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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时期，冀(今甘谷)人石作蜀，跋涉万里，就学孔门，终成七十二

贤之一。西汉末际，隗嚣割据天水，招揽一批文学名士，置学官，兴官学，

文化教育有所发展。东汉时，上邦姜岐治《书》、《易》、《春秋》，门徒数百，

名闻遐迩。魏晋隋唐时，文风尤盛，官学、私学均有很大发展。宋、金时始

有州、县学。金皇统四年(1144年)，清水县创立曲江书院，这是见于史载

境内最早的书院。明始有社学，清时改称义学。清乾隆时，州立书院创设，

光绪时道(巩秦阶道)立书院创立。至清末，境内有书院6所，其中道立1

所，州立1所，县立4所。儒学5所，其中州学1所，县学4所。社学、义

学、私塾遍布城镇及大的村庄。从唐代开科取士至清末，境内共考取进士

125人，明清两朝考取举人449人，贡生1767人，在甘肃省名列前茅。

清时设天水文社管理地方学务。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秦州东乡潘

集寨乡绅潘世俊创办私立潘集寨小学堂，这是天水最早的新式小学堂。光绪

三十一年，清廷明令全国“废除科举，兴办学堂”，境内先后设立陇南中学

堂及各县高等小学堂、初等小学堂。至辛亥前夕，天水共设中学堂1所，高

等小学堂5所，两等(高、初合设)小学堂3所。天主教会也于同期创办教

会学校。民国元年(1912年)后，学堂一律改称学校。天水文社改称天水

教育会。民国2年，甘肃省教育司于天水置第三中学区，陇南初级师范学堂

改为省立第三中学，成为陇南传布“新学”的中心。民国5年，天水劝学所

成立，负责教育管理。这一时期，天水政局相对稳定，受“五四”运动新文

化、新思想的影响，教育事业发展较快。民国15年，劝学所改称教育局，

受省教育厅和天水县政府双重领导。民国25年，境内共有中学8所，小学

219所。抗日战争爆发后，沦陷区人口大量涌入天水，焦作工学院、国立五

中、国立十中等沦陷区学校相继迁入或成立于天水，天水各级各类学校得到

空前发展。天水中学、甘谷中学先后设立高中部，成为完全中学；天水师范

改单班制为双班制，增设后期师范，遂成完善的中等师范学校；职业技术教

育空前发展，兴办3所职业学校；民国28年至民国30年，天水、甘谷、武

山、秦安、清水5县共举办战时民众补习班3786个，毕业学生9．26万人；

初等教育规模迅速壮大，民国32年，境内有中心国民学校和保国民学校7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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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比抗战初期的民国28年(1939年)增长56．2％，教职员1649人，增长

56．8％，在校学生3．93万人，增长55．5％。至民国34年底，中心国民学校

和国民学校在校学生达到6．6万人；中等学校有15所，其中国立中学2所，

省立中学、师范、职校共5所，县立中学、师范5所，私立职校2所，外省

立中学1所，省立、县立、私立中学、师范、职校在校学生共3889人。抗

战胜利后，国立五中停办，国立十中、河北中学陆续外迁，省立、县立中学

得到充实，秦安中学、武山中学、清水中学先后增设高中部，成为完全中

学，天水女师附设中学班，私立新民中学、私立五五中学、部立扶轮中学相

继成立，使中等学校规模更加壮大。至天水解放前夕，天水中等学校(班)

达到16个。

1949年8月7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天水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文教处成立。

对接管的各级各类学校进行整顿改造。1950年，天水专署又对各级学校进

行整编。是年底，天水市、天水县、甘谷县、武山县、清水县、秦安县等6

县市，一共拥有公立小学692所，学生4．64万人。其中完小67所，学生

1．41万人，私立小学1所，学生255人；普通中学6所，学生2341人，其中

省立中学2所，学生1355人，县立中学3所，学生900人，私立中学1所，

学生86人；省立师范1所，学生523人；职业技术学校1所，学生286人。

至1957年，今辖区学龄儿童入学率由1952年的33．8％上升为68．1％，每万

人口中中小学在校学生数已接近和超过全省平均水平。1958年起，普遍开

展以扫盲、普及教育和勤工俭学为主要内容的教育革命。学龄儿童入学率达

到91．7％，扫盲结业(脱盲)人数9．3万人。高等教育开始起步，先后办起

各类专科学校9所，在校学生450人。1965年，全市农职业学校发展到37

所，在校学生1876人。

“文化大革命”十年，教育事业遭到严重破坏，人才培养中断，教育质

量急剧下降。天水工读师专、天水师范和天水卫校被强令撤销，合为天水专

区“五·七”红专学校。职业技术教育被摧残殆尽，普通中学盲目发展，中

等教育结构单一。

1978年，开始压缩普通中学，今辖区完全中学从1978年的106所调整

为1985年的63所，小学附设初中班从1978年的534所压缩为1985年的165

所。从人力、物力上加强基础教育。新办农职业学校22所，1985年招生

1682人，占普通高中招生人数的19．2％，中等教育单一化的局面有所改变。

师范教育得到充实，先后恢复和组建了天水师范专科学校，天水第一、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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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范学校，建起5所县(区)教师进修学校。电视大学和职工大学为主的成

人高等教育得到重视和发展，1988年，全市普通高中共招生19．1万人，毕

业17．6万人。1980。1985年，全市为高等院校输送10180人。1989年，全

市共有各级各类学校3899所，其中幼儿园51所，入园幼儿1．02万人，教师

311人；小学3643所，在校学生36．68万人，专任教师1．55万人；普通中学

151所，在校学生13．25万人，专任教师6896人，其中，初级中学91所，

高级中学60所，高中学生占20．9％；农职业中学28所，在校学生5103入，

专任教师297人；中师2所，在校学生1761人，专任教师153人；中专10

所，在校学生3303人，专任教师501人；成人高校2所，在校学生1746人，

专任教师34人；成人中专lO所，在校学生870人，专任教师96人；普通高

校1所，在校学生1508人，专任教师211人；聋哑学校1所，在校学生75

人，专任教师17人。

1949年8月15日，天水专署设教育科。1951年9月教育科改为文教科，

1955年1月改文教卫生组，1958年8月改称文教卫生科。1961年12月成立

天水专区教育局，1968年，教育行政职能收归地区革委会政治部。1970年9

月，天水地区革命委员会教育革命领导小组成立。1974年12月恢复教育局，

下设政办科、教改科。1983年，文化局和教育局合并为天水地区文教处。

1985年7月，文教分设，天水市教育局成立。1986年，撤局设委，天水市

教育委员会成立。至1989年，下设政工科、普教科、职教科、师训科、成

人教育科、计划财务科、办公室。

第一章 民国以前的学校教育

第一节州县学

据《大明一统志》载，元至元年间，秦安、宁远建有县学。至正年间，

伏羌建有县学。秦州学按惯例也当建于元初。明洪武四年(1371年)，清水

县学创建；重修秦州学、秦安县学。洪武六年，重修伏羌县学。正统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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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42年)，重修宁远县学。明代州县学大多设于文庙，存有图书，配有学

田。秦州州学以学正、训导为正副学官，各县学以教谕、训导为正副学官。

教育所属生员，秦州学定额30人，各县学定额20人。

清雍正二年(1724年)，伏羌、秦安县学改等增额各职文生15人。雍正

七年，秦州改为直隶州，于巩昌府学额内分文武童额各3名归秦州学。咸丰

五年(1855年)，因秦州绅民捐输军饷有功而增加学额1人。清代后期，秦

州学额廪生、增生各30人，三年二贡。秦安、清水、伏羌、武山县学各增

学额廪生、增生20人，二年一贡。

第二节 书 院

金皇统四年(1144年)，清水县令李宝谪在县城西关创立曲江书院。这

是天水见于史载最早的书院。元代末年曲江书院毁于战火。明洪武四年

(1371年)，清水知县刘德创设西江书院。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宁远知

县杨翰创建尚友堂。清乾嘉时期，天水书院有了较大发展，县立、州立、道

立书院相继创设或扩建。至清末，今辖区共有天水书院、陇南书院、原泉书

院、景权书院、朱圉书院、正兴书院6所书院。光绪三十年至三十二年，各

书院奉命按级别改为中学堂或小学堂。

天水各书院均为官立书院，分别由道、州、县各级地方官聘请知名学者

担任山长、监院。山长，即书院主持人，也叫掌院、主讲，一度改称院长，

负责书院组织管理和教学工作。监院负责书院财务、图书、生徒膏火奖赏，

协助山长经管书院日常事务以及督导诸生课读。各书院另有教习若干，多由

地方廪贡或宿儒担任。

书院的学生多来自塾馆，经书院笔试录取入学，年龄不限。每年二月始

业，十一月结业，学额没有限定，往往多于州县儒学。天水各书院学生，少

时四五十人，多时达百余人。学生人院学习，书院提供斋舍，例给膏火银数

两。书院常用经费由学田田租开支，或由私人捐助，或由公家拨充。

明清时期，书院是准备科举的场所。所读书籍大致由地方官和书院山长

选定，明代以四书、五经等为基本教材。清代以《孝经》、《小学》、《近思

录》、四书、五经等为基本教材，兼通《十三经》、《二十一史》、《圣谕广

-iJ J1))、《大清律》等。每月例有官课和师课，官课由官吏命题课考，师课由山

长出题课考。光绪十一年(1885年)，巩秦阶道姚协赞针对当时书院弊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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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陇南书院诸生定修习课程四则：一是“立品”，即品德修养，以定其基；

二是“穷经”，以《十三经》为主，尤应熟读“五经”白文；三是“读史”，

以“因势”、“人才”、“风俗”、“治术”等4条为纲，次第阅读；四是“博

古”．亦应读楚辞、文选、六朝名人专集、古诗以及唐宋八大家散文，书法

亦应研习，先欧(欧阳询)、柳(柳公权)，后董(董其昌)、赵(赵孟烦)。

天水书院

天水书院是清代秦州州立书院。前身是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知州

费廷珍创设的汉阳书院，院址在秦州吏目署东南。乾隆三十三年，知州完颜

长世图移建于东关文昌宫东侧，改名天水书院。同治十一年(1872年)，州

人杨守愚、张思毅等又筹资维修扩建。大门南向，门内东西房各3楹；重门

内东号舍4楹，北为魁星楼，西号舍7楹，又北为讲堂3楹；堂后东西斋各

5楹，楼后东西斋各5楹，北庭3楹；又西北斋5楹，东西斋各5楹。嘉庆

年问，邹曹纯主讲天水书院；咸丰末年，举人杨守愚任主讲；同治年间，进

士任其昌任主讲数年；光绪年间，进士苏统武任主讲。光绪三十一年(1905

年)，知州李瑞潋改天水书院为秦州小学堂。

陇南书院

陇南书院是清代分巡巩

秦阶道道立书院二巩秦阶道

原驻岷州，同治二年(1863

年)移驻秦州。同治十一年

(1872年)，董文涣任分巡巩

秦阶道，以籍没西和、礼县

部分回民之产，拍卖生息4

万缗，创办书院，光绪二年

(1876年)五月建成，名为

陇南书院：院址初在道署

内，后迁大城丰裕仓。任其

陇南书院旧址

昌为首任山长，任职20余年。其子任承允是光绪二十年(1894年)进士，

为书院第二任山长。光绪三十年(1904年)，巩秦阶道王树楠改陇南书院为

甘南中学堂，光绪三十二年巩秦阶道李璜又改为陇南中学堂。

[附]巩秦阶道姚协赞《谕陇南书院诸生示》

照得本道分巡三载于兹，于士习之有关系者无不力加整顿，实望尔诸生等，处为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