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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一

以史为鉴，资政育人，从历史活动的实践和比较

中，不断寻找、揭示和发现指导自己前进的真理，是中

华民族的优莫传统。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实施西部大

开发战略后，研究和重新认识美商商神奇的河西走靡成

为一个关注的热点，许多专家学者和广大干部，在不同

的领域、不同的层面对河西走靡的历史和现状进行了广

泛深入的研究，推出了许多有晃地有合值的论文、专著

和资料辑录，对存史、资政、一育人和推动河西走廊进一

步的改革开放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G 但研究湾百教育史的

诠著却不多 G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河西教育史》的

出族，填补了河西史研究中的一项空白，增添了一朵小

花，是一桩好事情，值得庆贺。

河西走廊地势平垣，土地质量较高，气候渥和，自

腰时闰长，资源充足，物产丰富，水草丰美，亦农亦

牧。石羊河=黑一湾、-蔬勒河三大河流区域3多是连卉绿

洲，林本茂盛，植被如菌。这里既有"千里冻封，万擎

积雪"的北罢风光，又有"天畴沃野，河渠装横"的江

南水色 E 既是"林海涵水，草原牧畜"的沃土佳边，又

是"农耕撞茂，盛产粮油"的鱼米之乡 o 湾百走庸俗有
.1. 



"金张掖、银武威"的美誉。

在古代，河西走霹是通往西域和中豆各嚣的唯一通

道，是东西商贸和文化交流的中转站，也是丝绸之路上

极为宝贵的黄金地段。在这天赐地造的金色土地上，我
们勤劳智慧的祖先，代代劳作，茄经沧桑创造了光辉姑

烂的古代文明 o 他的后辈继承传播，发扬党大，又创造

了现代文明 o 现在，河西走廊己成为全雷重要的商品粮

基地、名优特产品基地和工业原材料基地。工农业生产

蒸蒸野上F 能漂交通、科教文豆、旅潜等各有各业蓬勃

发展。 21 世纪，河西走廊将真正成为甘肃的年黄金

谷"，西部的"金腰带"。

河西地方教育漂远流长，历史悠久，内容丰富，特

色鲜晓 o 旱在新石器晚期〈距今 5仅归年左右〉河西走

靡就有人类活琪，繁衍生息。教育活动也随生产、生活

活动商产生了 o 在过去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对中华民族

文化的传承和发展、对各民族问文化的交流量合、对河

西的开发和进步起了重要的作用 o 解放以后，河西教育

发展非常快，特别是改革开发以来，河西各地坚持科教

兴国战略，不新把教育事业挂岗位先或适度超荒的地

位，千方百计增加教育投入，不断改善办学条件，基础

教育实现"一无两有"，创下了甘肃教育史的"空前壮

举"。普及九年义务教育提前实现，走在全省前列。盛

世修史，旨在资政。今天我们研究河茜教育发展过程，

揭示它的发展规律，缅怀先辈创业之坎坷曲折，探索前

人治理之经验教训，对于提高全社会对教育的认识，促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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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教育的发展，增强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如强自心

力、凝聚力，激发爱国热情，实施科教兴国和再造河西

战略，全面推进小康社会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河西教育史》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的基本原理，广征博采，议其丰厚资料为基础，去粗取

精，去伪存真，在深入钻研的基础上，努力做到史论结

合，思想性和释学性统户，充分体现了教育专史的特

点。《湾百教育史〉以翔实史料，撰写河西教育之特点，

谱写古今教育之成就，详今略古，反映当代教育之伟

绩，达到"资政、存史、教化"的自的。历史是一百镜

子，悉心窝览，必有所感悟，有所启迪，有所咨考。

自窒息

去随年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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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二

)丁铃女士编著的《河西教育史》即将出版，她的父

亲丁耀先先生嘱我为该书写序。二虽然我新断续续从事河

西历史的教学与研究工作已经工十年 r ~:也曾主编过河

西学院校史和湾百学院教师在河西历史与文化研究方面
的文集j但迄今为止，自己并没有几篇像样的哥哥究论
文，更不会想鬓要为躬人的著作写序!大凡为人写序

者，基本上都是学界名流、师长前辈或是单位领导。总

之，都是有一定地住或名望者二商我一向默默无阁，既

不是领导，更谈不上名人。我与作者之 i胃只是普逢的同

事关系，甚至在年龄上也相差无几。，可以说，上述各项

"作序要件"我都不具备。但是， τ耀光先生是我的老
领导，也是一位值得尊敬的长者。他对工作的认真和执

着，令人钦佩。我深知，他一旦做出决定，作为晚辈的

我是很难改变的。商在作序这件事上，他的态度竟是如

就坚决，以装几乎没有给我留下任何可以推辞的余地。

在先生的一再坚持和鼓励下，我也只有"从命"了 e

"恭敬不如从命"二其此之谓乎!

河西自然环境非常佳趋，地理位置2得天奉告露，历史

上就是重要的农牧业基地和军事战略要区。1这里地处古
.1. 



"丝绸之路"的咽喉要道，又是民族最合中心，中西方

经贸往来和民族文化交流都非常频繁，历来是历史学、

民族学等多学科研究普遍关注的热点地区。至于敦煌

学、西夏学、筒牍学等国际性呈学和"丝绸之路"文化

研究等，则更是离不开河西走廊。因此，对于河西的研

究，早已超出了其自身的地域范嚣，不仅是地方历史文

化和区域经济发展的研究对象，百且也是全吕乃至全球

范围多学科研究者共同关注的地区之一。对于研究者而

言，雷然有大量的前人研究成果可供参考借鉴。但是，

要真王有房突破、有所制新，又是很自难的。从这个意

义上说，对河西的研究，一开始就是高起点和高难度

的。

另一方面，学术界对河西经济社会各个领域的研究

也是不平衡的，在某些方面还相当薄弱口许多从事河西

历史文化研究的学者都盛赞河西物华天宝、人杰地灵，

直到今天贺然是珑上丰饶富庶之区 o 但是，对于不同历

史时期河西的教育发展状况，又大多语焉不详c 除了各

地方志(教育志〉外，专门系统地研究梳理河西教育史

的著作九乎不见。了铃选择学术界研究相对比较薄弱的

"河西教育史"为研究对象，正好弥补了这一缺憾。姑

且不论其研究水准如何，仅就选题商言，就是值得肯定

的。

尽可能全亩地占有材料，是历史研究的基础。作者

从事河西教育史的研究，注重吸收借鉴学界已有的相关

研究成果，在材料取舍方面，也有所侧重。特别是较多
.2. 



地运用"教育年鉴"，以获取各类权威的统计数据和其

他信息，这一般的报告或新海报道材料，更加准确、可

信。这与历史研究中，选择同类文献材料的权威版本，

是南样的道理。

就本书内容苟言，作者论及河西教育的发展，不是

仅仅局眼于"河西"范噩内就事论事，雨是将其置于全

国教育发展的大背景下，并与本地经济、社会发展状况

梧联系，从而使自己的视野比较开阂，其观点也更接近

于真实。如本书"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

河西教育 (1949 年 10 月至 1966 年 5 月)"一章，分为

"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河西教育"、"第一个五年计运时

期的到百教育"、"‘大跃进'时期的河西教育"和"调

整充实时期的河西教育"等四节，将不同时期河西教育

的发展状况，与全国教育和国家政治、经济形势的发展

变化紧密结合起来。例如，作者指出: 1956 年，随着河

西地区农业合作化的实现，教育事业也有了前所未有的

大发展，不论是完小和初小的数量，还是入学人数和学

校规模，都比此前有了费显的增如和扩大。但是，随之

百来的全国范围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

使得以高指挥、瞎指挥、浮夸风和 u共产风"为主要标

志的"左"倾错误泛滥，教育战线也不可避免地出现了

言自冒进的局面，河西地区的教育"大跃进"和"教育

大革命"，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出现的。 1961 年以后，河

西部分高等院校、中等师范和其他专业学校以及中小学

的停办与合并，又都是与中央"调整、巩盟、充实、美
.3. 



高"的八字方针和省委关于"控锅数量发展，缩短教育

战线"的原则密切相关的。作者将河西区域性教育发展

状况，与当时国家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和全局性政策

调整相结合，无疑是可取的。

了铃并非专职科研人员，她的研究是利用"八小时

之外"的闲暇时间进行的。她逼过自己多年的辛勤努

力，扬长避短，发挥优势，充分利用在高校图书馆工作

的便利条件，翻栓了大量资料，终于写出了十多万字的

《河西教育史》书稿。如果没有一种褒而不舍、持之以

程的钻研精神，要完成这部著作，是不可能的。当然，

如果能在文献材料的搜集运用方面更充分一些，注意行

文的规范和精炼，如在列出各种参考文献的同时，继续

保留正文中的注释说明，可能更使子读者了解有关内容

的来龙去嫁。

衷心祝愿丁铃以本书的出版为新的起点，在不久的

将来，向读者呈献出更多、更好的河西教育史方菌的研

究成果。

高荣

2仅)6年 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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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远古至元朝以前的河西教育

{远古至 1206 年}

第一节远古教育

一、远古教育的微光

中国是一个历史非常悠久的国家，据考古发现，从

2∞万年前开始，远古的人类就已经劳动、生息、繁衍

在古老的中华大地上。原始人为了生存，为了同撞恶的

吉然环境斗争，必然要生产，必然要结成一定的关系。

尽管当时的生产力水平十分低下，社会生活极其简单，

但生产和生活的需要部促进了教育的产生。例如如何制

造和使用工具，如何互相梅作进行采集和猎猎等生产活

动，如何与猛兽及自然界其他威胁作斗争，如何协调集

体生活，遵守共同习俗等，这些生产活动和社会活动的

经验、技术、知识或通过言传身教、口耳相传，或结合

原始民俗活动进行施敦，从百出现了处于萌芽状态的原 e

始教育。由于原始社会生产和生活水平简单低下，发展

又极其缓慢，当时的教育尚无法发展成有目的的专门的

社会实践活动，商只能依附于社会生产和社会生活的母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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