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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卖辈辈哇~:喜爱(:;~~::磐:~~:援引

篇首絮语

看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地区兴旺发达的标志是

什么?是工业、农业、教育、还是商业?关键看人才。人

才从那来，主要靠教育 。

人说古代太原人杰地灵，物华天宝，为何数代人才辈

出，高居峰巅?是因为历代太原重视教育之缘故。晋祠庙

内有石铭曰文章千古事，社攫一戎衣"。若将文章引伸

为教育，就是说兴办教育，培养人才是天长地久的事，绝

非急功近利能够奏效。所以，若让人们重视教育，首先使

之认识教育，了解教育，尔后才可能关心教育，支持教

育。

笔者这部拙作曾于 1991 年 7 月首发。六年光阴，万

物变迁。 由于工作关系，笔者接触了许多农民，特别是山

区农民，他们对教育的渴求，恰似久旱盼甘霖，那份向往

与追求，无一不刻写在他们那双因长年劳作而布满皱纹的

眼睛里。广大农村教育设施的落后，教师和孩子们的艰

辛，使笔者感触很深。有鉴于此，修改中，将社会力量办

学一节作了特写，其余史料部分，只作了一些修正 。

由于时间仓促，加之阅历浅薄，谬论之处断不会少 。

1 



企盼各位专家、学者、教育界朋友，以及有识之士，见仁

见智，不吝赐教。

作者

一丸九七年八月于山西清徐

"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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悠悠千古的封建教育

东汉大学生领袖郭泰

东汉末年，宦官专权，天下黑暗，朝中忠直之士，或

遭贬，或被戮，是为"党锢之祸"。 当时，国家最高学府

中一批富有正义感的太学生，不甘沉沦，奋起同腐恶势力

进行斗争，郭泰就是太学生中的一位著名领袖。

郭泰，字林宗，生于公元 127 年，卒于公元 169 年，

东汉太原介体(今介体县)人。

郭林宗家世贫穷，幼年丧父，与母亲相依为命。 长大

后容貌魁伟，性好交游，后拜屈伯彦为师，三年肆业，即

熟谙"三坟五典善于辞令谈论。 第一次游洛阳时，通

过名士符融的介绍，拜见了河南尹李膺，初次见面即以文

思敏捷博得李的赏识。李膺曾感慨地说在他认识的许

多人中，没有比得上郭林宗的 。"李膺为人刚毅，不喜交

接，有想阿诀逢迎者，也难以接近。 郭泰初来乍到，少年

受宠，众儒无不刮目相看，顿时名震京师。 有一次，郭林

宗从洛阳回太原时，到河上送行的车辆达千辆之多，可见

他在知识分子阶层是有较大影响的 。

. 1 



几度兴衰的民国教育

十二县联中一一阳兴中学

阳兴中学的前身是太原府崇修书院，后改为太原府中

学堂。 1912 年，中华民国教育部颁布了 《普通教育暂行

办法}，学堂旋即改为学校 。 因阳曲 、太谷、 榆次、太原 、

祁县、徐沟、交城、文水、岚县、兴县属太原府管辖，故

取首末二县名定为校名。

辛亥革命后，清源和青岚二县并人太原府，阳兴中学

即成为 12 县联办中学校 O

12 县联办公立 中 学校， 在太原教育史上尚属首创。

鉴于这种特殊的办学形式，学校的机构设置、经费、生源

等方面，都体现了联办的特点 。

学校设立校董会。 作为太原府首邑阳曲县的县长，就

成了当然的董事长人选，其余 11 县各派一位董事，由 12

人组成学校董事会。 凡有关学校的重大事宜， 须经董事会

研究决定 。 校长由校董会聘任品学兼优者担任 O 第一任校

长 ， 是太原县人阎佩礼， 最后一任为文水县人温承泽 。

学校原本有崇修书院时的一笔数额可观的办学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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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教育的壮丽诗篇

"没有围墙的学校"一一广播电视教育崛起

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广播电视引进教育领

域，打破了"一扇门，四堵墙，先生对着学生讲"的传统

授课形式，并以投资少，见郊快，覆盖面广，节省师资、

校舍和设备的优点，迅速崛起，走向社会，被人们亲切地

称为"没有围墙的学校"。

广播电视在太原市引进教育领域，作为教学的主要手

段和办学途径，是从 1964 年 9 月创办太原市电视学校开

始的。然而，广播电视教育的发展，也同太原其他教育一

样，随着全国政治、经济形势变化，曾三起两落，经历了

创建发展，兴复浮沉，全面发展三个阶段。

本世纪 60 年代初，我国国民经济遇到暂时困难，教

育事业随即也进行了调整压缩。到 1964 年，由于普通中

学的发展，远不能满足城区小学毕业生升学的要求，太原

市在制定当年教育事业发展计划时，根据刘少奇主席"两

种劳动制度和两种教育制度"并行的精神，结合太原电视

台(现为山西电视台)播出节目与时间尚未满负荷的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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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起云涌的学生运动

太原学生素有反对黑暗，追求进步的光荣爱国传统。

近百年来，太原学生运动风起云涌，波澜壮阔，成为山西

学生运动的中心和发祥地。

太原学生运动，从 1905 年山西大学堂学生争矿护权

斗争开始，经历了 1919 年声援北平学生"五四"爱国运

动，反对阎锡山征收房捐税 、 组织沪案后援会、"九·一

八"事变后抗日爱国学潮、声援北平学生"一二·九"抗

日救亡运动等一系列惊天动地，可歌可泣的英勇斗争，为

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留下了光辉的诗篇，学生运动中成长

起来的骨干分子，后来大多数都成为中国共产党德才兼备

的领导干部。

山西大学堂学生争矿护权运动

山西大学堂是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用"庚子赔款"在

太原创建的一所中西大学堂。 英国政府批准李提摩太创办

山西大学堂，目的是对中国进行文化侵略，利用教育来奴

役山西人民。但是，山西大学堂后来的发展，与创办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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彪炳史册的兴学志士

兴办"义学"的知县戴梦熊

戴梦熊，字汝兆，浙江江浦(今属江苏)人。清康熙

十五年(公元 1676 年) ，以监生的功名任太原府首县一一一

阳曲县知县。他任职六载，兴教育，重农桑，是一位比较

廉明的县宫。康熙二十二年初，因政绩卓著，升任汉阳知

府。

戴梦熊在阳曲县任职的六年中，正值清王朝统治基本

巩固，国势兴盛之初。戴氏顺应历史潮流，大力兴办义

学，发展地方教育事业。在短短几年内，利用祠堂、寺

院、街要清洁之处，创办了城关东路义学、中路义学、南

路义学、南关义学、西路义学、北路义学和北关义学 7

处，为家贫而又好学者提供免费教育场所，并设置学田

940 余亩，既为饥饿所困的农民找到一碗饭吃，又以地租

收入给学校增添了办学经费。

城关 7 处义学创办之后，戴梦熊又号召阳曲县四乡发

展义学，动员子童父兄送子弟读书，还制定了一些相应的

奖励规定。他在《义学申评事宜》中道凡子弟有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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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部主呐阴U血吁'~:，如浮
咱:~:~?-S"怒主挣钱~;~~f~古如~~~'王

再版编后记

《龙城大原》出版于 1991 年 。 作为一部全面系统介绍

太原情况的丛书，受到了广大读者和国内外来访宾客的欢

迎和喜爱，以致发行不久就告罄了。近几年来，随着改革

开放和经济、旅游事业的不断发展，求此书者与日俱增，

而存书无几，实难满足。因此，产生了修订再版的意向，

只是由于当时主编及各位同仁公务繁忙，未能付梓。

1997 年是我国历史上不平凡的一年，香港回归雪洗

百年国耻，党的十五大召开为全党全国人民树起跨向二十

一世纪的宏伟航标。与全国全省一样，太原的改革开放，

经济建设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 1997 年是太原市的旅游

年，市委、市政府以极大的热情迎接各方来宾，欢迎中外

朋友来并旅游观光，寻求合作，促进发展，共同受益 。 为

了使中外朋友对大原的悠久历史、文化名人、物产资源、

经济交通、城市建设、名优特产、风俗民情等方面有一个

较全面了解，为朋友们提供一个认识太原，探索太原的窗

口。经过各位同仁的努力，在国庆 48 周年之际龙城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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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丛书"修订再版本改定付印。这也是我们献给国庆和太

原 287 万人民的一件小小礼物 。

在修订再版过程中得到了太原市政府、山西人民出版

社、太原市旅游局的大力支持，并将此书列为太原市旅游

年宣传系列书;副省长、市委书记纪馨芳、市委副书记、

市长曹中厚、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李维德、市政协主席李海

恒为再版作序题字，曹市长为本书题写书名，殷殷盛情、

关心厚爱，在此一并表示衷心的感谢。

再版书稿的修订完成于 1997 年 7 ~ 8 月间，主要对一

版文稿进行勘误、补充，修改幅度最多不超过原稿的

30% ，文字增加不超过 10% ，其中经济、城建方面修订

幅度稍大一些，其他改动较小，基本上保持了原本面目。

为提高本书的档次，再版时在原版权不变的基础上，增加

了编审委员会，并请张仲、许一友同志为顾问，加强了集

体审稿的力度;印刷装帧力求精美雅致，以适应读者高品

味需要，使之更具阅读和收藏价值。

由于出版周期所致，本书面世之时估计就到 1998 年

底了 。 为此谨将此书献给大原解放五十周年!以纪念

1949 年 4 月 M 日，这个大原人民心中的光辉日子。

本次再版修订时间仓促，很可能尚有不少疏漏和不足

之处，请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

编者 1998 年 10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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