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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 正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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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安历史上第一部教育志的修成问世，是一件服务当代，

惠及后代的大喜事。一‘编纂人员以义不容辞的责任感，对都安历

史上各个时期开展教育工作的理论、方法、经验、教训，进行历

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分析，尊重历史，不褒不贬，不隐

瞒j。不夸大：追本溯源，实事求是地编修具有都安民族特色的教

育发展史，，给都安历史文化宝库中增添了·份珍贵的篇章。通

过教育志的编修，研究和总结都安教育的历史和现状，对保存

史料、丰富和完善地方文献，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的文化遗产

和优良传统：有着深远的历史意义o c一。

都安教育志反映都安教育的智慧和结晶及艰苦创业历程，

它既是社会文明的真实纪实，也是彰往昭来的存史之章。通过

研究和总结，把前人的教育理论、教育方法、教育成就，教育失

误，原原本本地记载下来，不但对各级领导、各方面人士了解县

情、乡情有参考价值，也为编史、科研、改革和发展都安教育，提

供厉史的借鉴和科学的依据。古人云，“治天下以史为鉴，治郡

国以志为鉴"，我们要借鉴历史，面向未来，古为今用，瞻望前

程。 ∥
．

尽管都安地处千山万弄，人类生存环境恶劣，贫穷落后，但

都安各族人民在极端艰苦的环境中，仍然坚持百折不挠的创业

精神，特别是在当代，仍然培养不少社会急需人才，谱写具有民

族特色的壮丽诗篇。：教育志所记载的人物中有很多人为都安

的教育事业呕心沥血，勤勤恳恳，作出重要贡献，为人揩模，教



人奋进，这对广大教育工作者和青少年学生了解都安民族教育

历史、进行爱我中华、爱我都安、发展都安、振兴都安经济的教

育活动，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o

’我们要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认真阅读《都安瑶族自治县

教育志》，加以研究，吸取历史经验和教训，，以志为鉴，为进一步

发展都安的教育事业，振兴都安经济，谱写更光辉的历史篇章

而努力奋斗 ：

编志是一项复杂的研究工作，要有广博的知识；要有古文

基础和文字表达能力；要有文史方面的实际锻炼；要有一定的

行业专长。在重重困难面前，编者知难而进，边学边干，尽职尽

责，广泛收集史料，考究订止，去其糟粕，取其精华，笔耕十载，

终于完成这项“浩大工程”o我们代表县委、县府，向一切为本

书作出贡献的同志和辛勤劳动的编纂人员，致以诚挚的谢意。

在成书之际，寥寥数语，谨以为序o
’

中共都安瑶族自治县委员会副书记

蒙金香

，都安瑶族自治县人民政府副县长

蒙 吉 勋

1996年6月10日



凡 例

l、本志上限清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下限1987年。个

别事件，为记述完整而适当伸缩年限。部份照片时间夸越
1987年o

十

2、坚持以历史唯物主义和辨证唯物主义观点为指导，实事
求是地记述都安教育事业的历史和现状，使其起到“资治、教
化、存史”的作用o

3、采用记、志、图、表、录等诸种体载。以志为主，补以图
表o

4、采用章、节、目的结构和层次j横排门类、纵写始末o

5、一律采用语体文I记述体。只记事实，不作评述，不发议
论，寓褒贬于记述之中o、 ，

6、凡历史朝代年号，一律沿用通称，以符合史实，在括弧内

注明公元年代。建国后，一律用公元纪年o

7、人物称谓，直书姓名，除特殊事件外，不加职务、职称之

语。名词术语在第一次出现时用全称，以后出现采用简称o

8、资料来源：属于建国前的，来自志书、谱牒、薄册、契约、
官方文件、省县级出版的报刊书籍。私人保存的日记、信件、匾

额、楹联、碑刻。属于建国后的，来自各级政府档案、区县出版

刊物、个人简历、笔记、各种底稿。本志资料的主要来源来自广

西通志馆、广西图书馆、广西博物馆、桂林地区档案馆、河池地

区档案馆、南宁地区档案馆、都安档案馆、县教育局秘书股档案

室，以及县内各级各类学校志(史)，经考订史实，筛选资料，去
‘ 粗取精，不褒不贬，秉笔直书o

9、本志记述的区域范围，以1987年都安瑶族自治县所辖

的行政区域为准，包括1988年10月划归大化瑶族自治县的9

个乡以及划归宜山县的福龙乡o
． 10、本志行文，有“党的领导”、“党委”、“党组织"、“党委书

记"、“党支部书记"等，“党"指中国共产党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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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教育行政
●

’

第-节教育宗旨
●

，

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十一月，清廷颁布《奏定学堂章

程》，规定以“忠孝”为宗旨o
”

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学部正式明确教育宗旨，由朝廷

颁示全国。教育宗旨是：“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实"o其办。

学思想是“中学为体，西洋为用”o ：．‘

“忠君"即以“崇敬国主以为政治之本"，“视君心之休戚为

全国之荣辱，视全国之荣辱为一己之祸福”，“尊孔"是以孔子的

学说为“圣教"o“尚公"即培养“人人合群之心理"，反对?‘各自

为私”o“尚武”是培养“人人有振武之精神”。“尚实"是指讲究

实用，培养“人人有可农可工可商之才"o“中学为体”是指“忠

孝为本，以中国经史之学为基"o以忠君、尊孔、读经讲经为教

育之本。学堂设在祠、庙里，连培训师资的师范讲．--j所也不敢

丝毫逾越一步。言必称颂孔孟，师生如父子，维上为命是从。

都安境内依据此宗旨，学堂设立在祠、庙内，学堂和私塾都设立

孔子牌位，每月初一、十五两天，师生在规定的时辰向孔子牌位

烧香叩拜致祭o ．

民国元年(1912年)7月；教育部在北京召开临时教育会

议，会上讨论确定的教育宗旨是：“注重道德教育，以实用及文

武两主义济之，又以世界观及美育养成高尚之风，以完成国民．

，道德"。后经教育总长蔡元培修改，同年’9月2日公布的教育

宗旨是：“注重道德教育，以实利教育、军国民教育辅之，更以美

感教育完成其道德”o“实利教育"是“对学生进行普通知识技

二‘1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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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的训练"o“军国民教育"就是军事体育。‘!美感”就是美育。

为了贯彻执行上述教育宗旨；南京临时政府发布《教育部普通

教育暂行办法通令》。《通令》规定：“初等小学，可以男女同

校"；“凡各种教科书，务合乎共和民国宗旨，清学部颁行之教科

书，一律禁用"；“小学读经科，一律废止"；“小学手工科。应加注

重”；“高等小学以上体操科，应注重兵式"；“初等小学算术科，

自第三学年起；兼课珠算"o

民国4年(1915年)1月24日，袁世凯颁布了“教育纲要"，

对民国元年的教育宗旨又作修改，颁布了七项教育要旨，即“爱

国、尚公、崇实、法孔孟、重自治、戒贪争、戒躁进”o

’民国5年(1916年)9月，国务院决定撒消袁世凯颁布的教

育宗旨。对教育宗旨修改为“注重道德、实利、尚武，并运之以

适用"o强调以道德为经，以实利教育、尚武教育为纬；以道德、

实利、尚武教育为体，以实用主义为用。10月，教育部又修正

了一些有关政策、法令，取消小学“读经"课。但北洋军阀的复

古活动仍未停止，复古派和革新派的斗争仍很激烈。如据民国

7年(1918年)7月《广西教育公报》记载：同年6月14日，广西

省政府指令省视学员党庆芬核察都安学务情况，认为“高等小

学读经法制二科，为部章所规定，岂可付之阈如，应严令照章添

设，以期完备。其所陈各校之应行改良整顿事项，均关重要，统

候令行。南宁道尹转令都安县知事分别查照办理，并分令各校

遵照”o

，民国11年(1922年)11月1日，北洋政府公布了新学制

——《学校系统改革草案》，也称为壬戌学制。其中对教育宗旨

列有七条：“一、适应社会进化之需要；二、发展平民教育之精

神；三、谋个性发展；四、注重国民经济力；五、注重生活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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