望父老乡贤，不吝匡正．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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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以中国共产

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为准绳，以求实存真的精神，按“详今略古一、

。古为今用”的原则，系统记述剑川县行政区划内教育的历史与现状全貌。’

二、本志由。述一、。记一、。志一、“传”、。图”、。表一、_录”等部分组成，首列“概述一，

以总摄全书，概括大要，次列。大事记一，简述本县发生的教育大事、要事I三为专志各个分

章，以章为领属目，节、目为纵叙目，为专志之主体，共设13章，总47节，四是人物，设

人物传、事略与简介，五是附录，收录某些单项性的重要资料。此外，“概述”之前加三篇

。序言一和“凡例”，末有“后记”。

三、本志以事物发端开始记述．上限追溯到本县境域内有文物考证的殷商晚期(公元前

1335士155年)，下限断至1989年。为反映事物的完整性．许多章节适当下沿，大事记止于成

稿时间。

四、本志采用横排门类，纵述史实的传统体例，文体用语体文记述。在概述与部分学校

简介中，有叙有议，叙议结合，大事记，编年体与记事本末体相结合，其余只记事实，不作

评述，寓观点于记述之中。
‘‘

五、本志1949年前的纪年，除记述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军、政、群的活动和第二次

出现的纪年用公元外，其余均用朝代年号，加注公元纪年。根据剑川实际，把1949年4月2．

日前发生的情况，简称为“解放前玢，把同年4月2日后发生的事称为。解放后”。1949年1 o、

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此前称。建国前一，此后用。建国后”或。新中国”简称指代。

六、凡公历年、月、日、世纪、年代、民国纪年，人的年龄均用阿拉伯数字书写I凡夏

历年、月、日，清以前年代均以汉字书写，单独书写数字用汉文，引用文字，其数字保留原

来书写法． 、

。

·七、币值使用原有的币值，建国后1955年3月1日以后的币值为现行人民币，此前为旧

人民币。 ．

八，题词以题词者来稿先后为序，人物传(传略、简传，简介)以人物的卒年排列。’

九、第十三章附表(2)中，也把一部分业绩卓著者，一并列入高级知识分子名录表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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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 白族是我国西南边疆的古老民族之·，剑川为白族人13比例较多的聚居县之一，1989年

末，总人13 150841人，白族137459人，‘占9l％，彝、回、傈僳、纳西等族占4．74 oA。农业

t 户口139770人，占93％I非农业户口11070人，·占7％。 ．

。

剑川县位于云南省西北部，隶属大理白族自治州，地处横断山脉云岭山系南段延伸部，地

势西北高，东南低，山原面积占全县总面积的74．25％，是一个高原山区县，俗称“地势起伏

少平川，三分坝子七分山一．主要河流均属澜沧江水系，有格?美江、螳螂河、金龙河、海尾河，

黑i惠江、自石江、弥沙河、象图河等，还有湖泊剑湖。山高谷深，落差很大。水力电力资源

”． 丰富。据勘测，全县水能理论蕴藏量219573瓦，可开发的装机容量为57724千瓦。1991年4

月，经国务院批准，被列为全国第二批初级电气化试点县。
‘ !。√ +．

气候，。春犹冷冽，夏无盛暑”(《康熙剑川州志+·气候》)．最高海拔4295米，最低海拔

·1900米，县城所在地海拔2234米。全县高寒面积占总面积的73．1％．年有霜日164天，素
· 有。清明断雪，谷雨断霜”的农谚。年均雨量987．3毫米，5至10月，降雨量最多．11月至

来年4月，雨量最少。有“雨热拼配不均匀，低温随着降水临”的农谚。故常有夏季高温不

足，秋季降温过早，晚霜重冻的灾害性气候发生，对农业生产有直接影响。 、

*全县经济以农业生产为主，畜牧业发展历史悠久。农作物有水稻、小麦、玉米、蚕豆等

品种。林果业生产潜力大，有一定优势。特别是上兰、马登的苹果，甸南、东岭的梨和羊岑、

弥沙、‘象图的梅，有良好的发展前景，可望形成剑JIl的支柱产业。在轻工业和建筑业方面，剑

川的木石工和木雕工艺，历史悠久，技艺精湛，基础雄厚，索有。木雅之乡”的称誉。是农

村剩余劳动力转向非农业生产最容易成功的途径。继承和发扬传统的建筑业，并藉以改革创

新，当是职业教育的用武之地。矿产资源比较丰富，计有铅、锌、铜、铁、锰、锑、金、银、

锶，煤、泥炭，岩盐、石膏，石灰岩，粗面岩等，有一定开采价值，是一块尚待开发的宝地。

特别是锰、金、煤和泥炭是剑川的优势矿种，还有上兰乡与兰坪白族普米族自治县的黄木接

簟 壤地区(约60公里的高原平地)，是未来的工业走廊。有色金属开发区。
一

’．．。

．剑川县有丰富的旅游资源，是滇西北的一个重要旅游匠境内石宝山、金华山、满贤林
和剑湖，以重要的历史古迹及风景名胜而著称。其中石钟山石窟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第一批

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还有大小风景旅游点38处，有待进一步开发和建设，旅游业将成为带动

全县经济发展的先导产业．因此，作为为当地经济发展服务的职业技术教育，应把发展旅游
． 业列为课题。 ‘

以上县情表明：教育工作“重点在农村，难点在山区”，要紧密结合本县产业、资源开发

的目标和重点建设项目，大力发展职业技术教育，抓好智力开发工作，使治贫与治愚紧密结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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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起来，尽快使教育与经济同步发展，以改挛我县经济管理人才及经济建设人才奇缺的状况。

(一)剑川的教育历史悠久，兴学较早。远在公元前殷商末期，剑川即已有人类文化教育

活动。汉武帝元封初年(公元前100年)，随着洱海附近区域郡县的设置，汉文化在剑川部落·

首领中已有传播。唐宋时期，汉文化逐渐进入白族地区，社会上各阶层已较多地学习和使用

双文。随着佛教和儒学思想传播以及汉移民的迁入，元代剑川设馆施教，举办私塾的风气得

到进一步发展，涌现出一批既熟知汉文又通晓梵文的“师僧”。明洪武初，明太祖派兵平定大
’

理后，采取了。寓兵于农一．，“移民实边”政策，南京应天府柳树湾、浙江宁波府等籍戍军及

家属，来到剑川戍边种地。从此，中原内地的生产、生活方式、文化教育等更深地对本地各 。

民族产生了影响，对。兴教化一、。办学校"，。育人才一起到了推动作用，’为设置。学宫”、

。书院”创造了条件。明代中期，剑川官学，私学竞相林立，教育进入古代的繁荣时期。由于

地方重教兴文，故人文蔚起，科甲接踵。‘ ， 一

清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至同治十二年(1873年)，剑川相继建立“崇仁一、，。弥井一、’

。兴教”、“育才”、。化彝”、。乐天”等13所义学馆f还增设“乔后一、。和羹”、。雪斑”等乡 、，

镇书院(屋)，康熙三十二年(1693年)，云南巡抚奏准朝廷，剑川州学正教谕署列为云南增

设。训导一府州之一。清雍正三年(1724年)，剑川州又题准为云南20个。向系大学”之一，、

州学享受府一级学额待遇．特别突出的是，剑川所属私塾、义学、书院尤为重视写字、书法

教学，从而造就了一批驰誉海宇的书法家。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废八股”、“兴科举”、

“兴新学”，剑川州立高等小学堂在金华书院旧址降格改制创立。宣统元年(1909年)至民国 、

元年(1912年)，书院、义学馆先后改为高初等小学堂。中华民国成立后，学堂又改称学校。

1919年创办女子小学，1940年后男女同校。民国22年(1933年)正式建成。县立初级中

学”。1947年12月，中共云南省工委派黄平等到剑川，组成滇西工委，以学校为基地，开展

人民解放斗争，并在全县部分中小学实行解放区教育制度，出现了解放区教育与国民党统治

区教育分庭抗礼局面。 ， ．+
．

’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40年来，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领导下，剑川教育事业更

加蓬勃发展，亘古从未兴学的高寒贫瘠山区以及边远少数民族村寨也办起了学校，1951年春，

开办高中，1983年后，改革农村中等教育结构，建农职中，以及大力发展民族教育。至1989
’

年，已经发展为从幼儿教育、普通中小学教育、成人教育到中等农职业教育结构比较趋近合

理的民族教育体制。1989年与解放前夕相比，小学校发展到247所，在校学生23140人，增 ·

长了3．2倍；普及小学义务教育取得了历史性的成就，学龄儿童入学率、巩固率、毕业率、普

及率分别达到97．3％、98．2％、96．9％、95．7％，均高于云南全省的平均水平；幼儿园79所

(班)，在园儿童2225人，增长了22．5倍，初中9所，初中分校1所，附设初中1所，，在校学

生5258人，与解放前夕相比，增长了5．6倍l普通完中、职业中学各1所，在校学生分别为

1084人、209人，均从无到有。各级学校在校学生达29316人，占全县总人口的19．4％。 、

1989年，全县教职工总数1174人，其中中学教师349人，小学教师744人(其中民办201

人)，与解放前夕相比，增长了10．38倍。已初步建立教师职后继续教育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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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年来，全县共培养出小学毕业生69327人，初中毕业生27217人，高中毕业生5221人，

升入各中等专业学校1366人，升入大专院校824人。文盲、半文盲人口占全县总人口中的比

例已由1982年的23．94％，下降到1990年的19．40％，低于全州水平I全县每10万人口中拥

有的各种文化程度的人数，均超过大理州平均水平：大学240人，排列全州第三位；高中4164

人，排列第二位，小学39503人，不亚于大理州内汉族县份。 。，、
一。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全县建立了寄宿制民族小学4所，半寄宿制民族小学18所，

并在剑川一中开办民族中学部。还以甸南西中小学作实验，开展白汉双语文教学工作。

(一)剑川木雕工艺发端较早，远在殷商时期即有。干栏式”建筑出现。自古以来，剑川

全境土、木、石、·金、皮诸工匠役，数量多，技艺高，蜚声中外。究其根源，由于剑川。地

土硗瘠，又近雪山，寒气侵逼，五谷少成，收获亦在邻郡之后。”为此“业农者兼能习工，儒

生者不免学技，禾稼既登，各挟技艺，糊口外境”(见《康熙剑川州志·风俗》)。长此以往，

民间即流传着。只因霜雾重，难望稻谷丰；唯有挟技艺，异乡去谋生”的歌谣。故民间历来

对职业技术教育十分重视．然而以地方官府出面兴办的职业学校则寥如晨星，为数极少．民

国初年，才先后开办了乙种蚕桑学校及女子蚕桑实习所，并在县城北门和剑湖边种植桑树达

，2万余株，曾使养蚕制丝业在剑川收到了效益。抗日战争后，为了弘扬和振兴剑川民族传统木

匠工艺，使其。藉以改良革新之机”，剑川旅省同乡会理事长张海秋，理事李澍等人，特向云

南省教育厅呈送报告，请于剑川开设一所省立高级工业职业学校．省教育厅遵照教育部令，批

准设立。剑川高级工业职业学校”。后因全省教育经费极度拮据，学校没有办成。开办高工职

校事成为泡影，但张海秋等先达关心桑梓教育的事迹，在剑川已成为美谈。 。．

(二)解放后，剑川职业教育迅速发展。至1965年，先后办起剑湖农中、马登(含上

兰)农中和各公社农中8所l县手工业管理局开办的工读中学。这些学校不仅收到了显著的

经济效益，更重要的是培养了一批人才，达到教学科研双丰收。“文化大革命一期间，全县

。农业中学”、“工读中学”全部停办，返回单一“普教”的老路。．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剑川农业技术中学创立(现名剑川县职业技术中学)。1988年，

县职业中学校进一步端正办学思想，转轨定向，一改往年与普通中学竞争、职业技术教育直

至高三才分班进行的现象。根据本县县情和农村经济状况，遵循供需对路的原则调整设置专

业，开设了农村急需的畜牧兽医骨干专业、综合农学专业、林果专业、。人工培植木耳，还开

设兽医门诊部。至1990年5月，共毕业了509个学生，为提高本县农村吸收和运用科学技术

的能力作出了贡献。 ’_ 。

?

·1980年以来，县教育局配合有关部门，先后开办了科技、种植、养殖、木雕、石刻、工

艺、建筑、缝纫、养鱼、养蜂等职业技术培训班，积极培养本地乡土人才． 二

改革中等教育结构方面，还在普通中学内试行。三加一”班的学制，使单一化中等教育

结构发生了明显变化。1989年，上兰初级中学的。三加一一班开办后，即紧密结合当地的产

业开发，及时培养出一批批学用，知行结合的乡土人才，立即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

1991年，又有东蛉、沙溪、象图等地的初级中学推行这种学制，初步形成了全县普通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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