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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初（１９１２－１９１３年）湘乡县议事会与
湘乡教育发展 ①

———以议案为中心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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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１９１１年辛亥革命暴发，翌年，湘乡县议事会成立。县议事会作为立法机关，通过议案议决县内应兴应革事

项，推动了湘乡各项事业的发展。教育，事关国计民生，成为县议事会施展抱负的重要领域。县议事会通过议决相关议

案，解决教育师资问题，发展小学教育和职业教育，为湘乡县教育事业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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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初年湘乡县的教育源于清末的建设已有较好的基础，小学堂、中学堂、职业教育，甚至是女子学

校都已创办。１９１２年湘乡县议事会成立后，一直致力于发展教育事业，议员们欲通过教育，解决当下国
计民生之一切困难问题，造福乡梓。本文通过相关议案的研究，从县议事会解决教育师资、发展小学教

育和职业教育等方面，探索１９１２－１９１３年县议事会在致力于湘乡教育发展方面所作出的多方努力与
贡献。

１　民国初年（１９１２－１９１３年）的湘乡县议事会
清末，清廷内忧甚巨，太平天国运动甚至动摇了清政府半壁江山，湘军顺势而起，对湘乡的发展产生

了深远影响。成千上万的湘乡籍将士转战大江南北，使湘乡从几千年的封闭状态中走向了更为广阔的

舞台。此后，海禁日开，湘乡人在与外界的交往中，扩大了视野，开拓了思想，大部分人追随时代潮流前

进，“或成为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或成为民主主义革命者，或成为具有新思潮的知识分子”。使得湘乡

在清末维新运动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在推翻封建专制、建立中华民国的伟业中，成为湖南非常富有

生气的县份。１９１１年辛亥革命爆发后，湘乡县改革县内政治，先后成立具有现代民主宪政性质的权力
机关———湘乡县议事会、正式议事会，推动了湘乡近代化进程。

民国元年（１９１２年）２月，根据湖南军政府执行特别议会颁布的《湖南府厅州县暂行条例》规定，湘乡县
每都推选１人，“县城、永丰、娄底比照各都坊例，各推１人”，最终共推选出县议事会议员５０名，召开了第
一次临时议事会。会议推选谭柄鉴为议长，谭襄云为副议长，并“在议员中选出１１人组成县参事会”。

民国二年（１９１３年）召开了湘乡县正式议事会，根据《湖南府厅州县暂行条例》第五条“县会议员依
选举法选举之”，湘乡县正式议事会仍推选议员５０名参会。会议推选周焕华为正式议事会议长，推选
沈绍仁为正式议事会副议长。

１９１３年８月，袁世凯以“攘夺国会权限，违背约法”的罪名解散了湖南省议事会，之后又令地方各级
议事会一律解散。１９１３年冬，湘乡县“议事会奉令停止活动”［１］。１９１２－１９１３年的湘乡县议事会，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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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两次会议，议决了涉及湘乡县政治、经济，风俗文化、教育等方面的议案百余件，回复各单位的函几十

封，较为全面地推动了湘乡现代化进程。

２　县议事会与师资相关的议案
１９１２年，民国初建，百废待举，国人都认为破解国计民生之难题唯有提倡实业，“欲提倡实业，必先

使人民有经营实业之知识技能；欲使人民有经营实业之知识技能，必先扩张教育，与民知识技能。”湘乡

县议事会成立后，“首倡学务”，欲使教育发达，为“民国建设造人才”。古人云，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教

育亦是如此。县议事会若想县内教育发达，唯有保证经费，从人、财、物各方面给予支持。１９１２－１９１３
年间，县议事会作为权力机关，正是通过一个个相关议案，解决了湘乡教育发展过程中的师资瓶颈，促进

了湘乡教育事业的发展。

民国初年，湘乡县的教育经费主要来源有学产收入、地方捐税和提款收入。１９１２年教育部通令全
国，将学校分为国立、省立、县立、城镇乡立数种。并且规定县立学校，经费由县里经费支出，其余城镇乡

立学校的经费由各自都区负担。教育部此举，使得湘乡的教育经费唯有立足本地筹集。县议事会除了

将以上三大经费来源进行合理安排外，还通过相关议案，以求增加教育经费。如在其他赋税征收的基础

上附加教育摊派、向县内乐于公益事业的善心人士求助和将各地无益神会及各项公产为实行强迫教育

经费等措施，广开财源，支持教育发展。另外，对于教育界所提交县议事会需要经费的议案，只要合理，

均予以通过。如《咨县知事议决增加教员养成所经费案》“案准教员养成所咨请议决增加经费等因准

此，本会集议，佥谓该所去毕业之期尚远，所需经费应议增加，除前参事会原案规定三千串外，增加经费

钱八百串，包毕业费在内，表决通过，理合咨请贵知事查照咨会县有财产管理处按月照发。”又如《咨县

知事议决增加艺徒学校经费案》“案准贵知事交议省视学员李植衡商办学务条件第十二条增加艺徒学

校经费一节，本会集议，佥谓该校开办以来成效卓著，原料必须本金，未可缺乏，制作日有出品，后利方

长。现在需费孔亟，议决暂由财产管理处拨钱四百串以资接济，如再不敷，由该校校长实销实报，表决通

过，理合咨请贵知事查照备案咨行艺徒学校知照。”

除了经费，县议事会还提议设立小学教员养成所并附设夜学供学员学习，培养小学教员，县议事会

公举教育科科长聂焕伦为校长。１９１２年湘乡县小学教员养成所已有“学员一百十人大概”，并且还在酌
量增设三个班，“其经费若干，以决算预算确定时”咨报县议事会，此举解决了小学教员稀缺的难题。另

外，县议事会还通过《咨县知事议决改省城湘乡试馆为通学宿舍案》《咨县知事议决就涟滨校址开办艺

徒学校案》《咨县知事议决教育会案》《咨县知事议决保存三学校图书仪器器具案》等议案，为湘乡教育

发展解决了诸多师资方面的难题［２］。

３　县议事会与小学教育相关的议案
湘乡的教育自清末到民国初年发展迅速，一直走在湖南各地的前列，这除了清末的基础之外，还与

县议事会议员们重视教育，给予多方面支持是密不可分的。发展教育，首当其冲的就是发展小学教育，

扫除文盲，提升国民文化素质。

“小学教育以培养国民道德之基础，兼授以生活上所必需之知识技能为宗旨，诚为现今之急务。”湘

乡县议事会重视小学教育的发展。在《咨县知事议决省视学员李植衡商办学务条件案》一案中，针对省

视学员所开列的条件，要求县议事会议决“筹备推广小学开办费”，县议事会回复理由是“推广小学所有

经费均应列预算案，拟议小学办法另案咨报”。即要求县知事就推广小学费用问题专门向县议事会提

交相关议案，具体审议，以便能够切实解决费用问题，真正推广小学。另外针对省视学员另一条件“取

消城乡市镇所有私塾，调查学童，开办小学数所为各镇乡之模范”，县议事会根据湘乡实情回复道“小学

既应推广教育尤宜普及，窃谓取消不独城乡市镇即各处私塾，亦应责令并入附近小学以归一律。至殷实

之家劝其于本学校出学捐若干，列入地方公益捐项下，作为资格捐赀多着呈请官厅名誉奖赞以示鼓励，

至其愿出与否则听其自由。”即县议事会希望通过这样能够切实尽快普及小学教育，让适龄学童就近上

学。此外，县议事会还通过关于划归学区案和规划小学案等议案支持小学发展［３］。

１９１２年，湘乡县内小学已有８９所，在校学生２９１４人。民国二年，县议事会鉴于高等学校太少，通
过议决，开办湘乡公立高等小学堂于东皋书院，学额２００名。至民国三年，湘乡县内初等小学校发展至
５７０余校，高等小学有东山、涟滨、健存、东皋４所。

０８１



第５期 雷春成，等：民初（１９１２－１９１３年）湘乡县议事会与湘乡教育发展

４　县议事会与职业教育相关的议案
县议事会议员们大多都是有识之士，有的甚至是外国留学归来者，深感“实业为富强之基础。考东

西各国学校分文学科、实业科，凡关于工业、农业、蚕业、矿业、商业等，莫不有专门学校以资研究，故其事

业发达，财用富饶。”议员们希望通过发展职业教育振兴实业，使国家富强。因此，职业教育亦是县议事

会议员们着力支持的一个重点［４］。

４．１　师范教育
清末民初，湘乡在教育领域一直走在湖南地区的前列，这与湘乡历来重视师范教育紧密相关。早在

１９０４年，湘乡就在涟滨书院设有师范馆。１９０９年更是创办师范讲习所。民国初年县议事会成立后，重
视师范教育，通过诸多相关议案，发展师范教育，最为卓著的是对小学教员的培养。

县议事会议决推广小学教育，与之伴随的是小学教师的需求量大增。在这种背景下，县议事会通过

议案，建立小学教员养成所，培养小学教师。如《咨县知事答复教员养成所案》一案，县议事会“全体议

决正其名为小学教员养成所，定额一百名，不收膳学费，由各都坊照章选送来所考验入学，如有资格相合

自愿附学者亦准酌量收入，但须自备膳费。仍定七个月毕业，从七月一号至明年一月三十号为修了期。

除自费生外，所需经费预定三千串文，由本年各都小学二千串之盈余，与前议事会预算案内原定单级教

授讲习所经费之八百串悉数提充公。推颜君方维为该校校长。”这些议案的施行，为湘乡的师范教育发

展奠定了重要基础。

４．２　工业技术教育
实业救国，是议员们的共识。因此，培养合格工人，发展工业，也是民初湘乡县议事会议案的重要内

容。如《咨县知事议决提倡工业案》一案，县议事会重点议决了开办艺徒学校，“以旧有涟滨校舍改办艺

徒学校，就社会一般人民程度，授以关于工业知识技能及普通科学，俾能改良旧有工业为工业学校之预

备。”并期待办有成效后向全县乡镇推广筹办初等工业学校。同时，县议事会议决设立工艺厂，与艺徒

学校相辅而行。此外，县议事会还通过其他议案，解决了工业技术教育中的教师、经费、校舍等难题。

经过县议事会的努力，１９１２－１９１３年间，湘乡县先后创办一所中等工业学堂，一所艺徒学校，上、
中、首３里各设一所女子职业学校，县城创办县立第一女子职业学校，永丰创办县立第二女子职业学校，
娄底创办第三女子职业学校。这些职业学校，设有实业学习科目，同时兼学国文、算术等文化课程，为湘

乡工业发展提供了人才，同时发展了湘乡的工业技术教育［５］。

４．３　农业技术教育
农业一直以来是我国经济的重要基础，发展历史悠久。然而，农业种植技术一直以来都是农民祖辈

相袭、口耳相传，不成体系。民国初年，湘乡县议事会成立后，农业技术开始作为一门职业教育发展起

来。１９１２年，县议事会议决议案，创办县立乙种农业学校，设农、蚕两科，学制两年，开设作物学、土壤
学、蚕学、裁桑学等专业课，传授科学从事农业生产的知识，同时设有语文、数学、英语等基础文化课程。

建有农场和养蚕室，以供学生实习。此举，开创了湘乡县农业技术教育的先河。

５　结语
纵观１９１２－１９１３年湘乡县教育发展情况，无论是小学教育、职业教育还是女子教育的发展，成绩中

皆有县议事会努力的成分。议员们天下为公的情怀，试图通过县议事会这个平台施展抱负，造福乡梓。

县议事会根据湘乡教育实际情况，议决相关议案，促进了湘乡教育进步，为之后湘乡教育的进一步发展，

打下了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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