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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虎保华

三度寒暑，筚路蓝缕，首部《建水县教育志》终于公开出版问世，披阅一过，良感万千。这是

建水教育史上的不朽盛事，功在千秋，利在当代，惠及子孙，垂鉴后世。

历史文化名城建水，物华天宝，阡陌流金；崇文尚儒，世代相传；尊师重教，古今同慨；人杰

地灵，人才雀起。七百多年来，无愧于“滇南邹鲁”、“文献名邦”、“临半榜”之美誉。远在元至元二

十二年(1285)，建水就创办了云南第二庙学。明清两朝府学、州学、县学弟子络绎，共建书院7

所、设义学10所、开办私塾百余馆。明清两朝建水共出文进士67人(其中翰林13人)、武进士

43人；文举人763人(其中解元12人)、武举人510人(其中解元16人)，文武进士人数仅次于

昆明、大理，文武举人仅次于昆明。1978年，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政兴教、社会重

教、各界支教更是空前。1977-2005年，建水考上大专院校10486人，其中省文科状元1人、省

外语类状元1人、州文科状元5人、州理科状元4人；清华大学录取17人、北京大学录取12

人、中国人民大学录取10人；48名学生获“红烟桃李奖”、16名教师获“红烟园丁奖”，在全州、

乃至全省县一级名列前茅。1994年建水县实现普及六年义务教育；1999年国家教育部授牌认

定建水县为“普及九年义务教育、扫除青壮年文盲”合格县。近几年，建水教育再创辉煌。教育科

研工作全省领先、信息技术教育工作全省前列、“希望小学”频频竣工、新建校舍春笋林立、教师

队伍量足德高业精、教育质量始终保持稳中有升的良好势头。但如此教育大县之建水，此前竟

无一部教育志，这无疑是历史文化名城的一件憾事!本志的问世，了结了这一憾事。

盛世修志，志载盛世。20世纪80年代中期，县教育局曾组织过《建水县教育志》的编纂工

作，收集整理了许多资料，但由于种种原因，终未能付梓成书。2003年，红河州人民政府办公室

下发《关于全面启动续修志书工作的通知》，2004年6月，建水县人民政府召开建水县续修县志

动员大会，会上号召有条件的部门和乡镇要抓住续修县志的大好时机，开展部门志和乡镇志的

编纂工作。县教育局高度重视，把《建水县教育志》的编纂工作作为一件大事来抓。2004年11

月，县教育局下发《关于成立(建水县教育志)编纂委员会及开展编纂工作的通知》，成立了以局

长为主任的《建水县教育志》编纂委员会，编纂委员会下设办公室，做到机构建立、人员到位、经

费落实、方案切实。两年多来，《建水县教育志》编纂人员不辞辛苦，认真查阅档案和各种资料，

调查采集／zl碑材料，广集博采、精心筛选、去粗取精、去伪存真。正是他们对建水教育和对建水

人民高度负责的态度，孕育了《建水县教育志》的问世。

本志为通志，上限元至元二十二年(1285)，下限2005年。煌煌百万字。客观翔实地记述了

建水教育的历史和现状，揭示了其发展的客观规律，为振兴建水教育事业提供了有益的历史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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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和现实依据，体现了修志“传史、资政、教化”之宗旨。本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

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

义，坚持科学发展观；以志为主，述、记、传、图、表、录诸体并用；搜罗宏富，归属合理；体例完备，

纲目清晰；纵不断线，横不缺项；略古详今，详近略远；求真存实，实事求是；语言朴实，简明流

畅。但白璧微瑕，物无完美，难免纰漏，本志也然。

一言以蔽之，本志扬名邦之誉、表桑梓之杰、励来兹之志，值得广大教育工作者及关心、支

持建水教育工作的方方面面人士一读，定能开卷励志。让我们承前启后，开拓创新，为打造全国

知名教育强县奋发努力，迎来建水教育更加辉煌灿烂的明天!

微言其旨，是以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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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例

一、本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坚

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坚持科学发展观；以存史、资政、教化为

宗旨。

二、断限。上限元至元二十二年(1285)，下限2005年。但内容确实需要，个别地方时限可

作适当延伸。

三、体例。篇目结构为章、节、目三层，横分门类，纵述史实，横不缺项，纵不断线，详近略

远，详今略古。其中大事记采用编年体，以时为经，以事为纬；概述以纵为主，纵横结合。体裁以

志为主，述、记、传、图、表、录诸体并用。

四、图表处理。图表随文，志书开头的照片彩页除外。表含标题、表体(表体内不列序号)、

必要的说明；随文图像能体现其意义的，不加说明。

五、语言。文约事丰，简洁朴实，严谨流畅，述而不论。

六、资料来源。云南省、红河州教育志，《建水县志》；县档案馆、图书馆的档案、图书；旧地

方志；县统计局统计数据；县教育局的年度(学年)教育统计报表、年度总结等；县教育局各股室

及各校(园)提供的资料。对于经反复查证，确与史实不符之处，予以更正。

七、人物。人物专章坚持生不立传，事迹突出在世人物采用简介；参政议政、先进模范人物

采用列表。传以卒年先后为序，简介以生年先后为序，表以年代先后为序。其他章节，以事系人。

八、文中注释，随文加注。引用1950年前资料随文注明出处。引用1950年后的资料一般

不注。

九、主语均采用第三人称。

十、各个时期地域名、政治机构、行政建置、职称等，一律按当时称谓入志。

十一、本志纪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前，写明朝代年号或民国，并用阿拉伯数字括注相应

的公元纪年，省略“公元”、“年”字。

十二、简称。“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简称“政协”；“中国共产党建水县委员会”简称“县

委”等，凡简称之处．在每章首次出现时写全称，并括注简称。年份不用简写，如1978年不作“78

年”。

十三、数字用法。使用汉字书写的有：定型的词、词组、成语、惯用语、缩略语、叙述性语言

中的数字；不定数、次第；中国干支纪年和夏历月日、从古到清的朝代纪年；表示事件、节日和其

他意义的词组。使用阿拉伯数字书写的有：计数与计量；公历世纪、年代、年、月、日；时、分、秒；

代号、代码和序号。

阿拉伯数字书写中不用三位撇，一个完整的多位数不移行．小数点后最多保留两位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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