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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简史中，还可以发现中
华职业教育社在建校中的特殊
作用：无论是在学校筹划之初，
冷遹联合中华职教社的诸位先
生，还是后来中华职教社将唐
女士赠送的土地返赠给校方，
都体现了一种特别的“仪式
感”。某种程度上，这是镇江
女子职业学校的顶层设计，
为这所名校的诞生奠定了基
础。

1924 年 6 月 15 日，《教
育与职业》杂志刊登“镇江
创办女子职业学校设科之
商榷”一文，这可以说是为
学校“预热”，打造前期舆论氛围。这篇文章
无署名，更像一篇新闻报道。“镇江许唐儒箴
夫人捐地二十余亩，嘱本社代为规办女子职
业学校，事见本杂志第四十期，最近由本社委
托江苏省教育实业联合会职业教育委员会黄
君竹铭赴镇，就其地手工业，加以调查，以为
设科之根据。其报告书已刊入本期杂志，同
时复由黄君访晤镇江商会会长于君小川、江
苏省立第三工场场长李君寿彤征集意见
……”从中可知，唐夫人捐地对中华职教社而
言是一件大事，为此他们派专员赴镇调研，会
晤镇江商会会长，听取专家意见，还写了报告
书，并刊登了出来，可谓相当慎重且隆重。
可以认为，捐地一事大大提升了中华职教社
的美誉度，才引来《教育与职业》的多次跟踪
报道。

1930年5月1日，《教育与职业》杂志发表

《镇江女子职业学校》一文。这篇署名“审仲”
的文章这样写道：“十五年春，邑人冷君御秋
等，以镇江丝绸昔占商场之盛，近渐衰落，民
生雕弊，而镇江地多荒山，土性宜桑，欲就镇
江旧有丝绸业提倡发展，则必自女子育蚕制
种始，女子能有职业，则不为社会分利之人，
山荒化为桑田，亦尽地利之美，遂拟办女子职
业学校。”“审仲”何许人？原来其就是镇江女
子职业学校的校长法度，法度字审仲，本邑知
名教育人士。

民国时期，黄炎培等职业教育先驱们以
《教育与职业》杂志为阵地，不遗余力地扫清
职业教育发展道路上的障碍，使其成为职业
教育理论成果和传播的主要载体。镇江女子
职业学校能经常在上面“露脸”，自然肯定了
其在职教界的地位。

聊聊镇江女子职业学校
本报记者 竺捷

教师节快到了，“教师”这两个字蕴含了学生对老师的尊敬，也浓缩了天下
人对老师这个职业的尊重。民国时期，镇江女子职业学校是这座省会城市唯
一的女子职业学校，在全国影响非常大，它的办学理念、办学条件在当时都属
一流。市民张先生找到几张相关照片，可以对这所学校有更多了解。

这位校长不简单

校长是学校的掌舵者和操盘手，或者叫
“职业经理人”，镇江女子职业学校能取得当
时的成绩，法度功不可没。

法度早年求学于两淮师范学堂、两江优
级师范、省立第四师范学校。1918年从教，
初在铜山县立第三高等小学、县立师范学校
任教。次年返里任省立第九师范附属小学
教员、主事，兼任第九师范教员。1927年任
省立扬州中学地理教员。1929 年受冷遹、
黄炎培之聘，任私立镇江女子职业学校校
长。法度掌教女职期间，为办好学校在筹募
经费、营建实验室、开辟蚕桑基地、充实师
资、指导教学等方面，均亲自筹划，不辞辛
劳，对推行镇江女子职业教育开风气之先，
颇有建树。

抗战期间，法度随省立临时乡村师范学
校先后流徙于苏北淮安等地。张先生有张
照片正好是“女职复校之经过”（图4），“本
校停办八年，校舍即为伪县中及日军先后占
用八年。一九四五年十月法度来镇复校，前
有校屋为日人毁坏者五分之一，一切原有之
校具教具……均荡然无存，桑园亦悉夷为平
地。桥头之三益蚕种场，更是一片荒地，为
江北移民所据，垦为菜园。本校在抗日战争
中所遭受之损失，复校后曾作一统计数字报
请赔偿，但亦渺无复音。当复校之初，日军
方交涉退走，而伪军又来占驻，在促让之交
涉未获解决以前，不得已先借武肃小学招考
新生……”抗战胜利后，法度复任女职校长，
使该校从原来以蚕桑为主发展为兼具师范
科、会计科和初中部的多科职业学校。新中
国成立后，法度继续任女职校长至1952年。

最后来看一张成绩报告单（图5），可以
说明当时女职已经设立了初中部。右侧是
说明，“迳启者：查本校初中普通科（二）年级
学生（王绮琴）三十五年度第贰学期学行成
绩，业经评定，兹特列表报告，即希查察为
荷！此致贵家长台鉴。镇江女子职业学校，
三六·七·十五”中间是成绩报告表，分“科
目”“分数”两列：公民 85.8、国文 91、代数
76、化学 72、英文 60、历史 71、地理 74、劳作
70、美术73、音乐85、体育78，算术、动物学、
植物学、生理卫生未填。左侧为最终评定：

“ 学 业 总 平 ”75.8，
“操行等第”中，“体
格状况”强，“缺席
统计”3小时。成绩
单左侧分别盖校长
法度和教导主任李
西侯的姓名章，右
边盖“镇江女子职
业学校章”。

不知大家有没
有注意到，成绩单
上的教导主任是李
西侯，他同样是我
市 教 育 界 知 名 人
物。1932年至 1937
年，李西侯执教于
镇 江 女 子 职 业 学
校，抗战胜利后复
任，后又任教于私
立京江中学。新中
国成立后，他相继
被任命为镇江市第
一初级中学、镇江
市第一中学校长，
受到师生敬重。可
以想见，当年女职
由两位名师坐镇把
关，自然是业界翘
楚无疑了。

注重校史的积累
近年来，学校校庆已成为家长及社会关

注的热点，作为校庆的重要内容，越来越多的
学校都在建立规模不等的校史馆，以展现学
校的历史文化底蕴。其实在民国时期，很多
学校都注重校史资料的积累，每年会编印出
版物记录学校重大活动，比如以“校友录”（图
1）、“毕业纪念册”等形式向师生散发，以获取
更大的知名度。

先来看“镇江女子职业学校简史”（图2）：
“镇江女子职业学校创办于一九二六年，邑人
冷遹先生鉴于男女平等，必先提倡女子职业，
又以当时江南之蚕桑事业，无锡以西镇甯一
带亟待发展，乃联合中华职业教育社黄炎培、
江恒源、杨卫玉诸先生商讨设计校计划。适
先有许唐儒箴夫人愿以嫁时奁田二十六亩
余，（在镇江城内小校场）捐赠中华职业教育
社，请在镇江办女学。遂于是年十月由黄炎
培、许唐儒箴、冷遹三位先生联名发起创设本
校。并约同协助人江恒源、杨卫玉、陆小波、
胡健春、包俶青、葛敬中诸先生成立校董会，
推原发起人冷遹先生为董事长。决议先办蚕
桑科，职教社即将许唐儒箴夫人所捐之地赠
本校接管为基本桑园。学校定名为‘私立镇
江女子职业学校’。聘包洙为校长，招收蚕桑
科学生两班，于一九二七年二月二十二日开
学，即以是日为本校成立纪念日。惟校舍系
借用鼓楼岗公屋，一九二八年二月陆小波校
董以西府街慈幼工厂厂屋借与本校，即今有
之校址。一九二九年一月校董会改聘法度为
校长，二月一日法度到校任职。”

这段简史出自 1952年编印的《镇江女子

职业学校简史》（图3）。以上
论述中，记者发现了两个重
点：其一是土地产权，唐儒箴
女士的 26 亩地是建校由头，
而且她的捐赠方式很有趣，
先由唐女士捐给中华职业教
育社，再由对方回赠学校，足
见当时中华职教社在全国的
影响力；其二是学校地盘，除
桑园外，还有校舍，且特别强
调了校舍来源，而学校招生仅一笔带
过。可见校史首先是资产的存续关
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1952
年，这所学校已改为公办“苏南蚕桑学
校”，1953年更名为“镇江农业学校”，
1954年改为镇江市第三中学。

女职的顶层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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