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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豸《；l勃’韵．。‘一』．
《大悟县教育志》即将付梓，县教委的负责同志要我作序．谨书数

语，权以为序。 ’．

盛世修志，自古皆然。大悟县建置至今，虽有《大悟志略》问世，但编

纂教育专志，尚属首创·
’

大悟是全国著名的革命老根据地之一，具有光荣的革命历史。早在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群众于县境内创建第一个苏

维埃政府时，即十分重视教育，兴办各级各类学校百余所。此后的抗日

战争、解放战争、建国初17年，特别是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

来，继承和发扬了老区人民尊师重教的光荣传统，其成绩显著，经验丰

富。纵观60年大悟教育史，始终坚持了党对教育工作的领导，保证了各

类教育的社会主义方向；坚持了群众办学的路线，保证各类教育的长足

发展；坚持了理论联系实际的教学原则，保证了人才的培育质量，坚持

贯彻了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充分调动了广大教育工作者的积极性≯坚持

了勤工俭学、勤俭建校，增强了教育自身的造血功能；坚持排除各种干

扰，保证了教育按照自身的发展规律向前迈进l

。存史”旨在“资治"。全志以较翔实的史料和恰当的评述，系统记叙

了自1930年至1990年大悟县教育发展的全过程。它有助于我们了解

过去，珍惜现在，更加忠诚党和人民的教育事业；在面临世界科学技术

革命和敌对势力和平演变的挑战面前，在深化教育改革中。不断开拓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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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为创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教育体系，为培养有理想、有道德、

有文化、有纪律的一代新人作出更大贡献。有助于社会各界仁人志士支

持教育的发展，资治借鉴·

当前，全县广大教育工作者．在中国共产党十三届七中全会精神指

引下，为全面贯彻教育方针、提高教育质量，深化改革。拼搏不懈。《大悟

县教育志》的编纂出版，将为制订教育发展规划和作出正确决策，提供

一定的科学依据；也为人们认识了解大悟的教育增设了一个“窗口’’。同

时，还为教育后代留下了较为翔实的乡土教材。

编纂教育志是一项艰巨的工作．值此《大悟县教育志》出版发行之

际，我代表大悟县人民政府，向为《大悟县教育志》的编纂出版工作付出

心血的同志们，致以衷心感谢!

一九九一年九月十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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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二

I 吴体旁
《大悟县教育志》今已成书。此前，经专班人员收集整理、查证核实、

筛选归类有关教育史料数百万字，以期达到保存史料、教育后代、服务

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之目的。我们修志的指导思想是，坚

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针，运用辨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的观点，努力编写一部反映大悟县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兴办学

校、尊师重教的革命教育史。

在编写过程中，我们本着详今略古的原则，以建国后为主，以中国

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为重点。上起1930年，县境内第一个苏维

埃政府设立教育机构，办列宁小学开始．下限截至1990年。但部分篇。

章，有时为发其根柢，了解原脉，究其源流，以反映历史全貌，或适当上

溯，或略作下延。此部60年之教育专志，分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前和

建国以来两个阶段，每个阶段又各分三个时期叙述。即建国前土地革命

战争时期、抗El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建国以来的17年建设时期、

10年动乱时期、13年振兴时期。建国前，由于县境内并存国民党统治区

域与革命根据地的两种教育，为尊重历史，而分头撰写·

编纂教育志是项艰巨而又复杂的工作。在县委、县政府的关怀和省

地教志办、县志办的指导下，历经八载，数易其稿，方成是书。全志横排

竖写，条块结合，篇章节目，事以类从。读后既可以了解各个历史时期的

各类教育，又可以从各个方面的演变，清楚地看到大悟教育的发展全



貌。 ，

’

由于大悟县建置时间短，过去战火连年和“文革’’动乱等种种原因，

导致资料散失，难以收齐，该志仍有粗疏遗漏、评述失当之处。敬请广大

教育工作者、各界人士和志书专家指：iti=

一九九一年九月二十日



凡

一、本志以马列主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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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着详今略古、融贯古今的原则，力图记述大

悟县教育演变的源流，反映历史全貌，体现发展规律·

二、本志上限原则起于1930年，为反映教育发展脉络，革命根据地

教育上溯到1923年(或稍前)，国统区教育起于本县建制的1933年；下

限基本断在i988年底，有些条目延续到1990年底。

三、按编、章、节、目四级结构，以条块结合、事以类从方法编纂，全

志分概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前的教育、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来的

教育、人物、大事记、总附录等，共有6编23章55节。

四、为叙述简洁、避免重复，志中也以“县境、。境内"、“我县"、“根据

地”等指称“大悟县”(或“礼山县")。革命根据地政权建立、更迭、辖制变

化较多，难以一一列举，因而统一以“根据地”指称，除非特别指明，_般

涵括现大悟县辖内所有革命根据地。凡较长的名称，第一次出现时用全

称，以后按通行方式简称，如“文化大革命”始全称，后简称“文革"，。建

国"即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中共’’、“我党"、。党”均指中国共产党。’

五、本书纪年统一采用公元年号，民国时期国统区则夹注民国年

号，均以阿拉伯数字表示·’志中数字的记述以《关于出版物上数字用法

的试行规定》(1987．1．1)为准·

六、本志使用语体文，但引文、附录中的文言文悉照原文，不作更

改。志中引文皆有所本，言必有据，力求翔实，为节省篇幅，一般不注明

出处，为尊重历史，所述事件或数字，虽偶相，柢牾也不作处理；表述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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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记、述、图、表、录等，偶有评析，力求公允客观，图文并茂。

七、本志大事记采用编年体与记事本末体相结合的方法编撰．原则

上只收录教育系统内部大事，但与教育有关或对教育产生重大影响的

事件也在收录之列。

八、本志人物以传、录的方式记入，坚持生不立传的原则，一般只收

录已故教育界名人或有突出贡献和影响的人物，其他则以因事记人的

方式写入正文。人物传、录皆以卒年顺序排列。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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