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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一

我区第一部当代教育志书《保山地区教育志》与读者见面了。它的出版，不仅丰富

了我区绚丽多姿的地方志园地，而且也为进一步发展我区教育事业提供了宝贵的历史借

鉴和科学依据，其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显而易见。

编写地方教育志书，是开创我区教育事业新局面的一个重要方面。这是一项基础工

作，也是一项基本建设。《保山地区教育志》全面系统地记述了我区教育事业发展的历

史和现状，既肯定了事业的发展和所取得的成绩、经验，又实事求是地记录了教育事业

发展过程中所经历的曲折，遇到的问题和应当引以为戒的教训。这本书资料翔实，内容

丰富，有极强的“资治，教化，存史"的功能，值得认真的去读一读。

建国以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各级党委，政府的领导下，我区教

育事业获得了蓬勃发展，无论办学形式、办学规模，办学条件都有了显著的进步和改

善，广大教育工作者发扬无私奉献精神，勤勤恳恳，努力工作，为各条战线培养和输送

了数以万计的各类建设人才，在推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中作出了重大的

贡献。他们付出的辛勤劳动和取得的突出成绩，理应受到党和人民的尊重和崇敬。

教育是关系国计民生的大事，保山的振兴必须加快教育发展。各级政府和教育主管

部门要站在时代的高度，认真研究保山教育的历史和现状，总结和吸取历史的经验教

司ll，从我区实际出发，采取切实措施，为加快保山教育事业的发展大开绿灯，大办实

事，广大教育工作者要继续发扬奉献精神，勤奋工作，百折不挠，再建功勋。我们期盼

着，经过全区人民的共同努力，我区的教育事业无论在广度上和深度上都有一个更加长

足的发展和进步，以适应新时期党和人民对教育事业提出的新的更高的要求。

为了保证《保山地区教育志》的质量并争取早日问世，编撰者们坚持以唯物辩证法

为指导思想，尊重历史但又不拘泥于历史，以科学的态度和严谨的作风，坚持不懈的工

作，其高度的责任感和工作态度令人钦佩．对他们卓有成效的工作和所付出的辛勤劳

动，谨致以衷心的感谢。

张玉珍

1993年8月



序 一
，J——J

保山地区有着悠久的历史，文化教育的发展源远流长。早在公元前4世纪，古代先

民就在这块群山连绵、沟壑万道的土地上，踩出了一条自成都经保山出缅甸达印度

的南方丝绸之路。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这条古丝道成为华夏民族与东南亚各民族在

政治、经济和文化上进行交流的一条纽带。保山，作为这条古代通道上的一个重要驿

站，有着其特殊的历史地位。人类的历史发展充分证明，社会的任何进步，人类关于思

想，文化、经验、技能的传递、继承和发展，．人类文明成果的继承和发扬，都离不开教

育的发展和教育工作者的辛勤劳动。 《保山地区教育志》正是以其流畅的文笔、严谨的

结构、规范的志体、严肃的文风，记载了这一方热土两千多年教育发展的历史，记述了

这片古老的边睡地，教育事业在波浪壮阔的社会变革中，从无到有并发展壮大的轨迹，

记录了无数教育先辈立身三尺讲台，与国家同兴衰、共荣辱的献身精神及其光辉业绩。

作为保山有史以来的第一部教育专业志，它也是保山地区的一部文明发展史。

我作为生长在这块土地上的一名教育战线上的老兵，教育事业的兴旺发达，经济建

设的繁荣昌盛，是我的夙愿。 《保山地区教育志》一书的可贵之处，正是在于它通过编

纂者的辛勤耕耘，把保山地区悠久的教育发展史，杰出的教育人物和独特的教育历史及

现状，呈现给关心和从事教育工作的人们， “以史为镜可以知得失’，．在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不断完善和发展过程中，教育日益受到国家和全社会的重视，教育的地位和作用得

到全社会的充分肯定，人民的教育事业越来越兴旺发达。为充分体现教育发展的战略地

位，加快教育改革和发展的步伐，这就迫切需要社会各界、教育部门和全体教育工作

者，进一步从历史的纵向了解本地区的教育情况，从成功中获取经验，从失误中记取教

训，向历史寻求借鉴，从现实总结得失。这部史料翔实、采撷广博，具有思想性、知识

性和资料性的《保山地区教育志》，必将发挥其“资治、教化、存史一的重要作用。从

这个意义上讲， 《保山地区教育志》的出版问世，无疑也是我区教育发展史上的一件大

事。

我能为本书作序，感到欣慰。我相信，读者通过这本书，能深化对保山教育的认

识，研其兴衰，究其得失，不断探索发展教育的规律，为人民教育事业的不断发展作出

贡献。

杜少美

1993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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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例

一、本志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党的四项基本原则，坚持实事

求是的思想路线，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努力做到思想性、科学

性，资料性相统一。

二，本志以现行行政区划为地段，时限以1989年为下限，个别地方延伸到1993年，

各类教育事业尽可能追溯至本身的发端，但坚持“详今略古、古为今用"的原则。

三、本志体裁以述、记、志，传、图、表、录为表达方式，以志为主体，志首设

图、概述、大事记，志末设附录，志中夹以表和传。正文横排教育门类，纵述教育的历

史和现状。既保留传统志书的精华，又突出社会主义新方志的特点。

四、本志采用章节体，以章统节，以节统目。目下的序号均不在目录中列出。

五，本志要求体例完备，文风端正。文字采用现代汉语，文体用记述体，大事记采

用编年体。

六，本志历史纪年，清代及以前的当朝年号，用汉字书写，在括号内加注公元纪

年，·民国年号用阿拉伯字书写，在括号内加注公元纪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一

律用阿拉伯数字书写公元纪年。志中的“建国后力、“新中国成立后’’均指中华人民共

和国成立后，即1949年12月底保山专区专员公署成立后。

七、本志人物称谓，大都直书其名，有的冠以职务。单位称谓，均用第三人称。地

理名称和民族称谓，均用国家规定的正式名称。

，八、本志所用数据，多数使用档案资料和年终报表数，也有的使用阶段统计数。数

字书写，除非统计意义的个位数字使用汉字外，其余都使用阿拉伯数字。

九，本志名词和专用术语，一般使用全称和规范化简称。

十，本志引文均引用原文，并用引号标明。引用史籍资料，原有的繁体字均改为国

家公布的简化汉字。

十一、本志的计量单位，1950年以前使用石、箩、升等，并尽可能加注今制，1950

年以后均使用公制，个别资料为保持原貌，仍用市制。

十二，本志按照“生不立传"的原则，为全区教育战线成绩卓著的故世人物设立传

略和简介。人物名录包括在世的和去世的人物。

十三，本志资料来源于省，地、县(市)的有关档案史料、地区教委档案资料，报

刊图书资料、省和县(市)的教育志稿、社会采访资料及少量的个人约稿，文中概不加

注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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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保山地区位于云南省西部，东与临沧地区接壤，东北与大理白族自治州相连，北与

怒江傈僳族自治州、西南与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毗邻，西北和正南与缅甸交界，边境

载长167．78公里。行署所在地保山市，距省会昆明市593公里。。全区辖保山、施甸，腾

冲、龙陵、昌宁五县(市)，面积19637平方公里，1989年全区人口209万。一．j。一”

‰i保山地区是古代哀牢国的属地，早在西汉时已有了初步的开发，汉武帝曾开凿了经

过博南山(今永平境)．、渡过澜沧江通往这一地区的道路，．并派遣了大批汉族移民进入

这_地区·．西汉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一在这里设置了以安置吕不韦家族、并以此
命名的不韦县。深受儒家文化熏陶的吕氏家族，对本地文化教育的传播产生了很大影

响。据《蜀世谱》记载：。．矗汉初设不韦县时，已开文教之风。．?东汉永平十二年(公元

69年)，郡治在今保山的永昌郡设立i使当地哀牢等族和周围地区的少数民族有了更

多机会与内地人民相互交往，从而成为一个物产丰富，人口众多的云南少数民族的发祥

地和多民族结合的高原腹地，也是西南丝绸古道的必经地和历代中缅，中印贸易的集散

地。三国时期，r作为蜀汉政权重要文臣的不韦县人吕凯，．《蜀世谱》有记载说t．“蜀郡

王阜为益州太守j·建兴学校，逮及蜀汉，经学未衰，雍闺，吕凯并能文章。”这当然是当地

早期私学教育的结果。同时期，大批诸葛亮军队的西征，也促进了内地与保山文化，经

挤的交流，这对于古代保山各族人民学习先进的内地文化和生产技术，．．起到了积极的作

用。。⋯·．1 ．· 。，·7_’，√?_、．、 ，1 7、．1“．t ， 。．．r_

唐宋时期，．保山地区先后归属南诏国和大理国，与内地联系更加密切，大量吸收唐

宋文化，传播中原诗词典籍，促进了当地经济建设和文化教育的发展。，．．．．、一一
1．元代，官府在保山城内都元帅府西建立永昌府学，．成为本地官府建立的第·个教育

机构，，为讲授经史，兴办科举提供了较为固定的场所。。一 ’I．．。·．j 。：，：，。～：’。

i到了明代；封建统治者在今保山一带长期进行屯田戍边，由于保山气候宜人，物产

丰富，使其大批中原士兵在此安家落户，促进了大批内地人民与本地各族人民的交融。、

15世纪中叶，胡琛、，胡志父子先后任金齿(今保山)司事，镇守保山数十年，．推行“安

边保民之政第，注重民众的。“礼乐教化一，大力“兴学校、，崇礼义、尊贤下士劳一从明

拱武年间，-秀才余子禧在官府支持下募捐筹资建立孔庙，．并在庙中设学教授军民子弟，

以后逐渐形成了盖文庙建书院的热潮，兴学劝农，开科考试，风气为之一开。这一时

期，r永昌府各地私塾增加，登科入仕者甚多，如官至户部侍郎的张志淳租清初官至刑部

尚书，兵部尚书，．并被戏称为．“永半朝?的王宏祚，．都是保山教育史上的佼佼者。明清

两代，全区建书院十数所，．其中保山县的永保书院和腾冲县的来风书院，．开办历．史悠

久，办学条件好，在当地影响很大．，明清两代，全区中进士39人，中举人．407人。。 ：。



清末废科举，兴学堂，学习文化的风气更盛。尤其是“改土归流一以后，各县从城

镇到农村，从坝区到山区，不断办社学和义学，使受教育者逐渐增多。
’

清光绪三十年(1904年)，永昌知府石鸿韶在永保书院旧址创办府立中学堂，成为

全区第一所近代中等学堂。这一时期，由于受云南护国运动的影响，一大批不甘于因循

守旧的青年，纷纷出县、出省、出国学习深造。他们中的一些人，学成归来后积极兴
学，为民国初期的教育发展作出了贡献。

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永昌知府彭继志兴办的蚕桑学堂，开了全区职业技

‘术教育的先河．!虽然以后停办；但毕竟在保山地区职业技术教育发展史上产生了积极的

意义。．：．’‘0i一一 ∥i。。。。～’t，’．·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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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0年，‘省沿边学务局在永昌府边境地区建立53所土民学垫，对全区少数民族初等、

教育的发展具有开创性意义。‘t’r ，

’
．。 。叫 -’， 一r—o ．，’

‘’L‘j 1913年，省立保山师范学校暨省立保山中学建立；坚持为全区培养了一批小学师资

和建设人才。以后两年，’保山县立中学和腾冲县立中学开办，促进了全区中等教育的发

展。同时期，。由于部分留学生的归来，宣传民主革命思想，反对女子缠足，主张男女平

等，积极倡导新学，．并创办了女子学校。至1916年，‘全区开办初级小学254校，高级小学

23校，女子初级小学11校，女子高级小学3校，‘在校学生达到9894人，小学教职员806

人o．到1924年，全区适龄儿童入学达到学龄儿童总数的25．2％。1927年，腾冲县立女乎

师范学校也成立办学：‘、。。_．一～“ ’～一。1：，‘ ．“ 1。 ，。’‘：’。。“i? ‘。，

“．t抗日战争时期，1938年滇缅公路修通，并与以后通车的中印公路在保山交汇，保山

?成为大后方的主要国防公路要冲。随着大批华侨难民从国外涌入，、腾冲益群华侨中学建

；立，国立保山华侨中学也从国外搬迁至保山办学，戚为全区两所教学质量较高的学校：‘

’1940年，由李根源先生提议，省教育厅在保山开办省立保山农业职业学校，面向滇西各

地州招生。’i942年，腾冲、龙陵两县沦陷于日本侵略者的铁蹄之下，学校停办，教育损失

严重。同时，保山城惨遭日本飞机肆意轰炸，师生死伤甚多。国立华侨中学被迫再次搬

迁，·省立保山中学等学校被迫停课，’省立保山农业职业学校从此停办。这一时期，‘全区

大批青少年失学，虽然在沦陷区也有少数进步学校，保山各学校也收容了一些沦陷区学

生j但毕竟杯水车薪，难以满足大批青少年就学的愿望。1943年，滇西抗日反攻战役在

保山拉开帷幕，数十万军队云集保山。以专员兼保山县县长的李国清，在危难之中担负‘

恢复省立保山中学暨师范学校的使命，并义务兼任校长。他多方奔走，励精图治，筹措

经费、聘请教师，为省立保山中学的恢复和发展做出了贡献。‘ ’⋯：·‘‘

’“抗日战争胜利后，各县办学的积极性高涨，除原有的学校纷纷复校开课以外，腾冲

县多方筹资办起了全区第一所独立的幼儿园I新办了大同实用职业学校和高级商科职业

学校，、以及固东同德中学，洞山华英中学等私立中学，保山县恢复或新办了甸阳中学j一

远征中学i九峰中学等，龙陵县新办了象达私立晓东中学，同时，国立大理师范学校也

搬迁至龙陵办学。这一时期，全区中小学和职业学校，职业学习班如雨后春笋般出现，‘

成为民国时期全区学校教育的一个短暂的兴旺时期。同时期，风雨飘摇的国民党政府加

紧在教育上推行封建买办法西斯的“党义教育黟，鼓吹。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

袖乃，在政治上实行黑暗统治。这段时间，爱国民主思想在一些学校广泛传播，省立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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