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黔西南州教育志
黔西南州教育志编纂领导小组 编纂

贵州教育出‘版社



黔西南州教育志编纂领导小组

一、1991"--1993年

组长 彭兴禄

副组长 王国仕 熊守文
‘。

成员 彭兴禄 王国仕 熊守文 彭述纲 蒲裔升

杨宗宪 徐瑛 张崇荣 郑天碧 杨贵民

匡奇伦 彭天一 张闻宗 胡美安

编纂领导小组办公室

主任 熊守文(兼)

成员 周发光 李登灵 陈丽芬 吴嶷晖

二、1994"--1996年

组长 彭兴禄

副组长 谭万里 郑希罗 熊守文

成员 彭兴禄 谭万里 郑希罗 熊守文 彭述纲

蒲裔升 潘仕贵 王星光 杨宗宪 匡奇伦

彭天一 徐瑛 张崇荣 郑天碧 杨贵民

刘民祥 张闻宗 何贤伦 胡美安

编纂领导小组办公室

主任 熊守文(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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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守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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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稿

二稿

黔西南州教育志撰稿人员

陈文彬

王作英

陈文彬

李登灵

张良栋

王仲坤

陈丽芬

熊守文

刘灿文

周发光

刘灿文

胡美安

三稿以后及总纂 陈文彬 刘灿文 熊守文

邹宪统

王仲坤

熊守文

搜集资料人员 彭述纲 秦钧 余发平 王兴华 陈勇

何田祖 蒙家模 陈文彬 周发光

陈丽芬 李登灵 吴嶷晖 熊守文 杨永昌

杨宗宪

图片、附录收集及整理 杨永昌 熊守文



一、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努力用辩证

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使志书做到思想性、科学性和资料性相统一。

二、本志以现行行政区划为空间范围；时间范围下限至1995年止，个别重大

事件适当延伸，上限不划一，各类教育事业尽可能追溯到本身的发端，但坚持。详

今略古，古为今用一的原则。

三、本志力求体例完备、文风端正，记叙用语体文，正文按教育门类分类记述，

大事记按编年体记述；正文标题分章、节、目三级，以章统节，以节统目，目下的

序号均不在目录中列出。

四、本志体裁采用记、志、传、图、表、录等表达方式，以志为主体，志首设

序、图、概述，志后置大事记、附录、后记等，志中杂以表、传。正文横排教育门

类，纵述教育的历史和现状，既继承传统志书的精华，又突出社会主义新方志的特

点。

五、本志除概述、大事记等外，正文共十三章，分类记述各类教育。为突出民

族特点、地方特点和专业特点，专设民族教育、师范教育、教师和教育行政数章．

有关的内容在这几章内集中记述，在其它章节中略写。

六、为了表彰在地方教育上作出重大贡献的教师、历代官员和社会各界人士，

使其青史留名，激励后来者献身教育，特设。教育人物"专章，以传略、简介、名

录等形式或记事或存名。立传者均为故世人物，简介、名录中包括去世和在世的人

物。

七、黔西南地区于1949年12月和平解放，晚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时，故

文中所称‘‘解放后”系指1949年12月以后。

八、本书历史纪年，用汉字书写．括注公元纪年，用阿位伯数字书写。中华人

民共和国成立后，一律用阿位伯数字书写公元纪年。

九、本志所用数据，多来自档案资料和年终综合报表。除非统计意义的数字外．

1}’【『’}‘I’’···『‘p卜㈠’-Ⅳ．卜*p



2 黔西南州教育志

一律使用阿拉伯数字。

十、本志人物称谓，均直书其名；地名用记事时原名，括注今名；机关、团体

名，用当时全称。较长名称第一次出现时用全称，并括注简称，以后方可用简称。



序 言

彭 兴禄

地方志是记载一定地域自然与社会全貌的综合性史书，它有机地结合了社会

科学与自然科学的知识精髓，体现出人类所处自然、社会中发生的各种现象及活

动，为人类的发展提供可靠依据。故而我国历代方志学者无不为方志确立其。资治、

教化、存史一的特殊功能和重要意义。其功能也说明了方志推动人类发展，保存和

汇集人类优秀文化成果的重要的人文价值。

我国区域性方志，成型于宋，发展于元明，入清代而隆盛。康、雍时期，清廷

即多次下令各府、州、县修志。官颁的《吏治悬镜》中即有莅官读志的规定，把

。览志书"直接写进了县官上任必经的。莅位初规"之中。可见封建统治者是相当

重视方志的。资治’’功能的。

社会主义新方志除了同样具有。资治、教化、存史"的重要作用外，还承担着

对干部和人民进行国情教育的社会职能。解放以来，党和国家的领导人，都十分重r

视地方志，江泽民同志说：。编纂社会主义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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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因此，重视地方志及其修志工作，应是各级领导干部的重要责任之一。

黔西南自古虽“地落荒陬一，但却有修志的优良传统，乾隆二十九年(1764

年)，南笼知府李其昌撰8卷《南笼府志》成书，“南笼于是乎有志"。咸丰三年

(1853年)，兴义知府张镁“聚十三载之精神，搜万余卷之积轴"，。易十数番之手

稿"，修成74卷《兴义府志》，弥41、了《南宠府志》的不足，较详细地全面地记载

’了黔西南有史以来自然、社会各方面的情况．时人称“边徼之风土人情，均可悉其

慨矣"。黔西南关于教育方面的专志．始为此书中的《学校志》。《兴义府志》曾被

梁启超列入“精心结撰”的5部优秀志书之中。这一优秀的文化成果和光绪年间震

动贵州学界的笔山书院教学，说明当时黔西南地区的文化教育比起国内先进地区

来说，并不落后多少。

黔西南的学校教育，自明永乐十一年(1413年)建第一所官学起，迄今已有

／’。



2 黔西南州教育志

580余年历史，发展道路漫长曲折。从为封建科举制服务的封建主义教育，到民国

时期的旧民主主义教育，建国初的新民主主义教育，再到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

主义改造完成以后的社会主义教育，经历了不同的历史时期，随着社会的进步和经

济的发展，教育也在艰难地前进。《黔西南州教育志》以丰富翔实的资料，简洁流

畅的文字，记述了黔西南教育近600年来发展变化的历程，反映了黔西南教育事业

在各个不同历史时期的真实面貌和教育特点，记载了各级各类教育在不同历史阶

段的地位、作用及其发展沿革、体制、结构、规模和重要的教育人物等。着重记述

了解放以来，特别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全州教育事业取得的巨大成绩，走过

的曲折道路及其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评稿会的专家认为，《黔西南州教育志》是

一部思想性、科学性和资料性结合较好的史志著述，必将很好地起到。资治、教化、

存史"的作用。

解放以前数百年的黔西南教育，虽有其辉煌的时期，但因为政治、经济诸方面

的原因，大多时候都处于落后的地位。即使解放以后，起伏兴衰，几番周折，发展

也是相当艰难的。但解放后的几十年，教育前进的步伐毕竟大大超过以往任何时

代。在邓小平同志的领导下，改革开放，搞清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明确了以经济建

设为中心，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是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后，人民的教育事业才得以健

康发展。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教育是科技进步的基础和必要手段，把科技和教

育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给教育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黔西南教育事业，

因此才得以在90年代具有了良好的基础和达到了一定的规模和水平，形成了布局

适当、结构合理的全日制学校网络和多层次多类别的成人教育网络，构成了全州门

类较完备，规模初具的社会主义大教育体系的基本框架，为教育事业的进一步发展

奠定了良好的基础。《黔西南州教育志》的编撰人员从浩如烟海的史料中，弃伪存

真，去粗取精，纵贯五百余年，横揽各教育门类，以九十余万言的宏构，写就了黔

西南有史以来第一部独立的教育专志，殊非易事。历时十载，易稿七番，其中甘苦，

局外人难为深知。然而作为科学、系统、全面的资料性著述，其价值远远不止限于

当前、当代，垂之后世，时间愈久，其长久的认识价值和科研价值愈将焕发出异彩。

我们相信，这本志书虽在内容、文字、体例诸方面尚有可商榷之处，但其以丰富翔

实的资料，反映出近600年黔西南教育的全貌，不仅能为我州广大干部、教师、教

育科研工作者以及州内外关心我州教育的各界人士认识、了解、研究、指导和管理

黔西南教育，提供宝贵的资料，而且必将激励全州广大教育工作者锐意进取，为振

兴黔西南教育，推进教育事业的改革和发展，建设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

作出更大的贡献。

《黔西南州教育志》的出版，在我州是一件有意义的大事。它不仅蕴含了编撰



序言 3

人员的心血和州县(市)教育部门全体同志的劳动，而且从收集资料，拟定纲目．

编写长编，分纂总纂诸阶段就得到了省州方志办，省教委教育志办的领导和专家的

关心、支持和帮助。因此，它的成书，应该说是集体劳动的成果，应该看作教育部

门重大的工作成绩。至今为止，全州8个县(市)，已全部实现基本无盲和基本普

及初等教育，各级各类学校给上一级学校输送的合格新生，也达到了历史最高水

平。这些成绩，和《黔西南州教育志》的出版一样，都使我们欢欣鼓舞，都使我们

对前途充满了信心。黔西南教育更加光辉的明天和新世纪的曙光一起向我们走来，

人民的教育事业在历史长河中更加辉煌的时期就在不久的未来。

1996年12月

(作者原为州教育委员会主任、现为州人民政府副州长)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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