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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定是我国历史文化名城之一，地处京畿，为首都的南大门。不仅在政治、经济方面

有重要的地位，而且有着悠久的文化教育发展历史。早在北宋熙宁四年(1071年)，保定

就建立了州学，明代以后逐渐形成了以官学、书院、私学为主体的完整的教育体系。一些

有名的学府也设于此，如清雍正十一年(1733年)建立的莲池书院，被誉为“全国书院之

冠’’。蜚声海内外。

到了近代，新教育建立，保定新学蜂起。初等、中等、高等、普通、师范、实业、军

．事等各级各类学校，构成了相当完整的新学体系，在当时处于全国教育发展的前列，在中

国近代教育发展史上，有着光辉的一页。如省立男、女二师，省立六中和私立育德中学、

同仁中学等，都在省内外享有盛名。军事教育尤为突出，清末的北洋速成武备学堂和陆军

速成学堂，民初的陆军军官学校，造就了一批叱咤风云的历史人物，成为近代饮誉全国的

著名军事院校，在中国军事发展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正是从这个角度来看，保定教

育志的编纂，对全省乃至全国的教育研究都有重要的意义。

编修地方志是我国特有的文化传统。盛世修志，于今为最。“观今宜鉴古"，古人的经

验是：“治天下者以史为鉴；治郡国者以志为鉴"。编写地方志的目的，就是对本地区的自

然和社会的历史及现状进行大规模的、科学的调查研究，总结经验教训，整理、校勘历史

资料，祛邪扶正，使后人借助历史知兴替、盛衰，推动社会不断前进。

．我们今天修志要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服务。社会主义的教育志是两个文明建

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教育理论建设链条中重要的一环，是承上启下，继往开来，服务当

今，有益后世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系统工程。 ，，-

’

教育志作为“一方全史"的一个分支，它记载一定地区、一定历史阶段教育发生、发展

的历程，包括教育方针、政策、教育制度。。各种教育法规、各级各类学校，以及重要的代

表性人物，等等，应该成为全面、．系统、准确的教育大观综录。它可以起到“资治，教

化、存史”的作用，为教育发展的决策提供科学依据，为教育的改革创新提供历史借鉴，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教育体制。

保定市教育志的编纂自1986年开始，经过编者辛勤地劳动，历时六个春秋。如今已

结出丰硕的果实。 ．

该志上起于北宋熙宁四年，下止于1988年，时间跨度约九百年。本着详今略古、古

为今用的原则，古代部分，仅在第二编以三章的文字勾画其轮廓，给读者以清晰的历史脉

络，以了解保定教育发展的渊源。地域范围包括一市两县(清苑县、满城县)，内容以市

区为主，两县为辅，市详县略。全书约七十万字。

作为《保定市教育志》的最早的读者，我觉得该志的编纂是符合志书要求的，反映出

了志书的特征，是成功之作。‘．

第一，观点正确。资料的选用，编章的构建，鲜明地反映出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

义观点。不夸大成绩，不掩饰缺点，把历史事件放在历史环境中去探索研究，存真求实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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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述校、事、人物的历史和现状。略古详今，重点记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的教育史
实，体现了古为今用的原则和志记当代的要求。

‘

． 第二，体制完备。根据志书的特点布局谋篇，述、记、志、传、图、表、录七体俱

全。编目安排、章节结构得体而清晰，有助于阅读和查检，可以起到资料书和工具书的双
重作用。

第三、资料翔实。资料的真实可靠是志书科学性的根本。《保定市教育志))资料丰

富，取舍排比得当，反映历史实际，符合客观规律，体现了一定深度、广度、系统性和科

学性。 ，

第四，正误褒贬适度。反映真实情况，是信史必不可少的条件。在选材时，该志不回

避矛盾，敢于揭露教育中存在的问题、弊端，目的是从中汲取教训，以戒未来。正如恩格

斯指出的：“伟大的阶级，正如伟大的民族一样，无论从哪个方面学习，都不如从自己所犯

错误的后果中学习来得快。"(《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285页)古人治史讲史德，

“善恶褒贬，务求公正。，，志书贵在定例平，持论慎，商榷公，不翻案，不因循旧说，不轻

信传闻。言必有据，孤证不立，忠于史实，坚持真理。

第五，共性与个性结合，突出个性特征。保定市教育志，就全省而言是一个分支，是

系统工程中的一个子工程。它不可避免地具有全省教育的某些共同特征，但又必须突出自

身的特点。因此，它避免了超时空的抽象叙述，和以共性代个性的毛病。编者专在本地独

具特色的史实上下功夫，把共性资料溶铸于个性环境中去记述，详本地而略全省，使共性

与个性相得益彰，反映事物间的源流关系。

教育史的研究需要从多角度、多方面、多层次入手。教育志的编纂，为教育史的研究

提供信实的史料，是基础工程。作为教育史教师，教育理论工作者，而且又工作在保定，

我对《保定市教育志》的问世感到由衷的高兴。

我们知道，一本好的志书是科学研究的结晶。编著者在浩如烟海的史料中，经过认真

思考、鉴别，去伪存真，去粗取精，将杂乱无章的史料编排成系统有序、科学有据的资料

书，使读者从史实中了解事物发展的原委，得到启迪和借鉴，帮助人们把握现状，推知未

来。对认识中国国情，促进两个文明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上述议论，仅

是一孔之见，未必妥当，尚希智者指正。

要；：羹耋囊喜梨圭霍教授阎国华河北大学教育系主任⋯。一一’

1992年1月于河北大学



体，“专记”之部分章节取记事本末体。

四、本志采用述、记：志、传、图、表、录诸种体裁，以志为主。记述

人、事力求客观，寓论于述，不置褒贬。表中空格系因该项内容未获查清。

五、本志清以前采用年号纪年，民国建立至1988年采用公元纪年。年号

纪年后用括号加注公元纪年o

六、本志设“专记”编，将“保定学界的革命活动，，、“集资办学与捐资助学"

， 两部分内容作了较为充分的记述，旨在全面“存史”。

七、本志所涉机关、团体、学校，凡可用习惯称法者即用习惯称法，如称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为“教育部”。对有些机关、团体，学校，为免使后人误

· 解，第一次使用全称，以下一般用简称，如中国共产党保定市委员会可简称为

“中共保定市委"；保定市师范学校称“保师"

下附部分机关、团体简称：

‘

‘

．+ CI



全 称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委员会

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运动委员会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

中国共产党河北省委员会

河北省人民政府
。’

河北省革命委员会

河北省教育委员会

河北省体育运动委员会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河北省委员会

中国人民解放军保定市军事管制委员会

中国共产党保定市委员会、

保定市人民政府

保定市人民委员会

保定市政治协商会议

保定市革命委员会

中国共产党保定市教育局委员会

保定市教育局

保定市教育委员会

保定市体育运动委员会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保定市委员会

保定市妇女联合会

简称

中共中央

国家教委

国家体委

团中央

中共河北省委

省政府

省革委会

省教委

省体委
J●

团省委

市军管会

中共保定市委

市政府

市人委

市政协

市革委会

中共保定市教育局党委

市教育局

市教委

市体委。

团市委

市妇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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