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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栾城县有史以来的第一部教育志，在各级领导的热心关怀和广大教育工

作者的积极支持R，经过编写人员的辛勤劳动，终于问世了。编志小组嘱我作

序，略写数语，以表达自己无比欣慰之情。

栾城县历史悠久，文化教育源远流长。回溯历史，自西汉置县，家塾即兴。

唐代文学家苏味道，祖居栾城。宋代苏洵、苏轼、苏辙系苏味道后裔，在四川眉

山发迹。元代数学家李冶，亦为栾城人，他的不朽之作《测圆海镜》、《益古演

段》，为世界上所公认。明清时，设有学宫、书院，村塾盛行一戊戌变法之后，新

学之风遍及县境。民国时期，虽屡遭战乱，但有志之士，仍在复杂的社会环境中+

兴办教育，使各类学校得以延续。全国解放后，经历届党政领导的关怀和广大“

教育工作者的努力，栾城教育得到蓬勃发展。特别是自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

来，尊师重教蔚成风气，办学条件得到极大改善，教育质量稳步提高，到1984

年完成了普及初等教育的历史任务，到1990年又基本上普及了初中教育。

撰史修志，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而编修具有时代特点的新型教育专

志，则有着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时意义。《栾城县教育志》搜集了上至明、清，下

至本世纪九十年代初全县教育界各类史料，经过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地认真筛

选，本着贯通古今，详今略古的原则，较为客观地记述了本县六百多年来的教

育史实，为后世留下了一部宝贵文化遗产；本志从回顾总结各个时期的教育实

践出发，既记载成绩、经验，又反映失误、教训，以便为社会主义教育事业提供

历史借鉴，使教育工作者能自觉地按照教育规律办事，使教育事业能更好地适

应社会主义建设发展需要；本志作为全县教育界的一部文献，所载人事，多数

为历史和现实生活中的先进事迹和先进人物，他们的理想、道德、信念以及事

绩，均可作为一种宝贵精神财富，鼓舞和激励子孙后代，为发展祖国的教育事

业谱写新的篇章。

《栾城县教育志》在编写过程中，得到了省、市、县领导的支持和启示；市教

委和县志办有关领导给予了技术指导；县档案局、统计局、党史办、文史资料编

辑室和现有的老教育工作者、老教师为之提供了大量的珍贵资料；经过编志人

员多方搜集材料，几易其稿，精心著述，又经县、市两级有关领导和专家教授的

充分论证，终于成书了。在此，一并表示诚挚的敬意和衷心的感谢!

＼
K



最后，恳切期望全县广大教育工作者，能从这部教育志中鉴古知今，承前

启后，继往开来，在党的十四大精神指引下，为搞好我县的教育改革做出更大
贡献

·2。
●

栾城县教育局局长 彭秀山

1994年3月



凡， 例

一、指导思想：本志根据《河北省地方志编纂工作细则》的要求，以马列主

义、毛泽东思想为指针，以《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准绳，

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实事求是地进行编纂。力求做到思

想性、科学性和资料性的统一，为当地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历史借鉴

和可靠依据，以达到“存史i资治、教化’’之目的。

二、断限：本志坚持详今略古的原则，上限断在清同治十二年(1873年)，

与旧县志《学校志》篇相衔接。为追本求源，部分篇章上溯到元大德五年(1301

年)；下限断在1991年底。

三、结构：本志以“概述”为全书之纲，以“大事记”为轴，列在编首。在内容‘．

写法上，本着“事以类聚，横排竖写"的原则，横分门类，竖写始末，按篇设章、

节、目3个层次，力求脉络分明、顺理成章，后附重要文件汇编，以资查考。

． 四、体载：本志采用述、记、志、传、图、表、录诸体相结合的综合体例进行记

述，并分别隶于有关章节之中。

五、文体：本志采用现代语体文记述体。对人和事的记述秉笔直书，不加评

论，文风力求简明、朴实、通俗、流畅。对收录的古代引文则保持原貌。

六、行文：本志在行文中，使用第三人称。人物称谓，一律直书姓名，或在姓

名前冠以职务。时间、数据表述，一律采用阿拉伯数码。专用术语、习惯用语、

古代年月、词汇成语中的数字，用汉字表示。 ．

七、人物收录：本志坚持“生不立传"的原则，遴选本县教育界著名人物，如

实地加以记述；对在教育上贡献较大，影响较广的当代人物和获得全国性光荣

称号的教师及教育工作者，则以“简介"方式予以记述，以彰其功。

八、本志言必据史，其资料来源一般不注明出处。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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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

栾城县地处太行山东麓平原，位于河北省中南部。县境介于北纬37。407～38。Ol7，东

114。297"～114。477之间。北依石家庄市郊区和正定县，东界藁城市，南与赵县接壤，西与

氏县、获鹿县毗邻。全县总面积379平方公里，耕地47．1万亩。现有人口32．8609万。

3个镇、13个乡，192个行政村。

栾城历史悠久，据同治《栾城县志》记载：栾邑系春秋时晋栾武子肇封而得名。西汉

置县，县治初设今北十里铺，后魏时迁至今焦家庄村东，明初移今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后，栾城县属石家庄地区行政公署管辖。1958年11月，栾城县建制被撤销，曾先后并入

城县、石家庄市桥东区和赵县。1962年1月，栾城县恢复建制。1986年5月，划为石家

市属县。 ．

栾城地平土沃，地理位置优越，古称“形胜之地”。二千多年来，栾城人民在这块土地

繁衍生息，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文化，历史名人辈出。汉代名将棘蒲侯柴武，唐代宰相著名

学家苏味道，宋代文学家苏洵、苏轼、苏辙(苏味道后裔)，元代数学家李冶，元末农民起

军领袖韩山童、韩林儿等，都曾为历史发展做出过贡献，是栾城人民的骄傲。

栾城教育，早在汉代就有一定程度的发展，唐代家塾盛行，因年代久远已无资可考，

元代始有文字记载。据同治《栾城县志I载：元大德五年(1301年)知县马彦文创建学宫(

庙)，后废。明初知县沈贞移建。崇祯十一年(1638年)毁于兵。前清时又数次重修。

清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知县王觋，志在振兴文教，在县城东大街路西创建“龙

书院一，是为县学。道光十四年(1834年)，知县王大猷重修。道光十六年(1836年)，知县

超万劝捐置学田585．26亩，并制定《书院章程1--十条。每月授正课二次、散课二次，赴

生童五六十名至百人不等。

在官办书院创建同时，民间义学也先后创办。清康熙十九年(1680年)，知县王J现在

乡创立义学16所，捐俸聘师，给以地亩做为义学田，教授贫家子弟，是为乡学。道光十七

至二十年间(1837～1840年)，知县桂超万倡导官办和民间自办义学18所，又称村塾。

村庙地租为办学经费，教学内容多数为《三字经》、《百家姓》、《于字文》、《论语》之类。

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清廷下诏“废科举、兴学堂”。栾城知县王光鸾奉命改。

冈书院”为县立高等小学堂，招生开课，讲授新学。嗣后，一些乡学、村塾也陆续改为新式
●

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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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初年，栾城高等小学堂发展到5所，初等小学堂发展到30余所。多为复式班，在

校学生仅1230名。为培养师资，县于民国3年(1914年)在书院旧址创办师范传习所，学

员多为塾师或晚清秀才，学制半年。民国14年(1925年)，改师范传习所为师范讲习所(后

改称乡村师范)，学员多为高等小学毕业生，学制一年，结业后充当小学教师。该时期，栾城

教育一面沿袭封建教育传统，一面抄袭西学，新学和私塾并存，带有新旧交替、中西结合的

特点。在学制方面，初、高等小学堂分别定为四年和二年；私塾仍沿用旧习，学制无定，二三

年不等。课程设置有国文、算术、常识、修身、音乐、体育、美术、工艺等；高等小学增设自然、

地理、历史。

民国20年(1931年)，栾城师范讲习所正式定名为乡村师范，校址从城内书院迁至城

东寺下村西，到1936年，全县男女高小发展到7所，男女初小发展到49所，在校学生

2240名，小学体制步入正规。学制，初小四年、高i]、--年；课程，改国文为国语，改修身为公

民，城内一高和二高还开设了英语。此时，社会教育也有所发展。城内开办了“民众图书

馆”和“民众演讲所”；较大村镇在农闲时开办“平民夜校”，对提高民众文化知识起到了一

定作用。

1937年10月，日军侵占栾城，全县百姓背井离乡四处避难，学校被迫解散。为了加强

统治，日军在县境四周修筑炮楼据点，胁迫避难群众返回原籍。1938年，日伪县公署在城

内西门里成立男子高小1所，在小西街路南成立女子高小1所。并在男子高小附设简易师

范班，次年又在女子高小附设女子职业班，培训师资。农村小学也逐渐恢复，有的村庄还办

起了私塾。1939年，栾城抗日民主政府在城东南屯村一带成立，组织附近几个村子办起了

抗日小学。

日伪统治区的学校，推行奴化教育，宣传“中日亲善”、“大东亚共存共荣”。但多数教师

不甘心作亡国奴，采取多种形式与日伪斗争。如教育科规定小学必须开设日语课，而学校

以没有日语教师为由拒不开设。城内高小被派去一名日语女教师，学生经常故意提出刁

难，使其无法上课。不少教师秘密向学生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

游击区的抗日小学，由于经常受到日军骚扰，不能正常教学。学校没有固定校舍，没有

正式课本，教师自编一些抗日救国的识字课本，进行“游击式”教学活动。‘

1945年8月，日军无条件投降，国民党接管栾城，学校教育曾有一段短暂时期的发

展。1946年，在书院旧址成立了师范，并附设初中班。由国民党县党部委员林风喈任校长，

招生100名；全县小学发展到121所，在校学生4038名，当时学校实行专制教育，推行训

育制度，建立童子军组织。向学生灌输“三民主义”和“礼、义、廉、耻”等思想教育。由于当

时国民党军队经常到农村抢粮抓丁，天天有战斗，时时有枪声，学校秩序不稳定，一些农村

学校时开时停。

1947年4月，栾城解放。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在领导农民斗地主、分田地，加强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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