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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县唐河，沧海桑田，已有千年文明史，素有敬尚诗书、尊崇礼义之

称。具有优良传统的唐河教育，在蒙昧中产生，在曲折中发展，孕育了代代

英才。新中国诞生后，唐河教苑，百花齐放，异彩纷呈。当改革的春风吹拂

这块土地的时候，基础教育、职业技术教育、成人教育迅速发展，农村教育‘

综合改革有了突破性进展，古老的唐河大地焕发了勃勃生机。多少志士仁

人，纵横求索，争相抒写“科技兴唐，教育为本一的新篇章。

盛世修志，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时值今天，编纂具有时代特点的

新型教育志，不仅是我们进行教育科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也是社会主

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需要。我们在省、地、县史志编委的指导下，组织人员经

过数载努力，征求多方意见，几经修正补遗，编纂了这部《唐河县教育志》。

在修志过程中。我们努力运甩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

本着并通古今、略古详今、尊重历史、事实求是的原则，收入了唐河县自明

代至1989年的教育历史资料，比较客观地反映了唐河县教育历史的面貌，

揭示了唐河县教育事业发展的规律。

《唐河县教育志》的问世，不仅有助于广大教育工作者熟悉教育历史的

风貌，对广大青少年进行革命传统教育和热爱祖国、热爱家乡教育，而且为

唐河县的教育改革和发展提供了有益的历史借鉴和科学的依据。

这部教育志是唐河县历史上第一部教育专志，尽管我们悉心修志，但

终因年代久远．，资料难寻，加之水平有限，瑕瑜互见在所难免，敬请读者、同

仁不吝赐教，批评斧正。

唐河县教育委员会主任 陈新杰

一九九六年七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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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概 述

唐河县位于河南省西南部，南阳盆地东缘，东经112。28’一113。16，，北

纬3芝。21，一-二32．一55，；东磺泌阳县、桐柏县，南邻湖北省枣阳县、襄阳县，西

与南阳县、新野县接壤，北同社旗县毗邻；方(城)枣(阳)公路纵贯南北，衔

接汉渝铁路，南(阳)信(阳)、南(阳)驻(马店)公路横穿东西，沟通京广、焦

枝两条铁路。东西长74．25公里，南北宽’62．85公里，面积25 1 2．4平方公

里。
’

j
·‘

1986年，全县辖4个镇16个乡，共1091932人：有耕地206．24万亩。主要

是汉族，其次是回族蒙古、壮、满、藏、苗、彝、布依、土家、朝鲜等民族。唐河

县历史悠久，历有耕读传统，教育颇有建树，崇文尚武，人才辈出。汉光武

帝刘秀的大将马武、光禄大夫樊宏皆生于湖阳，李坚、曲端、曹文衡、韩应琦

等古代文韬武略闻名于世；革命烈士张星江、吴寿青、周邦彩，著名哲学家’．

冯友兰、地质学家冯景兰、文学家冯沅君、诗人李季、考古学家徐旭生、园艺

学家郭须静、植物生态学家曲仲湘、飞机机械师冯钟越、医学家杨慈云、著

名教授冯宗璞等，均为中国历史的进步做出了贡献。仅1 985年的不完全统

计，在外地工作的唐河籍党政军干部中，地师级以上人员和副教授以上人

员就有1 5Q余人，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挥出聪明才

智。
。

，

‘

-
．

鸦片战争后，，中国出现了帝国主义的奴化教育、封建地主阶级的旧文

化教育和资产阶级的新文化教育，它们在学校教育方面一是崇尚程、朱理

学，进一步推行以“八股文”为内容的科举制度，用以笼络知识分子；二是实

行民族压迫，采取种种压制思想的措施，以达到消灭民族反抗思想的目

的。县儒学和书院就是培养、输送科举人才的教育机构。其教育内容以培‘

’养科举人才为主导，多为“四书■“五经”、“八股文”之类；思想统治方面以

程、朱理学为内容，后期始重视“时务”。在全县所开设的社学和义学，是为．



统治阶级服务的地方文化机构，专以劝农勤农桑、习礼义、学文化务。晚清

县设社学3所，义学4所。私塾则是封建社会实旌初等教育的主要形式，清

末县有私塾100余所。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清廷采纳变法主张，推行新

法，其中对教育体制、科举考试的内容做了修改，考试以讲求实学为主。光

绪三十年(1904年)，彻底废除了科举制度，各种新式学堂相继兴办起来，至

宣统年问县创办高等学堂、两等学堂和初等学堂共9所·光绪三十四年

一(1908年)创办师范传习所，宣统元年(1909年)创办县官立初等师范学堂，

宣统二年七月，县创办20所民众识字的_简易识字学塾”，后增至32所。

民国初年，学堂有所发展，但断续兴废无常，情况较为复杂·至民国15

年(1926年)，各地陆续兴办一些学校。民国19年(1 930年)，全县公立小学

218所，私立小学5所。民国22年(1933年)、，在黉学旧址创办唐河县立初级

中学。、其中附设师范班1班，学生45人，教师2人。民国25年(1936年)，创办

‘唐河县私立源潭初级中学(后改为河南省私立源潭初级中学)。至民国26

年，中学2所，6班，学生31 7人，教师24人；高等小学12所，68班，学生3425人，

教师123人；初级小学122所，137班，学生5031人，教师175人；私立小学62

所，83班，学生3006人，教师102人；私塾35所，学生621人，教师35人。

民国28年(】939年)至民国32年(1943年)，全县出现私人办学热潮。先

后创办了私立蔚文中学、私立临泉中学、私立惠民中学、私立钟毅中学、私

立唐东中学、私立唐西中学、私立唐北中学和私立旭桐中学。其中私立蔚

文中学和私立临泉中学均开设高中斑。私立源潭中学和私立钟毅中学在

河南省的中学办学史上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民国29年(19年)，实行

“新县制一，实施国民教育，保设保国民小学校，乡(镇)设中心国．4民0小学校。

全县5个区所辖的24个镇均设立中心国民小学校，280个保均设立保国民小

学校。至民国3每年(1945年)，除中心国民小学校和保国民小学校外，师范3

班，学生1 40人，教师7人；中学10所，56班，学生2626人，教师145人，其中高

中10班、学生582人，教师28人；私塾36所，学生1279人，教师55人。



民国29年(1940年)至民国34年(1945年)，日军入侵县境，教育事业受

到严重破坏。仅城关学校就有185间房屋、2021张(条)桌凳、3907册图书被

毁，逃难学生727人，被害师生65入。崇实小学6班285人中就有22人被日军

飞机炸死。1945年张店小学教师张少良带两名学生去白秋村避难'．途经三

官庙均被日军枪杀。与此同时，县各级各类学校中的中国共产党地下组织

率领广大师生和爱国青年，积极开展抗日救国的宣传工作，为国家输送一

批走上抗日前线的优秀干部。民国26年(1937年)10月从北平、天津回乡的

学生组织成立“平津流亡同学会一，进行抗日宣传。民国27年春，中国共产

党员黄子瑞在祁仪小学创办《祁仪间日报》，报导抗日消息，进行抗日宣

传。同年7月，祁仪小学教员赵寅明、王立生等在祁仪创办话剧团，源潭中

学李协民、王晓舟等在源潭创办话剧团，进行抗日宣传。民国29年(1940

年)，毕店中心小学全体学生200余人发起购买“小学生号"的献机救国运

动，捐资40余元彳并发表宣言，进行抗日宣传。大部分学校修改了教科书，

增添了抗日宣传的教学内容．。抗战胜利后，国民党为独吞胜利果实，打着

“戡乱救国一的旗号，在学校进行法西斯教育，宣传反苏反共，宣扬美国“文

明"、“富强”，把“三民主义一定为党义，在中小学开设公民课，将训育及军事

训练列为重要授课内容，极力限制学生的思想自由。全县各学校的进步师

生在中共组织的领导下，同国民党法西斯教育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由于

国民党反动派加剧内战，政局动荡，全县教育事业受到破坏。至1947年，中

学全部停办’，大部分小学也先后相继停办。

， 1947年底，唐河县解放，建立了人民政权，党和政府十分重视教育的恢

复和改造工作。1948年春，唐南县县长张致远在祁仪召开教员、知识分子

座谈会。同年秋，唐河(北)县委书记李良田在源潭召开全县教育界人士座

谈会，宣传贯彻党的知识分子政策，训练积极分子330人，有计划地恢复了

一批中小学校。至此全县的教育事业逐步走上了健康、稳妥的发展道路。

1949年全县有中学2所(城关、源潭各1所)，9班，学生411人，教职128人；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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