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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一部记载定州教育历史和现状的专业志书《定州市教育志》付梓问世了。它记“

述了近百年来定州市不同时期的教育兴衰起伏发展脉络．填补了我市有史以来专一

记述教育的空白。是值得我们庆贺的一件大事。

编纂志书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是一项重要的思想文化建设工程。它具有资

治、存史、教化的重要功能，是功在当今，利在千秋．惠及后人的大业。

教育是锻造人才的基本社会化过程。在历史的长河中，教育促进了人类的文明，
‘

推动了社会的发‘展。当然．社会的发展亦促进了教育发展的进程。编纂志书是一项

广泛的社会科学研究工作。它能够清楚地告诫人们．不但应懂得今天；还要了解昨

天和前天，以准确地预见明天。特别是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的当今时代，教育的地位

更为显赫．教育的作用更为重要。《教育志》的编纂成册，必为各级领导“鉴览得其

要，发施得其宜；" ．

温故而知新．读史知兴替。我们只有了解历史，懂得历史，研究不同历史时期

教育兴衰的始末，并从中汲取经验和教训，才能为发展我市教育事业提供历史借鉴，

并据此做出施政决策。

定州为河北省历史文化名城，以其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著称于世。沿至近代．此

地更是名绩风云，远播中外。在清末，州人有识之士，奋力倡导-废科举，兴学

堂"，广泛培育人才；民国年i．-1，定州各类教育亦有新发展．达十年之久的“中华平

民教育促进会”在定州的实验活动，收到较为显著的成效，成为世界平民教育的发

祥地。在抗El战争的艰苦岁月和解放战争的烽火硝烟年代，定州人民在中国共产党

的领导下；在残酷环境里发展各类教育，造就和哺育了一代英雄儿女。新中国成立

以后．定州的教育事业迅速发展，采取才：同形式办学，不拘一格培育人才，为社会1

厂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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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革命和建设培养了一大批知识分子。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重视教育，重

视人才’’深入人心，尊师重教蔚然成风。教育的发展对定州的经济腾飞起到了重要

作用。在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今天，国际的竞争实质上是人才的竞争，人才要

靠教育培养出来，只有高度重视教育，才能与时代合拍。

《定州市教育志》的出版，谱写了定州教育的历史篇章，为我市辛勤的教育园丁

树起了一座不朽的丰碑，也凝结了修志人员的辛勤汗水，其功德同志书将一并载入

定州的历史史册。

定州市市长陈树川

1994年4月5日



序 二

《定州市教育志》历经四载．四易其稿．现已编纂成书，这是全市教育战线上的

一件大喜事．也是定州文化建设史上一项可喜可贺的成果。付梓之前，编委会嘱我

作序，使我思绪万千．感奋不已。 ～

定州，为古中山国。从陶唐氏封地起．迄今已有4000多年历史。在沧桑的变迁

中，此地或为都府州衙．或为王畿重镇I勤劳勇敢的定州人民，追求光明富庶，争

取自由进步．代复一代，前仆后继．创造了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填写了华夏古老

文明的史章。这是祖先给我们留’下的一笔丰厚的文化遗产。定州自明代以来曾几次

修志，遗憾的是有些已成佚书，现存的几部对教育的志载，也是支离破碎。在中国

共产党的领导下．定州人民突破黑暗，迎来光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

定州市文化教育事业日新月异、硕果累累，呈现出奋发向上的一派勃勃生机。恭逢

盛世．肩负历史的重托和一代人的使命，我们有责任编纂一部贯通古今的定州教育

专业志书，以利资政决策．教化育人。

志载千秋。本志非续非补．而是本着详今略古，立足当代的原则，以马列主义

毛泽东思想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

来的路线、方针、政策，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秉笔直

书．实事求是地记述定州教育的历史和现状，反映定州教育的地方特色、时代特色

和发展规律．真实地反映教育事业的发展起伏脉络，阐明当今教育改革的必要性和

紧迫性，为发展教育事业提供历史的借鉴，为领导施政提供决策依据，为爱国主义

教育提供乡土教材，可谓流芳百世．资治万载。

编修志书是一项巨大的综合工程：《定州市教育志》从谋篇布局、取材立目到撰

稿、审查把关整个过程中．省、地、市方志界的专家学者及教育界的同仁给予了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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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支持和帮助。在此，我代表《定州市教育志》编纂委员会和办公室全体人员表示

诚挚的感谢。

《定州市教育志》的全体编辑人员以强烈的革命事业心和历史责任感，无私奉

献，孜孜砣砣、辛勤耕耘。他们或伏案当墨、安于斗室，或外出斟踏出访，逐录档。

册，不计辛苦、艰苦、清苦地忘我工作．树立了当代修志工作者的良好形象。由于

资料缺乏和水平所限，疏漏谬误在所难免，恳望读者提出宝贵意见，以便今后续修

时补遗纠谬。

《定州市教育志》属于过去，属于今天．更属于未来。我们期待着明天的定州教

育，在全市人民的共同努力下谱写出更加壮丽的历史篇章。

定州市副市长、市教育委员会主任

《定州市教育志》编纂委员会主任

杨 宏

1992年7月23日



凡 例

一、本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

点，以《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准绳，坚持略古详今、存真求实的原则，力

求做到思想性、科学性和资料性的统一，以起到存史、资治、教化的作用。

二、本志上限为清朝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下限为1989年底，个别章节有所上溯或下

延，以贯通古今，继往开来． ，

三、本志按以类系事，横排竖写的方法编写，横不缺项，竖不断线，采用记、志、传，图、

表、录等体裁，以志体为主。全书分篇、章、节三个层次，节下设目，共12篇、43章、68节。

并有随文附录的文件、文章，表格等，以记述正文未列录的资料。

四、本志资料主要依据市档案局和市教育委员会档案资料；此外，还有《定县志》、各校校

史和口碑资料。

五、本志纪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一律用历史纪年法，并夹注公元年号；中华人民共

和国建立后(1949年10月1日)一律用公元纪年。

六、大事记基本采用编年体。并辅以记事本末体．由远而近排列，主要记述教育发展、机

构沿革和在全市(县)影响较大的会议、事件、政治活动、教学研究活动等。 l

七、本志教育人物，采用专章记人的方法，分为“人物传”和“人物简介”。“人物传”收

录对象主要有革命先烈及已故的工作成绩显著并有一定影响的教职员和社会人士；。人物简介”

主要收录1989年前离、退休现仍缝在。对本市(县)教育工作有较大贡献者和模范人物。

八、文内度量衡的计量，一般采用国际公制汁量单位，但对个别沿用已久的市制计量单位，

如“亩”等，照旧使用。

九、本志采用语体文。文字以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公布的简化字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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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州市位于河北省中部、太行山以东，北距首都北京210公里，南离省会石家庄72公里，

东邻安国，北与望都、唐县毗连，西靠曲阳，南同新乐、无极、深泽接壤。面积1250平方公里，

人口103万。

定州自古以来，即以其优越的地理位置，被视为一方重镇。西汉景帝封皇子刘胜为中山王，

即建都于此，当时称卢奴。北魏天兴三年(400年)，始名定州。其后，隋升郡，唐降州，宋升

府，金降州，元升府，明、清两代皆称定州。民国3年(1914年)废州改县，称定县。抗日战

争时期，城区及沿铁路村镇被日本侵略军占领，广大农村则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开展抗日斗

争，分设定南、定北两县。解放战争初期，城关属国民党统治区，定南、定北为解放区。民国

36年(1947年)，县城解放，11月定南、定北合并，复称定县。1958年10月～1961年5月，定

县与曲阳合并，仍称定县。1986年撤县改市，称定州市。

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定州教育事业有官学(官府设置的学校)和私学(民间自办的学

校)两类。

定州官学有史料可考者，唐代称州学，宋、金、元时期或称州学或称府学，明、清两代均

称州学(通称儒学)。历代官学均以弘扬孔孟之道，维护封建伦理，培养士大夫阶层，造就封建

统治人才为宗旨。州(府)学设在文庙(孔庙)，称作学富，始于唐末大中二年(848年)州帅

卢简求创建孔子庙。址在今定州博物馆和河北定州师范学校。

唐至宋、元，黄河以北战乱频繁，定州是兵家必争之地，纷扰甚多，州(府)学屡有衰废。

明朝迁都顺天后，定州地近京畿，相对安定，更由于科举制度盛行，州学始有发展。除沿袭元

制，州学中设学正1人外，增设训导1人。学额定为廪膳生(月领官署粮米)和增广生各30人，

附学生无定额。在明代270多年中，州学生员经科举考选，中进士的13人(文进士9人，武进

士4人，武进士中状元1人)，中举人的48人(文举38人，武举10人)，贡生86人．

清朝统一全国后，极力实行以儒术统治人民思想的政策，并进一步加强了以八股文取士的

科举制度，定州州学更有新的发展。顺治二年(1645年)，定州州署即重修文庙正殿，尔后，又

几经兴工把文庙与学宫建成殿堂楼阁、庑祠戟门。坐落有序的古建筑群，其规模之宏大，是州

级文庙、学宫所少见(1982年被河北省政府确定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乾隆四年(1739年)，

知州王大年为方便童试、岁试与科试，创建了定州贡院(俗称考棚)，其规模亦颇为可观(19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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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被省政府列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此外，在乾隆年间，知州姚立德为培养士子，还在城内北

街创建了定武书院。所有以上措施，极大地促进了定州封建教育的发展。州学学额除廪膳生、增

广生仍为30人外，附学生的名额则随着定州文风的日盛而屡有增多：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

由顺治年间的15名增至18名；雍正二年(1724年)，复增至23名；后又增为28名(武童名额

与文童同)。在清代260多年间，定州生员经科举考试，共出进士32人(文、武各16人，武进

士中状元2人)，举人227人(文举80人，武举147人)，贡生259人。

定州私学的始设年代，无史料可考。明清两代，朝廷只凭考选取士，州学是科举制度的

“附庸”。其任务主要是组织童试、岁试和科试，以便读书人取得参加正式科举考试(乡试)的

资格。而启蒙教育和举业教育，一直靠民间私学进行。定州的私学大致有书馆和义学两种。

书馆，亦名私塾。有一家延师设塾的，亦有数家合设的，称家馆或家塾；也有塾师在自家

设馆招收学童的，称坐馆。书馆的教学，多数以启蒙为主，少数的以传习举业为主：启蒙教育

主要是教学识字和写字，教材一般是《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弟子规》，以及各种

《杂诗》等等。举业教育：主要是教学生读《四书》、《五经》，并练写诗文，养成应科举的能力。

参加举业学习的多是富家或“书香门第”的子弟。一般中产人家往往是以子弟能识写常用文字

为满足，不再让其继续学习。至于贫困家庭，衣食尚难以为继，更无力交纳“束修”，其子弟能

受到启蒙教育的实是百无一二了。

义学是地方捐资或兼由官府助资兴办的书塾，实行免费入学。目的是对本地儿童进行启蒙

教育。在封建社会中，这不失为一项义举，但实际上收效不大。因贫困人家终岁难得温饱，其

孩童稍长，即须拾柴打草或参加辅助劳动，有的甚至要当富家佣工，难于到义学就读。据清代

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重修定武书院碑记》记载，台头村的义学兴办数年之久，“塾中无三

尺童子至焉”。此虽或属个别村庄，但义学的有名少实，亦可见一斑。

鸦片战争以后，国家危难日深，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一些进步的知识分子和开

明官吏，日益认识到以八股文取士的科举制度，只能引导读书人走上空疏迂腐的道路，不能培

植和选拔出有用人才，遂转而倡导“西学”。清王朝为了维持其摇摇欲坠的统治，于光绪二十七

年(1901年)八月。颁布了兴学诏书。翌年，定州知州王忠荫接受州绅王振尧、谷钟秀和定武

书院绅董王延伦、王维新等人建议，改“定武书院”为“定武学堂”，不久，定名为“定州官立

中学堂”(即今河北定州中学的前身)。由于实属首创而名噪保南。光绪三十年(1904年)，定州

第一所小学——翟城村育正初等学堂成立，次年，州署正式创办定州官立高等小学堂。光绪三

十三年(1907年)，州署没立劝学所之后，兴学之风渐盛，至宣统三年(1911年)，州内共有小

学堂130余所。

在科举制度瓦解，新式学堂始兴的年代里，定州一些倾向维新的人士，为了力图进取，有

的负籍外出就学于北京、天津、保定等高等学堂；有的踔海东渡留学日本。据记载，从光绪三

十三年至宣统三年(1907----1911年)，先后有19人毕业于国内外高等学堂或专门学校。他们做

为新进士绅，在倡导新风、创办学堂等方面，都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其突出的有谷钟秀、李

鸣铎、陈梦塘、田保霖和米逢吉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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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成立，山河易帜。定县教育事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亦有了新发展。民国2年(1913

年)，定州官立中学改为“省立第九中学”。民国3年(1914年)，孙发绪出任县知事，热心发展

教育事业，积极倡导“毁庙兴学”。把创建学校的活动推向新的高潮，并在州学旧址(孔庙)创

办了县立女子小学校(民国5年改称女子高等小学)，首开兴办女校新风。其后，全县初等小学

逐年增多，到民国15年(1926年)，共达464所(其中女校117所)，高等小学也有了相应增加，

全县共计24所(其中女校3所)。由是，初、高等+(级_)小学的校数与布局始趋于相对稳定。

在小学教育不断发展的同时。中学教育也有新进展。．除省立九中的规模逐步扩大之外，民

国10年(1921年)，县立女子中学宣告成立(与女子高等小学同址)。这两所学校先后为定县培

养出不少人才，直至“七七”事变(1937年)发生，始被迫停办。

伴随小学教育的发展，师范教育经历了从无到有，从不正规到比较正规的发展过程。民国

初年，县署于贡院旧址。设师资讲习所，后改为县立男子师范学校；于民国五六年间，县立女

子高等小学添设保姆养成所和师范讲习科。其后扩建成县立女子师范。据民国17年(1928年)

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对东亭62村小学的调查，在78名教师中，即有47人(占总数的60％)分

别毕业于这两所师范学校。此外，教育比较发达的翟城村还曾于民国22年(1933年)自建了女

子师范。

职业教育是这一时期定县教育事业中最薄弱的环节。民国初年，商会筹资设职工讲习所。民

国6年(1917年)，县署创办乙种实业学校(讲习所并入该校)，设染织科。民国14年(1925

年)，乙种实业学校改称职业学校，开设了土木工程、应用化学、织造等科。民国22年(1933

年)，国民党当局迫害该校进步师生，学校停办。职业教育遂成空白。

社会教育方面，民国6年(1917年)县教育科设社会教育办事处于城内东街，民国19年

(1930年)改为民众教育馆，并要求各村(镇)创办贫民学校(后改为民众学校)。社会教育办

事处和民众教育馆的主要任务是举办讲演和主管通俗图书馆、阅报处的日常工作，类似文化宣

传机构。它的规模小活动范围限于城区，因此，影响不够广泛。贫民学校的任务是向失学的青

少年乃至成年人实行文化教育。当时各村镇奉令设校者虽多，但能切实开展活动者甚少。表现

突出的有“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以下简称平教会)，它在定县所开展的平民教育实验活动，对

定县城乡社会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1

平教会的实验活动始于民国15年(1926年)，最初限于东亭乡区，民国18年(1929年)逐

步向全县推开。民国26年(1937年)“七七”事变发生．实验中止。

平教会的教育宗旨是“除文盲，作新民”。他们认为“愚”、“穷”、“弱”、“私”是中国人民

生活上的基本缺点。为了改变这一状况，主张实行“四大教育，”即“以文艺教育救愚”、“以生

计教育救穷”、“以卫生教育救弱”、“以公民教育救私”，使人人成为“富有知识力、生产力、强

健力的新民”。其实施方式有“学校式”、“社会式”、“家庭式”三种。在十年的实验中，他们广

泛地进行了社会调查。采取“四大教育”联锁进行，“三大方式”三位一体的办法，通盘计划，

逐步推开。从而在传播文化科学知识、改进耕作技术、引进优良品种，改善卫生医疗条件以及

倡导公民道德等方面，均做出了有益的探索，在某些方面还取得了较明显的成效。定州的平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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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亦由此蜚声遐迩，引起国内外人士的注意。

总之，从民国元年至“七七”事变，定县的教育事业较晚清时期有了很大发展，并出现了

一些在全县颇具影响的学校，而且由于高小毕业生和中学毕业生的日益增多，到大中城市中等

学校和高等学校读书的人数也逐年有所增长。据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定县志》所载，从民

国元年(1912年)到民国18年(1929年)。在国内外专科以上学校毕业的定县籍人士即已达351

人。

从民国元年(191．2年)至“七七”事变，政治风云变幻，社会动荡不安，定县的教育事业

迭受反动政治势力的摧残。先是袁世凯和北洋军阀政府的倒行逆施，推行复古主义，在学校教

育中恢复尊孑L读经．窒息了辛亥革命时期的民主革命精神，后是蒋介石南京国民政府的黑暗统

治，推行反共政策，禁钢学生进步思想．限制爱国活动。迫害进步师生，极力扼杀共产主义思

想的传播。但是．革命思想的传播和进步师生的爱国活动的发展是阻止不了的。“五四”运动时

期，省立九中学生张兰璞(即人民音乐家张寒晖)等人。不顾学校当局的限制，走上街头，宣

传抵制日货和反对卖国贼：“九·一八”事变之后，各校进步师生的抗日救亡活动在中共地下党

组织的领导下，一浪高于一浪，或游行示威，开展社会宣传．或募集款物，慰问抗日将士，在

全县城乡产生了广泛影响。有的学校的进步师生还在校内多次掀起反迫害的斗争。许多学生在

校内外的斗争中受到了锻炼．增长了才干，成为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

优秀干部。

四

1937年9月。日本侵略军占领了定县城，全县局势混乱．各级学校停办。次年春，定县抗

日民主政府在李亲顾村成立后，在进行民主建政、组织群众抗日救亡的同时，积极发动群众，大

力恢复小学教育，并开展群众教育活动，到1942年日本侵略军对冀中进行“五一”大扫荡之前，

定南、定北两县不仅村村有抗日初小，而且还创办了30多所高级小学和完小，定南县成立了油

味师范，部分高小还增设了初中班。这些学校认真执行“教育为抗战服务：’的方针，一方面结

合抗日战争和生产、生活的实际．教学文化科学知识；一方面紧密配合当地党、政、军、民的

工作。十分活跃地参加斗争实践，宣传群众、站岗放Ⅱ肖、防奸除特，乃至掩护抗日干部等等，深

受群众的欢迎和当地党、政部门的赞许。同时。备校还不断地向军政部门输送骨干力量，为发

展抗日干部队伍做出了贡献。在群众教育方面，1938年，各村相继建立了不同类型的识字班

(组)。冬季普遍成立了冬学．次年．不少村庄将冬学发展为常年学习的民校，1940年，仅定北

县民校学员即达4万多名。这些识字班(组)、冬学或民校，既向农民进行识字教学，又根据形

势与任务进行时事政策教育，从而成为党在农村宣传、发动与组织群众进行抗日斗争的重要阵

地。

1942年．日本侵略军对冀中抗日根据地进行灭绝人性的“五一”大扫荡，定南、定北两县

受害极深。有的师生遇害．许多校舍被毁。其后．敌人推行“碉堡政策”，环境十分残酷，抗日

战争进入了极端艰苦阶段。为了坚持抗日教育。定南、定北各校师生，在抗日政府的领导和群

众的支持下．以无比的忠贞和高度的智慧，备历艰辛．克服重重困难，冒着生命危险坚持开展

教学工作．为抗日教育谱写了光辉的篇章。有的学校采取多种形式，实行“隐蔽教学”，有的学



校外挂敌伪校牌，内教抗日课本。到1944年，随着形势的逐渐好转，各抗日学校陆续恢复正常

教学，冬学与民校也相继得到复苏，定南、定北两县的抗日教育再次呈现出蓬蓬勃勃的景象，并

最终迎来了八年抗战的胜利。

在日伪统治的八年中，定县城关除设立了若干所小学外，还开办了“保定道农业职业学

校”和“师资训练所”。日伪政权在这些学校推行奴化教育，一些学校中还派了日本教官，实行

法西斯统治，恐怖气氛笼罩着校园，许多师生蒙受屈辱。这一历史悲剧，直到日本投降始告终

止‘。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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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战争时期，定南、定北两县政府和人民群众兴学的热情进一步高涨。1945年冬，两县

先后恢复和创办了师范学校，初、高级小学的人数也有所增多．有些学校为满足群众的学习要

求，除设正规班外，还主动承担群众教育的任务，添设了不同类型的成人班(组)，采取灵活多

样的形式开展教学工作，很受群众欢迎。

1946年，两县人民政府为解决办学经费的不足，一则推广民办公助的办学形式}一则号召

各级学校开展“生产养学”，不少学校开展勤工俭学达到了“自给有余”，两所师范学校成绩尤

为突出。

在城区内，1945年日本投降后，各校被国民党政府接管。1946年，原河北省立定县初级中

学复校开课。至年底，城区内有完小5所，初级小学15所。

1947年1月定县城解放。11月，定南、定北两县合并为定县。12月，全县开展土地改革运

动，各级学校继承和发扬抗日战争时期的优良传统，以极大的热情投入了宣传活动。土改运动

结束后，为使学校教育向着正规化的方向发展．县人民政府于1948年春、夏两季，先后两次召

开全县教师座谈会，贯彻党的知识分子政策，要求区、村政权重视学校的恢复与管理．并将两

所师范迁至城内合并为定县县立师范，逐年扩大其规模。

1949年，县人民政府积极贯彻华北人民政府《恢复与整顿国民教育的指示》，加强了各级各

类学校的教学工作，初步建立了一些必要的制度．部分区、村还组织观摩团，到较好的学校参

观学习．全县80％的村庄入学儿童增多，各级各类学校的劳动建校空前活跃。

以扫除文盲为主要任务的农民教育，同时也在全县广泛开展起来，是年冬，全县381个村

成立了冬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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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40年来，全县教育事业除lo年“文化大革命”期问遭到严重破坏外，

都是在探索与改革中不断前进，不断发展。

(一)新中国成立后17年教育事业的发展

1．1950"-"1957年，是社会主义改造时期，各级各类教育经过社会主义改造都有了长足发展。

在普通教育中。全县小学由1949年的418所增到595所，国办中学由1949年的l所增加到15

所，并增建民办中学40所．改变了长期以来农村没有中学的状况，初步形成了全县中小学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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