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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一

中华文明五千年，立国兴邦教为先。

喜读《慈利教育志》，兴学育人谱新篇。

以上这首诗，乃本人读罢《慈利县教育志》后有感而发。

教育乃立国之本。当今世界各国经济实力的竞争，归根到底是人才的竞争，而人才的竞争又有
赖于教育。

中国的教育历史悠久，源远流长。《汉书·儒林传》载：“闻三代之道。乡里有教，夏日校，殷日

庠，周日序。”可见，远在几千年前的夏、商、周，我国就有了学校教育。

西周的学校分国学和乡学两种，设在王都的诸候国都城的学校叫国学，大贵族子弟才能入读；

各地方还设有乡学，供一般贵族子弟就读。随着周王室势力的衰落，“天子失官”，“学在四夷”，在

民间开始出现了私人讲学授徒的新气象。春秋后期，我国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孔子进一步打破

“学在官府”的格局，并亲自创办私学，以实践其“有教无类”、“因材施教”的教育思想。

秦统一中国后，设有中央官学和地方官学两种。这种官学制度在西汉逐渐完善。自汉武帝“罢

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孔孟儒学经典遂成为学校教育的主要内容。尤其是隋唐科举制度的兴起，学

校就逐渐成为科举的附庸。

明清时期，儒学教育更加完备。在京师设国子监，在地方设府、州、县学，它们之间不相统属。

直至1905年光绪皇帝诏令废科举、兴学堂，全国的儒学方告结束。

儒学虽无法定的办学宗旨，但我们仍可从有关资料探知大略。清顺治颁布的《卧碑文》以及后

来康熙颁布的《圣谕十六条》、雍正颁布的《圣谕广训》，均有这方面的记载。如《卧碑文》载：“朝廷建

立学校，选择生员，免其丁粮，厚以廪膳，设学院、学道、学官以教之，各衙门以礼待之。原要养成贤

才，以备朝廷之用。”可见历代封建王朝兴办儒学的目的，根本上是为统治阶级培养人才。

儒学，是一种典型的应试教育，它是直接为科举服务的。所谓科举，即分科举人，是中国封建皇

帝从儒学中选拔官吏的一种制度。历代科举不尽相同，清代的科举制度分为文科、武科、制科三种。

文科有童试、乡试’、会试、殿试四级。童试不受年龄限制，均称为“儒童”或“童生”。童试要经过县

试、府试、院试三场考试，院试录取者人府学或县学读书，称为“生员”，又名“庠生”，俗称“秀才”。乡

试每三年在省城举行一次，称“大比”，应考者为生员，取中者称“举人”，第一名称“解元”，第二名称

“亚元”。会试于乡试后的第二年春天在礼部举行，应考者为各省举人与恩赐举人，考中者称为“贡

士”，第一名称“会元”。殿试则由皇帝亲自主持，主要考策问，参加殿试的是贡士。分三甲录取。一

甲赐进士及第，第一名称“状元”，第二名称“榜眼”，第三名称“探花”。二甲赐进士出身。三甲赐同

进士出身。武科与文科大同小异，仅前面加“武”字以别之。制科，亦称恩科，是皇帝生日大典等特

别日子举行的考试。科目和考试都由皇帝临时决定，每科所取人数很少。取录者相当于进士。

慈利地处湘西门户，历史悠久，人杰地灵，物华天宝，阡陌流金，素有“银澧金慈”之誉。尊师重

教蔚然成风，一脉相传。据县志记载，宋以前，慈利即有私学。自宋代始，私学而外，有官办教育出

现，宋建学宫，元置县学，明设社学，清办学堂。清末废科举。兴学校。中华民国初期，有县立中学1

所，高等小学9所，初等小学133所和幼稚园l所。民国四年(1915年)十一月成立县教育会，次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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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y]设劝学所。民国中期，设县立女子简易师范学校，高等小学增至13所，初等小学增至266

所，幼稚园增至2所。民国末期，先后创办澧西初级中学、漤江初级中学。全县共有初中3所，简师

l所、高等小学包括公办中心学校33所、私立高小9所；初等小学有保校254所，私立初小16所、

幼稚园2所。

新中国建立以后，我县的教育事业发展更快。尤其是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改革

开放的不断深入，全县教育跃上了一个新的台阶。1984年，全县基本普及初等教育。1985年3月，

湖南省人民政府给我县颁发了“普及初等教育合格证”。1986年又经省和常德地区复查验收，确认

合格。198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颁布实施后，“普九”成了我县教育事业的重点。我

们首先在全县范围内掀起了创建合格中心小学的热潮。经过三年的苦战，至1989年底，全县各乡

(镇)中一tM,学全部通过了合格中心小学的验收。1990年，慈利县人民政府作出了“增加教育投入，
加速学校标准化建设的决定”，在全县范围内开展了争创“教育先进县”的活动。是年底，经省教委

验收，慈利县以总分100．6分的惊人成绩跨入了全省“教育先进县”的行列。1991年，慈利县人民

政府又作出了“普九”的规划，要求全县至2000年全面完成“普九”任务。1993年、1994年，县委、县

政府又先后两次调整了规划，将“普九”时间提前至1998年。经过不断的努力，克服各种阻力，到

1998年底，这一宏伟目标终于实现，经省政府教育督评团验收，慈利县全面完成了“普九”任务。

在普通基础教育发展的同时，我县的幼儿教育、成人教育和中等职业技术教育也得到了协同发

展。1988年，县教委在全县开展了创建合格乡、镇中心幼儿园的活动，并制定了验收标准及评分细

则。至1998年，全县各乡、镇中心幼儿园全部验收合格，慈利县被评为全省“幼儿教育先进县”。在

成人教育的发展中，慈利县教委始终把扫盲作为重点。1980年，慈利县被省政府授予“扫盲工作先

进县”。1997年经省政府、1998年经教育部验收，认定慈利县扫盲工作达到国家标准，由教育部授

予“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县”的称号。我县中等职业技术教育起步虽然较迟，但发展速度惊人。我

们除在普通初级中学增设职业技术课，在普通高中开办职业技术班外，又先后创办了一职中、二职

中、卫生职业中专、农机职中、武陵源旅游职中以及育才职业中学等六所中等职业学校，为慈利县农

村脱贫致富奔小康培养了一大批新型农民和技术能手。1996年，慈利一职中成为省级重点职中，

2000年，又被国家教委列入国家级重点农业中专学校。

《慈利教育志》就是一本从地方政府尊师重教的角度反映慈利县教育的历史和现状的资料著

述。全书分为十三章，百余万字，完全真实可靠地记述了慈利县教育的发展轨迹及所取得的丰硕成

果。按照“略古详今”的原则，较详尽地记载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尤其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

来，全县教育战线在历届县委、政府的领导下所取得的辉煌业绩及经验教训，其意是为当今和后人

在资治、教化、存史中有所裨益。

《慈利教育志》的编纂出版，是全县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一项丰硕成果，它将起到承上启

下，继往开来，服务当前，惠及后世的作用。期望全县教育战线的广大干部群众鉴前世之兴衰，考当

今之得失，图未来之发展，从中吸取教益，为全县教育事业再创辉煌作积极的贡献。

从一九八三年底至一九九三年初，在长达近十年的时间内，本人在县委、政府工作期间，一直从

事分管文教方面的工作，并亲自兼任教委主任达七年之久。值此《慈利县教育志》成书之际，受教育

局吴建攀局长及编写组全体同志的重托，为该书写几句话。我最突出的感受是觉得这是办了一件

大好事。国乱焚书坑儒，国治平安修志。这一方面反映了国家的强盛，教育的兴旺，很有必要把慈

利县教育发展的历史经验和深刻教训进行一次全面总结。现在看来，这个目的是完全可以达到的。

写史贵在诚实。秉笔直书，还历史的本来而貌，不隐恶，不溢美，求真务实，承先启后，我看《慈利教育

志》这部志书在这方面也是做得比较好的。教育方面的事情很多，要件件写上当然不可能，把厚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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薄古作为一把尺子，重点放在解放后，尤其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改革开放上面，我认为这也恰

到好处。我还有一个突出的印象，就是该书文字简洁明了，没有转弯抹角，也不添枝加叶，很让人

喜欢。

目前，我正在从事《慈利县志》编纂工作，体会较深的是读史容易编史难，不说由于诸多原因史

料奇缺，就是有现存的东西将它组织梳理亦非易事，得狠花一番功夫。而这部志书仅用不到两年的

时闻就碍以问世，实在是难能可贵。在编写过程中，编修入员认真负责，勤勤恳恳，任劳任怨，不畏

寒暑，日以继夜，呕心沥血，锲而不舍，终于完成。虽然，有些地方还是显得粗糙些，有些史料还有

待充实加强，但是我还是认为，这部志书的出版将为后人留下一份难得的精神财富。是为序。

卓德元

2004年4月18日子寒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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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二

吉羊踏雪去，金猴乘瑞来。

2004年春天，《慈利县教育志》的编纂人员送来校正后的样书，嘱我作序。轻轻抚摸着书桌上

的这一摞书稿，细细凝视着数年来的梦想成真⋯⋯抚今追昔，感慨万端!

记得还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我在县城一所学校从教，后任副校长，时值《慈利县教育志》

编纂工作启动进行。亲眼见证了卓德元、陈立抗等老领导策划下的毛玉廷、肖元之等几位同志东奔

西走收集整理资料的身影，打心底里觉得这是一件有益当代、垂鉴后世的大好事。1998年秋，我调

县教委任党委书记、副主任。一次偶然问及《慈利县教育志》，方知八十年代末编修工作就已停止，

觉得实为憾事。2000年底，我任县教委主任，深感慈利县教育历史悠久灿烂，觉得如果自己的任上

能有一部记录先辈们办教育、传仁道、泽子孙的志书付梓问世，将是莫大的荣幸。于是，2002年秋，

县教育局拨专款，抽专人，重新成立了教育志编写组，于是，就有了那忙碌碌的编写《慈利县教育志>

难忘岁月的日子，就有了这沉甸甸的记录了慈利县教育辉煌历史的书稿。

我省关于学校的记载始见于《后汉书》，东汉时期的学校教育开始向湘西等偏远地区发展，到

宋、元、明、清四朝，学校教育大体为官学、书院、私塾三种。清朝嘉庆以后，我县的学校教育迅速发

展，为有史以来的第一个高峰，仅书院就有零阳、渔浦、漤江、两溪等，形成了“求仁履新、经世致用”

的优良学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特别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慈利县教育得到了各级党

政领导的高度重视。在广大人民群众的鼎力支持和社会各界朋友的通力配合下，通过几代教职员

工的辛勤耕耘，幼儿教育、九年义务教育、普通高中教育、中等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成绩斐然，各具

特色，协调发展。进入21世纪，慈利县更被授予全省教育“两基”工作合格县，被确定为全省素质教

育实验县、全省新课程改革试点县。这些殊荣，凝聚着多少深化教育改革、改善办学条件、整合教育

资源、优化队伍结构、加强内部管理、提高教育质量的丰功伟业；这段历史，涌现了多少尊师重教声

名留芳的办校人、治学严谨影响深刻广远的好校长、为人师表学识才情俱佳的名教师!记载慈利县

教育的昨天和功绩，弘扬慈利县教育的精神和品质，激励慈利县教育的后劲和发展，这就是我们几

番起伏矢志不渝编纂《慈利县教育志》的目的和意义。

志书作为一种地情载体，是一种特殊的史书，具有“存史、资治、教化”的功能，即所谓“治天下者

以史为鉴，治郡国者以志为鉴”。《慈利县教育志》记载了160多年来一代代慈利人兴办教育的成功

和失败、喜悦与艰辛，当我们捧读《慈利县教育志》，那些历史的经验和教训会直面而立；掩卷沉思，

一种历史的厚重和责任会油然而生。教育与社会、与经济、与政治的关系，教育与人、与世界、与时

代的关系等等，是任何一位成熟的教育工作者都会关注和研究的问题。愿全县广大教职员工，都能

以志为鉴，读懂《慈利县教育志》，了解历史，把握当代，展望未来，承先启后，与时俱进，为培育社会

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书写崭新的历史篇章!

质量是志书的价值所在，唯有求实存真，存史资治方可流传百世。《慈利县教育志》虽几易其

稿，终因时间仓促、编纂水平有限，书中纰漏之处在所难免。在阅读过程中，诚请予以批评和订正。

在《慈利县教育志》成书之际，我还特别感谢各级领导和史志办等有关部门的具体指导，感谢许

许多多老前辈的热心支持，感谢教育系统各单位及广大教师的全力协助，感谢前前后后各位编纂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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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I—————_-————-_—_-——————_—I——一

员的呕心沥血。

美国思想家加尔布雷思说：“—个国家的前途，不取决于它的国库之殷实，不取决于它的城堡之坚固，

也不取决于它的公共设施之华丽，而是取决于它的公民的文明素养，即在于人们所受的教育⋯⋯”。我深

信，慈利县教育的真正历史一定属于未来；慈利的未来，一定属于教育!

吴建攀

二00四年初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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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利县教育志》编纂说明

一、1984年8月始，县教委组织4人历时4年有余，完成了教育志上集(1840--1985年)的采编

工作，后因故未予付梓。2002年11月，县教育局重组班子，一方面对上集手稿进行修订，一方面进

行下集(1986--2002年)的采编工作，后又将上、下二集重新列纲调整融为一体，历时1年又9个

月，致本志得以问世。

二、本志年限一般上至1840年，有些事实为追根求源溯至事物发端，下限截至2002年底(“大

事记”录到2003年)。

三、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实事求是地记述

本县教育历史和现状。

四、本志由概述、大事记、专志、附录、限外辑要等部分组成，专志共13章48节，概述、大事记未

人章节之列。全志共110万字。

五、本志主要依据记述内容的类别与层次上的逻辑意义、实际地位及人们的习惯，同时兼顾组

材与行文上的方便，综合考虑后设章置节，记述中有些跳档或交叉现象难免。

六、本志体例横排纵写，采用述、记、志、传、图、表、录等体裁，以文为主，辅以表图。“大事记”采

用编年体与记事本末体相结合的记叙法。

七、本志《人物简介》中所列人员原则上是终身从教，在慈利教育界影响较大的老一辈及特级教

师、高级教师中的部分人员和曾获得省、国家级奖励、荣誉的部分教师和教育工作者。

八、本志所指“解放前、后”，系指1949年7月31日慈利解放前、后。机关名称或专用名称适当

采用简称，如“中国共产党慈利县委员会”简称为“中共慈利县委”、“普及九年义务教育”简称为“普

九”。

九、历史纪年、地理名称、学校名称、官职、计量单位等，均依历史惯称。

十、本志材料摘自湖南省及相关市、县档案局(馆)资料，以及采访记、知情人回忆录等。各项统

计数字来自本县档案资料及本县教育局相关的统计报表。缺数以空白表示，一般不注明出处。

十一、主要是水平有限，错误在所难免，敬请指正并谅解。

编者

2004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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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学校，古称首善之地，风化之源。学校兴则贤才盛而治化隆，措之以治天下。慈利县地处湘西，

历史悠久，人杰地灵，尊师重教源远流长，一脉相传。明万历知县刘光前在其所纂《慈利县志》中称

赞道：“慈利为岳郡名邑，雄据上流，溪山萦带。真才英杰，代钟其秀者，末始不由学校淬砺之所

至。”

慈利虽地处山区，但教育素称发达。早在五千年前，慈利就产生了灿烂的新石器文化。战国时

代，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屈原曾游历澧水，写下了“沅有芷兮澧有兰”的优美诗句。当时楚国还设立

黔中郡，慈利归其统辖。从我县考古发掘的几座楚墓中，出土的铁器、铜器、漆器、玉石、琉璃等手工

艺品，都相当精美，可见我县当时的生产发展水平和人们受文化教育的程度己相当之高。唐代，慈

利始建儒学，澧县诗人李群玉常到慈利，同文人骚客们吟诗作赋，留下了《同张明府游漤水亭》、《登

慈利九溪城南楼》等重要诗作。宋代，湖南属荆州湖南路，长沙为路的首府。由于社会安定，教育事

业得以发展。当时，慈利办有县学和书院，并有莫俦一举夺魁，成为我县的第一个状元。元末明初，

社会动乱，学校大都毁于兵燹。明朝中后期，随着经济的发展，教育日趋繁荣，除县学和书院外，社

学和义学遍布城乡。明万历《慈利县志》对慈利县办学的情况及规模作了详细的记载：“旧慈利州

学在治西，元至正辛卯毁于兵。壬辰知州樊益建。洪武九年，知县叶守礼奏还旧治新建。二十二

年，复罹兵燹。壬申知县吴伯达、已卯知县林钟、宣德已酉知县黄梦舟相继修建。正统知县张韶重

修。”“且兹学建自宣德初，而县尹黄梦舟辈，经营相度，规制合宜。殿堂、斋宇鳞次星罗；饩廪廨舍

间连架接。虽通都大郡，亦不过此。”众所周知，在明代，慈利县在岳州府所辖七县中，只不过是一个

偏僻小县，历届知县能如此重视教育，倾力办学，而且办学标准能与通都大郡不相上下，实在是难能

可贵的，很值得我们后人仿效和自豪。

慈利教育从1840鸦片战争以来的一百多年间经历了两个大的转折，一是从封建科举制度到旧

民主主义教育，二是从半封建半殖民地教育到社会主义教育。

在封建社会里，私塾和书院是重要的教育场所。慈利的私塾(含义塾)遍及城乡。书院从元代

到明清先后办有11所，到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有书院3所，私塾120所。教育宗旨主要沿袭既

往“忠君、尊孔，养成贤才，以供朝廷之用。”以科举制度选取生员，生员得上报国恩，下立人品。以

“四书”、“五经”、《礼记》、《左传》为主要内容，禁锢生员思想。在那“十年寒窗无人问，一举成名天

下知”的科举时期，从清道光二十年至光绪三十三年的六十五年间，慈利科举取士计有举人17人，

拨贡10人，恩贡21人，岁贡41人。

清末戊戌变法以后，清政府于光绪三十一年(1905)颁布了“废科举、兴新学”的诏令。慈利于光

绪三十二年以后，除在县试院、县城一方厢福音堂、三都两溪书院、七都岩泊渡南岸龙头庵、七都南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