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渔卫毅有惕



臻骤一敏育
(1 88 6—1 9 8 6)

滦县教育志编辑组

一九八七年十二月

吾士
声八。



主 编： 高 起

主 笔： 张喜丁+

编辑组成员：王裕三(兼顾问)

岳海峰

陈 发

赵士良

郝志祥

韩有年

张荫庭

唐向荣

王宝善 ’
r}
一



序 言

对于关心中国变革的人们，，不能只盯住经济的变化，还必须密

切注视直接关系到中国前途的教育。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矽。中

国要消灭贫穷，走向富强，消灭落后，走向现代化，建设有中国特

色的社会主义，发展教育事业是至关重要的o

《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指出。 “教育体制的改

革要总结我们自己的历史和现实的经验”二要加速我县教育改革的

步伐，使之沿着正确轨道健康发展，借鉴本地教育发展的历史和经

验，亦是不容忽略的，这正是编写《滦县教育志》的目的、意义所

在。，，．， 、．
‘。 ”．‘一

。

r：

自清末“废科举，兴学堂炒始，近代教育在滦县已有百年的历

史，1日中国的滦县教育受到北洋军阀，Fi本侵略者以及国民党腐败

政府的摧残，不堪言状，全县80％以上的人口是义盲·新中国诞生

以后，在大力进行经济建设的同时，积极发展教育事业，初等和中

等教育以及扫盲为主的成人教育都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到五十年代

末，教育事业由于“左"的影响，受到挫折；十年动乱更走到了“否

定知识，破坏教育"的极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经过拨乱

反正，滦县教育逐步走上了健康发展的道路o’

回顾百年教育的历史，其间的兴衰盛颓经验与教训极为丰富，‘

唐太宗李世民曾留下名言： “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人为镜可以

明得失，以史为镜可以知兴衰"。撰写《滦县教育志》留给后来者，

可收到资治，存史，惠及子孙之效；对于认真贯彻教育为社会主义

现代化建设服务的方针，深化教育改革，造就一代有理想、有道德．．



有文化、守纪律的新人更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编写《滦县教育志》的指导思想是：(一)尊重历史真实，运

用新的观点、新的方法、新的材料加以叙述，使之具有滦县的地方

特色，以为改革，，振兴滦县教育之所用；(二)反映不同历史时期

的教育面貌，详今略古，特别注意解放前后历史的对比和党的十一

届三中全会前后情况的对比，(三)注意汇集有长期保存价值的史

料，以供教育行政部门之考据，(四)力争把《滦县教育志》撰写

成考察滦县教育史料的小百科全书和对后代进行思想政治教育、革

命传统教育，爱国主义教育的乡土教材。

由于县委、县政府的亲切关怀，县地方志办公室的具体指导，教

育志编辑组全体同志的辛勤努力以及全社会有关人士的大力协助，

滦县有史以来的第一部教育志出版了。我们把它敬献给滦县教育战

线上的辛勤园丁和全县47万人民。让我们共同为开创滦县教育事业

的新局面、振兴滦县经济、培养更多的建设人才而努力。

高 起

一九八七年十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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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o、本志体例横排竖写，个尉章节纵横结合o‘一 ‘。。’．．

二，本志上限起自18·86年，下限迄至1"986年：’因顾及历史的连’。

续性，个别地方在上下限上略有突破和延伸。

三，对各个时期的组织机构v职务名称，地名以及政治上，政

策上的名词术语，均保留当时的称谓。对历史上的人和事，一般不

4作直接评价o
’

：‘
·；

四，历史纪元，建国前按当时的习惯用法，1附公元梦建国后用：
5

’
“

●j

公元。 1． z．f． ．i
‘

’

o·

五、本志囊括内容以今日县政所辖区域范围为准。对过去曾一’；，
“

度为滦县所辖区域，但现已划出者一般不再列入· 7，

：

六、本志事件内容主要来自历史存档。因档案资料不全，其中

5一部分靠采访、回忆来弥补。 一

七、在不同政权的交叉时期，以“国民党政权的教育”，“日‘

。伪教育"，“解放区教育’’．相区别。’ ‘．



总 述

鸦片战争后，帝国主义的教育逐步向中国渗透，动摇了延续几千年的封建教育制度．

公元l 8 9 8年，光绪主持变法，提出“废八比，停科举一。为了执行新法，当时的直

隶总督袁世凯，谕各县派士绅去日本考察教育。回国后，滦县建立了第一个教育行政机

构～劝学所。光绪三十年(1 9 0 4年)，书院停办，建立了高等小学堂，当时称作

“洋学堂力。群众对这样的小学感到新鲜，倍受欢迎。随之，滦县城乡办起初等小学堂

百余所，小学堂的课程逐步向实用方向过渡。原来的大部分私垫也进行了改良，滦县教

育发生了很大变化。与此同时，宣讲所，阅报社在城内相应建立，民众教育也打开了一

个新局面。 ．’

4：。

辛亥革命后，滦县教育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民国2年(1 9 1 3年)，滦县建立第

一所县立初级中学，民国l 6年(1 9 2 7年)，滦县县立师范学校建立，民国2 3年

(1 9 3 4年)，滦县私立汇文小学改为初级中学，小学更如春笋突发，遍及城乡各地。

当时滦县有县立完全小学6所，县立初级小学5所，私立完全小学l所，私立初级小学

5所，乡立初级小学13l所。另外还有不属于滦县的电报学校和河北省立滦县师范学校。

民国10年(1 9 2 1年)以后，马列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滦县最先接受马列主义

的是潦县初级中学，河北滦师和县立师范的一部分师生。他们积极宣传共产党的主派，

团结校内外群众，壮大党的力量。民国14年(1 9 2 5年)，滦县第一个中共党支部在这

里诞生，民国18年(1 9 2 9年)，又建成滦县第一届县委，滦中学生秦芝任书记，河北

滦师教师姚洗尘任组委，县师教师高定侯任宣委。在他们的领导下，党员和积极分子发展

到几十人。他们走到哪里，就把党的先进思想带到哪里。成为遍及全县燎原的革命火种。

民国2 2年(1 9 3 3年)，日军侵占了滦县，师生中蕴藏的爱国革命激情象火山

一样爆发出来。他们通过多种形式参加抗日宣传鼓动工作，积极为武装暴动积蓄力量．

1 9 3 8年冀东抗日大暴动中，滦中、河北滦师、县师的师生和农村小学教师参加暴动

的就有上百人，他们在革命队伍中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 ’ __

l 9 3 8年下半年，日军大举。扫荡静农村，全县大部分小学遭到破坏。从l 9 4 0

年开始，随着抗日民主政权不断发展和巩固，涌现出一种崭新的教育形式——抗日小学。

抗日小学贯彻民旗的，科学的，大众的教育方针，废除体罚，通过日校t午校，夜校等

不同形式，使贫雇农子女都有入学的机会。 _f

由于敌人不断骚拢，抗日小学采用灵活机动的教学形式，“敌来我走，敌走我教力，

／歹‘



实行游击教学。教材设国语、算术，常识(政治)等，大部分是油印的，甚至还有手抄

的。除上级发样本外，也发动教师自编教材。教材内容以抗战形势、大生产运动和生活

实际为重点，思想性、战斗性都很强。如《持久战》一课· “中国大，日本小’中国人

多，日本人少}持久战争，它受不了。”内容明白如画，读起来琅琅上口，通过小学生

之口广泛流传于社会，大大鼓舞起人民抗日的情绪。

，r 在日本侵略者的占领区办起了IEI伪小学，另外还有偏远山区的一些零星私塾，三种

不同性质的学校并存。尤其是敌我两种教育形式抗衡了8、9年之久(包括3年解放战

争)。‘ ·

1 9 4 8年11月滦县全境解放。解放初，各级各类学校都按“教育为工农开门’’的

方针优先接收工农子女入学。在学校中建立党的组织，确立了党对教育事业的领导权。

l 9 5 2年，对教师开展了思想改造运动，消除了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的教育，树

立为人民眼务的思想，取得了较大的进步。l 9 5 2年，滦县小学已发展到398所，在

校学生s￡7 E5人，视中两所，在校学生1085人。

随着国家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国民经济迅

速恢复发展，教育事业纳入国家计划的轨道。中小学教育经过全面整顿，调整了布局，

健全了领导，充实了教师队伍，同时进行了教育改革，学习苏联的教学经验，各级各类

学校采用了统一的教学计划、教学大缎和教材，逐步建立健全了规章制度，教学质量有

了一定程度的提高。l 9 5 7年，全县有小学403所，在校学生39229人，中学10所，在

校学生3585人。

1 9 5 7至l 9 5 8年，中小学反右派斗争扩大化，除部分教师被打成右派分子外。

大部分教师人人过关，教师的积极性受到挫伤。1 9 5 8年，在工农业大跃进形势的推

动下，滦县中小学教育及职业教育发展很快，在成人教育、幼儿教育、勤工俭学等方面

也摸索出一些经验；同时，农业中学、红专学校相继出现。但由于受“五风"的影响，

学生经常走出学校支援农业，大炼钢铁，大搞勤工俭学，大轰大嗡，影响了教学质黾。

l 9 6 O年至l 9 6 2年，国家处于困难时期。全县贯彻“调整，巩同、充实、提

高”的八字方针，调整了部分中学，师范学校，卫生学校、综合技校也同时下马，下放

了3 14名教师。这一时期，学生的巩固率不稳定，教师也有自动退职回家的。 但绝大多

数教师坚守岗位，，克服了种种困难，为国家培养人材做出了贡献。

从l 9 6 3年到1 9 6 5年，贯彻中小学暂行工作条例和“两条腿走路，，的方针，

发展了农业中学和耕读小学’加强了中小学的管理，确立了学校工作必须以教学为中心

的思想，树立起正常的教学秩序。这一时期办学方式多样，教育质量为上升趋势，学生

的德智体美得到均衡发展。l 9 6 5年，全县各类小学发展到612所，在校学生58331人，

中学11所，在校学生3447人。

I 9 6 6年至l 9 7 6年是“文化大革命’’时期。“文化大革命黟之初，全县中学



停课两年多，小学受其干扰也不能正常上课。受害最深的是各级各类学校的领导和一部分

教师，他们有的被长期揪斗，有的被关进“牛棚芦，也有的冤狱十几年，还有的致残或

身亡。当时教师在政治上受歧视，精神上受压抑，经济上受限制，人格上受侮辱，被称

作“臭老九"。人民教师这一高尚职业，反而成为全社会最低贱的工作。
‘

“文化大革命"期间，尽管学校骤增，但教学质量很差，学习风气不正。在。极左骨

的路线下，经过“夺权打斗争，反“逆流”，“批林批孔"，“学朝农弦，“学大寨"，

叠开门办学"、“推荐选拔力、“贫下中农管理学校黟、“马振夫事件刀，私农村小学下放

大队来办力等等事件，使学校终日动荡不安，教师欲教不能，欲罢不忍。学生缺乏远大

理想。十年浩劫，教育事业受到极大破坏，在广大师生的心灵上留下极大的创伤。

l 9 7 6年10月，党中央粉碎了江青反革命集团，结束了十年动乱，滦县的教育事

业进入一个崭新的历史发展时期。党的十一届兰中全会以后，我党全面地，认真地纠正

了“文化大革命”极左的错误，对十七年教育做出了公正的评价，落实了一系列知识分子

政策。教育工作者越来越受到党和政府的重视，尊重知识，尊重人材，关心教育的风气

正在形成。滦县各级党委都把教育工作列入重要议事日程，建立了完整的中小学管理制

度，逐步完善，加强了小学，整顿了初中，调整了高中，职业教育、成人教育也在稳步

发展。1 9 8 5年全县小学发展到388所，在校学生59100人，是建国前(12958人)的

4．6倍I中学45所，在校学生20393人，比建国前(150人)增加135倍；全县有职业中学l

所，在校学生186人，农业中学1所，在校学生527人’幼儿园260所(包括农村)，入园

幼J[,7428人，电大站1所。全县教职员工4042人I是建国前的9．4倍。学龄儿童入学率为

97．4％。全县已于1 9 8 O年基本扫除了文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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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教育大事记

光绪十二年(1 886年)

基督教会在滦县城内建立初等小学一所，名“成美馆"·设读经，英文、数学、地

理，体学等课，这是教会最早在滦县办的新式学堂。

(滦县志卷四3 4页)

光绪三十年(1 904年)

知州章焘，在海阳书院建立了一所高等小学堂，招生一班，于4月=}f始授课·这是

滦县第一所公立小学堂。

(滦县志卷八4 4页)

光绪三十一年(I 905年)

6月 在生员宦培稚等人的倡导下，在后营坊忠孝裥办官话字母学校，目的是对民

众进行扫盲教育。

(滦县志卷八第4 9页)

知州李兆珍，由天津聘日本留学生二人任教，借用离小讲堂开办初小教师讲习会．

彼时科举未停，县考取全覆试者五十余人参加学习，按人发给津贴。是年冬又借高小讲

堂，传习初等教习。同时在县署内办吏胥学堂一处，以科房为讲堂，投以小学课程，为

市，镇、大村创办小学培育师资。 ，

．， ，

(滦县志卷八4 4页)

；

光绪三十二年(1 906年)
一

滦州劝学所创立。下乡劝办初等小学，并令私塾改良，每逢暑假办理私塾改良传习

所。这是滦县最早建立的教育行政机构． ’’

(滦县志卷八l 6页)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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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三十三年(1 907)

是年在东街开办宣讲所，阅报社。次年知州刘凤镶在宣讲所、阅报社的基础上添

设陈列馆j这是滦县开办民众教育之始。

(滦县志卷八4 9页) ，

宣统二年(1 91 0年)

7月 直隶第三师范学堂始建于滦县北关。

(滦县志卷八4 5’页)

宣统三年(1 911年)

是年 直隶提学使，为改良小学教授法，饬县成立单级师范讲习所。地址在县城东

门里，租用民房，派天津单级师范讲习所毕业的裴廷楹任所长兼教员，雷云会为讲员。

共办两期，每期一班，学员4 0人，五个月毕业。

(滦县志卷八2 0页)

是年 电报学校由昌黎迁至滦县城内。租东街铺房以作校舍(即今--中北院)。课

程分英文、汉文，电理、电报。学生班次有正副之分，正班1个，考试合格者分配到各

电报局工作，副班5个，按成绩名次予以升迁。

(滦县志卷八4 5页)

民国元年(1 91 2年)

4月 颁布了由蔡元培修订的教育纲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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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山市档l 3／l l 8第一次中国教育年鉴)

是年原宣统年问设于东关龙王庙的“字母学校黟迁于城内后营坊孔庙院内，增设

古文观止，文范，尺牍、珠算、算学等科。称为圣人庙小学。到民国4年(1 9 l 5年)

呈准立案，校名“滦县县立高等初等小学校"(简称“两等黟小学)，高级班为三年

制。

2

(实验小学校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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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年．滦县城内女子小学成立，校址在玉石井胡同·

-’
。

‘(滦县志卷八2 4页) ·

’I

是年滦县汇文小学建立，租西街民房为校舍。后迁入西关。(见附录1)
、

(唐向荣提供)

民国2年(1 91 5年)

6月 县教育会提议，将海阳书院高等小学改为中学，招生一班，以后每年招生·
到民国6年(1 9 l 7年)呈直隶教育司批准立案。校名“滦县县立初级中学一(简称

滦中)。
。 一 (滦县志卷八2 l页) 。

民国4年(1815年)
-‘

．

f】

～’

1月 颁布大总统特定教育纲要。以。爱国，尚武，崇实，法孔孟，重自治，戒贪

食、戒燥进万七项为教育宗旨。 ．

(唐山市档l 3／l l 8第一次中国教育年鉴)

民国9年(1 920年，)
’

、

王景春办T--所私立勤信初级小学。地址分别在柏树庄，毛家山和滦县城内。

(张喜丁提供)

民国1 2年(1923年)

劝学所改为教育局，刘节之为局长。
”

。(滦县志卷八l 6页)

l

、

?

民国1 8年(1924年)

是年滦县城内“两等一小学的高级班，由三年制改为二年制。
．

(实验小学校史)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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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民国l 4年(1925年)

2月 滦中学生秦芝，徐德瑞等与滦师学生发起组织“青年同盟一，发表宣育，创办

刊物．提出。．“反对列强，反对军阀混战，反对豪绅当道，团结互助一等主张。盟员发

展到2 0多人．

， (滦县党史办大事记)

6月 “五卅一惨案发生后，滦师，滦中学生声援上海工，学界，成立搿滦县中等

学校救国联合会’’。公推滦师学生刘树屏(刘作恒)为会长，组织学生分小组到农村，
．

城镇，车站进行宣传，罢课2 0多天．

(滦县党史办大事记) _

7月 奉系军阀内讧，占据滦师、滦中校舍，两校被迫停课。徐作事，王大中、徐

德瑞等部分学生到乐亭县中学借读，8月滦中学生秦芝(秦霁清)去乐中与徐德瑞研究

召开滦县第二次“青年同盟”会议问题，得到乐中中共党组织负责人王德周C：E佩环)

的支持。经过一段时间的培养，秦芝、徐德瑞、杜宗周等同学，在乐中加入中国共产主

义青年团，不久转为中共党员．并组建支部，秦芝任书记。这是滦县第一个中共党支部．

(滦县党史办大事记)

民国1 5年(1 926年)

8月 滦师、潦中复课，去乐中借读的学生返回原校，党支部迁回滦县．1 2月徐

凌汉同志受中共顺直行委派遣，以特派员的身分秘密与滦县党支部接上关系，从此滦县

中等学校的党支部，在上级党委直接领导下开展工作。

(滦县党史办大事记)

是年国民党政府颁布教育宗旨。

一、iL-"意我国文化，以发扬民族精神I

二、实施军事教育，以养成强健的体格I

三、酌施国耻教育，以培养爱国志操I

四，促进科学教育，以增进基本知能。

(唐山市档13／118第一次中国教育年鉴)

民国1 6年(1 927年)

4月 李大钊同志殉难噩耗传来，滦县中等学校党支部以昌，滦，乐三县学生同乡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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