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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青

方志，是各地方各民族生产、生活的纪录，是人民智慧和经验

的结晶。昔人曾言“一代之兴，必有一代之制”， “治天下者以史

为鉴，治郡国者以志为鉴”。因此，方志的编纂可远溯汉唐，近迄

明清，世代相承，沿为定例，成为我国堪以自豪于世的优良传统．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开“四化”建设之伟业，求强国富民之道

理，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故各地纷纷编纂社会主义的新方志。

欲达“四化”，需要人才，而人才的培养又主要靠教育。所以

盛世修志，不是聊备一格，而是服务“四化”，启迪后人的千秋大

业。

黎城是晋东南的一个山区小县，但夏、商、周即为黎国，历史

可谓悠久；踞太行，．襟二漳，代出人才，可谓地．灵人杰。．特别是

抗日战争和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一黎城为太行老根据地的腹

地，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教育事业在狼烟四起、炮火连天的峥

嵘岁月里，为革命培养了大批人才。。他们南下北上，几乎遍及全国

各省、市。建国后，、教育事业的发展，更非往昔可比。当然在历史

的长河中，既有一泻千里，也有九曲坦肠，经验宝贵，教训更宝’

贵。这就需要我们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运用辨证唯物‘

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与方法，‘系统地、全面地准确地编

纂一部《黎城县教育志》，为今后教育事业的发展，提供历史借鉴

和现实依据。这也是我们编纂本专志的目的。 t1

《黎城县教育志》的编纂，四度春秋，五次修改审订，现在定

一1一



稿付印。’我们虽然竭尽心力，但它是否有。资治、教化、存史，的

功用，还有待于历史来作回答。 ．‘

黎城县教育局长任端旺壹廉清．马本江
．’ 一九八八年元月、．



凡

．一、，本志结构为13段式_首立大事记为纲；中设概述、初等教

育、中等教育、。成人教育、教师、教育管理、教育研究等10章3 3

节为体；附录为尾。

二、本志断限上起康熙九年(1 6 7 0．年)，下迄l 9 8 5

年。
‘

三、本志立传人物概立没世者，但在记事中不受此限，所立人

物以正面的，近、现代的为主j述其为人，记其事绩， 以彰往昭

来。
。

四、本志体例横排竖写，记事本着“略古详今，立足当代”的

原则，按年代时序记述。其范围以本地区为限。

五、对建国以来历次政治运动，遵循“宜分不宜合，宜粗不宜

细?的原则，散记于大事记及有关章节中。

六、本志朝代纪年均加注公元纪年，建国以前年、‘月、 日时

间，采用“双轨纪年法”．。如：民国元年(1 9 1 2年)。

．。 七、本志文中有关数字按下列使用：

．建国前，年、月、日用汉字和阿拉伯数字对照。如：民国j十

七年正月十八日(1 9 3 8：年2月1 7日)o

建国后，年、．月、日统一用阿拉伯数字。．如： l 9 6 3‘年1 0

月1日。

概数、序数’一般用汉字。如：‘千余人、第一期、三中全会、五

讲四美等。
一l—二‘



确数，有关百分比统一用阿拉伯数字。如气 i 0 2平方米、

2 3 l 4人、l 5％等。

八、本志有述、纪、表、传、录、图，以文为主，图表随文、

录附志后。

九，本志资料，部分录自县档案馆，部分来自对教育界老前辈

和社会知名人士的采访，一般不注出处。

黎城县教育志编写组
； 一九八八年一月



大一’事j：记

‘(1 6 7 O一’一1 9’8 5年)
‘

：

’．’!清康熙九年，(1 6 7 0年)，颁发圣谕·《十六条》，作为教育

的原则。 一‘

．．．

4

’

?’ 清光绪十六年。-(‘1 8 9t 0年)，知县马汝良在县城池口街创建
‘

j。

?尊经书院”。 。

．：光绪二千八年，(I 1：两b 2年)，．科举制度废除。’-． ．

光绪二十九年．(1 9．0 3年‘)，改“尊经书院”为。第一高等
、

，●

小学堂”。。 ：．．j。 · ‘‘．·

。

T、

一

光绪三十二年(J g．o 6午)，’：中央学部颁发《‘女子小学堂章J

程》。’ ．。‘。 ·+一’ 一’i ·‘㈡-．‘
’

0 j民国元年(1百：’l。2．年)， j“第f高等小学堂一改为·矗第，一高+
●‘

等小学校”。 ’．
、 t．．

’_
，T

2‘·’+

i’．』民国四，J年0li"9 l’5年，)，在县城文庙开设教育讲习所。‘·，’：

，’：j．‘民国八年，(1 9 1‘9年)，在县城西庙(现县文化馆)创立第

二高’等小学校，毕业．一个班后迁居文庙明伦堂。 ．．．

'。：、

’：⋯t，’民国i十二年(。l 9岔2年)，j在西井镇成立第三高等小学校。’

j， 民国+三年(1 9 2 3年)，在城阿河下街关岳庙创L：立．女子

高、初两级小学校，’’后迁至西庙：。
‘

．f ’．·

一

．民国十四?年．(I 9奎5年)，全县初小教惯经过考檬以．甲、7

弓．、”丙一丁四、等分别定薪。
，

’’

。二一1、j，，



民国十五年(．1 9 2 6年)，在县城文庙创立实验小学。

民国二十一年(1 9 3 2年)，在西仵创立漳北民生高级小学

校，．开始实行男女生合校；同年，在正社、偏城各成立一所高级小

学校。
。

、

民国二十四年(1 9 3 5年)．，在东阳关成章一所镇立高、辛刃

两级小学校，亦实行男女生合校。

民国．二十四一一二十五年(1 9 3 5一一．1 9‘3 6年‘)于西

井、东阳关、上遥、偏城创立四所义教学校。 ‘。I

民国二十五年(1‘9 3 6年)冬季，开始于一高等校发展牺牲

救国同盟会会员。 ．’1

’

民国二十，六年(1 9 3．7年)成立“教师抗日歌国联合会”。

抗日救国为’学校教育主要内容之一。． ：

。。民国二十七年正月十八日(1 9 3 8年2月l 7日)， 日本侵

略军进犯黎城，县城学校转移乡村，各校积极进行抗日救亡宣传活

动；同年四月，日军在根据地军民抗击下退出黎城；八月，各村普

、遍建立儿童团；秋季，各个编村(t)通过民族革命活动室，’进行

；’抗，画活葫。． ‘?

卜．民国二十八年(1 9．3’9年)春季，二高部分师生于下桂花村

复学；、．：冬季；，西井、‘东阳关商小部分师生迁至南蚕泉，建立第二商
：

‘

．心 ．．’：．，．』． ．‘一．’．．．’‘。 ．．一!，
。：民国二十九年(1 g 4．0年)暑期，j在郎，庄恢复女子高级小学’

’校。．冬季各村开展全民性冬学运动。
‘～

，’-

， 民国三十年(1 9 4 1年‘)秋季，：在程家山={：{：成立漳北人民蘸

级小学校；十月；．第一次在洪河村集训冬学义务教，贾?‘。 j’

’j民国三+一年(1 9 4 2年)春季，将．誓冬学”．转为“民校”。．‘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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