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龚国献

《玉林市教育志》在各级党政和修志部门领导和指导下，从1987年到1994年，经历了

七载笔耕，四易其稿，终于付梓成书，完成了玉林市历史上编纂第一部教育专业志的重任。1

这实是一件值得全体教育界同仁以及全市140多万人民为之庆贺的喜事!

玉林市地处桂东南，历史悠久。南宋时有“岭南都会”的盛誉，抗日战争时期享有“小佛

山”之美称，解放前为五属首府，解放后是玉林地区政治、经济、文化、交通的中心。今天的

玉林市是全国农村改革试验区，也是全国沿海经济开放区。玉林市的古今，各方面都有着

喜人的成就。

玉林市教育源远流长，汉代建有郡国学，宋至道二年(996)建立钐林州学，宋庆历四年

(1044)建立兴业县学。为了应付开科取仕，书院、私塾相继而立，至民国前，谚、兴两县先后

共办有书院11所，私塾则遍及城乡。自宋嘉定十六年(1233)起，至清光绪十九年(1893)

止，在科举制度中，两县考取文、武进士共33人，文、武举人共419人。

清末民初，废科举、办新学，两县学堂随之兴起。1908年，彭林知州彭言孝倡导成立了

棼林五属中学堂，并令改庙宇．为学堂，一年之内彩林共办乡村小学堂100多间，为新学打．

下了基础。第二年，兴业县文祥书院改为县立高等小学堂，留日学生何超群还私资创办了

东山宜家女子小学。

民国时期，教育迭有兴革，推行国民基础教育亦颇见成效。但终因军阀混战，日寇入

侵，政治腐败，外侮频加，天灾人祸，国穷民贫，教育遂陷困境。

新中国成立后，教育为工农开门，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道路虽然曲折，前进虽有障

碍，但前途是光明的，取得的成就是辉煌的。如普及基础教育、发展中等教育和职业教育，

扫除文盲、扩建校舍、完善设备，实为前代所不能企及，至于教育体制改革、教学科研所取

得的成就更是过去所不能比拟的。

盛世修志。教育是立国之本，是实现四化战略重点，编修好教育志，使之能起“存史、

资治、教化”的作用，以期能“服务当代，惠及后世”实为重要。《玉林市教育志》本此目的，以

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以《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为指针，本着“详今略古”“存真

求实”精神，用横排竖写(横排门类纵写始末)为主手法写成。志书时限，上溯至宋至道二年

(996)，下限为1990年，前后近1000年。全书分为15章，70节，加序言、总述、大事记共45

万字左右。内容记叙了各级各类教育、行政沿革、师资状况、经费收支的历史和现状。热心

教育改革者，当能从中悟出兴衰之由、得失所因、成败道理，从而开拓一条更利于培养人才

之坦途，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服务，为促进玉林市的繁荣昌盛服务。

《玉林市教育志》的写成，除了修志人员不辞劳苦尽最大努力，七年如一日默默笔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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倾注了不少心血外，还得到全市教育老前辈及热心教育人士鼎力支持。玉林地区教育志办

的领导更是悉心指导，反复批阅。谨此表示诚挚的谢意!由于教吾志无体例可承，所记事
实有的由于时间久远，缺乏文字记载和口碑资料，兼之编写人员水平有限，不足之处在所

难免，敬请读者不吝赐教。

(龚国献现任玉林市教育委员会主任)



凡 例

一、本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

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指针．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详今略古、实事求是地记述玉

林市教育的历史和现状。

二、本志时间断限．上溯至宋至道二年(996)．下限至1 990年(部分学校简介至1995

年卜鉴于兴业县于1952年7月合并于玉林县．故本志将原兴业县的教育情况包括在内。

三、本志采用编年体与纪事本末体编纂，按横排竖写为主．并以时为经、以事为纬，采

用志、记、传、述、图、表、录等体裁编纂。除序言、凡例、总述、大事记和附录外。其余按15

章、70节层次排列。

四、本志纪年方法，解放前采用原历史纪年．并注明公元，解放后用公元纪年。“解放前

(后)”一词，系指1949年11月29日铹林县解放前(后)和同年12月1日兴业县解放前

(后)。

五、本志遵循“生不立传”的原则，给对玉林教育有重大贡献和影响的已故者立传。其

他采取以事系人的方法叙写和用表录形式记载。人物称谓，一般直书姓名，职务不加褒贬

之词。

六、地名以现用名为准．使用古地名时．加注今名。度量衡单位用时代惯称。

七、本志所依据资料：一为文件、档案、图书、报刊；二为口碑资料；三为图片、实物资

料。均考证鉴别后入志。一般不注明出处。

八、本志使用文字，除个别地方引用原资料文言文外；其余用语体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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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女同校制度。穆林经几度会议，将官立高等小学恢复。五属教育界人士联合组织教育团，

任朱锡昂为五属教育团副团长。钐林五属中学堂于当年规复，改名为谚林五属中学校，朱

锡昂兼校长。其他学校及乡村小学因各级自治放弃职权，十分之八九未能恢复。以前充为

教育基金的庙会款产，又被迷信神权者夺回。民国元年至5年，由于经费无着落，办理乏

人，钐林教育衰落之态势无法改变。

民国5年(1916)秋，劝学所规复，恢复停办学校。民国6年兴业重办东山两等小学。民

国8年起从宾兴馆和花捐税中，逐年提款办学。民国9年秋，谚林筹设县立模范国民学校。-
民国10年冬，五属中学改为省立第九中学校，改劝学所为教育局。民国儿年春，衡林县成

．立女子小学。是年把征收生猪出口并附烟酒等捐作为教育经费i 11另公布‘‘=壬戌学制”。民。

国时期基本上沿用《壬戌学制》。

民国，12年7月，改县立高等小学校为县立初级中学，县立模范国民学校改为县立小

学校，成立私立晴川．中学。自民国13年至27年在乡村相继成立了九间县立小学。
民国13年，耪林教育局下分设四个学区，每区设教育委员1人。学区之下又分为若干

学校区，择其适中之地点设校，每学校区内，委任学董数人，办理该区学务。教育局决定提

充庙会产为学校基金。

民国14年秋，兴业县成立了第一间中学——兴业县初级中学。省立九中改为省立衡

林高级中学。民国16年，1、2月分兴业县各乡村普遍举办培民学校、平民学校、农民识字

班等。勘林县为了解决小学师资缺乏问题，在县立初中开办师范班。是年，政府附加粮赋

二成，附加建筑高中粮赋一成，征收熟米出口捐以补充教育经费，钐林全县有学校300余

所。、 ，
．

民国18年春，钐林将全县划分为7个学区，增设教育委员3人。增办育才、紫泉两所．

私立中学。为筹建县立中学校舍款附加粮捐两培，一连三年。 ‘

“九·一八”事变之后，推行桂系“三自三寓”政策，省二高中奉命实施军训。兴业开办

县立师范讲习所。民国23年，初中修业期满的学生集中军训半年。秋，奉省令将小学教育

改为国民基础教育(并成人教育在内)，每乡(镇)设中心国民基础学校l所，每村(街)、设立．

国民基础学校1所，以乡(镇)、村(街)长兼学校校长。当时谚林共设乡(镇)中心国民基础

学校73所，村(街)国民基础学校493所；兴业有中心国民基础学校24所。是年，广西省政

府财政支绌，将省二高中改为省立谚林初级中学，并将勘林县立中学并入省立彰林初级中

学，同时并入的还有晴川、育才、紫泉3间私立中学。县女子小学并入县立第一小学。民国

26年春，钐林于县城及附近创办幼稚园3所。次年有5所乡中心校附设幼儿班。兴业县立

初级中学改为兴业县国民中学。
‘

民国27年秋，成立勘林县立国民中学。民国28年，省定为成人教育年，全县开展了成

人识字运动，分四期共办男女学生1476班，受教育人数达49340人。秋，省衡中和县立国

中校舍被日机轰炸，分别迁往小平山和南江坡塘村，民国29年春，古定、州佩、西关、东南、

t江南各乡镇中心校幼稚园因空袭暂行停办一。5月静林县设督学。8月，省立彭林初级中学

改为完全中学。民国30年春，空袭减少，附城各乡镇中心校幼稚园恢复上课。省立彭林中

学与县立国民中学亦同时迁返原校舍上课。3月，将古定等7所小学兼职校长取销，设立

专职校长。9月，私立抚康中学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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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教育计划、。是年规定各中心校在9月以前一律开办高级班，如无条件开办者，即取消其

中心校名称，改为国民基础学校。7月，举办小学高级班毕业会考。民国32年元月，举办第

二届毕业会考。同年，兴业县成立了私立兴德中学。谚林选择古定、名山、福绵、欧樟、龙安、

蒲塘、平山、新桥等8乡镇中心校改为表证中心国民学校。民国33年，钐林县立初级职业

学校和私立西安初级中学成立。

1945年10月11日，广西省铹林师范学校在北流新圩镇建立。1946年，耢林县立国民

中学改为县立初中，私立中正初级中学成立。据民国36年(1947)统计，钐林县总人口

370380人。受高等教育者587人，占万分之十五点八；受中等教育者4029人，占万分之一

百一十三点六；受初等教育者100412人，占万分之二千七百一十一。兴业县总人口

125722人，受高等教育者250人，占万分之十九点八九，受中等教育者2051人，占万分之

一百六十三点一；受初等教育者45260人，占万分之三千六百。1948～1949年，铹林先后

成立了私立定州初中和私立南流初中。县立初级职业学校因县款奇绌停办。

，．民国期间，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交织。两县进步师生投身时代洪流，参与各种进步活

动和革命斗争。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广西省立第九中学、镑林县初级中学、钐林私立

晴川初级中学三校的抚康区学生成立了“铹林中等学校抚康区学生联合会”，出版《拢康杂

志》，宣传革命道理。锈林省立第九中学校长朱锡昂(中共党员)领导谚林县人民成立“上海

五卅惨案徵林各界后援会”，任名誉会长，领导人民反帝反封斗争。在朱锡昂的指导下，组

织“影林县学生联合会”，出版《铹林青年》，宣传马列主义和报导反帝反封建运动情况；积

极参加“上海五卅惨案静林各界后援会”的宣传募捐。兴业在钐林读书的学生也组织“留彭

学会”，成立话剧团，．回兴业演出具有反帝反封建思想，促进新文化运动的白话剧，1927年

2月，杨第鹑领导铹林县的中、小学师生罢课，示威游行，包围教育局，反对增收学费，迫使

取消有关决议i 5月4日，兴业中学共青团组织兴业县学联筹备处和各乡村农民协会举行

集会，纪念“五四”青年节，支援县一小学生要求撤换校长莫道吾的斗争。同年，在张第杰的

组织下，县第二小学学生张上达带领几十名学生，配合农会骨干，以游行为名突然袭击西

安团务局，缴获团务局部分武器。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在中共兴业县支部领导下，兴业中学掀起择师学潮。在省立彭林

初中、新桥中心小学，有中共党员秘密开展党的活动，积极培养党的骨干。

抗日战争时期，两县教育界在中共领导下，积极开展抗日救国活动。1937年暑假，苏

荣灿、文礼等为首组织了“夏令营”，发动省中学生参加，下乡进行宣传活动。1938年10月

下旬，广州、武汉沦陷，一批留梧、留穗的大、中学生回到家乡组成“谚林留梧留穗同学回乡

救亡工作团”。他们利用大字报、演剧、街头教唱抗战歌曲、推销进步书籍或筹款支援前线

等形式开展救国活动。同年10——11月，日寇直接威胁广西，广西组建学生军，中共广西

省委派部分党员参加．并做大量发动工作，大专、中学生踊跃报名。铹林100人、兴业50人

参加学生军，编入第二团，集中省会桂林进行军事政治训练。1939年2月以留穗留梧同学

回乡救亡工作团为主体，联合县救亡剧团和救亡歌咏队等团体组成“彭林县救亡工作团”，

开展救亡活动。1942年春，中共铹林中学支部和中共兴业中学支部先后成立。支部利用学

生会、班代会以及歌咏队、剧团为掩护，运用壁报、漫画、讲演、歌咏和介绍进步书刊等形式

团结进步力量，开展党的工作。1944年9月中共兴德中学支部成立。1945年3月2日，桂

东南兴业抗日武装起义，当时兴业初中、兴德初中师生30多人(包括已毕业的学生)参加

了起义，其中有梁绍南、唐宝瑶(女)、黎懋官、彭懋桂、黎芬魁、黎凤有、黎贡芬(女)、陈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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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张一宣、黎民安、唐耀华、叶承喜、李树荣、彭茂南、唐经瑜、邓祖其等16人英勇殉难，成

为千万人敬仰的烈士。

全国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反动派派遣大批特务到学校中对师生进行种种迫害。当权

者贪污腐化，有些校董侵吞教育经费，不少学校因经费无着落被迫解散。在铹林、兴业县地

下党组织领导下．广大师生与之斗争。1945年11月25日，勘林县国民中学教师因补助费

问题罢教。1946年，锈林高中的“时事研究会”、“文艺研究会”组织学生学习进步书刊．寅

传革命，发动进步学生与国民党三青团争夺学校学生自治会领导权．取得胜利。1 949年4

、．月，镑高学生募捐衣服、白银、子弹转交粤桂边纵。8月，缈高、中正初中建立了中国新民主
主义青年团支部。1949年3归至8月．铹林地下党把锈高学生1 2人分两批送到粤：圭边纵

青干班学习。9月下旬．在勘林、兴业地下党组织领导下，铹中、兴中很多学生参加迎接解

放活动。铹林县六个革命活动地区的1 4名负责人中就有lo名是谚高的学生。在抗日战

争和解放战争中，两县师生不少成为革命的领导者．有的献出宝贵的生命。

解放前夕．两县教育事业已是日益衰退。当时彭林县只有残缺不全的公办中学3所．

私立中学3所，学生1666入(其中1所高中．学生4(_)：j人)；小学187所，学生1 0824人：幼

儿园1所，幼儿256人；师范】所．学生147人。兴业县有公立、私立初中各1昕．学f{i 860

人；小学146所，学生共10678人。两县的业余教育已是销声匿迹。

1949年冬．两县相继解放。钐林县人民政府、兴、lp县军政委员会贯彻t”决关于解放区

“维持学校，逐步改善”的政策，派员接管学校．令各校复课。1950年．废除民困教材．采朋

新华书店发行的新教材，并调整了中学布局．将公、私立初中合并。调整后保留勘林高中．

把原勘林县第一初中和第三初中、私立中正初中、定州初中、南流初中合并为桫林县城【式

联合初中；原兴业县初中和私立兴德中学合并为兴业县联合初中。从1952年下半年起．把

所有小学统统由国家包下来。全县乡(镇)中心小学试行五年一贯制。随着农村土地改革

的胜利，广大农民生活水平提高，教育事业有了新的发展．8月撤销兴业县，大部分与勘林

县合并。全县的中学生数增至3357人，为1949年的一倍(其中高中学生人数由解放前的

403人增至857人；小学增至734所，学生69890人．人数为1 949年的6倍多。党和政府十

分重视师生政治觉悟的提高，除发动广大师生参加土地改革．抗美援朝运动外．还在1952

年冬和1953年春集中全县2500多中、／J、．学教师参加思想改造运动．以提高政治思想觉

悟，逐步树立无产阶级世界观。
． 1953年，我国进入了国民经济计划建设时期。党中央对教育事业提出了“整顿巩固、

重点发展，提高质量，稳步前进”方针。陆续向玉师、玉高、联中、石南联中派党员校长。1954

年7月在玉师办中、小学教师党员学习班．此后逐步在全县中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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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生1196人)，比1，952年增加将近r倍，为1949年的3．9倍，师范学校学生人数发展

到718人，比1952年增加50％，为解放前的5倍。小学调整为278所．81074人刊、学生人

数比1952年增加16％．为解放前的8倍。工农业余教育的学员发展到12000多人。

1958年，全国农村实现了人民公社化。，在这种新形势下，广大工农群众迫切要求迅速

提高文化技术水平。党中央提出要“多、快、好、省”地发展教育事业，采取“两条腿走路”的

方针。该年，小学教育迅速普及，入学儿童达到适龄儿童的95％以上。中学教育在公办与

民办同时并举的原则下，全县20个人民公社都办起了普通中学，公、民办学生合计共

10260人，比1957年增加了1．6倍。幼儿教育也大跃进．全县有幼儿园354个，入院幼儿

54681人。玉林专区师范发展为玉林专区师专。是年出现了三次扫盲大高潮，扫除了5万

青壮年文盲。在这段时间，曾出现“以劳代学”和发展过快现象，导致教学质量下降。在“有

条件的要上，无条件的也要创造条件上”的影响下，全县开办了各种专业学校64所．民办

中学123所．红专大学89所．工业大学122所。农业大学480所。脱离客观实际盲目发展，

出现了浮夸风。该年反右派斗争扩大化，全县463名教师被错划为右派分子。1959年在师

生中开展“插红旗．拔白旗”的反右倾运动，部分师生错受处理。该年。县筹办玉林师范学

校。1960～1962年，我国国民经济遭遇严重困难。1960年．通过调整学校，动员超龄学
生回乡生产．撤销大部分民办中学和其他“大专”学校，剩下全县公办中学共12所(高中

1、完中4、初中7)．民办中学2]所。开始实行九年一贯制试验。196】年各公社民办初中解

散，职工校停办。九年一贯制因条件未成熟，只试验一年便停i卜．了。1962年根据教育厅指

示．对学校调整．以文教事业必须适应国民经济基础为前提，以“整顿、巩固、充实、提高”八

字方针为指导，经上级批准．撤销了县师范和山心初中．把蒲塘中学、三中两所完中改为初

中。民办小学停办．只保留全日制公办小学379所。1 963年贯彻《全日制小学暂行工作条

例(草案》和《全日制中学暂行工作条例(草案)》。全县中小学响应毛主席号召，开展向雷锋

同志学习活动。暑假，全体教师集中学习汉语拼音，大力推广普通话。全县小学改“四·

二”制为五年一贯制。1964年，贯彻国家主席刘少奇“两种劳动制度，两种教育制度”的指

示，全县举办半工(农)半读教育，开办了耕读小学和农业中学，并创办玉林县职业学校。

1965年全县办有耕读小学1002班，学生14832人；部分公社也试办了面向农村．面向生

产的半农半读的农业中学．共39所，学生4907人；县办农业技术学校1所，学生241人。

到1966年，全县有幼儿园45所，在学幼儿530人；，J、学384所，学生109618人；中学16

所，学生24735人。1964年起，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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