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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宁雪清

编史修志，启迪后人，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

统。编修社会主义新志，总结历史经验，研究现

实特点，针对国情、省情、．地情，探求规律i指导

现实，其“资治、教化、存史”作用十分巨大。

临汾地区古为尧都，历史悠久，源远流长，

自古学校遍设，名人辈出，在历史上留下光辉的

一页：近代以来，随着经济的发展，教育也在不

断进步。在五四反帝反封建爱国运动鼓舞下，中

国共产党临汾地方党组织，首先在学校里、在学

生中诞生，星星之火，终成燎原之势?抗日战争、
解放战争时期，地处革命根据地的临汾地区各

县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兴办战时教
育，为抗战、为革命服务，给前线输送了一批又
一批高素质的人才。人民共和国建立后，教育事

业迅猛发展，成绩卓著。由于众所知道的原因，

在我们前进中经历了不少曲折、坎坷，特别是十
年动乱，教育事业惨遭破坏，教训至为深刻。中

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经济建设

和社会发展，教育事业也蓬勃向上。目前全区已

形成基础教育、职业教育、成人教育等比较科

学、完整的教育体系，为提高民族素质，培养社

会主义建设所需要的各类人才做出很大的贡
献。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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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世修志，鉴古知今。《临汾地区教育简志》是

我区有史以来第一部教育专志。它的编纂付梓，有

．着深远的历史意义和重大的现实意义。“简志"以

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全面客观

地反映本区教育事业的历史轨迹，上溯明清，下及

当代，特别是新中国建立以来教育事业的艰辛创

新历程。j‘简志”本着详今略古、详近略远的原则，

坚持实事求是，秉笔直书，寓评于述。既反映取得

的成绩，又正视存在的问题。注意揭示教育本身的
规律，坚持教育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可作为教

育事业改革发展的历史借鉴。“简志”是一部观点。

明确、体例完备、资料翔实、文风质朴、具有我区地
方特色的好书。对“简志"的面世，特表祝贺之忱。

《临汾地区教育简志》是在各级领导关怀支持

下，全区教育工作者·＆血和智慧凝铸的结晶。参加
“筒志”编纂的，大多是从事教育工作的老同志j他

们怀着对教育事业的深厚感情，退而不休，余热生
辉，辛勤耕耘，锲而：不舍，为我区抢救了大量的教

育史料，做了一件功垂千秋的好事、实事。在此，我
，．谨向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和崇高的敬意。

当前，我区广大教育工作者，正在党的十五大

精神指引下，深入学习邓小平理论，励精于教育改

革。愿我们以“理论”为武器，解放思想，更新观念，

努力推进教育事业的发展。信心百倍，团结拼搏，

为“科教兴国”战略的实施，向宏伟的21世纪奋勇
前进!： 一

^

．，吖

”

．(作者：临汾地区行政公署教育委员会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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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

‘想、邓小平理论为指导；坚持辩证唯物主义

和历史唯物主义；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

改革开放，坚持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
‘j

基本路线。’
二 本志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

， 的路线、方针、政策为依据；以《冲共中央关

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和

《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

导方针的决议》为准绳。
‘

三、本志坚持运用新观点、新方法、新

材料原则进行编写；突出思想性、时代性、

’人民性和科学性特点；掌握观点正确、资料

翔实j特点突出、体例皖整、文风端正标准。
四、本志体例为横排纵写，以横为主，

纵横交错。先按各类教育的性质分类横排，

再按时间顺序纵写发展、变迁。主要编纂方

．法为以类系时，以时系事，以事系人。

．五、本志断限时间，上限1840年，按各

类事业发展有所上溯。下至1985年，并适
‘ 当作了延伸。

依据政治标准和详今略古、详近略远

的原则，本志重点地记述革命根据地、老解

放区和新中国成立后，全区人民在中国共

产党领导下艰苦奋斗几十年创建新型教育
．．3．



。事业的成就。对工作中的失误、问题和缺点，

实事求是、恰如其分地加以叙述，以吸取教

训，借鉴未来。
， 六、本志分上下两编。上编为全区教育

简志，下编为各县市教育简志。
由于全区教育大事记、校史和人物志已

分别印出专辑，本志不再编入上述内容。

七、本志文体为语体文，．以记叙为主，辅

之以图、表、录、泣等。
7

八!本志行文遵照1989年1 o月26日

山西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山西地方志编写

行文暂行规定》(第二次修订稿)施行，k以求

体例统一，文字规范，形式完美。 一

九、本志用字以1964年中国文字改革

委员会公布的《简化汉字总表》为准；数字使

用，按1986年12月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

会等单位《关于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试行规
定》施行。

十、本志资料来源于：．I省、地、县市档案

馆，教育局、学校资料室，清末民初的府州县

志隧及口_碑材料。’







概．．述
(一)

临汾地区历史悠久，自古以来教育比较发达。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封建教育的主要

形式儒学、义学、私塾、书院等，仍遍布全区各县。 ．

儒学为官办，设在学宫(：文庙内)。本区有平阳府学，霍州、吉州、隰州州学和各县县学，

在乡村还设有社学200余处。儒学教学内容主要为“四书”、“五经”，向学生灌输封建伦理

纲常之道，为开科取士服务，维护封建统治。义学为个人出资或村民集体捐输所办，供贫寒

人家子弟就读，是儿童接受启蒙教育的地方。教材一般为《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

等。清代，全区有义学180余处。曲沃县南上官村(今属侯马市)义学较为典型，该村定有

《义学条目》，，对教师、学生、家长及乡里公职人员分别提出要求，教学活动堪称正规。私塾

有一家或一个家族自办的，有村民邻里联办的，还有教师自己设馆授徒的。一般规模较小，

但随年景丰歉有起有落。教学内容与义学相同。清末，全区有私塾300余处，办得较好的

有太平县(今属襄汾县)赵康村尉家私塾、曲沃县兴隆庄王书绅家私塾、隰州城内的私塾

等。书院原为私人讲学的地方，至清代，逐步为官府所控制，变为官办。教学内容以儒家经

籍和“八股文”为主，专门为应付科举考试。全区有书院40余处，较为著名的有临汾晋山书

院、洪洞玉峰书院、翼城绵山书院、浮山神山书院等。
’

鸦片战争后，国势衰微，经济凋敝，封建教育也日趋没落。在人民群众反帝反封建斗争

的压力下，清政府不得不实行新政，改革旧教育：光绪二十七年(1901)下诏，改科举，废八

股：兴学堂。此后；’又接连颁布“壬寅学制”、“癸卯学制”，旧教育在形式上被废除，具有资产

价级性质的教育开始产生。至辛亥革命，全区各县城乡相继改办或新建中等学堂2处，小

学堂20余处。‘：今临汾一中、霍州中学、曲沃城关小学、临汾嘉泉小学、洪洞东街小学、蒲县

城关小学、浮山城关小学等都是这个时期开始建校的。这时的中小学堂，在“中学为体；西

学为用”思想指导下，增添了二些自然科学知识，旧经学、IEl#-L教的传授仍占相当比例。

帝国主义侵入中国后，西方传教士利用不平等条约，深入内地传教、办学。1904年，基

督教内地会创始人戴德生(英籍)和华北总牧师席子直(襄陵人)，在洪洞城内开办了普润

．中学；大宁基督教会主事王彦士、曹昌泰在大宁城内开办了文山小学。这是临汾地区最早

的教会学校，也是全区最早的新式中小学。、教会学校以宗教思想控制青少年，培养“西化”

．工具为目的，但也将先进的教学制度和科学知识带了进来，对本区新教育的产生和实施，

起了促进作用。：．÷，，．· ： ．：·一
·‘+

中华民国成立后，陆续颁布了许多教育法令，对清末教育做了进一步改革。本区各县

贯彻改革措施，教育事业得到了发展。据统计，到1934年，全区共开办小学2499所，在校

学生86266人；开办中学6所，在校学生500余人；师范学校2所，在校学生300余人。教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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