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滢聪r杈青
·内部发行·

灌县教育局教育志编辑组

一九八四年八月



毛主席视察灌县新城；时，问牝民高勃然：“踱于读书没有?”



灌县北街小学校



灌县天马}中一。小学校

幸福}高埂村小学教学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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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县乡镇寸J。孝易、脚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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撵苏嵌丧学文分碑阂

9



序 (一)

办中国式的教育，走中国自己的路，这是近百年来，特别是建

国三十五年以来，丰富的教育实践所形成的结论。

但是，什么样的教育是中国式的，它的过去和现在的状况如

何，经验教训何在?什么样的路子才是中国自己的路，才能适合国

情、民情。这些都必须从研究中国的教育史着手。从一个地区来

说，，就必须从研究本地区的教育史着手。这就是在当前教育改革

中，我们编写灌县教育志的目的。

我国固有教育，源远流长。 “夏目校，殷日序，周日庠。”名

称不同，都是三代时传授知识，培养人才的地方。

’+到了春秋时代，孔子以五经为教材，把礼、乐、射、御、书、

数六艺列为功课，设帐授徒，私人讲学。改变了学在官府的传统，

开了自由讲学风气之先。

秦代以吏为师，说得上是对自由讲学的一个逆流。汉代除中央

有太学外，私人讲学之风极为盛行。马融、郑玄等均为门生弟子遍

天下的大儒。这种宫家办学与私人讲学并行不悖；中央办学与地方

办学相辅相成的教育制度，一直延续到清代。像一束永不熄灭的火

炬，代代相传，光芒万丈，绵延不绝。这就是我国固有的教育制

度。绝不能以旧教育几个字而掩没其固有的光辉与业绩。

至于我们四川古代的巴蜀文化，除地下发掘，高地悬棺，留下

一些不完整、不系统的痕迹外，有记载的当以汉代文翁治蜀最为引



入深思。

他为了改变蜀地“僻陋蛮夷”之风，一是选拔“开敏有才”的

地方小吏，到京师太学，受业于博士。一是在成都市中修起学官，

招下县子弟入学。对学有成就者均加以重用，后有官至郡守刺史

者。对明经饬行的僮子，使传教令，出入闺阁，极为亲近。汉书称

其功绩为“由是大化蜀地学于京师者比齐鲁焉。”汉武帝为了推广

他的经验，乃令天下郡国皆立学校官。

灌县地域汉代曾隶属于郫、江原早已沫浴文翁教化。至于清末

以来迄于建国以后八十年间，先后曾出现过从幼稚教育直到高等教

育的各种办学形式。以一个县来说，这是十分难得的。灌县教育局

写教育志的同志们，本着热爱乡土，热爱教育事业的无比热忱，三易

寒暑，数更其稿，终于写成了灌县教育志。既避免了史随时逝，起

到存史的作用；又记载了近百年间我县教育发展的全过程和各种办

学形式；为当前的教育改革提供参考资料起到资治的作用。但由于

水平有限，更兼资料缺乏，纰漏在所难免，尚希海内同仁不吝赐教

为感。

灌县县志总编辑杨增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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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二)

《灌县教育志》脱稿付印之前，我反复地阅读了全书，一则想

求借鉴，同时也尽查漏补遗和校正之责。

《灌县教育志》，虽只五编，二十一章，五十五节，不过二十

五、六万字，但它确是我县教育界十几位老同志，花了两年多的时

间，查阅了一千三百余卷历史资料，查访了数以百计的口碑，召集

了数十次座谈会，积累了三百余万字的资料，在核准史实，精益求

精的基础上，经四次修改而成。

这本志书，它记述了从辛亥革命到一九八三年，整整七十二年

之灌县教育。为了上溯下连，还追溯载清光绪二十九年(公元一九

。三年)我县创办的第一所新学。对新旧三个社会不同本质的教育

均作了如实的反映。

这本志书的编写，力求做到“思想性、科学性、资料性”和运用

新观点、新方法、秉笔直书，写出千秋信史的新志书。它从三个不

同社会的历史时期，头绪分明地反映了教育方针、政策与其贯彻执行

情况，及教育事业发展、改革的规律。写出了地方特色，突出反映

了教育事业发展的特点和规律。批驳了过去灌县有“地灵人不杰”

之说。读完志书，深知灌县实为山青水秀，人才辈出，地灵人杰的

好地方。

阅读这本《教育志》，我深感教育的重要，也深受其教育。不

学历史，不了解祖先创业之艰辛；不读教育志，则不知道教育对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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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社会的巨大贡献!教育虽非万能，但确能使人从无知到有知，从

不懂到懂，从不文明到文明，从落后到先进，先进更先进!这不仅

对人，就是对一乡、一邑、一个国家和社会亦然。

凡读此志者，将受益于其中。灌县人尤甚之，能更加热爱家

乡，热爱灌县，重视教育，尊重知识和人才；为灌县教育事业的发

达和兴旺，为开创灌县教育事业的新局面，为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

社会主义教育体系作出新的贡献!

最后，我代表县教育局，向夜以继日、付出辛勤劳动的编写组全

体同志；向关心支持的各级领导；向提供资料、大力协助的同志表

示衷心感谢。

四川省灌县教育局局长 李国彬

一九八四年四月三十日



凡 例

一、本志编纂，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四项基

本原则，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以《建国以来党

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指针，充分运用史料，反映灌县教育八

十年来的历史和现状，力求做到思想性、科学性和资料性的统一。

二、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秉笔直书，反映历史本来面目，以

求起到存史、资治、教化的作用。

三、本志的上限，原则上起自一九一一年，上溯至清末，下限

截至一九八三年。采取详今略古，详近略远，突出时代特点、地方

特点和专业特点等原则，为地方教育提供县情，以便在社会主义建

设中为本县教育服务。

四、本志包括志、记、传、图、表、录，以志为主体， 图、

表、录分别附于有关章节。表述方法：采取分门另6类，以编统章，

以章统节。文字采用语体文记叙体。

五、本志的《杂记》篇目，为不适合编入正文各章节或具有某

种特点的内容。《大事记》采用“大事记述”的体例。

六、资料的收集、整理，力求反复核实，引用资料，注明出处。

七、对历史时期的政权，不加政治评语。对历史纪年，沿用习

惯通称，在括号内注明公元年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简称建

国后)，一律以公元纪年。

八、人物称谓，除有特殊需要外，一般直书姓名，职称不加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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贬之词。地名以新编《灌县地名录》为准，使用古地名时，加注今

名。
，．

九、名词、术语一般使用全称，需要缩简的在：第一次出现时注明

简称。

十、度量衡按国家计量单位规定(见《新华字典》附录)，对

习惯使用的市制、旧制，加注折算说明。

十一、数据，除图表使用阿拉伯数字外，其余使用汉字。

十二、本志引用过去的史籍文字，均采用简化汉字。



《灌县教育志》领导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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