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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兴历史上第一部教育专志《嘉兴市教育志》即将付梓

了，这是嘉兴教育史上的一件盛事，对此，我感到由衷的喜

悦!

十余年前，嘉兴市教育委员会为了配合《嘉兴市志》和

《浙江省教育志》两部志书的编纂工作，决定抽调人员，组成

专门的修志队伍，悉心采集、整理嘉兴的教育史料，并在此

基础上编纂专志《嘉兴市教育志》。岁月浩茫，世事沧桑，由

于历史的原因，有着丰富历史的嘉兴教育却很难寻觅到现

成的史料。修志人员不得不从浩如烟海的古籍、旧报纸、档

案中艰难地、一丁一点地搜集资料，做成卡片，编成篇章。他

们还走访了许多嘉兴教育界的老前辈，实地考察了嘉兴的

老校旧址等，以取得丰富的第一手资料。修志人员不畏艰

难，含辛茹苦，终于完成了这一开创性的工作。在此，我谨向

参与编纂《嘉兴市教育志》的全体同志以及支持和帮助此项

工作的各级领导、有关部门和各界朋友表示深深的谢意和

敬意!

嘉兴，地灵人杰，人才辈出，代有贤人，史不绝书。嘉兴

的教育滋长在这块人文底蕴深厚的沃土之上，犹如运河之

水，源远流长，浩荡不绝。在嘉兴的教育史上，产生了不少声

贯古今，名播中外的教苑巨擘、杏坛俊秀，如李善兰、王国

维、张元济、沈钧儒、李叔同、沈雁冰、汪胡桢、陈省身等等，

都是在中国教育史上出类拔苹，有着重要地位的知名人物。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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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浙江院士风采录》收录了浙江

籍院士38人，其中嘉兴籍院士就有16人，足见嘉兴教育的

非同寻常。《嘉兴市教育志》作为地方教育专志，重点记载了

自清末至1990年这百年间的教育历史，史料较为翔实，篇

目编纂得当，并且做到了寓观点于史实之中，对嘉兴现代教

育的许多史实，如新学的兴起，教会学校、女子学校的产生，

以及抗日战争时期复杂的教育构成等作了较为全面的挖掘

和剖析，为后人了解这一阶段的教育变迁提供了有益的帮

助。关于新中国建立之后的历史，志书以浓墨重彩讴歌了人

民教育的丰硕成果，为人民教育立言。同时，也客观地总结

了经验和教训，以供后人借鉴。此书使人读之可信、查之有

据、行之能鉴。相信嘉兴的每一位教育工作者，尤其是教育

管理干部一定能把它作为知往鉴来的镜子，通过纵观教育

历史的演变，从中去体味和领悟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客观规

律，努力避免因工作的主观性和盲目性而带来的失误，为嘉

兴教育在下个世纪有一个更大的发展作出贡献。

《嘉兴市教育志》的编修历时十余年，受到了嘉兴市几

任教委主任的重视和关注。张大为同志首倡其事，并为此倾

注了许多心血。后由王泽仁同志主持统筹，确保了修志工作

． 的J惯利进行。我任教委主任后，也深知兹事体大，不敢掉vy,

轻心。按原定修志方案，这部志书编到1990年底止。临近付

印时，征求各方意见，一致认为应补充1991年至1999年大

事记。邵伟泉同志承担了这项任务。虽因时间仓促，不足与

疏漏难免，但大家的心愿得以满足，也为今后修志留下了宝

贵的线索。

时光流逝，斗转星移。这部志书正式出版之时，我们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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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入21世纪。这是一个机遇与挑战并存的世纪，在知识经

济已见端倪的新世纪激烈竞争中，教育在综合国力的形成

中处于基础地位。因此，跨世纪的教育工作者可谓任重而道

远。愿我们从历史中汲取丰富的养分，继往开来，锐意进取，

续写嘉兴教育的新篇章。

马健

1999年12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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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1．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为指导，以历

史唯物主义观点，如实记载嘉兴市教育事业的历史和现状，力求反映

时代特点、地方特色和现行的分级办学、分级管理的教育体制。

2．本志体裁为记、志、传、表、录并用，以记叙为主，适当列表说 一

明。对特定历史条件下的教育现象设专记。

3．记述范围以市区(旧嘉兴、秀水两县，现城区及郊区范围)为

主，上承嘉兴地区，顾及市辖五县(市)。撤地建市后，“全市”指五县

(市)二区，“市区”指城郊二区。

4．横排纵叙，详今略古，分章分节，视需设目设条。上限不一，下

限一般为1990年，个别延伸下限时问，在文内注明。大事记延伸到

1999年。

5．古代及民国时期沿用历史纪年，加注公元纪年。“解放”指

1949年5月7日嘉兴解放。解放后采用公历纪年。

6．政区、机关、学校和有关事物的名称，均用当时称谓。地名用

现行标准名称。历史地名加注今名。专用名词在第一次出现时用全

7．用阿拉伯数字记数，记公元纪年和民国纪年。用汉字记名称、 ．

词汇、成语中的数字、清朝及其以前的纪年。

8．计量单位沿用当时记载，加注现行法定计量单位，土地面积

9．坚持生不立传的原则。立传人物以出生年为序排列。在世人

物有重大贡献的，记人有关章节。

10．数据以统计部门提供的为准，酌用主管单位的统计数字。有

的资料因年代久远，统计数字无法考证，表格中只能以空白形式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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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

11．资料来源：档案、报刊、正史、志书、专著、VI碑等。重要史料

引证则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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