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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 序

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位于湖南省西部，地处云贵高原向长江中下游平原过

渡的武陵山区，其历史悠久，资源丰富，山川雄峻，钟灵毓秀，人才辈出，神奇的民

族文化财富丰厚多采。勤劳勇敢的土家、苗、汉各族人民，无论在古代、近代，或现

代、当代，为维护祖国统一，创建中华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都作出了重大贡献。尤

其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湘鄂西、湘鄂川黔武装斗争时期，无数先烈前仆后继，浴

血奋斗，谱写了气壮山河的英雄史诗，至今仍碑于众口。这片沸腾的沃土，深情地

呼唤着客观反映她的新方志的面世。 ，

方志，是记载一地自然与社会的历史和现状的朴实、严谨、科学的资料性著

述，修志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绵延两千年。方志经过了艰难曲折的道路，

能发展至今，其主要原因就是具有较高的实用价值，在资治、存史、教化诸方面发

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州境从明代至民国初期，修纂了府志、厅志、县志、卫志和风

土志等数十部，留下了一笔宝贵的文化遗产。“治天下者以史为鉴，治郡国者以志

为鉴"。史论兴亡，志表兴衰，史志为镜，可以明兴亡废替，晓盛衰得失。今天，我们

。纂修社会主义新方志，详今略古，贯通古今；尽可能达到思想性、科学性、可读性的

统一，其意义更为深远。它可为我们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系统的有科学依据

的基本情况，可用以向各族人民进行国情教育、爱国主义教育、社会主义教育、民

族团结和革命传统教育，可积累和保存地方文献，可增进港澳台同胞和海外侨胞

对湘西自治州的认识和了解。正因为如此，我州近几届政府均加强了对这项工作

的领导。州直各修志部门按照统一部署，抽调人员，组织班子，制订篇目，收集资

料，精心编纂，认真评审，并得到社会各界和湖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的支持。广

大修志工作者以马克思主义观点为指导，宏观记述和微观记述相结合，共性资料

和个案资料相结合，大量的社会调查和深层次的资料挖掘相结合，立足于州情的

高度，总揽全局的广角，利用各门现代学科基本原理来观照一切所需记述的事物，

求真存实，戮力同心，孜孜以求，甘于寂寞，耐得艰苦、辛苦、清苦，历寒经暑，伏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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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作，经纬成章。欣值州志丛书’杀青付梓之际，谨让我代表州委、州政府和州志编

委会对此表示诚挚的祝贺与衷心的感谢。并坚信州志丛书的出版发行，不仅能服

务当代，而且能惠及后世。

江泽民同志指出：“坚持做了调查研究这篇文章，是我们的谋事之基，成事之

道。"州志的编纂，就是在做调查研究这篇文章，而这种调查研究是群众性的，历史

性的，自下而上的和多角度多层次的。洋洋千万言的州志丛书，是亘古未有的调查

研究的结晶。这有利于我们进一步了解州情，有利于进一步了解历史上的经验教

训，更有利于我们从实际出发，扬长避短，因地制宜，推动改革开放，加快民族经济

建设的步伐，加速治穷脱贫的进程。“鸿鹄高飞，一举千里”。希望全州各族干部群

众和所有关心湘西发展的各界同仁，认真地读一读州志，研究州情，更好地服务湘

西，建设湘西，同心同德地把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推向一个新的

台阶。

走为患寿，

9彳／)J
9幻

本文作者为中共湘西自治州委副书记、州人民政府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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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西自治州《教育志》，历经八个寒暑，切磋琢磨，出版面世了，在州教育炭展

史上立下了一座丰碑，应该给予庆贺!

撰史修志是一项复杂的系统的工程，亦是一项光照千秋的伟业。撰修部史志，

须坐披囊箧，穷览千载，奋鸿笔，聘直词，继明先典，综揖遗文，镌刻历史。州《教育

志》由杨昌鑫副教授一人，既任主编，又任主笔，将我州自南宋有学校教育以来的

800年历史，较完整、较准确地录纪下来，像幅悬挂在天空中的大幅画卷，如此恢宏

磅礴，实在难能可贵。其伏案青灯，孜孜不倦，耐得辛苦，不惧艰苦，吃得清苦的精

神，体现了一个土家族少数民族知识分子，在党的阳光照耀下，对历史的忠诚，对

人民的奉献，对事业的追求，践履笃行的宝贵品质，尽到作个史学家的神圣天职。

志书是具有独特历史文化学术价值的国情书。这就要求修志工作者，必须具

备史才、史学、史识三种素质。所谓史才，是指文笔优美而具风骨；史学，即能对资

料，钩沉发幽，匡误纠谬，科学考证；史识，则为观点正确，能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立

场和方法，对历史进行梳理、总结和评价。自治州《教育志》的编撰，虽处在历史转

折时期，尽管“左"的尘埃尚未落定，但是，改革开放的形势逼着人们要去回顾走过

的路程，迫切希望从逝去的历史中寻找经验，获取教益，增长智慧，探索前进的道

路。主编以大无畏的精神，勇挑此重担，在编修过程中，坚定地以党的十一届三中

全会确定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方针作为导航的灯塔，冲破搜集资料的困难和各

种禁忌，试图用新的观念将州教育作为我国民族教育的缩影来记述，从体例编排、

记述角度、材料运用等方面，突出了民族性、地域性、时代性，在已经出版的部门志

中别开生面。尤其是将自治州教育的崛起、发展与文化的兴起、发展集合为一体，

以大文化观念观照一切所要记述的事物和事件，既做到能高屋建瓴的宏观记述，

又做到能洞察秋毫的微观收录；既有共性——事有所本的资料，又有个案——言

有所据的资料。特别是广泛的社会调查，多层次资料的挖掘和运用，利用各门现代

学科基本原理来调整编写视角等，把错综复杂的历史现象所掩盖的内容揭示出

来，探究其内在联系，理清其发展脉络，使自治州《教育志》更具学术品位。更为难

得的是自治州《教育志》从研究角度出发，诸说并存，得失皆录，异同齐备，提供了

大量有价值的资料，填补了州境史料的空白。

治天下者以史为鉴，治郡国者以志为鉴。一部具有历史价值的志书，是以特定

文化背景与思想脉络为依托的。其必网罗宏富，体大思精；纲严谨而无脱落，目详



备而不冗杂；唯物、唯实、唯是，求真、求善、求美。因而必须正确、合理、谨慎地处理

好这样五个关系：一是虚与实的关系，即作者撰史修志的理论观点与史料所蕴藉

的思想乏间，能相互结合，水乳交融；二是古与今的关系，即传统与现代的关系，做

到古今融合，“通古今之变’’；三是死与活的关系，即死文化与活文化的关系，历史

事件、历史文物、历史人物是死的，撰史修志者要使其在自己心中活起来，才能栩

栩如生地呈现在志书里；四是文本与表述的关系，史料是以文本形式与修志者见

面的，修志者是通过文本来表述史料的思想性；五是正与反的关系，即既要写历史

滔滔的洪流，又要写历史洄旋的逆流，成功的经验要记写清晰，失误的教训亦要记

写清楚。自治州《教育志》较好地把握和处理好了这几个方面的关系，所写各个历

史时期的各类历史事件，向社会提供的不是一堆无头绪的史料，而是全面、系统、

科学的教育史料；其所录“得”，可供资治；“失"，亦可供资治；其所记“同"，可供资

治；“异’’，亦可供资治；．不愧是一部记述、体现、反映了自治州教育发展规律的

良志。 ，一J+

江泽民同志在上海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成立大会上深刻指出，编修地方志

“是两个文明建设的组成部分，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系统工程，是承上启下，继

往开来，服务当代，有益后世的千秋大业。”撰修州志和各部门志，于党于国于人民

绝非无足轻重。我们只有对历史发展的真实性，也就是对州情梳理得越清楚，理解

得越深刻，那么，对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才会更具有自觉性，更充瞒信

心。我们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决不是以经济建设取代一切；没有雄厚的物质技

术基础，固然不会赢得名副其实的社会主义。但是，专注于经济上脱贫而精神贫血

缺钙，也不会迎来健全的现代化。历史的指针转到了世纪之交，我们要实现跨世纪

的宏伟纲领，就必须切实加强两个文明建设，发现和解答前人未曾发现或未能解

答的新问题。把我州的州志及部门志写好，就是两个文明建设的组成部分，让我们

承前启后，继往开来，不有辱历史赋予我们的两个文明建设的光荣使命，从而仰不

愧于中华民族列祖列宗，俯不愧于中华民族万代子孙。

三
U

／以，ILk吾产月力‘传
本文作者为中共湘西自治州委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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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是相当难写的。何况是地方志，又何况是教育志。但托着这沉甸甸的湘西自

治州《教育志》，宛如托着一颗在教育工作坑坑洼洼中摸爬滚打30多年的教师的

心，一颗永不知疲劳、昂扬奋进的心!昌鑫老师，我为你有这样一颗为党的教育事

业跃动的心而骄傲、而自豪、而激动不已!

志是反映历史轨迹的真实纪录。读了昌鑫老师撰修的湘西自治州《教育志》，

使我们从教育这个明亮．的窗口窥视了湘西自宋、元以来的历史概略。湘西是中华

大地的组成部分，居住在湘西的各民族是中华民族的成员。因此，湘西历史与中华

历史一脉相承，有着不可置疑的共性。然而，湘西独特的地理环境哺育的湘西各族

人民，又创造了自己的历史，所以，人们都说湘西是块神奇的土地。其实神奇的并

不是土地，神奇的是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湘西人。湘西人用世代相传的、坚韧不拔

的、吃苦耐劳的精神开发并治理了这方山山水水，从而铸造了有别于它地的历史；

湘西人从古到今，在政界、军界、文化界、商界等各个领域都为中华民族的历史增

添了夺目的光彩，而其中最璀灿的是湘西教育。因为，只有湘西的教育，才孕育了

湘西各个领域出类拔萃的人才；只有湘西的教育，才造就了一批又一批高品位的

求实、求真、求善、求美，执着追求、矢志不渝的人士。教育的巨大历史作用是显而

易见的。历代统治阶级禾管其出于何种目的，对教育总是看得很重的，或给予大力

挟持，或给予优惠待遇，或加强控制施以高压政策，以至进行摧残。凡此种种，都说

明了教育的重要、教育的威力。昌鑫老师撰修的湘西自治州《教育志》，突出地反映

了这一点。．

对湘西教育溯源逐流，自南宋绍兴九年(1149)建立卢溪县“东洲书院"，元大

德七年(1303)建立大庸县“天门山麓书院”，永顺土司彭元锦于明万历年间(1573～

1620)在老司城建立“若云书院"，专课土司、土官子弟；从此之后，湘西各厅、县

陆续设立学暑、学馆、学宫、司学、官学、府学、义学、蒙馆、书院、小学；民国时期，建

立了中学堂；新中国成立后，建立了包括高等学府在内的各级各类学校。这些学

堂、书院、学校的建立，倾注了教育界志士仁人的心血，熔铸了他们用教育提高民

族素质的情怀。其间不乏封建统治阶级利用学校培养了自己的人才，但从总体上

说，教育促进了民族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促进了湘西社会的进步。新中国成立

后的湘西教育尤为如此。因此，教育是推动历史进步的动力，是人类文明的摇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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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建国、立国、治国之本。自治州《教育志》，向我们提供了确凿的历史证据。

办教育需要经费，没经费就有如无米之炊，是不可想象的。历朝历代办学经费

都有自己的来源，对此，湘西自治州《教育志》如数家珍，有条有理，有顺有序，读了

令人赞叹。从办学经费中，看出新中国建立后至今，我们的教育经费，按人口比例，

或占财力支出的比重，有远超于民国以前的任何时期，也有不理想的时期。我们看

到超过以往时而兴高采烈，看到不景气时感到汗颜。我们的教育就从这财力力所

能及或力所不能及交替演变的狭窄的通道中走过来的。回首过去，这条通道是黯

然失色了；展望未来，前途是无限光明灿烂的。

教育是历朝历代政治斗争的风雨表。湘西教育同样如此。民国及以前的封建

统治者争权夺利的斗争，抗日战争时期中华民族与日本侵略者的斗争，新旧民主

革命时期、解放战争时期人民求解放与帝官封的斗争，新中国成立后先进与落后、

不同政治路线的斗争，均从湘西自治州《教育志》中得到深刻反映。新中国成立前

的湘西教育总的说是无序的，有的还是自发的，当有的倾注毕生精力于教育的有

识之士将教育的某些方面引上正道之后，又多被统治阶级的教育代理人所控制、

所蹂躏、所摧残。新中国成立后，湘西教育面貌焕然一新，在深化各科知识教育的

同时，突出进行道德品质教育、爱国主义教育、集体主义教育、社会主义教育、劳动

和劳动观点教育，等等，以使培养出来的人才适应社会主义四化建设的需要。这是

十分可喜的事。湘西自治州《教育志》，对此都作了翔实的记载。

杨昌鑫老师编撰的湘西自治州《教育志》，洋洋百万言，分门剐类17章，记载

上下850多年教育史实，内容太丰富了；而很强的可读性、广博的知识性、严密的

逻辑性，使人阅之不能释手。

因此，我要说，这是一部极有价值的教育志，愿各级领导及各界人士阅读后，

从中获得深深的教益。
一

。

牟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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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知大道，必先为史。"

哲学家西塞罗说过这样一句名言：“对自己出生之前所发生的事情依然一无·

所知就是没有长大。"若说出话来非常幼稚的人，必然是思想没有长大的人；思考

浅薄无知的人，必然是脚跟还没有在历史土壤上站稳的人；对历史无知，不善于从

历史寻找答案的人，必然导致思想上的盲目和行动上的茫然。因此，则非读史阅志

不可，加深历史感，领悟历史哲理，吸取历史智慧，帮助思想长大，将脚跟站稳在中

国历史土壤。这样，才能做个世纪之交新形势下的成熟的清醒者。
’

历史，是人类社会活动的全部过往历程。历史著作，是历代统治者建国、立国、

治国思想基石的重要组成部分。州《教育志》虽然只是我州从南宋有学校教育以来

的教育兴衰、得失演变之纪录，但是，撰修者怀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

感，将北宋史学家吴缜在《新唐书》纠谬写的序言中倡导的“为史之要有三：一日事

实、二日褒贬、三日文采"之史观，崇奉为撰写州《教育志》的准则。其从宏观、长远、

发展的视角，对州教育这段历史进行全面、系统、整体的考察，见微知著，高瞻远

瞩，立足方寸，运思千里，见人所未见，发人所未发。。如唐太宗论史所云：“神交千祀

之外"，“临睨九皇之表"。所以，“述往事’’，为当今治教者提供了许多被证实了的答

案；“思来者"，为我州存留了适合州情的治教之道。

“穷探治乱之迹，上助圣明之鉴。”这是司马光撰修《资治通鉴》的宗旨。州《教’

育志》以尊重历史的客观性、真实性，实事求是，秉笔直书为灵魂，记录的不只是历

史的进程，而将任何社会的教育都作历史的产物，述其进退、延伸、变异的连续性；

特别能从社会的失序运转中，录写经验教训，从无序转向有序；最可贵的还在于能

开掘、详录前人治教的睿智、聪慧，立德、立言、立业的美操嘉行，使往日的事件和

言行，对现实和未来有所启示和预测，超越过去的时限，溶入当今时代的浩浩长

流。例如，对新中国成立以后的我州教育状况，既很有分量地记写其辉煌成就，又

很有分寸地录下折腾、失误，其中，对“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等“左一的思潮，给教

育造成的极大灾难，不绕道回避，不简略带过，不轻描淡写，不抽象概念化，而以翔

实的资料、具体的数字显示出来，以利于人们正确认识历史，吸取教训，引为鉴戒。。

又如，详列清代少数民族科举中式、留学海外名录，以及记写少数民族仁人志士，

对发展民族教育所作出的贡献，这不是在替封建王朝歌功颂德，是在展示民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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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魂，民族的才智，民族的形象，让人目睹自古就为中华民族成员的土家族、苗族

等少数民族的人文风采!如此等等，是这部州《教育志》具有永恒生命力、长存于世

价值所在。 ．

为“上助圣明之鉴”，撰修者还十分注重历史艺术性，追求志书的外部样式(体

裁)、内部结构(体例)和语言风格的完美性。全志章节设置，有严密的历史逻辑性、

时代性、地域性、民族性；录写的资料，融文献、文物、口碑于一体，雅味与妙趣互

生；叙事、状物、写人，如临其境，如见其形，如闻其声；语言雅重晓畅，将历史波澜

涌溢于字里行间。总之，全志做到内容与形式较完美的统一，富有好读，且能吸．引

人喜欢读下去的诱惑力。神游在这样的志书卷页里，定能益智增德，获取历史的锁

钥，去打开21世纪自治州教育之门。

邓小平同志说过，要懂得些中国历史，“这是中国发展的精神动力"。历史不是

颂古非今，引导人们向后看，而是鼓舞士气，启发人们向前看。历史是一个民族永

恒的教科书。．一．个成熟的民族，决不会让现实的功利遮蔽历史的视野。自治州《教

育志》出版问世了。这是我州从有教育以来的第一部教育史志书。我们要“爱惜自

己的历史’’(章太炎语)，借助历史登高望远，避免前人走过的弯路，自觉制定和执

行好符合国情、州情的教育方针和政策，再创我州民族教育新纪元。

，占。咋
●

本文作者为湘西自治州人民政府剐州长



凡

1．《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志丛书·教育志》，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为

指导，求实存真，全面地系统地记述湘西州境教育事业的历史与现状，为建设有中

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服务。

2．全志记事，上始于州境兴起学校之时，下止于1990年，因内容需要，个别事

件。，适当下延。

3．全志记事范围，1989年以前含吉首、凤凰、泸溪、古文：花垣、保靖：永顺、龙

山、桑植、大庸等县，1989年以后，不含大庸、桑植2县(市)。

4．全志力求符合志书体例，事以类从，类为一志，横排竖写，宜横则横，宜纵则

纵，重要资料，加以赘述，不同论证，同时并录。

5．志篇章安排，“线”、“面"、“点"结合，以“线一纵述历史，设置“大事记"、“教育

行政沿革”等章，勾勒历史脉络；以“面"横陈全貌，设置各类教育章，绘出教育整体

性；以“点’’突出地方、民族特色，设置“土、苗义学、民族书院"、“民族教育"、“苏区

教育"、“抗日战争内迁流亡教育”等章，显示优势。

6．全志以事系人，不设人物传。

7．遵循“详今略古"原则，详写近代、新中国及改革、开放以后历史时期，但是，

湘西州境古代资料奇缺，全志尽力记述古代史料。。
’

8．入志’史料，以档案文献资料为主，以文物资料为主，以“三亲’’资料为主，兼

录口碑；入志史料，一般不注明‘出处，特殊史料，注明出处；限于资料不全者，存留

空白，宁缺勿滥。

9．全志纪年，封建王朝用王朝帝王纪年，中华民国按民国纪年，均适当用括号

注明公元年号。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公元纪年。

噌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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