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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济县教育，志，!’

永济县教育志编纂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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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志由概述、分述、人物，大事记。附录五部分组成．．前三部分共列十四编·大事

．记、附录置于卷末。全志共35万乎j
’’

，! 、j

二、本志为永济县第一部教育专志，自唐代贞观年间即有官办的儒学，至今已千三百余j ‘、、k

_’。年，今仍本详今略古原则，关于古代教育部分只略记其儒学、书院、‘学塾之梗概，

j‘使得窥其演变发展而已． ：
。

_。本志下限至于1 985年。

。三、据史料记载，汉魏时期，河东已有郡国学的设立，北魏时郡守在蒲州(今永济)。

．故《大事记》追溯较远。
7

卤_、《人物》一编①不涉及历史名人。②入编人物只记其中有关献身教育的事略，不为．。

，．立传。③本编着重收集了新、旧民主革命时期和新中国成立以来之已故的地方知名
、

‘人士，主要是中、小学教师及领导干部。

壶、《附录》一编专为保存有关教育之文献而设，其来源除旧有之永济县志、府志外，历’ 。

i t史名人著述书目一节亦参考山西省图书馆刻印的《历代山西名人著述书目》一书：’ ．：

零、永济县历史上建置多变l今将自清末斟幕；’．鸯食砖朝的变化简要列表于卷前，其称
叠谓、区划因时而异，文内不再加茬0、‘．“、一，童‘＼
名、本志殖年均以公元纪年为准，括号’内注明I卣蕊年代~o，i大事记》一编于旧时代则按

：i 旧历纪年，1949年废旧历纪年后为蝉．一1 rl+；一 。

八、本志所载资料或为旧志所记，一’或南桌谤薪褥≯贸商仍有疑义处，保留原异义，以每
再考。

√
’

·：

九、本志各编中所引用之文言章句，《附录》中所载之历史文献。仍保留其原貌，除稍．
i：作标点外，不加注释。 ，’ ，

、．

率、本志使用支字，除人名地名等之特殊生僻字外，一律使用国家公布之简化汉字。 ，

书一、永济县有中央、省、地各级厂、场十余处，大都有子弟学校，及其他教育设施，。j
：!： 实为永济县教育增添异彩，故本志列有《厂矿教育》一编。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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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方史志的编修j，古已有之。不论是官修还是自撰，’一县之内

j唯县志而已。象今天这样组织_定力量为各个部门编写专志，历史

一j， 7．上或末曾有，’中、国地方志的源选流长，1。．是世界史上所罨见，’这也是

’．我们炎黄子孙的骄傲，然与今天的羊荤万马遥荡声势相比，。财又不

‘可同．日而语。’《疼济县教育志》正是在这样一个新的呖史吐翘￡毒．

拿周各地编‘写方志的时代洪流推动卞问世的，谨以涓埃乏馓，孝献’

‘于伟大祖国‘，奉献于伟大+时代：奉献’于永济县三十五万人，氐!．

： ’永济县《个历史古邑，’旧称蒲坂j‘或称蒲州，’相传∥有廪慧都，，、
一 。：处秦晋要冲，文化教育事亚源。渊久远，汉唐时代就有官办的‘学校。星

’‘

闫历史上自唐代始有书院：在永济县中条山五老峰下的“费君书院”，

．即唐人所建，今残碣尚存，．封建社会的科举取士时代，永济县的旧

志亦曾有不少光辉记录，或谓历史只能说明过去j于今有何意义7．当

然我们的编者和读者都不应醉心于既往，而是要奋起在令朝，为了

使永济县的教育事业在“四化”的建设中获得更丰硕的成果h历史

勿 的借鉴还是必要的。管子说：；“疑今者察之古，不知来者视之往” 。

。 ，r一部永济县教育志能告诉我们些什么呢。?一大家倘能从中窥得一点消

息，找到’些什么规律性的东西；或将有利于当前，有利于未来。。比

一如在中国教育史上巨大的变革时期：清末的“兴新学”，民初的“五

四”运动，在地方都曾发生怎样的变化，在山西，在永济的具体情况
。

。》又是如何?辛亥革命后，山西是阎锡山统治下的“独立王国?，民

．

畸

，国初年曾提倡过j“实业教育”，永济虞乡两县都有?女子蚕桑传习
： ’

’

，、

r
，

· 1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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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搿的创办。关于小学教育，当时亦颇重视师资问题，因之曾有”

师范传习所”， “二年制师范学校"的设立，这些，、在当年无疑都．

车藕生事物，．，．履拳，的命运如啊强?，枣什刍?⋯⋯．．，^：，!。-
‘．I．二部专志7，：馀了菩．诉，我们昨．天和前天：更重要迹是今天．．．建国

、

以来声考教市即．群’种诼施零其演享j二戛秽时．拳荽，，掺处今毒婆信?息时’
，代为’谱写永济县新时期的教育：蓝图，”它将提供给你●点墓础信．息． 。、_

√‘’¨泳~’济县教育’志7》编纂组的成‘旯’，：时经三戢，，面对十年浩劫后，

糟寒残缺‘，吏瘸箍觅酶菠軎系任I，茬我县拳少矣：心曼毒编穆的老同志
央另鹕下j芜砖．了基勘羹每务：．1|茵诧，、摹每旃志应皂萼萼孝阿．
志的时《紧迫感和编纂者曲：虏史蒉往感菱融、卞的产．物，’今-仓卒付． -．

印．，：硖舞：‘’锆疾难免，．J我们在参倍，．．庆幸之际尚望后．莱者的迸一孝、
充实和完善。．一 。‘ 。

。，．

‘

j：■。L． √ ；、。局长‘+I+赵清番．‘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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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济教育局办公大楼

永济中学教学大楼



西厢小学
南湖小学书画展览室

实验一J、学教学楼

弼；峡小学少年宫



一九六。年五月二

日最高人氏法院院长谢

觉哉视察卿岳小学L々针

研活动。

谢寿培卿头，1、学的

噩{町。

谢老纶“，岳小学题词．j的情形。



胡耀邦同志给卿岳

小学的题词．

一九云。

年五月十三日

团中央第一书

记胡罐邦同志

到卿岳小学观

察工作。

一九六0年五月二十四日外交部副部

长伍修权同志观察卿头小学。

·2·

一九六四年新西兰著名作謇霉易·

艾蔡到卿头小学视察。



糕黧
囊攀蒸荔i誊壤
霞磁算；黪；i痞缮
麟黪攀‘鹾麓i
’¨{誓魏糯潮驰审?：
： ^薏t{矗癣6⋯

．j⋯ 。。。“i。

政协奎国委黄喜文裁枣理田

团长锕愈之络卿头小学的题词。

一九人四年三月中央科协主

要直责人茅戊升在北京给竹头小

学的题词。

山西省委文教部部长解玉田捌斗头小

学指导工作。

‘3‘



一九五九年圃暂委书记

奎云、少儿部长李一到卿头

小学指导工作。

‘4’

《西厢美》(版直)

作者，南湖小学二年扭许蜜虹(女，七步)

版离《西厢美》一九八四年。六一’在莽兰

举办的国际儿童画展中获得的饲牌静芙状。 瘸姻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鬈

羞喜耋
著名版画家力群同志

给l§湖小学“j趣1uJ。

《丰收的歌》(版画)

作者：南|町小学五年组学生胡冬椿(女，十三多)

《喜急》(版画)

件者：知湖，：，学五午姐学生1：：：i({．十二，、

南湖美采教师张本寸在

精心指宁学生作画。

t前最小芾》(版画)

肛者：南湖小学三年级学生尤富强。

(s、十二，)

4蔗中厦笕幸謦凶

手管”缸锛



或展

lL柿

一九六0午许岳小学一c颂-『，培育的

甜南瓜。

一九五九f卿头小学}r书、，p，j

育的；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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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济县建置变迁表

(清初以来)

3728年清雍正六年⋯⋯⋯⋯⋯⋯⋯⋯⋯⋯⋯⋯⋯⋯⋯⋯⋯⋯⋯置永济县(始称永济)

1 730年清雍正八年·⋯⋯⋯⋯⋯⋯⋯⋯⋯⋯w⋯：⋯⋯⋯⋯⋯⋯·析临晋县复虞乡县(虞乡

之名始于北周)
?

I 947年⋯⋯⋯⋯⋯⋯⋯⋯⋯⋯⋯⋯⋯⋯一⋯⋯⋯⋯⋯⋯⋯⋯⋯永济、虞乡并为永虞县，

‘

永济县中条山以南地区埘
●

归永乐县。

1 950年⋯⋯⋯⋯⋯⋯⋯⋯⋯⋯⋯⋯⋯⋯⋯⋯⋯⋯⋯⋯⋯⋯⋯⋯永虞分县，撤永乐县，复

’

‘永济县、虞乡县。

i 954年⋯⋯⋯⋯⋯⋯⋯⋯⋯⋯⋯⋯⋯一⋯⋯⋯⋯⋯⋯⋯⋯⋯⋯·虞乡，解县合并为解虞县。

1 958年⋯⋯⋯⋯⋯⋯⋯⋯⋯⋯⋯⋯⋯⋯⋯⋯⋯．．．．⋯⋯⋯⋯⋯⋯永济，解虞并入运城县，
’

永济县中条山以南地区戈啦

归芮城县。

l!_161年⋯⋯··：⋯⋯⋯⋯⋯⋯⋯⋯⋯⋯⋯⋯⋯⋯⋯⋯⋯⋯⋯⋯⋯析运城县

永，虞合并称永济县，原

属永济之中条山以南地区

。

仍归芮城县。



第-编。概述··‘。o··：·⋯‘．：．⋯·‘⋯⋯一一⋯·-：·：⋯··：-}⋯’⋯·’⋯：··(：1“)
●

‘

第二编儒学．书院、学塾⋯⋯⋯⋯⋯⋯”⋯。·⋯-⋯一．．．．⋯(吉)

第一章 儒学⋯⋯⋯：“：一．．．⋯_⋯⋯：⋯⋯⋯⋯⋯··：⋯⋯⋯：一．op：⋯⋯．：．．．⋯⋯’f 5

一、府擎⋯⋯．：⋯．．：．．j．．⋯⋯⋯⋯．．．⋯⋯⋯⋯一．：⋯⋯．．‘⋯：：曩：：．’：⋯．．_⋯．．：f 5

二、州学⋯⋯⋯一⋯⋯⋯．．：一⋯．：．．：⋯⋯⋯⋯⋯⋯⋯⋯⋯．：⋯⋯．：⋯⋯⋯⋯．(5

三、县学⋯·⋯⋯⋯·：⋯⋯⋯⋯⋯⋯⋯⋯⋯⋯⋯⋯⋯⋯⋯⋯⋯⋯⋯一o⋯⋯．(6

(一)永济县学⋯⋯⋯⋯⋯⋯⋯．．⋯⋯⋯⋯⋯⋯⋯⋯．．⋯⋯⋯_⋯⋯．一’(6

(■)虞乡县学⋯⋯⋯⋯⋯⋯⋯·；⋯⋯一⋯一⋯．．-⋯··：·⋯．．⋯j⋯⋯．．。(6

第二章 。书院⋯⋯．：⋯⋯⋯⋯⋯⋯⋯⋯⋯．：．．．⋯⋯⋯⋯．：⋯．．：⋯⋯o．．j．?⋯⋯：f 7

一、费君书院⋯⋯⋯⋯⋯⋯⋯⋯⋯⋯⋯⋯⋯⋯⋯⋯⋯⋯⋯．．．．：⋯⋯⋯⋯⋯·(7

=、首阳书院⋯⋯⋯⋯⋯⋯⋯⋯⋯⋯．．：··：．．⋯⋯⋯⋯⋯．．：：⋯⋯⋯⋯⋯⋯⋯(7

三、河中书院⋯⋯⋯⋯⋯⋯．．．⋯⋯⋯⋯⋯⋯⋯⋯⋯⋯⋯⋯⋯⋯．．．⋯·：⋯⋯·(8

四、河东书院⋯⋯⋯⋯⋯⋯⋯·：：⋯⋯⋯⋯⋯⋯．．：⋯⋯：．：：．．：．．⋯⋯⋯⋯⋯⋯‘(8

． 五，王官书院⋯⋯．⋯．：：．．：．：：⋯．．：．．：．．．：⋯．．．⋯⋯⋯：：：⋯⋯⋯j：：：：_⋯⋯：⋯。(9

附：永济县历代书院兴废一览表⋯⋯⋯⋯⋯⋯⋯⋯⋯：：⋯⋯：⋯⋯_⋯(9

第．三章 学慈：：：：：：：：⋯⋯⋯⋯⋯⋯⋯⋯⋯⋯⋯．．．⋯⋯⋯⋯⋯⋯⋯∥⋯一_⋯·(1 j

_、．清代的学塾”?⋯．⋯⋯⋯⋯⋯⋯⋯⋯：⋯一’：‘’j⋯⋯⋯⋯jjj‘一·。：：：’y⋯⋯一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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