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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

程就是一

年的毫州

文明，同样是一部泱泱万言的毫州教育史。 ，

物华天宝的毫州，自。商汤都毫”就已是中原门户，并几度成为

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先后有三朝建都于此。千百年来，由

于历史的机遇、水土的膏泽、文运的昌盛，在这块钟灵毓秀的沃土

上哺育出无数文治武功、彪炳史册的伟器英华、俊彦人杰。老子、曹

操、华佗、陈抟⋯⋯代代贤哲，在中国乃至世界文明史上都灿若晨

星。

源远流长的文化惯性，博大深厚的文化积淀孕育了毫州教育

悠久的历史：春秋孔子问礼于毫，唐设学宫，清有书院，戊戌变法后

兴办新学，1918年成立劝学所，四十年代官办、私办的普通教育初

具规模，抗战期间解放区教育轰轰烈烈。1948年毫县全境解放，教

育事业如遇甘霖迅速抽新吐绿。
”

如同中国文化发展史一样，教育也同时成为中国曲折历史的

一个缩影，被打上时代的烙印。然而，值得庆幸的是毫州教育在干

戈拢攘、世变频仍的坎坷历史中却绵延艰难地发展前进着。星移斗

转，岁月更迭，随着华夏盛世的到来迎来了毫州教育的春天。在各

级政府和人民的关怀支持下，通过1万多名教育工作者砣石乞以求

地努力，1996年12月终于在安徽省阜阳地区率先实现了‘‘基本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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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这一功于千秋的伟业。

实是互为依存的整体，继承和发展是同一事物密不

面。

史志为鉴，文能兴邦。为了以史鉴得失、求发展，1984年冬当

时的毫县教育局就开始了教育志的编纂工作，1986年写出十万余

字的征求意见稿。此后，时断时续，终未成书。1994年隆冬，市教委

痛下决心重组编纂队伍，广泛征集资料。编纂人员经过博观约取，

披沙淘金，多方听取意见，几次去粗存精，拾遗补漏，终于在1997

年8月定稿，完成了这一“功显当代，泽被后人”的宏伟工程。

事实是史志的生命。{：毫州市教育志》以事实为基础，遵循详今

略古的修志原则，秉笔直书。该书以概述为头，附录为尾，专志为躯

干，大事记、人物为两翼，鸟型结构较为完整，录述了清末、民国特

别是新中国建立以来近半个世纪毫州教育发展的历史。既毫无粉

饰地记述了毫州教育的发展轨迹和成就，也如实地反映了毫州教

育在“大跃进”探索中的失误和“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力求达到“存

史、资治、教化”的编纂初衷。

往者已已矣，来者犹可追。正视历史的态度表现了对未来的关

心和信心。我们坚信，《毫州市教育志》不仅为研究、总结毫州教育

的。昨天”提供了翔实的资料，为加快毫州“明天”教育的发展带来

了希望，为爱国主义教育和传统教育奉献了蓝本，而且也必将为丰

富毫州历史文化宝库以至促进毫州社会发展进步产生现实而深远

的影响。 ．
．

1记载过去、昭示未来的《毫州市教育志》，凝聚着广大教育实践

者和编纂人员的心血。值此付梓之际，谨向给予本书编纂工作热情

支持和大力帮助的有关单位和同仁表示衷心的感谢。由于毫州从

未有过可资借鉴的教育志书，虽经编纂人员的最大努力，但因资

料、人力、水平、时间等诸多原因，疏漏，不足之处在所难免，敬请给

予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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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历史与现状。 。

四、本志采用语体文记述，取述、记、志、传、照、图、表、录八种

体裁，以志为主体。照片置于全文之前，附录置于书后，图表置于章

节之中。

五、本志历史纪年，凡民国以前的，沿用当时纪年方法，使用中

文数字，括号内用阿拉伯数字夹注公元纪年。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以后，一律采取公元纪年。

六、本志内记述数字执行1987年1月1日国家语言文字工作

委员会、国家出版局、国家标准局、国务院办公厅秘书局、中宣部新

闻局、出版局公布的《关于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试行规定》。

七、本志对人和事的记述力求客观，不加评论，寓褒贬于记述

之中。人物称谓，一律直书姓名，或在姓名前冠以职务。

． 八、本志遵循生不立传的原则，按照因事记人的办法收录人

物。人物传略，只记已故的本市有影响的教育人物，以生年为序。在

本市教育界有影响的在世人物及获国家级表彰、奖励的人物分别

收录于简介、简表之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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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1

概 述

亳州市位于安徽西北部，属华北平原，东、北、西三面与河南省

。永城、夏邑、虞城、商丘．鹿邑．郸城6县接壤，南部、东南部与安徽

省太和、涡阳毗邻。全境地势平坦开阔，总面积2226平方公里，总

人口132万。
1

．

亳州是中华民族古老文化的发祥地之一。远在七八千年以前，

就有人类在此生息繁衍。商“汤都于毫”。魏以谯城为陪都。唐开

元间，诏以毫州为“十望”州府之一。迄于明清，为全国四大药市之

一，商号、会馆鳞次栉比，有。小南京”之称：毫州锺灵毓秀，贤哲代

生．春秋时期，老子著《道德经》而成为道家始祖。东汉末年，曹氏

”父子诗文锦绣，建安文学源远流长，名医华佗妙手回春。唐代著名

诗人李绅《悯农》之诗，千载传诵。宋代名士陈抟博学多识，诗文书

画精妙，易学博大精深。明代，薛蕙文章气节，誉满九州。毫州以其

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成为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1995年元

月，江泽民总书记为亳州题词“华佗故里，药材之乡”。今日之亳州，

乘改革开放的浩荡春风，经济迅速持续增长，跨入全国百强县之

列，为教育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社会不断进步，重

教蔚成风气，为教育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外部环境。

毫州自古有崇文重教的优良传统。唐时即建有学宫。清代，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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