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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中教育志 ③

凡 例

． ’一、本书共20章，前10章分别记述各类教育特有情况，后10章综合记述各

类教育共有情况，大都为横排竖写．．遇有交叉内容j或详此略彼，或虚彼实此，尽

量避免重复。 ．

、·

二、本书有总目录、凡例、前言、目录、概述、学校分布图等列于志首，可

知全书概貌和历代教育概况；有索引等附于志尾，为查找校名、人名和图照图表

等提供方便。 ．

三、本书所述上起黄帝南巡湘中，下至志书开印之日，按拥有资料多寡及其

存史价值或详或略，力求不缺项不断线，涉及古今学校数千，人物数万，全书约

120多万等。
。

四、本书记述范围以现行湖南省娄底地区所辖县(市)政区为界。为记述方

便顺当，‘个别地方稍有越界。资料来源主要为编著者历年收集积累和区内各级教

育部门、各级各类学校，及区内外|有关单位、’部门提供。较为珍贵的原始资料一

律插入有关行文之中存史，其繁体文字均改为简化字、加标点。

五、本书“教育人物"章，立传者5人，每人8000字左右；简介者上百人，

每人800字左右；已逝者，按去世先后排列，．在世者，按出生先后排列；均力求

配发形象图照；记述内容一般略介生平，详其与教育有关思想、史事，中外著名0

人物，世已熟知之史事不记或略记；。人名录一，主要录存清末民国和中华人民共

和国时期的留学生、研究生和高级职务职称人员简况。在世人物主要简介全国教

育劳模、特级教师和地区级以上优秀中、小学校长。

六、本书有彩色黑‘白图照数百幅，除部份由有关单位、、个人提供外，大都为

编著者历年现场拍摄或资料翻拍。所有图照均不注明作者，部分图照注明拍摄时

间、地点，以利存史。
、

七、本书所用数据均有所依，因来源不同，统计要求有别，统计时间不尽一

致，统计方法各有千秋，因而同一内容，可能有不同数据，均有参考研究价值，编

著者不作人为平衡统一。有关全地区统计数字；除有说明者外，均不含邵东、新

邵数。
’

· ·

八、本书。学校选介"，其标准：一是历史悠久之学校；二是办学有特色之学

校，三是办学有成就之学校；四是在某方面具有代表意义之学校。所有“选介学

校一均经人推荐或自荐，由编著者与有关主管部门协商同意。。简介"内容着重于

。学校沿革’’、“学校现状"和。办学特色"。在志书其他章节中已涉及到的内容，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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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一中。般不再重复。现存。选介学校一均在。学校分布图"上标明地理位置．

九、本书主要采用公元纪年。为行文方便：有的亦用帝王年号纪年等．凡用

帝王年号等纪年者，大都用括号注明公元年份。一切顺其自然，’不强求统一．

+、本书有各类“一览表劳数十种。表中有些项目有少量空格，为未得到较

为可靠的资料，宁缺勿滥I有些项旧标题不一定与表中所填内容完全一致，比如：

。创办人一有的为校长，有的为董事；有的。校长劳并未任命，实为指定负责人；

有的乡、镇学区成员未有编制，由中、小学校有关人员兼任。地、县(市)教育

机构人员表中，有的人身兼数职，为节省篇幅，大都没有重复列出。’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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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 士
刖 百

所谓《湘中教育志》者，乃是一部湖南省娄底地区的有关教育专业性质的擒
●

方志书。
‘

“方志劳一词，最早出现在《十三经》的《周礼》一书中，有。四方之志一番争

、说法。宋代大支学家司马光在为宋敏求《河南志》所作的序中说：。《周官》有职

方、士训、诵训之职，掌道四方九州之事物，以昭王知其利害。后世学者，为书

以述地理，亦其遗法也。"方志，是地方志书的简称，顾名思义，是一个地方的志

书，是以记载一方事情为内容的著作。古代的目录学家把它归为史部的地理类。

编写地方志书，是我国民族文化中两千多年来的一个优良传统。方志和族谱

一样，都是史学的旁支，随着史学的发展而产生和形成，它具有“亦地亦史一的

弛方性铩合著作性质。由于所记载的内容呈多样性，决定它是介于史地之间的一
种边缘学科。抗战胜利后，各省都曾酝酿大修省志；直至八九十年代，政通人和，

百废俱兴，省志、地区志、县志及各种专业志书之修，组织庞大，人员众多，全

国目前新出版者已达数百种，到本世纪末，相信会达到千多种以上。可以说它已

发展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学术界正在讨论。史部’’类图书中新增。方志类一图

书项目，以符合现实情况的变化。

在我国浩如烟海的文化典籍中，方志占有很大比重，，据统计，全国各地目前

保存的各种方志达八千五百种以上，为我们今天研究祖国各地的政治’、经济、教

育、历史、地理、物产资源、风土人情、自然灾害提供了很多宝贵的一手材料，为

中华民族文化的积累作出了重大的贡献。任何一种学术文化思想，都在不同程度

上反映了时代的精神；打上了时代的烙印。为了更好地为四食现代化建设服务，为

两个文明服务，给后人留下一份宝贵的精神财富，在各级党和政府的具体领导下，

当前新志的撰写工作蓬勃开展，方兴未艾，新志的出版发行也是此起彼落，呈现

出兴旺局面，余君国纲的《湘中教育志》就是其中的二种。

所谓湘中，即指湖南省的娄底地区，今辖新化、涟源、双峰、冷水江、娄底

五县市，是解放前的新化县和安化县、湘乡县、邵阳县的一部分，地处湖南中间

地带，故称。湘中在上古时代为苗蛮集团所居之处，夏商之际与中原华夏集团开

始交融，春秋战国时代荆楚文化与中原文化交流更加密切，至秦汉之际，湘中大

地居民都成了汉民族的一部分。但由于地处丘陵山地，交通闭塞，至隋唐之时各

方面仍很落后。宋明间有所发展，清代成、同年间，由于涌现出一个以中兴重臣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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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为核心的入才集团而扬名四海；民国时期锡矿山的锑矿，则又传闻天下。解’’

放后，尤其是从七八十年代开始，·娄底地区建制，经济开始腾飞，教育事业也得

到了较快的发展，在此背景下，《湘中教育志》就应运而生。
、

余君国纲六十年代毕业于湖南师大历史系，二十多年来立志于史学教学与研

究，所著《湘中教育志》一书，在广泛搜集前人著述、各类档案资料，并经实地

考察搜集第一手材料的基础上，．精心整理，．鉴别真伪，。考订正误，排比分析；选．

择典型，认真编撰，反复校对，前10章分别记述了旧学、学前教育、小学教育、

中学教育、残疾人教育、中专(职)教育、高等教育、成人教育以及厂矿、社会

办学等特有状况；后10章综合记述了学校德育、文体卫生、组织机构、教师、科

研、经费设施、人物等方面的共有情况，上起传说时期的黄帝南巡湘中，下至志．

书付印之日，分类精当，编排合理，起到了总结经验、检阅成绩、明白问题、展

望未来的作用。此书保存了毛泽东、郭沫若等名人手迹，保存了民国时期《上湘

毛氏族谱·教育志》这样罕见的珍贵资料，提供了100多幅彩色照片和300多幅

黑白照片，提供了大量难得的数据，并录有湘中地区各个历史时期内四千余所学

校的名录，附录有人名、校名、图片索引，为翻检查阅带来方便。 ．。

?

’

余君国纲为人坦率，平日有股豪气，执着于事业，富有牺牲精神。他本是-

位完全靠工薪收入‘维持生活的教师i深知编撰、出版方志耗费甚巨，而国家资金

又不足，难予安排，于是便毅然个人承担起调查、编写、印刷此书的全部费用。在

．九十年代甚至在解放以来，由个人独力编撰并自筹资金出版的方志，恐怕这还是

第一部。为了编好《湘中教育志》，他多次深入各级各类学校调查研究’，有次从涟’ ，7

源返回娄底时，‘所乘客车不幸翻进田垅，造成伤亡事故，他不但大难未死，而且

皮毛无伤，资料无损，咦嘻!难道不是苍天佑助有志之人吗?他来敝处述说往事，

我深深被他的献身精神所感动，故极愿助成他出版此书，并草书数言于弁端，以

应嘱托。
。

‘

私、孝j
19-95年2月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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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家之风骨 方志之奇葩一
4

，——《湘中教育志》审读有感．
?

‘ +‘

，

- 余国纲先生立志私撰一部《湘中教育志》的夙愿终于如期得偿，这是一件很有意义和发
人深思的喜事，我得抢先为他祝贺。因为就我所知，这乃是当前中国，第一部私撰出版的志书；
况且，我是他夙愿的最早知情人之一，又是他此书的第一个读者，也是他最早的呐喊助威者。
而且，我和余先生志趣相投，来往甚密，无话不说，故而奈先生编撰志书的前前后后，大大
小小的传闻趣事．，余先生本人殚精竭虑，全力以赴著书的感人事迹，我几乎都耳闻目睹过。大

。 概是我做事一向细心，求全责备一又喜欢咬文嚼字的缘故吧，余先生在此书清样打出来之后，
、 恳求我把全书扎扎实实地再审校推敲一遍。我理当欣然从命．待到掩卷遐思之时，已是感慨

良多，．如鲠在喉，不吐不快。故而征得余先生许可，试写几句以抒所感，也不枉审读一番，或·’
许对读者了解全书旨意，体味书中三昧也不无益处。

不知为什么，读了此书以后，我就自然而然地想起了司马迁和他的《史记》。我惊奇地发
觉：余先生和司马迁，尽管两人相隔二千一百余年，不可相提并论和同日而语，在史德、史
才、史识、史学各方面二人有高下之分，但也确有相似之处。细心琢磨，．就会看出《湘中教

’

， 育志》不少地方有着‘史记》的投影。 ．
1‘

凡是知晓《湘中教育志)编撰过程的人，都强烈地感觉到余先生有着太史公那种为实现
’自己抱负矢志不渝、义无反顾盼执着精神。早在一九八四年，余先生便开始着手I：湘中教育

志》编撰的前期准备工作。十几年来焚膏继晷、默默笔耕。从搜集整理资料、实地调查考察、
． 取景摄影、编撰校对到经费筹集，无一不是他亲手完成的。如此独力独资编撰一部志书，这

在当代志书的编撰出版中，恐怕是独此一家而已。最近我翻阅了省内外r些地区教育志，编
撰者大都是一个庞大的机构，少者几十人，多者数百人。，至于经费开支，据有关人员计算，成
书后每个汉字总耗资在两元以上。大概正是相差太悬殊的缘故吧，所以，余先生此举招来人
们种种议论：或疑他狂，或笑他痴，或怪他癣，或斥他傲。疑他狂者，认为编撰出版此书是

政府和教育部门的事，为何自讨苦吃，一人独揽?笑他痴者，责他为何不用公费，却去自己
，筹资，以致债台高筑?万一书不脱手，岂不名财两空?怪他癣者，说他为何不借助名人权威，
·之力，却去求助无名之辈?斥他傲者，认为他目中无人，过于自负。如此等等，不一而足。当
然，更多的人是投去钦佩敬慕的目光，伸出热情有力的手臂，发出助兴壮胆的呐喊。不过，余
先生宠辱不惊，总是一笑了之。

’‘

对于余先生私撰志书的壮举，我是相当敬慕的，尤其是他那铮铮的史家风骨和咄咄的浩
然正气，常常使我赞叹不已。为了对历史和时代负责，余先生对事件、人物的取舍，完全按，

‘照自己的文学标准和史学原则进行，丝毫不受外来影响，丝毫不为利害所动，表现出一身
， ．·。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一的凛然正气．所以，在余国纲先生的《湘中教育

’

志>里，没有半点商业广告的气味：有些单位和个人曾向余先生表示：只要余先生让他们按
． 着自己的意愿刊载图照或改动单位名称，就捐款赞助。余先生丝毫不为金钱所动，t予以坚决’

‘

，

。 j ‘‘

1 ·j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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拒绝。相反，一些看似普通的小人物，或早被人们遗忘的人物，只要能进入奈先生的视野，余
，先生不但记其名，还述其事．为了对历史和时代负责．凡是存有疑问的地方，余先生总是要

弄出个水落石出，．方肯要休。正因为如此r，往往是为了探索一个问题，却常常带出一串问题
来；解决1一个关键问题乒‘又常常使许多问题迎刃而解。，可以这样说，此书的每-个人，每 ．

一件事，每一份表啼每_张图照，每一所学校，几乎都有一个不平常的故事．‘上湘毛氏族谱
·教育志：l这份珍贵的资料，就是在余先生的夫人毛氏的提议下，前后三次出访一步步顺藤
摸瓜得来的．为了弄清春不中擘校长蒋孝原的逝世日期，余先生竞先后十余次查询，共找了
几十人，直到弄清为止。为了把差错减少到最低限度，余先生前后十余次修改书稿，五六次
校对}清样打出来之后，又请我和杨笃易先生推敲校对；正式开印后，发现有一张胶片上的·
搿育一字错成了_肓一字，尽管印了二千多份，还是断然毁版重印。为了编排出万多人的人名
索引，余先生以惊人的毅力，又从头至尾一字一句地读，，一字一句地找，一个一个人名地摘
抄，再一个一个地统计，一个一个地排列。这情景常使我怦然心动，景仰之至!；

余国纲先生的史家风骨和浩然正气，还着落在他秉笔直书的文风上．．审读完<湘中教育
·‘·志》，我有一种强烈的感觉s作者对湘中地方教育发展史有着深刻的洞察能力、卓越的认识能

力和高度的概括能力；作者通过对各个历史时期教育特点的总结和对教育人物活动的描述，生
，’ 动地、形象地、具体地、质感化地展现了学校教育的广阔画面，表现了作者进步的教育史观，’

‘表达了他对教育功臣的热情讴承和对教育蠹虫的无情鞭挞． ．

+。

细细品尝‘湘中教育志’，‘我感觉到它有着和‘史记：f一样的文风：。其文直，其事核，不
．虚美，不隐恶钟，可以称得土是真正的。实录一．作者对历代教育制度的利弊、教育行政机构
的沿革和设置，湘中地方各级各类学校教育教学的得失、各个学校的发展概况和变迁、各个
历史时期的教育大事、教育人物的生平事迹等，都进行了追本溯源、归纳总结和查考核证，因。
而所载人物、历史事件与当时史实完全吻合，为我们现在和将来研究湘中地方教育史提供了 ·

可靠的史料依据。例如，嘉庆皇帝。文不点李本敬劳、新化宿儒李德邻八-k岁步行到长沙应试
举人以及一九五八年学校变成。炼铁厂一、扫盲班号称。红专大学一、一九六六年+一月学校‘．

‘普遍成立红卫兵组织、7一九六七年学校发生武斗，一九六八年工人和解放军进驻学校等历史
。

大事，．作者毫无忌讳地直书实录，为我们认识清代科举制度对人才的摧残、建国后历次政治
运动对教育的严重冲击，很有作用．当我读列。联合办学实为考生多出一万元，再降分录取
而已一以及好端端的群贤学校只因被强行索取而夭折的句段时，我为余先生毫不留情地摘掉一，
假办学真渔利者的面具而拍手称快．‘湘中教育志)的。实录井还表现在大量的第一手史料的
直接入志．书中不少史料都是引用原始资料，其中有不少还是原件翻拍。例如‘上湘毛氏族
谱．．教育志'和曾国藩的<宾兴堂记：}j毛泽东和郭沫若等名人手迹，罗辖重等许多教育名人’j

‘

的肖像照，地区教委办公大楼、春元中学等数百幅教育行政机关大楼和学校校貌实景照以及
’教学活动剪影，地区教委各种文件、各个学校的规章制度和校羲、各次会考自考对联、‘各种·
花名册、各种统计图表，。各种校徽、校印、纪念章实物照等，从而增强了志书的真实性和可
信度。

’

J．． ～’‘，： ，．t

‘湘中教育志>的另一个显著特点是强烈的抒情性。读了《湘中教育志'后，我深刻地感 ，：

-受到：余国纲先生除了具有高尚的支德、超群的支考、深厚的史学外，更有着非凡的史识。这．
种史识表现在志书中；就是作者有着自己的审美标准和审美情趣，对真善美和假恶丑有着清
醒的认识和正确的判断，并且倾注了自己强烈的爱憎感情．这种感情的表达方式有直接抒情
和间接抒情两种。所谓直接抒情，就是作者毫不隐讳、旗帜鲜明地表明自己的立场和态度．在
《湘中教育志'中，余先生以饱蘸激情的笔墨，介绍了许多为湘中教育事业立下汗马功劳、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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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令后人景仰的名家耆宿和校长教师的动人事迹，对他们为教育呕心呖血和终生献身的崇高
品德和无私精神给予了热情褒扬，对他们先进的教育思想和宝贵的教学经验进行了全面中肯
的总结。当我读到_家教大师移曾国藩、_女中豪杰靠葛健豪、“教育之神一罗籍重、“毁家兴
学黟蒋孝原、。以校为家嚣曾广济等人物传略时，不禁心潮澎拜，热血沸鹰I我深深被他们的
言传身教和献身精神所感动!他们把教育看成自己的神圣事业，并义无反顾地为之献身，真
是感人肺腑，’催人泪下!我想，时下社会上那些以办学为名，行商贾之实的渔利者，读了这
．些人物传略时，也会为之汗颜的!余先生还独具史家眼光，简介了为一般志书所不屑一顾的
下层小人物的善行义举。当我读到扫盲群师吴国玺、罗教纯，铁心从教的民办教师刘自定、陈
’智民，捐资办学的阳凤利、赵时德、朱继初、朱聘山，为抢救别人而牺牲的少年儿童曾庆平、 。

卢红蓁、王依国等人的优秀事迹时，也油然而生敬意!我想，余先生为这些小人物树碑立传，
对于拯救时下世风，不是很有现实意义么? 。

余先生的间接抒情，就是运用“春秋笔法丹，委婉含蓄地表达自己的爱憎感情。在t湘中
教育志>里，作者针对教育界某些弊端和丑恶现象，往往不露声色地进行揭露和鞭笞，正好

’象临床经验丰富的医生在微笑着和病人拉家常的当儿，冷不防地给病人轧上一针。每当我读
。到这些隐含深意的字句并领会作者的真实意图后，禁不住拍案叫绝，深为余先生娴熟的。春
秋笔法一所折服。细细咀嚼品味余先生的。春秋笔法捞．，其具体用法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
是。绵里藏针一，即作者信手拈来某些看似十分普通的现成话，将它们放在特定的场合，起到
讽刺抨击的作用。看吧，作者对某些学校的体育课由于请复员军人担任而出现不称职的现象；
引用了叠晴天一二一，雨天改自习斗和。_个哨子两个球，老师学生都自由嚣两句顺口溜进．
行讥刺，既幽默又形象!在谈到教师的待遇时，作者不明说民办教师的待遇低于公办教师、公
办教师的待遇低于营业员，。只说。时下，如有民办教师转为公办教师，则被认为是极为荣耀
的事。⋯⋯正如公办教师转行当了营业员，曾被认为是一种提拔。一真是一箭双雕，音在弦外‘!
二是。自相矛盾一，即作者对那些挂羊头卖狗肉的弄虚作假者十分不满，但是人们司空见惯，

并无察觉．为了留下历史的真实，让后人去评说，余先生有意识地在‘湘中教育志>里选用
一些内容上或常理上互相矛盾的图文。所以，读‘湘中教育志)时，如遇此类情况。千万不
要误为是作者治学不严。我曹问余先生：有的学校图照上的校名与文字介绍的校名不一致，是
求是个疏忽。余先生莞尔一笑：。人家校门口要挂那块牌子，只能由他们挂去l不过我只能按 ‘、

教委立案的校名写：这就是尊重历史。一所以，在余先生的笔下，一切弄虚作假者都要露出庐．、
山真面目!

‘

．··
·

专业性也是‘湘中教育志》的一个显著特点．‘湘中教育志)所载人物、事件都是与教育
紧密相关的，凡是与教育无关的人和事，余先生一个也不写，一件也不记．我看过一些地区
的教育志，在写教育人物的传记时，都喜欢把人物的仕宦履历详详细细地介绍一番，对教育
方面的贡献功绩反倒三言两语就敷衍了事。‘湘中教育志》则与此相反：对人物的仕宦履历避
而不谈，对人物的教育活动和功绩则浓墨重彩、不厌其详地予以介绍．曹国藩等五人的传略，
尽管文字都在七、八千字左右，但所述内容都与教育息息相关，不相关的地方则很少甚至没
有述及。

‘
一

‘湘中教育志：}还创造性地继承和发展了‘史记>的编次体例。我把两书的体例细细比较
了一下，发现在编次体例方面，‘湘中教育志'有不少地方乃是‘史记’的遗制。例如，《湘
中教育志>的。人物传略”、。人物简介一、。人名录一就与‘史记>的_本纪一、。世家一、。列
传修很相似，在等次上就有一一对应的关系；‘湘中教育志>的各种统计表、花名册、囊教育
大事一就与‘史记’的。十表一作用相似。当然，由于时代和科学技术的进步，‘史记》不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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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有‘湘中教育志》这样的人物肖像、实物实景和人物活动等能佐证文字真实性的图照。。正‘。
是由于<湘中教育志'通过这多种体例和各个体例之间的互相配合和相互补充，构成了一个’
完整有序的庞大结梅体系，全面而系统地记述了上自传说中的黄帝、下至志书开印之日止的
数千年的湘中地方教育发展史，因此它可以称得上是湘中地方一部教育通史，一部僵通古今
之变，成一家之言丹的方志杰作，方志园苑中一枝芳香四射的奇葩。j ‘ 7～’-，

一 我把。‘湘中教育志'和一些地区的教育志比较了一下，觉得‘湘中教育志j在体侧、资
料、‘版面等方面均有自己的特色．一是志书采用了教科书式的章、节编排形式，使用了教科
书所常用的说明文体语言，所以教科书的特色浓烈，讲它是一部教科书也未尝不可．在章节

- 安排上，作者史识独具，不固于俗见，特意立了。厂矿企业办学一和。民办教师一两个章节，
这也是它区剐于同类教育志的地方．二是资料十分丰富、详尽和系统，其中述保持了许多珍’r
贵的文物资料．‘湘中教育志>全书一百二十万多字，涉及的表格数十，图照数百、’学校数散
人物数万，’然而安排得有条有序，形成一个有机的统一体。书中所收载的‘上湘毛氏族谱·

， 教育志>、湖南省私立建国中学的圆形反字校印．、湖南省私立春元中学的方形篆字校印、一九，
五一年的新化小学教师暑期学习会纪念章等罕见的文物资料，都是同类志书所没有的。三是

． 版。面清晰，富于变化．全书使用了各号仿宋、楷书、黑体、圆体等十多种字体，主次分明；图
表排列组合成各种式样，赏心悦目，给人一种艺术的享受。． ，·‘

·。

，
，

，当然，‘湘中教育志’也并不是+全十美、毫无缺点的。由于作者长期从事教研室工作，
．经常编写教科书，所以，志书不可避免地带有浓烈的教稃书的特色。在我看来，这既是优点，

‘

．也是缺点，尤其是语言显得过于平淡简朴而文彩不足。只就这点而言，本书远远不及。无韵

之‘离骚》一的I‘史记)。尽管如此，。但本书所表现出来的史家风骨和超凡脱俗，则与‘史
记’是一脉相承的。事实上，纯粹性也只能是相对的，接近真谛的努力永无止境。真正的史

．料，其历史价值既由时代社会的变异而具有相当性，同时又有着学术意义上的某种永久性的
素质。它虽然在不同的价值眼光下显示出相异的色彩，但不会改变其自身在既定的时空中的

：。．基本构成。所以，我坚信，《湘中教育志》问世后，，尽管会见仁见智，毁誉不一，但它的史料
价值是永存的，任何人也不能抹煞掉。在我看来，没有超人的胆略，非凡的气魄，刚强的意一

’志，坚韧的毅力，要私撰出版象‘湘中教育志》这样一部一百二十多万字的鸿篇巨著，是难
以做到的。无论如何，这种常人不愿做、不敢做的事，是值得也应该给予肯定和鼓励的。这

j 是一种大胆的、有现实意义的尝试，在改革开放的今天，尤其需要这种大无畏的敢作敢为精
神j从某种意义说，私撰《湘中教育志>的问世，这是改革开放的产物i余国纲先生此举为
我们今后改革志书的编撰出版做出了榜样，闯出了新路，展示了方向。

。

。 记得曾国藩在‘宾兴堂记>中说过：描湘中子弟忠义之气，雄毅不可遏抑之风，郁而发之
于文，道德之宏，文章之富，将必有震耀寰区一：故此，我殷切地盼望，在地灵人杰、英才辈
出的湘中大地，能有更多的有识雄毅之士，象余国纲先生那样笃志耕耘出更多的类似‘湘中
教育志》的方志来。 ’‘，

，4

、 ，

，

承蒙余国纲先生不以地位资历取人，准允我数白道黄并予以刊载，．自觉荣幸之至l倘若
拙文能成为研究《湘中教育志>之发轫，则吾愿足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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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由佘国纲先生编著、湖南省娄底地区教委审定的《湘中教育志》，’。J．+ ．、“．

．，·1|+，。、已由全国十五家优秀出版社之-的岳麓书社出版。一该书l 2 0多万字，。，：。+二

。? ’l 6开精装，，所述教育史事上起黄帝南巡湘中，。下至志书开印之日(1 995-，’．。|．+^r

-、 ·，年5月)，‘涉及古今学校数千所!人物数万个，’刊有彩色黑白图照数百’，‘0：

一w‘⋯：!．幅，‘图表数十张，保存了大量珍贵文物资料，诸如包括教会学校等各类． 。，

。^u--．‘学校资料，曾国藩j’罗泽南：．禹之谟、1李燮和：j罗舟重等历史人物的教j ，．一

。 一，’．育思想资料，‘毛泽东、一郭沫若等当代人物的题词l书信，．世间罕见的．■|．_．，
：：? 。《上湘毛氏族谱·教育志》，，以及若干教育楹联丫校歌、‘校徽等等，‘秉．1一一

．．。．。．．笔直书，可读性强，，编排细致，．井井有条，是一方教育之全史，也是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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