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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文献记载，怀化地区教育发端于东 导班子，确立党的领导地位。建立校务管

汉。建武元年(公元25)，辰阳长宋均“倡 理委员会，实行民主管理，开设政治课和

立学校，禁淫祀”；建武二十六年(50)， 形势教育课。在教师中开展知识分子自我

沅陵长吕种“分苗民，兴学校”；桓帝永兴 教育，进行思想改造。学校实行。向工农开

元年(153)，武陵太守应奉创办学校。唐 门”，普遍开展劝学运动，动员广大劳动人

贞观中，沅陵、龙标、辰溪县“立孔庙，兴 民子女入学。1950年，沅陵、会同专区均

县学(学宫)”。宋代，辰州、沅州创办府 下达文件减免学杂费，设人民助学金，解

学、州学；黔阳、麻阳、会同、溆浦相继 决贫苦学生生活困难。1952年下学期开学

兴办县学；并出现一批官办、私办书院。 时，芷江专区各级各类学校达3447所，在

明清时期，各地兴办书院，义学、私塾， 校学生26．31万人，分别比1950年下学期

广育人才。全区经科举考试，中举人、进 增长194％，62．8％。同时。农村大力开

士达510人，其中进士88人。 展扫除文盲的识字活动，全区上冬学，入

清末，废科举，兴学堂，境内教育进 民校的工人农民达10万之众。

入新学的初盛时期。城乡广设中、小学 1953年起，开始整顿中小学，实行定

堂，创办师范学校、职业学校，为职业教 员定编，充实学额；开展学习苏联凯洛夫

育之开端。民国初期，学堂改称学校，。以 教育学，推广苏联课堂教学模式，建立正

授国民道德之基础及国民生活所必需之普 常的教学秩序，改进教学方法。1957年贯

通知识技能为宗旨”。但由于军阀割据，战 彻中共中央提出的教育方针，重视学校思

乱频仍，校舍多成为兵营，加之经济萧 想政治工作，教育质量得到全面提高。并

条，以致教育事业衰落。北伐胜利后，教 开始贯彻两条腿走路的办学方针，涌现一

育逐渐恢复。抗日战争时期，外地一批大 批民办中小学。此间，由于。肃反”中。左。

学、中等学校迁入，招收本地生员入学， 的错误及反右斗争扩大化，继而开展“拔白

各县相继开办一批公立、私立小学。1941 旗”运动，伤害了一批骨干教师。1958年

年推行国民教育，基本上实现一乡一校、 搞教育革命。大跃进’，不顾办学条件，提

一保一校。抗战胜利后，迁入的大、中学 出不切实际的过高要求，造成教育事业的

校大都迁离。解放前夕，境内土匪活动猖 盲目发展，出现教育脱离实际的问题；下

獗，社会动荡，民无宁日，加之通货膨 半年各县(市)中学和部分小学普遍停课

胀，经济凋敝，教师工资无保障，许多学 投入。大炼钢铁”，师生参加劳动、社会活

校被迫停办。1949年上学期，境内各县有 动过多，正常的教学秩序被打乱，教学质

中心学校179所、国民学校1653所、私立 量下降。1961年开始对教育进行调整，压

小学168所，公立中等学校26所、私立中 缩普通中学招生，强调“全日制中、小学必

学15所、教员1019人，中学生9744人。 须以教学为主”；各类学校广泛开展“学雷

工农子女多被排斥在校门之外，劳动人民 锋，创三好”活动。1964年，贯彻中央关

中文盲占70％以上。 于。两种教育制度、两种劳动制度”的指

解放初的1949年冬，各县人民政府接 示，部分厂矿办职业技术学校；在农村创

管各类学校，沅陵、会同专区及各县设立 办一批半工半读的农业中学、耕读小学，

文教科，管理指导教育工作。本着“维持原 全区教育渐趋协调发展。1965年，全区有

校，稳步改造”的方针，对旧学校逐步进行 小学4246所，普通中学82所，中等专业

改造。选派党员干部充实到学校，改组领 学校3所，农(职)业中学24所，在校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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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37．8l万人。

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开始，学校

纷纷开展批判。三家村”、破。四旧”运动，

建立。红卫兵”组织，全国大串联，校内管

理瘫痪。1967年3月，提出。复课闹革

命”；1968年，。工人、贫下中农毛泽东思

想宣传队”进驻学校，学工、学农、学军，

批判资产阶级，干部、教师被批斗并下放

劳动．中学停止招生2年，大学、中专停

止招生4年．后又盲目发展，大队办初

中、公社办高中．教师层层拔高，小学教

师教初中，初中教师教高中；1969年后，

贯彻“五七”指示，学制缩短，取消招生考

试，教材内容以实用为主，以干代学，教

学规律和教学秩序被打乱，导致教学质量

降低．

1978年以后，全区教育系统按照中

央，省的部署，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平反

冤假错案，给在“文化大革命”中受迫害的

干部、教师平反、恢复名誉。对历史上的

错案，包括1957年反右派斗争的错案，也

一律纠正过来．1980年起，地委、行署制

定全区教育工作的规划和措施。对教育事

业进行调整，压缩高中，充实初中，撤销

小学附设初中班，从人力、财力上加强普

及小学工作．1983年高中调整为89所，

初中设326所，集中力量办好14所重点中

学，14所地属城镇重点小学。调整中学教

育结构，1984年，全区中学改办，兼办或

单独办农业职业中学(班)14所，从而改

变中学教育结构单一化；逐步进行教育、

教学改革，端正办学指导思想，纠正片面

追求升学率和思想政治工作薄弱的倾向；

同时，加强现代教育、教学理论学习，克

服忽视学生的主体作用、忽视课外活动等

弊端。1985年，按照中共中央《关于教育

体制改革的决定》精神，‘下放学校管理权

限，实行由地、县(市)、乡(镇)、村分

级管理的体制。增加教育投资，多方面集

资，改善农村办学条件．1989年全区12

个县(市)基本实现小学。一无二有’(校

校无危房，班班有教室，人人有课桌椅)。

积极推行以普及初等教育为重点和小学教

育、业余教育、幼儿教育三教一起抓的经

验。1989年，全区各县(市)基本实现普

及初等教育，1990年基本实现扫除文盲，

全区少青壮年非文盲率达89．73％。

怀化地区教育在改革中得到健康，迅

速发展。全区已初步形成初等、中等、高

等院校的教育体系，教育结构日趋合理。

1990年。全区各类各级学校5218所，在

校学生达877049人．全区人口文化素质显

著提高．以1990年7月第四次人口普查统

计数据与1982年第三次人口普查统计数据

相比，1990年，全区总人口4493206人

中，具有小学以上文化程度的人口占总人

口的比重为68．33％，比1982年提高

14．4％；文盲、半文盲人数(指15岁及

15岁以上不识字或识字很少的人)748541

人，所占总人口的比重由23．44％，下降

为16．66％。

全区12个县(市)人口中，具有大学

文化程度的共29419人(包括研究生、本

科生及专科生)；具有中专文化程度的共

56697人；具有高中文化程度的共274136

人；具有初中文化程度的共877771人；具

有小学文化程度的共1832018人(以上各

种文化程度的人口，分别包括毕业、肄业

及在校生)。

与第三次人口普查统计数据相比，每

lO万人中。拥有各种文化程度的人口都有

不同程度的提高：

具有大学文化程度的由335人提高到

655人．

具有中学(含中专)文化程度的由

5995人提高到7363人．

具有小学文化程度的由38828人提高

到40773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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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具有大学文化程度的人数增加 95．52％，平均每年递增8．74％。

最快．8年间(1982～1990)增长

1990年怀化地区教育事业基本情况表

学校 在校学生 教职工 其中：
项 目

(所) (万人) (万人) 专任教师

一，普通高等学校 1 O．17 0．05 O．03

二，普通中等专业学校 6 O．50 O．08 0．04

其中：中专 4 0．30 O．06 O．03

中师 2 0．20 0．02 0．01

三，技工学校 7 O．20 O．05 0．02

四、农业职业中学 29 O．80 O．08 O．06

五、普通中学 387 17-33 1．33
’

1．04

1，高中(含完全中学51所) 56 2．85 O．20

其中：城镇 49 2．50 0．18

2、初中 331 14．48 0．84

其中：城镇 76 8．35 0．36

六、普通小学 4118 52．57 2．97 2．73

其中：城镇 760 15．07 0．83 0．75

七、聋哑学校 2 49 20 15

八、成人高等学校 3 0．15 8l 44

其中：电大 l O．14 43 19

九、成人中专 21 0．67 0．07 0．04

十、成人中学 24 O．09 87 44

其中：农民中学 20 0．05 39 29

十一、成人技术培训学校 343 3．63 O．07 0．04

十二、成人初等学校 155 5．88 O．03 O．03

十三、幼儿园 143 5．71 0．25 0．20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第一章官学

第一节 县、州、府学

境内设立最早的县学，始于东汉时

期．据《后汉书·宋均传》记述：“建武

中，宋均补辰阳长(辰阳，今辰溪)。”清

《辰溪县志》载：建武元年(公元25)，宋

均为辰阳长．。其俗少学者而信巫鬼，均为

立学校，禁绝淫祀，人皆安之。”另据清康

熙四十四年《沅陵县志》。序”称：东汉建武

二十六年(50)，吕种为沅陵长，。置官吏，

分苗民，兴学校”。此后，历经三国、两

晋．南北朝，至隋唐，几百年间，境内县

学设置情况，无确凿史料佐证．延至唐贞

观中，辰溪县复有。立孔庙，兴县学”之记

载。 ，

宋代，境内各县相继开办县学：

黔阳县于宋元丰三年(1080)兴办县

学(学官)，地址设于县城(今黔城镇)．

芷江县学，宋设卢阳县学，附于州学，乾

隆元年升州为府，以州学改设县学。

麻阳县于宋庆元年间，设立县学，地

址在县城西南隅(今锦和)。明弘治辛酉年

重修。靖州于宋代创办永平县学，后附于

州学，道光十九年重建，光绪三年修葺，

校址凡八迁，后迁至凉伞铺街。溆浦于宋

代建立县学，地址原在县治东华盖山麓，

元毁于兵，明洪武初重建，明末废，清康

熙初又修复，道光元年迁建于华盖山上。

会同县于宋代始建县学，地址在城

东。元末毁于兵。明洪武三年(1370)，县

衙重理县学旧基建孔庙，设明伦堂，称学



类卧碑文为据，对所属生员的思想、言

论，行动等严加管束。平时，除按规定课

程诵习外，。不许剽窃异端邪说，炫奇立

异”。又规定。军民一切利弊，不许生员上

书陈言。如有一言建白，以违制论，黜革

治罪”。又。不许生员纠集党人，立盟结

社，把持官府，武断乡曲⋯⋯违者，听提

调官治罪”。据旧志载，清光绪十二年

(1886)，沅州府举行岁试，因知府录取不

公，激起芷江童生闹考，聚众殴伤知府邓

天符，遭到清廷严厉镇压。为首二人被枭

首示众，二人被绞死，三人被充军边寨。

事后，御史金寿松为无辜受害的考生说了

几句公道话，竞遭到清廷斥责。

明清两代的县，州，府学，各有正副

教官二人．正者，府学称教授，州学称学

正，县学称教谕；副者，统称训导。他们

的主要职责是：“掌训迪学校生徒，课艺业

勤惰，评品行优劣。”正副教官的来源，一

般是知县辞政改教，或从举人“大挑”及“五

(1148)，沅陵邑绅张氏在县城南郊长田建

长田张氏书院。宋嘉定三年(1210)，魏了

翁谪靖州，在州治北建鹤山书院。宋绍定

元年(1228)，宝山书院建于黔城东赤宝山

麓。元末，粟朝仪建广德书院于会同阳霞

(今坪村渡口)．以上为境内设立最早的书

院。明代，官署加强对书院的控制，但私

人讲学之风仍盛，其中影响较深远者有：

大理寺丞薛埴(谥号文清公)于明宣德三

年至六年(1428-'--1431)监督湖广银场，

滞留沅州(今芷江)时，在城西设馆讲授

程、朱理学。明正德五年(1510年)，王

阳明白贵州龙场谪归，路过辰州，寓龙兴

讲寺(今沅陵城内)，在此讲授“致良知”之

学。清代，境内书院兴盛，官办和私办书

院达40所之多。书院设“山长”，亦称院

长，负责主讲，多由“经明行修，足为多士

楷模”的举人充任。官办书院由地方官聘

请；私办或族办者，则由乡社士绅公议推

荐，延聘品学兼优之士训课，其目的是培

①“大挑。：从连续三年以上会试落榜的举人中挑选出来的官员。

②“五贡”：副贡，优贡，拔贡．岁贡、恩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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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士子．山长主持讲学．另设。书斗”、。首

士”各1名，分别办理考务、生活事务。一

月授三课，即初五、十五，二十日为大

课，授之四书经文，试贴为主课，辅以修

身、史、地，算学等．课期自当年二月至

十一月。每逢课日，会士子在院讲读作

文。当日送交几篇诗、辞，赋、文，请师

批改，以应乡试。

书院经费来源于院田、学田、学谷，

辅以官绅、乡民捐助。

境内书院声誉高、影响大、特色显著

的有：

【鹤山书院】 宋嘉定三年(1210)，

工部侍郎、著名学者魏了翁(谥号文靖

公)被贬谪靖州期间，于州治北最高山坡

(纯福坡)立书院，住院讲学。其山形。几

突一指，犹鹤立鸡群’；又因魏了翁居靖期

间，以故乡四川浦江鹤山之名命其居室，

因而取名“鹤山书院”。魏为首任山长，并

亲自执教、讲学约7年，著《九经要略》，

论孟语凡百余篇。至宋绍定四年(1231)

。获赦返朝”时止．因魏满腹经纶，蜚声湖

湘，不但州人踊跃从学，尚有“湖广江浙学

子，仰慕高明，不远千里，负芨从学”。

书院兴建之初，依山构筑，规模宏

敞，馆舍井然。后因年久失修，多有破

损。明嘉靖十三年(1534)，州牧许燧重

建。此后，清乾隆十五年(1750)，十八

年、四十年及清道光十七年、光绪元年

(1875)，多次整修或增修，以复旧制。有

田产200余亩。

鹤山书院历史悠久，曾为靖州最高学

府，为宋元明清历代王朝培养过一大批人

才。1902年，鹤山书院改名。校士馆”。“新

学”兴起后，改为靖州官立高等小学堂。今

靖州鹤山小学设于原鹤山书院旧址。

【虎溪书院】 位于沅陵城西虎溪山

畔，原名白云轩。明正德五年(1510)，著

名学者王守仁(又名王阳明)自贵州龙场

驿丞“量移”(遇赦后移较近处所任官)江

西庐陵知县，道经辰州(今沅陵)，寓龙兴

讲寺弥月，与武陵学者蒋信，沅陵进士唐

愈贤等在此讲授。良知、良能”之学。嘉靖

二十三年(1544)王守仁门人、辰州郡丞

(通判)徐珊于此增建虎溪精舍，内供阳明

先生像，以资纪念。崇祯初，更名阳明书

院。清雍正十一年改名虎溪书院。乾隆时

同知何麟捐书数百卷，后又募捐二千余

金，以其息金为膏火费(生活补助费)。

【沅水校经书院】 又名沅水校经堂。

清光绪十四年(1888)沅州知府朱其懿捐

资筹建，翌年竣工，三月二十六日开馆。

院址在府署西侧(今芷江县招待所内)。书

院规模宏大，有讲堂，斋舍，藏书楼等建

筑，大小30余间，并有台榭，亭阁，操场

等设施杂处其间，耗资甚巨，概由朱其懿

捐献或劝募；并捐赠。经史子集”图书400

余册，存放藏书楼，以供借阅。

沅水校经书院，与当年长沙之湘水校

经书院齐名，有“西路各属之冠”之誉。书

院授业有特色，尤讲求实用。课程以习经

史为主，兼学词章、舆地、农桑、河渠等

学科。开办之初，考选沅州府属三县(芷

江，黔阳、麻阳)，附考晃州、凤凰二厅优

秀生员共23人人院肄业，通称。校经士。．

书院主讲与教习学识渊博，汤诚航，沈克

刚(院长)均系湘中名儒。学子潜心钻

研，业有专攻，几次岁科考试，均名列前

茅，书院声誉日高。

沅水校经书院办学时间不长(1889"

1903)，但人材辈出：有中进士者，有遴选

出国留学者，有辛亥革命志士，还有多人

成为后来湘西各县兴办新学的倡导人．

1913年，曾担任。内阁总理”的熊希龄，即

为沅水校经堂第一届校经士，原护国军湖南

第一军总司令张学济，原国民政府国务院

主事，清史馆《清史稿》名誉编修、著名

学者杨凤笙，湖南著名教育家李永翰等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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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就读于校经书院。 院改为沅州府立中学堂。

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沅水校经书

府、州、县书院一览表

名 称 创建年代 创建人 地址 备注

宋绍兴十八年
长田张氏书院 邑绅张氏 沅陵南郊长田 久废

(1148)

宋代 宋侍郎程厚
侍郎书院 靖州城 久废

(年代不详) 廪谪靖时建

宋嘉定九年
作新书院 知州黄綮 靖州治西飞山庙右 另名：作兴书院

(1216)

宋宝庆元年 侍郎魏了翁谪靖时 田产200余亩，清末
鹤山书院 靖州治北纯福坡上

(1225) 建 ，改为高等小学堂

宋绍定元年 1902年，改为小学宝山书院 黔阳县令饶敏学 黔城东赤宝山麓
(1128) 堂

会同阳霞
广德书院 元末(不详) 邑绅粟朝仪

(今坪村渡口)

香林精舍 元末 张镇卿 淑浦水东

明宣德年间 大理寺丞薛碹讲学
文清书院 芷江城内西街 另说：明景泰年间

(1426～1435) 处，后人建院纪念

明正德五年 另说：正德八年建。
崇正书院 辰州知府戴敏 沅陵城考棚街

(1510) 清末改为学署

明正德九年
翠山书院 举人董汉策 沅陵小酉山

(1514)

明嘉靖二十年
妙华书院 进士王世隆 沅陵大酉山 明末毁于兵

(1541)

明嘉靖二十年 芷江县城东郊 明万历二十九年推
耀文书院 沅州兵备道江东之

(1541) (今飞机场) 官金继震续建

虎溪书院 明嘉靖二十三年 辰州通判徐珊纪念 明正德五年王阳明
(阳明书院) (1544) 其师王阳明

沅陵城西虎溪山畔
在此讲学

明山书院 明嘉靖三十七年
国子监助教马元吉 芷江河西桃花溪，乾

(1558)始建乾隆
(原名文清书院) 乾隆八年知县沈华 隆八年迁城内

八年改明山书院

明嘉靖三十八
让溪书院 辰州分守道游震得 沅陵城西虎溪山侧

(1559)

明嘉靖三十九年
武功书院 靖州参将黄焘 靖州大南门内

(1560)

宋绍兴年间，紫阳先
明隆庆三年 靖州城内永丰仓

生为湖南安抚使，靖
紫阳书院 靖州知州黄镇(1569) 州十人多从之学并

建院以纪念

明万历十四年
清同治年间废龙山书院 辰州知府赵健 沅陵县城校场内

(1586)

明万历三十六年徐公书院 不详 沅陵城内
(1608)

明天启年间
崇祯中改为水星阁九苞书院 溆浦知县毛应韶 溆浦城北华盖山

(1621～1627)

袁公书院 上民公建 芷江城东 纪念袁郭宇清顺治十五年
(16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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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 称 创建年代 创建人 地址 备注

清顺治十七年问
兴文书院 靖州知州梁浩然 靖州东门 后改为义学

(1657)

清康熙五年
龙标书院 黔阳县令张扶翼 黔城西门外 清末改为小学堂

(1666)

清康熙五年 今林城镇一完小设
三江书院 会同县令何林 会同县城中正街

(1666) 此

清康熙三十三年
恭城书院 通道知县殷道正 县城外龟形山 清末改高等小学堂

(1694)

清康熙三十三年 溆浦通判解(名不
解公书院 溆浦县城隍庙侧

(1694) 详)

清康熙三十三年
罗山书院 通道知县殷道正 通道县治左

(1694)

清康熙四十二年
蒋公书院 溆浦教谕蒋弘毅 溆浦教谕署侧

(1702)

清康熙五十一年
庄公书院 溆浦通判庄清度 溆浦城西

(1712)

清雍正十一年
三公书院 不详 芷江城内 后改为义学

(1735)

清乾隆十八年 洪江丫叉田 另说：乾隆二十二
雄溪书院 会同知县陈子宣

(1953) (原会同县属) 年建，后改为义学

清乾隆十年 溆浦知县徐堂说： 田产200余亩，今
卢峰书院 溆浦城东文蔚山麓

(1754) 知县陶金谐 溆浦二中设此

清乾隆二十年
崇文书院 沅陵知县屈宜伸 沅陵城北20里

(1755)

清乾隆二十四年
大酉书院 辰溪知县卢九云 大酉山麓 后迁县城五城山

(另说康熙年间)

清乾隆三十年
光绪三十年改为县

锦江书院 麻阳知县荆道乾 县城南正街 立高等小学堂，可
【1767)

容千余人

清乾隆四十八年
酉阳书院 辰州知府单奎 沅陵城杏浒冲

(1783)

清嘉庆十二年
朗溪书院 不详 黔阳县托口

(1807)

清嘉庆二十三年 乾隆五十三年始建
秀水书院 芷江知县卢尔秋 芷江城北门 ‘

(1818) (知县黄允洙)

清道光元年
舞阳书院 六里绅士公建 厅城对岸巡司坪 道光二十五年续建

(1821)

清道光十五年
蒙泉书院 溆浦知县龙光甸 溆浦城西西湖塘 清末改为劝学所

(1836)

清道光三十年 芷江东乡榆市
钟毓书院 张瑞开等人 另说：咸丰三年建

(1850) (今怀化市)

清咸丰三年 年收田租1300余’
正趋书院 溆浦知县陆传应 溆浦龙潭云盘山

(1853) 石，清末改小学堂

清咸丰三年 就财神庙改建，田
凤翔书院 溆浦知县陆传应 溆浦县低庄

(1853) 产150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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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同治十年 就黑神庙改建，田
紫峰书院 王学健等人 溆浦桥江

(1871) 产130亩

清光绪八年 淑浦水东溪日鹿鸣 光绪二十六年重
鄣梁书院 张厚德等

(1882) 山 建，后改为小学堂

鹤鸣书院 清光绪十二年
知县董耀 沅陵城鹤鸣山

清末改为高等小学
(原成人书院) (一说光绪十年) 堂

沅水校经堂 清光绪十四年 芷江城内北街 清末改为沅州府中
(书院) (1888)

沅州知府朱其懿
(今县招待所) 学堂

清光绪中 向志鹏等(另
又名鹅峰书院．光

三都书院 淑浦大坳桥 绪三十一年移建于
(1890年左右) 说刘世鲤等)

花桥伏波宫

徐公书院 清代 不详 芷江城内

1902年改为靖州中
指南书院 清同治六年 米春芳 辰溪县中蒲溪

学堂

渠水校经堂 清末 不详 靖州城内 1902年改为靖州中
堂凿

鹿山书院 不详 不详 黔阳县

阳明书院 不详 不详 黔阳县

扶摇书院 不详 不详 黔阳县

第三节社学义学

私塾

社学

为元、明、清三代设于乡、里的地方

官办学校。以训蒙为主，供贫寒人家之儿

童免费入学。

至元二十三年(1286)，颁令各路，劝

农立社。各县所属村庄凡50户为一社，每

社设社学一所，择通晓经史者为师，农闲

时间令乡里农民子弟入学。一般设孝经、

小学、大学、论语、孟子等课程。明代，

境内各县皆立有社学，教育15岁以下之少

年儿童。教育课程增加御制大诰、本朝律

令及婚、冠、丧，祭等礼仪。学有所成者

亦可补儒学生员资格(未几即废)。清康熙

九年诏令各府州乡里置社学，教育12～20

岁的子弟。

境内社学之设置，有史志可考者为：

明洪武三年(1370)通道3处；洪武八年

(1375)，会同10处，靖州10处。会同社

学10所中：远口2所(今连山、广坪、炮

团一带)，永福1所(今坪村一带)，永安

2所(今堡子、马鞍一带)，木寨1所(今

沙溪至靖州大桥一带)，丰山1所(今沙溪

团河一带)，若水2所(今若水，高椅一

带)，下洞1所(今朗溪，漠滨一带)。至

清代，会同县社学发展到27所：城区2

所，永安乡5所、永伏乡2所、远口乡，8

所，木寨乡1所、丰山乡4所、太平乡1

所、若水乡4所。辰溪县于明万历十年

(1582)，亦兴办社学多所，乡村子弟入学

者甚多。黔阳、溆浦等县，旧志中也有社

学之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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