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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教育部副部长，现教育部顾问董纯才同志给大冶县文教局的回信：

大冶县文教局：

遵嘱为《大冶县教育志》封面题字，现寄上。但我的书法不好，贻笑大方，还是

另请高名为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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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大7台县教育志》是大冶县地方志的有机组成部分，也是大冶教育

史上的第一部专志。这项工作，在县委和县人民政府的关怀下，在具

志办的具体指导下，经过两年努力，终于编纂成册，付诸铅棠。

《大冶县教育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针，本着兼

通古今，群今略古的原则，系统地汇集了晚清肘期， 民国肘期，中华人

民共和国建国以来的教育史科，比较详尽地记述了大冶教育事业发展

演变的过程。从一八四零年(清道光二十年)到现在，已有一百四十多年

历史了。大冶的教育制度和数育事业，经历了几个社会性质不同的时

代，进行了多次的变革与更迭。如果说，昔肘是漫步蠕行，那么，今

日则是高歌猛进。推动者应大力褒扬；阻碍者应予以鞭挞；优秀遗产
要继承；历史经验要借鉴．实事求是，反映地方特点。力图信实谨严，

有所创新．

回顾清末，废科举，兴学堂之初，大7台县于一九零六年创办了一

所高等小学堂。尔后三年，又开办一所工业高等小学堂，三十九所初等

小学堂．造至民国肘期， 大7台的教育，依然十分落后，中小学校，屈

指可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短短三十三年，随着社会主义经济

建彀的飞跃发展，大7台教育事业， 日新月弄。各级各类学校如熳烂山

花，遍开城乡。人文蔚起、累千上万．大冶系鄂东南老革命根据地之

一，三十年代初，遍及乡村的列宁小学和工农教育，在大冶教育史上留

下了光辉的一页；以丰富矿藏闻名于世的大冶，建国以后，中央、省

办企业，厂矿林立，职工子弟学校，各种门粪的职业教育，如雨后春

笥，迅猛发展，给大冶教育志增添了新的篇章．

《大冶县教育志》罔世，这不仅有助于从事教育工作的同志们，熟

悉本地区的教育历史和现状，掌握教育发展的客观规律，克服盲目性，

增强自觉性，更好地为社会主义教育事业服务；而且有益于青少年一

代，开拓视野、陶冶情操，树立爱乡土，爱祖国，爱社会主义，爱共

， l ·



产党的新风尚，发扬大冶人民奋发图强， 艰苦创业的革命精神，培养

成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体力的四化建彀人才．其意义之大，影

响之深非独一邑之光．

总之，这部教育专志，作为一份历史材料，公诸于世， 它将成为

一笔精神财富、代代相传、惠及后学。至于某些群略失体，瑕瑜互见

钧弊端，或拾遗补缺、·报陈业新的任务，，尚有望于来日、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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扦举制废除以前的教育



第一章 概 述

鸦片战争前后，外国资本主义入侵，中国社会巳由封建性质。朝着半封建半殖民地性质急

剧发展．而清朝统治者，政治上日益腐败，教育上仍在全国实行封建科举制，用以笼络士Z
：禁锢思想，维护其封建统治秩序．
。

据《清一统志》载，全国教育设施，基本沿袭明制，即科举与学校相辅而行．从I I I火到

地方设宥各类学校潮中央设有国子监；地方设有府学．州学．县学：还有备g骆装书院等．
也有义学．私塾，为一般贫家子弟接受初等教育的场所．由于封建统治者对科举的重视，特

别是提倡以“八股取士”，故学校教育，则以输送科举考试合格的生员为首要任务．以围绕

科举考试题目来设置教学内容．学校实际上成了科举的附庸，有名无实．

在科举制度下的大冶教育，与全国各府、州、县大同小异．教育形式有儒学、书院、义学和

私塾，；教育内容有八股．诗赋．小楷等。这类旧教育，历史各有长短．儒学来自西汉，科举

与诗赋来自隋唐，书院来自宋朝，八股来自明朝．小楷来自乾隆以后．清朝自乾隆至光绪年‘

间，是集旧教育之大成的一个时期．也是旧教育之总结束的一个时期．

为了批判继承优秀的教育遗产，吸取历史的经验教训．兹就本县科举制度废除以前的儒

学．儒生，书院．义学．试馆、古书堂．专业书垫等方面的实况，记述如后．

第二章

第一节

述

学

一．ill学的兴建

我国儒学的创设，始于西汉，至元．明．清．才在各府．州．县普遍建立．(本县儒学

建立较早．从现有资料看，本县儒学建于何年，虽众说纷纭．互有出入’．但建于宋朝是无疑蛔．

《湖北通志》关于“大冶学宫”的记载中说。。宋知县潘子韶建”．宋朝王质撰写的《大

冶县学记》叙述得很清楚：“其更新者，潘公子韶”．潘子韶“更新”的时间是丙申年。可是宋朝

经历了三个丙申年，即政和元年．至道二年及至和三年．王质的生卒年月．．又无从稽考，因此，

其。更新”时间也无法确认．如：元朝至正元年知县周镗，修；明朝洪武八年废．十二年知县王伯

时重建．其后：建文二年知县子贤，永乐五年知县綦祯．弘治十二年知县刘珑，嘉靖十四年

知县赵鼐，万历十二年知县吴仁．二十年知县杨令名，三十年知县程九万；清朝顺治六年知

县刘源湛，康熙三年知县张元榜，陈飞鸣，八年知县石邦柱．十八年知县董图相，二十三年

·4·

分儒



矗

一瓤县陈邦寄，瘫正七年知县张$鼹腓．

局之相，十三年知县王言大，乾隆六年

知县朱继绪，三十四年知县陈嵩龄，

三十八年知县胡大衍，嘉庆九年知县

朱亲腾，擅光二千孟年知县嗣租衔，。

哆尊季2聋辫县胡复初等，j誊霹靖驻王
锲鎏孽麴慰蕊要≮琴善多
面每套修建，正如旧《卷》中所栽：

’

“邑向有兴作，悉藉民力”。仅清朝雍

正十二年至乾隆六年，时达六年的一

i次修建，向县民“筹集”白银达四百

余键，

0

附：一毋代修建、扩建，重建儒学概况表

一
儒
挚
圣
庙
二·

角
一

i时 间 经修(建)人 修建颤目 地 址 替 ‘注

赛⋯．。期． 知县潘子韶 副 姓

‘洪武十二年 礼成殿、戟门．东
r(1 380年) 知县王伯时 晋雾爸罗伦量’东‘

原址

供武二十七年 教谕李悌
(1395年) 学户江习计

‘孔’子像

建文二年 萤修号台，教谕及 明给皆多膏(1400年) 知县于贤4 训导宅、架阁库

永乐五年
(1408年) 知县綦祯 新辟射圃 儒学毒北

永乐九年
、

(1412年) 徙建学仓
} ⋯j“

永乐十二年
’

．

重修明伦堂，增修
(1415年) 礼成殿 。+

永乐十三年 箕吏鞲并■‘ 前储屠擎皆垣覆莨
(1416年) 县丞王铭缭一 甓。激馏向大箕山．

弘治初年 巡抚韩 改为左庙右学(1488年， 学正蒋昂州

弘治十二年‘：i 耋修樯学，改向五
‘e1500年) 知县刘珑 龙出 、_

‘鸯；



嘉靖十四年 修棂星门、礼成殿、

(1536年)
知县赵鼐 东西庑、凿泮池，扩

建明伦皆■闻

知州张仕可
捐资修放谕，训导宅
三所

万历十二年 移建名宦．乡贤 大成门之
(1585年)

知县吴仁
二祠 左，右

万历二十年 修启圣祠，龙门

(1593年)
知县杨令名

云路坊

万历三十年

(1603年)
知县程九万 改建石坊三座

万历四十三年 宗祯末年儒

(1 61 5年)
知县杨州华 拆除学前民居

学全被焚毁

顺治六年 于前殿建屋五楹、

(1650年)
知县刘源湛

东西庑戟门

康熙三年 由后任知县陈飞鸣

(1665年)
知县张元榜 捐造明伦堂

训导陈梦呖续成

康熙八年
’ (1670年)

知县石邦柱 葺修儒学

康熙十八年

(1680年)
知县董国相 修造屏墙

康熙二十二年 知县陈邦寄 捐俸重修礼殿，

(I 684年) 教谕王禹书 明伦堂

康熙三十五年 修礼殿．扩两庑，

(1697年)
知县李先复

建圣域，贤关二坊

雍正七年 知县张淑酃

(1730年) 知县周之相
修复圣庙

雍正十三年

(1 736年)
知县王言大

知县童祖谦 重修启圣祠未竟

乾隆六年

(1742年)
知县朱继绪

乾隆三十四年
知县陈嵩龄 葺修儒学

由后任高质义、

(1770年) 邱之芬续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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