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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 吉
J于 口

《韶关市教育志))从资料的收集到编纂出版，历时五年多，现在同大家见面了，这是

我市教育事业发展上的一件大事。

韶关教育历史悠久。自东汉初年，桂阳郡粤北诸县“修庠序之教”之后，历代有识之

士都致力于教育事业的发展，令韶关文明日进，人才辈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特

别是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教育通过一系列的改革，全市教育事业蓬勃发展，

成绩斐然，为韶关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增添了新的一页。

这部教育志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实事求是的

精神，严肃认真的科学态度，翔实地记述7从清末至公元1987年的一百多年韶关教育的历

史，是韶关有史以来第一部教育专志。它的出版，不仅对全市人民了解韶关教育的历史和

现状，发展韶关市教育事业有重大的意义，而且对研究广东乃至全国教育的历史，促进社

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也有重大的意义。
‘

这部教育志虽然仍有某些不足，但基本上是成功的，我代表韶关市教育委员会感谢市志

办和编审的同志们。

韶关市教育委员会主任谭华邦

．1992年．10月



凡 例

一、本志的编写，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中国共

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

点，坚持“详今略古"的原则，力求做到思想性、科学性和资料性的统一，突出时代特点

和地方特点。
‘

二、本志按横排纵写，以横为主，横陈事项，纵述始末的体例安排结构层次。除“序

言，，’。t凡例"、。。概述，，’“大事记"、·。人物传"、“附录"外，各项事业按篇、章、节、目的

类属，以时间为序进行记述。

三、本志采用志、记、传、录、图、表等综合形式，以志为主体。

四、本志时间断限，上溯至清光绪元年(1875年)，部分事可适当上溯；下限一律记

述到1987年12月。

五、本志记述的地域范围，以历代为粤北政治、经济、文化、军事中心的韶关(即今

韶关市区)为主体，兼及所辖各县。由于“韶关"及其辖地，在历代多有变动，在记述时

则按照历史顺序，反映当时所辖县的情况。

六，本志历史纪年、地名、校名、机构名称、官职等，均用当时当地的习惯称呼，必

要时用括号注明公元、今名。公元1949年lO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一律称“建国

后”，并以公元纪年。

七、本志所采用的数据，建国前的以历史档案的数字为依据，建国后的以地区、市教

育局上报省教育厅的学年初报表为依据。如果学年初报表未列入统计的，则以地区、市教

育局各科、室统计的数字为依据j有关教育经费的数字，建国后的采用韶关市(地区)财

政局和省教育厅、省高等教育局的数字，厂矿的按各厂矿自报的数字。

八、本志用语体文记述。除引用古籍原作沿用文言文及少数有特定含义的用繁体字外，

其余均用国家统一的简化汉字。数字书写、计量名称和符号使用，按韶关市地方志办公室

“关于《韶关市志》书写行文试行通则’’执行。为使行文简练，采用若干简称，如： “中

共’’指中国共产党， “党委"指中国共产党委员会，“地委，，’“市委"指中国共产党韶关

地区(方)委员会、韶关市委员会， “行署，，、“专署"指粤北区行政公署、韶关地区专员

公署， “省，，’“地区，，’“市”指广东省、韶关地区、韶关市， “革委会’’指革命委员会，

“连南县，，’“连山县，，’“乳源县"指连南瑶族自治县、连山壮族瑶族自治县、乳源瑶族自

治县，“公社”指农村人民公社，



先队"指中国少年先锋队。

九、人物立传，不分本籍外籍，均为对本地教育事业作出重大贡献，为社会所公认的

人物，但生人不立传。入志立传人物的排列，以生年为序。在世人物必要记述的事迹，采

取以事系人的办法，在有关篇章记述。

十，资料的采用，凡有文献资料者原则上采用文献资料，无文献资料者，采用口碑资

料，并加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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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粤北学校教育，始创于东汉建武中(约公元39年)，到1987年止，约有一千九百五十

年的历史。在这历史的长河中，历经了封建社会、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社会主义社会矿

粤北学校教育的发展也可分这三个历史时期来分述。

自东汉建武中至清光绪末，为一个时期。建武中，卫飒在郡、县治所设“庠序"，以

吏为师，以郡、县。。干吏卑末"为教育对象，以婚丧之礼为教育内容，以教化边民、安邦

定国为目的。经过几任太守，约一个世纪的教育，粤北“邦俗从化”。汉灵帝时，曲红

(今曲江县)人郭苍举茂才，官至荆州从事，可说是这种教育的结果，但这种教育只停留

在官府。至唐朝时，据县志所载，‘民间已有“书院，，’“书堂”，以为士子藏书和读书的地

方，以应唐朝开科取士的需要。唐中宗时，曲江人张九龄中才堪经邦科第一，又中道侔伊

吕科中书令，右丞相。为唐代名相，著名诗人。还有曲江人唐元和末进士刘轲，官至文宗

朝宏文馆学士、洛州刺史，著作有12种：翁源唐末诗人邵谒，为当时著名诗人温庭筠膀

其诗32首。自张九龄为岭南第一相，又开通大庾岭路。中州清淑之气，才源源不断地涌入

岭南。唐德宗贞元十九年(803年)，韩愈以监察御史贬阳山县令。“教民以诗书礼仪，移

风易俗。诗书仁义之训，始于昌黎公"。虽史和志都未见粤北有官办学校的记载，但成才

者的事迹是名垂青史的，不能不说是教育的硕果。可说是当时粤北存在的一种家学或者说

是一种私学教育结果。唐代粤北有中进士者6人，乡贡5人。宋朝，粤北正式创立两种形

式的学校教育，一是1004年英德知州王仲达奉诏创建的涵晖书院，一是1044年创建的南雄

府学。自此书院、府学、县学相继兴办，直至清末废科举兴学堂，才结束了书院和州府县

学的办学史。其中最富盛名，享誉岭海之隅的是相江书院和韶州府学。书院和官府学校的

兴起，是为开科取士服务的。宋政和八年(1118年)《御笔手诏碑》日： “朕承祖宗遗休

馀烈，崇经术设学校，兴贤能以待天下之士，高爵重禄，承之，庸之，以待士之任官者，

盖与之修政事，理人民，以立太平之基。”又日： “卿当师儒之任，以学行致大官。其思

所以劝励，兴起畀，知尊君亲上之美，无复暴戾邪僻之行，以居德而善俗，以化天下与后世，

称朕意焉。"其兴学的目的有两个：一是选士“以立太平之基”，一是“知尊君亲上之美，

无复暴戾邪僻之行"，一言以蔽之，巩固统治者的统治地位。清顺治九年(1652年)颁立

卧碑，开宗明义： “朝廷建立学校，选取生员⋯⋯全要养成贤才，以供朝廷之用。诸生皆

当上报国恩，下立人品。”封建社会所兴办的书院和县学，以及种种私学，都没有逾越

这个矩。粤北学校教育兴盛于宋，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宋理学的奠基人周敦颐于宋神宗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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