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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一)

《巴林左旗教育志》编纂出版了，这是巴

林左旗教育战线上的一件大事。

这本志书，记载了巴林左旗教育发展的全

过程，颇具地方特色、民族特点和时代精神。

阅读它，我们仿佛看到了全旗四千多名教师，

象百花园里的园丁一样，在辛勤地耕耘着，无私

地奉献着。人们把教师誉为人类灵魂工程师，

这实在是当之无愧的。教师的职业是崇高的、光

荣的，我从心底里钦佩他们，我愿为他们唱一支

最美的赞歌。 ．

我国历史悠久，固有的教育源远流长。巴

林左旗地区开天辟地就是多民族居住区，在漫

长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各族人民共同创造和发

展了本地区的教育事业。巴林左旗的近代教育

萌芽于20世纪初叶，但追溯到一千多年前，这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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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就出现了专门的教育场所。公元9 I 6年， 辽

代在这里建首都上京达200年之久， 有过

“官学”和“私学”。元朝至清朝初期，牧民

们“逐水草而居”，简单的识字及生产技术，主

要靠家庭教育进行。公元1648年(清顺治五年)

设置了巴林左翼旗，扎萨克衙门办过“书斋”，

只招收王公贵族的子女读书。稍后又出现过

“家塾”，寺庙教育也日渐发展。民国初年，

蒙文私塾和汉文私塾也相继设立。1928年本旗

第一所公办小学成立。伪满时期，有公办学校

十几所，私塾30余所．

1945年9月，日伪垮台，巴林左旗获得了

新生。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教育事业得到了

发展。建国后，巴林左旗的教育发生了根本性

的变化，它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

指针，坚持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

生产劳动相结合，坚持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方

针，为祖国培养了大批社会主义新人。党的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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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教育日益受到重视，教师

普遍受到社会尊重，各类教育发展很快，形

成了从幼儿教育到成人教育的社会主义教育

体系。

巴林左旗教育发展的历史雄辩地说明，只

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教育事业才能得到

健康的发展，才能培养出更多的建设人才。

人才的培养，基础在教育。但是什么样的

教育，符合中国国情?什么样的教育，能更快

更好地培养急需的建设人才?这些都必须从研

究中国的教育史着手。从一个地区来说．就必须

从研究本地区的教育史着手。这就是在当前教

育改革中，编写“教育志”的目的。编写“教育

志”既避免了史随时逝，起到存史的作用；又

记载了本地区教育发展的过程，为当前的教育

改革提供依据，起到借鉴资治均作用．’

展望未来，巴林左旗的教育工作者，在中

国共产党领导下，团结奋斗，艰苦创业，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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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超过他们的前辈，谱写出新的历史篇章。

在《巴林左旗教育志》印刷出版前夕，我

受教育志编委会的嘱托，写了这篇短文以为

序。

内蒙古民族师范学院副院长 扎拉嘎乎

1989年4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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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林左旗教育志》经过四年的编修，今
天问世了。

《巴林左旗教育志》志述了我旗l 648年至
1 985年教育的发展历程，较全面系统地反映了

各类教育的真实情况，为振兴巴林左旗教育提

供了历史的借鉴。

在撰写中，我们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为指导，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辩证唯物主义观
点，以《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为指针，运用新的观点，新的方法， 新的资

料，实事求是地撰写了一部思想性、科学性、
资料性相统一的社会主义新方志。

详今略古，详近略远，是本志的一个特
色。在概括志述清代、民国、伪满教育之后，

用较多文字着重志述了建国后，特别是党的十
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教育的发展状况，充分说
明了我旗的教育事业，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
导下，才能得到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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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旗是少数民族自治地区。在撰写中，我

们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民族观和党的民族政

策，突出了地方特点和民族特点．

《巴林左旗教育志》志述了我旗340年教

育的发展史实，它定能起到承前启后，继往开

来的作用。它将为开创新时期的有中国特色的

社会主义教育新局面，显示出不可低估的作

用。

在编辑过程中，我们努力做到观点正确，

材料可靠，志述简明，如实反映我旗教育事业

的发展状况。但由于水平有限，经验不足，更

兼资料缺乏，难免有不妥甚至错误之处，恳切

希望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最后，我代表巴林左旗教育局，向关心支

持我们的单位和各级领导同志，向提供资料、

大力协助我们的教育工作者和各界人士，向付

出辛勤劳动的编修人员表示诚挚的谢意!

巴林左旗教育局长江世煌

1 989年8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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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巴林左旗教育志》上限原则上起自
1648年(清顺治五年)本旗建旗始，下限基

本断在1985年。为了显示巴林左旗的教育渊
源，《概述》和《附录》中的某些内容追溯到

辽代．

二、本志分别运用了志、记、传、图、表、

录等体裁，以志为主体，部分图、表、录分别附

于有关章节。金志分三个层次，即章下设节，

节下设目，个别的章下直接设目，有的亦有子

目出现。

三、《大事记》采用编年体的写法。各条

目的志述均很简略，详细内容见其它各章节。

对于建国后发生的重大政治事件，不作集中志

述．《大事记》的历史纪年，使用的是公元年

号，建国前的历史纪年夹注旧年号；其它各章

节的纪年，有的采用旧年号夹注公元年号。

四、《人物传》坚持生不立传的原则，对

于各时期有较大贡献的在世人物列入《人物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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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或以事系人，记入有关章节。人物称谓，

除有特殊需要外，一般直书姓名，不加褒贬词

语。

五、为体现地区和民族特点，本志专设

《少数民族教育》章，本地区特有的喇嘛学

塾，也作为该章的一节专门加以志述。

六、本志使用语体文记叙体，但引文中的

文言悉照原文。对于各种事物的名称，第一次
出现时使用全称，以后大多用简称。地名以《巴

林左旗地名志》为准，使用古地名时，加注
今地名。

七、本志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言必据

史，秉笔直书，但为了节省篇幅，除一些重要

引文外，多未注明出处。
八、本志的数字用法，是按照国家语言文

字工作委员会、国家出版局等六单位公布的

《关于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试行规定》执行

的。

九、本志引用的史籍文字，均采用简化汉

字。

十、本志除《概述》章使用蒙、汉两种文

字印刷外，其余各章均用汉文印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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