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振兴大计．教育为本。古往今来的历史经验无不深刻地说明了

这个问题，尤其是在世界文明一日千里向前发展的今天更是这样。

因此，教育事业的情况如何，直接关系到国家的盛衰，民族的存亡。

十年来，党中央对于教育工作的一系列指示．也都反复地强调了这

一点。

古田地处闽东山区，自唐开元建县以来已有一千二百五十年

的历史了。由于历代许多官员和地方人士的热心倡导，文化教育索

称发达。千载以来，可谓人才辈出，代有英贤。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之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古田的教育事业更是突飞猛进，

日新月异，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效。其中如成人教育的秀峰民校、

小学教育的瑞岩小学等，都成为举国称颂一时的先进单位。1984

年我县普及了初等教育。1985年实现了扫除文盲县，又使古田教

育登上了新的台阶。其他如中等教育和人才输送等方面，也都大有

进展，不落人后。

随着国家开放改革政策的实施，近年来我县成人文化技术教

育迅速发展，特别是食用菌栽培技术的传播，为地方经济的振兴和

广大农民的脱贫致富开辟了广阔的前景。乡村集资办学，方兴未

艾；群众尊师重教，蔚然成风。展望古田教育的明天，是光明的，也

是乐观的。

1984年6月，本人受县人大常委会的委托，主持本县教育行

政工作。受命以来，未敢怠慢．常夜以继日，全力以赴，只恨自己能

力有限，未能使家乡的教育事业更上一层楼。时常寝食不安。’

《古田县教育志》由两位离休老同志负责编纂工作，历三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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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辛勤劳动，现已成书。内容完备，条理清晰，既扼要地叙述了我县

教育事业的发展过程，又突出了千载以来可供借鉴的历史经验，达

到了盛世修志的目的要求。付印在即。特爱缀数语，置诸卷首，敬请

各级领导、行家和教育界的同志们多多指教。是为序。
’

卓懋 1992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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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志书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辩证唯物主

义、历史唯物主义，实事求是地反映古田县教育事业的历史、现状

及其发展过程，力求思想性、科学性和资料性三者的有机结合。

二、本书为教育专门志，其目的在于理清古田自建县以来教育

事业的发展过程，故上限定为唐开二十一年(公元741年)，下限为

1990年，时间范围为1250年。

三、资料来源，主要为古田县档案馆、古田县教育局档案室、古

田县政协出版之《古田文变资料》(1——lo辑)、各校校史以及专

访所得口碑记录等，并参考古田历代县志。统计数字以古田县统计

局公布之数字资料为准。 ’

四、篇且结构。从古田教育发展的实际出发，全书分为十四章。

为使读者知其全貌，特将综述一章列于卷首，其他依次编排。

五、入志人物标准：解放前以长期从事教育工作，且对古田教

育事业有重大贡献或重大影响者为限；解放后则以荣膺全国先进

个人和取得省劳动模范荣誉者为限。已故者为之立传，健在者为作

简介。至于取得省级其他光荣称号者，只为之列表题名。

六、大事记采用编年体。力求大事突出，要事不漏。

七、本书采用现代汉语叙述，并力求准确，精练，要言不繁。清

晰可读．以符合志书语言的要求。在编写过程中，力求做到详今略

古，并把重点放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

八、为了保存我县教育方面的重要史料．本书特在篇末另加附

录，收入有关重要文献及部分资料，以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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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综述

古田从唐开元廿九年(公元74]年)建县以来，至今已有一千

二百五十年的历史了。千载以还，由于重视教育．发展教育，使她成

为闽东、闽北山区文化比较发达的县份之一。

古田在唐代及其以前的教育情况如何，现在已经无法查考。据

史料表明，当时本地群众大都信奉鬼神而愚昧无知，而地方官吏也

大都知难而退，不肯过问教育问题。所以从唐开元至五代的二百多

年之间，虽然本县兴建的大型佛寺、道观(如极乐寺、临水宫)达八

处之多，而文教设施却根本没有。直至南唐末年，出任过永贞(今罗

源)县令的本县杉洋人余仁椿，在退职之后才于家乡创立蓝田书

院，用以教育本村子弟。这就是我县推行文化教育的先声了。

古田的县学(官立学校)的设置始于宋景德二年(1005)。当时

与晏殊齐名的常州人、进士出身的李堪来任古田县令。到任之后，

他亲眼看到地方群众崇奉鬼神，凶悍好斗．感到只有推行文化教

育．开发民智，才能移风易俗，革新社会。于是他就借助行政命令拆

毁了三百一十五个滥设的神庙，并利用那些木石建材在剑溪之东

兴建县学。县学规模宏大，建有楼台亭阁，并辟出专门场所祀奉孔

子和历代圣贤。除征聘良师教诲生员之外，李堪本人也经常到县学

讲瀑。在李堪的一再倡导之下，我县崇孔向学一时蔚然成风，广大

城乡新建立和继全的书院就达九所之多，培养了不少人才，得中功

名者为数不少。宋绍熙三年(1190)，杉洋人余复状元及第，名扬天

下，光宗皇帝特御赐金匾，至今尚悬挂于禅林余氏宗祠。于是文教

之风，日益昌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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