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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凡例1

一、本志分7卷载述柳州市自然和社会的历史和现状．卷下各分志视内

容繁简设霞章、节、目和子目等层次。

二、本志采用志、记、传、图、表、录等体裁，以志为主。除部分引文外，均用

语体文记述。

三、志书中所载史事，据资料和需要溯及源起。除第二卷和其它卷的部分

分志下限延至1995年外，其余一般以1992年为下限。个别事物记述至1996

年。

四、本志记述地域范围以市区(今城区和郊区)为主，兼及1984年2月】0

日正式移交市辖的柳江、柳城两县。文中“柳州市”、“全市”、“市内”、“境内”等

字样，除注明者外，均指现市区，不含两县。“柳州”字样，唐至宋代，为政区名

词，此外，作地名习称。

五、机构、职务等取当时称谓。使用古(旧)地名，一般括注今名。今地名

以市政府公布的为准。

六、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的纪年，采用当时的习惯写法，并括注公元

纪年。此后，采用公元纪年。文中出现的“解放前(后)”指1949年11月25日

(柳州解放日)前(后)；“20年代”、“80年代”等时位词，是“20世纪20年代”、

“20世纪80年代”的简写。

七、本志数字书写，执行国家语言文字委员会等7个单位颁发的《关于出

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试行规定》。

八、解放前的统计数据，采自有关史料；解放后各项统计数据，原则上以政

府统计部门所提供的为准。个别采自其他部门经过核实后提供的统计数锯。

九、民国时期及其以前的计量单位，除应换算者外，均采用当时写法；此

后，一般采用1984年国家公布的法定计量单位。

十、本志遵循生不立传原则。入传者以在本市有过较大影响的本籍人士

和外籍人士为主，兼及籍属本地而客居外地有影响者。各分志集中记述部门

或行业领导人的，除特殊情况外，一般以市直机关及县(处)级事业单位的正职

为著录对象。其他人物，采用人物录、表或以事系人的形式记入，

十一、本志资料采自旧志和其他图书、报刊、历史档案、文物考cli资料和口

碑等，一般不注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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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州位于广西中部偏北，是个多民族聚居地，古代文化教育的发展与汉族文化的传播

密切相关。

唐初，柳州始办州学，由此儒学始行，“至于是邦”(柳宗元《柳州新修文宣王庙碑记》)，

是今广西地区建州学较早的城市。柳宗元任柳州刺史期间(815—819年)，重兴州学，产生

较大影响。宋代，柳州科举教育颇出人才，进士总数居广南西路各州第二位。大中祥符年

间(1008--1016年)，“士之弦诵者至三百人，为岭南诸州之最”(汪藻《柳州修学记》)。明代

柳州有“粤西声名文物盛郡”之誉。此时，柳州已是桂中、桂西北地区的文化教育中心城市

之一。清光绪三十年(1904年)，美国传教士在柳州建培真女子小学。随后又开办男校l

所。三十三年，官立马平两等小学堂(一说光绪三十二年设立)和柳州府官立中学堂开办，

揭开了柳州兴办新学的序幕。

民国初，南京临时政府公布《壬子·癸丑学制》，中学课程开设国文、算术、体操、修身、

音乐、理化、史地、英文等现代课程。14年(1925年)，广西当局在教育方面实行“政教合

一”、“建教合一”、“文武合一”的办法，推行国民基础教育，村、街设国民基础学校，乡、镇设

中心校。

抗日战争初期处于后方的柳州，教育仍有发展。民国26年(1937年)，广西农学院迁

至今柳州市郊沙塘。29年，广西省立柳州高级农业学校成立。这是民国时期广西最早的

中等专业学校之一。31年，兴办柳江县立国民中学。在此期间，还有几所外地的中学和

高等学校迁到柳州。由于广西经济落后和抗日战争的重负，依靠政府拨款或群众筹资办

学，困难很多，许多学校不得不利用旧庙宇、祠堂、会馆或借用民房作校舍。33年秋，日军

侵占柳州前夕，中等以上学校都疏散转移到外地。柳州沦陷时期，校舍惨遭毁损。34年6

月，柳州光复，各校因陋就简，勉强复课。至1949年冬柳州解放时，市区人口为14．6l万

人。有公办幼儿园2所，在园幼儿120人；小学28所，在校学生4835人；普通中学6所，在

校学生2647人；中等专业学校3所，在校学生265人。在校学生占市区总人口的5．3％。

居民多为文盲，文化素质较低。

解放后，中共杉P,kH市委、市人民政府加强对教育事业的领导和管理，逐步建立和健全

教育管理机构和管理制度。中、小学重新选任校长和中层干部，在教育系统建立各级中共

组织，形成执政党对教育的领导体制。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后改称共青团)、少年儿童队

(后改称少年先锋队)也相继在中、小学建立和发展起来。政府明确规定学校向工人、农民

子女开门的政策，改变了学校过去只为少数人服务的方向。政府设立助学金，为确有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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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难的学生入学创造条件。学校的课程也作了改革。各级各类学校普遍开设政治课，对

学生进行“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护公共财物”的国民公德教育。至1952年，

市区私立中、小学和部分民办村校陆续纳入公办序列。许多学校扩建校舍，新增班级，新

建的中、小学也相继开学招生。

由于教育事业发展迅速，教师的数量和政治业务水平远不能适应需要。195卜1952
年，共办了6届寒、暑假教师研究会，除向在职中、小学教师进行形势教育，宣传中共政策，

进行培训提高外，也向社会招收一些失业知识分子参加学习，学习结束后从中挑选一些人

充实教师队伍。195l—1952年还向社会招收2个师训班，经过半年培训，根据各人具体情

况，分配到中、小学任教。1950-'-1956年，随着形势的发展，广泛动员教师参加抗美援朝运

动；组织部分教师和高中学生参加土地改革和民主改革运动；进行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

在学校开展“三反”、“五反”和“肃反”运动，批判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封建主义思想的

影响。并通过对中共关于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学习，提高知识分子的思想政治觉悟，以促进

教育事业的发展。但是，在各项运动中由于“左”的思想干扰，使一部分人受到伤害，影响

了知识分子之间的团结，带来一些消极因素。1957--1958年的反右派斗争中，一部分学校

领导和教师被错划为“右派”，再次挫伤知识分子的积极性。

1958年的“大跃进”运动，广大教师和学生都卷入“大炼钢铁”的热潮，学校的正常教

学秩序受到影响。同时，教育工作也搞“大跃进”。市内小学从45所发展到99所，中学从

7所发展到18所(含农业中学5所)，高校也办起了7所。由于师资缺乏、设备简陋、随意

增减课程、乱编教材，造成学校秩序混乱，教育质量严重下降。1959年，在学校开展“反右

倾、鼓干劲”运动，继续批判教师中的“右倾思想”。

1959--1961年，国民经济处于严重困难时期，人民生活十分艰难。学校强调“劳逸结

合”，要求减少体育课，多安排学生休息时间，保证师生健康。同时对“大跃进”中办起的

中、小学进行调整。新办的高等学校，也采取停办、合并到外地院校、恢复中专校名等形

式，全部下马。

1963年3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讨论试行全日制中小学工作条例草案和对当前中

小学教育工作几个问题的指示》，据此，柳州分别试行教育部拟订的全日制中小学《暂行工

作条例》(简称中学50条、小学40条)。执行“团结、教育、改造”的知识分子政策，强调要

建立学校的正常秩序，坚持以教学为主的做法，使教育质量得到提高。

1963年开始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后称“四清”运动)，先抽部分学校干部集中到南

宁参与全自治区试点工作。1964--1965年，相继在市内各校铺开。其中有部分学校的领导

受到审查和批判。

1964年，国家主席刘少奇在南宁作关于《两种教育制度和两种劳动制度》的讲话。据

此精神，柳州市于同年7月开办第一中等职业学校；1965年，开办柳州市耕读师范学校；

在郊区陆续办一批农业中学，开始改变单一的普通中学教育结构。

196卜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使学校教育蒙受重大损失。许多学校的领导和教师
被批斗。有的被送去“五·七”干校或农场劳动，学校(中共)党、政领导机构瘫痪；学生“停

课闹革命”，无政府主义思想泛滥；有的教师甚至被迫害致死，一些学生在武斗中丧命；校



一教育志·概述 Ⅵ·5

舍被占用，学校设备、图书、仪器损失惨重。在此期间实行的“开门办学”和“学工、学农”活

动，造成“以劳代学”和教育质量严重下降的恶果。当时推行的小学附设初中班，甚至高中

班，以及初中附设高中班等所谓“普及高中”的做法，严重地脱离实际，违背了教育规律，加

剧了学校的混乱状况，教育质量无法保证。

70年代末，开始纠正“左”的错误，拨乱反正。在教育系统平反了历次政治运动中造

成的冤、假、错案1136件(其中“文化大革命”期间的有510件)，调动了广大教师的积极

性，柳州市的教育事业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80年代起，逐步贯彻了国家有关规定，并采取多渠道集资的办法增加教育经费的投

入，使城乡学校的危房得以维修或重建，校舍面貌改观。至1992年，已基本消灭危房，教

学设备逐步更新、充实。中、小学的教学仪器已达到国家规定的二类学校配备标准。办学

条件和教师生活待遇均有所改善。

师资队伍建设受到重视。柳州师范学校扩大规模，充实设备，教育质量逐步提高；

1984年将柳州市中、小学教师业余进修学校改为柳州市教育学院，由自治区教委定为全

自治区初中师资培训中心；建立了各级、各类学校教师培训、考核和职称评定制度。为全

市的教育改革和发展，为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和提高教育质量创造了条件。

稳步地发展高等教育。1979年办的广西电视大学柳州辅导站已办成广西电视大学

柳州分校；1983年办的广西大学柳州分校和桂林电子工业学院柳州走读部，已办成有相

当规模、面向全自治区招生的多专业、多层次、多形式的广西工学院；柳州市职工大学、柳

钢职工大学、市开关厂职工大学也有发展；中共柳州市委党校，经上级批准开办了多学科

的大专班，提高了干部素质，为广西和柳州市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培养了一批急需人才。

幼儿教育和中、小学教育发展迅速。至1992年，市区幼儿园共171所，925个班，在园

幼儿26305人，幼儿人园率达93％。至1983年，市区小学(含企业办)适龄儿童入学率为

99．9％，巩固率为99．8％，毕业率为92．7％，普及率为99．7％，已基本普及初等教育。经

上级教育行政部门验收合格，“四率”均达国家规定标准。1985年，市区小学毕业生升学

率为97％，基本普及初中教育。自1988年箭盘山小学开办全市第一个残疾儿童培智班开

始，已有lO多所普通小学开设了20多个培智班。市致柳特殊教育学校与市盲聋哑学校

也于1990年、1991年相继成立。各特殊教育学校和培智班共收残疾儿童1000余人，占全

市残疾儿童70％多。1984年，柳江、柳城两县划为市辖县后，增加了普及九年义务教育的

难度。根据国家《义务教育法》的要求，1986年10月16日，市八届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柳

州市的《义务教育法实施细则》，规定在本世纪末全市(含县、郊)基本实现普及九年义务教

育。1992年，全市(含柳江、柳城县)有小学441所，在校学生20．5万人；中学116所，在校

学生7．7万人。对中等教育结构进行改革，适当控制普通高中发展后，普通高中的教育质

量逐步提高。历年来的高考成绩，均居全自治区前列，考生被高校的录取率较高。为适应

全市经济发展需要，每年各单位还送一批应届高中毕业学生委托高校培养。

大力发展中等职业技术教育。19r79年，柳州市恢复开办职业高中。1985年起，职业

技术教育迅速发展。至1990年，市区职业高中(含企业办)有14所，其中企业办和联办职

高占60％。市内还有自治区厅、局办的中等专业学校和厂、场办的中等技工学校。中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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