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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一)

，《信阳地区教育志》经河南省教育史志编委会领导和

有关专家评审，认为该志书观点正确，史料翔实，体例完

备有创新，文笔朴实、严谨，体现了“三新”精神。

信阳地处中州南大门，南依大别山屏障，北跨淮河天

堑，地理位置优越，为历代兵家必争之地。古为蓼、息、申、。

黄诸诸侯国，历史悠远，物阜民丰，人杰地灵，有数千年的

文明史。文化教育渊源流长，特别是苏区教育独树一枝，

在现代教育史上闪烁着璀灿的光彩。信阳又是现代建军

史上“将军的摇篮"，风云叱咤，人才辈出，为中华人民共

和国的诞生作出了卓越贡献。 。+

《信阳地区教育志》以丰富的教育史实和多彩缤纷的

教育景观，反映出其150年的时代风貌和浓郁的地方特

色，是一份宝贵的地方教育文献的汇集。作为河南地方志

丛书之一的《信阳地区教育志》，是河南省教育史志编委

正式审校出版的地、市级教育志书，她的问世必将对教育．

史志的编纂工作起积极的影响。：为此，特向全省、全国方

志学界及教育行政管理部门推荐。
’

。

河南省教育史志编辑室

。弓汐



序一(二)
。

《信阳地区教育志》，自1982年秋收集资料始，历8

载有余，几经修正，数易其稿，终编纂告竣，刊印问世。
。

纂修信阳地区教育志，乃信阳教育史之首创，亦信阳

教育界及全区人民之共同心愿，诚为盛举。信阳地处豫

南，历史悠久，文化教育源远流长，素有古楚文化故乡之

称。亘古至今，志士仁人，学者名流，为振兴信阳教育大

业，竭忠尽智，英勇拼搏，谱写了可歌可泣的壮丽篇章。盛

世修志，鉴古察今。编纂信阳地区教育志，旨在彰往昭来，

裨今世而惠后代，藉此举以启迪有志之士，继承先辈之

志，戮力同心，和衷共济，解放思想，立志改革，开创信阳

教育之光辉未来。 ，

信阳地区教育志的编纂，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

唯物主义观点，坚持实事求是原则，正本清源，详今略古，

立足当代，力求资料翔实，据事直书，不落俗套。

然因年代久远，记事面广，诸多资料残缺，加之编纂

水平和条件所限，谬误之处，在所难免，恳请读者指正。

信阳地区教育志，纵贯一百四十又五年，工程浩瀚，

任务艰巨。参与修志人员，不负全区教育界之重托，在艰

难工作条件之下，于漫长岁月之中，呕心沥血，辛勤劳作，

几经曲折，终铸成卷。志书之铸成，承蒙省教育志编委、信

阳地区地方志编委及各兄弟地市教育志编委鼎力相助，

亦蒙曾为信阳教育事业作过贡献的前辈、专家名流及各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方贤达不吝赐教，热情斧正，谨值志书付梓问世之际，一

并深表谢忱。 ，

’

一 古人云：“以史为鉴，可知兴替’’。愿信阳教育界有志

一之士，借鉴历史之经验教训，审时通变，聚血气于新硼初

发，集才智以振兴教育，以上慰列祖，下惠子孙。．

众推为志作序，难为得体，谨献此言，以示祝贺。 ．

信阳地区教育委员会主任 王美亭
1990年12月8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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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志书为反映信阳地区教育全貌的第一部资料性、科学性

的教育专著。 ，

，

， ，

。 二、本志书上限为1840年，下限1985年。

三、本志书先分期后分类，事以类从，横排竖写，按“篇、章、节、

目、条”五个级次排列。全书主体分“概述”、“大事记”、“清末民国时

期教育”、“当代教育”、“人物志”等。 ．7

四、本志书“详今略古”、“详近略远、详异略同、详本质略一

般”，立足当代，重点记述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特别

是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伟大变革过程。
‘

‘

五、本志书按照突出时代特点、地方特点和专业特点的要求，

凡属共性材料均尽量省略。
‘

“

六、本志书以文字记述为主，使用语体文。在体例上，继承了编

年体、记传体和记事本末体。在体裁上充分运用志、记、传、图、表、

录等各种形式，力求突出志书特点。

七、本志书记年，清末时期，用朝代年号表示，用公元括注；民

国时期，用公元纪年，用民国括注，或民国纪年，用公元括注；中华

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用公元。

八、旧制年月、学制年限、几分之几、约数、概数等用中文序数；

学校数、学生数、百分比等表示数量多寡的数目字，一律用阿拉伯

数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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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阳地区南依大别山，北跨淮河，总面积18293平方公里。现

辖9县1市，204个乡(镇)，3057个行政村，人口638．15万，耕地

812．44万亩。 ?

清代设光州、信阳2州及其所辖5县，隶属河南省汝宁府。雍

正二年(1724)，光州改直隶州，属河南省辖，领光山、固始、息县、商

城4县；信阳州领罗山县。民国初年，撤州制，设信阳、潢川、罗山、

光山、息县、固始、商城7县，隶属河南省南汝光道。南京政府时

期，增设经扶县，隶属河南省豫南行政区，后改为第九督察专员公

署。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分置信阳专区和潢川专区。1952年，

信、潢两专区合并为信阳专区，辖17县1市1镇。。1965年，淮北8

县1镇析出，另置驻马店专区；信阳专区辖信阳市和信阳、罗山、潢

川、光山、息县、淮滨、固始、商城、新县至今。这里属北亚热带向暖

温带过渡的地带，气候温和，山川秀丽，林茂粮丰，小农经济发达，

素称“鱼米之乡”。民国时期，战火连绵，损伤严重。加上其它种种

原因，致使工业生产和商品经济发展缓慢，成为贫困地区。

(一)
、

在悠久的历史上，本区曾出现过许多优秀人才。元代文学家马

祖常，明代诗人何景明，清代植物学家吴其潜，现代史学家尚钺，小

说家蒋光慈，作家叶楠、白桦等等，都为中华文明作出过杰出的贡

献。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本区新县是鄂豫皖红色区域的中心，革

命人才群体崛起。《中国人民解放军将帅录》中收录的将帅，信阳地

区籍者就有54人．，革命家邓颖超，革命将领许世友、尤太忠、李德

生、万海峰等，都是在这里出生的。信阳地区人民，为新中国的诞

生，作出了重大牺牲和可贵贡献。 ～ 一。～
本区教育事业经历了封建教育、半封建半殖民地教育、旧民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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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教育、新民主主义教育和社会主义教育五个时期。在漫长的封

建社会里，教育以“养成贤才，以供朝廷之用。诸生当上报国恩，下

立人品”为宗旨。本区州、县均设有儒学、书院、社学、义学和私塾，

一度曾出现过封建教育的盛期。清代267年间，开科考112次，河

南考中鼎甲头名状元仅1人，就是本区固始县的吴其潜。全省考

中鼎甲第二名榜眼、第三名探花和二甲第一名传胪各2人，其中1

名榜眼是固始的祝庆蕃，1名传胪是商城的程国仁。自道光二十年

(1840)至光绪三十年(1904)的64年间，共开科取士30次，全省考

中进士482人，其中就有本区112人，占23．2％。1862----1882年，

河南9次乡试中，本区光山县的黄缉、商城县的周文杰、固始县的

郑寅亮、光山县的许文炳、信阳州的郭家瑶均获解元(即第一名)称

号。光绪二十八年(1902)，颁订《钦定学堂章程》，次年又颁《奏定学

堂章程》，废除科举，广兴学堂。清代晚期，信阳辖区内共办有中学

堂4所(含教会办)，高等小学堂16所，两等小学堂17所，初等小

学堂309所，师范学堂2所，师范讲习所5处。一

(，一、)＼__··／

：，民国改元，颁行《壬子学制》，改学堂为学校。1915年(民国4

年)，袁世凯推行复古主义教育，遭致教育界民主进步人士的猛烈

抨击。省立信阳师范学校的师生，开办贩卖部，专门代售《新青年》、

《每周评论》。《新潮》等，宣传新思想、新文化，反对袁世凯的倒行逆

施。尤其是本区商城县进步教育家林伯襄，时任河南留学欧美预备

学校校长，愤然辞职返乡，表现出一个民主进步教育家的铮铮风

骨。； ．

。

“孟·四”运动，在本区教育界燃起了新民主主义革命之火。省

立第三师范(今信师)率先响应北京中等以上学校联合会的通电呼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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