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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献辞

编者献辞·1

“千里莺啼绿映红一的太湖流域和长江三角洲，是我国有各的鱼米之乡，向以“衣被天

下打，“食供四方∥的“锦绣江南黟和“金三角弦著称于世。近一时期以来，这一地区的乡

镇企业异军突起，在经历了几番风雨之后，大部分以它的勃勃生机而存留下来，成为地方经

济中的一支重要力量。其他各行各业也焕发了青春，继承，发扬各自的传统和优势，迅猛发

展，千红万紫，繁华竞逐。这一地区的工农业总产值大幅度上升，在我国国民经济中占有举

足轻重的地位。全国财政上缴最多的lo个市县，十之八九出于其间，它是我国经济最集中，

最发达的地区。

编这套书，除了存史，传之后代，还为了向国内外如实地介绍这一地区的主要行业和它

的特点，提高它们的地位和知智度，促进改革开放，以开拓国内外市场，发展外向型经济。

这套丛书，与“长江三角洲乡镇志丛书弦是姐妹篇。它们从不j同的角度和层次，展示这

一地区的历史传统，城乡面貌和所取得的成就。它们相辅相成，相互补充，条块交叉，点面

结合，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收入丛书，进入这个系列，成为一个群体，它的影响将会大大

增强。这两套丛书，还把苏锡常，杭嘉湖地区与我国最大的工商业城市和世界名城——上海

密切联系起来，这对上海经济区“心脏地带黟的开发，将有重要意义。

广大读者对于编好这套丛书的各种意见和建议，均竭诚欢迎．

一九八八年四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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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常州市教育志》是常州市教育界有史以来第一部专业志。它的出版，是常州市教育界

的大事，是全市的大事。

(<常州市教育志》始编于1982年，迄今八易寒暑，五易其稿。该志为求一展常州教育的

全貌，并富于广泛的适用价值，不拘成格，锐意创新。江苏省社会科学“七五力规划项目

Ⅸ实用方志编纂研究》，称该志“打破了目前国内教育专业志按各级各类学校横分设志的常

规，具有独创性．一

《常州市教育志》的出版，适逢常州进行教育综合改革之时，可喜可贺。欣贺之余，我

谨就用志提几点意见，借以为序t

第一，坚持党的四项基本原则，多角度地发挥志书的“资治一功能。

(<常州市教育志》以党的四项基本原则为指导，立足予教育的本质，从多方面反映了各

级各类教育的历史与现状、变革与发展以及教育同政治，经济的联系，因而具有以搿一主多

能詹为特征的全方位、多角度的“资治一功能。对市领导机关来说，主要资于对常州教育的

宏观管理，对学校领导来说，主要资于对学校各项工作的管理，对教育科学研究工作者来

说，主要资于教育科学的研究I对教师来说，主要资于微观上的教育与教学，对社会各界来

说，有利于各部门认识，关心，重视与支持教育。这种高层次与多层次相统一，大范围与小

范围相统一的整体功能，体现了社会主义新方志的人民性与民主性，就使用来说，由于适合

当前常州教育综合改革之需，故较按各级各类教育横分设志尤具有实用性。我们每个教育工

作者，必须明确自己肩负的重任，立足改革，增强用志意识，既从本职工作出发，发挥志书

在本职范围内的“主一功能，又树立主人翁的态度，积极提出富于建设性的意见，以利于对

学校工作与全市教育工作的综合改革与科学管理。这里尤须指出，尽管不同层次、不同范围

的“资治移功能各有所“主劳，但坚持党的四项基本原则是共同的。我们必须通过对常州教

育发展过程及其规律的认识，坚定对党的四项基本原则的信念，惟此，我们才能在教育综合

改革中坚持教育的社会主义方向，坚持按党的教育方针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

第二、以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为指导，坚持“继往纾与。开来黟的辩证统一．

《常州市教育志》记载了清代以来常州教育发展的过程。所述各历史时期的常州教育，

力求实事求是，还其本来面目。毫无疑问，该志作为“信史疗，对于常州教育的进一步发展

有着重要的意义。因为，教育事业的发展必须以它原有的基础为起点。过去的成就中，既蕴

含着当时历史条件下产生的精华，又蕴含着有待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以开拓、发展的胚胎’

过去的失误，诚然给当时的教育事业造成不同程度的损失，但前车可鉴，只要我们从中吸取

教谰，就可在前进道路上少走弯路，过去的某些教育设想，虽由于还不具备一定的客观物质

条件，致成空想，但只要它合乎规律，我们(或后人)就一定能创造条件，使之实现。这

里， “继往一与囊开来劳是辩证的统一。‘‘继往打不是肯定过去的一切，而是肯定中包含着

否定， “开来彦不是否定过去的一切，而是否定中包含着肯定．矗继往一不是私信而好古一，

而是“古为今用力， “开来纾不是割断历史，而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改革，坚持前

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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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用这个观点看，历史上有些事似乎是简单的重复，其实不然。例如解放初，我们一度把

职业教育视为资本主义的产物，予以否定，解放前成立的职业中学(含普通中学附设的职业

科)大多停办，或改办普通中学，致职业教育的发展中止，且中等教育结构也趋于单一化。

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们改革中等教育结构，又发展职业教育。又如1917年，时教育

部有在中学设立第二部的商榷，而解放后(特别是1977年后)各级各类学校普遍开辟第二课

堂。再如1925年，武进县公署曾转发省教育厅关于师范学校应注重靠本科教学法”的训令，

以重师范教学的师范性，而1979年省、市教育行政部门又复提中等师范学校教学方法的师范

性与示范性。这些看来似乎是靠回复一，而其实恰恰是教育规律的体现，恰恰是教育方法在

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继承，完善与发展，恰恰是“继往黟与“开来一辩证统一的生动体现。

第三，加强地方教育的研究，以利于掌握教育规律，建设具有常州特色的社会主义教

育。

《常州市教育志》以系统论为指导，以事业发展、教育实施为重点，全面地记述了清代

以来常州各级各类教育的变化发展，其存史面之广，量之大0为地方教育的研究提供了广阔

的天地；既可从多方面进行宏观研究，又可从构成教育的各个要素上进行微观研究，既可进

行理论研究，又可进行实用研究，既可进行教育史的研究，又可进行现状研究，既可进行教

育的纵向研究，又可进行教育的横向研究。我希望广大教育工作者，特别是专职教育(学)

科研工作者，充分利用((常州市教育志》以及该志编纂过程中积累的3000余万字资料，大力

开展地方教育的研究，从中引出常州教育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当前，为适应常州教育

综合改革的需要，尤应从历史与现状的结合上，致力子教育体制改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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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科学研究为教育改

革服务。我深信。对常州教育的研究越富有成效，常州教育就越能在改革开放中以自已特有

姿态前进l我预祝(<常州市教育志))在建设具有常州特色的社会主义教育中发挥出其应有的

的作用I

汛也吩
一九八九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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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 称

江苏省人民政府

江苏省人民委员会

江苏省革命委员会

江苏省教育委员会

江苏省体育运动委员会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江苏省委员会

中国共产党常州市委员会

中国人民解放军常州市军事管制委员会

常州市人民政府

常州市人民委员会

常州市革命委员会 。．

常州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江苏省韵州市委员会

中国共产党常州市教育局委员会

常州市计划委员会

常州市体育运动委员会

常州市科学技术委员会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常州市委员会

常州市妇女联合会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常州市教育局委员会

简’称

省府

省人委

省革委会

省教委

省体委

团省委

中共常州市委

市军管会

市府

市人委

市革委会

市人大常委会

市政协

中共常州市教育局委员会

市计委

市体委

市科委

团市委

市妇联

局团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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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一)

概 述·l

唐以后，鬻洲教育日趋发展。唐肃宗年问(756—762年)，常州刺史李栖筠于夫子庙创

建府学，时县学附设于内。宋朝，书院兴，先后有城东书屋，城西书屋，东坡书屋(后改称

东坡书院)，县学迁出另设。宋嘉佑年间(1056--1063年)，常州知州陈襄巡视学校，凡破

旧低矮者k拆而新之黟， “由是毗陵文学之盛冠东南’’。

明，清之间，教育进一步发展。明嘉庆六年(1572年)，常州知府施观民建龙城书院。

清朝，除龙城书院外，先后建有延陵，青山，人范、西郊等书院。康熙年同，始设义学。鸦

片战争后，一些维新之士力倡教育救国，义学遂进一步发展。’

清末，随着资本主义的侵入，自给自足的经济基础开始动摇，封建时代的旧教育已难以

为继。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云溪义塾率先改办育志小学堂。次年，龙城书院经呈准江

苏巡抚程雪楼，改办武阳公立两等小学堂。其后，科举废，新式学堂相继成立。光绪三十三

年，常州郡守集8县之资，创建常州府中学堂。

民国时期，常州教育的发展主要在民国元年(1912年)至民国2眸。民国元年，境内有
小学37所，中学1所，中等师范学校2所，职业学校1所。民国25年，境内有小学7l所，中

学ll所，中等师范学校1所，职业学校有案可查者5所，学校总数由民国元年的4l所增至

88所。其间，中等师范学校一度畸形发展。民国17年，县教育局奉令实施所谓“义务教

育一。迄民国23年，中等师范学校(班)骤增至7所。结果“义务教育∥无力推广，故除县

立女子师范学校外，悉归停办。

民国26年11月，、日本侵略军占领常州，时达8年之久。其间，含新创办的私立中，小学

在内，学校不足30所。民国35年，战前学校大多萤新登记复校。其后，除职业学校、农村初

级小学有所发展外，无大的发展。1949年，境内有小学82所，中学18所，中等师范学校l所，

职业学校6所(另有3所普通中学附设职业科)，学校总数107所。

民国时期的常州教育，由于受政治、经济影响，有以下特点。

其一，业已形成一定的教育结构。其问有幼儿教育、小学教育、中学教育、师范教育，

职业教育，成人教育(含农民教育、职工教育)，特殊教育，一度还有高等教育。教育结构

乏全，显然是清末的常州教育所无法比拟的。

其二，学校多设于城内。解放前夕各级各类学校计107所。学校之多，远远超过清末。

但由于城内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比较发达，故59％的学校办于城内(中等学校悉在城内)，

农村大多为初级小学，且规模小，学生多者百余人，少者20余人。

其三，私立学校多于公立学校。民国11年前，公立学校多于私立学校。次年，江浙爆发

直奉战争，教育经费短绌，省教育厅遂要求各县提倡私人办学。自此，私立学校不断发展，

迄1949年初，校数远远多于公立学校。据1949年秋统计，时常州市城内有学校67所，其中

私立学校46所，约占学校总数的70％，小学40所，其中私立学校24所，占学校总数的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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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中学18所，其中私立中学1晰，占学校总数的83％，中等师范学校1所，系公立l独立
设置的职业学校7所，悉为私立，特殊学校1所，系公立。 ·

其四，各级各类教育发展不平衡。幼儿教育，小学教育，中学教育，师范教育，职业教

育，高等教育的起步都比较早，但其后的发展颇不平衡。小学教育发展较快，民国元年为37

所，至1949年增为82所。中学教育自光绪三十三年常州府中学堂成立后，17年中未有发展，
。

民国13年，由于私立中学的成立，始有发展。职业教育始于民国元年，先后创设的学校计20

余所，但始终开办的仅3所(民国35年后创办的除外)。高等教育与职业教育同时出现，但

1年后因经费困难而停办，30年代虽有私立济生医学院之设，但该校不久也停办。成人教育

约始于民国17年，但所设学校，或不了了之，或徒具形式。民国36年3月3日《武进新闻》

对此发表署名文章，题称《教育第一，请不要骗人》。
。

解放后，中国人民解放军常州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文教部接管国民党遗留下来的公立学

校。时对中小学贯彻靠维持原状，逐步改造黟的方针。1952年，常州市人民政府接办部分私，

立中小学。至1953年，解放前遗留下来的中等职业技术学校或改办普通中学，或并入南京，

苏州等地同类性质的学校，仅存江苏省常州护士学校，中等教育结构趋于单一化。1956年，

所有私立中小学悉改为公立学校。其后，随着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各级各类教育不断

发展。但由于“左一的干扰，发展中经历过两次大的曲折·

一是1958至1960年教育事业的“大跃进黟。1956年，常州基本上实现了对农业、手工业

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关系的变革，促进了生产力

的发展。但由于拓左"的影响，时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提出不切合实际的目标，形成所谓．

“大跃进黟。作为为经济建设服务的教育也随之“大跃进劳。1960年，学校数由1957年的

132所增军-245所，其中中等职业技术学校(含农业中学)由1957年的1所增至48所，高等学校

从无到有办起3所。同年成人学校增至600余所，其中职工学校由1956年的92所增至263所．

1961年，贯彻“调整，巩周，充实、提高力的方针，凡拓大跃进一中成立的技工学校，中等

专业学校、高等学校除极少数并入外地学校外，余俱于1962年停办。时市教育局称t教育发

展过快，脱离了经济基础。但也有一些人对教育上的‘‘一刀切弦持不同意见。 ·，

二是“文化大革命"中的中等教育结构单一化。1964年，贯彻中共中央关于试行两种教’

育制度的指示，试办半工半读中等专业学校。次年，全市中等专业学校17所，其中半工半读

中等专业技术学校15所。 “文化大革命黟中，中等专业学校一度停办(或停止招生)。1972年，

市革委会要求逐步“普及’’高中，一些中等专业学校改办普通中学。。1982年，市教育局负责

人在各区文教科长，市属小学与中学中层以上干部会议上谈及继续调整教育事业内部比例关

系时，称：‘‘文化大革命黟中，中学教育盲目发展，一方面使中学教育搿虚肿厅，另一方面

导致中等教育结构单一化。

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后，常州教育围绕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与社会的进步，进行了一系列

的调整与改革。1979年，进行中等教育结构改革(含中学内部的结构改革)。1981年，归口

调整职工高等教育。1981年后，职工中等专业教育和普通高等教育有所发展。1985年，市区
’

有各级各类学校334所t幼儿园168所，小学102所，普通中学30所(其中初级中学9所)，‘职

业中学4所(不含附设职业班的普通中学)，技工学校13所，中等专业学校14所(含2所中

等师范学校)，普通高等学校3所，各级各类成人学校59所，特殊学校l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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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36年来，常州教育的发展虽有曲折，但取得的成绩是显著的·
·

其一，全日制学校割育体系已经形成。解放后，公，民办幼儿园的成立，使幼儿教府从
小学教育中独立出来，自成系统。同时，中等职业技术教育适应培养不同规格人才的要求，

从解放前单一的职业教育扩及中等专业教育，技工教育，职业教育。1958年出现的高等教

育，虽在1961年的调整中。一刀切一，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由于生产力的进一步发

展，特别是科技在生产力发展中所显示出的巨大作用，使发展全日制高等教育势在必行。

1980年，常州职业大学(后改名为常州工业技术学院)应运而生。198；1年，1984年，江苏化工

学院、常州职业师范学院相继成立。至此，一个包括幼儿教育、小学教育，中等教育(含普

通中学教育与中等职业技术教育)，高等教育、特殊教育在内的全日制学校教育体系终于
形成。

其二，与全日制学校教育体系并行的成人教育体系已经形成。解放前，成人教育仅限于

扫除文盲的识字教育。解放初在扫盲教育的基础上，出现成人高小教育，中学教育。

1959年，常州市业余大学(1963年改名常州市职工业余大学)成立，遂有成人高等教育。

1965年，市职工业余大学开办成人业余中专班，于是又有成人中等专业教育。党的十一届三

中全会后，各级各类成人教育有了进～步的发羼与完善。迄1985年，职工学校25所，职工中

等专业学校7所，广播电视大学I所，职工大学8所，干部学校12所(其中干部高等学校2

所)。在郊区，乡办学校的成立，标志农民教育已向较高一级的层次发展。1985年，乡农业

技术学校6所，乡成人教育中心校2所，各校设文化班、技术班，专业班，其中既有中专层

次的技术教育，又有大专层次的专业教育。1985年，机械工程师进修大学江苏省常州分校成

立，标志常州始有继续教育，1986年，随着常州老龄大学的成立，又出现老年教育。至此，

常州成人教育的体系，不仅含成人初，中，高等教育，还含不以谋取学历为目的的继续教育

与老年教育。

其三，普及初等义务教育基本实现，文盲基本扫除。解放后，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

社会经济发展对劳动者文化素质的要求也不断提高，小学的入学率与小学毕业生的升学率也

随之不断提高。1956年7月，常州市人民委员会成立常州市普及义务教育工作委员会。该年，

由于实行二部制，并新建，扩建一些小学，学龄儿童入学率达98％以上。与实施普及义务教

育的同时，中国共产党常州市委员会、市人委注重扫盲教育。1958年，中共常州市委发出“全

党动员，全民动员，扫除文盲”的指示。时受“浮夸风矽影响，加以缺乏有效的巩周措施，

故扫盲虽有一定成绩，但不能巩固。1972年，常州市革命委员会复成立扫盲机构，开展扫盲

教育。1984年，郊区各乡均达到并超过国务院规定的基本扫除文盲标准。1985年，郊区各乡

均达到并超过教育部规定的普及初等义务教育的标准。该年，市区儿童入学率99．7％，巩固

率100％、毕业率97．68％、普及率99．84％，小学毕业生升学率达97．44％。

其四，为高一级学校输送了j大量合格的新生，为国家社会主义建设培养了大量合格的人

才。1949至1985年，初、高中毕业生261456人(其中初中毕业生189994人，高中毕业生71462

人)。1985年，初，高中毕业生9863人，为1949年的5．9倍，其中高中毕业生为1949年的6．4

倍。其间，一部分毕业生升入高一级学校继续学习，一部分参加社会主义建设。1985年，市

区初中毕业生升学率70．6％，高中毕业生升学率为57．8％。1949至1985年，中等师范学校计

．培养4879名合格的小学教师，中等专业学校、高等学校培养了10771名各类专业技术人才‘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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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普通高等学校18lo笤)，含成人高等学校在内，高等学校总计培养各类专业技术人才5320 1

名。据不完全统计，1980年后，技工学校、职业中学计培养技术工人5859名。 。j

其五，建设成一支社会主义教育的教师队伍。1949年，中小学专任教师931人。解放 ． 1

后，随着社会主义教育事业的发展，教师队伍不断扩大。1985年，市区各级各类学校专任教 1
师计8269人，为1949年的8．6倍，其中幼儿教师为1949年的71‘2倍，小学教师为1949年的

3．3倍、中学教师为1949年的8il倍，特殊学校教师为1949年的9．3倍。成人学校专任教师从

无到有，1985年，各级成人学校专任教师计1157人。36年来，教师的文化索质也不断提高。 f_
由于“文化庆革命弦的破坏，中小学教师文化素质曾一度偏低。1980年，市区小学专任教 I
师2165人，其中学力合格者60％左右，市区中学专任教师2317人，其中学力合格者57．8％。 I
1985年，经进修，小学教师学力合格者73．4％(全省64．8％)，初中教师学力合格者73．3％ I
(全省40．4％)，高中教师学力合格者62％(全省钙．8％)，。职业中学教师学力合格者86．6％ 1

(全省67．8％)o ，

1956年以来，市区200余名教师被评为省级以上先进工作者。

1983年，实行市管县体制。1985年，所辖武进、金坛，溧阳三县有幼儿班2J90个，入园

幼fl,66925人，小学1832所(其中完全小学19羽所)，在校学生277321人，普通中学243所

(其中完全中学57所)，在校学生122417人，职业班106个，在校学生4938人，乡成人中心

校66所，在校学员6910"8人。各县还开设职工文化技术班(含文化班、中专班、中技培训班、

大专班)，51263名职工参加学习。各级各类学校教师(不含成人学校)18488人，含市区在 ·

内，小学教师学历合格者63．1％(居全省第八位)，初中教师学历合格者530％(居全省第三

位)，高中教师学历合格者53．8％(居全省第二位)，农职业中学教师学历合格者80．I％

(居全省第二位)。三县均达到普及初等义务教育标准与基本扫除文盲标准。

(二)

自清代以来，常州教育的实施俱遵各历史时期政府所颁发的教育宗旨。

清代主要实施科举教育。顺治四年(1647年)至光绪三十年(1904年)，武进，阳湖两

县(即今常州市区与武进县)先后有410人考中进士。因受科举教育的毒害，一些人虽年逾古

稀，却仍热衷于科举考试。其间，府学、县学遵清政府于顺治九年颁布的“卧碑”，要求生

员养成“以供朝廷之用矽的站贤才力， “学为忠臣清官夥。时书院大多官学化，主要进行科

举教育。但陆世仪于毗陵书院主讲期间，不重科举，重指导学生读书。光绪二十年，中日爆

发甲午战争，次年，中国惨败，：遂同日本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时常州同全国一

样，一些具有维新思想的有识之士，t反对科举教育，力倡教育救国。光绪二十二年，刘保

良、李正光等人改龙城书院为致用精舍，聘著名数学家华蘅芳为监督，+主持“新教育弦的实

施．光绪二十五年，蒋维乔，许志毅、汤爱理等人又创设修学社，译辑各种学术著作，以应

实施“新教育力之需。

光绪三十一年，科举废。次年，清政府以“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掣为教育宗
旨。迄常州解放前夕，教育宗旨数易，贯彻最长的是民国18年(1929年)国民党政府颁布的

教育宗旨及其规定的三民主义教育方针。民国20年，武进县教育局训令各校贯彻《三民主义

教育实施原则》，要求全部课程的编制以三民主义为中心，俾使知识教学，道德教育融会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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