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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一)
． _7

u

。《登封县教育志》经河南省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和

河南省教育史志编委会有关领导和专家评审，认为该志

是河南的一部观点正确，资料可靠，体例完备，文风朴

实的县级教育志。作为河南地方志丛书之．一的《登封

县教育志》，是河南省第一部正式出版的县级教育志寅，

必将对教育史志的编纂工作起积极影响。为此，特向全

国方志学界及教育史志编纂同行推荐。

登封县位中岳少林胜地， 《登封县教育志》以翔实

的教育史实、教育景观反映其时代特色和地方特色。

河南省教育史志编纂委员会
． 1988年6月

L旧



序(二)

登封为历代帝王封疆之地，有四、五千年的文明史，

其教育的发展更是源远流长，古往今未，还没有一部

反映登封教育发展全貌的志书。今天《登封教育志》的

问世，不能不说是登封教育史上的一个创举。它以翔实

的史料说明登封教育萌动于原始公社时期，始于夏，臻

于汉唐，盛于宋明清初，落伍于近代，振兴于现代。口志

书”还以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客观的反映了登封教育

发展的曲折历程，记取了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教训，为

今天登封教育的振兴提供了历史借鉴。 《登封教育志》

将在今后登封教育事业的发展中显示出不可低估的作

用。
’

各级领导对《登封县教育志》的编纂工作，始终表

示关切。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成员、河南省地方史志编

纂委员会主任邵文杰为《登封教育志》的编纂工作亲自

题词“继承历史，反映现实，服务四化，有益后世矽。中

共河南省顾问委员会委员、河南省教育史志编委会副主

任王燕生和河南省地方史志编委会常委、河南省地方志

协会副会长杨静琦，在百忙中前来登封主持“志稿"评

审工作，对本志的观点表述，框架设计，语言风格等给

予了多方面的指导。’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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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编纂过程中，编委主任吴国玉和吕西生，都分另《 ‘

在组织队伍、资料征集和。志稿矽修改、定稿中起了重

要作用。主编杨东仁也充分地发挥了编纂作用。还有很
、

多参与编纂工作的同志认真努力完成了各自分担的任

务。我们代表县委、县政府向一切为本志书做出贡献的

领导和同志致诚挚的谢意。’

编纂《登封教育志》是一项开创性的工作，一无蓝’

本，二无经验’ 。志书矽本身难免有这样那样的不足，

敬请读者不吝赐教。 。

中央登封县委宣传部长李广太

登封县副县长章慕云

r ．1988年5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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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志上限原古，下限1985年。 4

二、本志力求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

收集、鉴别、筛选、运用资料，考订史实、分析古今登-

封教育事业发展的全貌，本着。继承历史，反映现实、一‘

服务四化，有益后世”的目的，反映其教育源起、发
‘

展、度化，记述其经验教训。

‘三、本志采用矗事以类聚，类为一目，分级横排，

统纵为主护的宏观设计，试图按照科学分类，逐类纵写，

一贯到底的构思方法安排材料。全书16章61节30万字。

．概述、大事记两章，从宏观角度综述古今登封教育发展的’．

总趋势；蒙学教育，县学教育、书院教育、学前教育、小

学教育、中学教育、职业教育、成人教育、武术教育、特．

殊教育等章，是根据古今登封教育的十大类型_!苷点记述其

始末，人才选拔、教育行政、教师、人物四章属于专题性

的通纵记述，分别展示一个方面的发展规律。

四、本志采用志、传，记、述、图、表体裁，灵活运

用，以求图文并茂，有关各种1教育发展情况二览表，官职

表和各级各类学校一览表，一律附录于有关章节后，以补

足正文之内容。

五、本志“人物翟章所载教育名人，对有突出贡献的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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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故县籍教育名人，根据业绩予以立传，对有突出贡献的
’

在世县籍教育名人只简介1985年前的突出事迹，其他各’ (

种有突出闪光点的教育名人，按规定范围与标准入。名师 j

碌黟，古代的文武进士、近现代的大学博士等入“名生·
录矽。 ．

六、本志采用语体文，使用规范简体字及标点符号，

力求文字简明流畅。

七、本志实行主编负责制，从资料收集、观点表述到

框架设计，从谋篇布局到具体写法，从统一体倒到语言风 ．

格，均由集体多次讨论，反复修改而确定o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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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章概述 ．．’
●

● ●

’

I

登封位中岳，向称天下之中。据古籍记载。登封在原始氏族

公社时期曾经历了裴李岗文化、仰韶文化、龙山文化等几个历史发

展阶段。至夏，商，西周奴隶制国家，又一直被历代帝王封疆为阳

城故地， (古阳城即今告成镇，它的遗址近年已经发掘)。这说

明登封已有数千年的文明史，是中华民族的发祥地之一。其教育

历史的发展更是源远流长。
。

。

据史记载。登封教育萌动于黄帝游太室施行教化的原始社会

时期。七，八千年前，在登封告成一带已有原始村落和城址二十

余处。作为社会生产，生活的原始教育形态已经存在。随着社会
‘

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和文字的产生，社会分工进一步明确，教育 。

便从“母体’’中分化出来。进入夏代后，在“禹都阳城力便有了

专门化的学校教育，即“禹兴学校以明人伦黟。这就是登封学校

的起程之时。 ．．

‘

登封学校教育臻于汉唐。汉朝建立后，在继承秦制的同时，

纠正了秦朝文教政策的重大失误，出现了“文景之治P。汉代地

方官学按行政区妯设置，登封因制设“校，庠、序"三级学校，

以儒学为教学内容，以推行社会教化为主要任务，登封学校教育

的基本格局形成。隋唐统一中国后，确立了重振儒术的文教政

策，在重视学校教育和科举考试的同时，还提倡佛道及百家学

说。至此，地处中岳嵩山的登封已成为儒佛道三教荟萃的盛地。

随着三教的争雄发展，登封的文化、科学技术教育、武术教育也 ．

‘

． ．，。 ．． 1一Z卜



都有了较大发展，封建时期的登封教育臻于完备。 一’

登封教育盛于宋明清初，曾出现过几次文风振兴时期。一是

·．北宋几代皇帝重视嵩阳书院教育，名儒程颢程颐在嵩阳书院讲

学，影响全国，二是明洪武二年‘1369年)、颁布县学规章制度，
。。

县令侯泰复兴嵩阳书院，文风大振，三是清初中州名儒耿介大力

复兴嵩阳书院，聘请中州名儒到嵩阳书院任讲，四方求学者云

集，多受教益，人才层出。 ·

÷ 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沦入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登封半

封建半殖民地时期的教育，经历了废科举，兴学堂、取缔私塾，开

办学校的革新运动，在教育思想上经历了反封建反买办、反殖民

主义、反法西斯专政的激烈斗争。在教学内容上始终存在着科学
1

与迷信、进步与倒退、爱国与卖国、奴化与反奴化、专制与反专

制的斗争。这些斗争在不向的历史阶段有着不同的历史特点。-
‘

晚清时期主要表现在革新与科举保守派的斗争，学堂革新派

因顺历史潮流，动摇了科举制度，确立了学堂制。登封县于光绪 ．

三十一年(1905)首创嵩阳高等小学堂和师范传习所，之后又陆

续建立了三官庙，慕卢、龙祥，阳乾、大路北，大冶，西施村、

城关、阳台等9所初等小学堂。但学堂革新运动发展缓慢，很不

彻底。 、

民国初期主要是改造私塾，兴办学校，建立新型的学校体

制，至民国8年(1919)初步完成了改造私塾的任务，初步稳定’

了新型小学教育体制，并创办了乙种工业学校和嵩阳初级中学。

1919年， “五四一运动爆发，波及登封，首先在登封乙种工业学
．

校发生了反对卖国投降，抵制日货为中心的学生运动，接着于

1923年在县城首创振坤女子小学，从此，妇女解放运动在全县展 ．

‘

开，1932'每Z楚润芝、张艺文等共产党人开始在登封学界活动，广

2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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