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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谷县教育志》在县委、县政府的关怀下．在地区教育史志办、

县志办、政协文史办和教育战线广大同志的支持帮助下，经过县教委

编志组几年的努力，现在正式脱稿付印了。我们把它献给全县教育工

作者，献给全县人民，让它为阳谷县的教育事业和现代化建设服务。

“盛世修志”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后，尤其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的国家和人民，在党和政

府领导下，逐步走上繁荣富强的道路。当此之际，回顾历史，总结经

验；继往开来，是我们的责任。这便是我们编纂《阳谷县教育志》的由

来。

阳谷县的教育，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一直处于落后状态，直到

清末废科举，兴学堂才开始兴建现代教育，后经“五四”新文化运动才

出现了新的局面。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阳

谷县的教育才以崭新的面貌蓬勃发展。新中国的诞生，为教育事业的

发展创造了极为优越的条件，四十五年来，全县教育工作者，努力贯

彻执行党的教育方针，为国家培养了一批又一批人才。虽然阳谷县的

教育事业在发展的长河中，也有一定的失误，经历过较大的挫折，但

总的看来还是沿着正确的方向向前发展的。《阳谷县教育志》严格遵

循“三新”(新观点、新材料、新方法)、“三性”(恩性想性、资料性、科学

性)的原则，汇集了清末以来的阳谷县教育史料，记述了阳谷县教育

事业发展的沿革过程，目的是为广大教育工作者和有志于教育事业

的同志们，提供一些比较翔实的资料，以便全面研究和总结阳谷县的

教育工作，特别建国以来的工作，从而总结出办好教育事业的经验，

以期有助于改革和振兴阳谷县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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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谷县教育志》，材料翔实，内容丰富，体例完备，观点正确，语

言朴实，诚有存史、资治、育人的价值。希冀同志们读一读《阳谷县教

育志》。

这部教育志的编纂工作，历时三载，多易其稿，方编纂成这部22

万字的教育志。我代表教委感谢编志组同志卓有成效的劳动、为阳谷

教育事业所做的有益工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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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谷县教育委员会主任侯庆尧

1995年2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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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志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思想，以《关于建国

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为指针，坚持

实事求是，秉笔直书，力求用新观点、新材料、新方法系统记述本县教

育的历史和现状，达到思想性、科学性和资料性的统一。

二、根据详今略古、详近略远，详异略同的原则，重点记述现代、

当代即新民主主义革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阳谷县教育的变

革、发展状况，力求突出时代特点和地方特色。

三、本志所载教育史实，上限溯于1840年(清道光二十年)，下限

延至1994年，部分章节则适当上溯，以期较为完整地反映全县教育

历史状况，体现历史的连续性。

四、本志记述的地域范围以现行(1994年)行政区划为限，因现

辖区域历史上几经变动，原寿张县、张秋县、徐翼县、聊阳县今隶属阳

谷的地区的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均予记载。 ．

五、本志采用横排竖写，以横为主，横竖结合，其表达则用记、志、

传、录、图、表、照片诸体裁，以志为主。

六、本志教育人物事略是根据“生不立传”和“以本地籍为主”的

原则编写的，对于长期在阳谷工作并且取得了显著成绩、影响较大的

健在人物，不论其是否本地籍者，均予收录《教育人物》一章。
’

七、本志除引用的旧制及其他历史资料原文以外，一律用语体

文、记述体进行表述。坚持“述而不论-，，原则，必要时做简要的提示及

说明。

1



八、本志采用公元纪年，有历史纪年者用括号注出。行文中的年

代和数字，除习惯上运用汉字外，皆用阿拉伯数字表示。数字中的计

算单位使用当时所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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