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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连平县教育志》是连平教育史上第一部专业志。这部志书的面世，对

于保存史料，总结经验，资政育人，促进教育事业的发展，均有深远的意

义，是连平教育的一件盛事，可喜可贺! 7．}
．．

《连平县教育志》全面、系统记述了从封建科举教育到社会主义时期教

育的发展历程。明崇祯八年(1635)，建立学宫；清代设义学，随后兴书

院、私塾，民众得以教化；辛亥革命前后，废科举、兴学堂，曾有显著变革；

新中国成立后，各类教育蓬勃发展，取得了瞩目的成就o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国家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各级党委政府把

教育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各级各类学校在当地

党委和政府的领导下，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社会主义的办学方向，

从实际出发，深化改革，积极调整教育结构，努力改善办学条件，深入开展

教育教学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不断提高教育质量，为国家高--01．学校

培养输送了大批高素质的人才，成绩斐然o

《连平县教育志》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以横列纵叙，事以类从的方法，

记载了连平县教育事业的历史和现状，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和地方特色。它

总结了许多可供效法的经验，也揭示了不少值得后人吸取的教训，谱写了无

数前贤后哲为山区民众的教育辛勤耕耘、奋斗不息的教育篇章，这是时代的

足迹，历史的丰碑o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过去，连平县的教育有其辉煌的历史；今后，连平

人民在党的教育方针指导下，在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和“三

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导下，一定会续写出更加灿烂夺目的教育新篇章，无愧于

先人，有益于来者!

《连平县教育志》的编写，得到了许多热心教育事业的人士的支持，凝

聚了编辑人员的心血和智慧。谨此，特向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是以为序
、

2003年8月25日

“



·2· 凡例

凡 例

一、本志以唯物史观为指导，实事求是地记述连平县教育的历史和现状，

力求准确、真实，使之成为有存史价值的一部专业志。

二、全书按照横列纵叙，以类系事，史志结合的方法，编篡记述。以志为

主，辅以传、图表、录、照片等。

三、坚持“立足当代、详今略古”的记述要求，载史年限上溯到明末清初，

下断2000年。鉴于连平州地历史悠久，年代期限源流有所突破。

四、以县行政区域为记述范围。明清时期曾设连平州，建国后又曾与和平

县、新丰县合并过。记述时均沿用当时名称。

五、有关县内部分地区在与新丰、和平合并的统计数字，一般不计人本志。

六、民国以前用朝代记事，日期按阴历以汉字书写，民国时期用民国纪

元，日期按阳历以阿拉伯数字书写，夹注公元纪元。建国后，日期按阳历，以

阿拉伯数字书写。

七、本志对历史朝代、行政机构、事物称谓，在第一次出现时均用全称，如

实记载。记述地名，则按各个历史时期的不同称谓记述，亦有加注今名。

八、人物按“生不列传”的原则，所收人的人物事迹，以传略的形式入传。

人志范围，以本县人物为主，兼收客籍人物；记事的人名，一般直书其名，必要

时时列其职务或职称。

九、记述历史上的旧计量单位，未作公制换算注释。

十、本资料来源于广东省中山图书馆、广东省档案馆、惠州市档案馆、韶

关市档案馆、连平县、河源县、和平县、新丰县、龙JlI县档案馆以及FI啤资

料，前贤、老前辈回忆录等，经过筛选核实，慎重录用，一般未注明出处。



《连平县教育志》勘误表
页码 t“ 勘 误 ：内 容

。

目录第1页 第14行“连平县教行政”应为“连平县教育行政” ： ‘!’：一‘
·． ．．

第1页 第6行。人口367万”应为“人口36．7万” t‘，j． t，

第4页
第13行原文“Introduction of some KindergaIt咖”应改为“Administrative o伍clals a矗肚the南蚴．
d=g of former Lianping county”

正文第1页 倒数第7行进士17名应为18名，副榜6名应为5名 。、 一 。： ‘

第3页 倒数第4行“王作”应为“工作”；倒数第l行“200里外”应为“近100里”
‘’

第5页 倒数第3行“公办保不定”应为“公办中学”；倒数第2行。公社小不定”应为。公社小学”

顺数第13行“贻语”应为“贻误”；倒数第11行。转称”应为。转移”；倒数第1行“促进中小教
，第6页

学”应为“促进中小学教学”
‘

第7页 倒数第9行“损助”应为“捐助”；第4行。CEC及可口可乐”应为“珠海CEC及珠海可口可乐”

。第8页 第3行“1997年”应为“1996年10月”

：第48页 表中第3行“1973年”应为“1573年”

第64页 第4行“共23人”应为“共26人”

第66页 第5行“进步督导”应为“进行督导”

第66页 第8行“工作”应为“工资”

第67页 第2行“电教站工作”应为“电教站”

第74页 第13行“籍贯”栏“连平”应为“梅县”

第75页 第11行“萧学穗”应为“肖学穗”

第77页 第8行“麦农志主任1993．9—1991．3”应为“麦农志副主任1988．10—1991．3”

第77页 第12行“周南桂主任1991．9”应为“周南桂主任1997．9” ，

第82页 第2行“教学圆房”应为“教学用房”

第83页 表格二倒数第7行“蓓雷”应为“蓓蕾”

第路页 表格四第8行“蓝玉红”应为“蓝宝红”

第95页 第9行“勤奋好学”中“好学”两字删除

第95页 第12行“学生达标率”应为“学历达标率”

第95页 第16行“省市”应为“省、市”

第96页 表中倒数第二格“黄存沛”应为“王存沛”

第108页 倒数第8行“1939”应为“1969”‘

第119页 第2行“胡思慈”应为“胡恩慈”
·-‘

‘．

第123页 第14行“红星小学”以后内容全部删除
’‘^

第133页 倒数第7行“每学期初”应为“每学年初”

：第165页 倒数第2行“项班”应为“顶班” 一

第168页 倒数第4行“国家委员会”应为“国家教育委员会一、7
‘+。。 ‘。

第179页 倒数第11行。各设立函授站，，应为。各公社另从教师中”：
i

’

i-

●

第187页 第12行“黄金平”应为“黄平金” 一1 一。

一+ t

第189页 倒数第4行“1981年3一l粥3年”应为“1981年一1983年”
‘4

··
’i

。Z汐



页码 勘 误 内 容

第190页 第14行中的“力口”应为“加”

第191页 第7行《桃花江上》应为《松花江上》

第196页 倒数第5行和第6行“甘连英”应为“甘建英”

第196页 倒数第3行第三格“男子”应为“高中男子”

第202页 倒数第1行“级”字应为“乡”字

第209页 倒数第5行“后”应为“候”

第210页 倒数第l 1行“李作符”应为“李卓符”

第2ll页 表中第5行“单位”栏“油溪中学”应为“九连中学”

第212页 表中第2行“性别”栏“女”应为“男”

第212页 表中第4行“姓名”栏“加”应为“嘉”

第214页 表中第6行“单位”栏删除“总务”

第215页 表中倒数第3行“姓名”栏“成”应为“承”

第216页 表中第2行“职务”栏“教师”应为“主任”

第216页 表中倒数第7行“姓名”栏“成”应为“承”

第216页 表中倒数第2行“职务”栏“教师”应为“主任”

第217页 表中倒数第7行“姓名”栏“成”应为“承”

第222页 表倒数第二格中的“省民族交代促进会”应为“省民族文化促进会”

第222页 表中倒数第2行的“授予单位”和“称号”栏的内容对换

第223页 表中“称号”栏第1行漏“任”字

第227页 第7行“外籍香港同胞”应为“香港同胞”

第231页 倒数第5行第四个字“地”应为“个”

第238页 表格内第4格开头“实验室、功能室建情况”应为“实验室、功能室建设情况”

第241页 第1行“党部支”应为“党支部”

第242页 倒数第5行“附城中学学支部”应改为“附城中学党支部”

第246页 第8行“中国少先锋队”应为“中国少年先锋队”

第246页 第9行“新民主表年团”应为“新民主主义青年团”

第253页 第10行“收租管帐”应为“收租管账”

第254页 第ll行“工程师学位”应为“工程师职称”

第256页 第8行“九连区工作工委”应为“九连区工委”

第261页 第6行“1991”应为“1990”

第261页 倒数第1行“新进”应为“先进”

第262页 第11行“企图”应为“企求”

第269页 第2行“曾燕兰男”应为“曾燕兰女” j

倒数第9行“2001年9月开始”后加上“抽调了颜建津、陈沙泉、颜本敏三位退休教师，又
第272页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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碑一{’

连平，古为禹贡杨州南域，春秋为百越地，战国属诸楚，秦汉时为南海郡，

先后属龙川、博罗县地，南齐后为河源县地，唐属岭南道，五代属循州。明崇祯

七年(1634)始正式建立连平州，下辖和平、河源两县。不久又成为“独脚州”

(不辖县)。
‘

连平位于广东省东北部东江上游，东临和平县，西邻翁源县，南接新丰县，

北与江西省龙南、全南县为界，面积2365平方公里，现辖16个乡镇，人口367

万。

连平教育，建州前无系统记载，散见于省、市和邻县的有关资料。建州后

因地处山区，交通不便，人口稀少，生活贫困，经几代人的开荒扩种，辛勤耕耘，

生活开始逐渐安定，读书人也逐步多起来。

因明、清两朝均以科举取士。稍为富裕家庭的子弟都意识到只有刻苦读

。书才有前途、出路。城乡青年互相影响，千方百计觅师求教，钻研经史。不

久，便人才辈出，远近闻名，加上分配给连平的考额较为宽裕，不少外籍生员都

冒籍参加连平科举考试，后来被省和朝廷明令禁止。

连平建州后不到80年就出现了举人颜希圣赴京参加会试因考官舞弊落

榜，愤而撕去皇榜要求复试震撼京城的事。迫使雍正皇帝亲自主持复考，结果

中进士，钦点翰林。此后，连平几乎每科都有人考中，自明末至清朝的200多

年中，连平有翰林6名、进士17名(其中武进士2名)，副榜6名、举人80名

(其中武举人21名)，“五贡”(拔贡、优贡、岁贡、副贡、恩贡)共174名。这在

当时不足十万人口的连平州来说，确实是惊人的。这些举人、进士后来官至总

督的3人，巡抚1人。当时朝廷设六部，除吏部外其余的兵、刑、礼、户、工五

部，连平人都当过尚书或侍郎。有人撰联日：“一门三代四节钺，五部十省八花

翎。”连平中学原校歌中有一句：“科甲蝉联仕宦赫，声名文物冠珠江”，是真实

的描写，在广东省内传为美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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