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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人类社会的发展，归根到底是生产力的发展，而具有一定的生

产知识和劳动技能的人，是生产力中最基本的最活跃的因素。而要使人获得一定的生产知

识和劳动技麓，就必须受一定的教育和训练。教育是人类社会不可缺少的活动，它与人类

社会共始终。随着社会的发展，教育日益显示出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

新的历史时期，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与教育事业息息相关，优先发展教育事业，培养大批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各类人才，这是民族振兴，国家富强，社会繁荣，人民幸福，实现

“四化”的根本大计。党的十二大把教育和科技列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三大战略重点之二，

十三大又提出“百年大计，教育为本”的策略，把发展科学技术和教育事业放在首要位置，

使经济建设转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这是时代的呼声，：是历史赋

予我们广大教育工作者的光荣使命。

要发展教育事业，就必须全面贯彻党和国家的教育方针，按教育客观规律办事。建国

四十多年来的教育实践证明，教育工作是否能卓有成效地为国家培养人才，关键在于是否

全面贯彻党和国家的教育方针，是否按教育规律办事。要按教育规律办事，就必须认识和

把握教育规律。教育随着社会的产生而产生，‘其历史源远流长，历代社会的教育实践，特

别是建国四十多年来的教育实践为我们探索和认识教育规律提供了丰富的经验，对教育的

历史和现状进行全面、系统、客观的记述，以期起到认识和把握教育的客观规律，用来指

导当前和今后的教育工作的作用。因此，充分发挥教育事业提高劳动者素质、培养各类人

才的作用，更好地服务于我区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这就是我们编写《l晦沧地区

教育志》的根本宗旨。
‘

‘现在，近五十万字的《临沧地区教育志》与广大读者见面了。这是临沧地区有史以来

的第一部教育专志，它按照详今略古的原则，全面地、客观地、科学地记述了临沧地区从

明代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以来近四百年教育的历史和现状，突出了我区地处边疆少数

民族地区的教育特点，反映了我区教育事业曲折发展的历史面貌。教育事业乃全社会的事

业，要让全社会的人们都来认识教育，了解教育，关心教育，支持教育。本书可为各级政

府、教育行政部门提供决策的依据，为广大教育工作者提供借鉴和参考。

编定志书是一项繁重的文化建设工程，涉及面广，工作量大。本书是在收集了近百万

字资料的基础上，历经四年编写而成，在编写中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运

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方法，‘遵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

针、政策，力求做到观点正确，体例完备，资料丰富，记述客观。+尽管编纂者作了很大努

力，但错漏和不足之处在所难免，希望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纳恒章．

一九九三年春



凡 例

一、本志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核其事、直其文，一力图反映

临沧地区边疆、山区、多民族以及经济文化落后的教育特点，以期起到资治、教化、存史

的作用。

二、所志年代上起明代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下迄1989年，历时近四百年。全志

有概述、大事记、志、传、图i表、附录，其中志分十三章。章下设节、目记述。

三、本志按部门志的要求进行编纂。概述，从全志的总体出发，横叙发展概貌，纵述

历史沿革，阐明临沧地区教育的大势大略；大事记，记载教育系统的重大事件，依据事件

情况，用编年体或纪事本末体记述，以事系人，秉笔直书；志，按教育等次、类型分章记

述，此为本志主体。先述沿革，后分层记叙；传，遵照“生不立传”的原则，记叙对教育

有较大贡献的人物事迹。凡所记人物均直称其名。

四、年代记述，明清及中华民国时期用朝代年号纪年，括号内注明公元某年。中华民

国时期具体年代用阿拉伯数字。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用公元纪年。

一五、对单位、人物、政党等全用第三人称，客观纪事。地理名称，均按当时称谓，名

更随易。 ．

六、所用资料．主要由临沧地区档案馆、临沧行署教育局档案室提供．。并参用各县教

育志稿、省地县出版文献有关记载。为节省篇幅，资料来源一律不注明出处。

七、同一事件，若需重复出现，则只各取一面，以避免雷同。

八、凡县志已有记载?一般予以少记或省略。

、 九、名称、术语通常用全称。

十、模范、先进人物的列名，只限于省级以上表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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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七、镇康县南伞中学⋯⋯⋯⋯⋯⋯⋯⋯⋯⋯⋯⋯⋯⋯⋯⋯⋯’⋯⋯j⋯一二·(1．3 5)

第五章师范教育⋯⋯⋯⋯⋯⋯⋯⋯⋯⋯⋯⋯⋯”⋯⋯⋯⋯⋯·o*“·二一⋯一．．．⋯(1 3 6)

。：第一节沿革⋯一⋯⋯⋯⋯⋯⋯⋯⋯⋯⋯⋯⋯：“：⋯”··’。：·：：．．o州．．．：⋯¨一(1 3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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