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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藁城，地灵人杰，教育早修，素有“古文献地”之美誉。

据台西商代遗址考古发现，藁城为商文化发达地区。春秋，为肥国建都的地

方；西汉置县；隋行科举；唐官学、私学盛行，时藁城有进士倪若水。宋金，在邑西

建儒学(县学)，经义进士王若虚，文章、教绩著称当世，史称文学家、文学批评家。

元教育大昌，著名学者、教育家安熙，祖孙四代从教，莘莘学子，多有名流，创造了

藁城教育史上的繁荣时期。明清，书院兴起，人才济济。近代教育，贤智辈出。改

革开放新时期，科教兴国，教育繁盛。综上在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勤劳智慧的藁

城人民，修教育，开民智，耕读传家，创造了藁城教育的壮丽历史篇章。其贤哲志

士，师承艺业，当流芳史牒。

编史修志，是中华民族优良文化传统。藁城修志，始于明嘉靖十三年(1534)，

至清末、民国，历次修志虽对教育记述粗略，但不乏为后人留下珍贵历史资料。新

编《藁城教育志》，坚持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一改旧志粗疏之弊，实事求是，刻意求

新，全面系统地记载藁城教育历史和现状。鉴别资料，求真求实；运用资料，详今

明古。着意用新观点、新体例、新方法，精心编纂，力求思想性、科学性和资料性的

统一。诸如藁城之古代教育、学前教育、普通教育、师范教育、特殊教育、成人教

育、职业教育、民办教育、农村综合教改、教育管理、教学研究、教育人物、人才输送

等等，无不备载。尤其浓墨重彩地记述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人民教育事业的辉

煌成就。全书14篇、41章、82节，上溯古代，下及改革开放新时期，实乃贯通古今

之地方教育通志。可为执政者了解市情、通晓教育、科学决策提供客观依据；可使

乡邦子孙以此为借鉴，从中了解家乡教育之光耀，增强学成报国之信心；可为从教

者开展学术研究、科教兴市，提供系统的基础资料。

读史知兴替，鉴古方识今。愿藁城人民以此志为鉴戒，认真研究家乡教育的

优劣之势，深刻认识家乡教育之过去、现在和未来，不断创造藁城教育的新辉煌。

《藁城教育志》的出版，渗透着两届编纂人员的心血和汗水，也与各界人士的

支持与合作密不可分。在此，谨向所有参加编写的人员和提供资料的单位，以及

帮助审稿的领导、专家，表示诚挚的谢意!以为序。

藁城市教育局局长 焦振芳

2000年10月30日



凡 例

一、本志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为指针，运用辩证唯物主

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直书藁城教育之历史和现状。
7

二、本志为藁城教育之通志，本着贯通古今、详今明古的原则，重点记述晚清

以后的近、现代教育，上限尽量对各级各类教育追述其始，下限止于1995年，重大

事件记至搁笔时。

三、本志遵循横排竖写原则，首设概述，总述梗概，统摄全志。次为大事记，纵

．贯古今、余以各级各类教育事项分类设篇、章、节、目，另将有关未尽内容附后备

查。

四、本志述、记、志、传、图、表、录诸体并用，以志为主。大事记采用编年体，辅

以纪事本末体。

五、本志坚持生不立传原则，遴选本市教育界已故著名人物，立传以本籍为

主，兼顾客籍。另对当代教育业绩突出的在世人物作简介，以彰其功，昌明教育。

六、本志采用现代语体文，力求语言简洁流畅。人物称谓，直书其名，或在姓

名前冠以职务；地名和教育机构采用当时称谓，括注今名。 ．

七、本志纪年，1949年前用历史习惯纪年，括注公元纪年，1949年后用公元纪

年。各种数据，以教育年报为准。表格、数字及时间书写一律用阿拉伯字。

八、本志资料广征博采，继以考证，言必有据，入志必慎。人志资料一般不注

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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藁城，地处河北平原腹地。汉置县，隋置

廉州，后复为县。其历史久远，教育早修。据

台西商代遗址发掘证明，约在3500年前商代

中期，藁城先民——朵氏部落即在县域沿河

地带筑房凿井、耕牧种植、养蚕纺织、冶铜锻

铁、烧陶制漆、造曲酿酒、采药医病而繁衍生

息。古人类这种劳动和生活方式的进步，体

现了藁城原始形态的文化教育，说明藁城教

育发展史源远流长。

惜商周秦汉时期的资料无志可考。至隋

唐，实行科举取士，儒学教育大昌，州有州学，

县设儒学。隋炀帝大业二年(606)，设进士科

取士。唐统治者又进一步完善科举制度，实

行“重振儒术”的教育政策，县内文人士子多

以科举进身，读书学文之风盛行。唐开元初

(713)藁城学子倪若水中进士及第，擢为中书

舍人，授官尚书右丞。

宋金，藁城儒学趋于完备。宋元}右六年

(1091)，知县祝安上将邑西之儒学迁建于县

城，是为藁城古代教育之基地。后，中原兵连

祸结，学废庠圮，教育衰退。金人人主；仿唐

宋教育制度，县学复兴，私学再立，教育繁盛，

人才辈出。金礼部尚书杨伯雄及其弟杨伯

仁、族弟杨伯渊，举同时代进士；金承安进士

王若虚，学成后，致力于诗文、经学研究，其文

章持论与汉宋儒者解经之迂谬相左，主张词

达理顺，摒弃浮夸险怪之说。入朝为翰林直

学士，主典贡举20年，主文盟30年，对金代

学风、文风影响深广，成为著名学者、文学家、

文学批评家、教育家。

元朝开国，藁城官学、私学有更大发展。

著名儒生安滔、安松、安熙、安肇祖孙四代设

馆讲学，名闻遐迩，成就生徒不下千数百人。

其文章艺业尤以安熙著称当世。安熙少得保

定刘因之学，其不乐仕进，继承祖业，撰定《四

书精要考异》，为生徒应举之教本，在家乡收

徒讲学，成为著名学者、教育家。安熙的学术

思想同于刘因，讲经反对空对空，重视实学，

提倡读书“以及于物，以及于行”，开藁城一代

实学新风，对发展藁城教育事业影响颇大。

后同栾城李冶主讲封龙书院，力主教学与研

究相结合，教绩卓著。安熙门生李士兴攻理

学，得安先生之传，设馆教授，人相师之。其

道讲“五伦”、心存“三畏”，对当时藁城凑书人

科举进身影响深远，县内文人士子可谓贤良

荟萃。元进士张延、张恒、董文用、董士恒、董

士珍、杨亩等，有的是府学著名教授，有的成

为“才堪公辅、弼亮四朝”的朝廷重臣。

，元末，战乱频仍，学宫废弃。明初，力兴

县学，重修学宫，儒学教育进一步光大。建大

成殿、明伦堂，增葺校舍，绘圣贤像，成为藁城

一座规制完备、设施齐全的最高学府。委派

学官，邀请师儒，教授“四书”“五经”，并增武

科。同时，始于唐宋的书院在藁城始得复兴

和发展。明嘉靖十三年(1534)，知县尹耕在

县治创建滹阳书院，是为学派活动场所。至

清代，书院几经重修增筑，于县城又建成培英

书院、滹南书院。尤其滹南书院因以王滹南

(王若虚之名讳)冠名，知县阎尧熙亲作《劝学

十则》，张于书院，晓于士子，勉励生徒习儒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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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故独具特色。清康熙《藁城县志》有言：

“书院，分馆以萃群书，会讲以集众见⋯⋯，交

相劝勉，则真才出。”这时的书院已与官学无

异，生徒为应科举而穷“八股”，已无讲学之

实。空疏无用之学风盛行一时。

明清时期，藁城地方教育得到广泛发展。

不仅儒学、书院多有重修，而且全县编民改里

为社，广置社学，延师以教民间子弟，私塾、义

学亦广为普及，全县有记载的义学32所，私

晚清时期，推行新政，废除封建科举制

度，新学制诞生。光绪二十九年(1903)，清廷

颁布《奏定学堂章程》(即癸卯学制)，是为第

一个推行全国的学制。光绪三十一年

(1905)，“停科举，以广学校”，时滹南书院教

习李树春，力推新学，被直隶省选派赴日本考

察教育。继而成立县劝学所，出任所长。又

在滹南书院创办藁城县第一高等小学校，从

此揭开了藁城近代教育史新的一页。到宣统

元年(1909)，全县建起小学堂85所。当时，

县内有识之士呼吁：“若欲高尚女子之程度，

非入学读书不可!”始在县城文庙(今市政府

住宅楼处)创建两等(初等、高等)女校，是为

直隶省发展乡村女子教育之先例。民国元年

(1912)，国民政府颁发关于“注重道德教育”

的新教育宗旨。接着出台了《壬子癸丑学制》

和改革法令，将劝学所改为教育局，令各小学

废止读经；初高等小学学制各缩短一年；唱

歌、图画列为小学正式课程，藁城教育逐步走

向正规。但由于民国初期的军阀混战，学校

教育发展，出现十年徘徊局面。

民国11年(1922)，北洋政府颁布《壬戌

学制》，中小学实行“六三三制”(小学六年，初

中三年，高中三年)，国民教育有所发展。先

后建成县立南孟第一完全小学、县立梅花第

二高等小学、南董第一女子完全小学。

塾大村三四处，无私塾的村甚少，且在藁城大

地延续了1000多年，至民国初尚有存在。对

发展藁城民间教育起到重要作用。这一时

期，藁城贤哲名流济济，名臣硕佐辈出。两朝

举进士者52人，文武举人190人，武状元1

人，贡生500余人。仅明廷户、礼、吏、工、刑、

兵六部尚书中礼部尚书崔亮、户部尚书石玢、

吏部尚书石王缶、刑部尚书张子麟、兵部尚书

许守谦，皆为藁城养成之优秀学子。

“五网”运动爆发，震动了藁城教育界，第

一高小附属师范班师生，开展起轰轰烈烈地

反帝、反封建王卜争。在“五四”运动的启迪下，

诸多进步青年和优秀毕业生，抱定求知报国

之决心，考入正定、保定、天津、北京等中学，

继而升人大学。据统计，到民国21年

(1932)，藁城有大学生115名，其中师范专业

毕业生23人，政治法律专业15人，铁路交通

专业5人，理工农医专业19人，军事武备专

业40人。这批大学生学成后，有的回到家乡

成为发展藁城文化教育事业的骨干力量，有

的成为军界高级将领。民族精英郝梦龄(庄

合村人)，保定军官学校毕业后，升为国民革

命军第九军军长。在抗日战争中，率部与Et

军作战，不幸殉国，是为国人崇敬的抗日名

将。

在发展小学教育的同时，职业教育开始

起步。民国5年(1916)，创办师范传习所，并

在第一高小附设单级师范班。后几经调整和

发展，建成女子乡村师范学校，除培养小学教

师外，还承担启蒙教师的培养任务。民国37

年(1948)，成立藁城初级师范学校，其毕业生

大都充实到教师队伍，成为发展藁城近代教

育之中坚。此前，北洼村著名中医路益修(字

鹤龄)，创办鹤龄中医学校，连续培养三期毕

业生，个个能独立挂牌行医，成为悬壶济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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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间名医。其亲传学子路志正，解放后，进入

医学界，不但有丰厚的医学专著，还曾多次受

国家派遣出国讲学，成为当代著名的中医学

家。表灵村李树春联络同仁，在石门(今石家

庄)租用校舍，创办私立“成美职业学校”，为

藁城及周边地区培养了一批经管小型工商业

的人才。

民国17年(1928)，于县城开办2所民众

学校，随后又成立了通俗图书馆、民众教育

馆，并在南董、贾市庄两大集镇建立第一、第

二通俗讲演所，开展民众教育。同年，军阀统

治结束，全国统一于南京政府，直隶易名河北

省。自此废止党化教育，实行“三民主义”教

育，县内国民小学奉命增设“三民主义”常识

课，藁城教育出现短暂的繁荣。至民国24年

(1935)，全县有乡村女子师范学校1所，小学

238所，在校生总计18574人，教职工509人。

“七七”事变后，日军侵占藁城，县立第一

高小被日军培训处强占。不久，全县沦陷，大

多数学校被迫停办。民国26年(1937)，藁城

县伪教育科成立，并忠实执行“以和平反共建

国”的教育方针；民国27年(1938)春，藁城县

抗日政府成立。藁城境内出现了两种不同性

质的教育，即日伪奴化教育和抗日民主教育。

日伪时期，除在铁路沿线村庄进行奴化

教育外，还在敌占村镇开办El伪学校。此外，

伪新民会宣传科还经常在城镇乡村对农民群

众进行“王道乐土”、“大东亚共荣”的殖民主

义教育。

为抵制日伪奴化教育，发展抗日民主教

育，抗El县政府教育科开办短师，培养了一批

坚决抗日的教师骨干，分派各地恢复发展学

校教育，积极贯彻边区政府提出的“教育为抗

战服务，教育要面向群众，普及义务教育，培

乔抗日干部和专门人才”的方针，培训提高党

员教师的思想水平，健全教育委员设置，创办

抗日小学，编写抗日教材，开办“平民夜校”，

发展农民教育。随着敌后工作的开展，抗El

民主教育越来越活跃，到民国29年(1940)，

全县(抗日联合县)恢复和新建抗Et完小27

处，初小357处，在校生15217人。教学方法

和内容，适应战时需要，一是学文化，二是进

行抗日救国教育，同时在学生中建立儿童团，

进行军事训练，开展传唱救亡歌曲活动，宣传

民众，动员和武装起来，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

侵略。

民国15年(1926)，第一高小附属师范班

学生牛福祥(中共党员)，受上级党指示，在学

校发展共产党组织，吸收马玉堂、岳有志等进

步学生入党，成立了藁城县第_个共产党支

部。“九·一八”事变发生，马玉堂组织和领导

第一高小和师范班学生请愿示威，开展抗日

救国、抵制日货的学生运动；同压制学生运动

的封建校长韩沛然进行说理斗争，赢得了民

众的同情和支持。民国28年(1939)，中共藁

城县委在刘海庄举办党员训练班，全县党员

教师参加了培训班，学习贯彻武装斗争、党的

建设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布置

普及义务教育、为抗战培养干部的任务。之

后，党员教师李丁迎回老家南屯村创办抗日

高小，全县抗tq高小迅速发展到19所，为壮

大地方抗日武装培育出大批骨干分子。高小

师生还结合学习，有组织地深入乡村开展冬

学运动，利用“农民夜校”学政治、学文化，提

高政治觉悟，增强抗战必胜的信心，对夺取抗

战胜利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

民国34年(1945)，藁城县城解放，殖民

主义教育在藁城结束，新民主主义教育得到

繁荣和发展。但由于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内

战，边区政府不得不继续实行战时教育体制，

坚持教育为解放战争服务，为土地革命斗争

服务。号召广大教师，改造日伪学校，革新教

育内容，适时把为抗战服务转变到恢复性发

展的正规化教育上来。坚持一面学习，一面

生产，开始了全面推行新民主主义教育的新

征程。



．4· 藁城教育志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藁城教育事业

得到长足发展。总括起来大体经历了三个阶

自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至1966年5月，是藁城教育快速健康发

展的17年。期间，藁城县政府遵照中共中央

和省指示，把发展教育事业当作重要任务来

抓，认真贯彻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提出

的“教育必须为国家建设服务，学校必须为工

农开门，普及与提高相结合”的方针，在普及

小学教育的基础上，发展中学教育，于1951

年创办藁城县初级中学，同时在城乡增建了

一部分完小，大量吸收农民和干部职工子女

入学。在学校建立青年团和少先队组织，开

展“五爱”(爱祖国、爱人民、爱科学、爱劳动、

爱护公共财物)教育。将战争年代创办的

550所乡村冬学改成常年民校，配备300名扫

盲教师，开展农民扫盲和业余文化教育。时，

全国第一次工农教育会议提出，广泛开展工

农教育的任务。为此，县政府决定，成立县、

区、乡扫盲协会，推广祁建华速成识字法。是

年冬，全县建成农民夜校2000余处，参加学

习的达21000多人，被评为河北省扫盲工作

先进县。继而贯彻国务院《关于改革学制的

决定》，并致力于“稳定教学秩序，克服学校混

乱现象”，坚持“教学工作是学校压倒一切的

中心任务”的原则，整饬师生中的游击习气、

无政府状态和体罚学生的旧习俗，建立健全

学校各项规章制度，办正规化教育。为此，全

面抓了教师队伍建设。连续举办教师培训

班，招聘社会文化人士，经过政治学习和新型

教育思想的培养，充任教师。同时将晚清和

段：“文革”前17年、“文革”10年和改革开放

新时期。

民国时期大学毕业、在外地赋闲的人士召回，

安排在各学校，壮大了教师队伍。1953年成

立小学教师进修学校，加强对教师的政治理

论学习和业务辅导，以转变立场，肃清封建买

办思想的影响，提高业务能力。经过学习苏

联凯洛夫《教育学》，推行“五段教学法”，教师

的整体业务水平明显提高。为适应国民经济

发展第一个五年计划的需要，使教育密切结

合经济建设，并为经济建设服务，全面贯彻

“整顿巩固、重点发展、保证质量、稳步前进”

的方针，大力整顿学校教育，加强中小学思想

政治工作，鼓励中小学毕业生响应党和政府

号召，回乡参加农业生产，做社会主义新农村

的建设者。

1955年贯彻中共中央关于“肃反”的指

示，将全县518名小学教师集中在城关完小

搞“肃反”，有62名教师被打成“反革命分

子”，其中5人被捕入狱，其余被“劳教”或遣

送回家，劳动管制，使教师队伍受到沉重打

击。

1956年1月，中共中央召开关于知识分

子问题的会议。周恩来总理在报告中指出：

“知识分子中的绝大部分是工人阶级的一部

分”，广大教育工作者受到极大鼓舞。经过贯

彻周总理的指示，组织教师学习唯物主义，批

判唯心主义，参加社会实践活动，使广大教师

献身教育的精神重新振作起来。接着，贯彻

中共中央提出的“加速发展，提高质量，全面

规划，加强领导”的方针，“压缩初级师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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