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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1 001 

目。

修志立言，鉴往古今，警示当代，服务未来。尊史、治史，以史为鉴，资政育人，乃

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习近平同志在纪念孔子诞辰 2565 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

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开幕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不忘历史才能开辟未

来，善于继承才能善于创新。""只有坚持从历史走向未来，从延续民族文化血脉中

开拓前进，我们才能做好今天的事业 。 "编史修志是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

组成部分。编写礼县教育简史有助于我们总结教育发展规律，借鉴过去的教育管

理经验和教训，更好地把全县的教育事业推向前进。 由礼县教育局组织、县教育局

督学赵力健同志主编、教育局机关和各学区学校支持配合编写的《礼县教育简史}，

就是根据习近平同志的有关指示精神 根据甘肃省教育厅和陇南市教育局有关文

件精神最终完成编写的 。

我认为，礼县教育发展的历史，是礼县几千年文明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礼县

文化遗产宝库中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 OL县教育简史》的出版，是礼县教育科学研

究的一项重要研究成果，填补了礼县教育史研究的一项空白，它的问世，是礼县教

育史志工作的一大成果也是礼县教育史志工作的新起点。

《礼县教育简史》比较全面地反映了从史前开始截至 2014 年的礼县教育的历

史面貌。 全书分为八大部分，即:历史概述，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史上名人与教育，

历史发展成果，乡，校史选，历史轶事、附件 。 "历史概述"分阶段介绍礼县教育历史

总体发展的脉络历史事件"分篇介绍发生在礼县教育历史上有重要意义的重大

事件历史人物"介绍在礼县教育历史发展过程中做出过突出贡献的教师及教育

工作者史上名人与教育"分篇介绍历史上各行各业的名人与礼县教育有关的事

迹历史发展成果"介绍礼县教育历史发展中取得的成绩乡、校史选"介绍了本

县有关乡校的教育历史历史轶事"分篇介绍发生在礼县教育历史上的真实教育

故事和逸闻附件"主要是收录了礼县教育历史上各阶段的一些重要而珍贵的历

史资料及统计表。书中通过这八个侧面来反映礼县教育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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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县教育简史》是礼县在 2013 年完成上交市教育局教育史话资料任务后开

始编写的。在编写过程中，为了保证本书内容的客观真实和编写质量，本书的部分

内容出版之前先后在礼县县委宣传部主办的《礼县报》、县政协文史资料、县教育局

主办的"礼县教育信息网"等媒体上登载，广泛征求各方面的意见和建议。

《礼县教育简史》在编写过程中又受到了多方面的关注和支持。《甘肃教育史

的编委会、甘拣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协会、陇南市教育局、礼县县委宣传部、礼县

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礼县档案局等有关单位对本书的编写和出版给以了大力支

持;原《教育革新》主编、《甘肃教育史话》主编粟兆荣先生亲自担任了本书的学术指

导;甘肃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协会会长马培芳先生和北京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李

思孝先生分别为本书题词鼓励·已退休的原龙林学区校长杜运璧先生为本书编写

提供了自已多年保存的宝贵资料;礼县许多老干部、老教师对于本书的编写提出了

不少参考意见和建议;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中国书画函授大学北京总校书法指导

教师、礼县著名的青年书法家杨剑锋为本书题写了书名;赵力公、王志兴、王力勇、

马伟、刘亮、张彝、杨正保、魏步明、张宝霞、董海涛等同志利用自己宝贵的休息时间

参与了本书校对。在这里我们向所有对于本书编写和出版给以大力支持的单位和

个人表示衷心吨蝉谢!同时，本书在编写过程中，参考或收录了许多资料，如礼县档

案局有关档案资料、《礼县政协文史资料H礼县志H礼县教育资料》、全县各基层学

区学校提供的资料稿件等，在此，我们特别向所有书籍、材料的作者表示衷心的感

谢!

在《礼县教育简史》出版发行之时，我希望全县教育系统各级组织进一步重视

本学校、本单位教育史料的收集和教育史志的编写工作，为全县教育史料的收集和

教育史志的编写做出努力，彻底弥补礼县这方面工作的不足，进而通过借鉴历史经

验来创造礼县教育更加美好的明天!

礼县教育局党组书记、局长王小强

2016 年 4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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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历史概述 I 001 

第一章历史概述

礼县地处甘肃省东南部、陇南市西北部、长江流域嘉陵江水系西汉水上游，全

县面积 4299.92 平方公里，辖 4 镇 25 乡 568 个行政村 11 个社区。 2014 年总人口

54.29 万，其中农村人口 47.36 万;有学校 446 所，其中完全中学 4 所，农职中 4 所，

独立初中 17 所，九年一贯制学校 16 所小学 387 所(含教学点 202 个) ，幼儿园 18

个;共有专任教师 5332 人，其中普通高中 521 人，农职中 204 人，初中 1709 人，小

学 2746 人，幼儿圄 152 人;有在校学生 84687 人，其中普通高中 9648 人，农职中

3895 人，初中 22088 人，小学 39412 人，幼儿园 9644 人 。 礼县是传统农业县与国家

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是全国苹果生产重点县、优质水果生产基地县，全省新型城

镇化建设试点县、扶贫攻坚交通先行示范县、无公害苹果生产基地、牛羊产业和梯

田建设大县，礼县也是一个教育大县。

礼县是中华民族的发源地之一，是中国先秦文化的发样地，文化教育源远流

长。 礼县的教育，是礼县几千年文明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内容十分丰富，地方特色鲜

明，在整个陇南教育发展史中占有重要地位。礼县古代教育的类型主要有先辈对后

代传授生产知识和生活经验的远古教育活动;有对后世产生重大影响的秦早期教

育;有秦汉以后的私学和官学、学校和科举的兴起和发展;有广泛而长久开展的学

校教育以外的各类民间带有教育性质的非正规教育活动。

清光绪二十八年(公元 1902 年) ，清政府颁布学堂章程，全国开始兴办学堂，传

授"经世致用之学延续两千年的封建教育制度开始受到冲击，但是礼县教育在这

一阶段起步缓慢 。 直至民国时期，礼县教育尤其是礼县的普通教育才有了明显的发

展。 特别是抗日战争时期的 1939-1945 年、解放战争时期的 1946-1947 年为礼县

近代教育发展较好的阶段。 当然，从清末兴学堂到礼县解放前，在半殖民半封建社

会，教育为统治阶级所控制，广大劳动人民极少有受教育的权利，全县文盲率高达

90%以上。



002 I 札县教育简史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社会主义教育制度逐步建立，劳动人民获得了受教育

的优先权，礼县教育事业发展迅速，成就显著。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礼县教育

逐步转到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轨道上来，各级各类教育有的从无到有，有的从小

到大，整体稳步发展，教育质量逐步提高，特别是随着"科教兴国"战略和"西部大开

发"战略的实施，随着国家对农村地区、贫困地区教育事业优惠政策的落实，礼县教

育出现了有史以来发展最快的时期 。

礼县中小学校分布图

一、古代教育(约公元前 7000-1840 年)

(一)远古教育(约公元前 7000一公元前 2100 年)

礼县历史悠久，大约在 7000 多年以前，活动在礼县的人类已进入以农牧业为

主的新石器时代。 从那时起 先民们对后代传授生产知识和生活经验的活动和手

段，就成为最早的教育模式。 礼县境内西汉水上游已经发现和确认的文化遗址有:

"处仰韶文化遗址，51 处龙山文化遗址，37 处秦文化遗址，25 处寺洼文化遗址，均

有进行原始教育的遗迹。 在不少礼县文化遗址中见到先民们用于生产生活的石器、

陶器，以及房屋建筑，就是先民们历经数千年的原始教育经口传身授而缓慢改进

的 。如礼县石桥镇高寺村仰韶文化遗址中出土的窑藏廉谷籽种、少女头像的人首器

形盖、骨锥等;礼县雷坝蒲家坝寺洼文化遗址中出土的不少陶器为马鞍形，有些陶

器为大口小底形，器物烧成后大部分进行了彩绘，有些为粉三色的三点一线纹，有

些为乳黄色网纹，有些为鸟形 。礼县史前各个文化遗址均出土了不少的石器、骨器、

陶器，还有部分青铜器。 这些文化遗址中出土的众多文物品种、形状，以及文物器物

上刻绘的符号，在没有文字之前，便是人们交流思想 、传授经验而使用的除语言以

外的一种工具，是原始教育向前发展的重要成果。 这种原始的、萌芽状态的教育是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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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于礼县的史前文明以及商周时代的主要教育形式(实际上在一定程度上它一直延

续存在于礼县以后的大部分历史时期，包括学校教育已经出现并发展的近现代社

会) 。 由 于当时社会生产和生活水平简单低下，发展极其缓慢，当时的教育也就无法

发展成有目的的专门的社会实践活动 而只能依附于社会生产和生活的母体之中，

在其实践过程中同时进行着，教育的内容、形式也极为简单。 这反映出礼县远古时期

的教育发展水平与当时社会生产和生活发展的水平是一致的 。

礼县远古时期的教育类型主要有 :

1.有关生产劳动的教育。 礼县众多的仰韶文化遗址 、龙山文化遗址的出土文物

反映了礼县新石器时代的生产劳动及教育水平 。 在礼县仰韶文化遗址中出土的大

量生产工具，反映出 当时的生产知识和生活经验已有了相当的积累 。 如在不少礼县

仰韶文化遗址中发现众多的生产工具，有石、陶、骨 、角等质料，其中大多为农业生

产工具，用于家庭生产劳动的工具如骨锥、骨针等数量不少，石制生产工具有石刀 、

石凿、石铲、磨石等 。各种生产工具的制作及用处构成了丰富多彩的生产劳动的教

育的内容。

2.有关原始工艺技术传授的教育。 在手工制作技术方面，礼县仰韶文化遗址出

土的彩陶能和秦安大地湾遗址出土的彩陶相媲美 。 陶器的发明是新石器时代文化

的主要内容，它极大地改善了原始人的生产和生活，人们用它来烹饪、饮食、汲水 、

储藏等，礼县仰韶文化遗址中制陶的技术和经验，借助教育活动得到传授、推广，成

为氏族社会共有的生产能力并代代相传从而推动了当时社会生产的发展。

3.有关文化知识的教育。 札县仰韶文化遗址器物上刻画的符号，和大地湾遗址

器物上刻画的符号一样，是中国文字的先祖，这些符号已具有文字的性质，是中国

文字的起源。 在礼县仰韶文化遗址出土的陶器上就发现不同形状的符号，如有类似

水波状、生产植物状的细线纹有直线、曲线相交的线形纹等 。 这些刻画简单、纹迹

规整的符号，是当时普遍使用的并代表复杂的含义，但是在没有文字之前，还必须

靠一定的手段才能以线条为辅助进行表示 。 在半坡、大地湾发现了十几、二十个记

事符号 ，就已震惊考古界，而礼县同期器物中此类符号已发现不下八九十个，远比

半坡和大地湾丰富，这足以说明礼县远古时期文化知识的教育水平 。

4.有关原始艺术教育。 礼县石桥镇高寺村仰韶文化遗址中出土的少女头像的

人首器形盖 ，是史前人像造型的代表作之一 ，艺术价值很高， ~中 国美术史》称这一

人首器形盖为"原始社会少女塑像的杰作" 一直被收入中学美术课本。 礼县其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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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遗址中出土的"太阳鱼网纹瓶""陶塑猪头"等文物均为有较高艺术水平的艺术

品，这些艺术品的出土，反映出制作者已具有一定的艺术专长，是经一定的学习、训

练才能达到如此较高的艺术水平。 因此，艺术也是这一时期教育的手段，原始艺术

教育不仅是艺术创作本身的教育，也包括艺术形象的教育 。 在艺术形象中，保存了

劳动和生活的知识和经验 人们通过艺术形象可以受到艺术教育。

太阳鱼网纹瓶 陶塑猪头

(二)西垂早期的秦人教育(约公元前 2100 公元前 220 年)

商代末期，秦人进入礼县地域。 帝尧陶唐氏元年(约公元前 2100 年) ，和仲居守

西土(即古西县，今礼县) 0 {史记 ·秦本记》记载 中满在西戎，保西垂 。 "秦人称当时

的礼县为"西""西垂" 。 从秦人入西到秦人东进，秦人在西垂生存奋斗数百年时间，

到后来在周王朝的支持下，打败了犬戎，收复统一了西垂。 当时的秦人既继承了先

辈善于养马的特长，又汲取了周人的农耕技术，也吸收了当地犬戎民族的符猎文

化，将旱作农业与畜牧、持猎结合起来，还吸收了金玉加工、铜铁冶铸技艺，形成了

独具特色的陇上秦人早期的文化也形成了对后世有重大影响的秦人早期的教育 。

秦人早期在西垂经营的历史处于中国历史大变革时期，也是教育制度的大转

变时期，即奴隶主阶级的官学随着奴隶制经济基础的消亡而消亡、私学随着封建个

体经济产生而产生的时代 。 这一时期的秦早期教育，虽然秦人当时偏居西障，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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