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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 本志是安阳县第一部教育专志。全书除概述、大事记外，

设J74章6彳节，共计钳万字。本志既按一般教育志书惯例设

置篇目，又根据县情增设职业教育、乡镇教育概况等章节，．客

观地记述了安阳县教育的起源、变化、发展及经验教训。对新

．、中国建立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安阳县基础教

育、职业教育、成人教育的发展，集资办学、初中布点和各项

教育改革的状况作了较多记述。内容丰富、观点正确、文风朴

实、图文并茂，具有鲜明的地方特点和时代特色，不仅有益当

代，、也将垂鉴后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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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的转化、嬗变；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后教育事乎的突飞_专’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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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阳县教育志

和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教育战线的深刻变化及崭新面

貌，是安阳县教育发展史上第一部专业志书。
●

‘

清代学者朱舜水说：“敬教劝学，建国之大本；兴贤育才，为

政之先务。”尊师重教是安阳县人民的传统美德。我们相信，只要

各级政府和社会各界都关心支持教育，教育事业必将更加兴旺发
●

，

达，为我县乃至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培养出更多的优秀人

才。值此《安阳县教育志》面世之际，我们谨代表安阳县人民政

府，向辛勤耕耘在教育战线的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向为《安
．一

：

阳县教育志》的编写，修改、评审、出版而付出辛劳的专家、学
，

者、方志工作者及所有编纂人员致以崇高的敬意和真诚的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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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阳县人民政府副县长史东林邵文录

一九九七年六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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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修教育志书是教育科研的重要内容，也是教育总体工程的

一项基本建设。在安阳县人民政府主持下，1992年冬，《安阳县

教育志》编纂工作开始起步。四年来，编纂人员不辞辛苦，．广泛

搜集文献资料，多次进行访问座谈，定体置编，纂稿述事，几经

反复，终于完成这一浩繁工程。

《安阳县教育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建设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

义观点，本着实事求是，详近略远的原则，，记述了由原始社会至

1995年间安阳县教育事业的发展状况和时代特点，‘特别是中华人

民共和国建立以来，在县委、县政府的领导下，安阳县教育事业
·

i

所取褥的伟大成就。

_枞■毫■⋯帆刚_贵尹’



安阳县教育志

的重教精神，创造了过去教育的辉煌。历史是现实的一面镜子，

要使当今教育益加繁荣昌盛，在振兴中华的宏伟事业中发挥更大

作用，就必须以古为师，鉴往昭来。《安阳县教育志》的付梓，

正好为我们提供了经验和教训。因此，这是安阳县教育发展史上

一件值得庆贺的大事。我们谨向为本志付出辛勤劳动的专家、学

者，编纂人员及所有关心和支持本志编辑出版工作的领导和同志

表示诚挚的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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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阳县教育局局长宋法荣

中共安阳县教育局党组书记李运成

一九九七年六月



凡例

凡例

一、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

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思想．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力求客观地

记述安阳县教育的历史和现状．

二、本志记述上起事物发端，下限1995年，概述和大事记及

个别章节延至1996年．

三、本志以事分类，横排竖写，设概述、大事记和志述14章

及附录，述、记，志、传、图、表、录诸体并用，多数章配有附

件。
’

四、本志所用数据，以县统计局数字为准，余为县教育局提
仕

’

I，、●

五，本志纪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采用各历史时期年

号，括注公元纪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采用公元纪年．文中

记述的“建国”、。新中国’，均指中华人民共和国；“解放”指1949年

5月安阳全境解放。

六、本志记述的安、邺两县合并系指1954年8月，撤销邺县

建制，并入安阳县；市、县合并系指1960年9月，撤销安阳县建

制，并入安阳市。其它区、乡称谓均按历史原貌。公社、大队称

谓，始于1958年；1984年，改为乡镇政府和村民委员会．

七，本志记述县境范围，解放前后不尽相同。1949年5月安

阳城解放前，城、郊均属安阳县辖，故解放前史料包括城、郊，以

如实反映历史原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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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概述

·安阳县位于豫之北陲，东西长74公里，南北宽44公里，面

积1499．4平方公里。辖24个乡镇，750个行政村，900个自然

村。1995年底，全县人口l 10A万。属安阳市辖。 +j一

安阳县是中华民族发祥地之一。县境西南有郭沫若称之为“小

南海文化”的小南海原始洞穴遗址。早在2．5万年前，我们的先人

就在这里繁衍生息。6000年前，已有多处原始村落。那时，作为

社会生产、生活的原始教育形态业已萌生。

公元前14世纪，商王盘庚迁都于殷(今安阳市郊区小屯一

带)，传8代12王，历273年。据出土文物证实，当时农牧业和

手工业已相当发达。伴随着经济的发展，学校教育已经形成。《孟

子》记载：“夏日校，殷日序，周日庠；学者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

伦也。”《礼记·王制》说：“殷人养国老于右学，养庶老于左学。”

(原注：“右学，太学也，在西郊。～左学，小学也，在国中王宫之

东。”)《明堂位》也说：“瞽宗，殷学也；泮宫，周学也。”作为甲骨

文的故乡，当时已有专门教育设施。 ．

，从商王盘庚迁殷起，先后有7个朝代在安阳建都。安阳几度成

为中原政治、簧：济、文化的中心。作为县级政区，安阳始置于秦，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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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废于汉，复置于晋。东魏时曾一度并入邺县，隋又改置安阳县。

其后千余年间，虽归属多变，但作为县级政区，一直延续至今。而

县域内的教育事业，也伴随着历史的发展，日臻完善。

史载，安阳民间教育，肇始于春秋时期孔子高足卜子夏讲学西

河(今属汤阴)。其后，安阳城乡陆续出现了一些学馆，并培养出

像魏斯(魏文侯)、李悝、吴起和李克这样的著名人物。秦代，郡

县遍设官学。汉承秦制，地方官学按行政区域设置，郡国设“学”，

县道邑设“校”，乡设“庠”，聚(村落)设“序”。隋唐时期，确立了

重振儒术的文化政策，儒学得到进一步重视。隋文帝开皇年间，梁

彦光为相州刺史，“用秩俸之物招致山东大儒，每县立学，非圣哲之

书不得教授”，结果“人皆魁厉，风俗大改”。

清·县志载：宋建儒学，元设社学，清办义塾，乡间间里多有

私学。宋至和年间(1054""1056年)，韩琦知相州，在府治所西创

彰德府儒学。同期，安阳县儒学在县西北创建。元至正年间

(1341""1368年)，安阳始设书院，地址在府城西南隅，名缑山书

院。明太祖朱元璋诏令州县兴学后，安阳出现不少重视办学的官

吏。英宗正统年间(1436～1449年)，彰德知府王锐为政清廉，尤

关心办学，每月初一、十五除拜谒孔庙外，还到学府“听诸生说

经，发疑抉异”，一时“黉学间读书声，日洋洋乎盈耳”，时人叹

日：“虽国学无以加也。”顺天、成化年间(1457～1487年)，彰德教

授张璁对学校极为重视，每日五更升堂背书后，即令诸生说经。他

善于教人，能因材施教，即便是年龄很小的学生提出疑难问题，也

能耐心解答，再三不倦。而且“九年如一日，虽大风甚雨不废”。在

成化乙酉(1465年)乡试(省试)中，府学诸生有1人获第一

名，后又有4人考中进士，科第之盛，前后莫能及：二武宗正德六年

(15 11年)章纶任安阳知县，把府库所余、富人所捐均用于修建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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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嘉靖四年(1525年)，彰德府同知王都(字维屏)，在安阳建

社学6所。清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知府董延祚又捐资重修。

次年，知府吴肇新奉巡抚檄设义学。三十二年(1693年)，县令马

国桢捐资于四乡置义学7所。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知县阴琦。

重新恢复义学。鸦片战争(1840年)后，帝国主义文化逐渐侵

入。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二十七年(1901年)基督教会和

天主教会先后在安阳设立教会小学各1所。清廷废科举、兴学堂前

夕，安阳有府、县儒学各1所，书院3处(昼锦书院、后渠书院和

酉山书院)，义学14所，教会小学百余所，私塾遍及城乡。

鸦片战争后，国人眼界渐开，认识到要富国强兵，必仿效西

学，摒弃科举。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清政府明令废科举、兴

学堂，彰德府于是年将昼锦书院改为昼锦学堂。据《河南省志》记

载，这是当时河南省出现的最早的中学堂．光绪三十年(1904

年)，又改昼锦学堂为彰德府官立中学堂，改后渠书院为安阳县官

立两等小学堂。光绪三十—年(1905年)，彰德府官立两等小学堂

成立。次年，又成立5所公立两等小学堂。到宣统三年(191 1

年)，安阳共有官立、公立小学堂95所。这些兴办和改良的新式

学堂，既抄用西方国家的学制、课程、教材、教法，又沿袭封建教

育制度的“尊孔”、“读经”。尽管如此，安阳的教育事业终归随着社

会变革不断向前发展。在“废科举，兴学堂”的历史潮流推动下，安

阳还兴办了师范教育、实业教育和民众教育，成立了简易识字学

塾。 ·，

’从两汉到清末，安阳学校教育都以儒学为主要内容，以尊孔敬

贤、明伦育才、推行社会教化为宗旨。从隋朝创立科举制以来，历

代统治者取士的途径，主要是科举考试。据有关资料统计，明清两

代录取安阳举人406名，进士74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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