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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经两度寒暑，<河北区教育志>终于问世了。

为河北区的教育修志，这并不是第一本。但是，要论时间跨度之长，涉及范围

之广，史论观点之准确、客观，史料汇集之翔实、厚重，这一本又当属后来居上。这

既是时代使然，社会使然，又是参与编写的同志们奋力拼搏的必然结果。为了修

这本书，他们数次到市、区乃至国家级档案馆，查阅了大量档案、图书、报刊、旧志，

共汇集资料26卷六千五百余卡，走访了百余人次，积累了大量调查采访实录，几

易其稿，辛苦备尝。修志的同志们自然功不可没，而那些给了我们无私支援和鼎

力协助的有关部门和同志们也值得我们深深尊敬，在此一并致谢!

盛世方能修志，修志亦属盛事。修志的目的不在于读志、赏志，而在于研志、

用志。以志为镜不仅可以知兴替、明得失，更是为了建设今天，开创未来。一鉴史可

以察今，顾后有益瞻前，把昨天变成今天和明天的营养与财富，倘能如此，善莫大

焉。 ．

河北区位于三岔河口、海河东岸，地处要冲，人口密集，历来是漕运商贸集散

之地，现在则是天津六个市区之一，人口已达六十余万。本志上溯到有教育史料

记载的清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下限为新时期素质教育向纵深发展的1995年，

记载了287年间河北地区教育的沿革与发展，纵跨十八、十九、二十世纪。这二百

余年正处在中华民族历史大变革的重要时期。这期间的教育，既是历史的产物，

又是历史的缩影，反回来它又影响和推动着历史的发展。国家的兴衰，民族的命

运，社会的进程影响、制约着教育，而河北的教育又是在这风雷激荡的大背景下以

艰难的步履跋涉奋斗，为我们培育出一代又一代国家的栋梁，为我们留下了光荣

而宝贵的革命传统，为我们踏出了一条历尽坎坷前赴后继百折不回的发展轨迹。

早在二十世纪初，河北地区的高等教育、中小学教育、中等和初等技术教育以

及社会教育就已如雨后春笋蓬勃兴起，这片古老的土地一时成为津门教育中心。

民主革命时期，这里又是广大师生爱国运动的革命摇篮。从辛。亥革命到“五

四”运动，从觉悟社到女星社，从李大钊、白雅雨到周恩来、邓颖超：郭隆贞、刘清



扬、安体诚、王贞儒，河北地区校园中燃起的革命火种曾传遍神州大地。从抗日斗

争到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迎解放的斗争，浪潮汹涌，人才辈出。杨秀峰、刘格

平等一大批革命中坚都曾在这里进行过艰苦卓绝的斗争。

‘新中国成立后，河北区的教育获得了新生并赢得了长足的发展。社会主义教

育同旧中国的半封建半殖民地教育相比，显示出无比的优越性和强大的生命力。

尽管在解放后的四十多年间，我们前进的道路并不平坦，甚至还经历了“文化大革

命”十年的灾难，但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我们河北区的教育真正迎来了

美好的春天。

大量生动的历史事实无可辩驳地向世人证明：今天的河北教育其规模之大，

门类之全，质量之高，人才之众，成果之丰，发展之快，特色之多，条件之优，是历史

上任何j个时期都不能比拟的。邓小平的理论旗帜不但解放了生产力，赢得了国

家的繁荣，民族的昌盛和社会的进步，也为教育的改革与发展开辟了广阔的新天

地，使我们这一代人能有幸无愧于历史，无愧于未来!

对于今天来说，昨天是历史；对于明天来说，今天也将成为历史。我们河北区

教育战线的每一个人都在用自己赤诚的心和勤劳的手书写着历史，创造着未来。

我们有理由相信，我们河北区的下一部教育志，肯定会比这一部更丰厚，更多彩，

更壮阔，因为，那时将谱写出科教兴区、科教兴市、科教兴国的主旋律，谱写出具有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教育的崭新乐章，谱写出二十一世纪的最强音!

张兆琦 李绍岩



凡 例

一、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为指导，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

线，全面真实地反映境内自然和社会的历史与现状，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精神文

明建设服务。

二、坚持事以类从、详今略古的原则。类的划分，以科学分类和社会分工为依

据。注重体现时代特点和地方特色，力求思想性、科学性和资料性的统一。

三、以1404～1995年为记述时间范围，以1995年行政区划为记述地域范围，

个别事物在时空记述上有所突破。

四、采用述、记、志、传、图、表、录等体裁，志为主体。图照集中与分散结合，表

格随文设置。

五、志首有序、总述。主体分为章、节、目3个层次。部分章节设无题序。志

末设人物、专记、大事记、附录、编后记。

六、人物志遵循生不立传原则，分为传、简介、表3种表述形式。入传人物依

据其对社会有无重要贡献或影响，有突出事迹的在世人物作简介，人物表谱列其

他入志人物。

七、文体采用语体文。行文力求朴实、简练、流畅。

八、历史纪年，中华民国成立前用年号纪年，括注公元纪年。中华民国成立后

一律用公元纪年。

九、对机构、部门、社会团体、会议等名称和专用名词的书写，首次出现时用全

称，再现时用简称。

十、计量单位的名称，按各历史时期的法定计量单位名称书写，需要类比时换

算成现行计量单位，数字用法服从国家统一规定。

十一、志文中的“天津解放前(后)”，系指1949年1月15日前(后)；“建国前

(后)”，系指1949年10月1日前(后)。

十二、本志资料来源广泛，在行文中除援引资料原文外，其余均不一一注明。

特殊用语首现时括注。



概 述

：河北地区的教育事业，在天津教育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曾经历封建科举制度下的教育，20

世纪初兴起的近代学校教育。到新中国成立后发展的人民教育，直至80、90年代创建的有中国

特色的社会主义教育等历程，在探索和变革中发展，为培养人才，促进社会进步作出了巨大贡

献。

明永乐二年(1404年)天津设卫后，境内三岔河口一带，相继出现金家窑、狮子林、锦衣卫

桥、窑洼、堤头、辛庄等村落，居民多是劳动人家，地区教育是以父传子、师教徒的形式，进行生

活教育和劳动教育。境内的学校教育肇兴于清初的“康乾盛世”，清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

天津道李发甲在境内建五经馆1处，之后义学、私塾多有发展。康熙五十八年(1719年)，众商

在三岔河口左近堤尾赵公祠建郁文学社(后改三取书院)，开天津创办书院之先河。

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袁世凯督直后，将衙门迁至海防公所(今金钢公园、第二医院)，

境内成为天津政治中心。随着袁世凯推行“新政”及河北新区的开发、经济的发展，境内学堂如

雨后春笋般涌现。至清宣统二年(1910年)，境内有高等学堂7所，占天津高等学堂的50％，有

知名的北洋女师范学堂、北洋法政学堂、直隶高等工业学堂及直隶水产讲习所等；中等学堂3

所，占天津中学堂的16％；小学堂21所，占天津小学堂的25％，其中女学堂7所，占天津女学

堂的30％；蒙养园2所。在职业技术教育方面，光绪三十年(1904年)，在窑洼创办的图算学

堂、实习工场是天津最早的专业技术学校；翌年在新开河畔开办的北洋师范学堂为天津最早的

师范学校之一。后在大经路(今中山路)开办的天津音乐体操讲习所，是全国第一所音体专业

学校，为天津培养了第一批音体教师。这一时期，教育品陈列馆迁到大经路劝业会场；在粮店

街开设了地藏庵宣读所，在兴隆街设小老爷庙看报处，以及开办的半日小学、半夜学堂、法政讲

习所等成为民众文化教育的场所。境内教育设施门类齐全、数量众多。使河北地区成为天津文

化教育的中心。

民国时期，私立学校在境内发展起来，1912年私立觉民学校成立，在学校设备及治学的严

谨上，均享有盛名。之后境内又先后成立了河东、究真、河北、本斋、含光等10所私立中学，直

至1939年天津市立女中才在三马路(今民主道)成立，为境内唯一的公办中学。私立小学更是

繁多，仅私立秀山小学就有3所，私立篑成小学总、分校在境内设有5所。至1936年境内共有

小学37所，其中私立小学26所。这一时期，境内工余教育出现。1921年天津工人工余补习

学校在宇纬路成立，1923年女星社在达仁里创办女星妇女补习学校，安体诚、邓颖超等革命青

年一面传授文化知识；一面宣传马列主义。30年代铁路系统在扶轮小学内设职工夜校，小王

庄地区开办的河北省民众教育实验学校，都为天津成人教育史的重要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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