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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平鲁县副县长章彪

“盛世修志”，，志载盛世。平鲁县有史以来

第一部教育志，四经寒暑，筚路蓝缕，终于1 988

年12月印行问世，填补了平鲁县教育史上一大空

白，是一件可书的大事，值得庆贺。

《平鲁县教育志》遵循Ⅳ积累文献，资料，

存史、资治、教育一之宗旨，启迪炎黄子孙，服

务四化大业，通过翔实、准确的材料，扼要、简

洁的文字，记叙了平鲁县从汉初置县到1985年教

育事业发展的基本情况，概括地反映了中华人民

共和国三十六年来的显著成就，愿以此激励平鲁

人民，发扬民族之精华，奋发振兴平鲁人民发展

教育事业之干劲。

平鲁县地处偏僻，历史上教育发展缓慢，虽

有过文人名家，才子佳人，但为数甚少。中华人

民共和国建立后，平鲁县教育事业发生了翻天覆
· l ，



地的变化，特别是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

来，平鲁教育战线生机勃勃、气象万千。党的十

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以后，县委、县政府从战略高度

认识到：欲振兴平鲁经济，必先振兴平鲁教育．

为了完成历史和时代赋予我们的神圣使命，就要

从实际出发，认真研究本县教育的历史和现状，

使之前有所稽，后有所鉴。

《平鲁县教育志》编纂付印，必将有力地指

导平鲁县教育事业的更大迈进，使平鲁县教育事

业更加腾飞。 ．．

，2’



凡 例

一、本志编纂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以党的十一

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为准绳，以服务平鲁教育事

业为宗旨，坚持思想性、科学性、资料性和实用性统一。

二、本志采用编年体与记事本末体编纂，以时为序，以类系

事，横排竖写。用记、传、图、表，录、照片综合表述，按章，

节、目、项四个层次编列。全志含11章，30节。

三、本志断限上起事物有史可查证而载，下迄1985年。

四，本志纪年著录，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前，采用旧纪

年，注明公元纪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以公元纪年。

五、本志所辑数写，除文件、史料原文照录外，一般均用阿
拉伯数字。

六、本志称谓，均以当时原名相称，为了便于阅读，在必要

的地方注明了现称或今名。

七，本志为语体文，采用记叙文体裁和国家规范的通用汉

字。全志力求语言扼要、通俗不繁、图文并茂、雅俗共赏。

八、本志所设大事记，为全志之纲领，便予读者简明扼要了

解平鲁教育事业之貌。 ．

九、本志人物，包括传、附传、表三部分，所辑人物在教育事

业方面较有影响，并有较大贡献者，以正面褒扬为主，对于个别

人物虽在列之中，但因未调查清楚，可能遗漏。

十、本志资料来源于各种历史资料，省、地、县档案资料，

或社会调查，采访老者及回忆录中，都经核实整理编入。凡历史

资料来源可参见平鲁县党史县志研究室整理的《旧志辑录》。

除国家出版书籍史料外，一般不另加注明出处。各种统计数字均

以教育局统计资料记载和统计局统计资料为依据。如本志数字与

· l ·



统计局数字口径不一的以统计局数字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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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平鲁县，位于山西省北陲，北以长城为界与内蒙古自治区接

壤，西南与偏关、神池县毗连，南邻朔县，东靠山阴，东北连右

玉。全县总面积2314．4平方公里。1985年总人口14862 5X。古称

武州塞地，汉置中陵县，膊改保大栅，明设平虏卫，清复县，称

平鲁。民国时期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一直延称平鲁。

平鲁地处偏僻山区，文化教育一直比较落后。特别是历代多

战患，对教育事业发展影响很大。但随着社会的不断前进而教育

事业也向前发展，在不同的社会历史阶段中，由于生产力发展的水

平不同，生产关系和政治制度不同，教育也就具有不同的性质和

特点。平鲁教育，从西汉置县，到明初，由于无史料记载，教育

的发腱没有文字可考。到明嘉靖年间，平鲁设卫学，但学校教育

被地生阶级所袭断，因此，儒家思想成为当时封建教育的统治思

想， “学而优9lIl{t”成为放育的宗旨，受教育者仅限于地主阶

级，富户商贾的子弟，广大贫苦人民子女是无权问津的。学校教

育也是为了培养统治阶级而举办的。清代，平鲁教育延袭了明的

体制，教育事业仍处于落后的、愚昧的、封建的教育体系之中。

办学形式、数量以及教学内容、方法等诸方面虽有所发展，但由

于受封建教育体系的束缚，平鲁县官办的县学以及商贾富户办的

私学，同样是为了维护统治阶级而设。鸦片战争以后，我国沦为

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清政府屈服于帝国主义侵略势力，资本

主义，帝国主义教育渗入了平鲁，到民国初年，德国教会学校在

平鲁举办，平鲁教育也受到了西方教育的影响。辛亥革命以后，

国民政府虽曾提倡义务教育，但在平鲁仅是一种形式。广大农民

由于受几千年封建道德伦理的束缚，重男轻女旧习俗的桎固，生

活无着的桔据，教育之神从来没有降临于那些当牛作马的农民身

· l ·



上。抗日战争时期，日本侵略军侵入平鲁后，学校大部分被破

坏，平鲁教育处于停顿阶段。193 7年冬后，中国共产党领导平鲁

人民抗击日本侵略者，建立了平鲁县人民政府，开辟了抗日根据

地，在根据地设立了各级各类学校，为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取得

胜利输送了大批有文化、敢斗争，具有自我牺牲精神的革命英

雄，在平鲁教育史上留下了1400名荚烈可歌可泣的英雄篇章。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平鲁教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但是也经历了挫折和失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随着全党

工作重点的转移和经济建设的迅速发展，平鲁教育从根本上医治

了十年内乱造成的外伤内患，完成了拨乱反正、正本清源的任

务，较为妥善地逐步解决了农村生产责任制以来教育工{簪出现的

新问题，使山区教育事业振兴发展，步入健康发展的轨道。在当

前经济建设高潮的推动下，一个新的、群众性的教育建设高潮正

在兴起，广大教师忠于党的教育事业的责任感和事业心日益增

强，学知识、钻业务的空气蔚然成风，整个教卿队伍的政治、文

化，业务素质有了较为明显的提高l一大批有知识、懂教育、年

富力强，热爱山区教育事业的治校能手和教育骨干被逐步选拔、

充实剑各级各类学校’全县民办教师在教帅队伍总数中所占的比

俪l由历史最高的60％下降N20％，大、中专毕业生在教师队伍中

所占比例由1978年的50％上升到G7％。通过逐步落实党的知识分

子政策，广大教师的政治经济地位显著提高，一个尊重知识、尊

重人才、尊重教师的良好社会风气日渐形成。

1984年，是平鲁教育事业开始振兴的一年，县委、县政府把

教育工作作为全面开发山区、建设山区一项战略性任务提到重要

议事日程。．9月召开的平鲁县第五次党代会专门作出《关于加强

教育工作的决议》。在县委、县政府的领导下，教育战线思想解

放、积极探索，同北师大附属实验中学建立了帮教联系，聘请沈

阳煤炭设计院的工程技术人员帮助开办技术培训班，初步开辟了

引进外地智力，挖掘本地潜力，塔快改变山区教育落后面貌的新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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