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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鬯产圈

《萧县教育志》在省、地、县各级领导的关怀下，经编辑人员殚精竭虑、五年

笔耕，即将面世。这部书开本县教育专业志之先河，可谓创举，值得祝贺。

萧县，地处黄淮海平原南端，地近邹、鲁，有楚遗风，文物颇盛，历史悠

久；萧县人民，既秉北方人强悍质朴之性情，又承南方人聪慧灵秀之气质，自古

重教慕学，勤奋刻苦，因此文化发达，人才辈出。其教育事业，从明朝的书院，

到清朝的义学、私塾、学堂，以至民国的学校，源流清晰，形式纷呈，时盛时

衰，不绝如缕。即便是在抗日战争时期，地方国、共、汪伪三权并立，斗争残酷

激烈，各方仍竞相办学，教育一直弦歌不辍。特别是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根

据地教育，培养了一大批优秀人材，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做出了不朽的贡

献。

新中国建立后，萧县教育进入了一个大发展的新时代。虽然，在其发展过程

中屡经磨难、几起几落；但是，总趋势还是曲折前进的。尤其是中国共产党十一

届三中全会以后，萧县教育出现了一个全面振兴的黄金时期，全县教职工正沿着

改革，开放的航道，励精图治，谱写着前无古人的伟大篇章。

教育乃“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刀。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萧县教

育志》真实地记录了萧县教育从清末以来一百多年间发展的历史；科学地总结了

经验教训、利弊得失；为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教育事业提供了历史鉴

戒；也为发展萧县教育事业提供了大量真实生动的乡土教材。它必将起到“资

政’’、“教化”，“存史"的重大作用。

《萧县教育志》，在编纂中较好地体现了“真、深、新，，的原则，不失为一部

信史。所谓“真"，指资料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筛选严格、翔实可靠；所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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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指内容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针，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观点为武器，褒贬有度、记述得当，所谓“新”，指内容形式、章法体例，突破

传统拘囿，显出特色。不过修志之难，尽人皆知。由于诸多条件限制，难免百虑

之一失，期待世人或续订者补正。

《萧县教育志》付印在即，遵编者之嘱，勉为其序，以表欣慰。 ]。．1j{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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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二

高梅田

《萧县教育志》是萧县历史上第一部教育专业志。尽管，编纂工作浩繁艰巨，

困难重重；但是，在省、地、县各级领导关注下，全体编写人员废寝忘食，辛勤

劳动，历经五个寒暑，四易其稿，终使志书付梓刊行。这是萧县教育史上一桩值

得庆贺的盛事。

萧县历史悠久，英才代起，盖因人民有景学重教的优良传统，教育一直比较

发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萧县教育才面向人民大

众，得以蓬勃发展。 “文化大革命"的十年，萧县教育又备受摧残，濒临崩溃。

“文化大革命，，后，特别是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拨乱反正，百业振

兴，萧县教育事业又迅猛发展，出现一个黄金时期。值此盛世修志，真实地记录

萧县教育事业发展的历程，总结经验教训，以告慰前人，策励当代，鼓舞后人，

起到资政、教化、存史的作用，这是我们责无旁贷的历史任务，也是本书编写的

目的。

《萧县教育志》史料远溯至清乾隆五十九年(1794)。主要记述了清末以来百

余年萧县教育发展过程中的兴衰起伏、利弊得失。编纂中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为指导，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路线、方针、政策为准绳，坚持辩证唯物主义

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实事求是、秉笔直书。史料力求翔实可靠。内容

本着立足当代，详今略古，详近略远的原则，尽量体现时代特点和地方特色。形

式注重文图并茂。在编排体例上，采用类目体。全书包括概述、大事记、志书主

体、附录四大部分；主体部分按类分为16编，互相联系，形成序列。每编又以条

目、子目横向展开，纵述史实，力求眉目清晰、领属分明，使各部分有机结合，

融为一体，汇为一志。金书注重了思想性、科学性和资料性的统一，以期经世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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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衷。

学者、教授曾给予热情指

、安徽等地档案馆和一些高

致谢。但由于书中涉及的年

解放后，萧县行政归属和辖

加编者水平所限，难免疏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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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

线、方针、政策为准绳，实事求是地记述萧县教育的历史和现状，力求做到思想

性、科学性、资料性的统一。

二、本志上不立限，根据掌握的资料上溯；下限断于1989年底。

三，本志每一时期取事区域，限于当时行政区管辖所及。

四、本志结构分为概述、大事记、主志、附录四部分。主志部分采用类目

体，分类目(编目)、条目，子目三个层次。全书共16个类目，77个条目，174

个子目。

五、本志采用记、志、传、录等体裁，以志为主，辅以图、表、照片。其中

图22幅，表72份，照片34幅。

六，《大事记》采用编年体，个别事件采用记事本末体。

七、本志不为生人立传，入传人物以卒年先后为序排列。

八、本志涉及数字的书写，以1986年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等七部门联合

公布的《关于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试行规定》为准。

九、本志涉及建国前历史纪年，一律夹注公元纪年。书中“建国前后”系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后”。

十、书中一些专用名词的注释，一般在其第一次出现时夹注。

十一，本志资料来源于省内外有关各级档案馆、图书馆和各有关单位，以及

部分当事人、知情人提供的文字、VI碑资料。为节省篇幅，书中不一一注明出

处。个别史实与1989年12月出版的《萧县志》有出入，采用时以编者鉴别的资料为

准。

}P}}}}}L}}}}I}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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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萧县位于安徽省北部边缘的豫皖苏交界处，东邻徐州要冲，西靠中州腹地。

面积1861．119平方公里。现辖13个区(镇)、69个乡(镇)，1 049 851人。

萧县有两千多年的建置历史。春秋时为萧国，秦置萧县，北朝北齐天宝七年

(556)改为承高县，隋开皇六年(586)改为龙城县，开皇十八年(598)改为

临沛县，大业元年(605)复改为萧县，沿用至今。

县境东南花甲寺新石器遗址出土的文物证明，远在四、五千年以前的氏族公

社晚期，这里就有人类繁衍生息，创造了古代的文化。境内名胜古迹很多，著名

的有皇藏峪、天门寺、圣泉寺、萧窑遗址等。

历史上，萧县是古黄河的泛道，地多沙瘠，水涝相寻，富者无积贮，贫者不

能谋朝夕，加以赋役繁重，所以，农民起义接连不断。民国时期战乱频仍，武装

斗争迭起。尽管如此，萧县人民“尊儒慕学"的重教风尚和勤学刻苦的美德仍得

以发扬，因此地灵人杰，古有南朝开国皇帝刘裕；近代有徐树铮、李明扬、刘

汉川等；当今文教艺术界知名人士，有孙叔平、刘开渠、萧龙士、朱德群，王

肇民、王子云、邓伟志等。真是灿若星辰，不胜枚举。

萧县教育历史悠久。明永乐年间就设置了易安书院，清朝先后设置过东壁书

院和旧、新龙城书院。清末又出现了义学和私塾。私塾教育是封建时代一种陈旧

的民间办学形式，民国时期曾几度取缔和厉行改良仍相因未绝，直到抗日战争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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束才完全废止。这些办学形式虽然陈腐守旧，但是，对本县文化教育的

展却起了一定的中介作用。

萧县学校教育是在19世纪末叶新潮流的推动下发展起来的。 “戊戌

败后，一些开明人士积极倡导“废科举、兴学堂”。清光绪二十八年(

龙城书院(新)改设小学堂，书院主讲杨炎昌任堂长。光绪三十一年(

廷下诏废科举。县设劝学所，孟昭潜任所长。学堂迅速增加。县城文吕

朔里店、北部穆集、东部褚兰、西部张大屯等处相继办起蒙养学堂。这

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为宗旨，尊孔读经，维护封建伦理道德，兼学数理等

科，试图以局部改良来适应新潮流。这时期的教育带有浓厚的半封建半殖民地色

彩。

民国元年(1912)，县署设立学务课，专司教育。同时，龙城书院小学堂改

为县立第一高等小学。乡绅心存科举积习，认为学校是进身阶梯，也多以办学为

荣，一时学校应运而勃兴。这年全县公、私立小学骤增至百余所。后因战乱，经

费和师资难以为继，相率解体，仅存30余校。民国7年(1918)后，在王寨、郝

集、褚兰先后设立第二、第三、第四县立高等小学。民国9年(1920)，全县有

小学近百所，入学儿童3 292人，适龄儿童入学率为3．73％。北洋军阀统治时期，

政局变幻无定，政令不一，教育事业勉强维持，发展迟缓。

民国17年(1928)，北伐战争结束，南北统一，国民党在萧县建立政权，局

势暂趋稳定，地方教育也得以稳步发展。当时，县教育局，由东南大学教育

学士魏绍舜任局长，把全县划分为四个学区，成立“教育设计委员会”，广筹教

育经费；创设实验小学，裁并四乡小学，以地名更定校名。嗣后历届局长均循此

制。民国19年(1930)，全县有小学126所，入学儿童7 024人，适龄儿童入学率

为8．01％。同时民众教育也开始兴办，先后成立了县立民众教育馆、县立农民教

育馆、实验民众学校和民教班。民国23年(1934)，改三年制县立简易师范为四

年制县立简易乡村师范，以实施“生活教育”、 “推进乡村建设”为目标，力图

使学校成为推动社会、改造乡村的原动力，用“做学教"合一的方法为乡村建设

培养人才。

民国以来，萧县教育的发展，得力于乡绅倡办、群众支持，内行人监督辅

导。这一批内行人，多赖于师范教育的培植。为造就师资，从宣统二年(1910)

至民国11年(1922)先后创办四期师范传习所，民国12年(1923)创办三年制简

易师范，后改为四年制简易乡村师范，培养了一批合格教师，使以后学校数量的

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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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教学质量的提高，有了根本的保证。

民国27年(1938)5月，日军大举侵犯，萧城沦陷，城乡学校停闭。是年

秋，县抗日民主政府成立，相继恢复了高小十余校，初小六、七十校，在校学生

3 500人。民国29年(1940)国共合作的县政权分裂，县境内共产党、国民党、

汪伪三方政权鼎立，纷纷兴办学校，争夺青少年一代。

民国34年(1945)统计，抗日民主政府办小学282所，学生14 385人；国民

党政府办小学113所，学生8 511人，民国33年(1944)，汪伪政权办小学88所，

学生4 827人。这时期，抗日民主政府办了正风中学．萧县中学，国民党政府创办

了县立初级中学，汪伪政权在黄口小学内附设两个初中班。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统辖萧县，实行“政教合一"的教育体制；进行小学教

师登记、检定；调整教学经费；在城南梅村和城西北角上堂子分别为县立简易师

范、县立初级中学建校舍。由于解放战争的迅速发展，国民党政权摇摇欲坠，地

方财力困难，到民国37年(1948)解放战争胜利前夕，全县只有小学210所，学

生22937人；师范1所、中学3所，学生计1 007人。

萧县人民素有慕学重教之风，一些有识之士积极倡办学校。如孟昭潜劝导设

学，刘汉川创办“女子小学"、 “贫儿教养院"，冬岭和尚创办“佛教会小

学”，刘子遇创办“私立徐西中学”等，都为发展地方教育事业贡献过力量。有

些萧籍军政人员也热心办学，如徐树铮在北京创办“正风中学”，王仲廉在太和

创办“国立二十一中"、在徐州创办“树德中学"，方先觉在徐州创办“正德中

学”等，都有利于教育事业的发展。

新中国建立前，在中共萧县地下党组织的领导下，县立初级师范学潮迭

起，实验小学学生查缴和焚烧日货；黄口小学的师生参加“黄口暴动"；在日伪

高压下，一些爱国教师暗中对学生进行抗日救国教育；众多小学教师参加了

“索薪"、“加薪，，斗争。许多正直、善良的教育工作者，在极其恶劣的政治

条件下和生活环境中，传授知识，盼望解放，终于迎来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

1948年11月，萧县解放。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民主县政府根据“维持现状，

即日开学”的政策，接管旧学校，组织原有教师复校复课，吸收大批知识青年充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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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教师队伍。完小经县核准为公立；初小改为民办；接收县立初级中学、私立彭

城中学、私立徐西中学、简易乡村师范，合并组建萧县中学。学校贯彻“为国家

建设服务，为工农开门”的方针。废除国民党“党义"、 “公民”等反动课程；

禁止体罚学生。由于连年水灾，校舍毁坏，县委要求“坚持灾区教学，不垮校，

不减员”，学校组织教师开展勤工俭学、生产自救。1952年底全县有中等学校4

所，学生I 389人；小学620所，学生48 599人。同时，农村成立了冬学和民校，城

镇办起了职工业余学校，开展了大规模的群众性的扫盲运动。

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在“一化三改造”为主要任务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

设中，本县根据“整顿巩固、重点发展、提高质量、稳步前进，，的方针，对初等

教育进行了整顿，强调“教学工作是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教师的主要责任是做

好教学工作”， “学生的主要任务是学好各门功课”，从而克服了学校中的混乱

现象。同时学习苏联教育经验，对旧教育在内容和方法上进行了颇有成效的改

革。全县教师学习凯洛夫主编的《教育学》，形成了一次教育理论的大普及。教学

内容重视讲清基本概念，落实基础知识和基本训练；教学方法上运用“五个原

则"、 “五个环节，，，学校完善了规章制度，教育、教学工作走上了正轨，大幅

度地提高了教育质量。

对旧教育改造的关键是争取、团结、改造教师，以无产阶级思想肃清封建

的、买办的、法西斯主义的思想。县委狠抓了培训干部、改造教员这一环节，利

用假期举办学习会、报告会，使教师提高政治觉悟，树立为人民服务的思想观

点。1952年，对干部和教师集中进行思想改造运动，批判“亲美、恐美、崇美”

等奴化思想，开展马克思主义的学习。通过土改、镇反、三反五反，肃反等政治

运动以及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学习宣传和政治理论学习，绝大多数教师，完成了思

想政治观点的转变。

在教师和学生关系上，取消了国民党时期的“训导”制度，实行“教导合

一”制度。教师以身作则，对学生全面发展负责；师生民主平等、教学相长的新

型师生关系逐渐形成。学校教育呈现出生机勃勃的新气象。

为了解决师资不足的困难，1951年春建立萧县初级师范学校，县长单劲之兼

任校长。随后又开办了中师速成班、二年制小学教师轮训班，为本县和淮北地区

教师队伍输送了大批新生力量。同时在全县各类学校普遍开展教研活动，提高了

教师的教学水平。1957年全县有中学5所31班，教师127名．，学生3323人；小学

620所，学生65 521人，适龄儿童入学率47．6％。

理



1957年下半年，反右斗争扩大化，教育系统1825名教职员369人被错划右

派，占全县右派总数553人的66．75％。其后，在极“左”思想影响下，教师长期

成为被整的对象，严重挫伤了积极性。1958年，贯彻“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

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教育方针，批判“右倾保守"、 “脱离政治、脱

离劳动、脱离实际”的倾向，提出了全党全民大办教育，采取多种形式办学和

“两条腿走路"的方针。同年三月，在“大跃进"的浪潮中，黄口农业中学在全

省率先创办，随后全县相继办起农业中学22所。普通中学增至14所；师范学校由

原来的5班增至23班，学生由228名增至1 069名，小学招生36 941人，是1957年招

生数的3．6倍。有的学校师生实行“同吃、同住、同学习、同劳动”。学校大办

工厂、农场，开展“勤工俭学"活动，冲击了课堂教学，削弱了教师、教材和课

堂教学的作用。随后在教师中开展“反右倾"、 “拔白旗"、 “评上、中、下

游"等活动，严重地影响了师生关系和新老教师之间的关系。在“大跃进”形势

下， “教学竞赛"、 “指标教学"等做法甚为普遍，致使学校出现了浮夸现象，

“双百分班，，、“双百分校"竞相涌现。由于教育事业盲目发展，。超越了国民经

济和师资、设备的承受能力，教育经费严重不足，校舍、设备奇缺，大批不称职 ．

的教师和不合格的学生涌进学校，造成教育事业比例失调，教育质量急剧下降，

被迫从1961年起用了三年多的时间进行整顿，调整中小学布局，精简教师队伍，

贯彻全日制中小学工作条例；教学上强调抓基础知识、基本技能，才又很快恢复
、

了正常教学秩序。1962年贯彻“广州会议”精神，落实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为

部分错划“右派”的教师“摘帽"，各级党政领导关心教师的政治生活和物质生

活，教师的积极性又开始调动起来。1964年，大力推行“两种教育制度、两种劳

动制度"，实行多种形式办学。小学有公办小学、耕读小学、简易小学J有全日

制、半日制、早、中、晚班。中学除普通中学外，又创办了萧县龙山农业技术学

校等中等职业技术学校。1965年下半年全县有小学1 680所，同1949年相比，增长

1．87倍。教师4 139人，增长2．34倍。学生116 377人，增长2．63倍。适龄儿童入学

率为91．1％。普通中学由1所增加到13所，教师291人，学生5 623人，农(职)

业中学43所，学生3 145人。中等师范学校一所，学生236人。新中国建立后的17

年，萧县各级各类教育的发展，虽然经历了大起大落，但总趋势还是曲折前进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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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文化大革命"十年，教育事业遭受严重破坏。 “文革”初期，中小学“停

课闹革命’’。许多校干、中老年教师被打成“黑帮"、 “牛鬼蛇神"、 “反动学

术权威”，受到揪斗、游街、劳改、关押、殴打、抄家、刑讯逼供等形式的残酷

打击和迫害。 “文革"中期，实行“斗、批、改"，全县5 700名工人、贫下中农

进驻学校，改造教育阵地。他们把培养目标规定为“培养学生成为善于分析党内

资产阶级，同走资派作斗争，和工农划等号的普通劳动者"。1971年，萧县县委

决定用10个月的时间，分别集中中小学教师2 280人，连续举办两期“大会战’’学

习班，批判“前17年修正主义路线”，清算“走资派”，揭露教师中的“坏人’’。

实际上是组织教师斗教师。罗织罪名或以“莫须有”的罪名，使45．6％的教师受

到冲击，制造了大量的冤假错案，教师身心受到极大的摧残。 “四人帮"炮制的

“两个估计"出笼后，对教师的迫害变本加厉，说“教师一天只劳动三四个小时，

是劳动力的极大浪费"。1975年，县委作出了教职工分期分批下放劳动的决定，

同年9月下旬，2 300名教师首批下放到生产队，随后又分两批下放3 300名，在生产

队集体吃住当社员，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每期半年。为了改变教师队伍

的成分，全县还选派15000名工农兵担任兼职教师，占全省11万兼职教师的1／7。在

学校领导、干部的选配上，大搞“闹而优则仕”。强行将部分中学下迁到公社办；

小学下放到大队办，公办教师回原籍任教，造成教师思想上的极大混乱，形成大

队间教师“多的多、缺的缺"。1971年县委提出“小学不出村，初中不出大队，

高中不出公社”的口号，全县小学由587所增至754所，新办戴帽初中377所，初中

由11所增加到462所，高中由2所增加到38所。在校学生由77 16人猛增到46 043人，

教师由422人增至2 198人，使得人、财、物全面紧张，办学条件极差，教师严重缺乏，

削弱了基础教育，造成教育教学上的恶性循环。同时还否定课堂教学，取消基础

理论课，实行“开门办学”，开展“革命大批判"；缩短甚至一度取消寒暑假，

把学校教育纳入“农业学大寨’’运动，常年把教师当作“农业学大寨"的义务劳

动力，致使各科教学任务无法完成。 “文革"后期，又强制推广郭庄大队育红学

校的“办学经验"，诸如“以阶级斗争为纲，上好阶级斗争主课’’； “实行校队

一体，把学校工作纳入‘农业学大寨’的轨道”，只开“政文、农技、军体、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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