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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席《婆源县教育志》评稿会人员合影

前排左起：程凯华、金宗文、齐作砺、俞芷葶、顾清、俞向东、叶家宝、吴宝楚、

黄纡华、成水春、何细贵、董餐堆、王树林、汪鸿彬、郝化冲

二排左起：王观钦、徐永耀、俞文祥、王友梅、江家枝、詹烈炎、詹瑞祥、肖荣元

詹省吾、叶义银、孙济森、减连桂、江声德、尤红根

三排左起：栏启英、詹森荫、汪启彬、董振新、高长生、江湘钧、戴国祥、王汉元

幸瑛、王德兰、何宇昭、毕灶焰、王利善

后排左起：詹应祥、程明旺，江炎生、戴新民、董达泉、汪承远、郑立光、程观欣

程若鹏、胡云吉、陈先智、汪炳坤、刘兆安、汪汉新、俞玉树

《婺源县教育志p

扁羹人女合影

?排左起：王观欣、叶义银

裁国祥、詹应祥

，排左起：何宇昭、郑立光

董达泉、汪承远、程观欣

胡云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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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汪炳坤

婺源历史悠久，是我国著名的南宋理学家、教育家未熹的故里，

历代人文蔚起，素有一书乡”之誉。尤在教育方面，婺源继承和发扬

了朱熹的执教思想，民间尚读好学与尊师重教之风久盛不衰。昔时的

婺源，犹东鲁之曲阜；今日的婺源，是全国基础教育先进县。

在当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时期，教育工作显得更加重要。

为总结历史经验，推进教育事业发展，我们继承盛世修志传统，主持

编纂了《婺源县教育志》。这是婺源县第一部教育志，溯古详今，客

观地记述了千余年来婺源教育历史的发展、变化和现状，为今人和后

代提供了翔实的稽鉴依据。

这部志的编纂，时历三年，编志人员付出了心血。志书告成，来

之不易．我们要珍视它，特别是从亨教育者要读好志用好志，以光前

启后，继往开采，进一步发展婺源教育，振兴桑梓，造福子孙。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古往今来，婺源人才辈出，无论文化建设

和经济建设多有建树。这是婺源人民勤耕奋读的业绩，是教育之花盛

开的硕果。回首过去，我们应为自己家乡所取得的教育成就而自豪；

展望未来，婺源教育之花将开得更加鲜艳，更加光彩夺目。



凡 例

一、本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按·详今溯

古一原则编写。

二、志书采用记、志、传、录、．图、表体裁和篇、章、节结构，

横排门类，竖写史事。

三、记述上溯有资料记载的史事，下限断止1990年，《大事记》

延伸至1993年。

四、古代与近、现代教育制度不一，故独设膏旧制教育”篇，以

区别不同门类的史事。

五、按“生不立传”原则志教育界人物。古代和近代人物择主要

者传略，余列表；现代人物则以在教育界有影响者传之，不列表．

六、时代划分用“民国前”、 “民国时”、 膏建国前”、 。建国

后”表述。 “民国前”指中华民国成立前； 掣民国时”指中华民国成

立至1949年4月30日本县解放前夕； “建国前(后)”指中华人民共

和国成立前(后)。

七、历史纪年沿用各朝代和民国年号，加注公元纪年(’志文每一

自然段首先出现时加注)，建国后一律用公元纪年。历史纪年用汉

字，公元纪年用阿拉伯字。计量单位沿以传统通用单位表示。

八、资料来源于县档案馆和县教育局的文书档案、《婺源县志》

及有关部门提供的资料与口碑资料等，一般不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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