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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颍上县教育志》为我县历史上第一部教育专志。

编纂本志是为了科学地整理颍上近、现代教育史料，较全面系统地

总结颍上县教育实践，揭示教育本身的规律，汲取正反两方面的经验

教批存史、资治、教化，为颍上县社会主义现代物质文明建设和精
神文明建设服务．

本志编写工作，力求以马列主义、 毛泽东思想为指导， 实事求

是，不虚奖、不隐恶，尊重历史，客观地反映教育史实。所载教育历

史的上限为清{'￡,1661年(顺治18年)， 下为1989年底， 内容详今略

古．采取横排竖写的方法，以文字记叙为主线，图表资料为辅助。所

选资料，以原始材料或以省级档案馆藏文献为主，口碑及其他来源的

材料仅为参考．

本书1983年10月开始收集材料组织编写， 至1992年底定稿，历

时9个春秋． 王国冻，徐舜多，姜碧霞、张炳岭、徐洪德等参加过

初稿的材料收集和编写工作。郭学义、李世凯、王畎丽，陈光远等曾

帮助过本书初稿整理工作。唐遐龄对本书大部分章节的修订提出过

值得参考借鉴的意见。方志学家．安徽大学历史系教授林衍经先生对

本书篇目和部分章节的修改给予指导，提出过宝贵意见．本县教育界

许多老同志曾为本书编写工作提出可贵意见．谨此致谢．

由于年代久远，历史资料多有散轶，疏漏、讹误之处在所难免，

敬请教育界同仁和关心本书的同志不吝赐教．

编者1992．1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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颖上县，西周至东晋名“慎”，南北朝称。楼烦”，隋大业2年

始称。颍上。．迄今，已有近3千年的历史，是我国最古老的县置之

一●

颍上县教育事业，有史载者，为科举教育．科举教育制度，始子

隋文帝开皇7年，终至清光绪31年(即公元587年——1905年)， 是

历代封建统治者培养、选拔官吏的主要方法．

科举制度之下的颖上县教育，与全国各府、州、县大同小异，其

教育机构形式有儒学、书院，义学和私塾。教学内容有四书、诗赋，

八股、大小楷等．

信学是文庙和学校合一的机构．儡学创始于西汉， 至元、 明，

清，在各府、州、县普遍建立．颖上县儡学，建予元朝．又称黉学．

据《颍上县志》卷四载， 。文庙是在元朝元统二年县尹刘居敬建于西

门外，明洪武4年知县车诚迁县治东．”之后，经历代多次修葺i扩

建，重建，其规模渐具，建筑宏伟，气势磅礴，殿亭楼阁，飞檐翘

角，雕梁画栋，蔚为壮观，魁星楼台，颍水望断．现存大成殿、明伦

堂，残碑断垣，遗迹犹在．

书院萌芽子唐朝后期，推行于五代，盛于两宋，明，清两朝更为

发展，是封建时代文士讲学、读书之所，也是教育士人准备应科举考

试的学习机构．据旧志载，额上县先后有河洲书院、蔡津书院和梧岗

书院·
． ‘．三

义学，也称义塾，由私人集资或地方公益创办，为一般贫穷子弟

接受初等教育的免费教育机构．但清末颍上县，0效最多的是私塾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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