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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尤其是中国共产

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丽江县教育的历史和

现状，体现志书“资治、存史、教化”的功

能。
‘

二、本志时限以2000年为下限，地段

以现行行政区划为限。各类教育事业力求追

溯至自己的发端，坚持资料翔实、实事求

是，“详今略古，古为今用”的原则。

三、本志体裁以“述”、 “记”、

“志”、“传”、“图”、“表”、“录”

诸体并用，以“志”为主。努力做到资料

性、思想性、科学性相统一，力求体例完

善，特点突出，文风端正。

四、本志结构首刊“总述”，从宏观角

度总摄全志。次刊“大事记”，纵向记述各

个时期教育的要事和大事。三是志书的各个

分类，为专志的主体。在部分章节之首冠以

一段文字，以综合归纳，反映规律。章末附

有资料，以求翔实。四是各乡镇中小学校介

绍，以乡镇为篇，完全小学和中学单列标

题，初级小学和教学点只用黑体加框标明，

以较大篇幅和翔实的资料，体现了一所学校

不论大小或办学历史的长短，它在整个县的

教育发展中均有一席之地，都作出了自己应

有的贡献。为了突出办学历史悠久，在各个

历史时期有过重要作用的学校，适当增加了

划及教育管理的渊源关系，在有关章节中也

有或详或略的介绍，亦使教育发展一目了

然，体现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实施九年义务教

育这一工作重点。这种编写亦是增强志书史

料性和实用性的一种大胆尝试。此外， “总

述”之前加“序言”和“编纂说明”，书末

有。“后记”。

五、志书篇目采用章节体，志下设章、

节、目。横排竖写，以横为主，横竖结合。

内有大量图片，或作首幅压图，或作图片汇

集，不拘一格，体现图文并茂。

六、志书称谓，对单位的称谓用第三人

称。人物称呼，除行文外，一般直呼其名。

政权和党派称呼亦直呼其名。地理名称用国

家核定的规范称呼。民族也用国家承认颁布

的正式称呼。时间记述，民国及以前朝代用

年号，同时标明公元年份。中华人民共和国

时期用公元纪年。

七、志书书写规格，一律以中国文字改

革委员会编印的《简化字总表》为准。标题

和语言，力求简洁、准确、通俗、生动。一

律用规范的现代汉语。除引用行文外，一律

不用古文、方言：数字书写凡世纪、年代、

民国纪年、公历年、月、日、数字中的百分

比，人的年龄均用阿拉伯数字书写。清朝以

前的年代、分数以汉字表示。如单独书写个



2 编纂说明

位数字可用汉字，十位数以上用阿拉伯数

字。‘百位数以上数字每三位数之间不加一

撇。引用法规和历史文献、其数字保留原来

书写法。 ．
．7

八、志书中设人物，主要记载对丽江县

教育事业有突出贡献的过世人物，或作传

记，或作简介和刊名，另有英名录，专记为

教育事业献出生命的烈士。志书中以事系人

的人物，主要是对教育事业有突出贡献的英

模，先进工作者，特级教师，高级职称的教

师刊名，对教育行政和各级学校的历任和现

任党政主要领导刊名于各类学校之后。对解

放以前任教及各村小教学点任教的教师也按

其资料记载刊名。英模和先进人物的刊名以

最高级别刊名，低级层次和多次表彰教师作

略，以避重复累赘。

九、本志书依据的资料是省、地、县级

机关文件，省、地、县级图书档案、报刊和

有关单位、人员提供的材料。本志书自

1988年编写经12年六易其稿，先后召开30

多次评稿审稿会，参加评稿者近千人次，得

到全县广大学校师生、干部和各级政府干部

和群众的大力协助。体现了志书的坚实基础

和广泛的群众性。

十、本志书在编写过程中，得到省、

地、县宣传部、教委和地方志办公室，各级

有关部门和印刷出版厂社的热情指导和帮

助，在此谨致以衷心的感谢。囿于编者的水

平，遗漏、错误一定不少，恳请读者批评、

指正。
’

丽江县教育志编纂委员会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得庆贺，为此我仅代表丽江纳西族自治县教

育委员会，向给予志书的编纂全力扶持和帮

助的各级党委和政府，各行各业热情的人士

表示衷心的感谢，并向为编写志书付出竭诚

努力的人员表示万分的敬意。

丽江是一个美丽而神奇的地方，有着深

厚的历史渊源，更有奇绝的自然风光，山河壮

丽、资源丰富，被人们誉为滇西北的明珠。终

年积雪不化的玉龙山矗立云岭深处，美丽的

金沙江水奔流不息，山川雄奇，景观秀丽。几

千年来纳西、普米、白、藏、彝、傈僳、汉等各族

人民，在这片土地上耕耘不辍，繁衍生息，创

造了灿烂的民族文化，留下了让人称颂的文

化魂宝。1997年11月，丽江古城被列为世界文

化遗产名录。渊源深厚的历史，钟灵毓秀的江

山，哺育了无数优秀的儿女。人才济济，象夜

空的繁星，熠熠生辉，如椽巨笔写就千古传

奇。他们曾饱尝忧患，历经沧桑，一次又一次

洗却母亲身上的风尘，用心血和智慧创造出

一个又一个新的奇迹，迎接着一个又一个崭

新的太阳，掀起一股又一股澎湃的春潮，让可

爱的故乡洗却风尘新姿卓然，留下了取之不

尽的精神财富。

勤劳朴实的丽江各族人民，历史上就有

着崇尚文化，重视教育的优秀传统。招纳贤

士，兴办学校，一代又一代传承着知书达礼，

《东巴经》。历至元朝初年，丽江有了吸收和学

习汉文化的学庠。到了明清，这里就广设私

塾，传播中原文化，成为茶马古道上的著名驿，

站。在本世纪初科学与民主的呐喊声中，这里

就诞生了全国最早的中等学校之一的“丽江

府中学堂”。一批又一批立志报国，献身教育

的仁人志士从“滇西北革命和文化的摇篮”中

走出，开创了丽江教育的昨天和今天，谱写了

丽江教育的壮丽篇章。1949年7月丽江解放

后，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为丽江社会经济文

化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前景，丽江教育在学

校设备、师资配备和教育发展的观念等方面

进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时期，是历史上教育

发展最快的时期。特别是中国共产党十一届

三中全会之后，沐浴着改革春风的丽江教育

更是发生着日新月异的变化。尽管遭受了无

数艰难曲折和1996年“2·3”大地震这样不可

抗拒的自然灾害，尽管深山偏僻，峡谷闭塞和

旧制度带来的贫穷和落后，给教育的发展造

成了重重困难，但是全县各族各界人民，在各

级党委和政府的领导下，通过一代又一代教、

育工作者的不懈努力，学校办学条件得到前

所未有的改善，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办学

规模不断扩大，办学形式更加丰富多样、师资

力量今非昔比，办学效益不断提高。普及九年

义务教育并扫除青壮年文盲的伟大目标已变



4 序

为现实。一个基本适应丽江经济和社会发展

的普通教育、职业教育、成人教育体系已经初

步形成，全县各级政府、教育行政部门和各级．

各类学校依法治教、依法治校，正朝着制度t

化、规范化、标准化的办学目标前进。

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全面地认真

地纠正了“文化大革命”中及其以前的“左”倾

错误，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实

现了当代中国历史的伟大转折，作出了把工

作重点真正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的

重大决策，确立了改革开放的方针，从而使我

国开始出现了一片大好的局面，实现了我国

社会主义事业的大发展。在百业俱兴，百花

齐放的艳阳天里，教育事业是受益最大也是

受益最多的行业。1983年，邓小平同志在给

北京景山学校题词：“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

向世界，面向未来”。1985年在全国教育工作

会议上，中共中央和国务院作出了《关于教育

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了“百年大计，教育为

本”。1994年，江泽民同志在全国教育工作会

议上强调：“在整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过

程中，教育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必须始终坚

持，不能动摇。”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代表大

会又提出“科教兴国”的战略方针。1999年6

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又召开第三次全国教育

工作会议，作出了《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

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党的十五届五中全

会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深刻总结党的十一

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

建设的实践经验，全面审视世纪之交国际政

治、经济和科技发展所带来的机遇和挑战，提

出《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第十个五年计划的建议》，强调指出“国家的

发展，民族的振兴，越来越依赖于高素质的劳

动者和大量的创新人才，越来越依赖于教育

发展的水平和质量。”2001年6月国务院又

主持召开了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作出了

《国务院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

绘制了新世纪初我国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

蓝图，明确了“十五”期间基础教育改革与发

展的总体目标和基本任务，指明了基础教育

发展的方向。有史以来，教育从来没有被提

高到今天这样被作为基本国策的重要地位、

得到如此多的关注。今天我们认真地回顾丽

江县教育战线五十年来所走过的坎坷的路

程，看到民族教育获得如此巨大的发展与如

此深刻的变化，心情怎能不激动万分。一方

面是大普及、大提高，一方面是教育思想空前

活跃。这不就是丽江教育的春天到来的标志

吗?五十年教育事业的成就，特别是近20年

教育战线的突飞猛进，是十一届三中全会确

立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胜利，

是不断解放思想、转变观念的结果。教育改

革的20年就是教育思想不断解放的20年。

《丽江纳西族自治县教育志》，以马克

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指导，

紧紧围绕党和国家的教育方针，突出丽江县

民族教育的特色，坚持实事求是，秉笔直

书，特别是着重记述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

以后近20年的历史事实。可以这么说，20

年来，我县的教育事业，就是这样一步一步

地从这些被实践证明是错误的或落后于实践

的思想观念中解放出来，从反映这些思想观

念的教育体制、结构、模式中逐步解放出

来，并且形成了不少新思想、新观念。比如

教育改革适应经济社会的发展并积极为之服

务的观念；为现代化建设服务的思想，为即

将来临的信息时代、高科技时代、知识经济

时代服务的思想；大力推进素质教育的观

念；重视教育科研实验的观念；还有终身教

育的观念；大教育的观念；教育社会化、社

会教育化的观念等等。具有存史、资政、教

育和科研的作用。我们深信，这些都将作为

历史和经验，被一代又一代教育工作者所继

承和发展，变成一笔又一笔宝贵的精神财

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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丽江纳西族自治县地处滇西北高原，总

面积7648平方公里，山区、半山区约占

90％，最高居住海拔3400米。全县总人口

为366705人。其中，纳西族人口有20101

人，占全县总人口的54．8％；汉族77255人，

占总人口的21．19％；白族、彝族、普米

族、傈僳族等民族88429人，占总人口的

24．1％。因此，本县是一个以纳西族为主的

多民族聚居的地区。全县有24个乡(镇)、

153个行政村(办事处)。据1999年9月学

年度统计：全县共有各级各类学校595所。

其中，完全中学3所、职业高中l所、初中

25所、小学554所、，幼儿园．10所、教师进

修学校l所、民族孤儿学校1所：在职教职

工总数为3362人。在校中、小学生57525

人，在园幼儿3946人(含学前班)。全县校

园总面积为2934亩，总建筑面积375857平

方米。
’

本县是纳西族的主要聚居地。该民族历

史悠久，是兴学较早，文化较发达的少数民

族之二。但从现在所能收集到的文献资料

看，掌握汉文化较娴熟，能用汉字写诗作文

则始于明代。在尚未受中央封建王朝册封的

元代以前漫长的历史时期，独具特色的“东

巴文化”是该民族接受教育的主要内容。

明、清时期教育

明洪武15年(公元1382年)，元末通安

州知府阿得归附明朝，钦赐木姓，次年开设

丽江府，木得进京进贡朝觐，被任命为丽江

世袭土知府，直到明崇祯16年(公元1643

年)，土知府更替了十四代，均进京进贡，

每次都受到朝廷褒奖。说明在这一历史时

期，木氏土知府靠拢中央王朝，接受了汉文

化。

明成祖永乐16年(公元1418年)，即明

第三代土知府袭职时，云南丽江军民府检校

庞文郁曾提到，同意在本府宝山、巨津、通

安、兰州四州建校，但建校过程因史籍湮

没，无从查考。明洪武21年(公元1388年)

开始，云南一些少数民族土官送子弟入京读

书，而丽江土官、木氏土知府是否送子弟入

京读书，也无法查考。但到明代第6代土知

府木泰，就有诗文传世。又从第8代土知府

木公到第13代土知府木增，连续出现了有

汉诗文传世，与中原名流士林有文字交往，相

互唱和的木氏六公。从零星的资料看，明代

木氏土知府求学成才的途径是：延请内地名

师教授子女；设有书院，作为木氏子女深造

的场所；送子弟赴外地求学。因而在明代出

现了以木氏六公为代表的，最先受到汉文化

熏陶的纳西族第一代知识分子。

从现有资料看，明代丽江教育为木氏土

知府所垄断，自康熙39年(1700年)建立学

宫，康熙45年(1706年)正式设学后，又经

清雍正元年(1723年)“改土归流”，丽江

教育才开始推向民间。清代教育的发展，不

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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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不归功于几任清王朝派至丽江充任流官通

判(副知府)、知府、教授的人。康熙36年

(1697年)丽江府通判孔兴询(山东人)首先

提出设立儒学学宫的倡议，并力排众议、解

囊捐俸，于康熙39年(1700年)建成文庙，

学宫规模初具。康熙44年(1705年)正式设

学，这是清朝廷首次在丽江建立的学府，设

学官、教授、训导，开堂讲学，管理文武生

员。康熙49年(1710年)通判樊经(江都人)

首建“玉河书院”，后继任余文耀续建落

成。雍正3年(1725年)知府杨秘(辽宁

人)、儒学教授万成燕(石屏人)又同创“雪

山书院”，两院办学成效显著。此外，雍正

11年(1733年)知府靳治歧创办义学白沙

馆，后知府管学宣推广义学创办16馆，推

进了丽江平民教育的发展。丽江“新学”，

也象全国一样，萌芽于清末，从光绪31年

(1905年)至宣统3年(1911年)，知府彭继

志(湖南人)，在兴办“新学”过程中为开拓

边疆教育、开发民智，兴办各类学堂，效果

显著：设有府中学堂、府初级师范学堂、府

初级农业学堂、官立高等小学堂各_所，另

设公立初等小学37所，为表纪念，于府中

学堂内建彭公祠。

二、中华民国时期教育
清末兴办的“新学”，为中华民国时期

丽江中小学教育的发展及教育质量的提高奠

定了基础。

1、中学、师范教育

民国2年(1913年)丽江府中学归并大

理，原址改设省立第六师范，首任校长周冠

南。次年，六县(丽江、鹤庆、剑川、中

甸、维西、兰坪)联合中学成立，周冠南兼

任校长。联合中学从民国3年(1914年)开

办至民国15年(1926年)毕业230多名学

生。其中纳西族著名历史学家方国瑜，著名

国画家、书法家周霖，炮兵专家李汝炯，是

这一时期从该校毕业后经过深造而成才的。

民国6年(1917年)第六师范归并大理第五

师范，改为省立第三中学。李群杰、杨尚志

从该校毕业后成为纳西族最早的共产党员。

民国23年(1934年)省立第三中学改称云南

省立丽江中学。和志钧、范义田、和志坚等

先后担任校长。民国30年(1941年)毕业的

高七班，全班不到30人，考进西南联大、

云大等高等院校的达20人，考上留学预备

班的有2人。从30年代到40年代，丽江中

学毕业生，读完高等院校后赴美留学的有杨

凤、方宝贤、和惠桢3人，这是纳西族学子

中继清末民初周冠南、李耀商、李汝哲、李

汝炯后的第二代留学生。

民国29年(1940年)，县长刘承功、教

育局长王筱贞创立女子师范班，次年创县立

初级中学。就在同年，教育家、文学家汪懋

祖到丽江创立丽江师范，学生来自滇西北

14个县、局(设治局)，邻近的洱源等县也

有人慕名前来求学。丽江师范自1942年开

始招生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

间虽短，但在培养小学师资，发展滇西北教

育方面，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2、小学教育

丽江小学教育自民国元年(1912年)到

民国18年(1929年)17年间的发展缓慢。民

国18年和志坚任教育局长后，采取了诸多

措施，在任职7年多的时间里，高、初小学

校从9l校发展到230多校。并在此期间极

力推广民众教育，办好民众学校。

民国26年(1937年)抗战开始，国难当

头，办学经费拮据，但丽江以其特殊的地理

环境，受战火影响不大，商业贸易一度繁

荣，成为滇西北贸易中心，商界及其他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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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丽江县委的领导下，丽江宣布解放。接

着，丽江县政务委员会接管了国立丽江师

范、省立丽江中学和县立初级中学，合并称

为丽江人民中学。各乡(镇)原有小学也改称

为人民小学。为加强学校工作、充实改善教

师队伍，县委抽调了一批能胜任教育教学工

作的共产党员、民青成员和干部到学校任教

或担任学校领导，迅速建立起学校正常的教

学秩序。许多解放前未办过学校的乡(镇)、

村，办起了学校，许多世世代代没进过学校

门的工农家庭子女纷纷到校读书。
‘

五十年代初期，县委组织教师参加了抗

美援朝、思想改造、肃反和“三反”运动，

对教师进行阶级教育、爱国主义教育和无产

阶级国际主义教育，从而有效地提高了教师。

的思想觉悟，开始逐步树立起为人民服务的

思想。1954年，根据国务院在1953年提出

的“整顿巩固、重点发展、提高质量、稳步

前进”的教育工作总的指导思想，明确提出

“学校向工农子弟开门，为生产建设服务”

的打击。尤其是在1956年的肃反运动中，

出现了扩大化的错误，制造了一些冤、假、

错案，使教育事业受到一些不应有的损失。‘

(二)全面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

1957年元月至1966年5月，是我国全

面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十年。随着社会主义

建设事业的推进，教育事业也得到相应的发

展。 ，

从1957年开始，学习贯彻了毛泽东主

席“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

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

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这一重要

指示，使教育工作者明确了努力方面，加强

了对学生的全面发展的教育，同时加强了学

校党团组织和少先队组织的建设，加强了阶

级教育、劳动教育和共产主义理想教育，开

展了学雷锋和学习毛主席著作的活动，使全

县教职工和中小学生的政治素质和思想素质

都得到提高，好人好事层出不穷。在“大跃

进”的1958年，教育事业也“破除迷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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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思想”，采取“两条腿走路”的方针，

贯彻“三个并举”，形成了群众性的办学高

潮，增办5所初中、49所完小、49所初

小、兴办23所农职业中学，学生人数也相

应增加，少数民族在校生比例明显增大。

1960年，教育部颁发实施了《全日制中学

暂行工作条例》、《全日制小学暂行工作条

例》，全县中、小学逐步建立起正常的教学

秩序。1962年，贯彻“调整、巩固、充

实、提高”八字方针。调整以后，学校数有

所减少。1965年，贯彻刘少奇主席提出的

两种劳动制度和两种教育制度，贯彻“两条

腿走路”的方针，多种形式办学。全县除全

日制中、小学，农职业中学外，耕读学校有

了较大发展。

在这一时期，丽江的教育事业也受到一

些波折。1958年的“反右”斗争、1959年

的“反右倾”，均犯了扩大化的错误，伤害

了一些人。1966年春的“四清”运动，学

校领导人人“下楼洗澡”(接受审查批判)，

教师人人自我检查，不少人还受到批判，因

而挫伤了学校领导、教师的积极性。1958

年，师生离开课堂上山大战钢、铁、铜，下

乡支农，劳动时间过长过多。这一些，都影

响了教育的发展，影响了教学质量的提高。

(三)“文化大革命”时期

1966年至1976年，是“文化大革命”

大动乱的10年。丽江县的教育事业受到了

严重的冲击，蒙受了深重的灾难。

紧接着1966年春的“四清运动”，全

国范围内便开展了“文化大革命”。在这场

所谓的“革命”中，各级各类学校的领导和

广大教师受到打击和迫害，有的甚至含冤丧

生。学校不成其为为社会主义培养建设者传

道授业的场所，而变成对教师专政的机构。

至1969年，提出“高中不出公社，初中不

出大队”，致使中学增多，师资不足，只好

抽调小学教师教初中，大量吸收民办教师教

小学和初中，造成中、小学教师总体水平下

降。在教学上，否定了“文革”前经教育部

审定的教材。语文课改上毛主席语录或著

作；化学、生物两科改为农基课；物理改为

工基课。没有教材自己编写。同时，搞“厂

校挂钩”、“校队挂钩”，并将初、高中学

制改为“二·二制”，教学质量急剧下降。

招生采取推荐与选拔结合的办法，不少小学

生、初中生被送到中专、大学学习，致使中

专、大学的质量无法提高。1972年，在全

国教育工作进行整顿的同时，丽江教育也作

了一些整顿，教学质量有所回升。但到

1974年，又掀起了一场所谓“反击修正主

义教育路线回潮”的斗争。提出“宁要社会

主义的草，不要修正主义的苗”的荒谬口

号，把一些致力于教学质量提高的学校领导

和教师作为“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回潮”的代

表，使他们重又陷入人人自危、无所适从的

境地，教学质量随之下滑。

(四)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

1976年lO月粉碎“四人帮”。1977年

开始，教育界进行了大量拨乱反正的工作。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此

后我国进入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

期，教育的春天也随之到来。

从1979年开始至1999年二十年来，丽

江教育以“四个面向”为指针，丽江县委、

县人民政府和县教育主管部门把教育工作作

为实现“四化”建设的战略重点来抓，做了

许多扎实的、卓有成效的工作，取得很大成

绩。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根据需要削减或增设中、小学，使

学校布局趋于合理。

撤销了“文革”中增设的大队中学和小

学附设初中。保留一中、五中、七中(于

1995年撤销)的高中部。没有中学的乡(镇)

都建了l所中学，有几所中学合并为1所中

学(石鼓镇、巨甸镇各有2所)。为解决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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