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苍山县教育局外貌

县实验中学一角

苍山一中



县教师进修学校

县第一农技十学

县实验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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苍山一中中高级

识知分子宿舍楼

三合乡集资兴建的

三合中学教学楼

在农村中小学校舍改造中，层山乡沙埠村 经过校舍改造的磨山镇花庄小学

群众集资、游怀念个人捐资兴建的教学楼



苍山一中学生在进行军训

苍山县中小学春季田径运动会开幕



国家缎优秀教师，省劳模，教学活动挂 省特级教师张秀常在上观摩教学谦

蕊圉的创造者张藻良在指导工^制作挂圈

省优秀教师．省劳模刘传德在进行第 省园丁奖获得者赵鸿惠在辅导学生写作

二读堂教学

县第一农技中学果林班
1

师生在进行科学实验



县第二农技中学农

村幼师班在教学歌舞

县职工业余学校

和电大站教学处

’；，。。尊看*官主1：舯吧目々袭予崩在游或



长城中学玻璃仪器厂 县兰陵中学(五中)纸箱厂车间一角

苍山县著名老教育工作者在教育志稿审议会期问合影

县教育志编委编采和审查人员



十兰陵中学(五中)睐永年

职业中学刘雏庄·

职韭中学学生吾晨

努逼歌壳拳蠹属f轻

+实验中学颜士举

{|南桥中学v棘建陡

叠茁黔簧q哇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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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是振兴经济的战略重点之一，是两个文明建设的基础工程，是关系国家民族兴旺发

达的宏伟事业。

苍山县是新划县，抗日战争前是临．郯，费，峄，邳等县的边陲地带，交通闭塞，经济

文化落后，但该地区古代文化教育却还发达，人才辈出，代不乏人。3．939年8月，罗荣恒、

萧华等同志率八路军115师挺进鲁南，建立了以本县抱犊崮山区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自此。

人民教育从无到有、从小到大．逐步发展成今天初，中等教育较完整的体系。在党的领导下，

广大教育工作者坚持党的教育方针，勤勤恳恳，锐意探讨，诲人不倦，在培养德、智、体，

美、劳全面发展的新型人才的工程中，取得了可熹的成绩，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

命和建设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但是，苍山教育在发展过程中，也有过曲折，有过失误、

有过挫折，走过不平坦的道路。回溯鸦片战争以来现苍山县辖区的，特别是建县以来的教育实

践，总结经验教训，研究探讨规律，编纂苍山县第一部教育志，这对于资政、存史、育人，

对于改革振兴苍山教育，对于正确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政策，对于更好地落实邓小平同

志提出的“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重要指示，都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和历史意义。

《苍山县教育志》的编囊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

主义为基本原理，以《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指导原则，为求志书观点

正确、资料完备、特点突出、体例完善、文风端正，符合“三新"，“四性’’。我们希望它

能为苍山县的教育事业提供历史的借鉴和现实的依据，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为社会

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服务。但由于编者水平所限，资料残缺，时间仓促，经验贫乏，志

书质量未必能符合良好的主观愿望，恳请各级领导、新老教育工作者和各界有识之士斧正、补

遗。

本志在编纂过程中，承蒙省，地教育系统的领导和县志编委的关怀帮助，省内有关档案

馆，图书馆的大力支持，临，郯、费等兄弟县市教育局的热情协助，全县新老教育工作者和

广大知情人士的有力配合，终于顺利地完成了编薹任务，借此向他们一并表示最真诚的谢意。

张义康

一九八六年元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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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苍山县地处鲁南，县境与郯城，临沂、费县、枣庄以及江苏省的邳县等县市毗邻，面积

1799．86平方公里。北部为山蛉，占53．84％，南部为平原，占46．06％。土地肥沃，物产丰

富，交通便利。境内曾l；城曾为曾5国国都，兰陵曾长期为郡县所在地。唐代后，其地分属临、

郯、费、峄、邳等县，成为边缘地带。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以西北部山区为中心建立

鲁南抗日根据地。先后建立的县级地方政权有，民主临沂县，边联县、临西县、赵缚县、兰

陵县、苍山县等。1950年撒赵并苍，为纪念1933年的“苍山暴动”面定名为苍山县。1953年

撤销兰陵县，将其南桥、横山、青山三个区(今南桥、横山、韩塘、兰陵、新兴等乡镇)划

归苍山县，1958年底，苍山县的税郭划归枣庄市，褚墩区分别划归脑沂、郯城县。苍山县境

域始固定下来。

(一)

现苍山县辖区设学约始于西周。旧临沂县志记载·夏少康子姒曲烈始封于邯，周亦建有

酆国，酆国故都为今向城乡鄯城一带。西周的学校分为国学和乡学两种。国学，天子设的为

。辟雍"，诸候国设的为“泮宫”，都是专门教养王子和贵族子弟之所，乡学为地方政权所

‘设，《学记》上说t “家有塾，党有庠，术(遂)有序。’’都是教养贵胄子弟的地方，庶民

子弟是被排挤于外的。

瘩秋时期，官学废弛，私学创立并繁盛起来，本地的文化教育亦相当发达。古代史学文

学磬著《左传》的作者左丘明是本地人，今兴明乡金楼村尚存左丘明墓h孔子的著名弟子高

柴是本地人，高柴墓子兰陵北尚存。春秋末期曾子(参)授徒讲学于磨山下J战国时期苟子

(况)二次辞去兰陵令后，于风景秀丽的文峰出下著书立说，授徒讲学。、由此可以窥悉当时

本地文化教育发展之一斑。 r

．

汉代，现苍山县辖区私学颇为繁盛， “学馆力，‘髫书馆一、口书舍一遍及城乡，甚至偏

僻的山村读书之风也兴盛起来。有名的。凿壁偷光弦的匡衡，就是本县今鲁城乡匡壬村人。

匡衡自幼家贫，凿壁偷光，发愤苦读，成为西汉著名的经学家，官至丞相，封安乐侯。其时

人才辈出，仅兰陵一地载入史册的人物，西汉有十余人，魏、晋、南北朝时有二十余人。南

朝诗人何逊是本县今长城镇人，在我国文学史上占有一定地位。 、

隋、唐科举制度兴起，各种官学、私学成为学子追求功名剃禄的阶梯。由于沧桑变迁，郡

县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转移，本县成为数县的边缘地带，教育事业开始衰退，但受新兴的

科举制度的刺激，一时仍属教育较发达的地区． ，

末、元时代，书院兴盛起来。磨山矗宗圣书院”，文蜂山缸苟子书院"相继建立了。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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