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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历史是现实的一面镜子：在历史已经掀开新的一页，教育已 ：

! ．．． 成为四化建设战略重点之一的20世纪80年代，以马克思主义基本
‘

．

一． ．二‘原理作指导，实事求是．编篡一都反映枣阳教育发展变化过程及 ．

： 规律的专志，为教育体制，教育思想，教育内容和教育方法改革

。。 ’提供历史借鉴，是时代赋予我们的历史使命。· j·· 一‘ ·

；一。 ．

‘

·我在枣阳工作多年，真正了解枣阳教育的历史轨迹与特点，一．

：．’． ，．还是在组织编修并进而审阅了教育志稿之后。’枣阳确实是个历史 。!

．： 悠久、人才辈出的地方．新朝末年起兵灭莽的更始帝刘玄、东汉 ．一

一． ． ‘光武帝刘秀是从故里枣阳发迹的，南宋将领孟宗政、孟珙是从故

’乡枣阳走向戎马生涯的；。王家驹，马伯援等枣籍人士是孙中山发

’动IIEi民主主义革命的积极追随者；程克绳、谢远定等一大批革命
。

先烈是为新民主主义革命而献身的。这些。风流人物”，都是经-

} ‘枣阳教育启蒙而后又通过自己执著追求才成长起来的。他们的成
．．

1

长，从一个侧面证明，枣阳的教育事业不仅源远流长，而且在古
， 往今来的不少年代是办得较好的．．·。·、·

·7 一 ’⋯‘．
一 为了将散存在国家和地方典籍、档案中的有关枣阳教育方面

j

- 的史料汇集成册，并突出地方和时代特点，经编篡领导小组和编
’4

写组，评审组的同志反复研讨，确定对教育事业本身的历史源‘ ．

·i ‘．流，按社会性质先分期、后分类的编排体例进行编写；其他，则
。， 按。横排竖写”；纵贯古今的原则处理．例如，志书中的二，

_’ 、． 三，四，·五稿，，分别为。封建传统教育。． 。半封建半殖民地教，

育’、：～新民主主义教育。和4社会主义教育”，属于先分时

：． 期，再依事划类，按时序记事’l六．七，八编，属于先分门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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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以时系事。这样编排，既有利于记述不同质地教育的全貌，全

过程，也有利于展示不恩社会形态中的教育规律，突现时代特

点。
’‘

细阅《枣阳县教育志》之稿本，委实能给人很多有益的启

示。清末，民初，枣北双河、枣东王城等地出的留学生、大学

生比枣阳境内其他地方多，是与这两地的新学办得早、办得好分

不开的。大革命时期，枣西，枣南的农民教育办得扎实，培养了

一大批革命人才，这是从蔡阳铺到兴隆集一带能成为土地革命时

期的一块红色根据地的重要因素。由此可见：一个地方的教育办

得好不好，不仅关系着那里出不出人才的问题，也关系着那里能

否随时代潮流前进的问题。入杰地灵，先决条件在教育。

．现在，《枣阳县教育志》已经完稿，并经审定出书。由于编写小

组的努力，志书所取资料翔实，所列门类较齐全，事涉百科，时

及古今，可以说是迄今为止的第一部“枣阳教育大全”二这部专

志的问盐，必将产生三个作用：首先是资治，可为振兴枣阳提供

历史借鉴；其次是存史，以备今后查找历史依据；第三，它也是

激励今人和后人奋发向上的乡土教材。翻阅这部志书，可从中悟

出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引出带规律性的认识，以指导今后的工

作．为此，我们把它奉献给枣阳人民，奉献给枣阳的所有教育工

作者和一切关心，支持枣阳教育的同志。并借此向指导、支持我

们修志工作的各级领导、机关团体和个人，致以诚挚的谢意．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让我们携起手来，以史为镜，沿

着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和《关于

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指引的方向，遵循教育规律，开拓前进I

张学文

一九八六年十二月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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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史，在写近代教育前，对古代教育，主要是封建教育作了必要的

1． 、。
九、本志资料，大部分采自国家和地方典籍，档案，少部分 ?。。

：≯一，、i 0 j、．P』，，珍：．．。：o⋯I．-一：



．

。

-

●

‘

●

选自教育组简志，校志和口碑资料，均来自有据．为节省篇幅，
仅在大事记中开列出处． ．

十，本志语言，使用语体文。但引文、附录中的文言，悉照

原文，个别冷僻字眼，加有注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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