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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

盛世修志是我中华民族独有的优秀文化传统。1978年中国共

卢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新的历史发

展时斯o_·继承历史，使编修地方志这一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优秀

传统，绵绵不断地延续下去是我们这一代人义不容辞的光荣使

命。在河南省教育史志编纂委员会和开封市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

：的重视和支持下，依据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公布的《新编地方志

工作暂行规定》精神，开封市教育志编辑室的同志在市教委的领

导下，经过近十年辛勤努力而编纂出的这部《开封市教育志》，

现在同广大读者见面了。 ．、

七朝古都开封是我国历史文化名城。开封教育，源远流长。

北宋时期，舞封即设有全国的最高学府——太学，同时还设有律

学，算学，医学、武学、书学，画学等专科学校，是当时全国

的文化教育中心。元明清以来，开封的书院，塾馆都培养出过不

少人才。清朱“废科举兴学堂’’以后，开封更有各级各类学堂的

一创办。这些学堂成为开封乃至河南省近代教育发展的基础。．民国

对期，开封作为河南省会，’教育发达， 人才荟苹。新中国成王

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开封的基础教育，职业技术教育，

高等教育，成人教育等各级各类教育都有空前地发展。在开封以

往卷帙浩繁的旧志书中，有不少很有价值的珍贵史料，但这些旧志

书中的教育部分大多极为简略，甚至有不少封建糟粕。因而，用新

的观点和方法编修《开封市教育志》是时代的需要，是势所必然。

， 这部新编《开封市教育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思

想，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叉的观点，依据拓详今略古w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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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纂说明

《开封市教育志》是开封市第一部教育部门的专业志，较为

实地记载了公元1840一字磊矗鼍军交；育置军稚并籍丽孺考袅音司

瓣j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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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朝泵面罚垂手皇夭锺蓼莉i要芋露霾巧藁张稻薯羊靠匿

菰菰霜溪钕鬣丽霰辐i萃藉臃套罐疡年夏莉辫替嚯疡差夏婉霾，

萃再社荟军页蓉筏薪爵霸丽繇露臻；雳拜。蚕爱!藜泵寂霾两，佟

樗酲昭褫霈蓓传统；贯彻4存真求实’厅则，认真改革， 努力 钟

新，做到思想性，科学性和资料性的统一。
．

．
力求准确，客观、系统，全面地反映开封教育的历史情况，

’

反映规律性的东西，以显示教育与生产力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密切

} 关系。
．

·

力求反映开封教育的时代，地方和教育特点，增强实用性，’

l 使之成为一 部朴实的、·严谨的、科学的、。有特色的资料书，扩大·

其作用——存史，资治，兴利，教化，从而具有一定的权威性，
’

以期对关心 ，研究和改革开封教育的同志有所裨益。
· 二，按照教育的不同门类，本专志划分为清朝末年，中华民

国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三个历史时期进行记述。对于1954年

以前的省管教育设施，记述较多，这是为了体现开封曾长期是河

南省会，辐射 面甚广，大部分中小学均由省厅直援管理的特点。新
中国建立前， 开封城乡均属开封县治，对其教育作适当反映，乔

’
属这一特点 碛凶ㄖ荆�局局蛔�一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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弹墨鸯⋯，一一一一v一一一一”一加革命。北仓女中校纪严整，精神活泼，生活简朴，民主空气浓

厚，尤其注重体育。1934年，在天津举行的第十八届华北运动会

上，北仓女 中学生代表河南省夺取了女子田径10个项目中的7个

冠军，并获女子田径团体总分第一名和个人总分第一名，一时轰

动全国。l947年在开封学生为抗议美军士兵侮辱北大女生事件的

示威游行中，马亲率北仓女中师生参加，并走在北仓女中学生队

伍的最前头 。

10、嵇文 甫

嵇文甫(1 895一1963)，原名嵇明，河南卫辉吕村人。他自

幼学习刻苦，成绩常列前茅，因而驰名乡里。1910年他升入卫辉

中学，受到 同乡前辈李敏修，同盟会员刘粹轩等老师的影响，开

始萌发反清爱国思想。1915至1918年在北京大学哲学系学习，深

受新文化运动的陶冶。北大毕业后，到开封河南省立第一师范等

校任教。当 时他大力提倡白话文，宣传科学与民主，反对旧传。

统，提倡新道德，曾和冯友兰、韩席卿等创办《心声》杂志社。

1926年底加入中国共产党，旋被组织派往苏联学习。1928年因病j

回国，受聘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燕京大学，中国大学和农大

等校，但由予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而失去联系。 “九一八，，事

变后，他因从事抗日爱国活动遭到迫害，予1933年8月被追回

汴，任河南大学教授，后继续进行抗日反蒋活动。1937年9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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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造福人

民。在开封任教期间，他把从法国带回的香蕉苹果，香蕉梨与玫

瑰香葡萄的接穗和插条，引种在河南农专实验场，经过艰辛劳动，

从而使这些优良品种在开封等地试种成功，传播到沪宁鄂皖陕甘

等地，成为今日园艺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他不仅是我省水果科．

学实验的开拓者，也是中西蔬菜的推广者。河南省广泛种植和食一

用番茄也是由于他的大力推广。 一

12，王毅斋 ，

王毅斋(18 96一1972)，原名王子予，河南杞县人。14岁入

开封中学堂读书，未毕业而插班到河南高等学堂，1915年以哏

等第一名成绩毕业。l 923年赴德国，奥地利留学。l 928年毕业于

维也纳大学， 获经济学博士学位。1930年起任河南大学经济系教

授。他提出“挽国魂于蒙童，，的口号，捐出工资于1932年在杞县

创办大同中学，选聘进步青年任教。1935年他被大学解聘，他顶．

住经济和政治的重重压力，坚持办学。1937年后，中共杞县县委

即设于该校。 短短几年内即有不少教师和学生加入中国共产党租

“民族先锋队骨，并送成批学生到延安参加革命和到豫东人民抗日

游击队参加战斗。1940年他又被聘为河大经济系主任，并在系内办

一资料室，宣传马列主义经典著作，使学生走上革命道路。l 94r

年负责组织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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