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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莆田市教育志》是莆田市历史上第一部教育专业志。这部志书

的编纂历时九年，终于出版问世，实为值得庆贺的一件大事。

莆田市是古府新市，学校教育源远流长，自南朝梁、陈时“开莆

来学”至今，相沿1430余年。历史上，莆、仙二县教育发达，科甲

鼎盛，人才荟萃，俊秀如林，素有“文献名邦、海滨邹鲁’’之称。

“地瘦栽松柏。家贫子读书”这一训学名言，激励着一代又一代青少

年锲而不舍，奋发进取。但是，由于当时政治、经济条件的制约，教

育未能全部发挥它的社会功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特别是莆田

建市以来，教育事业在“科教兴市”、“建设教育强市”重大决策指导

下。突飞猛进地向前发展。幼儿教育、初等教育、中等教育、高等教

育、成人教育都出现欣欣向荣的崭新局面，办学规模不断扩大，教育

改革日益深入，教育质量稳步提高，为社会主义建设培育出一大批优

秀人才。特别是基础教育，在市委、市政府的领导下，打了三年“初

中翻身仗”，又打了三年“两基”攻坚战，于1997年实现基本普及九

年义务教育、基本扫除青壮年人文盲的目标，在全省乃至全国范围内

享有良好的声誉。

江泽民同志曾经指出：“编纂社会主义新方志是两个文明建设的

组成部分，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系统工程，是承上启下，继往开

来．服务当代，有益后世的千秋大业”o《莆田市教育志：》就是按照这

个精神编纂的。全志翔实记述1400多年间莆田市教育兴衰起伏、曲

折发展的过程，按官学书院学塾、幼儿教育、小学教育、中等普通教

育、中等职业教育、普通高等教育、成人教育和教师、教育科学研

究、教育经费、教育管理、人物等分设12章51节，另置大事记和附

录，洋洋60万字，门类齐全，资料丰富，内容具体，图文并茂，文

字简洁流畅，系统地、多角度地反映莆田市学校教育发展历史的总

貌。为地方教育的研究提供了广阔的天地和大量的资料。

世界正处在世纪之交，科学技术日新月异。事实充分证明科学技



一生产力，教育在综合国力的形成中处于基础地位。为了实现

订的“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规划，建设港口城市，我们

定不移地贯彻“科教兴市”的战略方针，把教育事业放在优先

地位；必须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进一步深化教育改革，全

素质教育，努力提高全体国民的素质，构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

体系。这就要求我们既要懂得现在，也要知道历史，观今鉴

前启后，继承和发扬优良的教育传统，吸取历史的经验教训．

21世纪，把各项教育工作做好。<莆田市教育志>的编纂出

是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所做的基础工作。

田市在前进，莆田市教育的未来充满希望。祝愿《莆田市教育

改革开放的新时期能更好地发挥“资政、教化、存史”的功

动莆田市教育再创辉煌，再谱新篇。

为序。

莆田市教育委员会主任 姚志平

1999年8月18日



序 二

《莆田市教育志》的编纂出版，是莆田市教育界的一件大事，也

是全市人民的一件大事o

<莆田市教育志》不拘成格，锐意创新，展示莆田市教育的全貌，

有广泛的实用价值，反映了莆田市教育发展的特色。

志以载道，温故知新o《莆田市教育志>的编纂出版，适逢莆田

市教育深化改革和进一步发展之时，我谨就读志用志提几点意见，借

以为序。
．

第一、多角度地发挥志书的“资治”功能

<莆田市教育志>从多方面反映各级各类教育的历史与现状、变

革与发展以及教育同政治、经济的联系，因而具有全方位、多角度的

“资治”功能。对市领导机关来说，“资治”主要在于对莆田市教育的

宏观管理；对学校领导来说，主要在于学校各项工作的管理；对教育

科学研究工作者来说，主要在于教育发展规律及教育历史轨迹的研

究；对教师来说，主要在于微观上的教育与教学；对社会各界来说，

在于有利他们认识、关心与支持教育。每个教育工作者，必须明确自

己肩负的重任，立足改革与发展，增强用志意识，既从本职工作出

发，发挥志书在本职范围内的“主”功能，又要树立主人翁的态度，

以志书为鉴，积极提出建设性意见，以利于对学校工作与全市教育工

作的综合改革和科学管理。必须指出，尽管志书对于不同层次、不同

范围的“资治”功能会有不同。但学习与掌握马列主义、毛泽东思

想、邓小平理论是共同的。我们必须学习、应用邓小平理论，推动发

展莆田市教育事业，坚持按党的教育方针，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

的社会主义建设人才。

第二、坚持“继往’’与“开来”的辩证统一

<莆田市教育志>记载了自南朝梁、陈以来莆田市教育发展的全

部过程，力求实事求是，还其本来面目。该志作为“信史"，对于莆

田市教育的进一步发展有着重要的历史价值。对于过去的成就和失



误，只要我们认真吸取经验教训，就可以在前进的道路上少走弯路；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推陈出新，开拓进取。我们可以从《莆田市教育

志>中探知教育发展规律，扬长避短，精益求精，发展莆田市教育事

业，努力创造更加辉煌的业绩。

第三、加强地方教育研究，发展具有莆田特色的教育

《莆田市教育志>系统记述1400多年来莆田各级各类教育的发展

历史，为地方教育的研究提供了广阔的天地：既可进行宏观研究．又

可进行微观研究；既可进行教育史研究，又可进行教育现状研究；既

可进行纵向研究，又可进行横向研究。广大教育工作者，特别是专职

的教育科研工作者、学校领导干部，可以利用《莆田市教育志>以及

修志过程中积累的500多万字资料，开展地方教育研究，寻求莆田市

教育的发展规律。当前，尤应从历史与现状的结合上，致力于教育体

制改革、教育运行机制、办学指导思想等方面的研究。我深信，对莆

田市教育的深入研究，必将推动莆田市教育事业发展、前进。

盛世修志，旨在“光前裕后，继往开来”o莆田市教育委员会承

担这部专业志的编纂任务，承蒙社会各界人士大力支持与合作，在此

致以感谢。

莆田市教育委员会原主任 刘荣玉

1999年8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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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志上限自事物发端起，下限至1991年止。大事记、人物、

附录下限延至1997年。

二、本志记事范围为1991年莆田市地域。莆田建市前，莆田县、

仙游县合称境内；建市后，莆田市管辖莆田县、仙游县、城厢区、涵

江区、湄洲岛，这些地域，称市内，亦称境内。莆田地区行署时管辖

的市外各县情况酌情收录。

三、本志以教育性质类别及教育实施组织形式为记述立体，以各

历史时期的教育教学内容为主线。

四、本志按章、节、目横排纵写，大事记取编年体、记事本末体

之长，以时系事，以事系人。

五、本志体裁为记、述、志、传、表、录，以志为主。表中空格

系数字资料无法查清填补，表中“一”号表示无此项统计数字。

六、本志人物坚持“生不立传”的原则。入传者按生年为序排

列；入人物录者，按姓氏笔划为序排列；入人物表者，按任职或表彰

时间顺序排列。

七、本志历史纪年分别用朝代年号、民国纪年与公元纪年。朝代

年号及民国纪年后括号内注明公元纪年。本志所称“1949年后”，系

指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所称“文化大革命”

中．系指1966年6月至1976年10月的10年时间；所称“莆田建市

后”．系指1983年11月莆田市人民政府成立以后。

八、本志所记述的人民币值，均已按1955年3月1日后中国人

民银行发行的人民币(今人民币)币值折算o 1949年12月1日中国

人民银行发行的旧版人民币l万元折合今人民币1元。
一 九、本志采用的文字、标点符号、数字、计量单位，均按国家颁

行的规范标准。

十、本志所涉及的机关、团体及职官称谓，凡用习惯称法不致引

起误解者，用习惯称法，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委员会称国家教委，



福建省教育委员会称省教委，莆田市教育局称市教育局。对有些机

关、团体、职官，为示郑重，或免致后人误解，第一次用全称，其后

一般用简称。下附部分组织、机关、团体的全称与简称：

全 称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中国共产党基层委员会

中国共产党福建省委员会

福建省人民政府

中国共产党福建省莆田市委员会

莆田市人民政府

莆田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福建省莆田第一中学

政协莆田市委员会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基层委员会

中国教育工会基层委员会

简 称闯 杯

中共中央

党委会、党委、党支部

中共福建省委、省委

省人民政府、省政府

中共莆田市委、市委

市人民政府、市政府

市人大常委会

莆田一中

市政协

团委、团支部

教工工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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