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凉山彝族自治州学校分布示意图



周恩来总理、陈毅副总理、邓颖

超同志接见彝族女教师

金阳县文教局搓供

、

垒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民盟中

央主席费孝通，国家民委副主任伍精

华，民盟中央副主席康振黄视察凉山大

学(一九九二年)

凉山大学提供

彝族女教师惹子阿角两次出席垒国

青年社会主义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并任

大会执行主席之一(一九六零年)

国家档寨馆提供

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陈野萍回母校西昌

师范学校视察，并题词留念(一九九三年)

西昌师范校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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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昌市一小特级教师黄文才辅导学生

袅大军摄

凉山州庆祝第一个教师节，召

开垒州优秀教师座谈会

胡会俊摄

I——————————————一

凉山卫生学校高级讲师周大襄

给学生上实习课

凉山卫校提供

喜德县两河口小学一类体制彝语

文教学班上辅导课

是太掣摄



木里中学藏语文班课外辅导

未里文教局提供

昭觉县农民文化技泰

学校正在田闻上课

鳍觉暑文教局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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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洛县胜利乡中心小学

校(原越博县私立斯补边民
小学)旧貌新颜

廿洛县教委提供





审稿会人员合影

左起第一排：边绍明，邹开诚，伍精

荣、卢天颇、王林吉、范会策．列索子哈．

瓦扎术基，傅正达、李景炎．周述文，泷

文庭，刘焰；第二排：皮文英，葜色乌呷．

梁惠英．潘正清、沙如真．安伍合．吴德

翔、张世才，朱定治．邓元聪，咎华龙、

胡会俊，壬明辉、赵文德；第三排：边绍

文、毛太、许枝贤、刘泰龄，边仕周．何

良仆，熊登瀛

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少工部主任，联

合国教科文蚕员会儿童基金会中方执行

代表牛灵江参观普格县青少年科技。三

小”活动展览

州科委提供

联合国教辩文委员会儿童基金会主

任波斯特切、基金会驻华办事处官员泰

勒视察凉山民族师范学校受援项目

凉山民师校提供

《凉山彝族自治州教育志》编写组成

员合影。左起：莳排边仕周、赵文德、潘

正清．皮文英；后排何良仆、邛元聪、刘

泰龄、许枝贤．朱定治，边绍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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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纂机构人员名单

编纂委员会

特邀顾问周述文

主 任张作哈(彝)

副主任刘焰(女) 商金发(彝) 徐家模伍精荣(彝、女)

马布都(彝) 边绍明．

委 员边绍文昝华龙贺鼎富 胡会俊 马卫东(彝)

陈泽辉熊登瀛杨朝清(彝) 邱仲慈 马文华(彝)

王功建许枝贤列索阿萨(彝)

主 任边绍明

副主任许枝贤

办公 室

编写组

主 编边绍明

编 纂边绍明许枝贤赵文德邓元聪皮文英

边仕周朱定治潘正清刘泰龄何良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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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凉山州委副书记骆玉祥

凉山州人民政府副州长张作哈

教育是人类社会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伴随人类社会的产生而产生，

发展而发展。一定社会的教育由一定社会的生产力和政治、经济所决定，反

过来，教育又必然影响一定社会政治、经济和生产力的发展。或制约或推动，

其结果都将具有重大而深远的历史意义。因此，振兴教育对于国家繁荣、民

族兴旺将起至关重要的作用。本着对历史负责的高度责任感，我们应当把教

育真正放到战略高度来认识，把这件造福当代、惠及子孙的大事抓好。

在凉山历史上，真正意义上的学校教育起步较晚。除私塾外，最早当推

明朝初年以元代学宫为基础创设的府、卫、厅学，此后官学、书院、私塾方

逐步成为明、清时期凉山教育主要形式。清末废科举兴新学，各县逐步开办

了一批初、中级学堂。民国时期推行国民教育、边民教育、民众教育等，凉

山教育有了一定雏形。但由于历代统治者的残酷剥削和压迫，长期以来，凉

山经济落后，生产水平低下，文化教育基础十分薄弱，广大劳动人民几乎没

有受教育的机会。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人民翻身解放，凉山教育事业

才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尤其是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凉山的

教育事业更走上了健康发展的道路。在党和政府的重视、’关心和支持下，经

各族人民共同奋斗，目前已形成从幼儿园、小学、中学、中专到大专相衔接，

普教、职教、成教相配合，以基础教育为中心，少数民族教育为重点的较为

完备和协调的教育体系；党和国家的教育方针得到贯彻落实，教育、教学条

件逐步得到改善，办学效益较为突出，已为全州各条战线输送了大量各类人

才。有力地促进了凉山州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的建设。当然凉山州教育事业

的发展也经历过不少曲折，也还存在不少困难和问题。但是，这些困难和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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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足，已经或正在得到克服和解决。我们应当认真总结经验教

，改革创新，把凉山教育事业推向前进。

遗憾的是，境内过去还没有一本记述教育活动的专志，人们欲对凉山州

教育历史有所探询，一时竟难于入手。当此盛世之年，在州人民政府统一部

署下，经凉山州教委教育志编纂委员会的精心组织和编纂人员三年多辛勤劳

动，终于编修出这本《凉山彝族自治州教育志》，这是一件值得欣慰的事情。

此志书清晰地勾勒出凉山六百余年来教育发展起伏的梗概，全面地记述了共

和国建立以来凉山教育事业发展改革的历史和现状，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凉山

州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艰苦奋斗、团结进步、共同繁荣的时代风

貌，为我州广大教育工作者及关心教育的各界人士了解、认识、研究凉山教

育提供了系统、翔实、可靠的资料。虽然志书中不免会有个别误、漏，但仍

不失为一本实事求是，前有所稽、后有所鉴的好志书。

修志意在存史、资政、教育，读志当求以史为鉴，知兴替得失。相信各

位读者在披读本志书时，定能从前人及今人的实践中，悟出一些经验，记取

一些教训，发现一些规律，从而探索凉山州教育特别是少数民族教育进一步

发展的路子，促进凉山州教育事业的改革和进步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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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纂说明

编纂说明

一、本志上溯明洪武十六年(1383)，下至1990年，个别内容有所延伸。

二、本志编写，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

主义理论为指导，注意“时代性、资料性、科学性"相统一；重大历史问题记

述，以《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准绳。

三、凉山彝族自治州行政区划曾有多次变更，本志所记史实以现辖16县1

市为限。1978年原西昌地区并入凉山州前，某些史实分别记述；原属西昌地区

现属攀枝花市的米易县、盐边县，除无法区别的情况加注说明外，一般不记述。

四、历史纪年遵从惯例。纪年，中华民国(本志简称民国)及以前用朝代

纪年，夹注公元纪年；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本志简称共和国)建立起用公

元纪年。日期，清代以前用农历，民国起用公历。

五、废科举后私塾已不属科举教育范畴，但为记述连贯，故统一归在“科

举教育篇"内。

六、本志记、传、图、表、录俱备，所收附表以数据为主，附录以文字为

主。一般按篇编号，分列相关章之后。

· 七、本志将中等师范教育单列一篇，文中中等专业学校，除注明之处外，均

不含中等师范学校．

八、人物传略按传主卒年为序排列。《学校简介》中校长、党支部书记，

“现任时间"指1990年。书中所涉人物，一般直书姓名，非必要不用官衔职名，

一般不加褒贬之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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