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迎着新世纪的曙光，沐着新千年的春风，《偃师市教育志》与大家见面了!它是偃

师有史以来的第一部教育专志，犹如一株傲霜的红梅，迎春绽放。

偃师是中华民族的发祥地之一，素有“七朝古都”的美誉。偃师历史悠久，文化灿

烂，名胜古迹星罗棋布。夏代都城斟酃为华夏最早王都，商代帝都西毫是商代第一都

城。早在四千年前偃师就成为国家的政治文化中心。夷齐采薇首阳山，班固兄妹修

《汉书》，张衡灵台观天象，蔡伦改进造纸术，曹植作赋咏洛神，左思结篇《三都赋》，女皇

撰书太子碑，杜甫寓居古土娄，司马光修史独乐园，吕蒙正寒窑苦读书，无数历史名人

在偃师留下了光辉的足迹!偃师还有玄奘故里、蒙正故居、吕不韦墓、田横墓、颜真卿

墓、许远墓，更有白云山上的唐恭陵等遗迹胜地，为偃师增添了古朴而浓郁的文化气

息!王子晋缑山驾鹤升仙的美丽传说及辗辕听渡、马鞍山色、滑城烟云、缑山夜月、马

涧水声、杨村晚渡、东寺农耕、虎头园林、山张探幽等山川美景，为偃师大地披上了几层

神秘而秀丽的色彩!解放前，中国共产党在偃师领导的地下革命活动，高扬民族自尊

的抗日火炬；新中国成立后，刘少奇、周恩来、李瑞环、李岚清、李铁映、姜春云等党和国

家领导人的莅临视察，为偃师平添了几分荣耀和骄傲!

源远流长的历史文明和古老深厚的文化积蕴，是以教育为基础的。古代的偃师为

国家首善之区，偃师教育多和国家教育溶为一体，因而层次高、规模大、基础好。夏都

斟郡有校，商都西毫有序，周代洛邑有庠，成周城有宫学，郊有大学，乡有小学。东汉修

太学，起明堂，立灵台，建辟雍，其规模之大，师生之多，影响之广，世所罕见。西晋于太

学之外又建国子学。唐、宋、元、明、清、民国先后设立了儒学、书院、社学、义学、私塾和

学堂。新中国建立后，偃师的教育事业蓬勃发展，教育性质也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培

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提高全民族文化素质，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成为偃

师教育的根本任务。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偃师教育在改革中阔步前进，成绩卓

著，充满生机和活力，已跻身于全国先进行列。目前，偃师教育已形成以基础教育为主

体，以成人教育、职业教育为两翼的全民教育体系。

世纪之交乃是人们回顾往日征程与业绩、展望未来发展与前景的重要时刻。为回

顾过去、泽润当今、启迪后世，为各级领导提供宏观决策的依据，《偃师市教育志》应运

而生。志书真实地记述了偃师教育的历史足迹，客观地反映了偃师教育的大势大略，

特别是对新中国偃师教育的宗旨、方针及各级各类学校的经费、德育、教学、体育卫生、

人才选拔、教师队伍等诸多方面的记述比较具体。志书突出了办学思想的转变与端

正，突出了素质教育的推行与实施，突出了校长和教师队伍的建设与提高，突出了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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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律的研究与探索，突出了偃师人民尊师重教的传统与功绩。它文风严谨朴实，语言

简明流畅，是一部集思想性、科学性、资料性为一体的志书。

翻阅《偃师市教育志》，我们如同欣赏一幅幅绚丽的教育画卷。偃师教育历经沧
桑，与朝代的兴衰和社会变革紧密相连。不同时期的教育多姿多彩，各领风骚。翻阅

《偃师市教育志》，我们为偃师人才辈出而自豪。唐至清末，偃师共出状元2人，探花1

人，进士102人，贡生382人，举人186人。新中国成立后，偃师为国家输送大、中专新

生3万余名，为各行各业培养了数十万有文化的劳动者，偃师学子遍布五洲四海。翻

阅《偃师市教育志》，我们可以从古代的因材施教、有教无类，到现在的素质教育、全面

发展，领悟到古往今来教育工作者呕心沥血对教育规律的探索和研究、实践和发展。

翻阅《偃师市教育志》，我们为历来崇尚教化的偃师人民群众重教兴学的义举而感动和

振奋!毫不含糊地说，历代社会贤达、有识之士和父老乡亲支撑起了偃师教育的大厦!

特别是新中国建立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社会各界的支持，教育工作者的努力，

广大人民群众重教兴学的义举，使得偃师教育的大厦更加巍峨而壮观1

21世纪的钟声已经敲响，知识经济和信息时代已经到来。偃师教育将在新世纪

实现第三步战略目标：以德育为核心，以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为重点，面向全体学生，

实施素质教育，巩固发展“两基”成果，加快普及高中教育步伐，逐步实现教育范围的社

会化，教育资源配置的最优化，教育管理的科学化和教育手段的现代化，以崭新的姿态

和昂扬的斗志迎接新的挑战!

对为编纂《偃师市教育志》出力尽心的所有单位、领导和同志们深表谢意!

祝愿偃师教育事业蓬勃发展，前程辉煌!

移磁
2000年12月

；安：．
‘

鼍．|

每，

曩

。等

1．

1

事

．?
，●

’“

：

^i

’礴

毒



凡 例

一、《偃师市教育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为指针，坚持历史唯物

主义观点，在党的教育方针指导下，本着详今略古、实事求是的原则，力求客观反映偃

师教育的大势大略，以期达到彰往昭来，发展教育，更好地服务于偃师社会经济发展之

目的。

二、本志遵循当代方志学的基本理论和方法编纂，共15编69章119节，另有概述、

大事记和附录等。时间上限一般自晚清始，下限于2000年底止。概述、大事记和少数

编目，有历史资料的加以上溯，力求达到思想性、科学性、资料性的统一。 。

三、本志编写采用述、记、志、传、图、表、录等体裁，以志为主，图文互衬，或编年，或

本末，或综述，因编章制宜。

四、本志除引用古籍原文外，均采用规范语体文，文风力求严谨朴实、简明流畅，用

字、标点力求规范。

五、本志历史纪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采用朝代纪年，加注公元纪年；中华人

民共和国成立后，采用公元纪年。

六、本志中涉及的名称，首次出现时用全称，以后用简称。需注释的专用和特定词

语，首次加以注释。

七、人志人物，本着本籍为主、正面为主的原则，对在偃师教育史上有重大贡献和

重要影响的人物，以传略、简介、人物表等形式收录人志。获省以上荣誉称号者和中小

学特级教师、中专高级讲师、中学高级教师人志。

八、1993年12月15日，偃师撤县设市，文中设市前仍称偃师县，设市后称偃师市。

其它地名、机构称谓，依建制沿革而变，改制前用原名，改制后用新名。

九、本志附录，收录有备查、存史价值而又不便归编的文件、资料。

十、大事记以编年体为主，辅之以记事本末体，以时为序，一事一记，同一时日发生

多件事者，第一条标明具体时间，其余分条列后。

十一、1955年冬洛阳撤县建市。原属洛阳县的第八区(李村)、第九区(寇店)两个

整区和第六区(佃庄)、第十区(诸葛)、第三区(平乐)3个区的部分乡、村划归偃师县。

在此之前有关以上这些地区的资料、数字，本志纂录不全。

忖



概 述

偃师市地处河南西部，洛阳东隅，是中华民族的发祥地之一，历史悠久，文化灿烂，钟灵毓秀，人

杰地灵。早在七八千年以前已有人类在此劳动生息。四千年前，偃师就成为国家的政治中心。公

元前22世纪帝喾高辛氏建都于毫(今偃师市城南高庄)。史载“昔三代之居，皆在河洛之间”，夏、

商、东周、东汉、曹魏、西晋、北魏七个朝代先后建都于偃师。商朝都城，史称“西毫”。公元前11世

纪，武王伐纣，于此息偃戎师，“偃师”由此得名。

偃师市总面积948．43平方公里。全市辖13个镇，4个乡，332个行政村，总人El 82万，耕地面

积76．44万亩。几千年来，聪明睿智、勤劳勇敢的偃师人民在这块热土上，创造了灿烂的文化和光

辉的历史。1948年解放以后，偃师历史掀开了崭新的一页，各项事业获得了空前的发展。特别是

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指引下，偃师政通人和，百

业俱兴，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1992年春，偃师县被河南省确定为

全省18个综合改革特别试点县之一。1993年12月，经国务院批准，撤县建市，偃师又进入一个新

的发展阶段。1998年1月中共偃师市委七届九次全体(扩大)会议又通过了《高举旗帜，加快发展，

五年经济翻一番，实现初步现代化》的决定。至2000年偃师市工农业总产值已达到169．48亿元。

经济发展，为偃师市教育事业的振兴和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

偃师教育，源远流长，开华夏教育先河。高等教育萌芽于夏，夏学称校，夏代“庙堂大学”建于斟

郡(夏都，今翟镇二里头村)。商学日序，商序建于西毫。周学日庠，周庠建于洛邑。除库之外，成周

城(东周一度作为国都，在今首阳山镇韩旗村一带)、王城内还有官学，郊有大学，乡有小学。教育内

容继承夏商，更重礼乐，周成王时期达到鼎盛。东汉光武帝建武五年(公元29年)，在都城南开阳门

外御道东(今佃庄乡太学村西北)，建太学，亦称“国学”。至建武二十七年(公元51年)，建造太学讲

堂“长十丈、广三丈”，可见规模之宏大。中元元年(公元56年)光武帝东巡还雒阳，又起明堂，立灵

台，建辟雍。明帝永平二年(公元59年)，明帝亲到辟雍讲经，初行养老礼。永平九年(公元66年)，

匈奴遣子弟到雒阳学习汉文化。安帝时太学曾一度衰落。顺帝纳谏，更修太学学舍。本初元年(公

元146年)就读学生已达3万余人。这样规模宏大、师生众多的大学出现在二世纪中叶，不仅在中

国教育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而且在世界教育史上也是罕见的。其后曹魏、西晋虽都复立太学，甚至

到西晋泰始八年(公元272年)太学生达7千余人，但终不及昔日旧观。咸宁二年(公元276年)于

太学之外又建立“国子学”，二学并存同为最高学府，只是入学弟子要按父辈官阶而定。历代太学的

兴办’为中华民族培育了无数杰出的人才以“造了灿烂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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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偃师市教育志

隋行科举，以“策试”取士。唐承隋制。唐、宋、元、明、清各代，县内先后设立了儒学、书院、社

学、义学、私塾等。清朝规定按各县每年进童生多少分大、中、小学，偃师儒学被视为大学，可见偃师

儒学之盛。书院始于唐，盛于宋，明、清更盛。偃师书院，文字记载较早的是元至正二十五年(公元

1365年)的缑山书院。至清末，偃师已有书院19所。除儒学、书院外，偃师还设有社学、义学和私

塾。各类学校围绕科举考试题目设置教学内容，学校实际上成了科举制度的附庸。

清末之际，国势Et下，内忧外患，灾难深重，中国已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此时，封建科举

制度下的教育体制已经不能适应时代的要求，于是废科举兴学校，便成为有识之士的普遍呼声。清

廷迫于大势所趋，遂于光绪二十九年(公元1903年)订颁《癸卯学制》(即《奏定学堂章程》)。光绪三

十一年(公元1905年)又谕“立停科举以广学校”，下诏废科举，立学校，将书院改学堂。偃师县于光

绪三十年(公元1904年)八月将建于县城东街的“二程书院”改为县立高等小学堂。光绪三十三年

(公元1907年)正月，建立官庄、缑氏、戴庄、油店、段湾、王庄、蔡庄、大屯、东屯等9所官立初等小学

堂，同年二月在县立高等小学堂附设师范传习所。光绪三十四年(公元1908年)又在牛庄、宫底、杨

村、城内北街、郭村、肖村、大口、董村等地建立初等小学堂8所。同年县成立官绅公立警务学堂，开

偃师职业教育之先声。宣统元年(公元1909年)南蔡庄开办维新小学。宣统二年(公元1910年)缑

山开办高等小学堂l所。至此全县共有高等小学堂3所，初等小学堂17所，师范传习所1所，官绅

警务学堂1所。其余私塾仍散见于乡间。新式教育虽然比以科举为核心的旧教育有了较大进步，

然教育内容除国文、算术、历史、地理外，仍沿袭封建教育的修身、读经、学礼等科目。光绪三十二年

(公元1906年)，由学部正式规定教育宗旨为“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实”。这是“中学

为体，西学为用”教育思想的具体化，实质上是既沿袭封建的重礼教育，又实施西方的科学技术教

育，明显地反映出半封建半殖民地教育的性质。

1912年辛亥革命胜利，推翻帝制，建立民国。虽然对清末的教育进行了一些改革，如初等小学

可以男女同校，废止小学读经，废除“忠君”、“尊孔”的教育宗旨等，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教育性质仍

然没有改变。民国初年，南京临时政府颁发了《普通教育暂行办法》和《普通教育暂行课程标准》，教

育事业开始有所发展。民国初年，县成立乙种蚕桑学堂。接着，民国4年(公元1915年)至民国20

年(公元1931年)，16年间，偃师连续lO年分别遭受水、旱、蝗灾。而从民国13年(公元1924年)至

民国17年(公元1928年)偃师又经过军阀混战的反复争夺劫掠。在灾害连年，战乱频仍，政局不

稳，民不聊生的形势下，教育事业虽有发展，但进展非常缓慢。民国16年(公元1927年)，北伐战争

结束。民国17年(公元1928年)，政局渐趋稳定，教育开始复兴。民国18年(公元1929年)国民党

第三次代表大会强调推行党化教育，全县中、小学分别增加公民、军训、童训等科目，把“忠孝仁爱信

义和平”列为教育内容，各校推行“新生活运动”，以“礼义廉耻”为思想教育之本。至民国19年(公

元1930年)全县公立小学62所，私立小学298所，为民国时期教育的鼎盛时期。至民国22年(公元

1933年)，全县有县立中学1所，私立首阳中学1所，职业学校l所，共有中等学校3所；县立完小与

初小109所，私立初小83所，共有小学192所(其中女子小学14所)。全县学龄儿童51，678人，入

学13，133人，入学率仅为25．4％。该年，由于教育津贴取消，经费筹措困难，全县教育界发起要求

恢复教育津贴运动，但后因情况变化，斗争只得停止。加上民国23年(公元1934年)夏季蝗灾危

害，秋季伊洛泛滥，次年，全县学龄儿童51，702人，失学儿童猛增至41，663人，入学儿童仅仅10，039

人，入学率降至19．4％。此后一个时期国民党政权相对稳定，教育行政机构比较完备，偃师教育才

l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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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开始有了发展。民国29年(公元1940年)，全县各乡普遍建起中心校，小学达到182所，在校学生

13，874人。这是民国时期教育复苏的又一新开端。

民国21年(公元1932年)到民国30年(公元1941年)10年间，中国共产党在偃师以学校为基

地，建立组织，发展党员，宣传马克思主义，开展地下活动，适时组织师生向国民党反动派开展“有

理、有利、有节”的各种斗争，党的组织不但在学校，而且在少数农村也开始建立支部。随着党组织

的发展壮大，学校内又成立了党的外围组织“读书会”、“学术研究会”、“民族解放同盟”，秘密印刷出

版《晨钟》、《黎明》、《突击》等革命刊物，宣传马列主义，传播革命火种，在社会上开展抗日救亡运动，

举办农民夜校，成立抗日救亡剧团和宣传队。从民国25年(公元1936年)至民国29年(公元1940

年)，接连在偃师中学发动3次学潮，都取得了胜利。从民国27年(公元1938年)到民国29年(公元

1940年)，偃师中学中共党支部向延安抗大、陕北公学、确山“豫南抗日独立教导队”等单位输送了

大批共产党员和进步学生，其中不少人在抗Et战争和解放战争中为革命做出了贡献，新中国成立后

成了党、政、军的中、高级干部。

民国30年(公元i941年)田恩霈原在开封办的私立光豫中学在偃师魏窑复校。民国31年(公

元1942年)牛庄、缑山又办起了夷齐中学和缑山中学。该年春、夏大旱，麦子歉收，秋季又遭蝗灾、

虫灾、风灾，庄稼基本绝收，人多以树皮、草根、观音土、雁屎充饥，全县灾民19万人外出逃荒，饿死

者难以数计，刚刚办起的夷齐和缑山两所中学和不少小学停办，学生人数也大为减少。至民国32

年(公元1943年)灾荒持续，各级学校仍在艰难中维持。至民国33年(公元1944年)春，全县初中3

所。15班，学生696人；小学190所，396班，学生20，983人；初师2班，学生101人。该年5月13日

偃师沦陷，各校停办，不久又陆续开学。同年9月皮定钧、徐子荣率“八路军豫西抗日先遣支队”挺

进豫西，在偃师南坡一带开辟抗日革命根据地，于是学校教育出现了南北对峙的局面。Et伪统治区

大力推行奴化教育，规定学校开设日语课、修身课，渗透“亲日反共”内容，宣扬“中日亲善”、“大东亚

共荣”等思想，因没有课本，仍用国民党政府的教科书进行教学。广大群众为了抵制日伪的奴化教

育，乡间私塾重新兴起，读“四书五经”和古文。在偃南革命根据地则是另一派景象。八路军豫西抗

El先遣支队不仅相继办起了“豫西抗日军政干部学校”、“财经训练班”、“卫生学校”，为部队和地方

培养干部，而且举办“教师训练班”，在佛光的杨窑、车李、任窑、安乐及府店的西管茅、口孜、夹沟、参

驾店等不少村还开办抗日小学，除上课识字、学习文化外，还教唱《东方红》及抗日歌曲，组织宣传抗

日。有的学校还组织儿童团到村头站岗放哨、盘查行人。

抗日战争胜利以后，八路军豫西抗日先遣支队南下，国民党恢复了对偃师的统治，各级学校逐

渐恢复，并有所发展。国民党在学校强化“信仰训练”，中学里强迫学生集体参加国民党、三青团，控

制学生的进步思想。截至民国36年(公元1947年)，偃师全县有私立高中1所(含初中部)，高中生

4班，学生150人；初中6所(含公立1所，私立5所)，学生1436人；小学388所，学生26，890人；棉

科职业学校l所，2班，学生100人；简易师范l所，5班，学生254人。

民国时期，偃师县的成人教育已经起步，成人民校，散见乡间，并编有《民众课本》以供教学。

1932年至1940年中共地下党在偃师县开展活动，曾在缑氏、姚洼、双塔等地办起民众夜校，组织农

民学习文化，作为向农民宣传革命思想的阵地。仅偃师中学就在缑氏李家祠堂、戴家祠堂、桥北拐

办起3所农民夜校。1938年秋中共地下党牛庄妇女支部，响应上级关于广泛发动农村妇女积极参

加抗战活动的号召，办起半日制妇女识字班，参加学习的妇女最多时达到170多人，2年以后，在国

民党反共高潮中被迫停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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