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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意

编史修志，这是一件关系到继承我国悠久历史文化和发扬我国优

良传统饷大事，是一件十分严肃的政治工作。编修《长阳土家族自’治

县教育志》，旨在学习与研究本县教育的历史，调查和了解本县教育

的现状，总结经验，探求规律，从而更好地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
‘

在历史悠久且有光荣革．命传统的长阳土家族自始县这块土地上，．

也可谓“江山辈有才人出”。记述长阳教育事业-发展的历史，这是党

·和人民的重托和全县教育工作者的迫切愿望。《‘长阳土家族自治县教

育志》，记述了从清朝末期直到1 985年近一个世纪教育的兴衰和演变。

编者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的精神和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既不虚美，也不

掩过j．用可靠的事实资料j真实地反映了长阳教育事业的过去和现在，

为世人和后代留下了．一份宝贵的财产。一

’．教育是人类特有的’复杂的社会现象，是一种社会实践，，也是一种社

会事业。它必然受不同社会形态和社会政治稍度的影响和制约。毫无疑

问，两种不同社会的教育制度、教育思想会产生激烈的对抗和殊死的斗

争。史料告诉我们，长阳的近代教育经过了清朝末期的封建教育到半封

建半殖民地教育、到社会主义教育这样几个历史性转折。其间我们清楚

地看到革新代替保守、‘先进取代落后的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二：．二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后，党坚持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共产主义道

‘德教育人民和青年j坚持德智体全面发展÷，．又红又专’：知识分子与工人

、农．民相结合、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相结合的方针，o在这个方针二的指’亨l



下，长阳的教育事业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得到了很大的发展。三十多

年来，为国家培养和输送了一大批社会主义建设人才。全县广大教育工

作者为此贡献了智慧，付出了辛劳，备尝了失误的痛苦和成功的喜悦，

在不断进取和求索中为人民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

会以后，我们党总结了过去正反两方面的丰富经验，长阳的教育工作也

．在历史性的大转变中进一步得到了加强。人们尤其感到科学和人才的宝

贵，尊师重教，蔚然成风。+1982年9月，党的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进一

’步把教育和科学列为经济发展的战略重点之一，指出了普及教育是建设

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前提。特别是1 982年12月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

国宪法》明确规定i。国家发展社会主义教育事业，提高全国人民的科

学文化水平”，‘并把靠国家培养青年、少年、儿童在品德，智力、体质

·等方面全面发展¨作为我国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所有这些，说明党

和国家把教育的地位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使广大教育工作者倍感职

业的崇高和‘责任的重大。
‘

．

。 社会的发展，，历史的前进，各项事业的兴旺，．人民的团结和国家的

富强，这．一切都离不开教育。三十六年的丰富实践表明，经济的腾飞，
‘

必然依靠教育的振兴。要振兴长阳的经济，必须振兴长阳的教育。随着

教育实践的深入发展，人们已经紧迫地感到，现行的教育体制、教育思

想和教学内容等一已远不能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因此，改革教育己势在

．必彳亍：。1 985年，．《串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为我们改革教

育：振兴教育指明了方向，表明我们教育事业的盛世正在到来。 ’一

、 邓小平同志指出¨“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罂、

在教育事业发展如火如荼的今天，我们把《长阳土家族自治县教育’志》奉

．献给长阳生家族自治县的全体教育工作者，奉献给长阳土荡<族自治县西

寸万人民。意在让我们更加了解长阳教育事业的过去和现在，‘、正确地运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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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历、史的经验，从中引出规律性的认识，、去开前长阳土家族自治县现代
、

’

化教育的美好未来。
、’

’

． 钟裕容
‘

一九八六年五月



．凡 。例

一、长阳旧无教商专志，本志上限唐宋，下限1985年，，主要记载清朝民国以来，特别是

新中国建立以后的长相教育历史。 ·

二、本志以马克思主义理沦为指导，以党的四项基本原则为准绳，运用新观点、新材料、

新方法，实事求是地记载史实，力图体现出真实性、资料性，地方性和科学性。

三、本志按事以类从，横分竖写的原则立目。全志分综述，大事记，教育机构，私垫、

县学，幼儿教育，小学教育，中学教育，，师范教育，职业教育，成人教育，教师，教学研究，

思想政治教育，学校体育卫生，．教育经费、勤工俭学和集资办学，教育人物和总附共17部

分。其中，综述总揽全志，大事记采用编年体，摄取教育事业发展的要点；其它“部分网络

志书的主要内容’总附则专在收录某些单项史料。以上各部分互相衔接，，互相渗透，构成系

统。
r

． 、

四、入志事件以“资治，，、“存史”、矗教化黟为准则，力求详尽，入志人物以罐生不

立传’’为原则，生者可在叙事中加以表述，以事代人。一

五、本志以文为主，辅以图表和照片。

六、本志使用语体文记述，引文附录照录原文。

七、表述方法：机构、事物以及人物传主，第一次出现用全称，多次出现用简称哉代

称，口新中国建立前(后)万简称口建国前(后)～。
’

时间表述，民国以前各朝代沿用历史正称，加注公元年号。新中国建立以后一律用公元

记年。． ．

，

数字表述，表示事物、时间顺序的概数用汉字，其余用阿拉伯数字。

八、本志言必有据，为节省篇幅，所用资料一般不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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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华中师笾大争

一熹骂一九=一年生，本名覃念骏，长阳庙沱人。

一九三二年考入中华大学，一九三五年参加二二．九_l运动，一九三八年经川总理介绍任察绥游击队第一军政治部民运队长。一九五二年以后历任华南工学院、华南化工学院、北京外交

学院、外语学院党委书记、副书记、副院长等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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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心泰，1920年生，大堰人，1952年

毕业于武汉大学，现为华南工学院化学系

副教授。

陈义龙，1936年生，贺家坪人，1956年

留学苏联，1979年赴罗马尼亚进修，现为

武汉大学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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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禹九，一九O二年生，贺家坪人，省立三师范

毕业，执教四十年，为本教育志题词时年已八十有三。

覃立垣，磨市人，辽宁大学外语系毕业，曾任辽

大外语系副主任，中国驻罗马尼亚大使馆一等秘书、

教育专员。现任国家教委干部司一处处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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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毂芬副省长视察县高级中学

‘／

粟湘棼副省长视察教师进肇学校



省教委孙t华翻主睡视察厚浪沱中学

美藉华人棚宗盏教授访问母校一县高级中学



教委全体]．作人员合影

鹃·嚣 鑫嬲

史料州在人员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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