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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家炳玉照

田家炳简介
田家炳是闻名遐迩、有口皆碑的实业家、慈

善家。家炳创业维艰，生活简朴·赋性慈祥，乐

善好施I热爱家乡，念念不忘“胞衣迹”。对自己，

他没育任何的生活嘻好，对社会却始终作着无私

的奉献．为了造福家乡人民，多次表示；愿尽

“绵薄之力”。他首先捐资创建湖寮大挢}捐资创

建大埔电视转播台，并资助完善其调频设备·为

了邑人的身体健康，改善医疗条件，他捐资创建

家炳妇幼保健中心，大埔县人民医院田家炳大楼．

家炳中医医院、家炳医院、银江家炳医院和大麻

医院家炳门诊楼⋯⋯。他还向大埔县政府提出工

业、农业、交通、文化、艺术等多方面捐资项目。

家炳胸怀坦荡．高瞻远皤，深感百年大计，教育

为本，因此特别着重发展家乡教育事业。对捐资

家乡教育事业有完整的规划，周密的考虑。除先

创办了家炳第一中学、玉瑚中学、玉瑚小学、兼

家小学外，继而由托儿所直至大学认捐的有：家

炳幼儿园，可容纳1，000余名学生的田家炳小学、

可容纳1．000余名学生的家炳第二中学、可容纳

500余名学生的家炳第三中学、三河中学家炳教工宿舍、可容纳1，000余名学生的田家炳高级职

业学校和大埔田家炳电视大学。以上初步估计建筑总面积为32，668平方米。同时，目前拟建的

项目还有家炳第四、五中学，大埔中学三座大楼、虎山中学大礼堂、家炳第一中学科学馆、大

麻中学科学馆和教师、学生宿舍楼、三河镇家炳小学、银江坑13家炳小学等等。为了提高师资

质量，几年来家炳还捐资在大专院校培训出60名初中教师和数十名高中教师I从1990年至

1991年，每年又继续为大埔培训20名大学本科生，以解决大埔缺中学师资之需求。在大埔电视

转播台中开设了家炳教育台，以传播各地先进教学经验。家炳兴办教育事业不但着眼于大埔，还

扩展至梅州市、韶关市和广州市。1986年捐巨款建嘉应大学科学馆、嘉应教育学院家炳大楼和

艺术馆，还在蕉岭华侨中学兴建家炳教学楼，在兴宁县、韶关市分别捐资兴建家炳中学·在广

东省教育学院兴建中学校长培训中心．此外，还在北京捐资兴建家炳博物馆。1991年，为了弘

扬大埔文化之多的优良传统，使大埔百年来的教育事业发展兴衰过程的经验教训t后人得以借

鉴、受到启迪．家炳还独捐资出版《大埔县教育志》。田家炳兴办学校事．确实不胜枚举，并正

在推动各项善业的举办。

为了表达全县人民的崇高敬意和良好祝愿，I 989年底大埔县人民政府向为家乡作出了巨大

贡献的田家炳敬赠了题词为“光被桑梓”的一面金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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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埔第十三区白寨中武初等小学堂，后改为北罗初等小学

堂，是大哺昌最早舞办的一所小学誊。(公元一八九四年)

麓

大埔百侯陈屋巷上艟步梯初等小学堂，是大埔最早兴办

的初等小学堂之一。^垒兀一八九八年)|



朱德总司夸在百偾中学

(公元一jL二七年)

陶行j：『：祝词(公元一九阳三年)

百侯民食文化运动纪念照(公元一九三三年)



广东省第一届优秀教师代表会大埔代表合影

(一九五七年八月)

百候中学艺友师范全体师生台影(一九三四年)



序 言

盛世修志。一九八五年十二月在上级教育行政部门和县地方志编

纂委员会统一部署下，大埔县教育局抽调人员组成《大埔县教育志》

领导小组和编写办公室，开展了编志工作。编辑人员初期着力研讨篇

目提纲，把主要精力放在对资料的搜集整理和鉴别取舍上，全力查阅

大量档案史料，寻访知情人，并发函广泛征集史料。先后分类立卡一

千余份，搜集和整理的文字资料近百万言；在编写志书过程中，奋战

了五个春秋，中间曾三易其稿，反复修改，克服了由“必然王国到自

由王国”所经历的种种困难，终于在一九九一年五月定稿。出版了大

埔有史以来的第一部教育专志。

《大埔县教育志》如实地记述了大埔县教育(公元--A九四年一

一一九八五年)的历史和现状。重点反映了全县小学教育、中学教育

和教育改革的情况。写出了大埔是“文化之乡"，是“华侨之乡刀，

又是革命老区的地方特色，突出了大埔教育事业发展的特点和规律。

希望此志书的问世，能对今后大埔教育事业的进一步发展起到启迪和

借鉴的作用。

大埔县教育局长 罗春光

一九九一年五月



凡 例

一，本志一般上限始于清朝末年，下至1985年止。有部分的内

容，为不割断历史和使读者有较完整的了解适当上溯和下延。

二、本志的编写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以《关

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和《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

革的决定》为准绳，以“详今略古”为原则，如实地记述大埔县教育

的历史和现状。

三、本志体裁包括志、述、记：传，图、表，录，以志为主，结

构上分篇，章，节，目。图、表，录分别附于有关章、节后。

四，本志文体用语体文记述体。以文字记述为主，横排纵写。

五，本志按照志书通例，生不立传。因事系人，则不限生卒。

六，本志历史纪年，按当时习惯称谓，再在括号内注明公元。

《大事记》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的纪年，一律用公元。

七，本志各章内容多少不等，重点放在小学教育、中学教育和教

育改革。由于历史资料残缺不金，致使有些史实的编写，难臻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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