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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是人类社会进步的一面镜子，从这面镜子中，人们可以看

出自己前进的步子，看出自已在改造社会中的正确与谬误、成功与

失败、坦途与坎坷。从总结实践经验中，提高认识水平，使自己学

得更加聪明起来。

、有远见卓识的革命家、政治家，都十分重视历史的经验。革命

与建设的成败，与能否正确地学习历史经验有极大关系．不少获得

成功的革命家，同时又是历史学家，就可以证明这一点。 ，

1’ “盛世修史”。粉碎“四人帮”以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

全会以来，政局稳定，经济繁荣，形势大好。 “实现四化，振兴中

华”已成全国人民的心声。为了发展山区文化教育事业，培养出适

应山区经济发展的多种人才，回顾我们过去走过的路，，．总结本县．办．

教育的经验教训是十分必要的。

平顺县始建于1 5 z 9．年，迄今只有4 5 5年，是个较年轻的

县。但它在创建新中国与建设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中，贡献颇多。在

．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中，平顺县的教育事业，在党与人民政府的领

导下，根掘党的事业的需要，就以她独特的形式发展起来，为中华

民族的解放与新中国的建立输送了大批干部，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全国解放以后，山区的教育事业，在原有基础上．根据自己的自然

经济条件，又有了很大发展．仅1 9 8 4年一年，我县教育事业就

完成了几项大事。如、：经晋东南行署检查验收一我县达到-了“基本

元盲县”的标准；全县5 00余所中小学，基本实现·校校无危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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斑斑有教室，学生人人有课桌凳”的要求，晋东南行署奖给平顺县

入民政府金匾一块，上书“群力兴学”四个大字；在县委与政府领

导下，教育改革迈出了新步伐：实行了“三级办学，’两级管理”、

“校长负责制”， “教师聘任制”、．民办教师实行了统筹工资制。

这些做法， 已经看见了明显的效果，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们的效果

将越来越显著。这些都是应该大书特书的，因为这是平顺人民多年

的愿望，也是各级领导与群众共同努力的结果。

编写一部《平顺县教育志》，是我们多年的愿望。现在终于实

现了。在编写过程中，除了各级领导的关怀、支持外，还得到了过

去曾在平顺工作过的老同志，在外地工作的平顺籍同志，离休退休

的老教师，教育局的老领导的大力支持，他们献出了自己珍藏的宝。

贵资料。初稿出来后，他们又不遗余力地进行审阅，提出了不少修

改意见，这是能够较快成书的关键。

《平顺县教育志》虽然几经修改，但仍然可以说是初稿，因为

在资料的完整与准确方面，在全书的编排结构方面，在语言修辞方一一～

面，一定有许多值得修改润色的地方。刊印以后，望各界前辈和学

者专家看后，要多加指导，待再印行时，得以完妥。 。‘’

在此，谨向为此书做过贡献的所有同志，表示诚挚谢意。‘
“

I
‘

平顺县教育局局长 牛先有、

l 9 8 5年6月2 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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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我县的第一部教育专志，它较全面地记录了平顺县从．1
5

2 9年建县到1 9 8 4年教育事业发展的概貌． ，一 。

： 这部教育专志是遵循党中央指示精神篡写的． 篡写本志的日

： 的，既是为三修《平顺县志》添砖加瓦，又是为编篡第二次《中国

教育年鉴》提供资料，更主要的是为了探索我县教育事业的发展规

’律，为--7-孙万代提供历史资料。
’

、

! 平顺县地处太行之巅，晋冀豫环抱之中。全境群山林立，交通

不便．如此穷乡僻壤，明代以前尚未立县，为黎、潞、壶辖地·历代

封建王朝出于他们的阶级利益，重科举、轻学校l实行愚民政策，
平顺县境可谓“文风不度。” 一

．‘

】5 2 3年(明嘉靖二年)，青-羊--里人陈卿扯旗造反，震动赣．

野．明王朝出师进剿，五裁始平． 明王朝为巩固其统治， 才于青
“／

羊山下创立县治，赐名“平顺．”
卜～

明、清两代，堂堂一县，仅一儒学，可知当时的、教育靛况·辛

亥革命推翻了帝制，平顺的学校教育方始抬头，但仍处于蜗：牛鹏行状

态。四十年代日冠入侵，实行“．--光”政策，我县的教育事业又遭

浩劫。共产毙、／＼路军东进敌后，平顺成为太行根据地腹心地带，人

民政府接管了教育，我县的教育事业才得到恢复和发展。由于有了．

共产党的领导，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我县的教育事业在性质

上已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教育为壬农服务，学校为工农开门纣诸实

现， 掰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教育事业已初具规模，这为我

县以后的教育事业迅速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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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国以后，我县的教育走上了全新的轨道，中等教育，幼儿教

育，成人教育蓬勃发展。虽有十年动乱的浩劫，但教育事业总是在

发展，这是主流。是被历史证明一了的事实。

0。．，在篡写零恚的过程中，我们本着“详近路远，详今略古，尊重
‘

史实t正本清源”的原则，实事求是，秉笔直书，寓评于述，力求

再现我县教育历史之本来面目， 以期对后人起抛砖弓I玉的作用。j

。篡写教育专志是一项艰巨的工作，它的科学性与资料性极强．j

由于在我县建县后，县治凡经裁、复、分、合，本来残缺的资料散侠

颇多，一一些史实无据可考，加之编写入员识薄才疏，无修志经验，!

难免挂一漏万，文字粗糙，体例失当，或许还有错别字。

本志篡写工作蛊l 9 8 4年春始， 到现在已历时年余， 一年

来，：我们在省、地、县地方，-心-3=-编委的具体指导下，在中共平顺县委、．

县政府的直接领导下，与4 0余位教育界老前辈通力合作，在全组·

同志的一致努力下，，终于将教育志修定付印。值此我们谨向为本志

尽力的同志们表示谢意，；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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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顺县教育志》编写组
。。。 ．I，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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篡写本志，以《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指

。针，力求具有时代性、科学性、资料性。

本志原则上以l 5 2 9年为上限。下限断至“i 9 8 4年。。

本志体例采用章节体，正文凡十一章。即：概述、教育制度、‘

教育行政、教师、初等教育、中等教育、成入教育、教育系统的党

群组织，教育基本建设、教育人物志、、教育大事记，并列有附录。

本志采用横排竖写的方法，力求做到纵不断线，横不断项，纵

横结合，经纬分明。
’

本志本着“详今咯古，详近略远”的原则，对辛亥革命以前的

历史运用了“略”的写法，从“两战”始至建国尔三中全会逾近逾
、、， 1、

—／

详·
。

本志《教育人物志》章内分传略、简介、表三部分。根据生不

一立传的原则，逝者列传‘，生者上表．或作简介。

本志体裁有述、记、传、图片、表、录，以文为主．图列志首

表列文中，录附态末。 ，

本志采用语体文，叙述体，力求文字简洁，朴实通顺。

本志对行文中所涉及的人物，第一次出现时，一般要写明具体

职务和姓名，以后只写姓名，一律不称“同志”．对毛泽东，周恩

涞等老一辈领导人称“毛泽东主席、 周恩来总理：， 不称“毛主

．席”、 “周总理”

一1一，



本志行文中数字用法，均按下饲：年、月、日、时和统计数事

统一用阿拉伯数字，’如： 1 9 4 9年l 0月1日、．2 5％、 1 3 2 5-

人；概数和序数一般用汉字．如：七÷八年、几十万人，一年级、

四、二分段制、七、九年制学校；其它数字如：第一卷9 8页，十‘

_届三中全会、 四个现代化、 五讲四美等则按当前通行的写法。

本志行文中涉及到1 9 3 7年以前历代纪年时采用“双轨纪年．’

法”．如：民国元年(1 9 l 2年)、嘉靖八年(1 5 2 9年)．

本志资料，大部分录自县档案资料，、一部分采用教育界老前辈。

和社会知名人士的采访记回忆录中，所以一般不注明出处．．

平顺县教育志编写组

一九八四年十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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