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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序 言

教育是上层建筑，它为一定的社会制度和经济基础所决定，又反作用于政治

经济。当今我们的教育，是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党的“十二大”把教育作为

经济发展的战略重点，动员和教育全党全社会及全国人民关心、支持教育，教育

战线出现了空前的大好形势。但面对经济体制改革，技术革命正在蓬勃兴起的新

形势，我们的教育事业，在体制结构、教学方法和教学内容等方面，还存在不少

弊端。因此，改革教育，做到教育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为我国经

济和社会的发展培养合格人才，是当务之急。要振兴和改革商水教育，必须从商

水的实际出发，认真研究商水教育的历史和现状。

商水教育，从封建科举到旧民主主义教育，从半封建半殖民地教育到社会

主义教育，走过了漫长曲折的道路，提供了大量值得借鉴的经验教训。特别是新

中国诞生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教育战线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

坚持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原则，培养出大批德智体全

面发展的人才，创造出不少可贵经验，但也有失误和挫折。我们今天编写《商水

教育志》，就是要为振兴和改革商水教育提供资料，以便吸取经验教训，探索教

育事业的发展规律，发挥地方优势，制订出适合商水实际的教育规划，以开创社

会主义教育新局面。

《商水教育志》采用编年体与记述体相结合的形式进行编纂，上限晚清废科

举前后，下限1985年。

本志编纂工作是从1982年6月开始的。三年多来，在县委，县政府的领导和关

怀下，在县总编室帮助和教育战线广大同志的支持下，现已脱稿。但因年代久远，

且先后经过兵燹匪祸和十年动乱，档案资料散失，错误和遗漏在所难免，请同志

们提出宝贵意见，以便续编时修正补充o

商水县教育局长郭相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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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志采用编年体与记述体相结合的形式i横排竖写，纵横结合。断限上

起清朝光绪末年废科举前后，下止公元1985年，只有个别内容向前追溯或向后延伸。

二、本志编纂组成员多次走访商水县教育界老同志并邀请他们座谈；还先后

到县档案局、县统计局、河南省图书馆、河南省教育史志编辑室，翻阅了旧《陈

州府志》、 《商水县志》、 《淮阳县志>)及有关图书、报刊、报表等，记录了大

量商水县教育史料，经过反复核对，分别写进本志有关章节，除作为附录者外不

再一一写明出处。

三、有些文字较多的名称或政治术语，第一次出现用全称，后用简称，如“中

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后”，简称“新中国建立前后”，或“建国前后”。“无产阶

级文化大革命”简称“文化大革命”或“文革”。

四、对辛亥革命前的历史纪年，在朝代后加注公元纪年，如清光绪三十二年

(公元1906年)；从民国元年起，用公元纪年，其中民国时期，加注民国纪年，

如1931年(民国20年)。

五、解放后划原西华、项城、淮阳县境的一部分归属商水，本志清朝民国时

期商水县的统计数字(如学校数、教育经费数等)均不含解放后划入地区的。

六、本志《人物》章所写“教育知名人士”，一般为长期从事教育工作，对

教育事业有较大影响，或毕业于本县学校后继续深造，在学术上有显著成就并对

社会有较大贡献者。对在世人物，仅简介其经历和已发表的著作，不作褒贬评论。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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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水县，周为沈国地，秦置汝阳县，属汝南郡，隋置溅水县。宋太祖赵匡胤

建隆元年，因避其父赵弘殷讳，改激水县为商水县，相沿至今。解放初，商水属

淮阳专区，划原西华、淮阳、项城县的一部分归属商水。1953年3月，商水划属

许昌专区，原西华划归商水的砖桥、老窝两区改属郾城县。旧社会的周口，沙河

南岸西部属商水县，解放后，划属周口市。后因行政区划演变，商水与周口，曾

先后于1952年、1958年两次合并，又先后于1954年、1965年两次分治。据1983年

统计全县土地面积13 14．2平方公里，’人口为926909人。·

商水地势低洼，在旧社会水灾频仍，加上兵燹匪祸，1官府勒索，地主盘剥，

广大人民生活极其贫困，是豫东著名穷县，作为上层建筑的文化教育事业也相应．

落后。
“

清朝初、中期，商水的学校有官学、私学两种：官学设在城关的，．有风台书

院、文富书院，还设有社学，义学各一处，设在周口的有静远书院；私学(后称

私塾)多设在农村。为了适应巩固封建统治的需要，清王朝特别重视科举制度，

不论官学、私学，主要任务是为科举考试输送合格的生员(秀才)。据旧《商水县

志》记载，清朝时期，商水县经乡试中举的三十四人，经会试中迸士的六人。

商水县黉学明伦堂(现为商水教师进修学校伙房)j存有清朝《晓示生员卧

碑》。碑上开宗明义地写出了当时办学的目的，在于“培养贤才，以供朝廷之用”、

“上报国恩，下立人品”。“卧碑”第六条还规定： “军民一切利弊不许生员上

书陈蔷如有一言建白，以违制论，黜革治罪”。由此可见，培养效忠朝廷的顺驯
奴才，就是清王朝的教育目的。

鸦片战争后，中国面临存亡关头，清廷出于维护统治地位的本心，采纳了受

资本主义思想影响的知识分子的建议，试办新学。商水县于光绪三十年(1904年)

改原风台书院为初等小学堂，接着，在城关义学巷西办起了高等小学堂。学堂的

主要课程为修身、读经、算学，国文、历史、地理、格致、图画，体操等。从当时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教育主张，·“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实”的教

育宗旨以及课程设置等方面看，充分体现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教育性质。

废科举兴学堂后，教学内容里增加了科学技术知识，’这在中国教育史上，确

是一次巨大的变革；但对学生思想禁锢，仍一如既往。如强制学生读经；在光绪

二十九年(1903年)颁布的《学务纲要》里规定： “学生不准妄干国政”，理由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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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不在其位，不谋其政”， “君子思不出其位”，最后说“如有犯此者，应即照

章惩儆，不得稍涉姑容⋯⋯”。

在清王朝的统治和封建奴化教育下，商水县当时的读书人，一般是不敢“犯

上”的顺民；但也有具有正义感的志士，看到清廷腐败无能，列强蚕食鲸吞，不

忍坐视祖国灭亡，挺身而起。如商水县李集的贡生李锦公，经河南武备学堂派往

日本留学，是清朝、民国两代商水县惟一的留学生。他在日本参加了同盟会，1908

年被派回河南省积极从事革命活动。

民国成立后，商水和全国一样，将学堂改称学校。1912年(民国元年)，教

育部颁布的教育宗旨为： “注重道德教育，以实利教育、军国民教育辅之，更以

美感教育完成其道德”。在课程设置上，废除了原来的“读经”，中小学都设置了

手工、唱歌，女子学校还设置了缝纫、园艺等课目。1914年(民国3年)，商水县

远通寺，西陵寺等寺庙原来的私塾改为初等小学。1915年(民国4年)，袁世凯为

给复辟称帝造舆论，颁布了以“崇奉圣贤、尊孔尚孟”为主的教育宗旨。还指示

教育部： “初等小学将《孟子》列入课目，高等小学将《论语》列入课目，俾便

学习，用端趋向”。商水县立即遵照办理。1918年(民国7年)、1924年(民国13

年)，商水城关先后设立淑慎女子学校、商水第二高等小学(1925年与一小合并)。

1925年(民国14年)还设立了乙种实业学校。学校数目虽有所增加，但当时军阀

纷争，土匪蜂起，商水受害尤深，百姓几无宁日，学校不能正常上课。

北伐战争胜利，商水县一时稳定，原来的学校恢复了正常的教学秩序，学校

面貌’为之一新。如师生走出课堂，列队游行，高呼“打倒帝国主义”， “打倒

贪官污吏”、 “打倒土豪劣绅”等口号。还参加检查日货、动员妇女放脚、剪男

子发辫、打神胎等革命活动。随着社会秩序安定，商水学校教育相应发展。1929

年(民国18年)招收一年制和二年制师范各一班，城关增设模范小学一处，还在

邓城和周口，分别增设了第二，第三高等小学校。1931年(民国20年)初师附招

一班初中班，1932年(民国21年)在周口与淮阳合办商淮联中一所。在此期间，

当时政府对学校采取了一系列禁锢学生思想、镇压学生参加革命活动的措施。如

1928年(民国17年)，河南省教育厅通令各学校和教育机关“查拿共产党人，勿稍

姑息”。1929年(民国18年)，河南省教育厅以第四号通令责令各学校，强调十人互

保，如其中发现有一共产党人，所有具保的其他九人，一概连坐。同年，国民政

府实行所谓“党化教育”，颁布了以实行三民主义为幌子，实际上进行封建法西

斯买办教育的教育宗旨，学校增设“党义”课目。1934年(民国23年)，在学校推

行以“四维(礼义廉耻)，八德(忠孝仁爱信义和平)”为主要内容的所谓“新

生活运动”，大倡复古。特别在“九、一八”事变后，竟提出“免谈国事”，。“战

时需作平时看：’等口号。所有以上指示规定，商水教育当局都转令各校贯彻执行。
在1日社会，商水县学校不仅数量少，而且经费拮据，校纪废弛，教学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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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低。如1931年(民国20年，《商水教育计划》内称： “县教育经费常年收入仅

二万元有奇，而常年开支已达二万六千元之谱⋯⋯收支相差过多。以致旧欠尚未

偿还，新帐亟待弥补，各校教师因存敷衍塞责之念，历任校长空抱无米难炊之悲，

形成经济恐慌，各校几乎停演。⋯⋯初级小学教员薪金仅五元，七元，不足以维

持生活，且积欠无着，稍为优良者，多改途他适”。又如1931年(民国20年)，河南

省教育厅督学李风章在他写的《商水教育视察报告》里写道： “全县只有大学生

四人，中等学校毕业的不过二十余人”。他在商水城关视察四所学校，并遍听在校

教师讲课。在“视察意见”里就提出撤换校长三人，教员五人。特别对商水初师

提出严厉批评说： “该校教师溺职者多，称职者少，以致学生成绩不良，精神不

振”。又如1935年(民国2a-年-)河南省教育厅对应届中学毕业生实行会考，商水中

学参加考试的38人，考试及格准予毕业的仅贾明善一人。从以上情况可见当时商

水教育的概貌o

抗日战争开始后，商水县广大师生，目击国民政府消极抗日，亡国之祸临头，

在进步教师的带领下，，开展了抗日救亡运动-o如组织抗日救亡宣传队，绘画，

张贴抗日漫画，教唱救亡歌曲，演出小型抗日话剧、歌剧。青年学生王性风，刘

润琴、陈维坦等十余人，．先后到延安抗大学习，他们后来在革命战争和社会主．灿
建设中，作出很大贡献。
· 1940年(民国29年)3月，．教育部根据《县各级组织纲要》，公布《国民教

育实施纲领》，实行所谓“管教养卫，政教合一”。县教育局改为县政府文教科，

原来的乡(镇)完小，改为中心国民学校，保设的初小改为保国民学校。并规定

乡(镇)长兼任中心学校校长，保长或保队附兼任保国民学校校长。目的是使政

治和教育大权统统操纵在地主豪绅手里，既可用政治力量统治教育，又可使教育

为政治服务。当时商水县先后令完小和初小校长分别到洛阳，许昌受训，-结业返

县后分别充任中心学校、保国民学校校长，但未实行乡，保长兼任校长。据1943

年(民国32年)统计，全县有中心国民学校26所，保国民学校124所。

1944年(民国33年)，日本侵略军占领周口，商水县政府南迁杨楼，县立简师

随之南迁至智王寨。商水城北的学校，除商水三小(在周口)被日伪办成周口市

第三小学外，其余先后停办，有个别村庄改设私塾。

抗战胜利后，商水原来的学校先后恢复。还办起了多处私立中学。如国民党

商水县党部书记长张连珠在城关创办私立溅川中学一所，招收高中一班，初．中两

班。乌沟、扶苏、张庄等地，也自筹经费先后办起了私立中学。当时周口的商水

辖区设有私立豫东中学、长城中学和两湖中学。 ．

1949年，商水县全境解放。7月，商水县人民政府文教科成立。为了培训新

型学校师资，吸收原来学校的部分教师及在乡知识分子，先后参加淮阳专区师资

训练班、师资讲习会以及在本县举办的师训班，学习党的重要文献，初步进行思

一誓I■l?卜澍要～

《羚黼露o．彬懈龇r墨纛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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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改造。同年九月，除接管原属西华县的青年中学及其附小外，全县十个区，开

办十个县立完小，每区还各办区立完小一所。全县一百三十六个乡，都先后办起

了乡小。还在城关开办初师一所。学制为：小学六年(四、二制)，初中三年，初

师三年。在课程设置上，取消了过去的“公民”，开时事政治课。为了贯彻“向工

农开门”的办学方针，学校招生，对农民子女优先录取；在城乡大办冬学、民校，

到1950年，全县入冬学、民校学习的达73096人。

1951年，全县中小学分别贯彻了《中学暂行规程(草案)》、《《小学暂行规

程(草案)》，变学期制为学年制，一律秋季始业，强调实施德智体全面发展的

教育方针，培养学生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j爱护公共财物的优良品

质。1952年暑假，全县集中中学教师75人，校工10人，学生代表17人，还抽调小

学教师69人，在淮阳进行思想改造，进一步清除封建、买办法西斯反动思想和资

产阶级思想。暑假后，因周商合并，原周口初师并入商水初师，周口市中学改属

商水，称一中；原青年中学改为二中；还在商水城关创办初中一处，称三中。1953

年开始学习苏联先进经验，强调课堂五个教学环节，实行五级分记分法，有重

点地试行小学五年一贯制。这年6月，二中随所在区砖桥划归郾城县。1954年5月

周商分治，商水只剩城关初中一所。1954年开始，通过课堂有机联系、课外参观、

请劳模讲话和参加体力劳动等多种形式，对学生进行劳动教育。1956年，党和政

府鉴于国民经济蓬勃发展，广大人民迫切要求子女入学、升学，加快了学校发展，

初师改为中师，城关初中招收两班高中，改称商水完中。全县有七个完小添招了

初中班(称戴帽中学)，小学也不同程度地增加了班次。

1956年10月份进行工资改革，小学教师平均工资提高49％，中学教师平均工

资提高30％。 ：．
1956年，商水县教育的发展脱离了稳妥可靠的基础，引起数量与质量上的矛

盾，因此在1957年，商水县采取了“保证质量，适当收缩，加强政治思想教育，

提高教育质量”的措施，对学校作了适当的调整与压缩。同时贯彻执行《全日制

小学工作条例(草案)》和《全日制中学工作条例(草案)》，制订了各种规章

制度，教育质量逐步回升。1957年9月，中学、师范教师集中在许昌，同年12月

全县小学及戴帽中学教师集中在商水城关，先后进行反右派斗争，有369名教师

被错划为右派分子，严重地削弱了师资力量，挫伤了教师的工作极积性。与此同

时，还在师范学生中开展了反右斗争，错划右派分子38人。在高中部学生中开展

社会主义大辩论，给六人戴上“坏学生”的帽子(多因家庭出身问题)大会宣布

开除。1958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中规定：“党的教育工作方针

是教育为无产阶级的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当时领导片面地领会这

一指示精神，一时让学生过多地参加生产劳动，配合中心工作，支援大跃进，炼

钢铁，大搞勤工俭学。这样作，虽在提高师生政治思想觉悟和养成劳动习惯上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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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一定作用，但教学秩序被打乱，重劳动，轻学习，学校教学质量显著下降。

1966年6月，商水县开始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教育行政组织瘫痪，学

校停课闹革命，停止招生，大部师生外出串连。1968．年，贫宣队、工宣队先后进

校，领导斗，批、改。1969年底，商水教育系统贯彻了“侯(庆林)、王(振余)”

建议，家在农村的教师下放原籍，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中等学校全部由公社领

导。这年，在“左”的路线影响下，不顾经济基础，学校教育盲目发展：社社办

高中，大队在发展小学的同时，增设了初中，有的还设有高中班。学制缩短：小

学五年，初高中各二年。课程设置也有很大变化：小学一般设政治，语文、算术、

军体，取消了史、地课；中学停开物理、化学、生物课，改授工农业基础知识。

废除了升学考试制度，实行公社，‘大队推荐。各校师资不足，就层层提拔，并大

量吸收民师，教师水平低，教学质量很差。 ．

1971年9月，商水教育系统贯彻了《全国教育工作座谈会纪要》对教育战线，

作出的“两个估计” (即文化革命前17年，教育战线是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

政，是黑线专政；知识分子大多数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是资产阶级知识

分子)，给广大教师套上了严重的情神枷锁。1972年6月，。贯彻了周总理“关于抓

好教育质量”的指示，全县各校教学秩序有了明显好转。但为时不久，又有1873

年的“鼓吹白卷英雄”和次年的“批林批孔”、1974年由“马振扶事件”引起的“反

回潮”，还有“学朝阳，迈大步”、 “开门办学”、等等，使各级学校又陷入了混

乱状态。总之“文化大革命”十年，是商水教育事业遭受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摧．

残破坏的十年。在这次空前浩劫里，废除了学校合理的规章制度，打乱了正常的

教学秩序，广大教师惨遭打击迫害，校舍、校具，图书、仪器被破坏，从思想上

严重毒害了青少年一代。
1977年秋，中小学恢复了“文革”前的课程及招生考试制度。从1981年暑假

招生开始，高、初中都开始向三年制过渡。由于“文革”中盲目发展，导致很多

教师不称职，教学效果很差。为了集中人力物力办好学校，在1982年，’压缩了各

级学校，调整了学校布局。全县高中由原来的22处合并为九处，要求每公社办好一

所重点初中，小学办的初中班大部撤掉。于1983年、1984年又先后把平店高中和

白寺高中改为农业高中，全县剩普通高中七所。为了提高教师素质，除责成进修

学校办各科进修班外，对现任中小学教师普遍进行教材教法过关考试，还对民办

教师先后通过考试进行了两次整顿。 ·

实行农业生产责任制后，商水改革了学校管理体制，实行了县管高中，乡管

初中，村管小学的三级办学管理体制，在国家拨款的同时，动员群众，集资办学。。
截止1985年底全县集资三千多万元，消灭了危房，消灭了泥桌泥凳，基本上实现

了班班有教室，学生人人有课桌凳。瓦房达到占校舍总数的95％以上。郝岗，巴

村，谭庄、白寺、大武．固墙、汤庄等乡中学都建起了教学楼。谭庄乡三李家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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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村集资十万元，也给该村小学建了教学楼。

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以来，商水贯彻落实了党中央

拨乱反正的方针政策，彻底批判了全面否定教育战线建国十七年成绩的“两个估

计”，平反了冤假错案及“文化大革命”中强加给教师的不实之词。．广大教师去掉

了精神枷锁，心情舒畅，精神焕发，更加忠诚党的教育事业。同时党和政府认真

落实了党的知识分子政策，从政治上和生活上关怀教师，吸收教师入党，多次评

优表模调资晋级，大大激发了广大教师的工作极积性，极积钻研业务，努力改革

教学，教学质量显著提高。从1980年起，开始在学校开展“五讲、四美、三热爱”

及“学雷锋，树新风”等活动，结合贯彻《中学学生守则》和《小学学生守则》。

在中学，加强和改进了政治课教学；在小学，增设了思想品德课。还要求教师以

身作则，身体力行，为人师表，从根本上改变了师生的精神面貌。 “关心集体，

关心他人”在学校中蔚然成风。县高中于1983年2月出席了全国“五讲四美，为

人师表”活动先进代表会议，荣获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中国教育工会奖状。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至1985年，商水教育战线为国家培养初中毕业生156200

人，高中毕业生升入大专院校的992人．大学本科毕业考取研究生的lo余人，到

美国留学的三人。根据1985年统计，全县有晋通高中7所，农业高中两所，初中

82所，小学550所，公办教职-I-．2236人，民办教9日i5404人。

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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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朝光绪二十四年(公元1898年)

清廷谕各省，．府、州、县改书院设学堂。

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

、管学大臣张百熙拟出《钦定学堂章程》，又称《壬寅学制》。次年清政府颁

布《重订学堂章程》，即《癸卯学制》。

光绪三十年(1904年)

改城内南门里凤台书院的义学为初等小学堂，是商水县设新式学校的开端。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 ．

五月，清廷下诏废除科举。商水县改周口南寨新街原静远书院为高等小学堂，
不久，又改为初等小学堂。

秋，知县谢绪纲、邑绅李延英，叶复元等倡捐，购买城内南门里义学巷初等

小学堂西邻民宅，筹建高等小学堂，于光绪三十三年招生开学。

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

---更j，城西北沙河北岸李集人李锦公，由河南省抚部院咨送日本留学，是商

水县有留学生之始。
‘

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

慈蓓太后下诏整顿士风，命学部严申学堂禁令：学生不准干预国家政治及联
名聚众五会演说等事，否则，教员、管理员，督抚，提学使等一并惩处。并命管

学各衙门及大小学堂将此旨悬挂堂上，学堂毕业文凭亦将此旨刊录。

宣统元年(1909年)。

五月，、在城内东街原训导宅设置劝学所，内设总董一人，劝学员八人，主管

地方教育，负责劝导士绅捐资办学。同时，改书院膏火银及儒学田租为教育经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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