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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水的子夏山因孔
子“七十二贤”之一的卜

子夏曾在这里“设教授徒”而
得名。相传身为孔子高徒、魏文

侯之师的卜子夏,曾在这里退隐设
教四十多年。子夏设教在文水留
下了深厚的历史踪迹和文化影响，
这里也成为三晋儒学的发祥地。
历史上，文水人民对子夏极尽尊
崇,拜祭仰望,于是，建起了许

多子夏庙，形成了重视文
化教育的风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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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2 年至 1933 年，在石永、西城、西石
侯国民学校中分别增设高级班，改称两级
学校。1937 年全县有国民学校 145 所，学校
3 所 ，高 等 小 学 5 所 ，初 小 课 程 设 国 语 、算
术、公民、唱歌、体育、劳作 ;高小除以上课程
外加设历史和地理课程。是年，在校高小
学生 624 名，初小学生 11524 名，约占学龄
儿 童 总 数 的 36%。 翌 年 2 月 ，日 军 侵 占 文
水，全县小学大多停办。1938 年秋，抗日游
击区各学校陆续复学，教材由抗日民主政
府统编印，并结合边区建设，对学生进行爱
国主义教育。1939 年春，徐家镇、石家堡、
南辛店等 10 个村在北辛店联办“民族革命
高等学校”，首任校长吴守华，有教师 8 名，
学生 140 余名。同年，下曲、石永等村小学
附设过两届幼稚班。

1941年春，日军在“强化治安”中频繁进
行“清乡扫荡”“文化清剿”，北辛店民族革命
高小被迫停办，全县各村初小转为“两面”学
校，名义上为日伪“新民学校”，实际仍实行抗
日救国教育。

1945 年 9 月，抗日战争胜利后，解放区
教 育 事 业 有 了 新 的 发 展 。 下 由 、信 贤 、开
栅、西石侯均为县立完全小学。全县有高
小班 8 个，初小 148 所，在校学生 11548 名。
1946 年阎锡山政权“水漫平川”，各村小学
教育基本趋于瘫痪状态。1948 年 7 月，县境
解放，全县学校相继复学。1949 年 2 月，全
县恢复完小建制，城内西街高小为县立第
一完小，北街女子高小为城关完小，下曲高
小为县立第二完小，南庄高小为县立第三
完小，西石侯镇高小为县立第四完小，全县
有 初 小 142 所 ，教 职 工 302 人 ，在 校 学 生
14526 名。初小课程设有语文、算术、音乐、
美术、体育 5 科 ;高小设有语文、算术、自然、
地理、历史、音乐、美术、体育 8 科。1952 年，
全县完小增至 11 所，初小 152 所，在校学生
达 22270 人。

崇教尚学对文水历史文化的影响
□ 梁大智

文水古凤凰城上四道城门顶上和城墙四隅
均建有重檐高楼,这 8 座楼与城壁上的 64 座堞
楼正好为 72座,意为孔子的七十二贤人。

历史上，文水是个人才辈出的地方，据清光
绪九年（1883年）《文水县志》记载，文水进士唐
代有 4 人，宋代有 56 人（其中有 53 人旧志记载
存疑），元代有 22 人（其中有 15 人旧志记载存
疑），明代有 8人，清代（截至清光绪九年）有 33
人；文水乡举元代有 42 人（旧志存疑），明代有
38人，清代（截至清光绪九年）有 127人；明清期
间，副榜 33 人，拔贡 35 人，优贡 3 人，岁贡 280
人；文水武进士明代有 2人，清代有 8人；明清期
间文水有武举人 146人。

孔 天 胤 从 小 聪 颖 过 人 ，嘉 靖 十 年（1531
年），乡试中举，第二年，又以一甲第二名的成绩
进士及第，当地的人称他为孔榜眼。武元衡之
子武翊黄字坤舆，才学惊人。曾三试独占鳌头，
人称“武三头”。在中国的科举史上，如果连续
考中乡试解元、会试会元、殿试状元的，即属三
级连跳，均为第一名，被称为“连中三元”，在
1300多年的科举史上也只有 17人如此辉煌过，
武翊黄是其中之一。武翊黄入仕后于大和年间
官至大理卿。

宋元符年间，由知县薛昌建起县学，因设于
文庙，所以又叫学宫、庙学。内设儒学教谕、训
导各 1 名，管理全县生员、童生考试及祭祀事
宜。童生考中生员（秀才），就成为县学的学生，
所以考中秀才叫进学。

明嘉靖年间，本县士绅在县城西街文庙西
创建了文水武陵书院，清康熙、道光、咸丰、光绪
年间均募款对书院进行过修缮。学生有生员，
也有童生。

据 清 光 绪 九 年（1883 年）《文 水 县 志》记
载：明代，境内城乡一些社头、族长、延师曾举
办社学；明末清初，县城及南徐、北徐村一带
举办过义学；清末，私塾迅速发展，几乎遍及
各大村庄。光绪三十二年，学堂虽兴，私塾未
废。至 1916 年私塾达 208 所。私塾学童学业
达到一定程度，便可应童试，童试考中为生员

（秀才），即有资格入县学深造。清末民初，县
内名望较高塾师有西旧村温鹤年、温云村刘
大怀、下曲村王廷念、西城村王其宽等人。清
代下曲的王钟健、王道立两位进士建有枣香
书院。

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 年）武陵书院改为
“文水两等学堂”，首任校长武占魁；1914 年改
为文水县高等小学校；1917年又改为县立第一
高等小学。同年，在城内北街大关庙建立女子
高等小学。1920 年下曲、南庄分建县立第二、
第三高等小学校，大部分村庄陆续建立了国民
学校。1921 年开栅建县立第四高等小学校。
1929年在东街娘娘庙建文水县模范小学；将北
街二郎庙国民学校更名为文水县第二模范学
校；西街花园国民学校更名为文水县第三模范
小学；南街简子庙国民学校更名为文水县第五
模范小学。同年，在城内潘家庙西巷成立女子
模范小学、并增设简易平民识字班 1个，免费收
纳贫苦人家子女和失学儿童就读。1929 年城
内实验小学及北街、南街模范小学各附设幼稚
班 1个。

1931 年，文水县创立了第一所初级中
学，校址在城内东街马王庙处，校长武占魁，
教师有康焕文、权廷璠等 6人。1937年底,因
学校经费不足，并遭日军飞机轰炸，被迫停
办。前后毕业四届四班近 200名学生。

1944 年 8 月 ,日伪县公署借文水县一高
校址恢复文水县立初级中学。招收 3 个班
120 余名学生。1945 年 9 月 5 日，文水中学、
第一高小和女子高小的百余名学生，在革
命 教 育 的 影 响 下 ，随 贺 龙 部 队 前 往 离 石 。
是年 ,阎锡山军队占领县城 ,文水中学 2 年级
原有 3 个班合编为第 1 班，1 年级 2 个班合编
为第 2 班。 1952 年 6 月 ,省教育厅拨款 5 万
元 ,占用城内大关庙和北街完校旧址，并购
置 四 邻 民 宅 ,因 陋 就 简 ,重 新 建 立 文 水 中
学。9 月，招收 4 个班 200 名学生正式开学，
有专任教师 8 人。1956 年 9 月 ,在刘胡兰陵
园西侧 ,成立刘胡兰中学，在南庄镇兴建文
水南庄初级中学，在下曲镇兴建文水下曲
初级中学。1958 年，创办了开栅、西城、南
齐、孝义、南武、南安、马西、城关 8 所初级中
学。1969 年文水中学停办初中 ,改设为高级
中学。1970 年 ,刘胡兰中学停办初中，改设
为高级中学，为文水教育的发展打下坚实
的基础。

1925年11月24日，文水县云周村女子国民学校第一班毕业摄影

1932年北齐学校女子初级小学学生合影

1937年武村私立树人小学校第一期毕业纪念

1937年1月18日，东旧城初级小学第十三班学生毕业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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