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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八八年十．二凋



灵川县教育局诸位领导并

教育志办公室褚位圊志：

你们好!衷心感谢你们为完成县教育志做出的努力!使区、地两级有条件在灵川召开

了教育志的评稿会彳全区各地代表对那次评稿会反映是好的。．认为灵川教育志稿基本上做

到；观点正确、体例完善、资料翔实、特点突出、文风端正。它是灵川县历史上的第一部

教育志，也是全区历史上第一次召开的县教育志评稿会。没有你们的高度重视和艰苦奋斗

精神，这两个“第一”是办不到的-当然，这里还有县领导的重视和关怀，在此一并致

谢。

区教育志办

蒙荫昭

l 9 8 9， 5、 4

(蒙荫昭同志系广西壮族自治区教育志编纂领导小组副组长、自治区教育志副主编)

《灵川县教育志》在灵川县党政领导的关怀与编写人员的共同努力下，几经修改，现

已定稿，这是灵川教育史上的一件大事，值得祝贺。此稿我已拜读，深受启发。‘我认为书

稿观点正确，内容充实，重点突出，行文流畅，全书体例符合于志书要求，韭有所创新．

如能印发，必将有助予人们对灵-．．Jil教育的了解，促进全县教育事业的发展。

(张家墙同志系广西师范大I学历史系教授)

广西师范大学历史系

张 家蹯

l 9 8 9、 ll、 6



序
．．▲·

日

灵川的教育设施，可追朔到宋建炎年间的学宫，虽然经历了八百多年从小到大，由点

及面的艰难过程，但有关从学宫到私馆的设置、规模、分布，经费、课程、教授、生员等

具体史料，几乎荡然无存，方志虽偶有涉及，也语焉不详。面对这一难以弥补的损失，后

学无不掩卷兴叹。

为了吸取历史教训，及时葸集近代教育史料，．供研究，发展灵川教育事业借签，并配

合广西教育志的编纂，灵川县教育局于1983年组建灵川教育志编写组，着手编纂《灵川教

育志》。在中共灵川县委、县政府的关怀支持下，经过编写组同志的共同努力，于1988年

完稿。其间查阅史料、访问调查、考证核实，可谓历尽艰辛，只因补厥乏术，仍难尽如人

意。

教化育才原为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近代以还鉴于西欧科技突飞猛进，教育事业更成

为关系国家民族盛衰，关系立足于世界之林的人民素质的根本大计，地方各项事业的发

展，不言而喻也与地方教育事业发展息息相关。灵川的教育事业，在漫长的封建社会虽然

奄奄一息，但毕竟获得延续、发展，并培育出大批人才，为灵川的繁荣、进步作出过相应

的贡献，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大

幅度发展，基本完成了青壮年扫盲、普及了初等教育，普通教育获得较快的发展，成人教

育、职业教育蒸蒸日上，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输送了大批人才。但因基础差，受财力、人

力、物力的限制，发展速度远赶不上实际需要，有待各方大力提倡、支援，增加投入，迎

头赶上。．《灵m教育志》的编写-b出版，必将对灵J【l县教育事业的发展产生积极的影响，

作出应有贡献。

《灵川县教育志》编写领导小组

1989#-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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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志根据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新编地方志i作暂行规定》的要求，以马列主

义、毛译东思想为指导，以《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问题的决议》为准绳，本着实事求实

的精神进行编纂，力求做到思想性、科学性和资料性的统一。

二．本志按照“以类系事，。事以类从，横分门类，纵写始末，详今略古”的原则编排，

力求做到“横不漏项，纵不断线”I在写法上采用了记、志、传、图、表、录等体裁，而

以志体为主，寓观点于叙事之中。有关“文化大革命"期间的史实，则散写于各章之中。

三．本志上限起于清光绪三十一年(公元1905年)，个别章节追溯至宋建炎年间j下

限止于1987年底。

四．本志由大事记、本志、附录等三个部分组成。本志部分分章节两层次，共14章61

节，计20余万字。

五、本志有随文附录表总附录，用以记述正文未录记的资料。

六、人物称谓，一律直书姓名，不冠官衔、职衔，不加褒眨定语。

七、历史纪年、地名、，官职、校名及其他专有名词，均用当时当地习惯。中华人民共

和国成立后用公元纪年。

八、凡公元世纪、年代、年、月、日、记数、计数等均用阿拉伯字。

九、本志书写文字一律使用国家已公布的简化汉字。

十、本志椐史料志言，其资料一般不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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矗川城天中学



灵川县幼儿同。

城关第一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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