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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此if,1．．-Ik学校建校八十五周年即将到来之际，我们编写

了涧北学校校志，做为向母校生日的献礼。

涧北学校自王绍唐创办至今，将近一个世纪。在这个漫

长的时问里，中国社会几经变革，学校也几经兴衰。但它毕

竟多次崛起，为国家为民族培养了大批人材。有为民族解放

英勇就义、流血牺牲的烈士；有将军、有部长；有教授、有

工程师；有各级干部和医务工作者。这不仅是学校的光荣。

也是涧北这个山村的骄傲，而且是济源这块革命老根据地的

荣幸!
。

古人云：“十年树木，百年树人。”诚哉斯言。看涧北

学校的历史，古人不我欺也! “振国兴邦，教育为本。”目

前我国正大力提倡“尊师重教”，其目的就是舍教育无以振

兴国家，舍教育就只有愚昧落后，中华民族将不能立于世界

之林!读if司．-Ilc,学校校志即可洞悉此理，从中汲取教益。

本志本着尊重历史、尊重事实、详今略古的精神进行编

写。

现在国外以及在台湾供职的同学，因情况不大了解，故

暂不述及，待祖国统一后，再行续编。

由于编者知识浅薄，水平有限，原始资料奇缺，因而错

误或遗漏之处在所难免，敬希知情者指出，待修改时纠正，

我们不胜感激之至。

李钟玄、卢曙天

一九九一年七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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涧北村位于济源市西约9公里处，属思礼乡管辖，距乡

政府L5公里，这里物产丰富，交通方便。北峙太行，南临

溴水，西耸王屋、天坛，群山环抱，山青水秀，景色宜人，

该村有三千亩土地，二干六百口人，周围还有几个卫星村，

生源充足，地理条件优越，实乃兴学育人之理想处所。

第一篇：涧北学校历史

悠久，源远流长

·

一据史料查：涧北学校始建于满清光绪卅二年(1906年)，

现有碑记为证。当时，膳生王绍唐目光远大，思想新颖，矢

志兴学堂，育英才，救国救民；乃不顾封建势力之禁锢，乡

绅豪族之反对，在弥陀寺内饼神像，废科举，兴学堂，创立

初级小学堂。当时的济源县令鲁恩沛曾亲赠匾额“楷模伦人”

以示嘉奖。

绍唐办学之举，也曾遭到地方上封建顽固人物之反对，

如在夜间于其大门前丢死孩子、放幡，往其匾上洒大粪，往

其井圊洒麦糠，丢驴粪蛋等等。然而绍唐义无反顾，矢志不

移，对此侮辱，置之一笑，依然坚持办学，一如既往。

王君又延聘地方上品学兼优的人物成立校董委员会，由

王绍唐任董事长，董事会成员有：涧北村的王文博、姚希

贵；竹园沟的姚宗绍；李六庄(庆华)·的孔昭图；石牛村的

齐宋文；高庄的孔庆文；孔庄的孔庆瑞；曲阳的王凤舞等。

校董委员会聘请王文在为首任校长，壬绍唐兼任司事。

教员有：李永生、王显模等，学生二十名。学校初建之年，

即被县府确认为“涧北植基”小学。光绪三十三年，，．。改为“涧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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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高等小学堂”。宣统二年改称“公立第二完全小学”。当‘时

学校开设有‘《修身》，，’‘《读经》、《讲经》．、《中国文学》j

《中国史》’、《地理》， 《手工》、《体操》：等课程。‘·

当时的办校经费来源，．除校田(弥陀寺土地拔给学校数

十亩)稞租外，还有董事赞助，绝户家产。亦有开明人士捐

资的。如涸北村商人王继柄．一人捐款三百余缗，修建教堂三

楹。建校之初，凡每届学生毕业，县令必亲临学校与师生合

影留念，足见当时尊师重教之一班。当时在校任教的多系社

会名流，如石牛村的齐举人(玉庭)，沁阳苟村的宋某等。

；2 j



第二篇：民国年间涧北学校的沿革

第一童小学的沿革

民国初年i涧北学校仍为公立第二完小，后改为涧北完

全小学。民国14年(1925)，县政府教育局将全县学校统一编

制，命名涧北学校为“济源公立第二完全小学校”。当时学校

设有两个高级班，四个初级班，另有女生两个班，共计八个

班，200余名学生，十余名教师。
’

一先后任校长的有：王文在、王绍唐、燕红藻、孔庆文、

郑国栋，赵希文、成象天、张邦杰、解世爵、张世例、．罚航

桥、李德宽，李思患、李孝庭、王贵荃、赵宗，孑L、恩恒春、

孔昭烈、王贵儒等。

任过主要教师的有i苗勋．、王宗涛，王宗渠、孔庆文、

卢志孝(仁甫)：：卢景涯(静波)、安怀礼(敬斋)、薛赞

嬗(烈士薛子中之父)．、聂梦涛、王信涌、王会英、杨伯

笙、段予连．、．赵楷堂、王责荃、王贵华、齐大仁、杨子俊、

齐大椿j于思礼、王责武、王行福、。王贵属‘；王责抡、i玉贵

礼．。王秀文、．成络群、王永琛(子光)、王温静j牛鹤龄：苗

既泽‘、苗继方、王贵模i孟庆璋、王信汝i，李继红、李钟

玄：主责银、王桂枝(女)；、王继政等等6学校开设有：

《国语≥i《算术》、啦历史》：z地．理x、《卫生》、：冀公

民”i≮自然，、t体育》、 《音乐》、《美术》1、’袋手工》等

课程。 ，’：：：o。’

当时学校已颇具规模，上音乐课有风琴伴奏i，体育课有

各种球类，上体操或往县城开会时； ‘‘洋鼓_'：‘‘洋号?在

· 3 ‘



前领队、步伐整齐、十分壮观。此为涧北学校第一个鼎盛时

期o。 ．

．

学校经费来源：①校田稞租，③政府拨款，③乡保自

筹，④民众自愿捐款。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1938年农历正月十八日寇入侵，

我县沦陷，、学校暂时停办。该年秋，目寇龟缩沁阳，济源中

学由仙口迁至涧北，同时小学也恢复成立，王责荃，周恒春

先后任校长。1939年，中共地下党人于思礼(济源县委宣传

部长)和张-文功同志来涧北开办贫民义务小学，教师有：王

贵儒、．王秀文。1944年秋，涧北完小由王贵儒担任校长，

1946年原有刚调任涧北完小校长，王贵儒协助工作，直至新

凼国成立。 ，

第二章 中等学校的沿革

。。i938年秋，济源中学(原名自修中学)在大峪仙口寺成

立，由成象天(吉甫)任校长，张天畴任教导主任。同年

秋，：该校迁入涧北弥陀寺。当时前院是小学，后院是中学，

东院(地楼)是女生宿舍。中学按学生文化程度分甲、乙两

个班，．另有一个师范班。教员有：席温生、王永琛(子光)‘i

黄克全、李钟灵、王香亭、贾熙庆i卢_品(剑英’)、张恕

(如心)。等。张天畴调任国民党县党部书记长后、由刘道南

接任教导主任。当时，学校多数教师是河南大学毕业生，少数

’教员是北大毕业生(席温生、卢一品)，张天畴是中国大学毕

业生，师资水平都是比较高的、这一年晋豫边游击支队司令

部、政治部曾设在校内。 ．

’

1939年春’．县中并入省立四区联中，(校址在今承留乡

南姚村)济源师范仍留在涧北，招收两个男生班、一个女生

-4 i



班，校长成向天。成相天调任教育局长后，由刘道南接任校

长，教导主任王永琛(子光)，教师有杨子俊、齐大仁、贾

文庭、贾熙庆等。1941年日寇迸犯中条山，济源再次沦陷，

学校停办，大部分同学都南渡黄河求学。

1946年春，山西阳城的晋予中学分出一部分，于同年二

月在涧北成立予北中学，校长邓一川，付校长张梵，教导主

任荆利九，教员有李钟灵、李宝山’等。招收三个中学班，一

百二十余人，一个师训队八十余人，总计在校学生二百多

人，学生大部分来自济源、孟县。学校的主要任务是为开劈

予北地区培养干部。'后因战争关系，予北中学迁到原昌。时

局平稳后，学校又迁回澜北，校长李勃然、支部书记黎虹，

教导主任徐智育。后又迁到原昌。

粤 5 ·



’第三篇‘建国以来涧北学 ．：

‘

。

一 ·校的历史变革
+‘

r

‘

‘

‘

’第一章解放初期涧北学校的复兴
j

．

‘

建国初，涧北完小校长原有刚，教师九人，学生二百余

名。共分六个班，课程设置有《国语》、《算术》、《历

史》，《地理》、《自然》、《体育》，《音‘．乐茹J、．，《手

工》等。当时为解决困难户子女入学问题，曾增设过“带弟

妹班”、“放牛班”、 “纺线班”颇受群众改迎。 《平原目

报》曾报道过此事。(解放初期济源属平原省管辖) ’

进入五十年代，高、初小分家，小学设在西祠堂，在弥陀寺

成立了“济源县立第二高级小学”，学生二百多人，分四个

班，先后任校长的有李哲、王贵儒。教师有王会英、杨化

义、常方渠、杜作成、李修温、孔昭烈、孔敬吾、成维群、张

孝珍(女)、．翟作楷、杨淑鳌等。当时的“涧北二高”升学

率高达90％以上。学校还成立宣传队配合中心工作，不仅演

小节目，还排练犬戏，如《小二黑结婚》、 《血泪仇》、

《小女婿》等。蓝球比赛也多次在全县获第一二名。因此．，

五十年代的澜北二高曾誉满全县．，名扬怀府，声波山西晋

．城、阳城-二带。这是涧北学校第二个鼎盛对期。

__p ．

第二章 涧北学校的忽起忽落

1955年，高、初级小学合并、学校改名为涧北完小，先后

任校长的有：程书忠、郭思伦、赵家端。教师有刘绍宽、武

修莲、马文虎、、原传铭、李枣噘、攻霉枳、王行庭、翟作

．．6 1一‘



楷、孔令均、王秀文、王贵礼等等。

195矗年在东祠堂附设民中，每年招一班学生，校长王敏

顺．教师有王贵吉、王信汝、王贵模、王修德、王行亚、王

继全、王爱连等。1958年大跃进的浪潮中。学校附设了幼儿

园，教师有王秀文(园长)，王沛云，王桂芳等。幼儿园分

大、中、小三个班，园内设备齐全，孩子们吃住在园，大中

班除识字外，还排演文艺节目，曾到县城表演，深受好评。

园内生活活泼有趣，家长放心，领导满意，曾多次受县政府

表彰，1960年新乡地区赠锦旗一面。1961年因自然灾害，幼

儿园停办。民中也随之停办。

文革初期(1966年)王贵儒任涧北学校革委会主任，教

师有马文虎、武秀连、王行庭、王敏文、王信功、王东枝、

王金兰、王风琴、王贵羽、王运才等。1969年教师归队后，学

校教师重新组合，增设了初中班。王法庭为贫宣队代表管理

学校。王信度、王信海主持学校工作．．教师有王行庭、王修

’仕、王信武、王法政、王贵贞、王贵富、王贵林、王信孔i

王行模、翟桂花、王振中、王敏柱、王行楷、王行义等。王

信度调走后、为J文沦、王贵儒先后任革委会主任，卢一瑾协

助王贵儒工作。1974年夏学校又增设了民办高中班、主要教

师有：王敏颖、刘景魁、王贵谦、杨淑鳖、王-成礼、王信

鹏、王立庄、汤本华等。1979年民高停办，取消了革委会建

制，学校改名为涧北学校(小学戴帽初中)，墼缉：德缸超。
返；．厘星主=醚，理筮盗塞星垄圣里堡彗量2 1982年、1983

年中招我校均获全乡第一名．，83年获锦旗一面。83年县教育

局把涧北小学定为重点小学。1985年王水寨向涧北学校捐款

壹仟元．受勐了县政府的表彰。而后刘景魁主持过一段学校

工作，韩太福协助工作。孔庆伟、孔繁华也曾在此任过校

．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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