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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这世纪更迭、千年转换的历史性时刻，我们奉献出自己的研究成果——《中国地方教育史研究》。
　　《中国地方教育史研究》是国家哲学社会科学“九五”规划中国家级重点项目。
本项研究，是由中国地方教育史志研究会牵头，在中央及各地教育行政部门大力支持下进行的。
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采用统一规划，按行政区划组织力量开展的大规模的、系统的关于地方教育史
的研究。
这一研究的开展，是中国教育史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的重要标志之一。
　　在过去的一百年里，中国教育史作为一门学科，走过了从无到有，从初创到发展、兴盛的历程。
进入20世纪80年代之后，在清除极左思潮干扰、端正学科研究方向、系统搜集整理积累资料、拓宽研
究领域、深入开展专题研究等方面，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进展，有力地推动了教育史学科的建设，使
中国教育史初步形成了较为完备的科学体系，成为教育科学领域里相对来说比较成熟的一门学科。
　　从以往中国教育史研究的成果来看，关于古代教育史的描述，多为汉族聚居，文化发达的黄河下
游、长江中下游地区以及历代居于政治中心地带的教育状况。
近现代教育史研究则较为注重京沪宁与东南一带新教育产生的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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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山西教育史》以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历史认识论与历史方法论为指导，在近年来山西
地方志、地方教育志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入发掘地方教育史的资料，对山西教育发展的历史加以
科学的梳理与分析，实事求是地记述山西教育发展的史实，客观地分析与总结其特点与规律。
通过研究，在更为广阔的时空背景下，充分展现山西教育发展的丰富而多样的全貌。
通过这一研究，为当前的教育改革与未来的教育发展提供决策的科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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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兴衰及山西的概况一、元代的中央官学二、元代的地方官学第三节 元代私学的兴盛与山西的私学一
、元代的民间私学二、元代的书院及其演变第四节 元代山西的科举及相关杰出人物第五节 郝经的教
育活动及其理学思想一、郝经的生平和教育活动二、郝经的理学思想及相关教育思想三、郝经论经史
及其教育功能四、郝经“用夏变夷”的文化思想五、郝经的书法理论第八章 明清时期的山西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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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礼的起源可能稍晚于乐，推其产生和发展，当伴随着氏族社会的发展不断发展完善。
据记：“自伏羲以来，五礼始彰；尧舜之时，五礼咸备。
”①起码到原始社会后期，即传说中的尧舜禹时期，已经有目的地运用礼乐。
《后汉书·曹褒传》引《尚书璇玑钤》：“述尧理世，评制礼乐，放唐之文。
”礼乐通常合说，说明礼乐同时运用于促进社会文明化。
同时，当已经谈及礼乐时，说明礼乐已经发展到有形的阶段。
原始社会后期考古发掘也发现不少礼器，说明这个时候对礼乐的重视。
陶寺墓地发现不少礼器，如鼍鼓、特磬、彩绘木案、木盘、木斗、木豆、木鼓等，还发现一个红铜铸
造的小铜铃，以及玉钺、玉瑗、石斧等。
在大型墓和中型墓中，这些都有发现。
这是礼乐有相当发展的典型表现，也是礼乐教育被广泛应用的典型表现。
可以想见，当时在丰收的场合、大型氏族祭祀活动、婚丧，乃至家庭的一些活动中，都因礼乐的参与
而凸显其隆重，更对参与者进行着潜在的氏族一体观念、家庭责任等等多种教育。
　　第五，其他意识形态方面的教育。
生活方式又会引起原始社会其他方面的变化，如亲属关系的形成、所有制的变化、宗族观念甚至民族
观念形成等相互影响，进而加快道德观念等的发展，意识形态领域日趋复杂化。
当然，这些也伴随教育一同发展，在某些方面还要依赖教育。
　　可以考知，远古时期已经形成或正在形成的观念有如下几个方面。
其一，长幼尊卑及亲疏观念的形成及教育。
母系氏族时期长幼观念已经有了形成的条件，但由于社会分化还相对较小，因而作为一种普遍观念形
成还是有限的。
随着父系氏族时代的到来，人们在生产生活等方面发生了较为显著的变化，人们既知其母也知其父，
知兄弟姐妹，长幼尊卑观念随之逐渐形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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