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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志为全面记述济南市自然与社会、历史与现状的资料性著述。

二、本志分8册出版：(一)市情综述·大事记·政区自然环境人口·泉水

风景名胜旅游；(二)城乡建设·交通邮电·社会经济管理·财税审计金融；

(三)工业；(四)商业·农业；(五)政权政务·政党社会团体·政法军事；(六)

教育·科学技术·文化·卫生体育；(七)社会·人物·附录；(八)索引。

三、本志体裁，以志为主，述、记、传、图、表、录辅之；结构为卷、篇、章、节、

目体。

四、时间断限，一般上起1840年，下至1985年；部分内容有所上溯或下

延。

五、所记区域范围，一般为1985年济南市行政区域；部分内容为当时行政

区域。文中“全市”、“市区’’政区概念亦然。“市属”指市直属部门和单位。

六、纪年，一般采用公元纪年，视情括注历史纪年。部分贯通古今的内容，

民国以前采用历史纪年，视情括注公元纪年；民国以来采用公元纪年。文中“建

国前(后)”、“新中国成立前(后)”，指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前(后)；“解放前(后)"，指1948年9月24日济南解放前(后)。

七、地名、称谓，采用当时的名称。历史地名视情括注今称。

八、行文用字，使用现行的规范简化字。运用数字，遵循国家语言文字工作

委员会等七部门《关于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试行规定》。计量单位，执行国务院

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定计量单位》；无法确定换算值，或记载历史上的某

项规定、标准，一仍当时计量单位。货币，使用当时的名称；旧人民币除注明者

外均换算成现行人民币。

九、引文中的差错，在保持原貌的前提下予以补正。改正字注于[]中，脱

漏字注于()中，残缺字以口标示。

十、统计数据，一般采用统计部门的数据；统计部门未有的，采用事业主管

部门的数据。统计表中，空白无标注者，表示该项统计指标数据不详；标“⋯"

者，表示该项数据不足本指标最小单位数；标“一"者，表示无该统计指标事项。

十一、所载照片，凡拍摄时间明确者，在其照片说明后括注拍摄年月。

十二、人物传记遵循“生不立传”原则，只收录已故人物。编排以卒年为序；

卒年不详者，排于传主生活的时代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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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誉主任 谢玉堂

主 任 张福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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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审 谢玉堂 谭永青

主 编 张福山

常务副主编 许汝岭

副 主 编 (以姓氏笔划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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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任济南市史志办公室组成人员

(按到职先后为序)

主 任 孔昭在(兼)。吕雨雪。许汝岭 张 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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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员，未列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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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 综 述

济南的教育事业历史悠久。济南的书院建立较早，第一所书院(也是山东早期书院之

一)闵子书院建置于元朝天历年间(1328～1329年)。明、清时期又有历城县学和诸多书院

创办。据统计，元至清代先后兴办书院30余处，仅清末光绪年间济南书院就多达13处，其

中泺源书院是当时省内最大的书院，其他如景贤书院、济南书院、尚志书院、龙章书院也都

很著名。清末兴学堂前，济南教育除府学、县学及书院外，主要是数量较多、分布较广的私

塾。这一时期的办学宗旨，主要是灌输“忠君尊孔”、“三纲五常”等儒家思想。清末封建教

育，特别是各级官办儒学空疏、腐化，只是封建科举制度的附庸。

1901年(光绪二十七年)起，清廷推行“新政”，陆续颁行政令，提出改良科举制度及兴

办新式学堂。泺源书院于1901年改为官立山东大学堂，开山东新式教育的先河。随后，景

贤书院、济南书院相继改为东运中学堂和济南府中学堂。1905年(光绪三十一年)8月，清

廷下诏“立停科举，以广学校”，科举制度完全废止，新式学堂进一步发展。据统计，1909年

(宣统元年)，济南有高等学堂6所，官立(公立)中等学堂9所(师范学堂2所、中学堂7

所)，官立(公立)小学堂30所(高等小学堂4所、两等小学堂5所、初等小学堂21所)。历

城、章丘、长清、平阴4县共有小学堂58所(高等小学堂4所、两等小学堂2所、初等小学

堂52所)。

清末废科举，兴学堂，西学东渐，青年学生开始接触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其中的先

进分子接受孙中山推翻帝制、建立民国的革命主张，参加同盟会，从事反对清政府的革命

活动。当时山东师范馆革命党人的秘密活动活跃。1906年同盟会员刘冠三等创办山左公

学，作为革命党人活动基地，宣传民主，鼓吹革命，吸收不少学生参加同盟会组织，不久山

左公学遭清政府查封。此时期出洋留学的人也日益增多。济南的师范毕业生先后赴日留

学的达80多人，历城县赴日留学生也有10余人。由于兴办学堂的需要，济南的师范教育

发展较快，自1902年在济创办山东第一所师范——山东师范馆起，至1911年(宣统三

年)，先后设立师范学堂(传习所)7所(其中女子师范1所)。这是济南历史上师范学校最

多的时期。

1912年民国成立，南京临时政府废除1906年清朝学部颁布的“忠君、尊孔、尚公、尚

武、尚实”教育宗旨，颁发“注重道德教育，以实利教育、军国民教育辅之，更以美感教育完

成其道德”的新教育宗旨。同年，济南各级学堂均依部令改称学校，并改革课程和学制，取

消读经讲经课，改小学学制为高小3年初小4年，改中学学制为4年。袁世凯篡权后，于

1915年颁布“教育要旨”，规定“爱国、尚武、崇实、法孔孟、重自治、戒贪争、戒躁进”为教育

宗旨，恢复祀孔典礼和读经课程，实行国民学校、预备学校分设的双轨制教育。

袁世凯复辟失败后，1922年民国政府公布实施“新学制”，提出“适应社会进化之需

要”等7项标准，课程取消读经，学制改为小学6年，初、高中各3年的“六三三”制。从此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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