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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一

1911—1981年<海门教育志>(征求意见稿)经编志组同志精心编纂，现与大家见面

了。

1911—1981年，整个中国经历了旧民主主义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

命与建设的历史过程。教育是政治、经济的反映，这一时期，海门教育渗透了官僚地

主、买办资，产阶级对封建教育和半封建半殖民地教育的维护和强化；交织着资产阶级

革命、改良派对此教育的冲击和改良；更多的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广大人民大众

进行了大胆的革命与创新。毋庸讳言，在十年“文化大革命”时期，海门教育遭受过令

人心碎的推残，但由于此间海门教育已是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

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的教育；是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与

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教育，因此始终得到人民的支持，保持了海门教育的连续性。现<海

门教育志>编志组同志将这段教育永载史册，必将产生重大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我国古代著名学者方以智曾说过：“古今以智相积，而我生其后。考古所以决今，

然不可泥古也。”他以哲人的眼光主张尊重前人，但又反对泥古。当今邓小平同志提出

让

Iyr‘f。



袁振扬

1985．4

注：本文是1911—1981年<海门教育志)(征求意见稿)序，作者时为海门县教育局党组

书记、局长。
．



序三

<海门教育志>是海门教育界有史以来第一部专业志，历经13个寒暑，5易其

由于全市教工的通力协作，多方征求意见，反复精雕细刻，终于完成了这部自建

至1990年有50多万字的地方教育志书。它的出版，是海门教育界的大事，是全市

的大事。正如江泽民同志指出：编纂社会主义地方志是两个文明建设的组成部分，是

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系统工程，是承上启下，继往开来，服务当代，有益后世的千秋大

业。

<海门教育志>系统地记述了千余年来海门教育的历史进程，它可以发挥“资治”

——为领导决策提供参考，提供依据；“教化”——对人民进行爱国主义、社会主义、革

命传统教育；“存史”——记载历史的真实情况等作用，具有长久的科学价值。

<海f-j教育志>可供我们回顾海门教育发展与改革的曲折历程，总结正反两方面

的经验教训，探索社会主义教育的规律，研究和深化教育领域的改革措施，加深全社

会对振兴中华，以教育为本的理解。全体教育工作者，要以<海门教育志>所提供的资

料为借鉴，继续发扬敬业奉献精神，全面提高教育质量，加快各类教育的协调发展，积

极推进教育现代化的进程。

志贵在于用。当前，为适应海门教育综合改革的需要，尤应从历史与现状的结合

上，致力于教育管理体制改革，建立和健全有效的教育运行机制，端正办学指导思想

等方面的研究。做到教育改革以教育科学研究为指导，教学科学研究为教育改革服

务。使海门教育在对海门的全社会改造，提高海门人民整体素质的浪潮中，作出应有

的贡献。

教育志作为一方文献，延续人类之文明，自当长久保存，代代相传!

今将这部教育志书奉献给全市教育工作者、政府部门及关心教育的同志。

徐忠义

1995．12

注：本文是958—1990年<海门教育志>(送审稿)序，作者时为海门市教育局党组书记、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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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四

教育志>(终审稿)即将修改完毕，本人欣然接受编志组建议，为<海门教育

志>写序o

“教育是人才培养之基和立国之本”，事关民族、国家兴衰，历来旧志中都记述，但

没有发现过旧志中有独立的教育专志。教育志作为地方志的“分志”，记述一方教育，

是从本世纪80年代编新志开始的，至于编写一本独立的教育专志国内也只是近几年

的事。<海门教育志>编志组的同志，一开始就立足于编一本专箸，它虽把明嘉靖<海门

县志>、清光绪<海门厅图志>、<民国海门图志>等旧志作为基础并有所发展，但思路、

体例、结构完全不同于旧志，也不同于地方志——<海门县志>中的教育分志，而是一

部自成体系，独立、完整的教育志书。

<海门教育志>记述范围，虽以学校教育为主，但不受其限制。记述时间始于海门

建县五代后周显德五年(958年)，断于海门撤县建市1994年6月。时间跨度千余年，

中间世事变迁纷杂，原有史料积存不足，编志组同志从收集史料起，经过筛选、比较、

整理，编写出来的志稿共19章约50余万字，无拼凑之感，有春蚕吐丝之优，一以贯

之，既全面又概括，详今略古，实事求是，一分为二。我认为该志书显明地体现了辩证

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

<海门教育志>修撰完毕，是集众人智慧之工程。该志经17年始成。编志组的同

志，大多是离退体的老教育工作者，因时间长，人员屡变，从试写稿至终审稿，前后分

四个阶段，但从整体上讲，犹如一场接力赛，后棒接前棒，每一阶段的同志都付出了辛

勤的劳动，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海门教育志>的诞生，向社会奉献了～部弥足珍贵的地方文献，对海门教育界来

说，更是一件可喜可庆的大事，它对教育界的后人，必然起到以史为鉴，以史治教的作

用。志书发行后，我希望各级各类学校均要组织人员宣传、学习教育志，吸取前代教育

精华，开创海门教育新局面，为响应中共海门市委提出科教兴市的战略号召，作出更

大贡献o ，

祁欣石
1998．10

注：作者时为海门市教育局党组书记、局长。



凡例

一、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指导，坚持实事求是原则，力求

思想性、科学性和资料性有机结合。

二、本志上限始自五代后周显德五年(958)建县，下限断于1994年6月海门撤县

建市。

三、本志记述范围主要为现辖区域。因海门辖区屡经变化，有些事例、数据涉及

到当时辖境。

四、本志记述海门境内学校教育为主，但不受主管部门领属限制。旧学独设章

节，自清末兴学始，按门类设章节。视内容，节内设目比较灵活。

五、本志采用序、志、传、录、图、表并用的综合表述形式。照片、地图集中于志首，

表随于各章节，传集中于人物一章，“教师世家”独立成章，附录在志末。详今略古，纵

述历史，横陈现状。

六、公元598—1949年1月31日海门解放前，时间表述写当时年号，括注公元纪

年。之后，用公元纪年。

七、本志资料选自旧志、报纸、档案、校史和知情者的回忆、I=l碑资料，不一一注

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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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海门地处江海之滨，五代后周显德五年(958)建县。元至正年间起(134卜1367)，曾多次塌
坍迁治，至清康熙十一年(1672)裁县为乡并归通州。乾隆三十三年(1768)，旧县址复涨成陆，设

立海门直隶厅。

民国元年(1912)，改厅置县，辖境东濒黄海，南临长江，东南与崇明外沙(现属启东市)接壤，

西至大安港、北至海界河与南通县毗邻。民国27年(1938)日军入侵后，海门东境、南通东乡、海

门西部与南通县南部交界地区为抗日游击区。茅家镇、三厂、四甲为沦陷区。抗战胜利后，抗日

游击区为解放区，沦陷区为国民党统治区。

民国38年(1949)1月，海门全境解放。时南通东乡四甲、余东、包场地区划归海门县，1954

年海门东境灯杆港以东地区划归启东县。截至1993年，海门全县总面积为1001．24平方公里，

人口103万。

海门历史上迭遭兵燹和海潮、江水、台风、虫害等灾荒。解放后，政通人和，经济逐步恢复、

发展。海门教育事业随着政治、经济的变化发展，大致可分为后周显德五年至清光绪二十六年

(1900)、光绪二十七年(1901)至宣统三年(1911)、中华民国(1912--1949．I)、海门解放(1949．2)

至今四个历史时期。

自海门建县起，“立学必释典于先圣先师”。“学”即学宫，是集教育行政机关、祭祀孔子庙

堂、生员肄业学校、考生考试场所于一体的县级教育机构，史称县学。

元至正年间，一些豪绅、官吏、有识之士，每次迁治，遂迁孔庙，修儒学。至康熙十一年(1672)

县废，县学亦废。

清乾隆三十三年(1768)，设海门厅后，即于厅治捐建学宫。嘉庆十七年(1812)初，设海门直

隶厅学。在此前后，尊孔、敬教、劝学之风日甚。

清嘉庆十四年(1809)，创建师山书院。清同治七年(1868)，通州知州梁悦馨于四甲坝创建东

渐书院。至清末清廷下诏兴学，两院废。

明、清时期，海门境内还有地方或私人办学：一为社学，一为学塾。

县学、厅学、书院，教学目标与内容都与科举直接有关，是读书人做官的阶梯；社学、学塾，是

科举制的基础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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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的妻室就在常乐镇家乡附近创办了三所小学。拔贡龚世清、附生姜青照以师山书院改中西中

学堂。光绪三十一年(1905)废科举后，厅境出现了办师范、建女学、开创职业教育的新风。至宣统

三年(1911)，初等小学堂及民间私塾已遍及各乡镇村落，且出现“洋本”(本指私塾)竞立。

早在“百日维新”运动期间，洋务派张之洞曾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办学宗旨。光绪三

十二年(1906)，清政府学部正式颁布“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实”五项教育宗旨。此时，张謇东

渡日本考察，樊璞留学日本，回海后仿效日本兴学，规定学制，开设课程，厅署设学务公所、劝学

所，组建教育会，划分学区，设劝学员实施视学，并开始征用于教育的各种附税。清末，实为开发

民智的初期。

宣统三年(1911)辛亥革命后，平定了发生在海门西部地区捣毁新学(俗称“打洋务”)的暴

乱，并以“普设学堂原为教育子弟，使之早开知识，士农工商皆宜”号召民众。学堂一律改称学

校。据民国政府颁布的<小学校令>，儿童满6周岁的次日起至十四岁为学龄期，凡到达学龄后的

儿童应受初等小学教育。教育部颁布“捐资兴学褒奖条例”后，全县公私立小学已达百所以上。之

后开创幼稚教育，提倡平民教育，初级小学归属义务教育。民国12年(1723)后，集各方力量扩办

公私立初级中学、举办师范教育和职业性质的学校。至民国20年(1936)，县境已初步形成普通

中小学教育、幼稚教育、师范教育、职业技术教育、社会教育的教育网络。

南通东乡，沿运河较大集镇有完全小学和公办初级小学，运河以北大都是未经改良的私塾，

职业技术教育、社会教育也逊色于海门沿江地区。

民国元年(1912)，教育部公布的教育宗旨为“注重道德教育，以实利教育、军国民教育辅之，

更以美感教育完成其道德”。这与清末五项教育宗旨相比较，美感教育是过去所没有的，这是教

育史上的一大进步。

根据上述宗旨，海门中、小学先后实施“壬子”、“癸丑”、“壬戌”学制，教学上也相继实行改

革。民国9年(1920)，开始接触“教育即生活，学校即社会”的杜威教育思想。民国17年(1928)，

开始传播“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的陶行知教育理论。以后，又开展“道尔顿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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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教学法等教研活动。

民国元年至抗战爆发前夕，县教育行政管理也逐步走上正规。每月召开局务和教育经费稽

核委员会议，明确学校升留级制度，对中小学毕业生组织统考、会考，加上对学校举行定期视察、

考核，推动了教学的改进。

这一时期，海门教育界先后有中国共产党的秘密活动。民国16年(1927)夏、17年(1928)春，

茅家镇西三条桥、通州东乡二十五总组建海门县、南通东乡中共支部。学校师生顺应时代潮流，

对当局的丧权辱国深表不满，频频罢课、游行、示威并深入民间开展宣传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活

动。

民国27年(1938)，日军入侵海门，县治及西部重要集镇相继沦陷，学校在汪伪统治下，实行

。奴化教育。民国县政府迁至敌后，海门县长季刚提出“政教合一”的施政方针。民国29年(1940)

11月，新四军东进后，海门东部地区建立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根据毛泽东提出的民族的、科学

的、大众的新民主主义教育方针，于民国30年开创了新民主主义教育的新局面。首先，在中国共

产党领导下，抗日民主政府抽调干部办好原有的学校，并对之加以改造。其次，建立教育界的统

一战线，团结根据地的教师投入抗日教育的实践，团结引导广大青年投身抗日。再次，民国32年

春，日伪对抗日根据地开始残酷的军事扫荡和政治清乡后，中共海启县委(后为东南县委)把文

教工作与反“清乡”斗争结合起来，创建了适应战时体制的多种教学形式。学校的课程与教育内

容进行“一切为了前线”、“一切为了抗战胜利”的改革。第四，抗日民主政府加紧对旧私塾改造，

扩大了国民教育的阵地。

抗日战争胜利后，民国政府抢先接管沦陷区学校，推行“勘乱建国”方针，加强特务控制，制

造白色恐怖。教育经费极度拮据，物价猛涨，教职工薪水无着，最后向学生借生活补助费维持残

局。解放区经过土地改革，民主政府贯彻小学民办方针，小学教育事业得到较快发展。民国35年

(1946)7月，国民党军大举进犯解放区，解放区学校根据具体情况开展了艰苦卓绝的游击教学。

民国36年(1947)下半年，斗争形势好转，各地小学恢复上课并坚持贯彻新民主主义教育方针，

但在土改复查和“三查三整”运动中，曾一度对教师出现了“左”的偏差，这对解放区的教育事业

产生了负面影响，不久得以纠正。

民国37年(1948)，人民民主革命即将取得胜利，东南行署集中解放区全体教师开会，总结

老区教育经验。随海门、启东分县，成立海门县教育科，迎接新的教育任务。

四

民国38年(1949)1月31日海门全境解放，结束了长达十年之久的战乱分裂局面。人民政府

继承发扬革命战争年代艰苦办学的光荣传统，接收、改造新区学校。为适应恢复国民经济的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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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人民政府鼓励人民集资办学，扩充民办小学、初级中学，空前规模地开展以扫除文盲为中心

的农民、职工和基层干部的业余教育，恢复幼稚教育和师范教育。强调学校向工农开门，提高工

农子女的入学率。党和政府还执行“团结、教育、改造”知识分子的政策，帮助教师确立正确的政

治立场和服务观点，提高业务水平。在学校教育工作中逐步形成一套新型正规化的管理制度和

教学制度。至1952年底，实现了由新民主主义教育向社会主义教育的过渡。

1953年，进入国家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第一个五年计划和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

时期。全县教育工作贯彻“整顿巩固、重点发展，提高质量、稳步前进”的方针，事业上，初等教育

注重于整顿巩固，中等教育致力于稳步发展，并加速了扫盲进程。全县教育工作者，全面开展了

教育方针和培养目标的讨论，至1957年毛泽东提出“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

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有文化的劳动者”后，提高了认识，统一了

办学思想。教育行政部门按德才兼备的用人标准，将一些非党知识分子充实学校各级领导，学校

教学秩序更趋正常，师生积极性高涨，海门教育界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大好形势。

1958年，县根据多、快、好、省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精神，制定海门教育事业(远景规划>，提

出在两年内实现文化县，从此海门教育事业开始“大跃进”。同时海门教育界开展了“教育革命”，

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提出的“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教育方针，

学校大办工厂、农场，大搞群众运动。反右派斗争扩大化后，在教师队伍中又搞“反右倾、拔白旗”

运动和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斗争。以上做法，违背了教育规律，打击了一大批教师的积极

性，其结果严重窒息教育界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使教育出现虚肿现象。

1961年，全面贯彻执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和中央、省有关教育工作的<条例>、

<规定>，调整了事业，落实了知识分子政策，加强了学校教育工作的管理，加上开展学雷锋运动，

教育战线又出现好形势。1964年，根据刘少奇关于“两种劳动制度、两种教育制度”的指示，耕读

教育与农业中学得到迅猛发展。1965年始，“左”的偏差又逐步严重起来。

“文化大革命”时期，学校领导、教师被斗，教学设施严重破坏，中学两年不招生，成人教育也

处于瘫痪状态。在“教育要革命”的口号下，缩短学制，开门办学，批“智育第一”、“师道尊严”，教

育工作上出现严重的混乱现象。1972年后，全县教育秩序一度有所好转，加上广大教育工作者

想方设法抵制逆流、坚持教学，青少年尚能学到一点知识。

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后，在“抓纲治校”的口号下，海门教育处于徘徊状态。

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学校教育贯彻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推翻“文化

大革命”前十七年教育战线是黑线专政和教师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两个估计”，教育工作的

重点由阶级斗争为纲转移到以教学为主的轨道上来。1979年邓小平提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学

校工作制定了一系列规章制度，教育形势空前好转。“文化大革命”中教师的冤、假、错案得以平

反，民办教师逐步转为公办，到龄教师正常办理离退休手续，教师的政治、经济待遇不断改善。随

着教师自身素质不断提高，尊师重教的社会风尚逐步形成。1983年，邓小平提出“教育要面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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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事记

后周显德五年(958)

海门建县。
‘

“立学必释典于先圣先师”，“于是学校遂合孔庙为一，而废学之名，专称文庙”。

宋绍兴一至三十一年(1131—1161)

海门建有学校，注重教养。每年春秋--T日及每月朔(初一)望(十五)，知县率领地方儒绅，

到孔庙大成殿行礼，礼仪严肃。

元至正十三年(1353)

县境出现塌坍，原在东洲镇(今吕四东南)的县治迁至礼安乡(今下三和镇)．o

元至正十五年(1355)

海门学宫废坠，有待整饬。前任教谕刘培，接受通州判官窦枝芳建议，请知县号召地方人士

协力合作，分担经费，在12年后先建成明伦堂，权且以此祭祀孔子。

元至正年问(1341—1367)

由于战乱，学校毁坏，庙貌颓败，知县季世衡建造文庙、明伦堂。县丞史文焕、主簿徐文显、典

史陈新等为整理学田，出了大力。教谕潘文质、训导尹平，为兴办学校，均能以身作则。

县学生员额定20名，月给廪米。

明洪武二年(1369)

明正统二年(1437)

监察御史庐陵彭勖奉命来海门察看学校，发现孔庙殿庑堂斋均将倒塌，令县官整修孔庙。县

丞郭德毅捐献俸金，着手修葺，并购买民地，扩建学宫。

6

明正德九年(1514)

县治因江潮冲坍迁至余中场北部(通州境地)，学宫与县署同时建造，地处县署东南。



明嘉靖三十八年(1549)

县治又迁通州境内金沙场，除建立学宫外，又开辟一条兴贤街。

明万历六年(1578)

知县赵邦秩，以重视办学为施政方针之一。故后，百姓为其建祠于学宫东南角。

清康熙十一年(1672)

金沙场南的县治又坍于江，迁永安镇。裁县为乡，归并通州，称海门乡。

清雍正十一年(1733)

礼部议令隶道管辖之薛家、永兴等16沙归通州考试。

清乾隆元年(1736)

礼部议令崇明半洋、大安、戏台沙以南赴崇明考试，北赴通州考试。

清乾隆二年(1737)

礼部议酌拨通州学额，取进沙籍文童2名、武童1名。

置海门直隶厅。

清乾隆三十三年(1768)

清乾隆四十一年(1776)

同知徐文灿在海门厅署东捐建孔庙、学宫、凿泮池。

清嘉庆十四年(1809)

同知刘平骄始建师山书院子学宫之右。2年后建成。

清嘉庆十七年(1812)

江苏巡抚朱理，奏请设厅学，增学额2名，设训导1人。礼部议复，改崇明县训导为海门厅

导，于是，海门又开始单独建学，科举取进，不再附在别的州县。

包场周围村庄设学塾。

清嘉庆年问(1796—18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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