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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三十七教育

概 述

泉卅I的学校教育源远流长。早在秦汉以前，泉州一带的先民在生产生活中，就存在着原

始教育。西晋以后至唐，北方人因避战乱，相继南迁至晋江流域定居。他们带来了北方先进

的文化和生产技术，延续着家传师授，逐渐形成泉州早期学校教育形式的私学。随着经济的

开发和地方官员的倡导，唐、五代已奠定了乡学的基础。北宋时，由于地方经济的繁荣和封

建科举制度的推动，泉州开始创办州学。之后，泉州所属各县也相继创办县学，开始形成以

儒学为主要办学类型的官学系统。宋王朝南迁后，福建成为近畿要地。管理赵宋皇族的机构

南外宗正司设于泉州。为教育皇室子弟，设办了另一种官学——宗学。泉州是朱熹过化之

地，为了传播程、朱理学，开始办起书院。同时，村学、家塾等私学也得到较大的发展。各

类学校教育的广泛创设，使泉州出现“家诗书而户弦诵”、“满街都是圣人”的繁荣景象，被

誉为“海滨邹鲁”。

元代提倡创办社学，泉州教育又增添一种办学形式，而私塾仍然占有一定规模。此时，

泉州除保留原有的部分书院外，还新办一所金门浯州书院。元代地方官员也重视儒学，对

州、县学均加修葺。为了学习蒙古文，泉州还设有蒙古学并创办有阴阳学、医学之类专业学

校，增加了官学类型。当时阿拉伯人来泉通商者增多，蒲寿庚曾申办蕃学，但具体情况无

考。

明清之际，泉州有7所官办的儒学(府、州、县学)并历经多次修葺扩建，规制日趋完

备。至清代乾隆间(1736～1796年)，府学的规模达到全盛。明代提倡办社学，但时兴时

废；并曾四次下令禁锢书院，而此时泉州府则新办了18所；而私塾仍占有相当数量。清初

对书院亦加以抑制。雍正间(1723～1735年)，诏令各省省会办一所书院，之后在府、州、

厅、县也相继创办。泉州府、永春州在清代又新办32所书院。不过这时的书院，受到官府

的严格控制，成为以考课为主的科举预备场所。其时社学减少，各类私塾则相当发展，几乎

遍及城乡，成为当时泉州教育的基础。

清末废科举兴新学，府、州、县学改办为中、小学堂，或成为只供祭祀孔子的场所；书

院或停办，或改办为新学堂；一部分私塾改办为学堂，大部分则继续存在，一直延至新中国

成立初期。清末，泉州先后办有中学堂4所，小学堂110所，职业学校1所。新办的学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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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除少数官办外，大部分为私立，其中以华侨和教会办的学堂尤多。

民国初，学堂改称学校，取消读经。民国8年(1919年)新文化运动后，推行新文化，

提倡白话文，推广普通话。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实行党化教育。抗日战争期间，推行战时

民众教育，兴办战时民校，后改称国民学校。民国期间，泉州地区幼儿教育、小学教育、特

殊教育、中学教育、．职业技术教育、高等教育和成人教育等各类型的学校相继创立。其中有

省、县政府办的官立学校，而更多的则是华侨、社会各界人士和教会办的私立学校。国民政

府曾多次下令取缔私塾，但因学校办得不多，满足不了民众的要求，而私塾设备简单，形式

不拘，易办，因此仍有相当数量存在。

民国期间战乱频仍，兵匪骚扰，加上日本军国主义者发动侵华战争，社会动荡，经济凋

敝，民不聊生。各类学校普遍存在着办学规模小，教学设备差，经费短缺等问题，有的学校

时兴时废，时办时停。至1949年9月，现泉州市所属范围，仅有大专学校1所，师范学校

4所(其中普师1所，余为中学附设师范班)，职业学校5所，普通中学33所(其中完全中

学14所)，小学近1000所，幼儿园4所。

新中国成立初，第五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后改为晋江专员公署)和所属各县人民政府接

办官立学校，1952年接办教会学校；逐步改造私塾，至1955年，私塾全部消失。人民政府

对侨办学校采取积极扶持政策，并新办了一大批学校，实行学校向工农开门，教育事业蒸蒸

日上。1958年“教育大革命”期间，在缺乏必要办学条件的情况下，大办各级各类学校，

并创办泉州大学。教育大发展超过经济的承受能力，致使以后不得不精简整顿。1960年后，

经过整顿，学校得到巩固、充实、提高，走上健康发展的轨道。1965年初，现泉州市辖区

内有全日制大学1所、中等专业学校3所、普通师范2所、幼儿师范1所、农业职业中学6

所、普通中学92所、小学1960所、特殊教育学校1所、幼儿园179所，在校学生50余万

人；各类成人教育学校2100余所，在校学员38万人。

“文化大革命”期间，在“左”的思潮影响下，许多学校遭到严重破坏，中等以上的学

校教育陷于停顿状态。1968年，学校开始“复课闹革命”，在“读小学不出大队，读中学不

出公社”的口号下，缺乏必要的办学条件，盲目发展农村中学。

“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经过拨乱反正，学校恢复了正常的教学秩序。1978年晋江地

区今辖区内有全日制大专院校2所、中等专业(含师范、中技)学校7所、普通中学146

所、小学2325所、特殊教育学校1所、幼儿园258所，在校学生总数达92万余人；各类成

人教育学校9370所(班)，学员35．4万人。

1979年以后，国家实行改革开放政策，确立教育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优先发展的

战略地位，增加教育投入，泉州教育进入一个崭新的发展时期。在中国共产党和国家领导人

邓小平关于“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指示指引下，晋江地区各级领导

认真贯彻《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推进教

育事业的改革和发展；社会各界热情支持办学，海外侨胞和港澳台胞踊跃捐资助学；采取各

项措施，不断深化教育改革(包括教育结构、教育管理体制、学校内部管理体制、招生制

度、教材教法等改革)，同时开展教育对外交流活动。全市各类教育得到了空前的发展，为

地方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培养了大批人才和具有较高素质的劳动者。1990年，全市有全日

制大专院校4所、大专班2所，在校学生4981名；中等专业学校7所，在校学生3568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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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等师范学校6所，在校学生4046名；技工学校3所，在校学生1942名；普通中学195所

(其中完中66所)、职业中学初中部和小学的附设初中班80所，在校学生174387名(其中

高中生2078名)；职业中学31所、普通中学附设职高班21所，在校学生11334名；小学

2273所，在校学生657022名；幼儿园1264所，在园幼儿126293名；各类成人教育学校

2479所，学员53161名。

在近现代，“三胞”在泉州捐资兴办教育，促进家乡文化教育事业发展的动人事迹，举

不胜举。这方面的事例，在《华侨》、《泉州与台湾关系》、《泉州与港澳关系》等卷都分别作

了记载。为避免重复，本卷对“三胞”与教育从略记述。

一、私 塾

第一章 旧制教育

第一节私塾义学社学

私塾是对古代施行启蒙教育的各种私学的统称，历朝有村学、冬学、学塾、村塾、家

塾、教馆、家馆、书室、书馆、书斋、书堂、书房等多种名称。这些私塾分别由闾里、乡

党、宗族、房头创办的，有由官宦、富室设立的，有塾师自办的，也有数家合伙聘请塾师教

授自家子弟的。

自晋以来，北方人民南迁，带来了北方的文化教育思想和经验，推动泉州古代教育的形

成。在北宋泉州的官学创立之前，泉州教育是以私学形式出现的。据史籍记载，唐建中

(780--783年)之前，泉州已有“长材秀民通文书、吏事”，“乡县小民，有能诵书作文辞

者。”可见，此时民间已有家传师授式的私学存在。唐建中至贞元年间(780～805年)，福

建观察使常衮、泉州刺吏席相倡办乡校，鼓励士子读书仕进，泉州出现“里阎之士⋯⋯竞劝

于学”。史载永贞元年(805年)，归德场(今德化县)三班泗滨村金姓村民，聘颜芳为塾师

教授弟子。

五代时，闽国在境内创设学校，拨出专门经费供师生膳食，并令“诱掖蒙童”入校学

习，泉州的私学得到发展。

宋代在“仕途经济”的刺激下，尤其是南宋以后在朱熹理学影响下，泉州各类私塾有较

大发展。不仅失意科场的贫儒寒士凭蒙馆“授徒以养”，而且无意科场、或辞官、或致仕回

乡的儒士也设馆讲经论道，居乡授徒。如晋江杨景隆“讲授经史，钩元提要，生徒常数百

人”。南安诸葛季文“家贫，授徒以养，学者多从之游”。德化林程“广收图史，延宿儒，合

族子弟而诲之”。在晋江、南安等县，出现了“家诗书而户弦诵”的景象，形成民众“向学，

喜讲诵，好为文辞”的习俗。因而有“海滨邹鲁”之称。

元代提倡社学，但各类私塾仍有一定的规模。

、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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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推行社学制度，私塾一度回落。但社学办得好并坚持下来的并不多。而且，明代

泉州受理学影响很深，各类私塾仍然不少。据乾隆《泉州府志》载，明代泉州“诗书弦诵之

风达于七邑”，民间“家诗书而户业学，即卑微贫贱之极，亦以子弟知读书为荣。”晋江县自

嘉靖、隆庆(1522-1572年)以来，士人读书多在开元、承天二寺，至于文庙、两庑、尊

经阁、先贤祠宇及附郭山寺，“皆老生耆宿受徒之所”，“保贩隶卒之子，亦习章句”。当时，

“岁科试，邑儒童卷可万余。县送府七八千人，府送道亦二三千人，入泮百五六十人”。其间

由私塾造就的不少。南安“百里之间，弦诵相闻”。惠安“人知力学，科目日盛，学者谈道

理攻古文辞，不专为时文以应科举”。安溪“士通经学者倍于往日”，“穷乡极谷之士亦饶于

文词”。

清代，尤其中叶以后，社学衰落，各类私塾迅速发展，遍及城乡。有的一个村就办有二

三所。乾隆《泉州府志》载，晋江县“党塾子弟年方髫龄多有能诵十三经者，岁科童子赴院

试者几至五千人”。未能登科入仕者，“以舌耕为业，士习相沿无异”。至清末废科举前夕，

全县有私塾1400多所。南安县清末336保，每保基本均有一塾，较知名的有养拙斋、觉园、

松竹斋、西园、桥头书房、坝头书房、英亭馆、新枫书房、平官祠书房等。惠安私塾相当普

遍，每逢秀才考试，由私塾造就的应试童生，最多时达三四千人。乾隆《安溪县志》载：

“自城中以至僻壤，习十三经旁及子史，师以为教，弟子以为学者，十居四五也”。永春上

姚、福鼎、锦斗，就办有私塾60多所。五里街的耕心堂私塾，塾童多达踟多人。乾隆《德

化县志》载：“士以笔砚为恒产，教授为生涯。穷村僻壤有塾学，稚子不任力作，概令读书。

虽樵牧童竖，罕不识字者。”以上记述，虽难免有溢美之辞，但仍可窥见私塾之盛。

清末，废科举兴新学，部分私塾改办为新式小学堂。民国8年(1919年)、民国16年

及民国25年，国民政府明令禁办私塾，严加取缔。抗日战争期间，复令改私塾为国民学校。

尽管如此，仍有相当数量的私塾存在。即使在抗日战争胜利后，一些地方也还办有塾馆。晋

江县在民国16年有城乡私塾600所，塾师590人；民国27年剩有161所，塾师161人，塾

童4046人。南安县民国27年登记的私塾有78所，尚有相当部分未曾登记而实际存在。永

春县民国25年有未改良的私塾39所，塾师39人，塾童710人。 ，．

新中国成立初，各县仍有私塾存在。其中1950年晋江县有111所，塾童2000人；安溪

县有12所，塾童75人。永春县的仰贤、湖窟2所直办至1955年。人民政府执行“根据现

状，允许存在：实行登记、团结改造”的政策，逐步将私塾改造为小学。至50年代中期，

私塾才全部消失。

历朝的私塾制度，已无可考。惟清代末与民国期间，尚有经历者的口碑，与少量文字记

‘载，略述如下：

塾舍一般多借用私人房宅、厅堂，或自家房舍，也有设于祠堂或旧宫庙的。

陈设孔子牌位及魁星像。首座为塾师席，放有戒尺、朱笔等。其下为塾童座，分排两

侧。课桌椅由塾童自带，大小高低不一，有旧屉桌也有八仙桌，因陋就简。一般没有塾名

(校名)。

学制私塾没有固定的学制，塾童经塾师同意，缴交束修(学费)，便可入学。年龄从

7岁至20来岁都有。没有规定学习年限，何时出塾，视学生情况而定。科举时代有的从入

学至进秀才方出塾；民国时期有的只念一二年，初识文字就出塾，有的以后转读小学或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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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有的粗通文墨、珠算便辍学就业。每年初春人塾，年终结束，无寒暑假日，但有农假、

春游及节日(如清明、端午、中秋、冬至等)假。一般每塾1名塾师，学童数3～5名或20

--30名不等。

学规私塾并无明文学规，但自古代至民国，相沿成习。新人塾的学童，先焚香拜孔

子，后拜塾师，敬献束修(学费)，以示尊师重道。接着与同塾学童行礼致意，分食糖果，

表示尔后相互亲爱。然后入座，听师教诲。这种仪式，一直沿袭至民国期间。

教学教学内容不固定，蒙馆根据塾童的程度选用教材。大体先是教习启蒙教材，集中

识字，有(--字经》、《千字文》、《千家诗》、《百家姓》等；然后逐步加深，《五言杂字》、

《增广贤文》、《声律启蒙》、《幼学琼林》等；直至诗文、《四书》、《诗经》等。南安黄谦于嘉

庆间编成的闽南语字典《汇音妙悟》在塾中也普遍使用。清末民国问，为适应民众需要，还

教习《尺牍》、《珠算》和民间应用文。民国期间的“改良私塾”还增教《国文》、《算术》。

除读书外，每天间习书法、做对子和缀文，科举时代尚须练习“科举文字”(制艺)，以备日

后参加科举考试。教法上实行个别教学，塾童轮流抱书到塾师案前，老师边念边用朱笔圈点

断句，塾童跟读，到能自读，然后回座位朗读。也有塾童集体跟读。日习一至数篇，每篇必

须能够流利背诵，方能再习新篇。上午放学前要做对子或缀文，必由塾师认可，否则不能回

家，俗称“关学”。下午先习字，初学描红，继而影格、临帖，习字后温课。一般说，都遵

循由易及难、由浅入深的原则，尤重温故，以求知新。

塾师除塾师自己办塾者外，其他均由办塾者延聘。这些塾师，有屡试不第、皓首穷经

的贫士寒儒，借教几个村童的微薄束修收入养家糊口；有不求仕进的文人，或是赋闲居家的

官宦；．也有尚未闻达的读书人，如晋江县明代的蔡清、陈紫峰、苏紫溪，清代的陈庆镛、黄

宗汉；南安县明代的沈俭期、傅夏器，清代的傅国英、吴增；永春县南宋的陈知柔；安溪

县明代的潘景等。塾师由办塾者给予固定的束修。而自己办塾者，则按授徒多少，由塾童家

长付给束修。永春县民国期间付给塾师的束修年人均2～3元。农村中的私塾，往往以薪米

代银，学童家庭轮流供膳。泉州向有尊师之风，每逢喜庆节日，总要向塾师送礼物，或拜请

走E宴上座。

二、义 学

义学是免费招收贫寒子弟的启蒙教育性质的学校。有由富家捐资创办的，有由宗亲、乡

党或宗教团体筹资创办的，还有由官府创建或官民合办的。从总体上说，义学基本上属于私

学范畴，规模较一般私塾大。

宋代以来，泉州各地均办有义学。元代起，推行社学，义学减少。至清代，泉州城乡仍。

办有义学。较著名的有安溪县城城隍庙西的安溪义学，建于清乾隆二年(1737年)，为知县

‘王植和邑人谢元吉所创办，置有田租二十二栳(每栳谷40或50市斤)为办学经费，店屋二

间收租为修葺费。乾隆十五年，知县辛竞可复倡置学田四十九栳。晋江县有龙头山义学，城

内的奉圣义学、承天义学、百源义学(后均改为正音书院)，南门外宝海庵义学(后改为书

院)等。南安县有丰州城南义学和城北义学。乡间义学，有的借用乡村书馆办学。

清光绪间(1875～1908年)，基督教在泉州办学，部分学校初期也称为义学。如晋江县

安海铸英小学堂、金井毓英小学堂、惠安时化小学等，开初也称义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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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社 学二、社 罕

社学是地方官奉朝廷诏令在乡村设立的“教童蒙始学”的学校。始设于元代。泉州元代

社学创设情况已无所稽。明初，泉州的社学“郡城学无专设，皆匾其额于各乡丛祠，为延师

教子弟之地”。景泰二年(1451年)，御史许仁达按察泉州，曾令设立社学。天顺元年

(1457年)知府张岩又令各县乡村设社学。弘治二年(1489年)版《福建通志》载，泉属各
县的社学有：

晋江县15所：中和、圣泉、晋安、紫云、临漳、文兴、罗英、镇雅、荣寿坊、徐山、
静颐、潘江、杨茂、和光、圆通。

．南安县4所：集贤、育材、集英、文会。

惠安县4所：登龙、忠恕、信义、行满。

安溪县4所：龙津、清溪、蓝溪、儒林。

永春县4所：上场、儒林、寿峰、龟龙。

德化县：未载。

由于没有稳定的经费保证以及其他原因，各县社学均难于持久。嘉靖、隆庆年间(1522

--1572年)，鉴于原有社学久废，泉州府属各县又在城乡毁淫祠梵宫兴设社学。惠安县就办

有社学212所。嘉靖初的安溪知县黄怿也令建社学。德化知县许仁在嘉靖九年(1530年)

设有社学9所。南安知县邱凌霄在隆庆间“以礼教敕民俗，令诸乡各立社学，诲训子弟”。

但是，时过不久，各县社学又渐次废弛，晋江县和南安县的社学不是成为“博戏酣饮”之

所，就是被豪族大姓所把持，如不行贿就不能人学。惠安县的“奸巧之徒至挟社学与游士为

市。”其他县的社学也空有其名，“古者小学之法废绝”。因此，万历《泉州府志》在记述社

学时，仅依旧志(嘉靖府志或隆庆府志)列载社学名称，其中晋江、南安二县未载，惠安有

9所，安溪36所，永春13所，德化10所。

清代雍正七年(1729年)，泉州府属各县又奉文新建社学114所。其中晋江县6所，南

安县30所，惠安县13所，安溪县36所，永春县14所，德化县11所，金门县4所。

社学是官倡民办的，规模一般大于私塾，而且较为正规，有比较严格的规定。明隆庆四

年(1570年)惠安知县叶春及注重兴办社学，在所著的《惠安政书·社学篇》记载：惠安县

凡乡村办社学，必须在前一年农历十二月，由乡里父老按乡里大小和子弟多少，确定办学规

模，提出拟聘的教师，造册呈报县提学官审批。所拟聘的教师必须是品学兼优、端重有威

者，还应参加县会考。经考选之后，才由乡里父老于次年正月，携彩礼聘书登门躬请。对教

师的师表、师德也提出严格要求，比如穿戴必须整齐，不得颦笑或奴颜婢膝，不得奉上欺下

或言行不一，不得靠师生之分进行索取等等。如果违犯上述禁例，小则由乡里父老警戒，大

则报县罪斥，如果做得好，县里辄与表扬。在学生的管理方面，要求学生入馆时先立誓戒。

规定未成年的学生从俗总角，已成年的戴平头巾。穿绢布直领，不许穿绫丝纱罗。出入不许

乘轿骑马。虽富贵子弟，冬不用炉，夏不用扇。按年龄大小就座。学生要接受教训，如无故

逃学，第一次罚诵书200遍，第二次挞罚纸10张，第三次除挞罚外，加罚学生家长。犯有

小过失的，教师便与相对端坐，整天不同他讲话，直到他改正为止。嗜酒赌博、骄逸不服管

教的，重加处罚。教师每月都将逃学和犯有过失的学生告知父老，严重的呈报县提学官。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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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这些规定，在万历二年(1574年)叶春及离职后，多数社学并未认真实行。

明洪武间，社学仅教民子弟兼读“御制大诰”和“本朝律令”。弘治十七年以后，社学

招收15岁以下蒙童，以《百家姓》、《千字文》为启蒙教材，继教之以经、史、历、算。隆

庆、万历之际，社学的教育内容，规定为“六行”(孝、悌、谨、信、爱众、亲仁)、“六艺”

(礼、乐、射、御、书、数)、“六事”(洒、扫、应、对、进、退)。每天分早学、午学、晚

学三段施教。早学主要教以诵书，练习句读，以能熟读为要，不求读多，以《孝经》、《三字

经》、《大学》、《中庸》、《论语》、《孟子》等为教材。午读主要授以诗歌、书法、算学，选

《诗经》和《九章算法》为教材。晚学教习礼仪，温习早学所读之书。

清代的社学虽沿袭明制，但社学相应为各类私塾所取代而减少。到了清末废科举办学

堂，社学也随之消失。

第二节书院

泉州最早办的书院，是南安县石井乡杨子山的杨林书院，始建于唐末景福二年(893

年)。 ．

宋、元、明时期泉州的书院，大多是地方官倡办的，称公办书院；也有由地方儒绅创办

的，规模都比较小。书院是名儒、贤士讲学授徒的场所，一般具有奉祀先儒、收藏书籍、教

授生徒、学术交流与著述等职能，学术研究风气较浓，与科举关系不大。书院的教学内容以

《四书》、《五经》、史传为主；教学方法以自学为主，提倡自由论证，相互切磋，教学相长。

清代书院成为应科举的预备场所，在教学上比官学(府、县学)自由，注重生徒自学与

教师辅导相结合，有时还请名儒来院讲学，也有个别地方官亲l瞄授课。清末废科举后，书院

即告消失，而为新办的学堂所取代。

一、历代书院

泉州历代共建有书院62所，其中唐代1所、宋代8所、

元代l所、明代培所、清代32所、民国初1所、建院年代无

考1所。分布在晋江县18所、南安县14所、惠安县5所、安

溪县6所、永春县7所、德化县8所、金门县4所。历代有废

有修，至清末所剩不多，或停或改办新式学堂。

石井书院原为鳌头精舍，址在今晋江县安海镇。宋时安

海称石井。绍兴初朱松为镇官时，曾与士人在鳌头精舍讲学。

绍兴间朱熹任同安主簿时，常于此与其父朱松的朋友论说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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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初，郡守游九功又将五座废寺的业田供书院为经费(有些学田如许塘庄田、承天庄田、太

平庄田、甘棠庄地等均分载人册，直至清代还在收纳)。石井书院历代几经修建。明成化十

三年(1477年)、弘治十年(1497年)，清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及乾隆七年(1742年)

和十四年，都有重大的修葺或重建，是晋江县历史上最早创建而至今犹存遗址的书院。

清源书院在州治西南袭魁坊旧睦宗院内。宋淳事占六年(1246年)知宗正事赵希衮建

堂，设五斋(教室)。元初废。

泉山(温陵)书院 旧在郡城行春门外(今泉州市第一医院院内)，建于宋咸淳三年

(1267年)。郡守赵宗正以朱熹主簿同安时过化泉州，即改是地的天宁寺为泉山书院，并祀

朱子。明洪武二年(1369年)，书院改建为晋江县学，移朱文公像于明伦堂，师生讲肄杂

处。正德十年(1515年)，知府葛恒才移建书院于县学前的蔡巷内(今鲤城区东门小学校

内)，塑朱文公像于其中。嘉靖十六年(1537年)，知府王士俊购祀田给朱氏二嗣人为守顾

之资。清乾隆七年知府王廷诤(全椒)捐俸重修，中祀朱子，另建启贤祠、敬业堂，并学舍

十三间，集诸生讲学其中，并置田租为膏火费，更名温陵书院。乾隆三十二年因另建清源书

院，温陵书院乃渐衰而废。 ．

欧阳书院在府城东北虎岩。唐代欧阳詹、林蕴、林藻读书于此，年久倾圮。明成化十

八年，运判张庸等重建，立祠堂祀欧阳詹，旁为房舍，让学者栖息，名为欧阳书室。嘉靖八

年，欧阳詹的裔孙欧阳深和其子欧阳模先后重建，称为欧阳书院。清代乾隆间，欧阳氏宗族

曾先后重修，后废。旧志称它为泉州四大书院(泉山、石井、小山丛竹、欧阳)之一。

南塘书院在晋江县南龟湖塘畔，明代嘉靖八年，县令钱立斋废五通庙创建。筑有崇正

堂，祀朱熹像。两旁有正俗堂、兴教堂。两廊建号舍各五间，延聘名师聚生课读其间，后
废。

一峰(梅石)书院在府治东北(今泉州第一中学校内)，原为明代翰林修撰罗一峰讲

学处。明嘉靖八年，巡按御史聂豹、提学副使郭持平、知府顾可久、通判李文、推官徐火召

等，改净真观地建。为纪念罗一峰，故名一峰书院，延聘王宣为山长。嘉靖二十八年，同知

胡文宗重修。崇祯年间(1628--1644年)重建，因其地近清源，故更名清源书院。清乾隆

十五年，知县黄昌遇重建。因其地有一石纹形如梅花，前代有“梅石开，状元来”的谶语，

又更名梅石书院。延师集生徒肄业，季考、月课，井然有序。属晋江知县掌管。直办至清末
废科举兴学堂时方停办。

新山书院在泉州城北清源山泰嘉岩。明代顾新山曾读书于此。嘉靖四十五年，知府万

庆建书院，以纪念顾新山。未久即废。

巢云书院在泉州清源山巢云岩。明隆庆三年(1569年)，知府朱炳如建。未久即废

．(按府县志载，此为明代詹仰庇归隐的书室)。

休山书院在泉州清源山麓后茂村。明万历间(1573～1620年)，何乔远在此设学课

生，初名为“魁躬社”，后又在镜山下购买民屋数间为学舍，改称为休山书院。又因其地有

镜石，乔远自号镜山。因此亦称镜山书院。后废。

小山丛竹书院在泉州旧府城隍庙后(今第三医院院内)。宋时朱熹在此种竹建亭，称

“小山丛竹”亭，讲学其中。该亭年久倾圮。明嘉靖间，通判陈尧典重修，更名过化亭，后

毁于兵火。清康熙四十年，通判徐之霖重建，扩建讲堂、学舍、六斋(教室)。康熙五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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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府刘侃又修，名小山丛竹书院，每年由府拨款，延聘山长聚生课读。乾隆五十三年，巡道

朱元荟重修，后废。

宝海庵书院在晋江县南门外宝海庵内。清雍正六年

子，有讲堂斋舍。初为义学，后改为书院。今有遗迹。

正音书院清雍正七年，泉州城内分设4所正音书院，

设在百源庵、承天寺、铁炉铺和奉圣铺，均由义学改办。

(1728年)知县唐孝本建，祀朱

为士子学习官话的学校。它们分

清源书院在泉州承天寺侧施琅的“澄圃”(今晋光小学校内)。清乾隆三十二年，知府

陈之铨以原温陵书院房舍不足容纳五县的入学士子，乃倡建新清源书院于澄圃，归知府掌

管。泉州书院以“清源”为名的有3所：一是宋建元废设在睦宗院内的；二是明末曾将一峰

书院改名清源书院；三是设在澄圃的这一所，兴建时间最晚，成为泉州城内保留至清末的三

所书院(清源、崇正、梅石)之一。

鳌水书院在晋江县南永宁镇，俗称文祠。明成化元年设卫学，吸收军生60名入学，

后卫学与民学合并。清乾隆年间建为书院。一说属义学。

崇正书院在泉州城东南隅释仔山施琅的“东园”(今泉州市农业学校校内)。建于清道

光年间，属知府掌管。保留至清末。

杨林书院在南安县石井乡杨子山。唐景福二年(893年)，杨肃治皇太后痼疾，皇帝

赐杨进士出身，敕封石井崎髻山为杨子山，赐建杨林书院。南宋时朱熹曾多次来此讲学。宋

代杨景陆、吕大奎，明代郑普、李文赞、吕复清、许拱、黄华瑞，清代郑怀陔等均就读该

院。今存遗迹。

九日山书院在南安丰州镇九日山。南宋绍兴二十一至二十四年(1151～1154年)朱

熹任同安主簿时，与南安名士傅自得在此建院讲学。后废。

正音书院在南安丰州武荣铺。清雍正七年建，后废。

丰州书院在南安县署(丰州)东县丞废署。清乾隆二十年，知县邹召南改建，中为讲

堂，后祀朱子，旁设学舍，延师聚生课读其中。乾隆二十二年，知县伍炜复及地方绅士设置

膏火费。嘉庆间(1796～1820年)倾圮，同知陈俊、黄硐重修。咸丰七年(1857年)，永

春林俊率农民起义军人城，复因城内外械斗，书院夷为平地。光绪元年(1875年)，知县程

’鹏(九希)偕同绅士叶应祥、洪志荣、李春云等募资，有华侨李廷芬捐银千两重建，并拓东

西廊为考棚，规模大备。光绪十五年，知县李春辉偕绅士王登瀛等募资三千余金充膏火。光

绪三十年，改书院为学堂。民国4年(1915年)，县知事马振理以罚金二万元增广宿舍，设

南安中学，并附小学。

观海书院在南安水头镇五里桥西，清乾隆间建。祀朱子，有讲堂、学舍。今建筑物尚

存，为水头镇中心小学部分校舍。

诗山书院在南安山头市(今诗山镇)东岳庙后。清同洽十一年(1872年)由黄春江、

戴养元、陈邦杰等主建，祀朱子及欧阳詹。光绪十六年，戴希朱倡募巨款，增学舍20余间，

购学田八石六斗七升，筹廪膳，延师考课，奖给膏火，拓为书院。光绪三十二年，奉诏改书

院为学堂。华侨洪志荣、洪景荣昆仲由其侄洪锡畴出面捐银万两，增建后进学舍，并附报功

祠，改书院为诗山学堂(今燕山学校前身)。学规悉依新法，颇著成效。

其他有五桂堂书院(在丰州桃源，明建，傅阳明读书处)，孔泉书院[在罗东厚阳，明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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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潘鲁泉建。曾以“一院出五举(人)”驰名]，芸圃书院(在埔头，清乾隆四十年建，庠生

黄叔桃创设，民国10年西厅塌即废)，秀峰岩书院(在小眉乡，清乾隆间建，后废)，金淘

书院(在金淘，光绪元年建，后废)，池后书院(在罗东高塘，清中叶把私塾扩为书院，后

废)，双溪书院(在丰州溪口，清光绪间建，傅国英讲学其问)，鳌峰书院(在诗山旧门，民

国2年把5所书塾合并而成)。这8所书院，。一说为义学、学馆。

龙山、科山二书院一在惠安县螺山、一在科山，均于南宋嘉熙二年(1238年)知县

郑清子建，早废。

正音书院在惠安县明伦堂后，雍正七年奉文设立。

螺阳书院原在惠安县署右，清康熙间知县郑济世建，乾隆问惠安人陈文辉移建于学宫

右。 ，

文峰书院在惠安县城东r-J#l-(今惠安第一中学校内)。清道光七年知县仝卜年倡捐建。

回族归侨郭用锡父子捐银二千两。中有讲堂，左右书房180间，东西两廊分建考棚，设号桌

3400余号。

丁溪书院在安溪县学前丁溪边，明景泰五年(1454年)知县李清建，为往来缙绅憩

寓之所。

风山(朱文公)书院在安溪县治西的凤山。明代正德十六年，知县龚颖以朱熹主簿同

安时曾按事安溪，登凤山通元峰题壁，因以凤山庵(凤池庵)为祠，塑朱熹像奉祀，改建庵

为朱文公书院。因地在凤山，亦名凤山书院，久废。

紫阳书院在安溪县学宫东。明嘉靖五年至十年，提学副使邵锐倡建。由监生吴辉捐

地，知县黄怿成之。后因其地建文庙，书院无存。至嘉靖三十五年，知县王渐造改建。嘉靖

三十九年倭寇侵扰县城，书院被毁。

养正书院明嘉靖三十五年安溪知县王渐造在启圣祠前建文公祠，祠前为书院。中为讲

堂，翼以四房，前庭东西两廊列房各5间。嘉靖三十九年，倭寇侵扰县城，书院被毁。

考亭书院在安溪县城隍庙东。清康熙五十二年，知县曾之传捐俸买地，就文昌祠扩建

为书院。移祀文昌于后进，而祀朱子(熹)于中堂，扩大前面为敬业堂，课读诸生，立“考

亭书院”匾额。又置田租六十栳为香火资。乾隆二十二年，知县庄成重修，又建敬业堂前两

廊十余间及大门，并作考棚。光绪二十八年，改书院为学堂。光绪三十一年，知县谢金元改

办为县立高等学堂(今安溪实验小学前身)。

正音书院在安溪考亭书院内，雍正七年奉文设立。未及另建，附在考亭书院内。乾隆

元年，江西候选教职徐世宾来院主学，旋即停止。

岩峰书院在永春达埔乡岩峰。南宋绍兴十一年建。陈知柔读书处。历代不衰。民国4

年，于该址改办新学，仍名书院。为今岩峰小学前身。

文公书院在永春留安。明嘉靖三年知县柴镳建。嘉靖四十一年，倭寇入侵永春，书院

被毁。清康熙二十三年，知县郑功勋、教谕蔡祚周移建于县治东学署中祠地。乾隆三十二

年，知州嘉谟把书院中的讲堂改建为明伦堂，移书院于学署后面。后祠存而书院废。

正音书院乾隆元年建于永春城内原学署中祠地，请浙江仙居县贡生郑先行主教。三年

后停办。

梅峰书院在永春五里街尾的梅峰南麓。乾隆三十一年知州嘉谟建。废科举后，知州李广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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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敏改书院为永春州中学堂，为今永春第一中学前身。

鹏山书院在永春环翠亭左。清同治三年知州翁学本建。后废。

怀古书院在永春蓬壶陈坂，旧为怀古堂。清同治十一年，知州向焘以其地建为书院，

有碑记其事。

梯山书院在永春桂洋，清同治间里人林夫德、林祖龄等同建。

紫阳书院明嘉靖九年，德化知县许仁改县治西上市的天妃宫建紫阳书院。清乾隆初

废。

丁溪书院在德化县治南丁溪西岸、山川坛之左。明嘉靖二十六年知县绪东山建。中为

讲堂，左右建斋房数十间，以居学者。清乾隆初废。

龙浔书院在德化县龙浔山麓，明嘉靖四十年知县张大纲倡建。清乾隆初废。

云龙书院在德化县东岳庙后观音阁西畔。清顺治六年(1649年)知县王榜倡建，乾

隆版县志称乾隆三年知县黄南春建，民国版县志载“乾隆元年，知县黄南春重修”。后废。

图南书院在德化县解阜门内。清康熙二十八年知县范正辂建。正厅一座四房，左畔附

屋两间、大门一，门房两问。雍正八年，训导王方英建后宅三间，右边附屋四问。乾隆九

年，知县鲁鼎梅建中堂一座，堂房八间，左右旁舍十间，仪门一。嘉庆十五年增建试院。道

光二年迁于县治教谕旧署，专作试院。该书院共办了130余年，是德化县办学规模最大、历

史最久的书院。

瑶台书院在德化县瑶市社薜萝峰麓(今宝美一带)。清乾隆十一年知县鲁鼎梅、教谕

曾晋、训导肖国琦捐俸，举人颜瑛等捐资募建。中为讲堂，旁为斋舍，又旁置烟茶室。嘉庆

九年重修。 ．

．

狮峰书院在德化县赤水格狮子山南麓。清乾隆五十五年冬，举人刘鹏霄、苏文华等募

建。宣统元年(1909年)改为公立狮峰小学堂。

锦溪书院在德化县赤水格。清光绪初举人苏允恭等募建。宣统元年改为官立师范讲习

所。

燕南书院在金门县燕南山(今金城镇古丘村)。南宋绍兴二十三年，朱熹任同安主簿

时，多次“采风浯岛”，以礼导民，设立此书院。清光绪时已莫详其迹。

浯洲书院在金门县金山盐场司西面。元季司令马某建，并设租办学。明成化间废。

浯江书院在金门县后浦丞署西。初为义学。清乾隆四十六年，县丞欧阳懋德与诸绅士

商议，就义学地建书院。职员黄汝试捐银476两，会同监生徐行健等一干人员及乡之好义者

共助其成。后进为朱子祠，翼以围墙；中为讲堂，祀文昌帝君；前为仪门、大门；东西廊各

有学舍8间。

金山书院在金门县沙尾，内祀文昌星君。建院年代无考。

二、组织制度

泉州书院的组织制度代有不同。同一朝代不同书院，其组织制度也有所差异。自朱熹于

淳熙六至八年(1179～1181年)制订白鹿洞学规(也称教条、揭示)以后，泉州历代的书

院竞相采用，都订有学规(又称学约、课规、章程)，这些学规体现了书院的组织制度。

山长 山长是书院的负责人。每所书院一般设山长一人，兼任掌教。较大的书院另聘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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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习。宋时公办的书院多聘请名流宿儒担任，私办者多自任。从元代起，书院开始官学化，

一些新办的书院和“列为学宫”的书院，由官府任命山长，其待遇与学官相同。清代官办的

书院由官府任命山长。由地方办的书院，山长则由众董事公举品学兼优者担任。山长多为名

儒或老科翰林、进士、举人。

斋长清代泉州的书院设斋长一人，由每年官期第一次月课时，其文章录取为第一名的

生徒充任。斋长的职责是担任师期考课时收卷和领发录取奖学金(膏火费)。至于官期的考

卷和奖金的领发，府掌管的书院由府礼房承办，县掌管的书院由县户房负责，不属斋长职

责。

生徒书院的学生称为生徒。宋代书院学生无定额，多数是慕名而来的，经面试同意就

可入学。自从书院确立以考课为主的制度以后，生徒要参加考课以定奖学金。有两种成员：

一种是曾经参加过岁考或符合岁科考标准但没有进学(即录取为秀才)的童生，一种是已经

进学的生员。

教学宋代泉州书院一般具有奉祀、藏书、教学、学术研究与著述等职能，学术研究风

气较浓。学习目的在于明理修身治人。教学内容以四书、六经、史传为主。学习方法以自学

为主，质疑问难与释疑解惑相结合，会讲和个别指导相结合，提倡自由论难，互相切磋，教

学相长，有良好的学风和较完整的教学制度，教学质量较高。明清时期书院虽然成为应科举

的预备场所，但在教学上比官学自由，注重生徒自学与教师个别辅导相结合，有时还请名贤

宿儒来院讲学，有的地方宫也亲临讲课。

考课考课是清代书院一种重要的教学制度。生徒要逐月参加考试，称为月课。多数书

院规定每月分官期和师期各一次，有的规定每年官课8期，师课8～10期。官期由地方官出

题，考卷由地方官评阅。师期由山长出题，考卷由山长评阅。考卷分生员和童生两种程度，

以《四书》的章节句命题，让生徒作八股文一篇(废科举后改作经义、史论及策论)、五言

律诗一首(生员作八韵，童生作六韵)，都是为了适应以后参加科举考试需要。除课一诗一

文外，有的还试经解、诗赋、杂作、策论等。每到考期，生徒便到书院抄录公布的题目，领

卷纸在家撰作，第二天便须交卷。有时也集中考试，集中考时完全按科举考试的规矩要求。

有些乡间书院，也允许本乡以外的生童参加考试。主考评卷时，每卷都有总评，有的还加上·

眉批或删改，评定名次，数日后揭榜公布。一般是生员榜分超等、特等、一等三级；童生榜

分为上取、中取、次取、录取四级。每级各有若干名。然后按等级分别给予奖金，称为“膏

火费”。“膏火费”数额各书院均不一致。

每逢乡试之年，在考期临近之际，便以近一期的课考作为决科。决科考试是对参加乡试

生员的预测，决科录取的生员，表示其有希望考中举人。所予的“膏火费”为常例的数倍，

以助生员作为赴省参加乡试的路费。

第三节·官学

泉州的官学，始于北宋，继承隋唐的儒学制度。历朝以来，设有儒学、宗学、蒙古学、

阴阳学、医学诸类。

儒学是古代教育的主体，是封建社会培养人才的主要场所。地方儒学设于州、府、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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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分别称为州学、府学、县学和卫学。设置学官，称为教授，成为与科举相结合的教育整

体。州、府、县学由孑L庙(文庙)和明伦堂两个主要部分，组成有庙有学、庙学合一的建筑

群体。清末废科举，府、州、县学失去原来的作用，仅存建筑物。民国期间，其建筑物或移

作他用，或因年久失修而废圮。新中国成立之后，对保留较为完整的建筑重加修葺，列为文

物保护单位。

一、州(府)学

唐开元间(713～741年)泉州建有孔庙，称鲁司寇庙，五代时名为宣圣庙。址在州衙

城右(今泉州市体育场一带)，有张九龄的题匾。但有庙而无学，只是祭祀孔子的场所。

北宋太平兴国初，泉州知州事乔维岳始迁庙于崇阳门外的三教铺(今文庙址)。太平兴

国七年(982年)，泉州知州事孙逢吉即庙建学。从此有庙有学，学宫正式形成。其后运判

赵贺、泉州知州事陈钦祚均加修葺。大中祥符二年(1009年)，泉州知州事高惠连迁于育材

坊(今庄府巷)。熙宁、元丰间(1068～1085年)，因行三舍法，养士之额增加，而其地狭

逼，不够容纳士子，累年仕进的人数减少。大观三年(1109年)龙图阁大学士柯述(南安

人)向泉州知州事建议，复迁于三教铺原址，并建泮宫门，固定至今。南宋绍兴七年(1137

年)，泉州知州事刘子羽重建，就原址增高地基二尺余，左(东)明伦堂，右(西)文庙，

并建东西两庑和泮池。绍兴中又在府学东侧附设晋江县学。隆兴初，教授黄启宗建夫子泉于

棂星门外东侧，傅自得为记。乾道间(1165～1173年)，教授林岳建瑞莲堂于讲堂右。淳熙

间(1174～1189年)，泉州知州事姚宪改庙门，修文昌阁及诸斋(教室)。自淳熙至咸淳初，

历任泉州知州事姚宪、林j秆、朱俭、倪思、章良能、邹应龙、黄朴、刘伟叔、陈大猷、韩

识，教授郑璜等先后修葺扩建。咸淳问(1265--1274年)，殿毁于火，官员赵希伲重建。

元朝以来，历代地方官员及学官均加修葺扩建。元大德三年(1299年)修明伦堂。至

治元年(1321年)筑杏坛于棂星门南。至正间(1341～1368年)筑石桥于泮池。明洪武八

年(1375年)重修明伦、议道两堂及西庑斋舍等，洪武二十三年重建杏坛于庙南，洪武三

十一年殿圮，知府胡器等重修。永乐初葺两庑，重建棂星门。永乐、正统间(1403～1449

年)，曾振、王浚、鲁穆、陈祚等先后修明伦堂i建会馔堂、米廪、宰牲所，辟射圃等。天

顺、成化间(1457～1487年)，知府张崩、陈勉暨诸官先后建庙门、学门、护学祠、会讲

堂、祭器库和府学号房50间等。正德十五年(1520年)立题名牌于明伦堂。嘉靖三年

(1524年)改建议道堂为教授厅，建训导廨，购庙前地为总门，迁濠沟南面民房辟路；嘉靖

六年建两桥，河外建府学、文庙-fq；嘉靖三十五年建尊经阁；嘉靖四十五年于明伦堂前建

育英门。清代顺治、康熙、雍正间(1644～1735年)均加修葺。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

全面修葺，并将大成门东西两侧的“金声”、“玉振”--fl匾换上石匾，与大成门连为一体，

移建崇圣祠，重建尊经阁。至此，府学的规模最为宏敞，其范围东至百源川池，西对泮宫

门，南临涂门街，北达打锡巷，其结构由文庙和明伦堂两大建筑群组成，附以乡贤、名宦诸

祠。

文庙建筑群，北为大成殿，殿前筑露台，台下为甬道、拜庭；庭两侧建东西两庑，庭南

为泮池，中横以石桥；桥南为大成门、金声门、玉振门；fq#F为露庭，露庭左右有栅墙，东

西各有栅门，门上内书“贤关”、“圣域”，外书“礼门”、“义路”；露庭南为棂星门，门外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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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为夫子泉，门南露庭直至濠沟，横沟架桥而南为文庙门(总门)，面临涂门街。文庙东侧

自北而南有崇圣祠、李廷机(3c节)祠、顾珀(新山)祠、海滨邹鲁亭。过濠沟石桥，出府

学门至青云路。出“义路”栅门而西，有洪承畴(文襄)、庄际昌(羹若)、何乔远(镜山)、

蔡清(文庄)等祠，直到泮宫门。现存有文庙自大成殿至大成门口的露庭部分和泮宫门。

府学建筑群，明伦堂在崇圣祠东。堂北为教授署，堂前露庭，庭两侧翼以4斋，庭南有

方池，横以石桥，沿桥而南为育英门。出育英门东侧有詹仰庇(咫)亭、陈紫峰祠、苏浚

(紫溪)祠，周天佐(忠愍)祠、蔡道宪(忠毅)祠。明伦堂东侧为福德祠，名宦乡贤祠。

再往东为训导署、尊经阁。现存有明伦堂至育英门部分。

民国期间，文庙改办学校，先是办平民中学，后为平民小学。

新中国成立后，在文庙办泉州市第二中心小学，明伦堂为泉州市图书馆。1980年修泮

宫门，1986年继修大成殿及两庑，又修明伦堂。现为福建省文物保护单位。学校及图书馆

他移。
．

二、县 学

(一)晋江县学

晋江县治在泉州城内，故县学亦在城内。南宋绍兴间(1131～1162年)，在府学东侧附

“兴道”、“遵德”二斋，作为县学学舍。

，南宋淳熙四年(1177年)，知县事林爽在行春门内东仓地带(今泉州军分区)建大成

殿；绍定间(1228--1233年)知县事赵鼎修建遵道堂；宝桔间(1253--1258年)知县事邱

元龙建中门、外门，砌两庑，塑圣贤像；咸淳间(1265～1274年)，知县事赵瑶建明伦堂，

县学于是独立。元代元贞间(1295～1297年)，县尹刘润建棂星门；大德六年(1302年)，

县尹边邦息建时雨堂，翼以四斋，县学于是完整。

明洪武二年(1369年)县学改为泉州府署，县学移建于行春门外衮绣铺的泉山书院

(今泉州市第一医院址)。左庙右学，殿庑斋堂，均按原泉山书院。永乐间(1403～1424

年)，建礼殿、戟门。正统五年(1440年)建棂星门，正统十年修殿庑、堂斋、戟门、馔

堂、明伦堂。天顺二年(1458年)建尊经阁。成化二年(1466年)建号房4间，成化十二

年又建号房18间，弘治间(1488～1505年)又建号房2座，共26间。此后至清道光九年

(1829年)对县学均加修葺扩建，成为完整的县学。民国34年(1945年)，县学拆建为医

院，胜迹无存。

(二)南安县学

北宋靖康间(1126～1127年)，南安孔庙建于县治(今丰州镇)西半里许，未几毁于兵

燹。南宋绍兴间，知县事刘孔修移建于县城东五里许的黄龙溪(鹏溪)左畔。乾道三年

(1167年)、乾道六年，知县事鹿河、朱端章继修。景炎间(1276～1278年)毁于兵乱。元

八涎{；占、泰定间(1314～1328年)县尹李日哗、刘孚相继修建。元统二年(1334年)，县尹

刘舁火儿建孔庙殿庑、戟门、棂星门，又于殿左建遵道堂，殿右建明伦堂。

至正十七年(1357年)县尹李宗闵放弃原址，移建于县治东侧。旋因县学逼近县署，

于至正二十二年学录周异观、县尹孔公俊还建鹏溪旧址，自此固定下来。至正问开泮池。此

后均有修葺扩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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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永乐初，知县罗安修斋舍、仪门。宣德二、三年(1427～1428年)建棂星门、廨

舍，拓泮池、射圃、观德亭。弘治二年于学右建馔堂、号房，并修礼殿、明伦堂，移旧牌楼

于庙学左右，左为“义路”，右为“礼f-j”；弘治十一年又建斋堂于明伦堂西。嘉靖九年

(1530年)建敬一亭，嘉靖十五年建启圣祠，嘉靖二十八年立文昌、台甲二台，并建应奎、

毓秀二坊。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因地震，仪门、戟门倒坏，知县陈祚重修。万历四十

一年建文昌阁于庙右，上塑魁星像。崇祯间(1628--1644年)重修孑L庙、明伦堂。

清代顺治初年，文庙、明伦堂均损于兵乱，顺治十四年(1657年)知县祖泽茂重修。

康熙三年(1664年)文庙因水灾倾圮，康熙八至十一年重修庙、庑、启圣祠、明伦堂、文

昌阁。此后至民国4年，历次修葺。以后，明伦堂废，仅存文庙、文昌阁等部分建筑。1952

年，大成殿失火，蔓延廊庑，仅存前f-j。1966年前门与文昌阁俱废，现仅存原文昌阁前的

“郑成功焚青衣处”遗址。

(三)惠安县学

北宋天禧间(1017～1021年)惠安县学建在县治西。乾兴元年(1022年)，知县事李畋

作孑L子像及十哲于正殿，绘从祀诸贤于东西庑。熙宁九年(1076年)移建于皇华驿左边。

南宋绍兴六年，知县事彭元达偕地方士绅柯硕材等人又迁返旧址。因士子感到其地狭隘，淳

熙九年，知县事蔡易迁于登科山南面。自绍熙至淳{右间(1190～1252年)，凡棂星门、泮池

及小学等皆备。元至元十三年(1276年)毁于兵。元贞元年(1295年)，县尹赵仲臣移建于

县治左的登庸铺(今干部招待所一带)，自是固定下来。至正元年，县尹吴桀廉拓修大成殿。

至正五年县尹陆文英修明伦堂，堂后为尊经阁，下为崇贤堂，四周筑围墙。至正二十一年

毁，至正二十四年摄学事孔希文、县尹陈孚中等重建，未竣而元亡。

明洪武四年，知县罗泰建明伦堂于大成殿后，旁建“守中”、“育才”二斋，大成殿前建

杏坛。洪武二十九年，知县冯靖建馔堂于明伦堂后。永乐四年，知县修葺大成殿、两庑、棂

星门、戟门及建泮池。永乐十二年于馔堂后西面建射圃和观德亭。宣德八年移泮池于戟门

外；宣德十年，重建大成殿。正统元年重建明伦堂。天顺四年，教谕李维建号房10间。成

化十九年，知县张桓认为明伦堂隐于大成殿的后面不合适，移建明伦堂于原址西面高爽地

带。其原址于弘治五年建尊经阁。嘉靖三年，知县万夔认为学门与庙门异出如相背不妥，于

是全部改为正南向，并修大成殿、棂星门、戟门及明伦堂，建教谕廨、训导廨、名宦乡贤祠

及号房10间。此后至清代，庙学均不断修建。今仅存大成殿，辟为县展览馆。

(四)安溪县学

北宋咸平四年(1001年)，代理知县事宋文炳(县尉)、主簿弭忠信始建安溪县学于县

治西南隅。宣和六年，迁于县治东。绍兴十二年，知县杨斡迁建于县治东南面今所(现县干

部招待所东侧)，自是固定下来。前礼殿，后讲堂，斋房四间。嘉定年间(1208～1224年)，

知县赵彦侯立庙门华表。端平问(1234～1236年)，知县吴炳建讲堂五间。此后代有修葺。

元至正十四年毁于兵乱。

明代洪武六年，郡人蒋宗禧主学事时募资重建；洪武十四年知县侯士举继建竣工。前庙

后学，学左右为“博文”、“约礼”二斋。明伦堂左右翼以“尊道”、“崇德”二室。正统十二

年，建殿庑、戟门、棂星门，迁明伦堂两斋于殿西，殿东建馔堂。成化初，徙棂星门于戟门

前，成化十年增建斋舍，成化十八年增建号房、馔厨。正德十六年(1521年)，徙学门。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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