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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立吉北联合中学校
学生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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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我在行将离汝；之年．与陈春林等i_j志积极主编了《榆树文电

资料·教白专辑．旁。在付桦之际．受编委之嘱．拙笔作序，与大家

共勉。 ．．

．·

就白山黑水地域而言．榆树教育可谓历史悠久。源远流长。

榆树地处松嫩平匣腹地．地势平坦．土质肥沃．清乾隆嘉庆年间

移民。聚属于此。旋即塾师设馆．文风渐开。清同冶+一年(1872

年)．黑林太平⋯于府于凌云、于观霖叔侄所创建“种榆书院”，乃

”啬林省茸办学府之先河．较长春府“养正书院”要旱一十三年．

这不能不谶是榆树子民之孛事。作“一代阶梯”．树“百年梁栋”．

棚：榆}种矗：l乇之遗风。清代吉林省共有四十八人考取举人．其中有

榆树一-I兰人A盘-#o科．二：十人考瞰进士．有榆树八员题名。太平川

j：””J：娟!『l，进上、兄弟i埘翰林”之美谈轰动朝野．誉满京师。到

民斟．榆树敷自蜓是贤达姿摹．才人辈出。近代数茸学家王文珊．

功学名流于源浦．可谓榆树重教兴学的代表和先驱。东北沦陷的

‘{．暇年。H翘势甚娼獗．榆树教育同样受到。王遘主义”的扭曲稻

隧诰。其f、丌J．有唤醒民．众、团结御侮的热血男儿．在榆树文教界也

不乏先例．∞豳高、东西关校多次发生反满}亢日事件．这就是历

电的纯征。 ·ff．【马五年．榆树人民欢庆解放．在斗地主分田地的

r{，绶i¨铞：仃1入l乇政府圮其沌币=教育事业的恢复和发展。组建

“‘。j，‘{I二旺巾“．特扯求自革命圣地延安的干部、学者李又然{i口吴介

f屯陌I}j龋0按长．他f¨以“撕：久”的民主学风．矫正日∞奴化教育的

歧途。艮辆{H教胄俸制转整中．在严峻的战争环境里。把学校办

咙～J i一．’此肖针i革命的摇篮．为文援解放战争．为地方土改建政．

做}}；j，簟越的贺献。建国皤十七年的榆树数育．既是一部艰苦刨

此的棒蛇电i譬．也是一幅桃李满园的绚丽画卷。在邪百业俱兴．
·

一l～



百废待举的年代，倾，C、教育的有识之士．不畏艰苦。不辞劳瘁。为

祖国育良才。矢志钻研．辛勤耕耘．呕心沥血．却无怨无侮。诸如

刘兆林、孙秉乾、鸟淑兰、韩儆宇、刘安惠、欧阳众、张亚东等老一

代教育工作者．他们不愧为人师表．堪称一代风范。

总而言之．榆树教育的历史．是一部源远痣长、色彩纷呈的

历史。前德遗风．功不可没。古人云：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以史

为镜。鉴往知来。我们征文考献．编撰此辑．目的正是为告慰先

人．传及后世．警示子孙。让大家在披览之余，缅想榆树教育艰苦

卓绝的历程，以及为其奋斗者的高风亮节，从中启迪思想，砥砺

意志。用新一代的智慧和力量，去谱写更加壮美的榆树教育历史

额篇章。 ．

·

《榆树文史资料·教育专辑》是市政协继文化专辑后出版的

又一本系统史料．本辑以“文革”为下限(极个别文章和人物稍有

延伸)．所收教育史料64篇。约22万字，分“史实忆述”、“人物春

秋”、“教育拾零”三个部分。因是文史资料．不是史志，自然不可

能反映榆树教育的全貌。清代和民国资料甚缺．知情人大都作

古，档案不全．断简残篇勉强拾缀；解放之初的人和事．也因时隔

久远．在史实和情节上也难免有些欠翔。加之编辑人力和水平所

限．疏漏和误讹在所难免。敬祈鉴谅。 ，

本辑在{正编过程中．承蒙原县委县政府主管文教的杨勤副

书记、李也平副县长．以及一些老教育工怍者的热清帮助．在j：比

表示衷心感谢!

老朽行将步人‘‘夕阳红”之硎．谨以此书献给多年来支持我、

帮助我弧文教工作的同志们．并向第十三个教师节献礼!

一2一

黄景和

1997年8月



● 史实忆述 ●

清代榆树教育概述

陈春林

榆树有悠久的历史。早在四万年前．就有“榆树人”在这块沃

土t繁衍、劳动、生息。创造了古老的文明。辽金时代以前。这里

是女真族(即后来的满族)的属地。汉族和鲜卑族在三国时期始

有移居。元灭金时．把境内『又族赶到渤海国(现敦化)．女真族则

移居剑扶余东部。榆树境内城池残毁殆尽．土地随之荒芜。清初

时．榆树境内属伯都讷围场．是封禁之地．严禁开垦。康熙年间。

才从宁古塔(现黑龙江东北部)迂民授荒．这时榆树境内才又开

始有满族阳汉族歼荒种地。满族_乇要分布于松花江沿岸．而汉族

则舀j现榆树市东南隅设立孤榆树屯．以岳逐渐遍布全境。

例满族教育资料太少．加之后来有些满族子弟也l接受汉族

文化教育．所以清代教育只介绍汉族的数育。

榆树；又族教育始自汉族大量迂人之时。清初时．榆树虽为封

禁之地．H腰鬃不』卜。乾隆嘉庆年间．就有山东河北一带灾民不

鞫i赢人东北私自圩茕种地(当时称为流民)．伯都讷榆树境内汉

族人r_l小断增多。随蓄人口的增多．也就有了教育的宕动和发

醍．也兢把‘{j瞪的；誓族艾化带到了榆树。
、

清代榆树数冉．吖分为两个时期。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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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除科攀制度．这之前为科举制度时期．以后为学校教育时期。

一、科举制度时期

我国自隋朝以后至清代光绪三+一年(1905年)，教育制度

一直是科举制度，这种制度以设科考试选拔官吏．由分科取士而

．得名．科举考试分为乡试、会试，黢试三级。但要取得乡试资格．

在这之前要经过童试(又叫童生试、童子试)。只有童试被录取．

才可参加正式的科举考试。 ．

童试是乡试前的预备考试。参加童试的人称为儒童或童生。

童生经过童试而被录取入县学、州学或府学(统称懦学．又毗l学

宫)读书者．称为生炅，俗称秀才。童试的场所叫考棚。

乡试在省城举行．参加者为生员(秀才)。乡试取中者为举

人．其中第一名称为解元。乡试每三年举行一次(逢子、午、卯、舀

年)．叫做正科。如遇皇帝即位或逢十生目要加开考场的叫恩科。

恩科如遇正科之年．叫恩正并科。乡试在秋天举行．又称秋闺。乡

试的试场为贡院或攀院。

会试每三年在京城举行一次．地点在礼部．参与者为举人。

会试在乡试第二年(即丑、来、辰、成年)舂举厅．又转舂圉。会试

取中者为贡士，第一名为会元。会试也有正科、恩科、恩正并科。

童试、乡试和会试的考试内容为八股文和诗贴。八股文又称

时文、制艺、制义或八比文。每篇由破题、承题、起讲、入手、起股、

中股、后股、柬股，＼部分组成。后四部分每部分要有两股排比对

偶的文字．共八股．故称八股文。题目出自四书五经．所论内容要

依朱熹的《四书集注》等书．措辞要用古人口气．字数有⋯定规

定．考生不许自由发挥。这钟文{本束缚人们思想．流毒艰深。

会试以嚆．贡士接着参加殴试。殴试存保和殴进行．由皇帝

主持．考策问(即时事、历宅及对莱等)。鞍试取中者称为进士。迸

士分三甲录取。一甲ji名赐进士及弟．第一名为状元．第一名榜

眼．第三乞探花；二甲赐进上出身．第一名称传目声；蔓甲赐同进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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