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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的巨大功能，受到了越来越多的重视，人们不仅看到教

育对发展生产力和建设精神文明的作用，而且认识到它是决定国

家前途民族素质的重要因素，是振兴中华的战略问题。在现实生

活中，教育事业关系着千家万户，牵动着天下每个做父母的心。

如何能把教育搞得更符合国家社会的需要、更适应时代的要求，

也正是教育工作者在做出教育决策时，在执行教育政策法令时，

在完成教育任务时所急切思虑的主题。总之，广大的社会都在关

切着教育的发展，因而一个研究教育科学的潮流正在萌动和兴

起，人们在思索如何能把教育事业搞得更好，如何为它贡献点力

量。

研究如何搞好教育，除过探讨教育工作自身的规律而外，研

究教育与各种社会条件〈经济、政治、文化〉的相五作用、总结

教育事业的历史经验教训，都是教育科学重要的探索领域。目

前，这些课题的研究已成为教育工作者和关心教育事业的人们迫

切的需求，教育事业的前进发展也需要教育科学研究作它的科学

基础，教育事业热切召唤着教育科研的开展。在这种情况下，赵

立法同志编著的《山西高等教育简史》出版，是山西教育界的一

件喜事。这本书从开始思考经过印行初稿， ~J今天正式出版，作

者为着发展教育事业，对教育史中一个地区、一个专题，进行了

近十年的研讨，作了有益的探索。

作者在本书中主要是回顾了山西省高等教育发展的历史，读

者将不难发现，它具有如下的特点(一〉阐述和分析具有历史

的连贯性。本书从清末山西成立新式高等学堂开始，依历史顺序

一直讲到著作完成的1988年，分析和评选的展开有头有尾、前略

后详、有连续性、一气呵成，对山西高教事业发展史，尽情地倾

诉了作者的研究成果，提供给教育界、史学界J (二〉本书在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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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山西高教发展历史时，按教育发展本身和相关的社会条件，划

分成若干阶段来分别介绍和剖析。在各个阶段的开端，都首先说

明该阶段的历史背景，把教育发展和其它社会历史条件联系起来

考察，什么样的历史条件，产生了什么样的高等教育，使人们很

自然地了解到高教与当时条件的相互关系与作用，有利于人们在

预测、安排、计划未来的教育工作时，必须考虑到各种社会条件

的配套， 激发教育工作中的宏观考虑、横向关系、超前意识和参

与意识; (三〉 使用资料比较完整系统，并附录有各种有关加工

过的资料，如教育大事记、参考资料来源目录等，既使本书的资

料基础趋于完善，提高了阐述的科学性，也使读者在进一步研究

思考问题时得到了方便，增强了本书的应用性。

本书的任务主要是从历史的角度来探讨山西高等教育的发

展，但我们读来注意到，作者对一定时期中教育发展的各个有关

方面都作了评述。 比如，本书不仅考察了各个历史时期中高教发

展一般的数量与质量，而且对当时的教育结构、专业结构、教育

方法与手段、教育产品与人才市场需求的关系、新条件下对教育

的要求与影响等问题，都试图作出分析或提出问题。这些，对拓

展我们教育科学研究的视野、对教育工作者把视线从升学率、从

偏重智育培养等狭窄范围中开扩到教育的全领域是有启示的。

赵立法同志建国以来在山西高教战线上工作有年，在实践中

不断积累资料、 潜心从事这项专题研究，本书的出版是他辛勤劳

动的结果，也是对行将到来的教育科学研究热潮，以至对提高山

西高教事业作出的一个呼唤和贡献。而振兴山西教育事业，正是

广大读者和作者翘首以待的期望。当然，本书只从一个省区、 仅

以高教历史角度探索了一些问题，可是我们还希望看到更大范围

内各种教育问题的研讨与探究，回答出更多更深的教育问题。我

自己在山西省高校工作，读起本书来甚有亲切之感，是以不揣愚

陋，愿意将自己的读后感受与希望，介绍给广大读者。

z 乔志强 1989年 1 月于山西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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