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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县教育志*审定和部分编委合影

前排左起：贾玉琨，程漓具、孙振华

崔焕奎

后排左起：安谦、魏峰、谢铮。



凡 例

l、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思想，以《建国以来

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指针，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编纂本

县教育事业发展史上的有关资料。

2、编纂体例为横排竖写，即横按项目性质分类，竖以编年体

记述。1 93 7年以前沿袭历史惯称，之后用公元纪年。

3、原则上上限为1 840年，下限至1 986年。在《人物》一章中

上溯到唐。

4、本志采用语体文记述。大事记编纂的原则是要事较详，一

般事较略。1 984年的教育改革因在代县教育史上罕见，故较详。

5、地名、书名、各级政府名称、个人职务名称均采用当时习

惯称呼，必要时括号内加注。

6、人物称谓第一次出现时，均用姓名全称，有的在姓名前冠

以职务，以后出现则用姓简称。

7、本志记数，除章节序号、民国以前年号以及地名、人名称

号用汉字外，其它一律采用阿拉伯数字。

8、本志共含1 4章39节，另加一附卷大事记，共27万余字。按

章、节、目编排，用记、传、图、表、录、照片综合表述。

9、人物简介中收录的人物，坚持的标准是：荣获省委、省政

府表彰两次以上，或受到国家表彰一次以上者，并在代县教育工作

中贡献较大、影响较深者。



I兰 。叁
厂：r 口

《代县教育志》是我县第一部教育史料专集。它用编纂资料的

形式科学地反映出我县清末至公元l 986年的教育发展状况。本志的

特点是：秉笔直书，资料翔实，图文并茂。编纂本志的目的是：服

务当今，借鉴古训，惠及子孙。

代县，历史悠久，古代曾经建州设郡，秦汉遗留的各类文物比

比皆是，宋辽交战的烽台城堡依稀可辨，边关厮杀的将帅典故青史

犹存， “南绛北代”的佳话也曾弛誉三晋。古老的历史证明：在这

块养育过几十代、几百代代县人的土地上，无时无处不与教育息息

相关。代县人素重尊师兴学，有着优良的历史传统。县委、县政府

亦从战略高度认识到：教育是经济腾飞的翅膀，是人民睿智的基

础，是脱贫治愚的良药。为了上无愧于先人，下有惠于后人，现在

编纂出版《代县教育志》，足见其义不容辞，而且意义深远。

“教育必须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社会主义建设必须依靠教

育。”《代县教育志》的出版，对于我县l8万人民来说，无疑是一

件可庆可贺的大事；对于在教育界工作的人来说，更无异于雪中送

炭。

在编纂本志期间，县、区教育志办公室的同志，灯下含辛，秉

头茹苦，几度寒暑，数易其稿，实在可钦可佩!在此深表谢慧，并

乐亍为乏昏。

周荣：沮

1 9 8 8年1 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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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私塾、义学、书院、学堂

第一节 私塾和义学

+ 墅兰翌义学是封建社会启蒙教育的主要形式，由民问自行设立。代县自隋定制以
誊，直至蒲末，匿j、li、郡，县的称麓常有更改，但：x州的弥沼的{甘阀最长，即使称姜爵
‘』¨哭：．．出位仕廷卯1战郡仃V简f』所在；特另口是明、旖两代，：煎台、学使的衙门常设立在本
县，而且录取秀才的名额也多于邻县，因此私塾也捆应的较为普谝．

。‘

。，4．篓兰，～二篓勾殷实人冢所办，聘请先生来教自己的子弟，或本族的子弟，也育亲朋
望考望三营考鬯读紫，学生不多，～二人至七／L入不等。先生由办学者自聘，云釜磊妥
鬯警兰煮参负署，本县多数村庄设有这类学校。这是私塾的一般情况。男外，乏砉二磊
，!‘警荸制二凳兰：．它聋由个别人称学董发起办学，择定投合、聘用先生和经管≤磊。釜
乞仝竺：．享垡耳?了，不问姓氏。先生的工资、伙食，均由学蓬安排，让学生家晏募纛：
“学董力负责塾中事宜，也掌握任兔先生的大权。

⋯～⋯

。一。篓塾!篓奉孑L亏牌位，学生初入学得先向孑L予。掉位叩头，俗称“号书，，，意即归依儒门，受孔孟之道。
。一～。

钕、、私驾!孥要：无琶_粤妻乙但约定俗成，多为《酉7嚣姓》、 ((三享经》、 (／名贤

粪∑、。》薏亍规》、，．《小学韵语))、 《腰书》、 《五盔》 (“五经≯f=ff只歹F乏诗三!；；1_
授开；((垫记》、 《尚书》、 《易经》、 《骞歇》自-4．-，。j孓多)，存的私塾还学珠茹。一。“’
，、。竺三曼弦兰兰竺’!型怼j0“j’门车i}j式：门办法，死泼硬{宁，“唯二侈”、q窿上”，不
乏兰蔓芝议，÷氅銮要存毫登窆竺余竺，．更不考虑儿童灼心里特点。学兰入学嘉嘉，凳CL二I=
登挲字音，不解字意，学生便成天摇身唱读，渎～段时月，先生才开始讲解：i苫≥。“开
∥r o

．。 黧鎏!竺!二璺尺_。11}霉你“手扳’’)，对不守浚规，或术完成先生指定的f芦业
者，即用我尺打手掌，或罚站、罚跪，避行体罚。因此，学生Cg避"lP D≯：e。者嘉蔷菇jj：皿

、， 黧凳考兰是皇妻翟坚耄，，多墨粤敞穷困的渎i移人。任j门先生通常采用“递察，，：toO,h,
望，+等篓篓至，。等萼如!譬书(称汐“递察彦)，兀一可以继续留任，如不吾荔譬，即
示意为F-解聘。先生的工资很低微，最高年工资在百／If；fj-=左7 r_右。

一⋯’y⋯J,

。，夏专、，尝曼翌年，。令县平’：J大村大都没有私塾。f七县城内就有私塾6座，分别没在
三专窆≥尘豢帝庙、上帝庙、大庙等处。每座私塾约有30多名学生，1名先，生：。基釜袤
塾多为学董翩。 一～，。～．2。”



·代县教育志·

同村并：龟学生，随同读书，不收学赞，义务教学。

义学。义学是由个别有声望的人发起募捐、集资兴句、的学校。其经费主要由个人

负担的，大多是来源于地租的，学生免费或只出：》量学费，谓之“学课’’，或称“柬

修力。学生可自愿入学，不问姓氏，但多数义学其学生一般只系办学者的同族人，据

《代州志》和《代W考院义学记》碑志等记载，明万历年问，振武j卫署(今代县中学校

垃)左曾没义学。至清代，康熙甘二年也曾逢有义学。至康熙四十年(701年)，j脏j产

道李毓柱毽西义学在谯楼西。雍正：二年(-724年)，JCN,1、幡5遐年建糸义学在州署左。另

外，清末州城巨贾冯魁文电曾创办冯氏义学。

义学的管理、教学内窿、教学方法和聘甩先生，与弘挚火同小异。下附《代州考院

义学记》碑志一篇，～以爷考，一以保存文献。

新建心州考院义学记

粤籍Ⅲ志，明季万历问备兵睫张公惟诚，建仃平耀仓予振武卫之左方，世异事湮，

入宇颓废，遗：Hf：虽存，渐为居民侵占矣。余即其听，度地十之八以建考院，十之二以建

义垫。前临通两，竖坊1“朝宗学海，，。由坊西折为人门，门以右官厅三楹，看司房一

问。又＼而南向为魁翟偻、仪门属焉。门内勾甬道，东西号房十三问，计可坐五百人。

号房以：{匕，班史房左右墨三问。正中为文昌阁，阁稍卑隘，欲防宴会毁败，迤绮阁前

增立～钎，；，X便临视。阁左右茶厨房六问。屋后巾f-I，颜曰“烛刽’’，内屋三槛，为学

宪退息之所。烛剑之右罔“养正，，，小学在焉。正三楹、旁三楹，以教就学发蒙者。左

日“敬业”，夫学在焉，闺架如小学，以教就学制义者。二学之设，虑其不能垂久也，

别于坊左右沏盖铺露十座，赁民经营生理。右九阅岁得诅银三十四两有奇，二师修仪每

岁额定二十二两，余供修葺舍宇之用。左一殂银钹作看司工禽。于是，费有所出，可免

废弛矣。学宪按临，则令二学假值，一以居胥史，一以贮卷帙。良由地基为限，不能更

起曹房，权益用之耳夫。

国楣鼎新四十年来，学使者褰帷兹土，率就太仆发署校士，里下有搭盖席号之累，

童生有风雨不蔽之苦。余以是捐资，：身任斯举，通计工、匠、土、木、砖、坯，瓦、石

之费，凡～干七百三-卜五两有零。自壬戌六月经始，至癸亥六月竣事，于是申明抚军立

案，勒石以识之。

时康熙二十二年秋七月，分守雁门平道辖三关大同粮饷务山西布政使司参议彭城

张道祥 志。

第二节 书院和学堂

书院是较私塾和义学高一级的读书场所。书院刨于宋，是地方上自由研究学问的处

所。据光绪年间《山西通志))记载， “代州儒学在，、i'l冶南，明洪武二年(13d9年)建’’

出R,J、l{儒学在州西南隅，宋政和初建’’。

书院设山长一人，负责书院的行政领导事宜。聘先生数名。指导学习。挚生无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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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但均得为优秀童生或秀才。

据考，清代雍正年间，代州书院设在州城石灰市。乾隆初期，因经费拮据而废。乾

隆五十一年，知州王秉韬又筹集资金，占用明振武卫废署(今代县中学西部)，改建洋

宫，命名“斗山书院力，聘请先生，招收生徒，为州人储才。

书院由本县选出的绅士六人经管事务，三年一任。光绪廿九年(1903年)废。

光绪廿八年(j902年)清政府颁布废科举立学堂章程。于是代县各村利用寺庙房舍

先后建起学堂。

初等小学称小学堂，设育高小班的称高等小学堂。当时，县城内和平川较大村庄普

遍设有小学堂。而高等小学堂在全县范围内仅有两所。

第一高等小学堂，宣统元年(1909年)创办。校址占斗山书院。

小南区原逢高等小学堂。宣统元年(1909年)由绅士白湘清等发起，捐款创办。校

址在滩上村。

小学堂修业5年，高等小学堂修业4年，均为男子小学。

小学堂的教学内容与私塾大致一样，只是更侧重于《四书》、 《五经》。其教学方

珐仍为前段死读硬背，后期开讲。

光绪廿九年(i903年)，代州奉令改斗山书院为代县中学堂。学生40余名，均为胀

才或优秀童生。学校设监督(校长)1名，先生3名。但由于学校只依赖旧斗I』』书院的

固定资产收取租银办学，从而导致经费困乏。所以，刚刚开办了一年，即告天折。

[附]州学。在书院创办之前，尚有州学的形式，因其设立于文庙，亦称庙学。书

院设立后，州学仍存。 《代州志》载：州学的学额为“廪膳生员三十名，增广生员三十

名，岁科试取进童生二十名，岁试取进武童生二十名。乃代州旧属太原府，改直隶州

后，“存应拔太原府学额二名，岁科试于州学及州属之学取进五台、崞县(今原平县)额

并十五名，繁峙十二名，咸丰中崞县永远加学额一名。刀州学存书有《十三经注疏》、

《二十一史》、 《圣谕广训》、 《上谕》、 《学正全书》等供学员参考学习。有学田七

顷多，所收租银资助康膳生员伙食费，每人2—3两。州学中并无固定的先生，学员相

当自由。



第二章幼儿教。育

第一节发畏状况

50年代初期，在农业合作化运动I扎为了解放妇女劳动力，有些村庄办起了托儿所

(组)，但没有坚持下来。至j958年，在“大跃进’’的形势下，各行各业都在“跃进黟，

为了动员大量妇女参加劳动，全县农村在～年内，建立起234所幼儿园，564个托儿所

(组)。入园幼儿6469名。当时没有幼儿教师，只是由不能劳动的妇女照管，自然不能

进行正规教育。时隔不久，陆续停力。者甚多。

直至l 9 7 4年统计，除l 9 7 0年建立的代县职工幼儿园之外，全县幼儿园(或

育红班)仅有3 7所，入园幼JL2069名。

1977年，全县部分小学附设幼儿班，多数初小一年级吸收6周岁：2勺幼儿混含编班。

人称“孵小鸡∥。

1981年，代县成立了有县政府领导同志和教育局、县工会、县妇联主要领导者参加

的托幼工作领导组。乡(镇)村也成立了相应的托幼机构。县妇联配备了两名专职幼敦

工作人员，乡(镇)也责成业教于事兼管幼教工作。这年，全县各乡(镇)300口人以上

的村庄都办起了单班幼儿园；500口人以上村庄都办起了双班幼儿园。据统计：全县幼儿

班133个，入园幼JL5443名。

1982年，全县有职工幼儿园1所，厂矿幼儿国2所(棉织厂幼儿园、电机厂幼儿

园)，农村幼儿班124个，全县幼儿班共132个，入园幼儿6650名，幼儿教师12 1名。教育

局教研室又配备1名专职幼教工作人员。

1983年，全县共有幼儿园(班)163个，入园幼Jljsaj名，幼儿教师i68名。

1984年，幼儿教育直接由教育局主管，县妇联协助。全县农村幼儿班共有130个。

代县职工幼儿园l所，厂矿幼儿因2所，城镇小学附没幼儿班2个。全县双班的幼儿目

共有5个，其中代县职工幼儿园为3个班：小班(3—4周岁)、中班(5周岁)和大

班(6周岁)。大班附设在实验小学内。全县3—6周岁入园幼JL528 6名。

1985年，全县幼儿班为130个，幼儿入园数5443名，幼儿教师j30名。

1986年，县教育局作出安排，要求全县looo人以上的村庄办幼儿班，：000人以上的村

庄办起幼儿园，1000人以下的村庄办起寄托幼儿班。

8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