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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李政文

社会之发展，国家之发达，民族之兴旺，无不仰赖于教育。百年大计，树人为

本，树人则必须重教。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各族人民，尤以朝鲜族人民，向有注重

与热爱教育之传统美德，为遐迩称道，而《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教育志》之付梓，

正可谓有力佐证。

盛世修志，理所当然。我国已进入新的历史时期，教育已成为社会主义经济

发展的战略重点之一，成为改革，开放的先行社会工程。在“实现四化，振兴中

华"的宏伟事业中，教育承担着建设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培养有理

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青少年一代的历史使命，而《延边朝鲜族自治州

教育志》之编纂，乃势所必然。此《志》涉及延边教育的全部历史，它以历史唯

物主义的观点，全面地、系统地、真实地反映了延边教育事业的兴衰迭起，探索

其中的发展规律，以利承先启后，继往开来。它对进一步发展延边教育，更好地

完成新的历史时期的教育任务，胜利地开拓未来，是有其自身价值的。此《志》

即以此为宗旨，在延边州委和州政府的领导和关怀下，由州教育志编委会直接负

责编撰而成。

延边教育，由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设“官学房”始，迄今已有二百七十三年

历史，自清末废科举后第一所新式学堂建立起，亦有八十七年历史。道路漫长曲

折，它经历了封建科举制、旧民主主义教育和殖民地教育的三个历史阶段。直至

1945年“八·一五’’光复后实行新民主主义教育，延边教育的历史才掀开崭新的一

页。建国后至1956年，我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教育亦随

之进入社会主义教育的历史阶段。

建国三十九年来，在党的领导下，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针，努力

贯彻党的各项教育方针政策和民族政策，延边教育事业取得了巨大成就，虽然受

到“左”的影响，几经挫折，尤其遭受“文化大革命”的破坏。中国共产党第十一

届三中全会以后，经过拨乱反正，延边教育事业发展更为迅速，尤其民族教育的

发展更为明显。现在，全州已基本形成普通教育、职业教育、成人教育的教育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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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教育管理体制改革、教育分布，教育结构日趋合理，办学条件逐渐完善，教

学手段日趋先进，教育和教学质量日益提高，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培养造

就出大批合格人才。 ，

《延边教育志》概括地记述了延边教育近三百年来发展变化的历程，反映了

延边教育事业的真实情况和各个不同时期的教育特点，记载了各级各类教育事业

和各项教育工作的地位、作用及其发展沿革、教育结构、学校分布、领导体制，、／‘，l

教育经费、教育人物；着重地记述了建国三十九年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取得 1

的伟大成绩和走过的曲折发展道路及其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系统地记述了中

小学教育、高等教育和民族教育、各级各类学校教育的沿革、教学、思想品德教

育、教师队伍的发展变化和历史经验；全面地记述了延边教育贯彻党的教育方

针，对学生进行德、智、体几方面教育的概况，从中不仅可窥见具有中国特色的

社会主义全面发展教育思想的发展过程，而且亦可探寻日、美、英、苏教育制度

和教育思想对我地区教育产生的影响。 ．

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教育志编纂委员会自1986年3月成立之后，延边教育志办

公室全体工作人员，由设计框架、确定篇目始，搜集资料；直至撰写成初稿，历

时有五年之久。他们为撰写志书四处走访，搜集档案、图书、图片等原始资料，

又经考证核实整理，方行人志，并在广泛征询意见的基础上，再经反复修订，终于

完成85万多字的志书编纂工作。在此项工作的进程中，受到各级领导的重视，省．．

州主管部门和各有关单位给予大力支持，还有专家、学者，特别是朴奎灿、朴文

一、彭昕、权宁河、朱益如等同志为志书编撰工作提出了可贵建议，至于编撰人

员的殚精竭虑、孜孜不懈，自不待言。

本志虽在内容、体例、文字诸方面尚有欠斟酌之处，但它基本上反映了延

边的教育历史和现状以及各项教育事业的全貌，具有时代特征、地方特色、民族

特点，为近三百年延边教育之缩影，为延边第一部唯一的教育专志。它不仅能为

我州广大教师、干部、教育科学研究工作者以及关心教育的各界人士，了解延边 ．

教育，认识延边教育，研究延边教育，提供教育史方面的宝贵资料，且必将激励

全州广大教育工作者，锐意进取，为振兴延边教育，促进教育改革，推进社会主

义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做出更大贡献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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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边教育志编纂始末 ；

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1980)16号文件精神和1985年6月13日吉林省教育厅

的部署，于1986年3月，延边教委建立修志机构，开始编写廷边教育志。

一、编纂教育志的指导思想

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以《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

议》为准则，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发扬实事求

是的作风，详今略古，立足当代，放眼未来，突出延边民族地区的特点，充分反

映社会主义时代精神，力求地域性、科学性、资料性的统一，尽力做到政治上无

错误，材料上无虚假，体例完备，观点正确，内容翔实，文字精练，使其成为一

部崭新的能够经得起历史考验的社会主义教育志o

： ，
二一一l’．吨4，

二、编纂工作过程

1．筹建修志队伍。州政府领导责成教育行政部门负责筹建修志队伍，队伍

由在职干部、退居二线干部、离退休干部9人组成，以后减为3人。同时，由各县

市教育行政部门负责筹建各县市教育志编写队伍，州内各高等院校和州直属学校

及其他各类学校也组成编写学校史的队伍。 ， ·：

2．制定《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教育志编纂工作方案》和《学校史编纂方案》，

经教委同意，以教委文件发至各县市、高等院校和各类学校，并由各县市负责编

写县市教育志，各级各类学校负责编写《学校史》。

3．制定篇目，按篇目断限和范围开展搜集资料工作。

渗志断限：1715年至1988年。

搜集资料方式采取先内后外，由近及远的原则，采用发布征集资料提纲，查

文献，查阅档案，开调查会，个别访问等形式。

注意资料鉴别和考证，去伪存真，将准确可靠的资料留传后世。

资料均制卡片，一事一卡，立卷归档，严格管理，妥善整理和保存不入志的Ⅳ

． ．㈠．㈨

■●●■I，一，

一◆．▲■■■舅▲I
r

I■，n，▲-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全部资料。

4．举办学习班，培训专业人员。本着“能者为师，互教互学"的原则，吸收

各县市修志专业干部，共举办五期学习班，就修志指导思想、体例规范、资料搜

集、采访口碑等问题，组织专题研究和讨论，学议结合，提高了修志人员的业务

素质。

为了写好志书，先后走访800多人次，到县州有关部门和长春等地省市档案

馆、省教委教育志办公室查阅档案资料上千卷，搜集档案、图书、图片等原始资

料总计1，837册、11，767件，字数达4千多万字，经考证整理入志资料有8千多件。

5．编纂成书。1988年4月至1990年7}1，按篇目编写长篇，把有关教育事件

综合整理记述达180万字。1990年8月至1991年5月，开始全面总纂。在广泛征询

意见的基础上，反复修订，经有关领导同志审稿，终于撰成书稿85万多字，打印

成书。

三、领导重视，有关部门支持

1．领导重视。修志工作起步以来，州教委主任韩英烈、黄昌洙先后主管修

志，曾多次召开会议，研究解决修志工作中的重大问题，对所需人、财、物，均

能及时予以解决，保证修志工作的顺利进展。

2．部门支持。各县市和州内高等院校、州直属学校都相继成立教育志、校

史编写机构，配备得力修志人员，按州里布置开展修志工作，如编成各自承担的

志史。延边教育学院为州修志工作，安排了办公室，架设了电话，抽调人员协助

工作达19人次。不仅如此，院长王新范，原副院长、教授李守田还亲自参加总纂工

作。延边大学朴文一校长不仅配备专写校史人员，还亲自召开两次有关部门领导

会议，动员和布置编写校史工作，如期编成校史。还有省教委教育志办、州档案

局、人事局、劳动局，防疫站、体委、财政局、统计局等许多部门领导和有关人

员也给予了大力协助。

3．修志人员的努力。在修志人员中退居二线的及离退休干部居多，他们年

老志不衰，勤勤恳恳，兢兢业业，甚至带病坚持工作，可谓“三更不寐五更起，

一片丹心献志乘’’。无论是查档案，抄资料，制卡片，写长篇，还是在访口碑，

考证核实等每项具体工作上，都付出了大量心血，表现了一心为公的奉献精神。

他们主要是：金在律、崔成光、温连荫、徐彭。

在审稿、修改《延边教育志》的过程中，延边大学顾问朴奎灿，校长朴文

·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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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原州政府副州长彭昕，州教育局原领导李容讷，权宁河，原延边师专校长朱

益如，原延边教育学院领导姜槿模，许真，原州教育处副处长赵芜，原延边教育

出版社副社长朱成根等同志都提出了许多宝贵意见。对此，我们深表感谢。

我们相信《延边教育志》问世以后，一定会收到“经世致用”之效。我们为修

成t延边教育志》而欣喜，亦为志书质量不高而内疚，诚望时人批评，来者匡

正。‘

延边教育志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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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志是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以‘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

史问题的决议》为准则，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努力做到实事求是，宜粗不宜细，详今略古，立足当代，放眼未来，突出民族地

区的特点，并坚持地域性、科学性和资料性的统一，以及官方资料为主的原则。

二、本志上限自1715年起，从各类事物有文字记载的起始时间记起，下限除

已消亡的实体记至消亡之时外，其余一律断限于1988年。

三、本志体例为先横分门类，再纵记变迁，以类系时，以时系事，以事系人

为主要编纂方法。

四、本志文体为语体文，体裁以述为主，图、表、传、录兼用。

五、本志分概述、志文、大事记、附录四部分。志文共有二十二章，七一五

节，约85万多字。章、节排列顺序先为教育的层次及种类，再为教育的诸内容和

有关的诸方面，最后为教育行政管理和人物。 ．

六、本志字体以1964年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简化汉字总表》为准。本志中

的称谓、简称、纪年、计量、引文、注释和数字使用等均按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

下发的《新编地方志工作暂行规定》施行。延边解放日期为1945年8月15日。

七、本志不为生人立传。除以人物简介方法介绍少数教育人物外，将获州，

省、全国荣誉称号的人物写入人名录中。

八、本志资料来源于省，州，县档案馆、图书馆以及报刊、口碑和各级各类

学校校史等资料。资料几经考证筛选，力求翔实可靠。为节省篇幅起见，不注明

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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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延边地处我国吉林省东部边陲，与朝鲜，苏联山水相邻。清政府将此一地区视为满族祖

先发祥地，长期实行封禁政策，因之，经济开发甚晚，文化教育亦不发达。康熙五十四年

(1715年)，珲春协领衙门于珲春创办“官学房”，是为延边教育之始。光绪七年(1881年)，清

政府废除封禁，实行移民实边政策，汉族和朝鲜族方始迁入延边，与当地满族共同开发这一

地区，延边教育事业方始有所发展。康熙、．光绪年间，私塾、义学、书院遍布干延边城乡，

官立学堂亦开始兴办。光绪八年(1882年)，清政府于敦化县设立学官一教谕。光绪十三年

(1887年)，珲春创设“中俄书院”。光绪十七年(1891年)，珲春将4官学房黟改称“昌明书院”，

设有满文和汉文等两所学房。光绪二十年(1894年)，于敦化建立义学，设有“蒙斋”和“经斋”。朝

鲜族于乡村设私塾，对学童进行朝鲜文和汉文《四书》之类的儒学教育。

。 光绪二十九年(19C3年)，清政府颁布《奏定学堂章程》(即癸卯学制)后i废科举，兴新学。

以“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实”为教育宗旨，吸收近代教育思想，改良旧教育，兴办近

代学校，从此，延边方始广开学路。光绪三十年(1904年)，于局子街(现延吉市)建立北山

中学堂。同年，珲春县于敬信玉泉洞，朝鲜族天主教人士和加拿大牧师创立东光学校。珲春还

创办了幼稚园。光绪三十=年(1906年)三月，于敦化创办敦化县官立两等小学堂。同年八月，

予龙井，由原朝鲜李氏王朝的亲王，反日爱国人士李相岗创办瑞甸义垫。从此延边各地方

开始办起朝鲜族近代私立学校。翌年，日本驻龙井问岛领事馆，强迫停办瑞甸义垫，成立

间岛中央学校(后改称间岛普通学校)。此后日本帝国主义于廷边相继办超各类学校，实施

奴化教育，作为政治，经济侵略的先驱。同时，清政府对垦民教育开始执行“一视同仁”教育

政策，但在具体执行过程中对垦民实行同化政策。由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起，地方官府为

划一垦民教育，首先从语言人手，一律使用清政府学府规定的教材，并遴选委派汉族教习，

用汉语文授课。同年2月，将和龙县和龙峪养正学堂改为官办，按照清政府教学计划对朝

鲜族学童施以教育。宣统元年(1909年)，于局子街创办吉林省延吉厅官立师资讲习所(1920年．

改称吉林省第四师范学校)，同年，延吉厅公布官立半日学堂简章，翌年，创办垦民模范

学堂。

1912年民国成立，南京政府教育部颁布《普通教育暂行办法》。教育宗旨为。。注重道德

教育，以实利教育、军国民教育辅之，更以美感教育完成其道德”。并对清末教育加以改

良·学堂改称学校，监督，堂长改称校长，初等小学实行校长制；初等小学实行男女同校，并

作为义务教育阶段，废止读经，讲经和奖励出身制度等。1913年(民国2年)，延边开始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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