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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教育大事记》是新编河南教育志的重要

组成部分ι

编修社会主义时期的新方志.既是对古代文

化传统的继承，更是一项有益当代惠及子孙的重

要事业。确如江泽民总书记曾经指出的那样，是

"承上启下，继往开来，服务当代，有益后世的千

秋大业。"

河南教育大事记遵循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

物主义，坚持广征博采，群牧众集，严格考证，精

心辑录，力求全面、系统、客观、真实。采用编

年体和纪事本末体相结合的编写方法，既能反映

大事的广度，又能反映大事的深度，主次分明，重

点突出，基本上能够震现出河南教育事业发展的

史事脉络。它对子正确认识河南教育历史和现状，

进行教育改革与发展的科学决策，继承和发展祖

国优秀文化传统，以及为教育科研提供信息资料，

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中共中央二国务院领布的《中国教育改革和

发展纲要》指出:"各级政府和教育行政部门要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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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科学研究和教育管理信息工作摆到十分重要

的地位。"编写教育志和大事记，既是教育管理信

息工作的重要内容，也是教育科学研究的一项成

果。

河南教育大事记的编篡出版，必将为河南教

育的改革和发展产生积极的作用。面对新时期社

会主义建设贼子教育的使命，全省各级教育领导

部门和各级各类学校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深

入调查研究.调整工作部署，采取切实措施，全

面落实《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的各项要求，

力争使全省教育在已取得重大成绩的基础上，尽

快登上新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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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综古代河南教育

18 石器时代

〈约 60 万年前-----1 万年前〉

距今五、六十万年以前，中雷猿人晚期阶段中原地区最旱的

1m始人群"南召人"活动在今河南南召县一带，他们在主毒蛇猛

兽及其它自然灾害进行藏强斗争的同时，产生了对后代的原始状

态教育，内容有火的使用与控制 .tr制程糙石器的方法，怎样按

年龄共窍芳功、共同生活等。南召人剖造了河南最早的原始状态

教育，促进了中黑人类的进化e

距今两万多年以前，中原的原始人群进化到真人阶段。活动

在今河南安阳一带的小南海洞穴人，耕作石器己掌握钻孔技术，爱

美的观念也已经形成。小南海lføJ穴人在生产劳动之余教育后代装

饰自己以美化生活γ征服自然以求得生存。这无疑是中华运族在

中原荫步形成的一种原始社会教育，它比离召人创造的原始状态

教育前进了一大步.

距今两万多年U前，安F日小南海洞穴人己确立了母系民族公

社。公社有一个共同的女捏先，全体成员都是她的后代。~族内

壮年男子担任打猎、捕鱼、保卫等事 z 商采集植物、看守住地、饶

垮食物、缝制衣服、养老育幼等繁重的任务，部落在妇女的肩上。

妇女是民族公社原始共产制经济的主持者，因此原始社会教育也

是以妇女为主体来进行的。这种黑始社会教育对维系母系民族公

社组织起重要的作用 e

- 1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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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石器时代

(纯 1 万年前""""'4000 年前〉

距今七、八千年以前，裴里岗文化在今河南薪郑县形成。从

此，中原人类进入新石器时代。新郑裴李岗人开始走出涓穴进入

平嚣，建造简单的房屋，形成相对定居的古代村落。他们教育后

代的范匿扩震到原始的农业和手工业，

距今七千多年以前，在吉阳城〈今登封县告成镇〉一带，有

古代村藩 20 余处，原始社会教育活动在陆域开展。

距今六、七千年以前，今洛阳、安妇一带地方的古人类拖着

生产经验、生产技术和社会生活经验的传授，远吉教育有了新的

发展。

距今五、六千年以前，仰韶文化在今湾商竭地县涎生.中原

古人类的定居生活相对稳定程巩固，甘落也进一步扩大和稠密起

来。九个、十几个村落组成一个"聚落"，聚落中心有一个公共活

动的大房子，除具有氏族首领选举、重要事项讨论、节日皮典和

宗教活动的功居外，这个大房子也是对民族成员和后代进行教育

的场所。这个场所虽不是学校，坦对后代乡校的产生有重要的意

义e

距今五千年以前，仰韶文化陶器上的多种持号证实，中累人

类己在漫长的生产实践中创造出符号记事方法。这些各种不同的

符号也就是中华民族最早的文字雏型.

距今五千年以前，中原一带的"聚落"诞生了原始的教育管

理制度-一教刑。教刑是聚落中心用于教育氏族成员的扑责之具，

又称"夏楚"。

距今四、五千年以前，黄帝〈今河南新郑人，中原华夏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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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共同祖先〉捞太室(今登封境内)，兴教化。黄帝时期中原远古

教育比较兴盛.许多发明创造如养蚕、舟车、文字、音律、医学、

算数等.都已经产生。

公元吕、五千年以前，黄帝之后的概珉(今河南旗南人.继

黄帝之后为中黑部落联盟领袖)，封大巫;即"南正重"专管神事，

加强对黎民鹤教化 z 命通晓耕作的"黎火正"专营民事.教在耕

作。这标志着五帝 Olp黄帝、额琪、誓、尧、舜)时代中原地区

部落联盟副政教合一"制度的初步确立。

公元前 2700 年，五帝时代中原已有学校.名叫"成均"。"成

均押在中国古籍记载中最担见于《周礼》和《札记>> , ({周礼>>:

H大司乐掌成均之法"董仲舒云"成埠，五帝之学。"付Li己比

"以其j芋，谓之郊人，远之于成均"董f中舒云"五帝名大学自成

均，则虞岸近是也。"

公元前 2600 年，五帝时代中原部落联盟的学校兼作养老、藏

米之所，呈有大学、小学之分。养老是民族社会的传统，将富有

生产经验和生活常识的老人集中起来，由集体敬养。这些老人自

然担负起教育下一代的责任，养老场所便逐渐成为传授生产、生

活经验和"图画文字"、"象形文字"的学校。当时，老人有"国

老"、"庶老"的等级区别，敬养的场所也就有所不同，遂形成上

库〈大学〉和下摩(小学〉。

公元前 2200 年前，中原部藩联盟领撞尧命慧和掌管时令，革tl

订 ßi法定西时，教民耕菌，不违农时。尧 81 岁时.以禹治水有功

封为夏{自令，使居陆城(今河南登封告成镇)，兴教化。舜在位 15

年时，命禹主集太室，行其教化.尧、舜、禹连续仔教化于阳域，

说明阳城不仅是当时中原的政治、经济中心，商且是中藏的文化

教育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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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朝

〈公元前 21 世纪~前 16 世纪〉

公元前 21 世纪，夏禹在确立王权后，于国都阳城(今河南登

封告成镇〉创立"东革"和"西序"，发展学校教育。东序为大学，

在王宫之东:西序为小学，在阳城西郊。当时，夏禹为了对外征

讨、对内镇压，特别注重写射，以培养武士。东序、西序传授射

术，兼授礼义.要求学生遵守长幼先后的次序，故名其学校为

"序"。阳城东序和西序是我国奴隶社会创立最早的宫学。

夏朝1人禹开始，到最后一个国君莱止，共传 14 世、 17 王，为

时近 500 年，先后以固城、黯霍(今河南禹判〉、帝丘〈楼陪〉、有

虞〈商丘虞域县〉、河内原〈济源市〉、老邱〈开封陈留〉、洛阳、

巩〈巩义市〉、斟都〈僵拇县〉为国都。以上各地均曾创办东序和

西窍，使中原一带的学校教育一直处在全国的领先地位。

传说中夏代的典册《夏书》、《夏训》、《夏小正》等，以及反

映夏代事迹的著作《禹贡>>，均为东序、西序对学生进有教育的重

要内容。这些典籍记载了天文、农业、地理的原始规律，说明中

蔑地区在夏代的学校教育己有相当水平。

夏朝后期，中累一带已经出现接近成熟的文字，陶器上的刻

却符号种类繁多，形体也己接近殷商甲骨文，说嘿夏ft在创造文

字方面向前迈开了大步。文字的成熟为中原东序与茜岸的定型和

发展提供了基本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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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朝

(公元前 16 世纪~前 11 世纪〉

公元前 16 芭纪，商都毫邑〈今河南商丘〉设"右学"于西郊，

设 u左学"于东郊。商朝开国君主商汤尊师重教，使商丘教育长

盛不衰噜对此，孟子给予高度评价，赞曰"汤之于伊尹，学然后

臣之 J' 意思是说，高汤尊伊尹为帽，先学于伊尹，后以伊尹为重

臣。这是毫邑右学和左学教育发展的一个重要原菌。

公元前 16 世纪，伊尹(今开封寐留人〉不仅授离汤以帝王之

术，再旦对汤的孀孙太甲的教育也卓有成效，后代认为伊尹在帝

王教育方面堪称典程。

公元前 16 世纪~公元前 14 世纪，商朝曾 5 次迁都，西毫

〈今1[1师〉、?敖(郑州〉、相〈内黄〉、邢〈温丢〉奄〈岳阜〉等 5 个

商1-t都域都曾经是全理政治、经济和文化教育的中斗。商代前期

远 300 年间，在文化教育上实行"宫守学业、学在官府"的制度，

清初著名思想家磨盟称之为"学即其政，政即其学。"

公元前 14 世纪末，商王盘庚迁雷都于殷〈今安妇)，学校教

育有了新的发震。殷都不fx.设立右学、左学.而且设立"警宗"和

"库"、"序飞雪宗专门向学生传授礼、乐知识，开我国报隶社会

音乐专门学校教育之先。

公元前 13 世纪，殷都甲骨文己成单字 4500 多个，文字结梅

除象形字外还有形声、指事、最倍、转注、会意等类。这是当时

世界上出现最旱的最先进的文字，极大地影响了中原教育.

公元前 11 世纪初，商代最后一个国君殷纣王囚禁茜倡〈即后

来的黯文王〉于美里域〈今湾南汤阴北)， Wf自在这里愤而写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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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经>)，后经孔子整理，成为儒家经典著作。美里城 3000 年来一

直是学者研究、学习《易经》的圣地。

西 j哥

〈公;元前 11 世纪~公元前 771 年〉

公元前 1027 年，西伯之子周武王攻克殷都，建立西题，以铺

京〈今陕西长安县〉为部。公元前 1025 年，武王之子诵l!P位，是

为成王。周公辅佐均主管理朝攻，为了加强对中原的控辈号，修建

洛邑(今洛因〉为东部。洛邑建成后，黯成王迂都于此。题公重

视教育，在洛色创"成周学梢.，集前1-t之大成，汇合各种学校构

成一套组织完备的学校教育系统。?虽邑设有国学和乡学药类，国

学分大学、小学商级，大学又分辟雍(太学〉、南学(成均〉、北

学〈上萍〉、东学〈东肢〉、西学〈西雍)五种，小学集中在洛邑

东郊。党遂、乡里剧分别设立库、序、家塾一类的小学。洛邑

"或属学棋"的形成，是中国奴隶社会高度发展时期学校教育成熟

的重要标志。

公元前 1020 年左右， 1各邑各级学校教师均由官吏兼任，有大

乐正、小乐正、大霄、小膏、大司成、南部、禽师墨、太{毒、少

傅、父野、少师、周氏、保民等教职称谓，大哥徒;患其成。教育

内容有乐德、至蓓、敏德、孝德、孝行、友好、照行、五礼、六

乐、五射、五御、六书、九数、六礼、七教、八政、乡三物等。

成题时期，建公理洛邑，曾"取易之三百八十受各系之以

辞"，并作《圄风》、《七月》、《鹊鸦》等诗，还著有《召语》、《浩

浩》、《多士队《梓材》、《大传》等文，成为各级学校教学的重要

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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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商时期.黯城〈今登封告成镇〉建周公溃i景台.现翻天象，

了解自月星辰的运行规律，传播天文科技知识。此举发展了前代

重视天文科技教育的优良传统，并使陆城成为以后历代研究天文、

学习天文的重要阵地二

春秋

〈公元前 770 年~前 476 年)

春秋时期〈公元前 770 年始).以洛邑为都城的东周和中原各

诸侯嚣因政治经济条件的不同，出现了"礼崩乐坏"的纷争局茧，

新兴地主阶级开始登上历史舞台，中原教育随之发生剧变，其主

要标志是在学兴起。

周平王元年〈公元前 770 年) ，洛邑官学大体上继承了成商砖

期的学校系统和教育体制，授名由吕学改为"明堂"。但到建平王

四十年〈公元前 731 年) ，东爵王朝已无力举办宫学 ， ì各邑教育明

量衰落二

卫桓公十五年〈公元前 720 年〉前后，中原第一位女诗人卫

庄公夫人庄姜〈今卫辉市人〉辞世。她的诗作《绿衣》、《燕燕》、

《自月》、《终风》均被收入《诗经》。这些诗篇文笔都很曲折，淋

漓尽致地表达了庄姜不满卫庄公荒淫无道的债慧和希其改弦的苦

衷.揭露了卫庄公的丑行。当对卫国文化教育水准较高，私学已

经产生，学生也扩大到奴隶主贵族阶级以外.由于庄姜的地位，她

的这些诗篇能够在在学传播，丰富了私学的教育内容。

窍襄王三年〈公无前 649 年〉至三十三年(公元前 619 年) , 

先后发生题颓、题带争夺王位之乱.世代掌握周王室典籍的司马

民选离洛邑到达晋眉，这些典籍以后又分散到卫、赵、秦诸国。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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