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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教育志丛》编辑说明

一、武汉教育志丛是一部反映武汉地区教育的历史和现状基本

面貌的大型资料丛书． ，

二、本丛书包括武汉市志教育志，江岸区、江汉区、砺口区、汉

阳区、武昌区、青山区、洪山区、东西湖区、汉南区教育志，武昌

县、汉阳县i黄陂县、新洲县教育志，武钢(武汉钢铁公司)、一冶

(冶金工业部第一冶金建设公司)、武铁(武汉铁路分局)、长航(长

江航务管理局)、长轮(长江轮船总公司)教育志，’不列册序，分册

出版． ，

三、本丛书实行主编责任制。各册主编对所编分册负责。

四、本丛书采取分册、分类编辑的方法、合辑而成。各册时限，

一般上起1840年，下迄1985年。记述方法，以类系事，事以类从，

横分门类，纵向记述．记述范围，市、．区、县以1985年行政区划为

限，大系统企业以所辖部门为限，交叉内容按各自要求有所侧重。体

例，设有记、志、传、表、图、‘录等体，以志为主。结构不求一律，

或章、节，或门目、类目、条目，保持相对完整．篇幅、字效依情
而定，不作划一． ．

五、本丛书的出版，是各级领导和广大教育工作者、修志人员

共同努力的结果．．在此特向为丛书作过奠基工作的原武汉教育志编

纂委员会主任金本富、副主任陈德根及周木乃、张师韩，侯孟孔等

同志深表敬意，并对历届委员和关心、帮助丛书的同志表示感谢．由

于编辑水平的限制，成书阶段时间紧迫，本丛书在内容、文字等方

面，难免有缺点和差误，敬请读者批评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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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武昌匡款育诲如小～午



序

《武昌区教育志》刊行面世了。这是千年古城武昌的第
r· ～

一部教育志。难在开端，贵在开端，故尤为值得庆絮。

长期以来，武昌是湖北教育的中心。尤清季，这里是改

革旧教育，创办新教育的先行地，举国瞩目，以致各省考察

学翩者必于鄂，延聘教员者必于鄂。长期省治的特殊地位，
／ ，

一代代教育工作者的艰苦奋斗，今日武昌，集湖北百年教育

之大成，人文荟萃，名流云集，名校林立，是湖北地区人才
，

的主要摇篮，为省内外学子所翘首向往，为社会各界所睽暌

关注。这里的教育对湖北各项事业的发展起若举足轻重的
●

作用。 一

’

．

●

百年来的武昌教育，内容极为丰富。要将其完整地、科

学地记载下来，实非易事。在党和政府的关怀及方方面面的
●

支持协作下，经过编纂人员的呕心沥血，终成其事。这是武

昌教育史志上树起的第一个里程碑。为教育界人士探讨、改

革、振兴武昌教育提供了借鉴，为后人继续这项事业提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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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例，其。资治、教化、存史一．之功能不喾而喻。
‘

●
’

， 掩卷凝思，我们难以忘怀那敢于冲破科举制度的羁绊，
●

以非凡的胆识创立新教育，．为武昌教育在全国赢得声誉的

先辈；难以忘怀在那内忧外患、时局动荡、经费拮据、举步

缝艰的极端困难情况下，临难不却，器力撑持，挽教育子危

亡，为新时代教育奠基的众多有识之士I难以忘怀那为建

立、发展和完善被会主义新教育，勤恳工作，孜孜探求，穷

毕生精力与心血的广大固仁。我们站在前人的肩膀上攀高，

亦当为后人的继续高攀作好铺垫。时代向我们提出教育如

．．何_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一这一博大精深的课

题，需要我们这一代教育工作者去艰苦探索，努力实践，寻

求答案。我们自当为此殚精竭虑，不负前人，不愧来者。
， ●

●

值此《武昌区教育志>出版之际，我谨代表武昌区广大
：

‘

一

教育工作者；向为该书题写书名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
●

．家、邑人伍修权同志致以崇高的敬意!向为《武昌区教育

志>的缡纂、出版工作付出辛勤劳动的人们致以诚挚的谢

意!

绢纂《武昌区教育志>前不见古人，但可相信，后有来

∥+．‘．



者。长江后浪催前浪。今入既然能在没有路的情况下披荆探

路，后人无疑会沿着这条路开拓前进。可以满怀信心地预
●

料，将来《武昌区教育志》的续编，定会更上层楼。武昌的
．

，

教育志如此，武昌的教育事业亦当如此。让我们豪情满怀、

精种抖擞向未来!

量

II．．．．．．．．．．．．．．．．．．．．．．．．．．．．．．．．．．．．．．．．．．．．．．．．．．．．．．!．．．。．．．．．．!：．．．．．．—．—．．．一————二————————

杨向玲

1994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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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

一本志上起清末，下迄1985年，含1985年武昌区划内属此

时限的各级各类教育．1985年12月31日以后的事物概未收录。设

概述：大事记、书院私塾、幼儿教育、小学教育、中学教育、特殊

教育、中等职业技术教育、中等师范教育、成人教育、高等教育、教

’育行政、党群团体、人物等14章。区属从详，解放后从详。
‘

二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坚持实事求是的

原则，真实地反映教育的本来面貌，乃贯穿全书的基本指导思想。
、

三本志原则上按教育类别分类。各类教育，独立成篇，自成

体系．互有牵连的事物，为避免重复，作详略处理。

四关于武昌地域的称谓，因从清末至武昌市成立之前，武昌

多不是独立的行政区划，只是省县治所，故行文中，多称。武昌”、

。省垣武昌”、。省会区武昌”，武昌市成立后称。武昌市”；解放后称
． 。武昌区”。

‘

五武昌进入新的历史时期是以1949年5月17日武昌解放为

标志的。考虑到‘‘建国后”一词不含1949年5月17日至9月30日

这段时间．，行文中，凡此期间的事物，需标明大体时间范围的，用
。

。解放后”．‘
’

．

六文中年号，清末、民国时期，用旧年号夹注公元年号，如

光绪二十九年(1903)、民国15年(1926)；解放后，一律用公元年

号。同一节文字中，相近年号多次出现时，只在首次出现时作夹注．

七 事物名称，文字多的，首次出现用全称，后用简称。如

f

门．．



。文化大革命”，简称。文革”，。华中师范学院附属第一中学”，简称

。华师一附中”．
‘

。

‘

八人物以区属的为主，以解放后的为主．按下列标准收录：省

级以上党代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I省级以上各学科、学会会长，

理事长I省级特级教师≯‘省级以上优秀班主任I省级以上优秀体育

教师I省级以上优秀教育工作者l获省厅级以上单位、部门授予各

种荣誉称号及市政府授予劳动模范、模范教师、模范教育工作者称—一

号者。为避免人名重复，凡一个人同时符合几项收录标准的；归入

其中一项，余则在备注栏中说明． ，( -，

九本志使用现代语体文．引文、附录中文言文照录，不易理

解的，作夹注。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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