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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城县教育志》的组织领导

编志开始，经过一段准备之后，于1984年成立了方城县教育志

编纂委员会。局长包彦田任主任，副局长高元璋任副主任，编委

有孔祥褪、杨志华、郑俊彦、张福恒、李福诊、杨文俭、程国珍。

下设办公室，主任高元璋(兼)，副主任，主编程国珍，副主

编李彦毅，成员有崔明祥、杨欣。i985年以后，由于体制改革，

由领导小组取代编委，历经教育局局长杨根立、郭岚松领导，副

局长靳广洲，宋长耕主管。最后编写、统稿，修改、定稿的领导

小组为l

组长 宋长耕

副组长 庞中立郝书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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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纂新志书是一项开创性的工作，《方城县教育志》的出版

问世，无疑是方城县教育史上的一个创举。它不仅为方城的社会

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服务，而且“鉴往知来”．，。“资鉴垂

训，，，它将在今后的方城教育事业发展中显示出不可低估的作用。

方城为中州古邑，有四～五千年的文明史。以往的州j县志

为我县文化教育保存了不少很有价值的参考资料，但这些志书中

教育部分极其简略，且有不少封建糟粕。今天的《方城县教育

志》依据教育的发展实际，真实地记述了方城县教育的源远流

长、盛衰起伏，：科学地体现了教育发展与社会政治、经济的关

系，无疑是份宝贵的史志资料和一部教育科研参考书。
1

’；

1《方城县教育志》的编纂受到了中共方城县委，：方城县人民

政府的大力支持。省、地教育部门的领导，尤其是省、地教育史志编

辑室、县志总编室的领导，在百忙中给以具体指导，这是修好本

志的前提。纂修过程中，由于体制改革中教育局和一些学校领导

成员的变动，编志领导几经变换。原编委主任包彦田，副主任高

元璋、前任教育局长杨根立、副局长靳光洲，．都分别在组织队

伍、资料征集、统稿和修改中做出了突出成绩。本志编辑室的同

志更是热情工作，充分发挥其聪明才智，圆满地完成了任务。还

有许多参与此项工作及为本志提供宝贵资料的同志也作出了有益

的贡献。借此，我们代表教育局党委和全体领导成员表示诚挚的

谢意。。‘：一，j一’，。．。 一。+：o’·，一．F．、’

， 最后，切盼读者对本志的缺陷和不足不吝赐教。 ：’j、ij

，

’· ·‘。； ：’ 一：zt

，．．．一．．中共方城县委宣传部副部长、教育局党委书记郭岚松

，。■．方城县教育局局长、教育志编纂领导小组组长宋长耕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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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振兴中华，科学是关键，教育是基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

以来，中央把教育列为发展经济的战略重点和建没两个文明的基

础，把发展教育作为实现四个现代化的蓬要环节。
、

观今要鉴古，发展教育不能割断历史。‘方城县地处中州南北

通道，历史悠久。它的教育虽称不上发达，但也有其发展的个性特

点。，汉代，地方官立、民立学校“次第备举，，，那时亦将教育发

展作为“巩奠国家之根本”。我们今天修志，从本县的历史实际

出发，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对古代和现代的教育史料加以总

结，取其精华，去其槽粕，这对我们现实的教育及今后的发展，

都是大有裨益的。

’1，，1984年3月，在中共方城县委和政府的关怀下，在省、地、

县修志部门指导下，方城县教育志编纂委员会成立，并开展了工

作。几年来，教育局领导重视、-支持编辑室的工作，编辑室的

同志以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根据党的十一届六中全

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精神进行编写，，

于1987年夏完成了初稿的写作任务，经过单位领导和本县知名教

育行家的评审，又做了数次修改，至1987年底，纂成此稿。

纂修过程中，在搜集资料期间，王延波、王长明、赵洪林等

同志和各高、完中，各乡镇参与此项工作的同志，都做了大量工

作，提供了不少很有价值的资料，在这里一并致谢。

编写社会主义的教育志，是一项前所未有的工作，由于资料不

足和水平的限制，错误、疏漏之处实所难免，还望专家、学者、同

行和各届人士批评指导。
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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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城县教育志编辑室
“

1988年3月



编辑说明

一、本志编纂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四项基

本原则，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以《关于建

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指针，充分运用史料，反映

方城县教育的历史和现状，力求做到思想性、科学性的统一。

二、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本着“继承历史，反映现实，服

务四化，有益后世"的目的，反映历史本来面目，以期起到“存

史、资治、育人”的作用。

三、本志上限起自尚古，下限至1985年，详今略古，以新中

国建立后36年为重点。

四、本志包括志、记、传、述、图、表、录，以志为主；概

述、大事记宏观排列，事业发展，采取分门别类，横排竖写，以

章统节。

五、对各时期政权，按习惯称呼，不加政治性的定语。对历

史纪年，1912年前按当时通用称谓，在括号内注明公元年份；

1912年后，一律用公元纪年。

六、对人物直写姓名，一般不加褒贬之词。

七、解放初期，方城西北部分区、乡曾属鲁南县管辖。1951年

9月，南阳县的博望、柳河二区划入方城县，疆域归属时限不一，

故记事和统计数字以原方城县所辖乡(镇)为主。

八、本志资料来源，以文献资料为主，口碑资料、特约稿

件均经反复核实，旧志中的错误部分，改正后，附有更正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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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 方城县地处中原，‘古为豫州之域，西周为鄯国，秦置阳城’’

县，汉改堵(者)阳县，北魏置方城县，金置裕州。明废县置州，t 。．

7‘’

民国复改方城县。新中国沿用方城县名，’’1985年辖15个乡(镇)五?，’

居民853310人。’q0．一。一 ：?卜，’：t：．， ’、．、，‘，一、，二．≥ 一
，

、 ， 一方城县历史悠久，早在新石器时代，勤劳勇敢的先民们，1距’‘
、

j ， 在方城创造了灿烂的文化。“县境张庄、平高台等11处文化遗址表
’。|， 明，方城在原始氏族公社时期，经历了仰韶文化、，屈家岭文化矿；．

；，龙山文化等几个阶段，已有数千年的文化史。．。其教育始于何时，
j

． 虽无文字记载，’但大量出土文物表明，作为社会生产、生活的原 ．

’始教育形态早已存在。春秋末期方城已是繁华城市。楚惠王三十’、

=年(公元前457年)至秦时，方城为阳城君封地。境内，夏路" ．

纵贯南北，曲今之大关口向北直达黄河流域诸国。这亦表明，当
’

时方城的文化教育已具有一定的水平。’‘‘一√’ !』一”一： j，
‘

。

!。j西汉文帝时，’法治学家，j廷尉张释之，东汉光武帝时，古文

-经学家、待招公车尹敏，‘三国魏明帝时，冶铁家，，司徒韩噩，他
‘

们均出生于堵阳，就学于乡里，博学卓识，成名报国t没有家乡
’

． 的昌盛教育为基础，是决不能成为栋梁之材的。，古代名入学士来
’

? 。、访方城或途经游憩而进行交流者不少：孔子使子路问津于方城山，’一；一

，r+’说明他们周游列国讲学曾至，唐代大诗人李自i 1北宋诗人兼书法 ，

“
家黄庭坚、明代尚书于谦0金代文学家元好问、清代政治家林贝lj

“

．

‘

徐，”诗人兼书法家何绍基等，都留有佳作名句。这些启迪方城县；
‘

文化教育的名作，．至今铭载史册o=，．：t?_t， 。一“j，’、：“一： ，。。

ll≯j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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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地方官学“校庠序"的发展，为唐代教育奠定了基础．

隋唐统一中国后，大力振兴儒学，在重视学校教育和科举考试的

同时，提倡佛道及百家学说。三教争相发展中，方城文化和科学

技术教育也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至宋，元时期，因这里地处要

塞，征战频繁，教育的发展受到了一定影响。其后教育则盛于明

朝。

明洪武三年(1730)知州缪乘先改建儒学，、。“盖崇先师而隆

教养也∥。八年(1735)， “各关、乡俱设”社学， “延师儒以

教民问子弟"。方城教育日隆，一度有“甲第蝉联"之誉。

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我国进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而在教育方面，特别是河南教育，·个时期无大变化。1898年，

戊戍变法运动影响所及，方城义学有所发展，毁神占庙兴学者居

多。以后废科举兴学堂，改良私塾。方城在办学革新运动中，．

无论是在教育思想上，还是在教学内容上都经历了进步与倒退i

爱国与卖国、奴化与反奴化、专制与反专制的斗争。至光绪三十

二年(1906)，’方城高、初等小学堂8所，师范传习所1，所相继建

立0其后，：简易识字学塾达到23所。学堂的革新，+=学校教育的创

立，优以封建科举制度为核心的旧教育进了7大步‘但在教育内

容上除一部分近代科学知识外，所谓“中学为体誓的讲经，修身

等科目仍充斥着封建内容。学校体系、’课程、教材√教育行政组

织都是抄袭外国(主要是13本)；不切合中国实际。 ’．

‘ 中华民国成立后，废除清代学部，建立教育部；废除小学读

经科；各类学堂和堂长改为学校、校长；批判了封建主义的“忠

君、尊孔；尚公、1+尚武、尚实’’。教育宗旨。这些进步措施，在实

施中遭到袁世凯的“尊孔以端其基，尚孟以致其用"复古方针的

干扰。方城在这一时期的学校基本仍同清朝末年-样，并无大的

进展，私塾仍是遍设城乡。1914年建立的师范传习所，1918年建

立的女子小学，1925年建立的模范小学和县立初级师范学校，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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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1926年军阀混战的战火波及方城时停办。1930年，方城县教育。
．

。 有所发展，；1933年，、全县学龄儿童共有72525人，，入学儿童(包

，·括入私塾)12143名，失学儿童60377名，与邻县教育相比仍属落

。 后。1936年全县的县章，区章，高卜初级小学达到122所，。’私逝
‘。

教会小学S所，．在校学生5601名，私塾116所，⋯在校学生2122
： 。名，初中1所，学生37名，简易师范l所，学生51名。 ÷。。‘。．

民国以后，方城县教育发展缓慢的主要原因，除旧的教育制
． ’度外，还在于教育经费困难。全县学田操纵在城内绅士手里，给

． 收租，增租造成困难，就是教育基金生息数千元，教育局也无权

过问。再加上地方的派别明争暗斗，一这对教育事业也是极大的摧

。

+r 残·oⅥ、j⋯。； ．?，一t。一“‘一一 ，一。’： -‘。#j：一；

峰一抗日战争时期，方城县的教育一度发展，．，是学校数量多，。质

量较好的时期。其原因0一是人们的民族斗争，阶级斗争觉悟空

前提高，人们能够认识到振兴教育即是振兴民族的必由之路和救

国救民的大计；二是抗战时国民党政府规定学生不抽壮丁2(j缓

役)，i家长为让孩子躲壮丁而上学的不少，三是学田不交苛捐杂
。

税，四是当时的国民党军队高级将领在方城县大量置买田地，他

， 们为了掩盖其贪污剥削面目也出资办学，如明德中学、子瑞中学
“ “

等，同时还有一些地方绅士、地主捐献土地办学，如澧阳中学，

． ’、，方南中学、新裕中学等，：再加上开封沦陷丽迁入的私立河南高

， 中、尚志高中等。据1945年统计，，在这阶段，金县高初级小学在

校学生40841人，中等学校共发展到9所，总计在校学生1475名o

‘中、小学在校学生分别比抗战前增加7倍多、16倍多。．J。，。
-

4伟大的抗日战争，也是一场民族斗争。抗战·开始，中共地
’

下党南阳特支即派员到方城开展工作。1938年2月中共方城区委

成立i在地下党的领导下，。各级学校师生的抗日斗争和民主运动

不断发展。10月中共方城县委成立，继而方城师范，独树小学，。
一 师范附小等校建立党支部。抗日宣传活动遍布城多，不少中、小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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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师生充任了宣传骨干，尤其是中学的抗日救亡运动风起云涌，一

为国家培养输送了一批优秀干部走上抗日前线，4为巩固发展方城
抗日统一战线做出了贡献。在民主运动中，师生的阶级斗争觉悟

提高了，既抗日又打击土顽势力，培养与锻炼了大批青年学生，

为全国的解放事业准备了人才，输送了人才。1945年8月14日，。

日本被迫宣布无条件投降，国民党各级政权机构恢复，学校陆续

开学复课。次年6月，国民党反动派撕毁重庆和淡协定，向解放

区大举进攻，举世闻名的解放战争开始。这时，各级学校在方城

地下党的领导下进行着不同形式的斗争。

1947年11月6日，方城解放；“月中旬，方城县人民民主政

府成立。之后，许多在家赋闲的知识分子，在参加县委和人民政

府主持召开的知识分子座谈会后，认清了政治形势，接受了党的

知识分子政策，积极出来参加工作，参加教师队伍。1948年2

月，古庄店、拐河、孤石滩、‘．独树完全小学先后复学，农村小学

相继开学上课，至12月方城全县有完小7所，乡小49所，计8S

班，：学生2188人，教师93人。1949年9月，、全县完小发展为19

所，71班，学生3451人，教师106人，乡dx78所，201班，学生

9009名，教师229人，初级中学1所。6班，学生220人，教职员

工19人。这一时期，全国解放战争正在进行，解放区大后方紧跟

全国形势，开展大宣传，大支前，方城县教育战线紧密配合，大

力开展宣传教育和做好支援前线工作，动员青年学生参军参战，

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为全国解放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1949年lO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方城县的教育事业

从制度、内容到方法都进行了彻底的、有计划的改革，迅速建立

了以提高人民大众的文化水平，培养为国家建设和为人民服务的

人才、巩固发展人民民主专政为主要任务的新教育。．30多年来，

教育在改革中发展、在提高中前进，取得了很大成就，也走过陷

折道路。1950到1956年，是恢复和发展时期。这一时期，．虽然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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