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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教育志丛》编辑说明

一、武汉教育志丛是一部反映武汉地区教育的历史和现状基本

面貌的大型资料丛书。
’

， 二、本丛书包括武汉市教育志，江岸区、江汉区、斫盯区、汉阳区、

武昌区、青山区、洪山区、东西湖区、汉南区教育志，武昌县、汉阳县、

黄陂县、新洲县教育志，武钢(武汉钢铁公司)、一冶(冶金工业部第一

冶金建设公司)、武铁(武汉铁路分局)、长航(长江航务管理局)、长轮

(长江轮船总公司)教育志，不列册序，分册出版。

三、本丛书实行主编责任制。各册主编对所编分册负责。

四、本丛书采取分册、分类编辑的方法，合辑而成。各册时限，一

般上起1840年，下迄1985年。记述方法，以类系事，事以类从，横分

门类，纵向记述。记述范围，市、区、县以1985年行政区划为限，大系

统企业以所辖部门为限，交叉内容按各自要求有所侧重。体例，设有

记、志、传、表、图、录等体，以志为主。结构不求一律，或章、节，或J．1：

·目、类目、条目，保持相对完整。篇幅、字数依情而定，不作划一^口

五、本丛书的出版，是各级领导和广大教育工作者、修志人员共

同努力的结果。在此特向为丛书作过奠基工作的原武汉教育志编纂

委员会主任金本富、副主任陈德根及周木乃、张师韩、侯孟孔等同志

深表敬意，并对历届委员和关心、帮助丛书的同志表示感谢。由于编

辑水平的限制，成书阶段时间紧迫，本丛书在内容、文字等方面，难免

有缺点和差误，敬请读者批评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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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十载耕耘喜开镰，百年兴替留汗青。《斫口区教育志》终

于和读者见面了。这是我区有史以来的第一部比较全面、系

统地记述各类教育历史和现状的志书，是百余年间区内教

育状况的缩影。它的出版，是斫口区教育发展史上的一个重

要标志。
。

此部志书30多万字。上迄1867年，下止1985年，容含

108年。在撰修志书的过程中，编写组执笔人员运用历史唯

物主义观点，本着尊重史实，略古详今的原则，经过了艰苦

细致的走访、调查、研究，占有了极其丰富的材料。通过剔除

糟粕、吸取精华、去伪存真，勾勒出解放前斫口区旧教育的

基本面貌；通过对材料的舍弃和补充，如实地记述了“左”的

错误对教育的严重干扰和破坏，转而又将在十一届三中全

会春风吹拂下教育事业的勃发生机和累累硕果展现在读者

面前。百余年的教育史充分证明，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下，在社会主义新中国，教育才能植根于人民这块肥沃的土

壤，显示出强大而又旺盛的生命力，不断向前发展。

．编志组人员大多经历了新旧两个社会。他们曾摇旗呐

喊，走在请愿索薪的教师队伍中，反抗国民党的腐败统治；

也曾翻身道情，满腔热忱地投入新中国教育事业的开拓大

军；他们曾极力排除“左"的干扰，忍辱负重，坚守在教书育

人的岗位上；也曾老当益壮，投入教育改革的洪流。正是他

j{S



2 序

们呕心沥血、孜孜不倦的奉献余热，才搜集整理了读之真实

可信的第一手材料。正如古人云：“以一方人修一乡之书，其

见闻较确而论说亦较详也。"

志书作为百余年教育事业发展的“信息库”，应具有“存

史”、“资治"、。教化"之功用，应该为广大读者，尤其是教育

工作者借鉴历史经验、分析教育现状、指导现实工作提供

“地情咨询”。在第八个教师节即将来临之际，我们谨以此书

作为礼物奉献给全区拥有“太阳底下最崇高的职业"的全体

教育工作者，奉献给全区热爱、关心、支持教育工作的全体

人民。我们衷心地希望志书的出版不仅仅是“盛世’’的火中

炭、锦上花，更应是推动研口区真正落实教育的战略地位的

动力。正所谓“治天下者以史为鉴，治郡国者以志为鉴"。倘

能如此，这部志书才有了它存在的价值。’

．1硪
一九九二年五月二十六日



凡 例

一本志上起清同治六年(1867年)，下迄1985年，个别资料有

所延伸。记述范围以不同时期的县、区辖地载为准。

二本志根据详今略古、详近略远的原则，以类记事，横排竖写，

全志采用章、节、目三级编排。大事记采用编年体和记事本末体相结

合的体裁。

三本志记年，清末、民国时期用旧年号夹注公元年号。中华人

民共和国成立后一律用公元年号。

四本志教育人物章，传略专录已故人物；简介收录为本区教育

做出卓越贡献者；名录列录市级以上先进教育工作者、政协委员、人

大代表。部分教育战线知名人士、某一学科教学有贡献的中、小学教

师在其他各章采取因事记人的办法。 ’

五本志对于各种事物的名称，第一次出现时用全称，以后用简

称，人物则直书其名，不加称号。

六本志采用阿拉伯数字表示数量，表示百分比用％号。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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