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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聊城镇系由聊城市旧县城、新市区及近郊农村所组成。

东至军王屯、李太屯与蒋官屯公社、许营公社交界。西到老

柳头与阎寺、西王两公社接壤，南至傅庄与李海务公社毗

邻，北到王官屯隔周公河与北杨集公社相望。

聊城镇系聊城市政治、经济、文化之中心。从清末至今

百余年，叙述它的教育史，时间之长，范围之广，系目之繁

都是颇有难度的。本着秉笔直书、务求其实的精神，通过走

访调查教育界前辈和知情老人，翻阅有关资料，我们编纂了

这份尚不完整的“聊城镇教育志》，疏漏之处在所难免，敬

请同志们给以批评指正，以有利于《聊城镇教育志》臻于完

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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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编 建国前的小学教育
’

．

，

第一章 清末的私塾学院概况

清末民初，官立学堂尚未普遍之前，城镇私塾颇盛，而

家塾尤多，有钱有势的富户往往请塾师课其子弟。另有董会

商行出资办学者。学生按年龄大小，程度高低吵及家境贫富

交纳学费(称束修)。还有鹅师自己设馆收录乡邻子弟入学

者，称为学馆。

私垫之学，大都由一个整师在同一学馆教授年龄不同、

程度不一的学生。学生人数少者三五人，多者一二十入。教

授内容亦各不相同，有读四书五经者，也有眇识字启蒙为课

业者。其教学特点是，同窗读书，分男!!教授，没有教时之

分。 。．．

·除私塾之外，还有称之为书院的官办或私办高级学塾。

据宣统二年(1910年)《聊城县志》记载。聊城城内在清光

绪三十一年(1 905年)废除科举兴办新学之前，共有书院五

处即东临书院，光岳书院、阳平书院、启文书院、摄西书院。

东临书院在县东，由明朝参政耿明创建。光岳书院在南

门里，雍正四年(1727年)知县张维恒建。龙湾书院在运河

以西，由太常寺少卿任克溥建。阳平书院在府学东、康熙五

十八年(1720年)卸府杨义乾建。肩文书院规模最大，在孙

．家胡同、乾降二十九年(】7G5年)南知府胡德林购郡入孙启

淑旧宅改建。该书院于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改为东B府



官立中学堂(即后来的山东省立聊城二巾)，今为实验小学

之大部。

摄西书院在城东北隅(今聊城城内公园)光绪二十二年

(1897年)知县凌芬就义学宅舍创建，后根据清廷谕令，予

光绪三十年(1904年)改为聊城县立高等小学(即后来的卫

仓小学)。

第二章 民国时期的小学堂

(1912--1936)

一、绪言

·民同时期，聊城镇的小学教育人都由私垫、学院过渡到

官办小学。根据中华民国教育部颁的《学校系统表》(即壬

子学制)之规定：初等小学修业四年，高等小学修业三年

(即四，三制)。此小学学制沿续到民国十二年(1923年)

新学校体制方案《学校系统改革令》(即壬戍学别)颁布，

规定。初小四年、高小二年(即四、二制)。此学制一直沿

用下来。

自1912年民国初建至1936年的二十四年间，聊城城内逐

渐以官立完小为主。城郊则以私塾合并的初小为多。、不过，

这个时期尚有私塾教育沿续下来。各类学校的教学内容也大

都以新旧学结合为特点。

二、最早的官立小学⋯东临道模范小学
该小学于民国二年(1913年)由东临道龚道尹倡议创

办，其校址在旧城西北隅，即今地区粮局院址。1927年北伐

后，东临道撤销，该小学改为县立第二小学。十四年问，先

2



后历经两任校长，即于东洲(任期较短)、李诚之。这段时

间先后在此任教的教员有t栾文甫、宁纯吉、庄尚韵，’任光

福、李慎五、李连池、胡捷斋、叶雨臣，孙达臣，孙秀一等

人。 ，’

·

东临道立模范小学有两个高级班，四个初小班，．皆为

单式，另设一班蒙养园(即幼儿园)，由女教师孙秀一授

课。 ． ．

该校规模大，设备全，有较多的运动器材，诸如。兰

球、单扛，双扛等，校舍内凉亭、假山、花园皆有。所学课

程有(<国文》、《算术》、《历史》、《地理》、<<自然》，

《修身))，《英语))、《音乐))，《体育))、《美术》，

《经书夯等。

三、学院改建的卫仓小学

卫仓小学在清末称县立高等小学，系由摄西书院改办，．

校址在今城内公园。该校驻地前为清末卫衙之仓库，校前一

条街，名卫仓，故后改校名为卫仓小学。该校创办时间为清

光绪三十年(1904年)一直延续到1946年聊城解放前夕停

力、。 ·

，。从民初到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卫仓小学历经两任

校长。叶圣传为首任，邹性纯继之。民国早期在此任教的敦

员有于功臣、王省身、王伯龙、庞伯华等。抗战前在此任教

的教员有刘伯平、刘金麒、李一山、贺岁德、向桐等。

卫仓小学的班级，民国早期为三个班(两个高小班，一

个初级复式班)，每班三十余入，实行四、三学制，抗战前

发展到一至六年级六个班，实行四、二学制。

所学的课程与东临道立小学相同。此不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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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适应新义化动运的平民小学

j一九二二年，为适应新文化运动，省立聊城三师九级学

生董玉衡等人，以学生会名义在省立聊城三师操场东侧(今

凤凰树坑东)办起了平民小学。初建时为一个班，后发展为

三个班。

该小学教职员均由三师学生会从三师在校就学的学生中

选派，轮流任职，多以每月一选换。也有继续两三任者。

平民小学办学费用均由三师学校供应，招收贫苦平民子

弟入学，免收书费学费，且发给学习用品。成绩优秀者还可

以得到物资奖励。

该小学从“五四∥运动后创办至抗战前夕结束。历经十

四年之久，在这里任过职的三师学生达数十人之多。后期尤

以地下中共党员为中心的进步学生为主。中共三师地下党员

亨畎江曾三期连任平民小学校长，在此任职期间办过“陶行
知小先生班"，做法是，先由老师教给小学生几个字，再督

促学生到家里教给家长。后郭庆江因从事党的活动被除名。

革命先烈王连级也曾任过平民小学校长，亦因从事党的活动

被开除。

在平民小学初创时期任过教的三师学生有·宋汤池、

刘文雅、钱金风、田景太、朱辅臣、任清景、倪宗洲等。李

玉责、张铁花、郝映月、刘子敏、白玉瑶等则为抗战前在这

里任教的教员。这个时期种花工人于风栖曾兼任该小学的训

育主任一年有余。

该小学终止于省立聊城师范停办前夕。

五，由庙宇改建的博聊关小学

民国十三年(1921年)聊城镇东关大街中段路北，由江

t



西会馆的一昕大院落改建为器蚕学校。因招收女工学习，也

曾叫过女子小学。民目十四年(1925年)山东省立三师毕业

的高材生丁广思饮分配到达里办小学。因这所院落附近彳】‘‘一·

座名为“博聊关”的小必楼，便将这所学校命名为“博聊关

小学”。 -

．

，

．这匹有五个教学班，教职工人数约十人。开设课程除与

上述学校相同之外，增设了《党义))(即三民主义)等。
’

由博聊关小学东去，过横跨古运河的闸口桥三百米左

右，路北有一座文昌宫庙。这里有博聊关小学的一个附设

班，教员为叶瑞符。到了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博聊关完

小巳挨了三任校长，即丁广恩，刘Il吕仁、宋汤池。!。，【l寸闪江

西会馆对长期用它的房子办学校有异议，博聊关小学髓由它

的第三任校长宋汤池主持，将该校迁到越河圈街的文吕宫分

校，校名仍为博聊关小学，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更

名。

六、教会学校一一：艾德小学 ．

早在民国九年(1920年)以前，英国侵略者就已涉足聊

城，在兴办教会的同时亦兴办教会小学。设在聊城镇巾华圣

公会教会(现闸口南太平街西，电厂东)内的文德小学即属

于教会学校。

初期，文德小学别于其他官立小学，学校办学宗旨在于

宣传基督教旨，培养部分基督敫宣传员。它有·一套教育系

统，即小学一巾学一一大学～神学院。学生深造结果乃
为中华圣公会教会领导人。入校的学生必须是雎督教徒子

弟，多花校食宿。除主食外，学校补助炭赞及剐食之类。除

学习正常功课外，还学习《公涛经》、《新约二。书》、((1t-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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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约全书》、唱((圣会诗．啦万之歌。‘每天早晚还必须参加礼

拜、诵经、祈祷之仪式。除正常铡假外，教会的重大节口如

·圣诞节等，也要放假。’‘ · ·

‘

该校一切权力归教会，校长由巾华圣公会会长任命。教

员由教会聘请，也有布道员兼教员的。
“

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文德小学在县教育局备案，定

名为聊城县私立文德小学。自此，该饺教员由县教育局统一

编制，所学课程与其他官立小学无甚差异，并且废i糸宗教课

目，吸收大量非教徒子弟入学。该小学有一至六年级六个

班，沿用四、二学制。在县备案后，历经三任饺长：1932年

为安幼章，1933年为李乍i才，1934年一1638_jp-为麻广亭。：
文德小学于193816日寇侵犯，聊城沦陷停办。

‘

七、光岳楼女子小学
‘

’

“五四黟运动给古聊城以深刻的影响。1922年，为适应

反封建形势，聊城城内楼l何大街路西仨?王毒11j建起了第一个女

子小学，校长为叶圣传(字戟门)。

这处女子小学创办初期完全招j发女生入学。可谓钙符其

实。后来也招入少量的男生入学，校名改勾第六小学。最

后，因该校距光岳楼较近，又改名为光岳楼小学。

这是一所官办的初、高，小俱备的完全小学，和上述几

一处完小一样，该校也有一至六年级六个班，实行四、二学

制，所学课程如上几个小学所述。

曾在此校任教的男教师先后有、邓迪肯、刘子蔚、宋汤

池，傅茂勋、孙芳麻等。女教师彳『崔秀玉、顾桐霄、刘月

英、欧阳梦梅等。

因时局动乱，该校时开时停，终于在1937年抗战开始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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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办。
‘

八、城，郊初级小学概况 。’
‘

清末民初，聊城城内有较早的书院改办或新创办的官立

小学，如上述几处完小。城郊则多是利用家庙、寺院、会馆’

等地集数处私垫为初级小学与城内完小协蒯为民国时期的教

育网。
’

．r，

’

’’

如、旧米市街最肖端，现市水币q【Ij附近，民国时期曾是

一座奶奶庙，名日海晦庵。由龙湾村及海晦庵两处私垫合并

而成为海晦腌初级小学。

民国四年(1916年)海晦庵小学创建。甲乙丙丁四个年

级分为两个复式班。所授内容陈初级圜语、算术、图蜮、体

育外尚学点“四书"“五经"之类的古文。教师则有原私垫

先生李平府、丁仲盈二二人充任。 。

再如。东城门外三义宫小学。三义宫小学座落在古城东

门外北侧城墙角下的原三义宫庙堂，坐西朝东。始建时间大

约在民国十六，七年(1927--～1928年)，当时有北屋七

间，东屋、南屋各三问。三间东屋原为“万源长"毛笔铺占

据，后来由当时的所i胃慈善机关一一道院在此兴建学校，名

为平民小学。将北屋的正中三问徊东屋、侑屋各三问作为教

室。北屋东头两间作为办公室，西头两问为教师住房。庙北

边一片洼地后来由老师相学生垫起来作为操场。该校招收的

学生多为附近街道贫苦市民子弟。共分三个班，约计一百余

人。学校有军乐队、大鼓、小鼓，洋号等乐器，搞的二I仁常活

跃。所教课程有。国文、j蠢学，，觉世经》《太上感应辅》，

后来又增添了《论}磊》等。以上书籍均由学校统一发放，并

发给～部分文具且不收学费。 ·

7



初建时在该校先后任教的老师有：傅尚：、}、邓楚麟、李

守树、齐来显等。由在道院的道友邓投瞻任名誉校长。

．土匪王金发进聊城以后(约1i民l目．f．九年)三义宫小学

由道院办学改为官办，同时将校钙改为“民众小学’’。这R’j．

的校长为刘保恒，刘以后由丁广居任校长。教师有刘子蔚、

于砚田等。后来所学课程和其他官办小学同。

三义宫小学停办的H寸问大约在民闷二十三年前后。

除上述两处小学外，尚有设住山陕会馆南大一：庙附近的

初级小学；现一巾教师家属院，原苏州会馆建的小：学I现北

花园附近的姚堂小学，前罗的支罗李小学，私锉舀办的三里

铺小学，由王雷汉、韩震等先行任孝{[。经VFh}i{I：f神改办的军

王屯小学，由原私塾先生马忠堂任教。这蝗村学火都有班

一，二个，学生二、三十人，授课内容则为新旧结合。

第三章抗日时期

(1937一一1945)

一，绪言

一九三八年十月，日寇攻陷聊城，城内外小学尽皆停

办，为推行奴化教育，日伪政权积极筹划开学事宜，然而上

述六处完小也只有卫仓和博聊关两处免强开课，其余四处完

小自此而停废。

近郊农村小学则以表面应付实则反抗的方式进行了反奴

化的斗争。 、

二、卫仓小学 一

自清末民仞由书院改办完小到1945年解放军围聊城结

8



束，卫仓小学在动乱的时局中，断断续续经历了三十余年的

历史。

因战乱停办近两年之后，于1939年下半年复学。至194 5

年六年中换了九任校长、他们是。孙树藩、段余生，冯焕

堂，邹性纯，刘九明，耿昆，王诚、仓季明、魏树德。这个

时期的教员也有二十余人次。

这个时期的班级∞为一至六年级六个班，四、二分段学

制，因战乱，学生人数很少。每班多至三十人，少则二十人

左右。所学课程除原有的《同语》、《算术))、《历史》、

《地理努、 《自然》等以外，增添了((公民》和((日语》。

卫仓小学的教师绝大多数倾向抗日，不甘受奴役之苦，

采取种种方式与日伪做无形的斗争。如中共城内地下党支部

书记李纯礼从1940到】943年在这里以教师的公开身份从事抗

日地下活动。校长仓季f!j】也曾口险掩护地下工作团团长赵健

民，让其化名曹振庭在校充当雇员进行地下工作。教员杨有

训、张铁花、柴荣等因倾向抗日被日伪县政府秘书赵健平以

共产党嫌疑给以打击迫害。 ‘

三、博聊关小学

搏聊关小学的复学日期与卫仓小学大致相同。班级课程

情况与卫仓小学亦无甚差别。这个时期的校长由张朝栋、壬

世宽、仓季明、邓权瞻等人先后充任。

当时、中共聊城县抗日游击政府教育科不断向博聊关小

学投寄宣传品，号召抗日。使师生抗日情绪不断高涨。如。

1912年，在一次日本统治者召开的会上，日寇军官佐藤问博

聊关小学教师葛寿卿。 “成：就新民会的意义是什么?"葛老

师竟回答。“联合抗日l’’险避迫；垮。还有一次、日本人来

·、． 9



博聊关小学训话，问学生：东亚战争的战果是什么?学生们

无一人回答，使Et本人大发雷霆。

五、城郊小学的抗日斗争情绪

中共地下党员王兆山于1940年在聊城镇近郊刘营村办起

了一个初级小学班，他经常以爱国主义的教材激发学生们的

抗日情绪。

前罗小学的苘景孟也在教学中讲授抗lj救围道邢从而培

养了不少的土地革命和解放战争时期的乡村骨干。

抗M战争时期，军王屯小学有四个班，包括两个高小

班。有教员六人，与抗M游击政府常接触，有书’了和劳贴抗

日标语之举。

五、1937年抗It战争·爆发后，抗日民族英雄范筑先的二

女儿范树现在城内袁宅子(今接北地区交通局)办起了抗日

小学。由她任校长，流亡到聊城的青年知识分子轮流执教。

该校办学一年之久，影响fl连大。

六、在抗战时期的小学还彳r私立教会小学改办的双街小

学，校长为刘英麟。于1942年建校。及由书法家杨簧庭首任

校长，于1943年建起的公正小学。这两处小学时问短，规模

小，均于1945年停办。 、

第四章， 解放战争及建国初期

(1946一一1951)

一、绪言

聊城予一九四七年元月解放。解放初期，为纪念抗El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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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英雄范筑先将军，曾改县铭为筑先县。聊城解放，百业待

兴。党和县人民政府在医治战争创伤、支援解放军南下的繁

忙事务中抓紧了小学教育的恢复和发展工作。城关区人民政

府对城镇及郊区农村的教育网点，尽其所能，做了较好的布

署。

二、遍布城内的四隅小学

聊城城内以光岳楼为中心?按方向命名的四隅小学是·

东南隅小’二。校址设在城内南口往东、顾天池的院内。

坐南朝北的院落，东、南、西三座民曙改为教室。三个教学

班，分由傅尚进、王兰芳、雍华辰执教。

东北隅小学。设在古楼北街白衣堂、张保进院内。南、

北两座民房做为教宅。两个教’羊班?分由来华、王世奖(女

)、屠学义先后执教。
。

西南隅小学，设绝城内西口南老孙家胡同，原李状元院

内。南，北两座大瓦房做教室、两个复式班j分由李±宾、

安文明、安文思执教。

西北隅小学。设在古楼两街西口、路北仓孝文宅内。两

个班?先后由仓孝文、郭风莲、屠学义执敦。
’

该四隅小学各班，均为初级复式。解放后贫苦的劳动人

民有了学文化的权力，纷纷送子女上学读书。四隅小学学生

’年龄：恐殊，班容毋较大。当时教材不稳定?多由原边区政府

临时选编。 ．

一九四八年，四隅小学统称第一中心小学，由邴克

仁、仓：#义先后任中心校校长。受城关区教育股领导。

三、城乡布点的第二巾心小学

出聊城古城东门，东j浦口口{番。

’

．’ ·j‘一 j． ·．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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