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东乡族自治县

唐汪回民小学校史

甘肃人民出版社



主编简介

汪鹕叫，笔名江月．廿肃

康乐人。，t J：I 93I q 9月9

H。1950frl月参加I：n。

1956年8』J考人。÷州大学m

止系，1960q‘8』J仆肃IJf|j大JⅡ

生系牛-lp，从事教育1．作。

】959午7月花东乡lIIft教。

中‘}r曲缎_致ll_|j，叶肃省K问文

岂寡阻会会蚰，陆豆州件家阻

会会拭、“临豆经济信包报》

Ic辑。80q‘代L』求．n省内91、

荐报州L发表小~兑诗瞅、敞

史“r惮》、R峒过L道f》译

80余篇，棼‘口编辑的书籍仃

《临复民聩艇*《廿肃多镇酬

{*》等。陂论文《引、议、联、

结》被收入H JIl电手科挂凡学

川版fLm皈的《1’代论史选*。



东乡族自治县

唐汪回民小学校史

主编 汪鸿明

副主编 汪益淬+“

甘肃人民出版社



《唐汪回民小学校史》编辑委员会

顾问

主’任

主，编

副主编

编委

柯杨

田企川‘

唐国典

汪鸿明

汪益淬 、．
．

，

唐汉卿 徐永寿 汪鸿明

马如元 李俊清 ．唐占奎

汪益淬 唐国典 、．



蓖

模校
蔫．资建堪为一楷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

九

^
矿
o

◆∥
夕声厶；
√∥

瑶钍氏破
冶沌畛氏^

一、

，屯^I



哆■椰山小淝水度、百，及乡嚣臼诹真节俭助学乱南哆店净厘赞悟羔人以固≮印牟水粼；讯t芗尸佑电轧氏旌娠乏告叙、秀汐童多谢叁

花人

审戎芬多礁0心乞力阿9氏打予街文‰磐，掣一如0，彭嗜、刀日移豇打名厦隋啦E妒k川君比会．彳矿，舌辑尾珐以暑矽了?文牵如譬篡．穆斯钦，训专巧。p炙碍i住n矽旦味孥污蔑砖嘉也厶唯乞知9苫善)旁留3岔泛啊．识一∥也。以之，荀耐无警中土。肋1捌培删势譬



原省教委主任王松山在临夏回族自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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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点说’明

一、唐汪回民小学是东乡族自治县兴办最早、目前规模最大、

设备也比较完善的一所中心小学，也是东乡县唯·的『．所超千人．

民族小学。它不但是唐汪地区民族教育发展的缩影，而且，也可以

说是东乡民族教育发展的缩影。因此，撰写一部较为详尽的《唐汪

回民小学校史》是十分有价值的。我们编纂这部《詹汪回民小攀校‘

史》的目的正在于此。特别值得称道的是，唐汪人民历来特别重视

教育，在唐汪回民小学．的前身一唐汪第二高级，J、学尚未成立之前

就做了有目·共睹的工作，而在1919年唐汪第一高级小学成立之

后，有志于家乡教育事业的唐汪人民更是继往开来，再接再厉，兴

学助教‘，为培养家乡子女做出．-f巨大的贡献，育蕴1“捐资助学”的

崇高风尚。新中国成立以后，这种崇高风尚再度发扬。、历史进入本

世纪80年代以‘后．进一步掀起了艇捐资助学．7的高潮，扩大了校址：；’

’建起了现代化的教学大楼'’在全州率先实现了“．一无两有．，，，开创了

以‘‘捐资助学’，为．核心的?“唐汪精神?，涌现出了被甘肃省政府表彰

’的11位鼍捐资助学”模范人物。我们编纂这部校史的目的是要让以

“捐资助学，为核，鼙的“唐汪精神”留存青史0发扬光大。

二、我们编写《唐汪回民小学校史》，坚持“实事求是”，以党的一

路线、方针．、政策为指针的原则。在编写’过程中，我们广泛查阅有关

．文件、会议记录、校务El志、工作总结i各种报表、个人笔记：，以及当

．事人舱回忆．。’加|以分析、订正、综合、整理，做到章章有着落f节节有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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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尽量从零散中理出线索，力求从不同侧面反映不同时期学校

的不同风貌。 ．

历史，总是脱离不了人的活动。校史亦然。尤其是一个小学的

校史，离开了具体的人的活动．，只作一般性的叙述，实在困难。在编

写《唐汪回民·1-_学校史》的过程中，柑门接触到了许许多多与之有
关的人和事。这些“人”和“事”，就是本校的教师和学生，以及与学

校有关的“事”；所以，从某种程度上说，《唐汪回民小学校史》也就

是一部活生生的人的历史。至于所涉及的人，限于各种原因，实在

。难以’二个个当面了解，只能依据所能查到的材料，作一般的叙述， 、

’因此，不当之处在所难免，祈望谅解。‘ ．。 ‘．?j’。

三、这部《唐汪回民小学校史》的编写t作发端’于教学大楼修

建的时候；正式墉写工作始于1992年春‘天。修建教学大楼时‘，即提

出耍为捐资助学、造福桑梓酊有功之士树碑立传，将其模范事迹载

入校史；但因诸多困难，直到1992年春天，才由’原任校长牵头，组

成《唐汪回民j卜学校史》编委会，‘制定编写计划，‘开始搜集材料，进

行编写。凡经修改，于1995年春拿出了打印的《唐汪回民小学校

史》(征求意见稿)，分送省、州、县有关领导；专家及有关人士审阅i

并聘兰州大学中文系教授柯扬先生和原甘肃日报社主任编辑：现

《少年文史报》副总锅田企川先生为顾问、，对校史稿作具体指导：。柯 ．

。杨先生’用1995，年二个暑假盼时词对本稿作了‘逐字逐句的删订修

．改，对不尽如人意之．处提出·了，书面修改意见： ．‘ +’．·．· !：

j‘1995年10胡1弓日j以唐士德为会长的东乡’族自0台县，唐汪回 ．

·民小学教育基金会成立：他们充分认识到编。写二部较为详’尽的《詹一，

汪回民小学校史》的重要性，把出脑校史作为。继续兴学助教的一项

。主要工作辩待，因此在精神上和物质上、给予孑：大力的支持。在唐汪

．回民小学教育基金会的资助下、，：io月-．z2．日在西：北民族学院花园

·会议室召开了《唐汪回民小学校史》学术讨论会。．1省、州、县有关领·

．导、专家对《唐泌回民小：学校史》稿进行了序泛的讨论二晰骱和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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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提出了许多修改意见和建议；特别是柯杨先生详细而具体地提

出了许多宝贵意时，并即兴赋诗，对唐汪人民的兴学助教精神给予

了热情的讴歌和赞扬；与会的专家学者都认为编写《唐汪回民小学‘

校史》在我省民族地区束说是个创举，希望尽快修改，早日出版。
‘

根据省、州、县有关领导、专家的意见。西北民族学院会议后，

我们对全稿从体例和细节上作．了全面删订修改，于1996年3月拿

出了修改稿，报经东乡县文裁局同．意后，上报省新闻出版局审耘。

这次，我们又根据省新闻出版局和甘肃人民出版社有关领导的意

见，再次修改。现在呈现在读者面前的就是此次修改稿。由于我们

编写人员一无编写史籍的知识经验，二来在文字上也不过关j仅仅

是：凭着一股对民族教育事业执著追求的热情，要编写一部像样的

《唐汪回民小学校史》是万难办到的。好在在省、州、县有关领导的

大力支持与唐汪川各族各界有识之士的大力赞助下，历时四载，含

辛茹苦i我们的《唐汪回民小学校史》终于能够付梓出版。。这是天大

的喜事。错误之处殷望读者指正，以俟将来再版时改正。是为记。

” 编者 。

-1996年·10月于临夏红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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