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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志为鉴，继往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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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修史志是中华民族的优良文化传统，修志的历史可谓源远流长。我们的祖先很

早就认识到了史志具有资政育人存史的功能，并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留下了丰富的

遗产与深刻的认识。所谓“治天下者以史为鉴，治郡国者以志为鉴”，强调的是编修史

志的资政功能；所谓“不读史，则不知前人创业之艰难，后人守成之不易”，强调的则是

史志的育人功能；所谓“志者，社会之写真也”，强调的则是史志的存史功能。因此，在

《海原县第一小学校志》付梓出版之际，当主编张青、解光穆二人约为序时，我是欣然

接受的。一方面，这是因为作为一名方志工作者，促进教育史志、学校史志的编写出版

工作，本来就在我关注与研究的范畴之内。通过地方史志的编修出版来为现实生活服

务，是一位方志工作者的神圣职责。因而，我区各级地方志编写机构、专业人员要积极

鼓励、指导、支持各地各校组织人力编写出高质量的教育史志、学校史志，以史为鉴，

推动教育事业与学校的发展。另一方面，则是由于据我所知，一所位于宁南山区的小

学能组织人力、拿出财力编写并正式出版自己的校志，在我区众多小学中尚属首家。

这一开创性的工作，对推动宁夏教育史志、学校史志的研究编写都有着积极的促进作

用，也为其他中小学校校志的编写工作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成功经验。

在我国地方志书的体系中，学校志是较为基层的一种志书。学校志是方志体系中

的一个基层志书，是众多地方志书类型中的一种形式；然而，校志虽小，却存一校发展

之史，蕴含教育兴衰之道。-．所百年知名学校在悠久的历史发展进程中，悠久辉煌的

办学遗产、艰难困苦的创业历程是其最可宝贵的办学资源。后人应通过校志编写来历

史地看待、科学地总结、系统地传承这些历史遗产、精神财富，以推动学校未来的更好

更快发展。一般来看，虽说为校庆而编写的校志，其作者与读者大多限制在与这所学

校发展进程中有这样或那样联系的有限范围内；而且即使公开出版，其流通也是有限

的。但我们却不能因此而小看这些“内部读物”，因为在一本学校志中，常常可看出这

所学校之所以发展至今的历史原因，也常常有着对这个学校“校风”、“校格”具体而真

实的诠释，更有着对这所学校存在过的具体的人与事的追忆与思念。这种原因探究与

诠释、追忆与思念，有时很可能比皇皇巨著更直接、更真实、更鲜活、更具体，也更能流

传久远。所以，近年来各地众多的学校大都在校庆到来之际组织人力编写史志，其根

本目的就是为了记录学校的前进历程，继承优良校风学风，以图创新奋进，造福莘莘



r、
002篷～夕洚原晏第一卅＼学校志
学子。因此，《海原县第一小学校志》的付梓，对学校今后发展具有重要历史意义。

在我国地方志书的编写中，学校志是历史较为悠久的一种志书。因我国封建教育

长期处于分散、无组织的民间办学状态且对经济社会发展无明显影响，所以在古代地

方志的编写体例上一般无教育志，但有学校志。如在明永乐十六年，明成祖亲自颁布

的《纂修志书诏令》中就明列“学校”一门，并具体规定“学校，叙其建制之由，续修理者

何人”。这样，在地方志体例中就出现了或专设的“学校志”，或在“建制志”、“艺文志”

之下再设门类，叙述一地一时学校的沿革、学额、学田等事由。这样看来，学校志是一

产生较早的方志类型。光绪末年现代教育制度的建立，使我国教育规模扩大、管理复

杂、层次增加并使其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性大为增加，因而在地方志编写中便以

“教育志”取代了“学校志”，并延续至今。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随

着地方志编修事业的日渐繁荣，出现了教育志、学校志的“分编”——教育系统组织人

力编写一区域的教育志，学校则组织力量编写本校的校志。在这一背景下，各地、各个

学校陆续编写出版了一些体例科学、资料翔实的教育志、学校志，丰富了地方志的编

修内容，并推动着地方志编修工作向深度、广度发展。《海原县第一小学校志》正是在

继承本校以前校志、借鉴他校校志编修经验的基础上编纂而成的一部新校志，并在编

写体例、章法组合、叙述方式、材料选取等方面既有继承又有创新。因此，《海原县第一

小学校志》的编写出版，对其他中小学学校今后的校志编修具有一定的借鉴价值。

在我国地方志书的种类中，学校志是具有较强教育意义的一种志书。志书被誉为

“一方之全史”，而具有多方面的功能与众多的意义。学校志在具有“一校之全史”性质

的基础上，因其是以“学校”这一专门的教育机构在自身的历史进程中所发生过、所存

在着的人与事为基本叙述对象的，而具有较强的教育性。就是说，学校志因其在记述

时是以“育人之人”、“所育之人”以及“育人之事”为基本内容的，因而要比一般地方志

书更具教育意义。在社会生活中，一个人随着年龄的增长，当他在社会上生活得越久，

他就会越发留恋自己在求学时所经历的风风雨雨、点点滴滴——十分怀念当初朝夕

相处的同窗挚友，十分怀念曾经辛勤地教导自己的老师，十分怀念当初自己学习生活

过的校园⋯⋯同时，在步入社会后，人们对母校的回忆总是美好的，总是激动的，也总

是使人难忘的，这就是人们常说的“母校情结”。正因人们在内心所普遍存在的“母校

情结”，才使学校志的编修工作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并推动着其编修长盛不衰。当一

部校志编修成书后，后学者在对前人治校、治学历史的理解中可时时得到教育、得到

启迪、得到借鉴，从而使学校具有的“育人”功能得到发扬光大。这就是说，学校志因其

在记述内容上的“天然”教育性，必将对读者具有较强的教育性。《海原县第一小学校

志》的问世，既是学校向广大师生进行热爱学校传统教育的好教材，又为家长与社会

全方位了解学校辉煌历史提供了详细资料；既可作为今天兴校的参考，又可为后人

办学留作借鉴，对促进学校的精神文明建设和物质文明建设有着重要的作用。因

此，《海原县第一小学校志》的问世，对学校育人功能的更好更大发挥必将具有积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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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推动作用。

令人所说的“过去”，必定是前人生活着的“现在”；今人生活的“现在”，必然是后

人所说的“过去”。历史就是这样永远延续下去，人类就是这样生存下来。尽管历史是

如此的纷繁复杂、如此的曲折多变．但当代人总是在承接前人的足迹下而不断前进

的。因此，记下前人踏过的足迹，为当代人和后代人作借鉴，可算是一项“承前启后”的

重要工作。有感于海原县第一小学领导的远见卓识与编写人员的辛勤笔耕，编纂出版

了这样一部内容翔实、材料丰富的校志，使这一“承前启后”的艰辛工作得以完成，并

使之成为我区教育史志园地的一朵绚丽奇葩，故为之序。、

(作者为宁夏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宁夏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常务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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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校志》直面现实，以史录的原则实现了历史与现实的对接。《校志》的编写出版

将为“存史、资政、教化”发挥有益的作用，并有利于海原一小全面地贯彻落实党的各

项教育方针、政策，发扬优良的办学传统，进一步搞好教育教学改革，为今后的发展打

下坚实的基础。

回眸历史，海原一小走过的百年历程是艰难的。海原自古人文不兴，文化教育事

业落后。1906年秋季，地方回汉绅士与开明官吏共同创建海城高等小学堂，始开现代

海原教育之先河。学校初创，因资贫乏，教师短缺，举学无力，至1920年海原大地震发

生，更使学校毁于一旦，师生四散流离。1923年，地方政府与广大民众于废墟之地再

建学校，使文明之火、科学之光在海原得以延续。之后，因时局动荡、战争不断、官吏腐

败，学校发展极为缓慢，办学维艰。新中国建立，使旧校获得新生。“文革”动乱，教师下

放、学生下乡，学校教育教学秩序遭到破坏。改革开放新时期，给学校带来生机，不断

取得长足发展。一路坎坷走来，可谓“几度经风雨，历劫多磨难”。

回眸历史，海原一小走过的百年历程也是自豪的。早在20世纪40年代最艰苦的

时期，学校总是力筹经费、邀聘名师、严格管理，努力提升办学层次与水平，使学校成

为了海原初等教育的摇篮。在解放后，海原--4、与海原教育一道经历了革命的洗礼．

成为海原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排头兵。在改革开放的春天里，学校更是奉行“内涵与

特色并举，质量与效益同步”的办学理念，积极推进教育教学改革，努力改善办学条

件，狠抓教育质量，使海原一小成为了全县人民心中的“最好学府”。在新的历史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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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海原一小以教育公平推进社会公平为己任，积极推进课程改革、努力探求教育规

律、大力建设校园文化，使学生在生动活泼的教育活动中得到发展。百年来，在海原一

小悠久的办学历史中，汇聚和造就了一大批知名教师、优秀教师，培育和造就了一批

又一批优秀毕业生，他们都在不同的战线和不同的岗位默默奉献，为海原各项建设事

业的发展已经做出或正在做出积极的贡献，都为人们所敬佩和称道。

回眸历史，海原--d、走过的百年历程更是辉煌的。海原一小百年辉煌办学成就，

就是海原教育百年发展辉煌成就具体而微的缩影。现代海原教育的开端源自海原一

小，海原--,J、也因此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内成为海原普通教育的最基本阵地。海原一

小自建校伊始，就成为新思想、新文化、新知识在海原得以传播的重要阵地，并通过培

养人、造就人而服务于海原经济发展、社会进步、文化繁荣。清末海城高等学堂的开

办，使科学民主思想开始在海原传播。“五四”运动时期，学校推行男女同校，推进了教

育民主在海原的发展进程。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海原一小又成为了全县革命活

动的中心，一些中共地下党员曾在学校长期任教，使革命思想得以广泛宣传；解放后，

海原一小坚持正确的办学方向，为海原初等教育的普及与提高做出了重要贡献；改革

开放后，海原一小发展步伐不断加快，教育质量不断提高，基础设施建设日趋完善，对

海原经济社会发展的贡献率不断提高；进入新世纪，海原一小更是有了长足发展，并

促成了全县于2006年顺利实现“两基”攻坚目标，创造了教育发展史上的辉煌业绩。

胡锦涛同志曾经深刻地指出：“浩瀚而宝贵的历史知识既是人类总结昨天的记

录。又是人类把握今天，创造明天的向导”。总结过去是为了更好地继承。回顾校史、编

撰校志，正是通过对以往的追忆来作为未来的借鉴。百年风雨历程，沧桑巨变，几百位

教职员工教书育人，勤恳耕耘，上万名莘莘学子乘风启航，阔步向前，成才创业。海原

一小作为全县创建最早、规模最大、文化底蕴最为深厚的一所小学，为全县的教育事

业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为海原乃至宁夏甚至祖国各地培养了大批德才兼备的人

才。衷心地祝愿和希望海原一小在县委、政府和教育部门的领导下，乘全县“两基”攻

坚胜利达标之东风，进一步加强教育改革，提高教学质量，加快发展步伐，以一流的业

绩回报海原社会各界和38万各族人民。

是为薄n

(作者分别为中共中卫市委常委、海原县委书记和海原县县长)



凡例

一、《海原县第-／1,学校志》是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

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为编写指针，以历史唯物主义为编写方法，以实事求是为编写

原则，力求真实、准确、全面反映海原第一小学的历史与现状。

二、本志上限为1906年，下限至2006年9月，略古详今，以解放后特别是十一届

三中全会后海原第一小学的发展与改革情况为记述重点。

三、对新中国成立后海原第一小学在发展进程中的成就与不足，以中共中央十一

届三中全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准则，力求实事求是地予以

记载。

四、本志编写采用横排纵述体例，以“事”为“横”，以“时”为“纵”，部分章节依内容

而采用纵横结合的体例。同时，按照“横不缺项，纵不断线”的修志原则，对海原第一小学

各个不同历史时期(阶段)的各类教育活动分门别类地予以记载。

五、本志重在记述海原县第一小学发展状况，对全国、全区及全县性教育制度、条

例、办法等，一般侧重记述其在一小的实施情况；对部分需交代来龙去脉的，则进行简

要叙述。

六、本志使用语体文，直述材料，寓评于述，对教育人物、学校发展事实一般不作

太多评论；对必须评析才能说清是非的教育问题，则以简洁语言进行评述；对应该且

必须进行提炼、总结的某些教育现象，一般也以概括语言进行归纳。

七、本志坚持生不立传的修志原则，对学校发展有重大贡献的在世人物除在相关

章节中记述其事迹外，在“校园人物”一章中以简介形式予以反映。凡本志所涉及人

物，一般都直书其名，直述其事。

八、本志内的历史朝代，一律用通称；历史纪年，按当时通常称谓并注明公元年

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各年代一律用公元纪年。

九、本志的编写执行宁夏回族自治区方志委员会、区教育厅教育志编委会及海原

县志编委会的各项规定和要求。

十、本志所用学校材料主要来源于甘肃省档案馆、海原县档案馆和县教育局，部

分材料以知情人口述为据。

十一、本志所述的解放前(后)，具体时间是指1949年8月11日海原解放的日

期，与通常所说解放后具体时间略有不同。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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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原县第一小学的创建、发展、壮大是我国近代、现代教育制度在海原实施与发

展的必然产物，是海原县域经济社会、文化教育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要求。综观这

所学校创立、发展与壮大的百年艰难历程，是与我国近代、现代教育发展变革相同步，

也与海原经济社会文化教育发展变革相一致。同时，海原县第一小学作为海原县创建

历史最早、影响最大的普通初等学校，见证了近代、现代海原教育发展的历史轨迹，也

为海原经济社会发展、文化教育提高做出了巨大贡献。

一、创建时的时代背景

海原县第一小学创建于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其最早前身是海城县高等小学

堂。从地方史志记载来看，海城县高等小学堂是清末全国性停科举、兴学校改革之产

物，其最初的教育目的是“以求有体有用之学”(《光绪海城县志》，杨金庚总纂，海原县

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整理)。海城县高等小学堂之所以能在地处荒凉偏远、固定居民稀

少、自古人文不兴、教育不振的区域内得以创立、发展，是与国内教育改革形势、区域

教育发展水平以及当地经济社会、文化教育发展水平等密切相关的。

从全国教育发展以及经济社会文化发展情况来看，海城县高等小学堂的创立是民

族振兴、国家富强、时代发展的必然要求。自鸦片战争之后，中国一步步地沦为半封建

半殖民地国家。在列强环视欺凌、人民饱受饥寒、民族存亡日渐严峻的形势下，早在光

绪十九年(1893)，洋务派代表张之洞就奏请设立了湖北自强学堂，并认为“国势之强弱

在人才，人才之消长在学校，环球各国竞长争雄，莫不以教育为兴邦之急务”。在张之洞

等洋务派首领的影响与积极推动下，全国各地先后涌现出许多以“实业”为基本教育内

容的近代实业学堂，同时也涌现出一批以学习近代科学为主要内容的普通初等、高等

小学堂。于是，在光绪二十八年(1902)，清廷曾明令全国各地废科举、兴学堂，并颁布了

《钦定小学堂章程》，要求各地要变书院、私塾为学堂，并提出学堂的教育目的是“培养

国民之善性，扩充国民之知识，强壮国民之气体”。在此形势下，我国封建教育开始了从

传统的私塾、书院、义学等形式的教育向近代学堂、现代学校教育的发展转变，海原教

育的发展也基本与之同步。光绪三十年(1904)，满清政府又连续颁布了《奏定初等小学

堂章程》、《奏定高等小学堂章程》，并在《奏定高等小学堂章程》中明确要求各地政府要

“设高等小学堂，令凡已习初等小学堂毕业者入焉”，一时全国各地出现了众多的初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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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小学堂。海城县高等小学堂正是在我国现代教育得以初步发展的背景之下得以创

立并逐步发展起来的，是这一时代变革的产物。海城县高等小学堂的创立，拉开了海原

近代、现代教育的发展壮大之历史序幕，开海原近代、现代教育奠基之先河。

从海原县(时称海城县)当时社会经济、文化教育的发展来看，海城县高等小学堂

是全县社会各界人士共同努力、协力共建的产物。海原县虽建制较晚，但其境内早在

石器时代就有人类活动。1984年，考古工作者在县内西安镇菜园村南(南华山北麓坡

地)发现一处新石器遗存，经宁夏考古研究所和中国历史博物馆考古部专家们的详加

考证，发现早在新石器中、晚期，海原境内就有人类繁衍生息。自然，原始的、自发的教

育在这一时期应该已经产生，但其具体情况无考。自春秋战国以来，海原一直是边疆

几个少数民族的游牧地带，境内荒凉偏僻、固定居民稀少，文化教育发展落后。据清乾

隆年间修成的《盐茶厅志备遗》记载来看，海原县“自汉唐以来，千百余年未有学校之

设”。“千百余年未有学校之设”是由于这一区域在古代一直是一游牧地带。从地方史

料记载看，早在春秋战国时代，海原境内就主要为戎人住地。秦汉时，境内基本被匈奴

所控制。南北朝时，先后被鲜卑族及前赵、后赵、前秦、后秦等国割据。之后，隋置他楼

县、唐置萧关县于境之东北部，海原为其所属。宋雍熙二年(985)，西夏人一度占据海

原境内的天都山并置南牟会城。宋元符二年(1098)，宋夺取天都山，设西安州(今本县

西安镇)，现在的海城镇为其属堡。随后不久，西夏再次夺取天都山，并将西安州更名

为南牟会、海城镇改为东牟会。公元1271年，忽必烈建立元朝后，曾派大量士兵前来

海原屯田，并将东牟会改称为海喇嘟(蒙语，意为美丽的高原)。是时，海原境内基本上

仍是蒙古人的牧场，境内经济社会发展步伐缓慢、文化教育事业极其落后。故而，在这

一漫长时期，因境内战乱不息、人口稀少，在县境内没有出现有较大影响力的书院与

较大规模的私塾，封建教育未能得到充分发展。

从明洪武二十年(1387)起，海喇嘟所属之地被赐予诸藩王之牧地。此时，因境内

经济社会有_初步发展，县境内固定居住人口逐步增多。于是，在明成化五年(1469)，

巡抚马文升在西安州(今西安镇)首开“屯田设学”之风，开海原封建教育风气之先河。

但由于县境内长期是牧场，固定居民人口较少，再加之地处边境、战乱频繁、天灾不

断，更加之崇祯九年(1636)、十六年(1643)，甘肃全省大饥，海原境内“奇荒，人相食，

户口寥落”(《海原县志·灾害志》，海原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纂，宁夏人民出版社

1998年版)，这些天灾人祸使马文升屯田设学所萌生的封建官办教育非但没有扩大

教育规模与范围并继而取得连续性发展，反而在一度时间复归停息了。清乾隆十三年

(1748)，平凉府盐茶厅同知朱亨衍及其僚属开始将原设于固原州的衙属移驻到海城，

并开始着手营造衙署、施政行事，并积极发展文化教育事业。在衙属初建时，本地一些

读书人曾积极呈请设学，但未获成功，使封建教育未能在海原快速发展起来。自然，因

人tZl的增加与官署的设立，一定规模的封建教育还是有所发展的。如在《宣统固原州

志。学校志》中载：“查固原学额，国朝从顺治迄同治十三年，固原州与盐茶厅并取，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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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考十五名，科考十五名(文武生同额)，廪生三十二名，贡生、增生如例。”这说明，当

时虽然官办的封建教育未能在本县域内完全设立、发展起来，但多种形式的民间教育

在当时还是客观存在的。而这些封建、分散性、私家性的教育，便成为海原今后教育发

展的初步基础，也为海城县高等小学堂的创立提供了一定的发展基础。

海原大规模兴办封建教育开始于同治十三年(1874)。当时，陕甘总督左宗棠曾上疏

朝廷，建议在今海原县境内、原州区与西吉县部分地域内的广阔地域i-SLY_海城县。左宗棠

在奏疏中日：“盐茶辖境西北一带，地势阔远，据靖远县交界各处又百数十里，汉回杂居。

平凉府既难兼辖，即盐茶同知亦有鞭长莫及之虞。⋯⋯应撤平凉府盐茶同知一缺，改为知

县。撤所属照磨一缺，改为典吏；并添设训导一员，专司教化。”(见《海原县志》，海原县地

方志编纂委员会编纂，宁夏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是年，海原正式设县。正是出于“专司

教化”之目的，海原封建教育在正式设县后才得以大规模发展起来。是年(同治十三年)，

海原开始设立学署并配有儒学训导一员，官办的封建教育开始逐步发展起来。自然，这

一时期，海原教育的根本宗旨是“养成贤才，以供朝廷之用”。随后，海城县学署便在县

境内开始推行每年一次的县试。从《乾隆盐茶厅志》、《光绪海城县志》等地方志书中的

记载来看，光绪初年(1875)，海城县科举考试开始分文武两科进行，每年一次。每次招

生员20名，文武各半。后来，海城县又陆续设增生员额，每年5名。在明清两代，通过

“科举”而人仕、取官，是生员们博取功名、学习知识、发家致富、实现人生理想的唯一途

径。因此，海原自设县举办教育后，当地民风较前有一明显改变，也先后出现了少数考

取举人、进士者。但因儒学初兴、民风不正，当时的教育是得不到应有的重视和快速发

展的。如在《光绪海城县志·职官志·选举》篇中就载有：“山川钟毓，蔚为人才，不以地限

也。海城兵事迭兴，文教之不讲久矣。国朝虽入版图，未设胶痒。乡举里选，稀若晨星。兵

燹后，改县设学，儒业仍多荒殖。以科第著者，亟录之，以期振人文而励风化云。”这一历史

记录，应是当时教育发展现状的真实描述。自然，始于公元1874年的大规模的官办教

育，虽在性质上属于封建教育且办学层次较低、规模较小且时断时续，但却是海原近

代、现代教育出现的重要基础，也为海城县高等小学堂的创立提供了一定的前提条件。

于是，在清末“兴新学，办学堂”浪潮的有力推动下和海原教育得以初步发展的基

础之上，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时任海城县知县的张时熙顺应时代发展要求与地方

社会经济、文化教育发展需要，主持创建了海城县高等小学堂。张时熙是海城县高等

小学堂的创立者，也是海原县近代教育的奠基者。海城县高等小学堂的创立，是海原

近代、现代初等教育的开端，也成为海原现代各级各类教育发展、提高的重要基础。

二、学堂创建的客观条件

一地一时教育的发展、学校的兴建，是与一定区域内社会的经济情况、社会变革、

人口数量分布、文化发展等众多因素相关，海城县高等小学堂的创立也是如此。

清末全县人口特别是县城人IZl的增加，为海城县高等小学堂的创立提供了生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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