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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嘉县职业中学

永嘉县教师进修学校

上塘镇城西小学

匠豇西五

永薹县电大工作站



永临中学

永矗县讥美幼儿圄



岩头中学

上塘中学教学接



七都镇吩州小学

山坑乡沥店小学

碧莲中学



瓯北镇小爱国会堂

白云中学化

学试验室

瓯北镇一小电化

教学中心

采嘉中学计算机机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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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预备军人职业

学校学生在军训

七都中学职业班学生缝纫操作

(县劳动局，教育局有关同志前来鉴定)

旅游风景区新建的下丑川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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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嘉县历史上第一部教育专业志书——《永嘉县教育志》终于同

大家见’面了。这是我县教育界的一件大喜事，也是我县社会主义精神

文明建设的一件大好事。

在编写《永嘉县教育志》中，坚持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力求做到

思想性、科学性、资料性的统一，以丰富的内容，翔实的材料，通俗

的语言，实事求是地记述了永嘉建县一千多年来的教育发展史实，它

把全县不同时期教育之变迁与发展，各类教育的兴起和进展，教育事

业发展的成就和失误、进步和挫折、‘经验和教训，以及各种办学形式，

都载入了史册，从而反映地方特色，揭示教育发展的规律。它为各级

党政领导干部了解永嘉县教育历史，研究永嘉县教育现状，促进永嘉

县教育改革和发展提供了决策依据，它也是广大教育工作者从事教

育工作和教育科学研究的有益读物。

历史是发展的。今天的教育是昨天教育的继续和发展。毛泽东同

志说过：“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我们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

指导，以科学的态度，认真总结研究过去的教育，批判地吸收古代、

近代、现代教育中合理的东西，做到“古为今用"。

永嘉教育历史悠久，早在东晋太宁元年(323年)就创立了永嘉

郡学。在几千年的封建社会里，虽然教育事业发展缓慢，但不少州、

县官员关心地方教育，’人民崇尚教育，社会有识之士慷慨捐资，勤俭

办学的精神，仍为今人所传颂。新中国建立40多年来，永嘉教育在

曲折中奋斗，在奋斗中不断发展，走过了一段不平坦的道路。党的十

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特别是党的十二大提出把教育作为社会主义现

代化建设的战略重点，随着《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的

贯彻落实，永嘉教育事业的发展出现了新的局面。在党的领导下，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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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各级政府和广大人民群众以及教育工作者的艰苦努力，基本

了文盲，基本普及了初等教育，并在8个乡(镇)、占人口四分

的地方普及了初中教育，全县人民文化水平有了很大提高，实现

县人民梦寐以求的心愿。教育真正成为人民的教育，这是一个翻

地的变化。
+。

《永嘉县教育志》编写组的同志自接受编写任务以来，本着

育事业高度负责的精神，不辞辛劳，三易春秋，查阅了大量的历

料，走访了县内外数以百计的教育界老前辈，作了10 000多张

资料卡片，在市教育志办公室和县志办公室的关怀和指导下，反

酌，数易其稿，编纂成本县历史上第一部教育志。在此，我谨向

工作人员和指导、关心、支持这一工作的所有同志致以深切的谢意!

《永嘉县教育志》分为12章，40节，30余万字，记录了东晋太

宁元年(323年)以来至新中国建立后的42年(1990年)，共1 600多

年的永嘉县教育发展的历史。由于时代久远，资料匮乏，再加上我们

的水平有限，经验不足，文中错误在所难免，敬请专家、学者和读者

不吝赐教。
●

徐宗仓，
1991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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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纪年，沿用历史习惯通称，括号内数字标明为公元年，新中国建立后

一律用公元纪年。

六、地名，一般用现行标准地名，用历史地名时加注今名。政区及机关名

称一般用当时名称。特定历史名词，首次出现时用全称，后用简称。

七、计量单位，1949年10月以前一般沿用当时通用单位；此后采用1984

年国务院颁布的法定计量单位。

八、1949年5月前，正文或统计数字中凡应用“本县一字样系指包括现温

州市所辖的瓯海、鹿城、龙湾等县、区在内；建国后至1958年8月分

县前包括现瓯海县和龙湾区；1958’年8月分县后为现永嘉县。

九、本志史料来源于省、市、县档案馆、图书馆、报刊及调查采访，经核

实整理成书。一事数说者并录，一般不再注明出处。．’ ．

十、本志按题词、序、学校分布图、照片、编纂领导组织名录。凡例、概述、

正文、大事记、，附录、编后等顺序排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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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嘉县教育志》编纂委员会名单

领导小组

组长：徐宗仓～

副组长：张仪侃夏银龄 陈文雅‘．’

成，员：邹寿林 朱维道 陈岩锡 叶荣森徐耘天

徐定虎 潘忠兰 陈时尧 刘彩萍 王国省

徐正炭

· 编纂顾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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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启连 潘明星 陈钱江 昊梦菊 朱铭源 祝华明 何经祥

编纂人员

主，编：、吴守忠 ．

副主编：蒋省三谢崇福

编纂人员：(以姓氏笔划为序)

． 尤陆安 叶松藩 朱梅品 汪庆幸 应国兴

张岩标 昊德安杨臣义 郑坚敏周耀东

：徐耘天徐银武夏理勇 麻伯候 蒋寿平

滕兴宽戴世宝： 。

主管审定：徐宗仓

摄 影：应国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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