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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这本教育志，记述了从鸦片战争到1985年的曲阜教育。。志书以

时为经，以事为纬，如实反映了这145年的诗书之乡、礼义之邦的

教育总体面貌。

教育是政治和经济的反映。曲阜市、鲁国故都．背负泰岱，南

到凫峄，东连尼防群山，西俯平野千畴，泗沂之区，土地肥沃，物

产丰富， “笑夸故人指绝境，山光水色青如兰。"此地有着悠久的

历史，灿烂的文化，教育源远流长。曲阜是我国东方文化的发祥

地，古代教育家孔子的故乡。孔子创设民学，讲学于杏坛，聚弟子

三千，通六艺者七十二贤人，形成一个儒家学派。这个学派，一直

是我国封建时期的学术中心。孔子的教育思想，蜚名中夕卜，影响极

为广大而深远。为存史鉴后，惠及后学，避免史随时逝，无疑撰写

此志是完全必要的。

观今宜鉴古，无古不成今，不览古今，论事不实。在当今教育

改革的黄金时代，回顾曲阜教育发展的历程，研究曲阜教育的过去

和现在，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总结历史的经验和教训，而其旨

在于提供有益的借镜乏在于催人奋进，激励和动员广大教育工作

者，为谱写教育新篇、为建设名城、振兴曲阜而贡献力量，撰写此

志就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 ．‘

《曲阜教育志》是千秋华夏之史中的一篇，漫长的历史画卷中

的一页。为此，我市教育界的老同志，担此重任，查阅资料，调查

走访，口问手写，召集知情入座谈，邀请有关同志讨论，反复审核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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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实，数易此稿，终于成书。在编纂过程中f曾得到各级领导同志．．

的关怀和指导，得到有关方面的热情帮助和支持，蒙许多同志提供

了不少宝贵的意见。我代表教育局，向关心支持此书的各级领导，向

提供资料、大力协助的同志们，向辛勤工作的编写组的全体同志，

谨此致谢。 ． j

限于此志成书的资料条件和我们的水平，不'-3之处，在所难

免，希读者赐教为感。

2

李咸寅

一九八七年六月



凡 例

一、本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四项基

‘本原则，实事求是地记述曲阜教育的历史和现状。

二、本志上限为1840年(“大事记’’及“学宫"适当上溯)下

限为1985年。根据详今略古的原则，着重记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

后的曲阜县教育。

三、本志记述范围以现实行政区划为准。1958年至1961年为曲

阜．滋阳合县时间，凡是合县后总数字，都作了说明。

四、本志为横排纵写，分篇、章、节三级，全志共九篇二十五

章五十六节。

五、本志采用记、志、传、录、图、表、等体裁，以志为主。

一律使用语体文，记述体，必须引用文言原文时，引号注明。

六、本志纪年方法，建国前采用原历史纪年，并注明公元，建

国后采用公元纪年。地理名称均依当时当地的习惯称呼，注明今地。

七、本志所依据的资料，一为文字资讲，包括各种档案、图

书、报刊。二为口碑资料，包括面访、信访、回忆录，三为图片，

实物资料。

八、本志中有关“童试’’内容，因属科举考试的范畴，故列入

“贡举"章内。 “专业教育与职业教育”篇内，因各校所处时代不

同，内容迥异，所以按校分节分别记述。

九、本志根据详独略同的原则，除“课程设置"章内的五个附
1



表以外，凡与全国、全省其他县市相同的，一律从略，

十、本志中有关注释，放在该章节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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