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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 辑 分 工

王桂良：概述教育人物 一

陈建英：概述大尊记 小学教育 中等职业技术教育 中等师范教育 中

等专业教育成人教育教师共产党组织教育行政教育督导

教育人物

王迎霞：教育宗旨学前教育少数民族教育高等教育教学研究

边文骧：官学私学 普通巾学教台 特殊教育学生 资产经费管理 教育

资产勤工俭学

fLj宏勤、t佳良：审阅定稿



郭Ill-昌河北省副省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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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瑞荣沧州fijI政协{席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孙瑞荣



王国强沧州市委副书记

力塘哆硷讽-务荡似p困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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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振图 沧州市剐I仃长

蟛史为镜

鉴往开来开创沧州教育新局面
赵振国



序

继荣获河北省专业志书评比一等奖的《沧州市教育志》发行三载后，《沧州教育

志》又以观点正确、体例完备、资料翔实而付梓出版，实为沧州教育界一大幸事。

沧州，这个被《水浒》作者生动描绘宋代东京八十万禁军教头林冲“刺配沧州

道"，由此逼上梁山的古城，除具几千年的文明历史外，更有被世界所推崇的璀灿的

优秀文化。从公元前140年西汉河间王刘德专建诗经村讲授诗经，到隋朝初年，献县

著名大儒、太学博士刘炫自己开馆讲学，修订《五礼》、考定《石经》；从五代时期任后

唐、后周宰相二十载的冯道完成“五代监本’’创我国封建时代官府大规模刻印书籍的

先河，到礼部尚书纪昀纂定《四库全书》；从著名洋务派首领、两广总督、协办大学士

张之洞发表《劝学篇》，撰写《书目答问》，捐五千两赏银在家乡南皮双庙建慈恩学堂，

到“海内名医三强”中的张锡纯创办“国医函授学校”⋯⋯沧州文化教育事业有着她

的蹒跚，有着她的成熟，有着她的辉煌，有着她的悲壮。．

从西汉时期沧州境内设建日华宫、君子馆，作为讲讨学术之所至今，沧州教育经

历了一个漫长的岁月。遗憾的是，全面、完善的沧州教育史志竟付阙如，仅一册《沧州

市教育志》实不能统览沧州教育之全部，喜《沧州教育志》编纂人员焚膏继晷，朝夕从

事，历时三载而成书。这部教育志的创作，不仪为我f订专忐佳构，更给每位同仁了解

沧州教育历史，探索教育规律以启迪作用。筚路蓝缕之功，实不可泯。

这部志书，全面系统地记述了沧州教育事业的历史和现状，客观地描述了教育

事业前进的足迹，揭示了教育事业的一些发展规律，为沧州的教育事业提供了历史

借鉴和科学依据，它将为“资政、教化、存史”起到重要作用。

对《沧卅l教育志》撰成并能印行流传，感到由衷的欣幸，故序之如上。

沧州市教育委员会主任

王志新

1998年5月



凡 例

～、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指导，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

史唯物主义观点，遵循志挎编写原则，采用“横排门类，纵示发展”的结构，详今略古，

立足当代，秉笔直书，伞面客观地反映沧州教育事业的历史和现状，力求科学性、思

想性、地力^性与资料性相统一。

二、本志I：溯厢汉年fnJ(公元fj百140年)，F限1996年。

三、本志“五四”运动(1919年)前均按历史传统纪年，夹注公元纪年，“五四”运

动之后一律采用公元纪年。

四、本：畚所记史实，1984年前以沧州辖区为主；1984年仝1993年7月，沧州地、

市按辖Ⅸ分写；1993年7月后按今沧州市辖区记述。

五、本志采用述、记、志、传、图、表、录七种体裁，以志为丰体。x寸各时期组织机

构、职务、地方及学校名称均片j当fI寸称谓；对涉及到的人和事均据实记述，不加评析。

六、本志人事记用编年体，以事系人，，lj记不议。对重点学校的记述，采用本末

体，以便完整地了解一个学校的历史。

七、本忐遵循生不泣传的fl，-汕、y-lII,,j，按照因事记人的办法收录人物。

“f冬略”收录(一)在对敌斗争和为舍已救人而献身的革命烈士；(二)获全国劳

模、全困教育系统劳模、伞斟群英会代表、全国模范班主任、全国“五讲四美为人师

表”先进个人、伞罔“三八”红旗手等困家级奖励者。(三)生前死后在全国、全省有较

大影响者。 ．

“简介”收录“f擘略’’二、三款之在世者。}"-l-It省劳模、特级教师、正教授等分别列

入名录中。

八、本志资料，主要取自河北省和沧州地、市等存档、旧志书及各县(市、场、区)

大中专院校提供资料。档案资料缺失者，经采访知情人并核实后整理为口碑资料，酌

情入志。为节省篇幅，不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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