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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了解、熟悉一方水土的历史，是古今地方管理者首先要做的

事，地方志是以行政区划为范围，记载自然和社会各个方面现状

与历史的综合资料性著述，举凡一地的天文、地理、政治、经济、

军事、文化、人物、风俗、灾异等皆包罗在内，所以欲知地方事，

须读地方志。传说理学家朱熹到广西某地去上任，当地属官备礼

载酒到十里长亭跪接，朱熹撩开轿帘的第一句话：“志书带来没

有?”晋代的左思在《三都赋·序》写道：“鸟兽草木，则验之方

志o”《周礼·地官·诵训》载：“诵训，掌道方志，以诏观事o”

社会经济的发展是从现实的基础开始的，而现实是历史的延

续，善于总结历史经验和教训，以史为鉴，扬长避短，社会和经

济的发展速度就会加快，反之，就会受到阻碍。地方志是一个地

区各方面情况的真实记录，从中可以找出许多有价值的材料，帮

助我们不再重复历史所犯的错误。各地区、各部门制订发展规划

和措施时，都要考虑如何发挥当地优势，要发挥优势，首先就要。

了解优势，其主要途径是查阅地方志。地方志记载当地人民创造

的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成果，以及丰富的资源和壮丽的山河，为

爱国主义教育提供了极好的乡土教材，，它能使广大人民特别是青

少年一代认识家乡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化和锦秀的山河，从而

增强爱家乡、建设家乡的决心和信心。

市境有志，始于明代，清朝和民国都有续作，但都是一些简

略的综合县志。进入20世纪80年代，全市掀起修志的高潮，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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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了“盛世修志”的局面，各特区、县、区、各部门、各厂矿企

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指导，遵循实

事求是的原则，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

将解放以来的各项事业的发展、兴衰起伏、成败得失，以及前代

的开辟草莱、点滴经营，分门别类地记述在志书之中，内容之丰

富，数量之多，前所未有。其中教育等行业专门成志是有史第

一次。

六盘水文教之兴，晚于中原及东南沿海地区，发展之速，明

清的乡试可为一证，明代贵州中进士者121人、举人1720人，其

中市境内的普安州(今盘县特区)就有进士13人、举人138人。

清末民初，举国兴起新学热，市境紧随其后。民国时期的初等教

育也不逊色于其他地区。解放以后的教育事业发展则是一日千里，

幼儿教育的壮大，初等教育的普及，中等教育的发展，职业教育

的勃起，扫盲教育的深入，高等教育的兴起，民族教育的重视，

以及广播电视教育和职工教育的广泛开展，犹如千帆竞发，百舸

争流，形成了门类齐全，体系完整的格局，教育之昌盛，亘古

未有。

六盘水市所辖区域历史上本不属同一区划，加之沿革纷繁，

档案资料散佚难觅，修志难，在六盘水修志更难o《六盘水市志·

教育志》的编纂人员，不畏艰辛，不计得失，不放过任何蛛丝马

迹，广征博览，查阅各种资料千万言，剥笋抽丝，点滴搜集资料，

萃为一书，其工作之难易，可想而知，其敬业精神可钦可佩。

《六盘水市志·教育志》记载了明代以来约600年的教育发展

情况，纵观全志，分类科学，结构合理，脉络清晰，前后贯通，

一气呵成，语言流畅，资料翔实，时代性和地方性突出，采集之

博、抉择之当、发掘之深．令人叹服。限于资料本身和历史的疏

忽，难免有失，但瑕不掩瑜，不失是部难得的好志。在全市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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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科教兴市战略的今天，在社会大兴尊师重教之

志，是件值得庆贺的大喜事。

新方志是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领导六盘水

同志要挤出时间阅读此志，从中获取启示和参考，改进工作；广

大教师和学生读此志，要抚今追昔，从中领悟如何教书育人和读

书做人的道理，学习先人生命不止，奋斗不息的精神，进一步推

进六盘水市的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

中共六盘水市市委副书记 芝客

一9-●，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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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志以马

则，运用辨证唯物

地记载六盘水的历

二、原则上以一．、，小月VJ．，^

不避讳曾经管理过

业及其他非市属单

一般始于各项事业

三、本志由《总述》、《大事记》、《人物志》、《附录》和各专

业志所组成。各分志定名为《六盘水市志·X X×》o专业志按章

节体编排，不设《大事记》和《人物传》，原则上不设《序言》。

四、全志采用述、记、志、传、图、表、录七种体裁。

五、遵循详今略古、详独略同的原则，重点记载1965年六盘

水开发建设以来的历史。历次政治运动中的重大事件，不设专章

记述，内容散见于《大事记》和有关专业志。

六、根据需要，《附录》可置于相应章、节之末。

七、本志资料源于图书报刊、文书档案及调查采访等。文内

一般不注出处。采用数据以统计部门的为准，统计部门未掌握的，

以主管部门的为准。

八、除引文外，一律用规范化语体文行文。简化汉字、标点

符号、计量单位的使用及数字用法，遵循国家公布的有关规定。

1949年12月以前的各类钱币，按流通时的币制、币值记写；1949

一l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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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12月～1954年的币值，按1955年后的人民币币值换算记写。

九、纪年表述。夏历用汉字，如正月初五，丙寅年十月十五

日。清代以前历史纪年亦然，同时括注公元纪年，如雍正九年六

月十二日(1731年7月15日)。中华民国纪年用阿拉伯数字，如

民国38年(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用公元纪年，使用

阿拉伯数字。

十、专项事物名称用当时称谓，今已改变地名的，括注今名。

十一、在遵循《总凡例》的前提下，各分志可根据自身特点

设《编辑说明》o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编辑说明

一、本志上限为明朝初年，下限为1998年。

二、本志的“教育”为狭义意义上的学校教育。

三、本志范围，除中共党校教育外，凡六盘水市现辖区内有

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教育活动均记述o

， 四、教育系统中的党、团、队、工会活动情况，因另设有专

志，按照市地方志办公室的意见，本志不再设专章专节记述，相

关的内容散见各章节。

五、关于区域称谓，1912年前称“三厅”或“六盘水市境

内”，1913～1969年称“三县”或“六盘水市境内"，1970。1978

年称“六盘水地区”，1979年后，称“六盘水市”o

六、六盘水市(地区)所辖行政区域，1970—1987年称各特

区，1988年后称各特区、县、区。

七、本志的资料来源，除市教委档案资料外，主要来源于六

盘水市、毕节地区、安顺地区以及六枝特区、盘县特区、水城县

的档案馆，各特区、县、区教育局，企业教育处，有关学校提供

的资料和一些文史资料。

八、鉴于《六盘水市志·大事记》已出版，尚有大部分教育

大事未收入，征得六盘水市地方志办公室的同意，本志设置了

《大事纪要》o

九、经六盘水市地方志办公室同意，本志设置《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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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安安抚司儒学开办于建文二年(1400)至永乐十三年(1415)之间，普安军民府儒学开办

于永乐九年(1411)。永乐十三年(1415)十二月，废普安军民府，改普安安抚司为普安州，

永乐十五年(1417)，二儒学并为普安州儒学。

清雍正八年(1730)，设置郎岱厅，初未设学，迨至道光七年(1827)，经邑绅张懋德等13

人反复辗转呈请，总督阮元、巡抚嵩溥、学政许乃谱确认奏请朝廷，礼部复奏，钦准设学。

清雍正十一年(1733)，设置水城厅，一直未设学，学额附属大定府学。

儒学主要是为科举考试而设。在明清两朝统治的500多年的时间里，六盘水市境内

共有20名籍人考中进士，208名籍人考中举人，另有副榜、贡生若干人。

清雍正年间，“改土归流”，开书院之禁。从雍正十二年(1734)到咸丰四年(1854)之

间，六盘水境内先后建立了岱山、爱莲、悬鱼、凤山、凤池等5个书院。除悬鱼书院毁于战

火外，其余4个书院一直办到清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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