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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湖流域地区专业志丛书

编 者 献辞

“千里莺啼绿映红”的太湖流域和长江三角洲，是我国有名的鱼米之乡，向以“衣被天

下”、“食供四方”的“锦绣江南”和“金三角”著称于世。近一时期以来，这一地区的乡镇企业异

军突起，在经历了几番风雨之后，大部分以它的勃勃生机而存留下来，成为地方经济中的一

支重要力量。其他各行各业也焕发了青春，继承、发扬各自的传统和优势，迅猛发展，千红万

紫，繁华竞逐。这一地区的工农业总产值大幅度上升，在我国国民经济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

位。全国财政上缴最多的lo个县市，十之八九出于其间，它是我国经济最集中、最发达的地

区。

苏州是我国的文化名城，历史悠久，教育发达。早在唐代，即有府学、县学之兴起，南宋年

间，又有义学、书院之创办。直到清末，书院之多，文风之盛，冠于全国。教会学校，遍及全城，

反映了苏州接受西方文化和新教育较早这一历史特点。解放后，苏州教育系统为国家培养和

输送了大量的人才，积累了丰富的办学经验，与国内外有广泛的交流，成绩卓著。本书的出

版，为总结我国的教育经验，探索教育改革的道路，提供了一份值得重视的材料。

编这套书，除了存史，传之后代，还为了向国内外如实地介绍这一地区的主要行业和它

的特点，提高它们的地位和知名度，促进改革开放，以开拓国内外市场，发展外向型经济。

这套丛书，与“长江三角洲乡镇志丛书”是姐妹篇。它们从不同的角度和层次，展示这一

地区的历史传统、城乡面貌和所取得的成就。它们相辅相成，相互补充，条块交叉，点面结合，

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收入“丛书”，进入这个系列，成为一个群体，它的影响将会大大增强。

这两套书，还把苏锡常、杭嘉湖地区与我国最大的工商业城市和世界名城——上海密切联系

起来，这对上海经济区“心脏地带”的开发，将有重要意义。

广大读者对于编好这套丛书的各种意见和建议，均竭诚欢迎。 1

1988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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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市区学校分布图说明

一、小学标号

1新苏师范附属小学

4北塔中心小学

7丁家巷中，C-d,学

10东中市中心小学

13彩香中心小学

16胥江中心小学

19南环中心小学

22娄葑中心小学

2大儒中心小学

5善耕中。L,IJ,学

8营坊场中一Od,学

1l金门中心小学

14带城中心小学

17盘溪中。t二-d,学

20横塘中心小学

23盲聋哑学校

3马医科中心小学

6城东中心小学

9桃坞中心小学

12山塘中心小学

15舁平中心小学

18平直中心小学

21虎丘中心小学

二、由于受地图篇幅限制，部分学校未能标上，如苏州铁道师范学院

(原院址在平门，新院址在上方山麓)、苏州城建环保学院、苏州师范专科

学校、苏少}f蚕桑专科学校、苏州评弹学校、苏州人民警察学校、苏州第二卫

生学校、苏州幼儿师范学校、部分技工学校和部分市郊中小学等。另外，成

人学校均未标出。

三、本图根据1985年情况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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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教育志》与大家见面了，这是一件值得庆贺的事。在苏州历史上，自北宋《吴郡图经

续记》、南宋《吴郡志》和明清两代的一些《苏州府志》，以至民国《吴县志》，虽都有专卷记载

。学校”，但编写教育专业志还是第一次尝试，也是地方教育史上的一个创举。这是历史和时

代的需要，也是教育的战略位置所要求的。

苏州，是一座具有2500年历史的文化古城。古代历史上的苏州就是一个教育发达，人

文荟萃的地方；今天的苏州，已经从一个消费城市建设成为门类较多，以精细加工为主，轻重

工业协调发展，既是现代化生产城市，又是保留着引人入胜的大量历史文化和风景如画的旅

游名城。1985年，苏州的工业总产值，就已经在全国大中城市中列沪、京、津之后，居第四位。
。

苏州经济发展的历史，实际上也是一部教育发展史。谈起苏州，人们就会想起她的园林名胜

和小桥流水，这当然是她的可贵特色，不应忽视；但同时在很早以前，苏州的学校也就已经像

苏州园林、小桥那样遍布全市了。到了清朝末年和民国初年，就已经有了大学、中学、小学、师

范学校、女子学校，以及各类实业教育。《苏州教育志》比较完备地记载了1912年到1985年

七十余年间教育发展的情况，深刻地揭示了教育与经济发展的内在关系。经济的发展有赖于

科学技术，而科学技术的发展必须打好教育这个基础，无论是进步思想的传布，还是新技术

的运用，都要依靠教育来完成。这是一个已经被人们了解和认识的真理。读一读《苏州教育

志》，有助于我们加深对教育在社会主义两个文明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的认识。新中国成立 ，，

后的35年，苏州的教育得到了空前的发展，特别是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教育结构

的调整和职业技术教育的发展，以及各级各类学校教育质量的提高，都是有成效的。总之，在

各个历史发展时期，教育工作与其他工作一样，积累了许多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都是

我们今天应该继承、发扬、借鉴的．
。

我20年代曾经在苏州江苏省立第一师范读过书，后又在苏州乐益女中教过书，并在苏

州走上了革命之路。回想起来，在苏州一师学习时，使我懂得了许多革命的知识和道理。要

说我对苏州有一种特殊感情的话，首先是对苏州学校的感情。我出生在旧中国，亲眼目睹了

落后挨打的血的事实，深知学习革命理论和科学文化知识都和发展教育事业分不开。在旧中

国，许多人被剥夺了受教育的权利。今天，我们应该珍惜这种权利，同时尽我们每一个人的义

务，把教育办好。这是，我——作为青年时期曾经在苏州学习过、执教过的一个学生和教师的

一点想法和希望。但愿苏州教育事业不断繁荣昌盛，促使苏州两个文明建设不断提高和完

善，把“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这句令人向往的佳话，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成为现实，使苏州成

为真正物产丰盛、教育发达的文明美丽的“人间天堂”。是为序。
一 匡亚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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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事关国家兴衰，历来是旧志记述的重要部分。列“选举”、“科举”、。文庙”、“书院”、

。义塾”等名目，以反映教育方面的内容。但旧志中却不曾有教育专志，记述教育活动。即使

列有上述名目的专卷，也是放在“舆地考”的子目之中。著名的《吴郡志》虽设了“学校：专卷，
， 并置于卷四地位，也只是作了简要记述。教育志作为地方志的“分志”，记述一方教育，是八十

年代编新志开始的，至于把教育作为一本独立的专志，则是近几年的事。《苏州教育志》的诞

生，也算是作为编志方面的新事出现的。它虽从旧志基础上发展起来，但又不同于旧志，也不

同于作为方志组成部分的“分志”，而是自成体系的独立的教育志。

为体现教育是立国之本，反映新时代教育的丰富内容，象旧志那样列个名目，或新方志

中列个。分志”，那就很不够了。因此，我们在进行材料搜集时，即决定在完成市志的《教育分

·志》后，便着手编写独立成书的《苏州教育志》。经过编纂组同志八年的努力，终于完成了这本

专志的编写任务。 。

‘

在编纂过程中，由于市教育局的领导和市志办的业务指导，用三年时间搜集千余万字材

， 料的基础上，以二年时间的编写和数次修改，于1987年完成了70万字的《苏州教育志》、40

万字的市志《教育分志》稿。两部初稿，均在1988年5月和11月，先后经过市、省两级教育

系统的行家和有关教授专家评审，在他们肯定志稿的基础上，我们根据评审意见，1989年作

了两次重大修改后成为定稿。为了出版，1990年上半年，又作了小修改，将定稿交付出版部

门。
。

． ，
。

这部志稿的总体设计，除序言、后记外，共分19章，计60万字。编纂方法，本“以类相

从”原则，采用横排竖写、横竖结合、以横为主的章节体。为避免有些章节在同一问题上重复，

同时也是为了突出某一问题，我们把相同问题从有关章节抽出，集中起来形成专题，立章记

述。如《教师和学生》、《学校党派、群众团体》、《学校体育卫生》等章即是如此。为克服“横

排”所造成的零碎与分散之感，在章之前加一节“发展概况”或无题前言，以掌握全章精神。志

书首章设“综述”，也是为了把握全书要旨。 。 ，

本志着意于突出教育的本体与实体。本体即各级各类教育，实体乃是学校。例如《幼儿

教育》、《小学教育》、《中学教育》等，不仅要排在突出位置，且以较多笔墨记述。其他虽与教育

有关，而不直接反映教育者，只给小量篇幅，扼要记述。对于直接实施教育的学校，则在各类

教育专章中，设一节“学校简介”，以反映具体的教育活动，并可体现志书的“资料性”。

充分反映苏州教育的特色和它的规律性，是本志拟订“纲目”时即注意考虑的问题。认为

没有特色的东西，难以反映事物的本质特性、共性的东西，也只能给人以～般印象，而特色又

总是存在于一般情况之中。据此，我们根据苏州教育实际情况，寻找它的特色。比如苏州这

几年中等职业技术教育和成人教育发展较快，有其自身的特色，若把前者列入。中等教育”，

、——一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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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苏州教育志

后者分记在高、中、初等教育中，不仅会使其特色淹没，而‘‘中等教育”必然篇幅增大，与其他

专题不相协调，成人教育也显现不出本身特点。考虑到两者的特殊性，也可说是它们的特色，

即另立专章记述。教会学校也是如此，它在苏州的存在与发展，不仅早而且多，在教学与管理

上，确有其特色，并在国内外有一定影响，立专章记述，亦无不可，甚至更能反映苏州接受新

文化、新教育较早这一历史性特色。

苏州向为江南名城，依江傍湖，人杰地灵。自北宋范公仲淹在苏兴办府学，学校日增；公

聘胡瑷首当府学师席，以明体达用之学教授诸生，英才辈出，其“苏湖教法”，余韵流风一直影

响吴中。解放后的苏州，经济更是繁荣，学校更加兴盛，培育人才不可胜数，对于苏州教育上

的历史与现状，至应充分反映于志中，写出思想性、科学性、资料性融合一体的新教育志；然

而限于我们的能力与水平，才学识三者所不逮，难遂初衷。故望关注苏州教育的朋友们，赐教

指点，以为后继者之鉴。

愚千

1990年5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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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实事求是

地反映苏州教育的历史、现状和发展，力求思想性、科学性和资料性有机结合。

二、本志为与旧《吴县志》下限相衔接，故定上限为1911年，下限为1985年。为了古今

贯通，理清事件渊源，个别章节行文时期，稍有突破。 、

三、资料来源，主要是苏州市档案馆、苏州市教育局档案，各校史志资料；其次是苏州图

书馆、苏大图书馆、省档案馆、南京市图书馆的书刊资料；第三是《苏州史志资料选辑》、市政

协《文史资料》、《苏州明报》、上海《申报》，以及《吴县志》、《苏州府志》的记载；第四是采访、座

谈、个人回忆的记录材料。有关数据资料，解放前的依据记载；解放后的以苏州市教育局、苏

州市统计局和《苏州年鉴》所公布的资料为准。 ．

四、篇目结构，从苏州教育实际出发，全志分为19章。为概括全书要旨，把握每章(专

题)源流，志的首章设“综述”，章的首节设“发展概况”或无题前言，按照以类相从，横排竖写，

纵横结合，以横为主的原则，采用章、节、目三个层次记述。为便于反映苏州教育的历史和现

状，又不拘泥于此，而是本着“宜横则横，宜纵则纵”的精神，处理有关章节。 ．

五、设章原则，一是为反映实际，二是为反映特色。由于苏州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发达，

1953年以前教会学校众多，为反映这一实际和特色，均设专章叙述，不列在初、中、高等教育

层次中。有些内容，为了突出其重要性，采取集中写，也列专章叙述，如《教师和学生》。至于

教会学校和其他学校、职业中学和普通中学的交叉问题，为减少重复，各有侧重。如前身是教

会学校的普中，或由普中发展起来的职中，对原教会学校及普中，只作简单交待，侧重于现普

中、职中的记述。志的末章设“志余”，以记述各章无法包括的内容。
。’

六、入志人物标准，以本籍对本地教育有贡献者为主；虽属外籍而对苏州教育有影响者

亦得入志。根据生不立传原则，符合上述要求的在世者，只将其事迹记录存档，暂不入志，或

在有关事件中，用以事系人的方法反映之。《教育界人物》，按照影响大小，分“小传”、“简介”、

“人物表”三个部分；排列方法，以姓氏笔划为序。+

七、对政治运动的记述，只记教育部门的贯彻情况，及对教育上的影响。政治运动本身，

不作专门记述。
’

·

八、《教育大事记》的体裁，采取以时系事的编年体，要求大事突出，要事不漏，按年、月、

日记述全市教育大事。凡月不清而知其年者，记当年之后；凡日不清而知其月者，记当月之

后。从1949年起，每年最后列一全年综合数字备考。

九、记述范围，根据市、县分工原则，本志所反映的情况，基本上以原来的市区(城区)为

限，对比、论证均在此范围。至于地、市合并后的情况，只在本志概况和综合数字中作些反映，

或在个别章节适当介绍。

h



2·苏州教育志

十、本志文体，除摘引部分文献中的“文言”外，以语体文为主。所摘“文言”，亦用标点校

点，以期便于阅读。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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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苏也，郡甲天下之郡，学甲天下之学，人才甲天下之人才，伟哉!其有文献之足征也。”

这是明人徐有贞在《苏郡儒学兴修记》里说过的话。他高度概括了历史上的苏州，经济繁荣，

教育发达、人文荟萃的特色。苏州自泰伯礼让立国，历汉唐越两宋而至今，其间虽有盛衰，然

文教事业方兴未艾，代有人才，如山立水涌，前导后继：若严助、朱买臣的词华；蜚声西晋文坛

的陆机与陆云；被称为唐朝“草圣”的张旭、著名诗人陆龟蒙；善属诗文的北宋政治家范仲淹，

有崇高民族气节的南宋诗人范成大；号称“吴中四杰”之一的明朝诗人高启、吴门画派大画家

沈周、唐寅、文征明、仇英；明末清初思想家和学者顾炎武；清代经学大师惠栋、改良主义思想

家王韬、史学家洪钧，以及当今的历史学家顾颉刚、教育家叶圣陶等，不胜枚举，足以名今而

垂后。仅据清朝一代统计，全国共出状元114人，江苏一省拥有49人，而苏州一府却有26

人，占全国总数五分之一以上。自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后，到1985年止的91年间，苏州市

先后出国留学学生1050余人(含六县市及流寓苏州者)。1949年苏州每万人口中仅有在校

生561人，到1985年，每万人口中已有各级各类在校生1357人，增加了1．4倍。

作为市区基础教育的小学和中学，解放后36年间的在校生数，大大超过民国时期37年

的数字，到1985年止，小学生数是1949年的1．45倍，中学生数是1949年的3．83倍。至于

中专生数，增长也很快，1985年是1949年的3．8倍，技校生，解放初期还是空白，从1960年

起发展到1985年，在校生数已达3244人。 ．

代表着苏州市文化水平的高等院校，1949年只有5所，在校生1755人(大学2所，847

人；专科学校3所，908人)。到了1985年，普通高校已发展到10所，在校生12248人；成人

高校发展到28所，在校生12277人。不仅如此，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该市有关高校还

招收了硕士、博士研究生。据1985年苏州大学、苏州医学院、苏州丝绸工学院三校统计，在

校博士研究生6人，硕士研究生194人，到1985年止共毕业硕士生117人。与此同时，上述

三校还接纳了美国、日本来苏州的留学生107人。．苏州教育事业的发展，不仅呈现了人才济

济的盛况，且为国家对外文化交流，作出了一定贡献。 ．

· 古代教育要略
‘

‘
～

●

苏州教育事业的发展，源远流长。“盖有泰伯至德之化，子游文学之风，安定师法之传在

焉”(《苏郡儒学兴修记》)。人们论及苏州文教之兴起，除了颂扬泰伯之外，认为受业于孔门、

被称为南方“夫子”的言偃(子游)，实是传播中原文教于苏州之创始者。当时吴地(苏州)文化

尚处落后状态，正是言偃不辞劳苦，躬跋山川，北学于孔氏之门。“使孔子之道渐于吴，吴俗乃

大变，千载之下学者益众，家诗书而户礼乐”。由此，而“东南学道之宗实言氏启之”(徐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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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书院记》)。

苏州重视办学，由来已久。特别是隋唐创行科举制度后，1300年来，历代的苏州地方官

和名儒大吏，以及仁人志士，不少人在科举制度推动下，为兴办学校热心尽力。如唐代宝应年

间(762--763)，节镇李栖筠在苏州府治之南建立学庐；唐大历九年(774)，县令王纲在文庙右

边设博士以训生徒等。但是苏州兴学之风却始于北宋，以至影响全国。景褚二年(1035)，范

仲淹创建苏州府学(又称州学、郡学)后，越八年，入朝任参知政事。仁宗庆历四年(1044)三

月，接受范仲淹等人“天章阁之议”的改革方案，实行新政，诏令天下州县立学，于是兴学之风

起。吴县县学几乎与府学同时，也于景韦占年间建立。200多年后，南宋咸淳元年(1265)长洲县

学也建立。四个半世纪之后，清雍正三年(1725)原属于长洲县学的元和县学分出，成立了长

洲、元和两所县学。数百年间，苏州县学名扬四方。元至正十九年(1359)，郑元祜在《学门

铭》里写道：“天下郡县学莫盛于宋，然其始亦由于中吴，盖范文正以宅建学，延胡安定为师，

文教自此兴焉。”(《吴县志》卷二十六上)。改良主义先驱者冯桂芬在《重修吴县学记》里也说：

“三代下学校之制，至范文正天章阁之议行而始大备”，“天下各县之有学，自吴始，迤逦宋末

二百年而学遍天下，吴学实得气之先。”(同上)

“吴郡有学起范文正公，而学有教法起胡安定先生”(元柳贯《修学记》)。胡瑷(安定)根据

因材施教原则，在苏州府学分经义、治事二斋进行教学，强调本行实，重道德，主张明体达用

之学，矫正科举中“取一时之能，而不责于平生之行”的弊病(《苏州乾隆府志》卷十六)。庆历

三年范仲淹入朝主事，胡瑷任国子监直讲。仁宗下令将胡瑷的《苏湖教学法》推向全国，一度

使地方教育恢复了生气，蔚然成为东南文教之邦，名卿巨儒，项背相望。从宋、元、明、清四朝

进士科来看，苏州地区(吴县、长洲、元和)在宋朝有科分可考者计445人，无科分者21人；元

朝有科分可考者4人，无科分者1人；明朝有科分可考者431人；清朝有科分可考者600人。

宋、明、清三朝武进士不计在内。

苏州府学，从北宋景裙二年(1035)仓KJ建，到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废科举而结束，在旧

教育制度下经历了870年之久，其兴衰，同苏州的经济发展分不开。苏州进入明、清之后，经

济已成为全国富庶地区之一。清雍正、乾隆年间，有所谓“东南财赋，姑苏最重”，“苏州手工业

发达为全国之冠”的美称。因此府、县学也处于全国领先地位。明吴宽、王鏊、徐时行等，在他

们的《修学记》里，对“苏学”均有赞词。吴说“今日规模益壮，天下之言学者莫过之”，王说“苏

学于天下为第一”，徐说“吴故以文字称翘楚，而学宫亦巨丽甲海内”(《吴县志》二十六卷下)。

吴、王、徐是明代成化、嘉靖年间的著名人物，他们在科举中均是优胜者，吴、徐分别中状元，

王鏊在乡试、会试中都获第一。三人在朝廷先后任尚书要职，而徐时行更是继张居正之后为

首辅。“苏学”即使到了后期，文运仍然不衰，从清同治二年(1863)癸亥科，到光绪三十年

(1904)最后一次科举(甲辰科)的41年间，苏州仍有83人考中进士。其间，同治七年(1868)

戊辰科洪钧，同治十三年(1874)甲戌科陆润库，皆中状元，是这一时期的苏州著名人物。明、

清两朝中，每榜苏州中进士10人以上者有：明成化八年，弘治十八年，正德十六年，隆庆二

年、五年，万历五年、八年、四十一年f清顺治四年，康熙四十年、五十一年，雍正八年共十二

榜。中状元最多的是清朝，达二十六人之多，仅康熙(8人)乾隆(6人)年间，即有14人。从上

述科举中式的数字看，不仅说明苏州教育发达与质量之高，而且显示了吴中人才济济，文采

_llIIllllIIIllllII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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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流的胜况。 ．·
：

。’

除了府、县学以外，苏州的书院也陆续建立。宋代有和靖书院(1234)、学道书院(1269)；

元代有鹤山书院(1330)、甫里书院(1330—1333)、文正书院(1346)；明代有金乡书院(1523)、

浒墅镇文正书院(1522—1566)、道南书院、碧山书院、芥隐书院、天池书院；清代有紫阳书院

(1713)、平江书院(1762)、正谊书院(1805)、太湖书院(1816)、锦峰书院(1833)、学古堂

(1888)。这些书院，为我国封建社会特有的一种教育组织形式，始于唐末五代，初为官家藏书

校书之所，其后为学者私人讲学、读书之所，后来成为封建教育课士的重要机构。

封建时代，苏州的科举教育不仅有所发展，而初等教育也日益为人们所重视。元朝至正

九年(1349)，曾大力兴办村社学校，在苏州立社学130余所。明洪武八年(1375)，苏州共有

社学737所。以后，官方和民众兴办的社学、义学更是不断发展。到了清代，初等教育进一步

扩展到乡村。乾隆八年(1743)建有阊、胥、盘、齐、娄、葑等六门义学；同治七年(1868)又在木

渎、横泾、湘城、黄埭、陆墓、用直、练塘、周庄等地建立义塾。同时民间也大兴义学，如轮香、芹

香、桂香、甫里等义塾即是。这种义塾，到清末已成为一种辅助小学教育的办学形式。

苏州封建时代的教育目的与方针，本于“化民成俗，其必由学”、“建国君民，教学为先”之

理(《礼记·学记》)，达到“教化”与“治化”的目的。也就是既培养人才，也是为了安定社会秩

序。王直在《苏州府重修儒学记》里说：。国家稽古定制，建学立师，以陶铸天下之英才，使各成

一器”。《姜渐修学记》里说：“自言偃北学于圣人，而吴礼有圣贤之教；由周而降，天下未尝无

乱也，惟吴无悖义之民⋯⋯，教化之感人心而善民俗也如此。”当时的初等教育如义学、社学，

也是为了。三尺童子皆知礼乐诗书”，莫不知“亲其亲，长其长”，懂得“在家则孝于亲，出仕则

忠于君”的道理。(以上见《吴县志》卷二十六、二十七) ”-

．科举制度的兴起，实行了全国统一考试，促使了教材统一，教学内容一致。宋代颁布六

经：诗、书、易、春秋、论语、孟子为统一教材，故苏州建六经阁专藏这些典籍。明代永乐年间

(1403—1424)，不仅以《四书五经大全》为统一教材、科举考试的范本，还规定了教材的解析

要以程、朱的注疏为主，程、朱以外的注疏不准用。清代的苏州紫阳书院，就是为了继承和发

扬朱熹的理论而建的。康熙年间，朝廷曾“钦定紫阳全书以教天下万世，其论遂归于一”(《吴

县志》卷二十七上)。也就是把过去各立门户、争论不休的儒家诸派，统一到朱熹的观点上来。

在文章中如引用了教材以外的话，就要受到处罚，如清代经学大师、苏州人惠栋，在乡试时引

用《汉书》上的话，就给考官除了名。从明代起，书院、义塾、社学的教材，也由朝廷钦定。’；
． 办学经费，大都来源于学田。北宋景祜年间(1034—1037)苏州府学初建之时，仁宗赐田

五顷。南宋绍兴(1131—1162)和嘉定(1208—1224)两个时期，官府陆续拨田给府、县学，连同

历代绅士的捐赠，到清代康熙五十九年，府学已有学田1143亩，吴县县学有学田683亩，长

洲县学有学田689亩。官方的书院，也陆续置田作为办学经费。到同治年间(1862—1874)，

紫阳书院已有学田3338亩，正谊书院有学田2234亩。(参阅《吴县志》卷二十七、二十六)但

由于学田常被侵占，收入是不稳定的。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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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万历元年(1573)，学田收入纳入国家统一赋税。据万历四十八年(1620)统计，学校经

费占全年田赋收入2．28％(《吴县志》卷四十五·田赋--)。到了清朝乾隆时，学校已无自己

管理的学田。教育经费的发放与使用，规定得更严。如清光绪元年，苏州府所属9县教育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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