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抗战时期湖南教育发展述论

暨爱民

内容提要 抗战时期湖南教育在其他各业遭严重破坏的情况下取得罕

见的发展。小学教育、中等教育、职业教育、师范教育和高等教育, 规模空前

扩大、教学质量提高, 全省各级各类教育布局进一步合理,尤其是中等教育的

发展跃居全国前列,为湖南后来教育的全面发展奠定坚实基础。湖南战时教

育既具满足战争需要,服务抗战, 又有发展不平衡的特点。教育在战时湖南

之所以有如此进展,是由于湖南各界军政领导的重视、湖湘人民的共同努力

和湖湘文化精神的支承,以及外地各类教育资源的支持。

关键词 抗战时期 湖南教育 发展概况 特点 原因

1937年七七事变, 平、津、京、沪相继失守, 全国 各地之机关

学校,均以变起仓卒,不及准备 ! , 教育因之受到巨大损失。在此

紧要关头,国民党政府采取 维持正常教育 、战时须作平时看 之

措施,于是年 8月 27日, 颁布∀总动员时督导教育工作办法纲要#,

要求 战争发生时,全国各地各级学校及其他文化机关,务力持镇

静,以就地维持课务为原则 。∃ 但许多学校因战乱而难以为继只
得停办,如河北农学院、工学院、医学院及水产专科学校、山东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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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山东农学院、上海吴淞专科等 ! , 许多学校纷纷南迁湖南。但

随着武汉失陷, 长沙危急。迫于时势,在湘的许多学校,尤湘中、湘

北城市中学校不得不向西南偏隅迁移, 构成教育由中心向边缘发

展的态势。不同于其他省市, 这一时期湘省的教育取得罕见发展,

尤初、中等教育, 其学校数和学生数同期居全国第二、三位。∃ 本

文拟对抗战时期湘省教育的发展概况、特点和原因进行研究。

一 战时教育发展概况

(一)各级教育规模增大

抗战爆发后,湖南加紧了小学教育的推进。至 1939年, 全省

小学增至 28800余校, 1940年湖南省府制定∀湖南省实施国民教

育五年计划纲要#,到 1941年时, 全省 1609个乡镇, 已在 1491 个

乡镇设立中心学校,国民教育普及率达 93%。国民学校方面, 全

省20138 保, 只有 1050保未设保国民学校, 普及率达 95%。另

外,还有未改办的私立小学 6285所,基本实现一乡一中心学校, 一

保一国民学校, 小学生人数到 1939年已增至 1211573人, 1941 年

达 1598476 人, 以后逐年增加。至 1945 年, 小学校数目增至

32000多所,学生增至 2168000 多人。教职工的数量也在累年增

加,抗战爆发时的 1937 年, 有教职工 51025 人, 1939 年增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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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54人,至 1941年增至 64916人,至 1945年时已有教职工 78895

人。同时, 短期义务教育从 1935年开始实施至 1940年 8月实施

国民教育止,共办 10期, 总计有 29029班,每班约有 40人, 计有学

生 1161160人。另外又在湘西乾城、凤凰、永顺、保靖、泸溪、古丈、

麻阳、通道等县设置短期小学, 从 1937 年至 1940 年, 先后共办

540班, 每班约有 40人,共计有学生 21000人,学生的质量也大幅

提高。!

中等教育发展最为突出。1937 年, 全省公私立中学仅有 81

所,到 1945年,所设中等学校就已增至 280 所, 仅次于四川和广

东,居全国第三位。∃ 据 1941年朱经农所撰∀三年来的湖南教育#

统计: 湖南历年中等教育经费的省款部分约占省预算教育文化经

费总额的二分之一以上。1938 年至 1941年, 因中等教育的积极

发展,经费年有增加, 全省公私立中等学校由省库开支的经费,

1941年度比 1939年度增加 300万元, 而且开支审慎、款不虚糜。

三年中,省立中学按计划增设, 县立中学根据需要次递增办, 新兴

私立中学大大增加。学生人数也逐年增加, 1937 年时为 30782

人, 1941年时增至 59770 人, 至 1945年, 增至 91916人。教职工

人数到 1945年时,教职工已达 6715人。&

抗战开始以后职业教育受到格外重视。据王德华在∀湖南中

等教育概况#中所述: 1937 年湘省公私立职业学校已有 44所, 至

1941年实施分区设学后,每一行政督察区都配有 1所省立职业学

校,另还设有 2所护士助产职业学校。县立职业私立学校, 因为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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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设备不易,故入学者不多,其发展势头没有中学迅速。至 1946

年底为止, 省立职业学校有 12所和 1个补习班, 县市立职业学校

11所,私立职业学校 39所, 总计有 63 所职业学校, 有职业学生

7520人。其中高级职业学生 3310人,初级生 4210人。职业学校

的设科,尚能适应抗战建国的需要,高级职业以工科、农科、医护科

为主,低级以刺绣、缝纫等科为主。有 14所职校办有高级工科, 内

分机械、电机、化学、纺织、土木、水利、电信、皮革等科别,有 6所职

校办有护士助产科, 19所职校办有农科,办商科、文书科和艺术科

的职校较少,仅有 1至 3所,其余的 17所都为缝纫刺绣等科,服务

于战时的色彩很浓。!

师范教育发展迅速。1937年共有 39所师范学校 , 但自 1941

年实行分区设学办法,同时各县国民教育的迅速发展, 对师范毕业

生形成巨大的社会需求,师范教育因而迅速发展。迄至 1945年,

湖南师范学校共计有 59所,其中省立 11所,联立、县立师范学校

48所,学生总人数达 16297人,教职员有 1599人。

高等教育在湖南发展较慢。湖南高校原仅有湖南大学、湘雅

医学院。1938年,为适应湖南战时中等教育发展对师资造成的需

求,创设了国立师范学院。1941 年, 又在南岳创办了三所专科学

校:省立农业专科学校, 开设有农艺、森林、水利三科; 工业专科学

校,开设有建筑、水利、化工、矿冶四科; 商业专科学校开设有银行、

会计、统计、工商管理等科。每期学生均有增加。∃

(二)教育布局渐趋合理

1940年,国民政府开始实施∀新县制#, 颁布∀中国国民党抗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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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国纲领及战时各级教育实施方案纲要#、∀国民教育实施纲领#、

∀乡镇中心学校实施要则#、∀保国民学校实施要则#等, 规定每一个

保设国民学校 1所, 每一乡、镇设中心国民小学 1 所。6月, 湖南

省政府据此颁订∀湖南省实施国民教育五年计划纲要#、∀湖南省各
县保国民学校及乡镇中心学校实施办法#等文件, 促进湖南小学学

校布局合理化。抗战爆发之前,如 1932年,湖南 2万多所小学中,

长沙有 1000多所,湘乡 1500多所,而靖县只有 30多所,保靖仅有

20所,这种布局极不合理,但至 1941年止, 一乡镇一中心学校、一

保一国民学校的设校计划,除岳阳、临湘等沦陷区外,已基本实现,

湘西的偏僻山区县份,也大部分实现了该计划。和小学的分布格

局一样,抗战爆发前,全省的公私立中学多集中于长沙、衡阳、常德

等主要城市,这种布局使偏远县份的文化教育更为落后。1941 年

起,省政府为改变这种布局,谋学校之合理配置, 实施分区设学办

法,将全省按行政督察区域,划分为十个中学区, 订定分区设学计

划,每区设置省立中学、师范、职业学校各一所,县立中学、私立中

学也在分区设学原则下同时增加。为此,于同年秋,教育厅将国立

八中师范部改为省立所里师范学校, 国立十一中师范部改为洞口

师范学校,同时分别于耒阳、衡阳增设了省立农村高级医事职业学

校和省立高级助产职业学校, 使省立师范和职业学校实际各为 12

所。1942年,将省立二中一分校改为十一中, 屯区联立初中改为

省立屯区中学, 于南岳设立省立十三中,是故,这年省立中学有 13

所,省立师范学校实为 11所。1943 所,省立屯区中学改为省立十

三中,省立一师一分校改为省立十一师范,省立洞口师范改为省立

十二师范,省立四职分校改为省立十一职校, 省立高级农村医事职

业学校改为省立高级护士助产职业学校,因此,这年省立中学和职

业学校各实为 13所,省立师范学校有 12所。

另外,为避免日机轰炸,各县立中学也暂迁往学区境内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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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多为教育不甚发达的偏僻之所。长沙、衡阳等地群集的私立

中学, 也迁往各县乡村, 这种情况, 客观上有利于学校布局的进一

步合理化,有利于边远地区和乡村教育的发展。如湘西、湘南等少

数民族聚居地区, 中等教育在抗日战争时期就发展较快,其中安

化、泸溪、邵阳、零陵、保靖、沅陵、凤凰、溆浦、乾城、永顺、大庸等地

就有很多省内省外中学和政教机构迁入,增多了这些地区青年的

入学机会,促进了该地区原本落后的文化教育的发展。1943年,

少数民族地区有中等学校共 20所,在校学生共 3000多人, 其中少

数民族学生有 600多人。

(三)外地学校纷迁入湘, 教育质量提高

抗战全面爆发后,平津等地的学校面临危机, 无法在原址坚持

教学,只得相谋南迁。北大、南开、清华三校迁往湖南长沙,合并组

建国立长沙 临时大学 。! 10月 28 日, 经数月准备后, 长沙临

大 开学 。但由于日寇步步进逼,长沙屡遭日机轰炸, 迫于形势,

在上课三个月后 临大 于 1938年 4月又搬迁到昆明, 更名为 西

南联合大学 。长沙 临大 迁滇,异常艰辛,对此胡适曾感慨 不但

联大值得纪念, 在世界教育史上也值得纪念 。∃

除北大、清华、南开三所高校外, 1937、1938年外省搬迁来湖

南的学校还有: 南京国立戏剧学校、北平民国学院、国立杭州艺术

专科学校,山东省立戏剧学校等,它们都相继迁至省会长沙。随着

日军犯湘, 湘北、湘中等地沦为战区, 沿海省市沦陷区的学校和知

识分子迁入偏远的湘东南、湘西等山区。1937年, 湖南省政府为

顺应时势变化, 将全省划分为三个教育区: 湘东区、湘中区和湘西

区。外地学校(主要是中学)纷纷迁入这三个教育区。南京私立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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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中学、五卅中学、三民中学先后迁入桂阳人和塘、益阳马迹塘和

邵阳廉桥。! 1937 年, 国立东北中山中学, 由南京迁到湘乡永丰

镇。1938年 8月,国民政府教育部派安徽省教育厅厅长杨廉到湘

西,将国立安徽中学迁到乾城, 后改为国立八中, 收容皖省中等学

校流亡师生,校本部设在乾城,另在洪江、永顺、绥宁、保靖、麻阳及

四川的秀山等地设分校 6所, 全校教职员工有 380余人,收纳学生

4000余人。1938年, 教育部又派杨宙康、吴学增在武冈竹蒿塘创

立国立十一中学,收容湖北、湘北等地的流亡师生,初时教职员有

150余人,学生 1500余人,第二年,学生猛增至 2000余人, 1944年

又因战事,先后迁至凤凰和辰溪上课。1939年, 由江苏迁到湖南

桃源的江苏省立湖南桃源中学迁到所里,更名江苏旅湘临时中学,

1941年并入国立八中, 1946年抗战胜利后,才迁回原籍。

外省学校迁入湖南, 给湖南带来高质量的师资和全新的教育

理念。北大、清华等高校的一大批全国知名教授和其他学校的一

些教育专家、名教师的到来,不仅提高了教师队伍的质量, 而且将

他们的考试、招生制度,先进的教学方法、教育思想、学校的管理理

念等带进湖南教育,促进了湘省教育质量的提高和教育规模的扩

大。1940- 1945年国民政府教育部举行过六届全国专科以上学

生学业竞赛,在前三届竞赛中,湖南高校学生获甲、乙、丙三类各科

目第一名的就有 9人次, 尤其是第三次竞赛, 乙类师范学校 16名,

国立师范学院即占 12名, 湖南大学则占了水利工程系的全部名

额,丙类的文学院和医学院第一名分别为湖南大学和湘雅医学院

所获。∃ 教育规模方面,以中学为例, 1938年全省 87所,较上年仅

增6 所, 但从 1938 至 1944 年间, 每年都以数十所的速度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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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时达 267所。师资学历合格率由战前的不足 20%增至将

近 31%。! 另外,外省学校来湘,更有助于救亡运动的开展。尤其

是长沙,在抗战初期成为全国的教育、文化、抗日中心之一。外省

学校来迁的影响和作用是显而易见的。

(四)少数民族教育空前发展

湖南的少数民族主要聚居于湘西 。抗日战争前夕, 湘西兵燹

频年,纷争不止,加上匪祸、饥荒和瘟疫,教育更是迟滞。追溯有清

以来的湘西教育, 中学仅有凤凰、永顺 2 所。1925 年, 因川军袭

扰,凤凰的湖南省第十二联合中学停办,仅存永顺的第十联合中学

1所。多年来,政府对湘西实行民族压迫和民族歧视政策,剥夺少

数民族受教育的权利。至抗战爆发前夕,终激起苗族上层人士的

义愤。1936年,凤凰县苗族名绅龙缉伍、龙达三,乾城县苗族文化

人士石启贵,永绥县苗族官绅、第三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秘书石宏

规及凤凰县教育界人士刘佛林,联名向湖南省政府递交∀湘西苗民

文化经济建设方案#,其中∀教育#第七款为要求: 增设苗乡短期小

学及民众班 ,以发展民族小学教育,使边区 特种部族 和 土著民

族 能受到教育,边区得到开化,而达于 固国族, 以宏抗战力量和

启示平等 。湖南省政府虑及对少数民族统治的稳定和政权的巩

固,于省府常委会第 693次会议上,通过了∀湘西苗民文化经济建

设方案#,在湘西特区对 土著民族 实施 国防教育 和 边区特种

教育 ,并作出 议决 , 责饬省教育厅和湘西苗防屯务处主办实

施。∃

1937年 6月, 湖南省教育厅遵奉省府指令,统一实施 二年制

短期义务教育制度 ,省府第 702次常会修正通过∀湘西特区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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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办法#,议决在乾城县小溪庵创办 湖南省立湘西特区师资训

练所 , 必要时迁所里镇氵无溪书院 ! ,培养短期义务小学师资, 然

后分配到凤凰、保靖、乾城、永绥、泸溪五县苗区,开办了短期义务

小学 170个班。1938年, 拨出屯谷 5000石,开办湘西有屯 7县联

立初级中学,简称 屯区中学 ,招收 7县 土著民族 学生。1943

年 6月, 湘西苗族上层人士又以湘西为 土著民族 、化外 特区

为由,破除了省政府一个专区只设 1所省立中学、1所省立师范、1

所省立职校的 规定 ,使省教育厅将 屯区中学 改设为湖南省立

第十三中学, 招收 土著民族 子弟入学, 同年又于凤凰县黄丝桥

和永绥县卫城, 为 土著 、边胞 设立了 2 所 湖南省立边区小

学 。∃

湘西既为抗战大后方, 又是通往西南的门户。抗战爆发后,

江苏、浙江、安徽等省沦陷区的学校和一些全国性的教育社团纷

纷迁来,分布大半个湘西,本省长沙等地城市的学校随着战争的

深入也大举内迁,使湘西教育骤然兴盛。从幼教、中教到高教形

成了一个较完整的体系。1938年春, 河北、山东、江苏、浙江、安

徽等省流亡妇女和儿童, 组成 妇孺教养院 迁入凤凰。接着, 在 6

年的时间里, 先后有 中国战时儿童教养院 第一、第二、第三分院

分别迁入泸溪、乾城、凤凰,湖南战时儿童 保育院 和 爱幼院 分

别迁入永绥县和大庸县, 第九战区教师服务团 主办的 难童小

学 迁入乾城河溪, 湖南省立第四中学迁入泸溪县城, 国立第九战

区战时中学、兴华中学、辰郡联立中学迁泸溪浦市, 国立第八中

学、江苏旅湘临时中学迁乾城县所里, 湖南省立高级农业学校迁

入泸溪浦市, 江苏省立银行专科学校迁入乾城县所里, 后改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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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商业专科学校,再又改为国立商学院,等等。除学校外, 还有一

些教育机构与教育社团也迁入湘西。第九战区中小学教师服务

团、教育部社教工作团第九施教队、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江苏失

学青年工读服务团、湖南省图书馆等都来到湘西。迁入的学校和

教育机构社团中, 汇集了一大批教授、教育专家、学者, 他们除在

本校任教外, 还纷纷在湘西创办学校和教育机构, 到湘西各县所

办的中学任教。 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 的先驱朱其慧、晏阳初在
泸溪举办平民教育;战地教师服务团的 200名大中小学教师都下

到湘西各县城乡中小学任教。国立八中成立后, 发展很迅速, 师

生曾一度达 5000 多人, 部设齐全, 有高中部、初中部和师范部。

另外从 1941年至 1945年, 湘西十县先后创办了县立初级中学。

湖南省政府也给予支持, 于该时期内, 先后在湘西设立了省立第

八中学, 省立第十三中学,省立第八师范, 省立第九师范及省立第

八职业技术学校, 又从紧张的教育经费中拨出一部分给湘西使

用。湘西民族教育, 出现了历史性转折,被称为 湘西教育继清末

留学的第二次辉煌 ! ,这为以后湖南民族地区教育事业发展奠定

了坚实的基础。

二 战时教育发展的特点

分析湖南这段炮火下的教育发展史,主要有以下两个特点:

其一,适应战时形势,满足战时需要,实施教育改革,是抗战时

期湖南教育的一个重要特点。战时教育应具战时的特色。张治中

莅湘后,在对湖南政治、经济等方面进行整顿的同时,也进行了教

育文化的改革。他对形势的认识非常清醒: 这一阶段, 是决定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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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国家民族命脉安危存亡的时候, 我们决不能有所踌躇,多所顾

忌。 ! 我们觉得在抗战建国同时并举的重要关头, 一切都应该

在极大的变革中来求进步,以增强抗建工作的力量,特别是因为教

育是培养后辈青年, 培养民族活力的渊源, 更不能不渗合时代精

神,力求适应 。∃ 张治中认为, 要加强抗日力量,更重要的是将人

民力量组织起来。为此, 他决定通过改革教育,发动学生实现组训

民众,增强抗日力量之目标。1937 年底, 他经与教育厅长朱经农

等人多次商讨后,在省府会议上通过了利用青年学生组训民众的

计划和具体措施: 所有高中以上的学校暂时停办一、二学期,预派

五万青年学生下乡村,往全省开展民训工作, 为期六个月, 六个月

后,学生仍返原校,继续学习, 补足课程,另派第二批学生到农村中

去。通过知识青年到农村去, 使新知识分子、新青年与农民结合的

民训运动, 加强对乡村民众的教育,拓宽青年学生的视野, 提高乡

村民众的文化水准, 加强抗敌自卫力量,作好战时准备 。张治中

认为, 在国家危急存亡时刻,为适应战时之特殊需要,必须给青年

学生以新的教育和必要的民族主义教育,青年学生要抱有为国家、

为民族献身的精神, 站到 民族抗战的实际基础上,去做活的工作,

去求活的经验, 上活的课堂,要他们从学校里的死课本转移到社会

的活课本上,去受社会的教育,尽国民的责任 。&

1938年, 张治中出巡湘西考察教育, 认为必须对教育的组织

与人事、教育的精神与礼节、课程设置和课堂教学方法等进行彻底

的改革和整顿。他指出目前湖南教育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相应

的改革方法:第一,当前教育中普遍存在校课与时代脱离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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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课的设备与国家面临的时局极不相应。因此,更张教育制度, 改

革课程设置以满足战时状态, 应是教育中的一大要务。第二,教育

发展不平衡,存在很大的地区差异。湖南的学校, 中学大部分布于

长沙、常德等几个较大的城市,大学则完全集中于长沙,湘西、湘南

的一些县份,很少有中等学校。教育经费的分配也不平衡, 70%在

城市,乡村得到的不足 30%, 这极不合理。他说: 如果拿人口的

数量,比照教育的设施以及教育经费的分配情形 , 这不能不说是

一种畸形的状态 。照此下去, 如果教育的作用, 不能从少数大城

市推动到边远的县份,如果文化的光辉不能从城市普照到广大的

乡村, 其影响决不止于教育上的失败, 因为广大乡村永远空虚下

去,广大的农民永远闭塞下去,就不单纯是一个教育上的问题 。!

对此, 张治中提出,在省府的施政纲要中,重新划分教育经费的比

例,规定重新分配省立中等学校设立地点,并以大半迁入农村为标

准,尽量移设边区,同时要筹设联乡小学、联保小学,以普及农民教

育,增进农村文化。第三,忽视思想教育,教学与训育分离。他主

张改变教育方针, 实行教训合一, 建立和培养近代学校制度和风

气,培养学生具有追求上进,爱家卫国的思想和不屈不挠的优秀人

格,使学生具有健全的修养,成为国家的有用之材。

1938年 8月 8日, 全省教育会议召开, 通过了许多改革湖南

教育的积极性主张, 如制定训育方案,拟议课程改革,决定筹办分

区设学,确立教师专任制度,提倡男女同学,改良集训办法, 设法增

筹教育经费,缩短中学修业年限, 充实学校实习设备等等, 张治中

改革教育的思想在其中得以体现。这次会议对湖南教育的改革具

有重大意义,如张治中指出这次会议 确是湖南教育史上一个划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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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的记录 。!

其二, 发展不平衡。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 1)各级各类学

校教育发展速度不平衡。在湖南抗战时期的初等教育(包括国民

教育、小学教育)、中等教育(普通中学、中等师范、中等职业)、高等

教育(包括专科学校、大学或学院、国外留学)和社会教育中, 中等

教育发展最快, 初等教育次之,高等教育和社会教育发展较慢。造

成这种局面的原因, 主要有两个:第一是认识上的变化。政府和民

众普遍认为中等教育和初等教育更能适应战时需要,更能提供适

用于战争、服务于抗战的人才,有利于抗战的胜利。正如余先枥先

生说: 中等学校为训练中级干部人才之场所, 亦为各级教育之桥

梁。 ∃ 因是教育界力倡中等教育,以与战时环境相配合。这时期

中等教育 为本省教育史上 富有活力之新页 。& 对于小学教

育,人们认为, 小学教育为国民教育之基础, 关系抗战建国至为重

大,更应配合各方面,一致动员,因此, 时无论政府以及社会各方,

对于国民教育, 莫不加以整理与推进 。( 致 国民教育亦有飞跃

之发展 。) 第二, 省府和地方对教育的经费投入上的差别。应该

说这是前述认识变化的结果。教育经费投入上的差异和不平衡,

可通过下表中的数据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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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省教育文化经费投入比较表 ! (单位:元)

项 目
1937 年

1938

(半年)
1939 年 1940 年 1941 年 1942 年

总 计 4044398 1430619 2547412 2886639 9825432 11689602

初等教育 996755 360899 750545 857335 1645712 3696678

中等教育 1790580 705345 1223473 139246 4640606 4388430

高等教育 587642 204663 287770 314306 2808410 1518044

社会教育 92984 81714 92669 110046 213383 398341

其 他 576437 77998 192955 232486 517321 1687109

从上表可以看出, 1937年至 1942 年的湖南教育文化经费开

支中,中等教育经费每年几占全年投入的一半以上。1938年至

1941年中等教育经费年有增加, 全省公私立中等学校由省库开支

的经费, 1941年度比 1939年度增加了 300多万元。中等教育发

展最快也就在情理之中。经费投入居第二位的是初等教育, 投入

最少的是社会教育, 所以社会教育 不十分发达 , 前教育厅长朱经

农先生言 尚待吾人之努力 。∃ ( 2)分布区域不平衡。这种状况

历史尚久,至 30 年代初朱经农来湘时仍未有改善。于初等教育

分配至不平均 & , 湘中的一些城市, 一市就达千余几百校, 而湘

西、湘南某些县份,一县都只有 20 ∋ 30余校。中等教育的分布也

同样不平衡, 学校集中于长沙、衡阳、常德等二、三都市,未能平均

发展, 边区子弟就学艰难 。( 高等教育则表现为湖南大学、湘雅

医学院集中于长沙、群治法政学院则分设湘沪。这种不平衡的状

况,直至抗战爆发后的前几年,湖南省政府、教育厅采取分区设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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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及国民教育等各项措施,使这种不平衡状况有所改变,教育整体

布局趋于平衡和合理化,但于湘西、湘南的僻远地区,受各种条件

限制,使这些措施很多仍流于形式。

三 战时教育发展的原因

首先,湖南省府和有关官员的重视与支持是最重要的原因。

湖南地方政府素有重视教育的传统。自晚清以来,从戊戌期间的

陈宝箴至以后抚湘的庞鸿勋、端方、赵尔巽等人, 都较注意普及教

育,创立各类学堂。辛亥后,谭延 数度督湘,亦热衷教育, 与湘省

著名教育家胡元 等人, 共同扶持湘省教育。至何键, 虽力行尊孔

读经,但并不排除对湖南教育的支持。1932年, 为湘省教育发展

大计,他委中大教授萧孝嵘、湖南国货陈列馆馆长刘廷芳两先生入

鲁,力邀教育界名士朱经农先生南下赴湘,任教育厅长一职,改造、

发展湖湘文化教育。1937年 11 月, 张治中被南京政府作为承乏

湖南省主席的人选, 曾对朱经农说: 我对于军事的兴趣,远不及我

对于一般教育兴趣的浓厚。 ! 他抱着 改造旧社会, 建设新湖

南 ∃ 的信念,对湖南教育进行改革, 使湘省教育更趋于全面、合

理。

教育厅长朱经农的贡献和作用尤为突出。1932年俟入湘,

即为湖南教育经费的独立而奔走,终使湖南的教育经费有了较为

稳定的来源, 暂时解决了当时教育中最为棘手的经费问题。

1932 ∋ 1943年他任湖南教育厅厅长一职十年有余, 期间的贡献,

主要为以下几点: 第一, 创办众多小学,力谋普及国民教育。在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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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和教育厅普及国民教育五年计划制订实施后, 他躬亲为事,

努力督促, 在 1941年底基本完成普及国民教育计划。第二, 创造

性地提出 募田募山 作为解决教育经费困难的重要途径。假如

各校自身无基金, 全持中央及省款补助, 必难有成 。他认为:

欲谋一劳永逸, 首在募田募山, 田能收稻, 可发实物; 山能种植

杂粮果树,亦可解决经济困难。 ! 第三, 力持发展中等教育, 尤

在湘西等偏僻山区创设各类中等学校, 发展少数民族地区教育,

逐步解决学校分布不均、发展不平衡的状况。使全省的每个行政

督察区都能保证有一所省立中学、一所师范和一所职业学校。第

四, 协助省垣等城市学校的搬迁工作。为完成这项任务,朱经农

多方协调, 为省垣的大、中、小学迁往安全地区继续开学提供必要

的援助, 为抗战后湖南教育能继续发展保存基础。第五, 设法推

促湖南高等教育的发展。他莅湘时,初具规模的高校仅湖南大学

一所,湘雅医学院尚未完成立案手续, 群治法政学院分设湘沪两

地, 规模小, 立案困难。为此, 他指出: 湖南高等教育第一要务

是奠定三校基础, 再图发展。他设法帮助湖南大学完成国立

运动,湘雅医学院也设法完成立案手续, 群治法政学院改办农商

学院,并帮其在长沙选定校址。1938年, 他作为国立师范学院的

筹委会委员之一, 为国立师范学院的创立和以后的发展甚具劳

绩。

长沙大火后,张治中去辞, 薛岳继任。他 揭橥教育文化为三

大建设之一 ∃ , 不断增加教育经费, 三十年度分区筹设中等学

校,省教育经费陡增四倍,三十一年度, 复有增加 ,其投入的经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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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薛岳以生产、卫生、教育三大建设为施政中心。

朱经农:∀十年回忆# ,∀湖南教育月刊#、∀国民教育指导月刊#联合版, 1942年 9月。



空前宠大 ! , 三十年度省内预算, 教育文化经费总额, 竟达 1230

余万元 , 其重视教育,于此可见 。∃

其次,以 心忧天下 为特征的湖湘文化精神作用, 尊知重教和

坚强不屈的湖湘文化性格, 塑构了抗战时期湖南的教育特色。湖

湘文化是湖湘历数千年历史文化积淀而成,经受了历史的陶洗和

筛拣, 在民族存亡关头,能激起湖南人民奋起改变屈辱的生存状

态,建构民族良知和历史良知。所以,研究抗战时期湖南教育的发

展,断然不能割裂这种文化的延伸和人文精神的传承接续的作用。

教育正是坚持精神理想和健康人性的中流砥柱 。& 以教育唤醒

民众,将阶级的情感化约为民族激情,在民族的危难时刻整合各类

力量,共拒外族侵略。是故抗战时期 教育救国 的呼声自有其历

史的逻辑性和文化的合理性, 也是民族自身感悟的升华。湖湘民

众通过发展教育,培植更为坚执的民族勇气、热诚的民族关怀和独

立的民族尊严, 以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武力侵略和愚民奴化。湘北

临湘县于 1938年 11月陷落后, 百业俱废, 学校停办 (, 但临湘

师生采取 敌来我走,游击教学 的方法) 对付日本人。而日军在

临湘办日中、东兴、复兴、和平、维新小学和亚兴高级小学等 9所小

学,在岳阳县开办日华、日新、维新等小学 10所,进行奴化教育, 遭

到了当地人民和小学师生的坚决抵抗。∗ 在学校大迁徙和重建

中,湖湘人民从物质和精神上帮助广大教师和学生克服了重重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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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南省志#第 17卷∀教育志#上册,第 137页。

∀临湘县教育史料首批初稿汇编#油印件。

∀临湘县教育史料首批初稿汇编#油印件。

摩罗:∀耻辱者手记# :∀提问小学教育# ,内蒙古教育出版社 1998年版。

朱经农:∀十年回忆# ,∀湖南教育月刊#、∀国民教育指导月刊#联合版, 1942年 9月。

王希烈:∀十年来之湖南教育经费#。∀湖南教育月刊#、∀国民教育指导月刊#联合

版, 1942年 9月。



难,胜利完成了搬迁工作,尤在日机轰炸长沙以及长沙大火后, 许

多学校的校舍、实验室、图书馆、学生宿舍变成一片废墟,学校教育

损失惨重,但在各方努力下,教育迅速得以恢复,弦歌不辍。

正是凭此精神, 抗战时期,湖南虽处极度困难之中,但 各地方

各族姓竟相设学 ,教育 以迅速的速度向前发展 ,这种现象是 为

战前所未有 。!

第三,前文已述及的省外学校迁湘,不仅使湖南的学校、学生、

教师数量增加, 而且由小教到高教结构日趋完善。外省文化人或

云集长沙或散居湘省各地,提高了湖南教育的质量,推进湖南教育

全面发展。

第四, 从经济的角度来看, 湖南 农村经济尚可称安定繁

荣 。∃ 在 1944年以前,湖南全省沦陷区面积较小, 且主要集中在

湘北,以长沙、常德、衡阳为中心的湘中广大地区, 虽有沦陷, 可不

长时间后, 旋被收复,其地区经济虽遭破坏, 但程度不及北方广大

地区深,至于湘西等偏远之区, 就更为稳定, 经济甚至未遭日寇直

接破坏,这为广大农村的学校及外地搬迁而至的学校教育发展提

供了重要的经济支持。另外,重庆国民政府也对许多搬迁来湘的

学校和湘省本土的一些学校, 如国立八中和湖南大学及国立后的

湘雅医学院、国立师范学院等,拨出一定款项经费,数量虽少,但也

不失是一重要扶助。还有一些民间热爱教育人士的捐赠, 也为教

育的发展增添了力量。

第五,由于战争中暴露出来的人才匮乏而产生对教育的需求。

抗战爆发后,中国教育落后,服务于战争的人才匮乏,致使中国军

队在民族抗战中的不足充分暴露出来, 甚至导致战场上的失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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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风喈:∀湖南教育问题检讨# ,∀湖南日报#1946年 5月 22日。

王风喈:∀湖南教育问题检讨# ,∀湖南日报#1946年 5月 22日。



国民党政府也认识到了这一点。1938年国民党全国临时代表大

会通过战时各级教育实施方案,就很能说明问题。 教育为立国之

本,整个国力之构成,有赖于教育, 在平时然, 在战时亦然。国家教

育在平时若健全充实,在战时即立著其功能, 其有缺点, 则一至战

时,此等缺点即全部显露, 而有待于急速补救与改正 。! 战争需

要多方面知识的人才来为之服务, 人才则须通过教育来培养,随着

战争进程的变化和发展, 湖南人民同样强烈感受到教育落后带来

的各种困窘和遗憾, 故 需要教育甚为迫切 、维护教育亦特别热

烈 。∃

统览抗战时期全国的教育,除四川等省由于未遭日寇入侵、又

为陪都要地等原因, 发展特别迅速外,其余省市, 尤其是北方广大

地区, 普为日寇蹂躏,破坏惨烈。然而湖南教育, 无论长、常、衡等

中心城市还是湘西、湘南之僻远山区,都获得相当跃进, 于当时全

国数省市中,绩效彰然,中等教育居全国第二、三位,诚属难得。湖

南教育于战时取得这些成绩, 意义和作用不只是提供了服务于抗

战的人力和知识资源,更深远的是奠定此后湖湘教育发展的厚实

基础,外化了优秀的湖湘文化精神,给今天教育的继续发展和不断

进步贡献了许多可资借鉴的内容。

(作者暨爱民,吉首大学历史系讲师, 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

历史系博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李仲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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