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翌

，气

出

P灌

安徽教育出版利：

WUFIU JIAOYUZItl WUl lU JIAOYUZHI

◆ ·

、

翻黢鬣聪孵黼。地



莞滁敷盲志

安徽教育Ⅲ版社

～一■^雌
令_

町

，k∥



芜湖市教育史志编纂委员会

第一届主任委员

副主任委员

委员

第二届主任委员

副主任委员

委员

管德明

董公网

艾经荣 何荣铨 汤可发 秦孔仕 成 功

囹 张 镕 王若农 汪应来 钟一鹤

程敦淳

管德明

汤可发
一

何荣铨何 蔚 董公网 钟一鹤 程敦淳

l张宗镒l姚庸生

第三届顾问 俞盛樾

主任委员 汤可发

副主任委员 葛友华何荣铨何蔚

委员 徐文道张果全 龚渭煊 娄良纯许道仓

张德贵 汤德家 薛天云

《芜湖教育志》编写组人员名单

组长姚庸生

成员(以姓氏笔画为序)

刘驻青匮圈巨羽 项贤明

姚庸生 高厚发 黄潮声 蔡继敏

周明华(主要摄影者)



芜湖市教育史志编纂委员会

第一届主任委员

副主任委员

委员

第二届主任委员

副主任委员

委员

管德明

董公网

艾经荣 何荣铨 汤可发 秦孔仕 成 功

囹 张 镕 王若农 汪应来 钟一鹤

程敦淳

管德明

汤可发
一

何荣铨何 蔚 董公网 钟一鹤 程敦淳

l张宗镒l姚庸生

第三届顾问 俞盛樾

主任委员 汤可发

副主任委员 葛友华何荣铨何蔚

委员 徐文道张果全 龚渭煊 娄良纯许道仓

张德贵 汤德家 薛天云

《芜湖教育志》编写组人员名单

组长姚庸生

成员(以姓氏笔画为序)

刘驻青匮圈巨羽 项贤明

姚庸生 高厚发 黄潮声 蔡继敏

周明华(主要摄影者)



江城芜湖历史上第一部地方教育专业志书——<芜湖教育志>编

修成卷，是芜湖教育界一件大事，也是芜湖市的一件大事。

鸠兹古邑，汉元封始称芜湖，历史悠久，文化绚丽。北宋建县学
。

、宫，其后，学塾书院绵延。近代兴学堂，居安徽前列。本世纪前期，芜

湖商埠学校之发达仅次于省城。解放后，芜湖建市，教育事业随经济

建设不断发展，从学前教育到高等教育、职业教育、特殊教育以及成

-人教育，门类齐全，九年义务教育基本普及。近百年间，芜湖教育兴

衰起伏，形成特有的丰富史料，今予纂辑，实为适时当务之一。
． 芜湖素有重教传统。早在清末民初，有识之士相继创设公、私立

学校，本地乡绅商董，社会贤达，解囊输资；客籍旅芜会馆，以款产献

教育；乃至少数民族，慈善机构，亦乐于学务。新中国起，在人民政府

着力发展教育的同时，城乡群众多方面支援学校，众多企事业部门积

极兴教办学，或为师生排忧解难。继之而有芜湖市人民教育基金会
’

组建，工商企业、机关团体、职工干部、社会群众、各界人士，以及台港

澳同胞、旅外侨胞等竞相捐赠，乃于镜湖公园立碑以为纪念。重教新

风既树，优良传统必将发扬光大。
’

’

芜湖学界，贤才辈出。辛亥举义，。五四”、“五卅”运动，师生响应

之速，激情之高，意志之坚强，行动之果敢，声势震撼江淮。尔后，师

生投身民主革命、抗日战争，前赴后继，可歌可泣。诸如蒋光慈、曹

渊、祖晨、王道宏、陈原道、戴安澜、王稼祥、王莹，以及刘希平、阿英

(钱杏郦)、李克农、宫乔岩等仁人志士，其热爱祖国，忠于人民之精神

光昭大地。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学苑园丁播春雨，燃红烛，辛勤耕作，

乐育桃李，尤见茬茬新苗枝繁叶茂，或成科坛俊秀，广厦栋梁，或为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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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中坚，基层砥柱。广大教师是教育园地繁花硕果的创造者，他们平
’凡而伟大，历史会铭记他们。

’

教育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基础。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

义之时代使命必寄厚望于跨世纪的-代新人，也赋予各级各类教育

单位以历史的大任。<芜湖教育志>于兹成书，愿其为江城教育的改4

革与发展，为芜湖之开发开放与现代化建设，助阵推澜，让商埠雄风，
拂浩荡长江，扬金波万顷! 一

是为序。



例 言 ．

‘一、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

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为准绳，力图实

事求是地记述芜湖教育的历史与现状，企达“存史，借鉴，励人”之
r 效。 、

．

=、本志的时限，上自清朝末叶兴办近代学堂起，下限止于公元1989

年。其。大事记”部分约略上溯及明、清的书院，以至北宋之县学
’4

宫，个别子目与附录材料下限时间也略有延伸。

三、本志记事的地域范围，清末与民国时期以芜湖商埠即芜湖县城区，

为主，芜湖解放(1949年4月24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

则以芜湖市(含郊区)为限。涉及市管主县(芜湖县、繁昌县、南陵

县)的见于专设的章节。
‘4

； ．。

‘

四、本志取材涵盖设在芜湖的各级各类教育事业单位，对所有全日制 ．

和业余学校教育状况，均分门别类有所记叙。一些综合材料则主 ．

要取自市教育主管部门所属幼儿教育、普通教育、职业及师范教 一

育方面。
： ’

。

五、本志包括概述、各类教育、大事记、史料辑存以及卷首之图照等5

个部分。概述部分取综述法，各类教育(与教育内涵诸事项)部分

， 则横排竖写，事以类从，分章记叙，章下视需要设若干个节，或分

条目。
一

六、本志表随文设。表前列序数，其汉字序数标示第几章，连接号后

的阿拉伯数字指的第几表，如“表二．9”，即第二章的第9个表。
· 表中空格里加有虚点(“⋯”)的表示该项材料难以查出；空格中加

有短横线(“一”)的表示没有发生此事项或数据。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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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本志的部分学校(幼儿园)简介，选取的一般是具有某一方面代表

，性的学校，诸如历史久远的，有些名气的，有某些特点的学校。少

数早期曾办有并具一定影响与成效的学校，也写了简介，其校名。

首字前附加了标记(“※”)。

八、本志例循“生不立传”通则，所设“人物传略”，只收曾于民国期间

对芜湖教育有过较大贡献的几位作古人物，以及建国后芜湖市教

育行政机构中部分已过世的负责人，以其卒年先后为排列顺序。

“人名录”则广收芜湖各学校、幼儿园中获有荣誉职务、荣誉称号

的教师、教育工作者的姓名。 一．

九、文中因事系人时直书其姓名，必要时冠以职务。历史地名取当时

称法，必要时括注今名。历史朝代及其行政机构、官职，采用当时

。．称谓。清及清以前之朝代与年号间加有间隔号(“·”)。民国及民

国以前用历史纪年，括注公元纪年，如在某一小节里出现同一历

史时期的纪年，后文则取简捷用法。’
。

十、组织机构、会议、文件的名称，一般于首次出现时用全称，下文则

取习惯简称法。如芜湖市人民政府(市人民委员会、市革命委员

会)简称为市人民政府、市政府(市人委、市革委会)；中国共产党

芜湖市委员会常务委员会议。简称为中共芜湖市委常委会议或市

委常委会议；中央教育部(国家教育委员会)颁发的教学计划，简

、称作部颁(或国家教委颁发)教学计划，等等。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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