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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文化教育乃人类社会发展之

“物候表”。古城安宁，既有历史悠久的灿烂文化，又有人才

辈出的教育，记叙安宁教育历史渊源、发展过程及现状，是一

件上对先辈负责，现为社会服务，下给子孙造福的千秋大业。

《安宁县教育志》是安宁有史以来的第一部教育专志，它

从安宁的县情出发，上溯元大德壬寅(1302)年，安宁始创州

学，下至1986年底，记叙了安宁县五百多年教育的兴衰和演

变。它本着思想性、科学性、资料性相统--froj原则，按照横

排、竖写，事以类从的编写方法进行记叙。各篇皆尽力从浩繁

的史料中，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表及里，点面结合，狠下

了一番功夫，以．求反映安宁县教育的客观实际。但由于历史原

因，资料不全，申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安宁县教育事业蓬

勃发展的现实，未能反映全貌，殊为可惜。

《安宁县教育志》的问世，其作用，除存史、资政、教化

之外，更重要的是为“两个文明建设’’服务，为社会主义建设

提供科学的历史和现实的依据，使我们的干部和人民，特别是

从事教育工作的同志，增强自觉性，减少盲目性。对我县人

民、广大青少年，可作为热爱祖国、热爱家乡、尊师重教的好

教材。
。‘

回顾历史，安宁教育有着光辉的篇章。发扬传统，我们的

工作还存在不少差距，立足当前， “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

世界，面向未来"I开插菊进，立志改革和振兴安宁教育，是

历史赋予我们的重任。
。

在把《安宁教育志》奉献给全县人民的时候，．我们要向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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