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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序

在这世纪更迭、千年转换的历史性的时蕉，我们奉献出自己的

研究成果一一《中国地方教育史研究丸

《中国地方教育史研究》是国家哲学社会科学"九五"规如国家

级重点项目。本项5研究是由中国地方教育史志研究会牵头，在

中央及各地教育行政部门大力支持下进苟的。这是中国历史上第

一次采用绕一规划，接行政区是4组织力量开展的大规模的、系统

的、关于地方教育史的研究。这一研究的开展，是中国教育史研究

进入新的发展黯段的重要标志之一。

在过去的一百年里，中嚣教育史作为一门学科，走过了从无到

有，从初创到发展、兴盛的历程。进人 20 世纪 80 年代之后，在清

除极左患潮于拢，端正学科研究方向，系统搜集、整理、朝累资料，

拓宽研究领域，深入开展专题研究等方菌，都取得了令人嘱吕的进

震，有力地推动了教育史学科的建设，使中国教育史初步形成了较

为完备的科学体系，成为教育科学领域里捂对来逅比较成熟的一

门学科。

从以往中国教育史研究的成果来看，关于古代教育史的描述，

多为汉族聚居，文化发达的黄河中下爵、长江中下游地区以及历代

居于政治中合地带的教育状况。近现代教育史研究则较为注重

京、沪、宁与东南一带新教育产生的地区。这种髓重，自然有其合

理的因素，因为这些地区一般来选代表了当碍全罢教育发展的水

平与主流。 但是，过去对中嚣教育史的研究忽视了其他地区，特别

是边远地区、民族地区教育发展以及各民族教育交流融合的历史，

因此还不能在更大的范围内如实地反映整个中罢教育史的全貌。

开展中国地方教育史研究的目的就在于试器弥补这一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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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雪地方教育史研究，是对中国教育史研究的延仲与加强，雨

不是琦中国教育史研究的简单洼释或地区进缩徽，应有新的发握，

薪的创造。研究地方教育史，需对中国教育史的恙体发展陈络有

宏班上的把握，在此基础上尽可能充分地展现出各地区教育发展

的历史全过程和历史特点、地域特色。其研究的对象、范畴与方

法，与中国教育史研究相比，既有相民之娃，又有柜异之处。它既

要反映中国教育发展的一般规律与共性，更要揭示地方教育发展

的特殊性与个性。在这个意义上讲，地方特色是地方教育史的生

命。紧紧扭住"地方"二字是这一研究的关键。

地方教育史是研究教育现象的空间与时间组合的学问。从广

义上讲，它应归属于"埠域文化"的研究范畴，是介于教育学与地理

学、历史学之间的交叉学科。

研究地方教育史，自然会涉及到各地教育发生、发展与本地区

自然环境、生态环境之闰的关系。自然环境、生态环境会影响到人

类的生存状态，进而对人们教育的模式、程度、内容与方法等，对民

菇、民风，对人的气质、性格、品辣、情趣的形成以及人才的数量与

分布都会产生一定的影响，那厨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二关于这

些，我国的古籍中早有所记载。自然环境同时也影响着一方的文

化艺术、宗教信律、民居建筑，这些又都是教育的外部条件，间接地

影响着地方教育的发展。至于人文环境、社会结构对教育的影响，

应当说更为直接，更为广泛。诸如区域历史文化变迁中经济的升

沉浩长，政治的争斗沿革，文化的滋生变异，民族的纷争融合，人口

的增减流动，战争的起伏动荡等等，可以成为教育发展的外部环境

与摇约条件，影响着教育的方针、内容与方法。同时学派与学术思

想的地域性分布，更是直接作用于教育。如北宋、南宋时期的关

学、洛学、攘学、提学、要学、陆学、潮期学等都呈现出鲜明的地域性

特点。这些学派的相对集中与士人设学援徒传播教化，直接影嘀

若当地的教育走向及其特点。

地方教育是地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一般认为，地域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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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区域划分，可分为"就能文化区"与"影式文化区"。前者以行政

IR划中心的主导与协调功能为标志，后者以"具有某种文化特征或

某种特殊人群的地域分布"，以茄史文化功能为标志。从历史的视

角看，以上两种空间的组合各成体系。对于一些地区来说，商种文

化区的划分、归属互不对应，而在另一些地区，则又呈现为长期稳

定的重合。

对各省区发现的 7000 多处新石器文化遗址以及其后种种历

史资料的考察，可以证明在公元前 6000 至前 2000 年间的文明曙

光时期，中华民族的先民的，在分散聚居的各个地区，己分到缸造

了各具特色的多元性区域文化。如以渭、汾、洛中原地区为中心的

黄河中游文化区，以泰山为中心的黄河F游文化区，以太湖平原为

中心的长江下游文化区，以江汉平原为中心的长江中游文化区，以

及辽东、辽西、燕由撞区的燕辽文化区，都阳黯珠江三角酬的华

南文化区，黄河上游的苦青文化区，北方潜牧与撞浩文化区等等。

而且这些不同区域文化在漫长的历史演进中或迂播扩大，或分化

重组，又演变成新的文化区域。如后来的三秦文化这、齐鲁文化

这、中州文化区、荆楚文化区、三晋文化区、燕赵文化区、关东文化

区、吴越文化区、徽州文化豆、巳蜀文化区、滇云文化区、黔贵文化

罩、八桂文化区、八闰文化区、岭南文化区、陇右文化区、草原文化

区等等。不同区域不同民族的文化在渥长的历史岁月中不断地相

互孽擦、交流、渗透、暖软、融合，逐渐形成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

的总格昂。这种种演变又直接影响到相互间的交通、人口迁徒，逐

斯7阜成了长期相对稳定的行政区划。我们现在讨论的地方教育

史，是以现行的有政区划为范围的。今天的行政区如是由历史上

的行政区划与捂琦稳定的文化系统演变雨成，虽不完全对应于古

代的历史文化区域，但文化的承袭与曾经所属的历史文化有着千

丝万缕的联系。这是我们追寻地方教育的历史轨迹所不能忽

视的。

中国历史上，由于战争避难、军队戍边、政治变乱、自然灾荒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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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种原因，曾经出现过多次大窥模的移民浪潮和民族迂链。这壁

都对文化的交流重组、教育的兴衰产生过重大的影略。例如从东

汉末年到爵宋之际，游牧民族人据中原，先后形成三次大规模的移

畏法潮。大批中累人民的南迁，在给南方带来大量劳动力的同时，

也带来了先进的农耕技术与中原文化。除大规模.的移民浪潮井，

还有历代因罪商被贬滴的官员土人的零星流放、迁移。他们中有

许多谙习需家经典的人才，南来之后元论著书立说，，还是教学授

徒，都深刻地影响着当地的教育与文化习俗。如东汉末年，会稽大

儒虞翻因直言获罪，被贬交州(含今广东、广西)。但他"虽处罪放，

而讲学不棒，门徒常数百人，又为《老子》、《论语))，(( OOi吾沛11注，皆

传于世'二又如拂宗元"永贞革新"失败后被贬为本州司马，又迁为

梆外|剌史。他雄公不减，兴建如i学与孔庙，重振文教事业，不仅对

湖南教育、广西教育，面且对其他地区的教育部产生了一定影响。

从近代来看，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哉火燃遍大半个中国，迫使中罢

教育大规模西迁，使中国的文化教育事业蒙受了巨大的破坏，延萎

了中国教育近代化的进程。但从另一方面讲，众多文化精英在远

期内迅速地向西声地区、西北地区聚集，形成了战时内地文化教育

中斗，既将先进的科学技术与新思想、丰革的人文精神充盈到这块

偏僻的土地，又为战后教育与文化的复兴保存了民族的命脉。这

在抗哉时期四川、云毒、贵州、陕西、甘肃指教育中可以得到充分的

印证。

中国地方教育史研究，以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历史

认识论与历史方法论为指导，在近年来地方志、地方教育志研究的

基础上，进一步深入发据地方教育史的资科，对各地教育发展的历

史却以科学的梳理与分析，实事求是地记述地方教育发展的史实，

客观地分析与总结其特点与规律。通过研究，在更为广阔的时空

背景下，充分展现中华国族历史上教育发展的丰富丽多样的全貌。

通过这一研究，为当前的教育改革与未来的教育发展提供决策的

科学弦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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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教育史研究是在多年来地方教育志研究的基础上展开

的。它以"地方教育"为研究对象，既要客观地实事求是地记述史

实，还需揭示历史本景，分析历史规律，草结历史经验，评论利弊得

失，作出价值判菇。与地方教育志研究相比，地方教育史研究更多

地体现出研究者的主体性因素。这就要求研究者既要更加竖定地

竖持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同时也要注意借鉴实证史学的方法，注

重证据实证，重视逻辑，讲究严谨求实的学风，并要不断地加强对

新知识薪方法的学习、借鉴与运用。只有这样，才可能追随学术的

前沿，阐发历史的精义，提供历史的借鉴。

中国地方教育史研究是在世纪转换与千年过渡时期立项、开

题、研究、完成的。我钉的研究工作试图努力踩上时代的步伐，体

现出时代的精神。

意大幸。著名历史学家克罗齐说过"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每

个时代历史学的研究，都会深深地刻上时我的却记。历史科学的

认识过程与人们的社会实践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特屑是在社会

大变革大动荡的时代，时代精神都会在历史认识的现点、视野、视

角、方法等方面得到及时的敏锐的反映。经历了 20 多年的改革开

放的中国史学界，呈现出一派繁荣景象，取得了许多突踱佳的进

展。对许多历史事件、历史人物，作出了一些新的澄清，薪的结论，

新的认识，新的评判。过去那种一元论的思维方式已得到很大改

观，那种以"进步"与"反动"、"革命"与"反革命气"爱国"与"卖国"

等简单化、表屋化的评判方式，那种12-t政治标准代替学术标准的治

学模式，己逐黯被人们舍弃。当新的史料不黯被发现.13 渐丰富充

实，当中吕越来越快地、越来越大幅度地走入1it界，社会环境与社

会心理者在日渐发生变化，当旧时代结束、新时代到来的时候，我的

应当以一种更为宽广的擒襟，去开拓更为广阔的学术视野，用更为

客观、冷静、开放、包容的态度，更加高屋建领地来审视过往的历

史。我们紧紧迫器时代前进的脚步，努力在地方教育史的京野上

开辟出一片片新的绿测，结出累累果实。我们相信，通过展现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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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史多姿多彰的历史画卷，将有助于深化人幻对中华民族文化

的全貌与总体的认识z同时，对那些形形色色的历史虚无主义与民

族虚无主义者的论调，也是一种有力的批判。

中国地方教育史研究的开展，可能会对人们认识教育的历史

意义与现实价值提供一些新的思考与借鉴。

一部部各具地方特色的教育史研究成果的相继出版，为整个

中国教育史提供了更如丰富的内容。这使我们认识到，忽视对地

方教育史的研究，中国教育史发展过程的记述与教育发展规律的

总结是不完备的。中华民族教育的发展是一个丰富多彩的统一整

体。这个统一的整体，正是通过各具地方特色与民族特色的地方

教育，在漫长的历史演进中形成的。以全国教育的共同住、普遍性

为参黑系探寻地方教育的特殊性、多样性与不平衡性，通过地方教

育的特殊性、多样性、不平衡姓来进一步研究全国教育的共同性、

普遍性。二者间的梧互比较与印证，将有助于更加科学、全面、深

入、准确地总结中国教育发展的规律以及经验教训，更好地发展符

合国情、省情、区情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教育事业。

中华民族教育发生发展的历史，是中华民族文化遗产宝库中

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过去，教育曾经对中华民族文化的传承与

发展，对各~族前文化的交流与融合，对国家的发展与社会的进

步，都起过十分重要的作库。今天，认真摄取历史的经验教圳，提

高全社会对教育的认识，切场实实地促进教育的发展，必将有助于

增强中华民族在未来国际竞争中的~族自尊心与自信心，有助于

加强中华民族的向心力、凝聚力，激发全虽人民的爱国主义热情，

促进中华民族的统一，有助于造就一代新人，提高全体国民的素

景，更却有力地推动 21 世纪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

进程。

《中国地方教育史砖究》总课题组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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