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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县，+．旧称深州，古为冀州大陆之域6在这片腴田沃土上，勤

劳智慧的人民，．世代相传，繁衍生息，不．仅培育出色泽绚美、香甜

如蜜、，饮誉中外的深州蜜桃，亦为中华民族之灿烂文化，奉献出心

血，养育和造就了不少文人学者、革命志士，可谓世．代桃李香、

桃李满天下Q尊师重教之美德，历来为深县人民所崇尚o

．：治国兴邦，教育为本6教育既受一定社会政治经济制度之制

约，．又反转来给予政治及经济以巨大作用和影响。教育事业之兴

衰，必涉及国家民族之盛颓，此已为古今中外历史所证明。借史为

鉴，以诏示后人严总结经验，记取教训，按教育规律办事，使深县

教育，更好地服务予四；化建设，《深县教育志》一书之出版，无疑

将起此良好作用。

还远不止于此。《深县教育志》，上溯明清以至更远，下限写

至1989年年底，对深县教育之历史状况进行记述时，将发展程度规

模，成败得失，兴废沿革，作出定性与定量评估，使本志不仅有

飞 “资治，教化、存史"之作用，且具有教育评估之指挥定向作用，

区分优良鉴定作用，督促激励作用，问题诊断作用、经验交流作

用o《深县教育志》之出版，实在值得庆贺。

深县，作为大县，历史上与邻县几度合合分分，更改变迁；且

人世沧桑，几经动乱。县志及不少资料，丢失遗漏，贫缺匮乏，为

编志带来相当困难。《深县教育志》编纂人员，在起步晚、人手少，
· 1 ·



困难大情况下，相互配合，不畏艰难，勤奋工作，协同作战，集众

思、广众益，历时二年又半载，四易其稿，终得此作，实属不易。

《深县教育志》力求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针，在记述

内容和资料密度上，执简驭繁，详今略古I在记述手法和体例上，

横排竖写，事以类从，在文字语言上，简明精炼，朴实流畅。

‘!纵观深县教育史，源远流长，英才辈出。然而深县之教育事

业，真正得到重视与发展，则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一尤以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深县教育，立足改革，’‘不断开拓，教育

质量，金面提高，在深县教育史上，谱写出新篇章，铭刻下新丰碑。

《深县教育志》在编纂过程中，得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原

部长崔月犁、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署原审计长于明涛、全国著名老

作家孙掣，：省、地教育史志办、深县有关部门、。教育界志士同任、．

老前辈、老师长的大力支持，在此谨表谢意。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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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例

一、本志为创编新专业志，非续志。

二、本志上限，原则上始自晚清，部分章节，上溯更远，以为

贯通古今，标往镜来。下限至1989年年底。

三、本志体裁，含记、志、传、图、表、录凡六种，以志体为

主o

四、本志结构，横排竖写，事以类从，大块小块，合理嵌合。

五、本志文体，采记实叙事法，寓褒贬于叙事之中．。内容上，

略古详今，力求体现地方特色。语言上，力求准确精炼，朴实流

畅。 ．

六‘本志叙事，坚持原则，实事求是，秉笔直书。本志言必有

据，其资料一般不注明来源出处。

七、凡历史纪年、地名、校名、组织机构、职位名称，及政

治，政策用语，均保留当时当地称谓和说法，必要时，用括号注明

公元、今名、今说法。

八、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之纪年，一律采用公元。

九、深县所辖区域，历史上几度变易，本志所述内容，整体

上，以现辖区域为主，个别历史年代所用史料，涉及是时所辖区

域，诸如饶阳、安平，武强等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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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概述

．深县，旧称深州，隋文帝开皇十六年所异。民罔二年废州之后，始称深县。深县位

子河北省中南部的滹沱河故道，在省会石家序TE东九十公里处。面积1，132平方公甩，

人口51万。

深县历史悠久，文教吕盛，既是唐朝文学家张缝、张荐入学开蒙的出生之地，也是

魏知古、刘中敷，刘机这些名臣显宦授业攻读的故星。在封建社会，这里除官办的州学

之外，社学鹅馆之类的封建教学场所则零星散布在城乡各地。明嘉靖二十七年，知州余

一鹏创建了“恒麓书院"。此后，知州尹侃、邹云城和张杰又先后修建过“博陵书院"

与“文瑞书院"。从清康熙五十四年知州郭维宁在城隍庙街修置义学，到同治年间，深县

义学已达2 06所。尽管这些学校实质上都不过是科举制度的附庸，是科举的准备和补习

机构，但在当时对于深县的文化教育事业却也起到了推动和促进的作用。仅彤j清两代，

深县就有进七71人，举人1 74人。 ，一

清光绪二十八年(公元1902年)为顺应废科举、兴学堂的历史潮流，知州黄X×将

文瑞书院改为深州中学堂，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收义学公田及庙地田租8，200

千，招考教员30名，令其各自择地开办小学j光绪三十年(1904年)续任知州陈友璋又

于贡院房舍开办了师范传习所。此为深县改革封建教育，创办新式学校之始。

辛亥革命后，深县在劝学所长康向昙及清末留日学生赵泽普，侯绍先等有识之士的

倡导下，取缔私塾，兴办学堂之风遍及城乡，新建初级小学30 0余处。但到119 15年，袁

世凯篡夺政权之后，读经、尊孔的封建复古思想又一度泛滥，学校教育发展迟缓，尤其

是女子教育毫无进展。

1919年，“五四”运动的爆发，有力地激发了深县进步知识分子反帝、反封建的民

主意识，学校教育也取得了较快的发展。高等小学由原来的1处，又逐步兴办了唐奉，

李村，琅窝，于家庙等“二高”，“三高黟、“四高"和“五高矽，至J|19 30年，全县已

建立女子小学40余处。第二年，深县女中开办招生。当时的民众教育也取得了一定成

果。 ·

7
．

』9 31年“九·--]k”事变，严重的民族危机唤醒了广大民众，深县乡师和中学的爱

国师生掀起了深县的抗日救亡运动。他们张贴标语，散发传单，查封Et货，积极开展抗

日示威游行和募捐活动。随着抗日救亡运动的深入开展，爱国师生对国民党卖国害民

的罪行愈加愤恨，阶级觉悟日显提高。1932年，刘书斋，任新锁，师存宝等深县乡师学

生80余名，被反动盐商独霸盐业坑害群众的劣行激怒，发动了声势浩大的砸盐店斗争。

当年秋天，乡师学生师存宝等人又在城北关戏台上怒斥并痛打了欺压群众的反动警察。

19 35年春天，唐奉区四十名进步教师为抗议保安团诬良为盗、敲诈勒索，逮捕进步教师

，摹·



的反动罪行、到县政『静门11玎请愿示成，；血使反动!‘j局舜协{．卜

1936年，在轰轰烈烈的“一·--JL’’学生爱罔运动影J忉下，深县乡师和小学教师中

的共广’：党员李俊卿，师容之，于I刃涛，王天一、律巍，川惠中、陈龛才，孙季平等积极

联合各界抗日积极分子，揪起了轰轰烈烈的抗FI救1、：高潮。 ，

19 37年8月，日本侵略军袭劫深县城后随之弈城两帘，大土匪徐二黑乘机占据深

县。城内各校被迫停办。

19 38年1月，人民自卫军解放了深县，在人民抗rl政f阡领导下，2月份恢复成立了

师高联校，各区学校教育也有很大发眨，尤其是这年冬季灼冬学运动搞得热火朝天。各

村办起了各种形式的识字班和民众夜校，既学义化知汉，又学抗日救亡的道理，同时开

畏军体训练，大唱抗日救亡歌曲。这不仅激发丁广大人【屯群众的抗口救冈热情，而且有
’7地冲刷了几千年遗留下来的封建迷信思想。

同年8月，经冀中区党委书记黄敬与负责筹建冀市行署的杨秀蜂研究，在原河北深县

中学旧址建立了河北省抗战学院。j11{然只举办了两期，但为军队和地方上培养输送2，700

名抗日干部。 “

19 39年2月，由于侵华日军的疯狂进犯和残酷的烧杀扫荡，学校教育曾一度陷于消

沉停顿状态，但深县抗日军民在党的领导下，在战争中锻炼得愈来愈加坚强。为了粉碎

敌人的分割封锁，1940年2月，以沧石路为界，划深县为深北、深南两县。为了解决小

学教师不足的问题，深南和深北分别举办了三期和两期教师培训班。当时，村村建立

了初级小学，学龄儿童入学率高达百分之八十。{疆区至少建=c7=1处高小，甚至辰时区的

“深北县第四高级小学"为了满足学生求学的需要，不得不又在北小营、崔家庄开设

一，二分校。为了应付敌人的扫荡摧残，抗日师生创造了游击环境下的教学形式。如游

击教学：将学习地址设在比较隐蔽和便于疏散的地方，一旦发现敌情，随即疏散，敌人

离去，马上集中复课。再如巡回教学。将学生分成几个小组，教师轮流到每组上课。

19 39年，在青救会领导下，各村都建立了以在校学生为主的儿童团。他们在战争年

代里站岗放哨，盘查行人，侦察送信，慰劳伤员，既得到了锻炼，又对抗日根据地的建

设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j

j942年“五一"大扫荡以后，环境更加残酷，日本侵略军推行灭绝人性的“．乏光”

政策，疯狂摧残我抗日组织，捕杀抗口教师，但深县的抗日军比并没有被敌人的血腥屠

杀所吓倒。在新的形势下，创造了新的斗争策略和方式。有的学校采取“小先生制"，

有的改为抗日沟“两面小学”，有的直接利用地道进行教学。

坚持抗日教育的教师，冒着生命危险，在极其残酷的环境下，艰苦卓绝地忘我工

作。当时的待遇只是每人一天1．5斤小米，5分钱的菜金，每月1元钱的零用费。尽

管待遇：维薄，形势险恶，但广大教师在党的领导下始终坚守在抗口教育的阵地上。像李

振、于跃民、李济苍、任佩珍、葛志、常一真、陈涛、强特等人j部在抗日战争的战火

硝烟中为深县的抗战教育做出丁突出的贡献。

1945年8月，侵占深县的日军被逐出县境。在党和人民政府领导下，全县的学校教

育迅速恢复发展。尤其是194 7年土地改革以后，广大农民在经济上翻丁身，迫切希螺在

文化教育上得到提高。所以这_时期深县教育确呈蓬勃发展之势。到1949年l全县已2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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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范1所，学生106人；初级中学】所，学生300人，高小47所，学生5，522人，初tJ'、394

所，学生32，768入。社会教育也有较大发展，全县建彳j．常年民校2 59个，共有学员

20，018人，尽管处在解放战争时期，解放区财政比较困难，但深县人民政府还是遵

照冀中行署的订关指示，在发展文化教育，改停教师待遇方两，做了大量的工作。当时

全县初小教师691人，每人每月160斤小米；高小教师1 39入，每人每月180厅小米。单是

教师薪金就占了深县地方粮的40％。
‘

}·

建同初期，J“大农民在政治上翻身的同时，也强烈要求文化翻身，为了适应农业合

作化和大规模经济建设的需要，他们积极参加文化学>-3，想法摘掉文盲帽子。】952年，

全县巳彳r常年民校39 3处，学员24，037名，建立农民业余高小16处，学员8 80人。辰时

区润家『{三民校，因f，期坚持，成绩显著，曾经引起中央重视。干部职工的学习积极性也

空前高涨。深县干部业余文化补习学校当时办彳jl初中班1个，学员69人，高小班3个，

学员19 8人；初小班2个，学员105人。总计6个班，学员373人。

19 52年，n1于认真贯彻执行了“学校向工农大众开门，‘教育为生产建设服务"的方

针，学校教育订了很大发展。全县436个行政村，建立初小434处，高小增至44处，在校学

生共计46，615人，学龄儿童入学率达到80．5％。初中增到18个班，在校学生达到901名。

为了加强教学研究，县设立了业务问答站，区设立了教学研究会，中心村设立了教

学研究小绢。

这一年，全县选出学校较大，基础较好的】49个学校转为五年一贯制。

】9 54年初，根据中央有关指示，认真贯彻执行了石家庄专f墨“整顿和改进小学教育

实施计：tll"，用四个月的时问认真整顿了学校内外的混乱现象。深县三区郗家池完小克

服校内混乱现象的经验，当时释受到石家庄行署的通报表扬。经过枪查纠正学校混乱现

象，明确了教学工作是学校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建立了正常的教学秩序和正规的教学

制度。在此基础上，通过学习和推广“凯洛夫教学糟j”，使，“大教师在熟悉教材，掌握

教法上有了很大提高。

19 56年，伴随着工农业生产的迅速发展，‘学校教育，尤其是中学教育取得了较大的

发展。这一年，深县中学添设2个高中班，并在唐奉，予科、南网头、南小营和前磨头

新建5处初级中学。在校中学生增加了906名，比1955年增长了54．6％。这年尽管遭受

了严重水灾，但仍按中央有关指示，给中小学教师增加了工资，增长率～般维持在40％

左右，平均每人每月达到38元以上。
’

1957年毛泽东主席提出；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

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
’

19 5。8年5月，全县中小学教师集中到县城开展整风运动。由于反右派斗争的严重扩

大化，全县彳j‘11 9名教师被错划为右派分子，。同时有不少教师受到批判。同年，中共中

央提出了“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教育方针。在当时大

跃进的左倾错误思想影响下，深县在教育事业上提出了“今年普及初中，四年普及高中，七

年普及高等教育”的发展计划。具体安排是。公立中学招收46个班，其余的5，386名高小

毕业生，出各乡根据所余学生多少建立民中或扩大原：ff民中班级解决。业余教育，则盲

目提出，要使40岁以下的青壮年，在七年内全部进入高等学校，根据统计，当时全县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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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农村红专大学150 J}r，红专中学200所。这种严重的浮夸风，．不仅干扰了学校教育的

正常发硬，也给建旧初期颇有成效的扫盲教育，造成了极为恶劣的影响。中小学生在大

跃；兰中由于停课，参JJu深翻土地，大炼钢铁的劳动过多，也严重影响了教学质量。

六一卜年代初，fn于种种原因，造成了我酗国民经济的严重困难。全县广大师生在“低

指标，瓜菜代”的困境中实行“劳逸结合”，一面抓生活，一面坚持教学，挺过了三年

经济困难时期。当时，为了适应围民经济的困难状况，深县贯彻执行了中央“调整，巩

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对教育事业进行了某些压缩和调整，到1962年，先后撤销了

深县师范和j酉社庄，南网头等4处中学，下放184名罔办教师回乡务农，另有部分国办

教师改吃农业粮。

．． 1962年，通过贯彻执行教育部颁布的((全日制巾学暂行工作条例(草察)》和《【全

日制小学暂行工作条例(草案)》，．既纠正了解放初期教育脱离实际，忽视政治思想教

育的倾向，又纠正了大跃进中学生FJ：多地参加政治运动和生产劳动的错误做法。学校秩

序日趋稳定良好，教学工作步入正规，教学质量逐步提高。同年，一个“向雷锋同志学

习"的高潮遍及全县每个学校，整个教育战线政治空气也较浓厚。到1965年，全县已有

高中2处，在校学生达800余名，初巾8处，在校学生2，9 80名，小学441处，在校学生

74，024名，儿童入学率占学龄儿童的9 8％。这一年深县应届高中毕业生共200名，升入

大专院校的学生17 0名，升学率高达85％。 ‘

从19 49年至19 66年的17年中，深县的教育事业尽管出现了一些波折，走过了～些弯

路，但由于党巾央的英明领导，教育事业始终是伴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而不断前进的。

尤其是六十年代中期，深县的教育事业已经走上了健康的，稳步发b0的轨道，形势很

好。 ， ：
‘

19 66年7月初，深县揭开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各I-11学全面停课。在林彪，

“四人帮’’的蛊惑下，揪斗学校领导和教师的闹剧愈演愈烈。对立的学生组织由辩论到

武斗，派性日深，混战日甚。农村小学虽然尚未停课，但正常的教学秩序却已荡然无

存。1968年9月，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各中学。11月20日遣散学生回生产队参加

劳动。通过清理阶级队伍，全县共有286名校长，教师遭到批判斗争，其f扣有部分被打

J孚芝“黑四类"遣送回家。在“侯、王’’建议的影响下，全县全部公立教师转为公办民

助，放回原籍任教。 ．．． ：

1960年，35个公社中有31个公社建立了“贫下中农管理学校委员会”，408个大队巾

有355个大队建椤了“旋下『丰I农管理学校小组黟。金县办起五年--,彭r制小学363处，七年

一贯制学校85处，两年制初中207处，高巾38处(至19 76年，发展为64处)。为了解决教

师不足的问题，全县有746名小学教师被拔高到中学任教，民办教师猛增到2，6】5名。由

于教师文化素质差，缺乏起码的专业训练，加上政治运动的冲击，教学质量严霞下降，

一代人才受到耽搁。 一 ．

：

．19 71年，深县贯彻了中共中央批转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P14人帮”反党

集团所炮制盼“两个基本估计"，对建国后十七年来教育事业所取得的光辉成就进行了

全面的否定和批剐。此后，搿f7q人帮"反党集团又利用“一个小学生的日记打、“白卷

英雄张铁生矽、“马振挟公社中学事件黟等大作文章，大批所谓的“师道尊严”和“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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