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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一)

社会发展．靠人类实践知识的积累。代代相因，承先启后，非教育莫属．华厦文明．国

之盛衰均赖教育。因而。百年大计教育为本矿， 实为当论。邓小平同志指出 ·四个现代
、：

亿．关键是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一． ·科学人材的培养， 基础在教育一， 这是颠扑不破的真

理．故建设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使中华民族永跻子世界先进之林，

宓须狠抓教育。

北流地处祖国南疆，教育比先进地区发展略晚，但南朝以来己兴教化，唐、宋以后人才

辈出，教育历史堪称悠久。但一千多年来， 北流教育史实只简见于各代县志， 教育从无专

志，拄一漏万，实为憾事。

当兹盛世修志．教育是战略重点．教育志的编写实为重要。我县在上级党政和修志组织

领导下，1986年秋组织了编写教育志领导小组，并物色人员组成编志班子，翻阅档案，走访

教育前辈和各有关人士．广泛收集资料。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本着实事求是，

去伪存真．去祖取精，详今略古的原则，并借鉴省内、外一些教育志书，结合我县实际，反

复推敲。定出体例，进行试写．初稿成，经编志领导小组成员，有关人士和自治区，地区修

志搁导小组同志审阅～批改、提意见，并数度提交地区教育志评稿会议，蒙参加会议同志审

阅提意见，数易其稿，至1990年秋始克完成。

‘北流县教育志>记载了自唐代以来至；1987年～千三百多年北流教育的历史，：全书分

十三章、六十节。30多万字．就当前视之， 教育各方面内容均涉罗其中， 对“存史、资

治，教化一当起应有作用。希今及后之教育者能从中吸取经验教训，推动我县教育事业更高

速的发展。

由于编写教育志前无古人，无体例可承，且所写史实时同久远，远者缺资料，近者资料

亦不全．兼之编写人力、水平等有限，不足之处在所难免，望读者鉴之。．
‘”

彭代杰

一九九O年九月

‘彭代杰同志是北港县人民政府副县长)



序 (二)

北流县地处广西东南面，毗邻广东省，境内圭江臼南向北流而得名，素有_人杰地炅黟

之称．古有誉为“才压三江，的李绍B放近有杰出的红军将领李明瑞。 现在， 全县社会稳

定，工业口五龙"腾飞，农业跨誓双千秒，教育跃上新台阶，人民安居乐业，成为闻各广西

的陶瓷之乡，建筑之乡，水泥之乡，荔枝之乡。

北流。之乡"的盛名离不开教育。 是教育使北流的经济凌空腾飞； 是教育， 使·小

康’，进入了北流的千家万户，是教育，使北流人民走上了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教育乃是立

国之本，强国之源。

为了全面系统地总结我县教育发展的历史经验，探索教育规律，教育局根据上级的指示

精神编写了这部教育志，这是北流县有史以来的第一部教育志书。它将起到。存史、资治、

教化’’的作用。

盛世修志，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一个重要球志，也是荫及子孙的一件大事。《北

流县教育志》经编写入员查阅了大量历史资料，广泛调查研究，几载辛劳，数易其稿，本着

实事求是，详今略古的原则，把我县各个历史时期的教育制度、各级各类学校的办学形式、

教学方法、经费来源、师资状况、人才成果等方面予以记载。此教育志的问世，为我县人民

了解北流教育事业的历史和现状；推动我县教育事业的发展，促进祖国四化建设都有重要的

意义’对广大教育工作者更是一部不可多得的宝贵资料。

r本志在编写过程中，得到县党委、县政府的大力支持及许多教育名流和专家鼎力相助。

特别是区教委督导员原教育厅副厅长、现区教育督学荣萌昭、地区教育志指导小组李茂生、

李恕、罗其康、卢在民、李志仁、宁莉珍及地区教育局局长戴良朝等同志给予具体指导帮

助，在此一并致谢。

杨家通

一九九。年十月

(杨家通同志是现任北流县教育局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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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志上溯唐代，下至1987年，并附1988—199l上半年简况于后。

二、本志体例采用横排竖写，个别章节纵横结合，事以类聚，以章统节．

三、本志采用志、传、记、述、图、表、录等体裁，力求图文并茂。附表于有关章节之、

后补充正文不便具体罗列之处。

四，志中所用地名，职称以事代称谓出现。地名有变者，注明现代名称。中华人民共和

国成立前纪年用时代年号，注明公元纪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一律用公元纪年。

五、志中度量衡单位均用时代惯称。如。银两、大洋、小洋、米、石、斗等等。

六、志中词语除引用原文外，均用语体文、规范简体字及现代标点符号，数字以阿拉伯

数字为主。

七、本志涉及到的人物一般直书其名。重要人物才加职称。如毛泽东主席，刘少奇主席。

囊教育人物传略’，是本着生不立传原则，只收集县籍或在本县从事教育工作的外县籍已故人

物，对健在者只在有关章节中采取以事系人的笔法涉及，概不立传。

八、本志有关资料、数据主要来自档案、图书、报刊，少量黾调查汇总经有关人士讨论，j

反复核对，力求翔实。



。。目： 录

强词

《北流县教育志》领导成员和工作人员名单

序亩(一)(二)

北流县小学分布图

北流县。中学分布图

北流县城区学校分布图

图片

凡例

教育大事记⋯⋯⋯⋯⋯⋯⋯⋯⋯⋯⋯⋯⋯⋯⋯⋯⋯⋯⋯⋯⋯⋯．．r 1)

总述⋯⋯⋯⋯⋯⋯⋯⋯⋯⋯⋯⋯⋯⋯⋯⋯⋯⋯⋯⋯⋯⋯⋯⋯⋯⋯⋯。(25)

第一章私塾 书、院县学科举⋯⋯⋯．⋯一⋯⋯⋯⋯⋯⋯⋯．．(31)
第一节 私塾义学社学⋯⋯⋯⋯⋯⋯⋯⋯⋯⋯⋯⋯⋯⋯⋯⋯⋯⋯⋯⋯⋯⋯⋯(3 1)

第二节 书院⋯⋯⋯··⋯⋯⋯一⋯⋯⋯⋯⋯⋯⋯⋯⋯⋯⋯⋯⋯⋯⋯⋯⋯⋯⋯⋯⋯．f 32)

第三节县学(!学宫)⋯⋯⋯⋯⋯⋯⋯⋯⋯⋯⋯⋯⋯⋯⋯⋯⋯⋯⋯⋯⋯⋯⋯⋯⋯f 33)

第四节

第二章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第四节

第五节

第三章
第·节

附；清代(康熙)北流县学宫图(据光绪《北流县志》)⋯⋯⋯⋯⋯⋯(35)

科举⋯⋯⋯⋯⋯⋯⋯⋯⋯⋯⋯⋯⋯“⋯．⋯⋯⋯⋯⋯⋯⋯⋯⋯⋯⋯⋯⋯⋯f 36)

附一：北流生员名额⋯⋯⋯⋯⋯⋯⋯⋯⋯⋯⋯⋯⋯⋯⋯⋯⋯⋯⋯⋯⋯··(37)
附二。北流助学设施⋯⋯⋯⋯⋯⋯⋯⋯⋯⋯⋯⋯⋯⋯⋯⋯⋯⋯⋯⋯⋯⋯(．37)

附三；北流县历代进士、举人名录⋯⋯⋯⋯⋯⋯⋯⋯⋯⋯⋯⋯⋯⋯⋯⋯(38)

幼儿教育⋯⋯⋯⋯⋯⋯⋯⋯⋯⋯⋯⋯⋯⋯⋯⋯_·⋯⋯⋯．(41)
发展概况⋯⋯⋯⋯⋯⋯⋯⋯⋯⋯⋯⋯⋯⋯⋯⋯⋯⋯⋯⋯⋯⋯⋯⋯⋯⋯⋯(41)

学带0⋯⋯⋯⋯⋯⋯⋯⋯⋯⋯⋯⋯⋯⋯⋯⋯⋯⋯⋯⋯⋯⋯⋯⋯⋯⋯⋯⋯⋯f 45)

课程与教法⋯⋯⋯·⋯⋯⋯⋯⋯⋯⋯⋯⋯⋯⋯⋯⋯⋯⋯⋯⋯⋯⋯⋯⋯⋯··(45)
管理和经费⋯⋯⋯⋯⋯⋯⋯⋯⋯⋯⋯⋯⋯⋯⋯⋯⋯⋯⋯⋯⋯⋯⋯⋯⋯⋯(46)

幼师⋯⋯⋯⋯⋯⋯⋯⋯⋯⋯⋯·⋯⋯⋯⋯⋯⋯⋯⋯⋯⋯⋯⋯⋯⋯··一⋯⋯(46)
附：：{匕流县部分幼儿园简介⋯⋯⋯⋯⋯⋯⋯⋯⋯⋯⋯⋯⋯，⋯⋯⋯⋯⋯⋯(47)

小学教育⋯⋯⋯⋯⋯⋯⋯⋯⋯．．⋯⋯⋯⋯⋯⋯⋯⋯⋯“(49>
创建和发展⋯⋯⋯⋯⋯·⋯⋯⋯⋯⋯⋯⋯⋯⋯⋯⋯⋯⋯⋯⋯⋯⋯⋯⋯⋯·’(鹪)

滞一：北流县全日制小学发展情况统计表(1950—1987_)⋯⋯⋯⋯⋯⋯(54)

附二t l 987年北流县厂、场小学情况表⋯⋯⋯⋯⋯⋯⋯⋯⋯⋯⋯⋯⋯⋯(56)

附三。北流县一些年份适龄儿童入学统计表⋯⋯⋯⋯⋯⋯⋯⋯⋯⋯⋯⋯(56)

附四：1 949年至1951年上期北流县各乡中心小学和城区小学情况表⋯⋯。(57)

附五。1987年北流县各乡(镇)中心小学及所属学区村小学情况表⋯⋯⋯(60)

1



第二节 学校管理⋯⋯⋯·⋯⋯⋯⋯⋯⋯“⋯⋯⋯_：．．⋯⋯⋯⋯⋯⋯⋯⋯⋯⋯⋯⋯⋯(62)

一、行政机构⋯⋯⋯⋯⋯⋯⋯⋯⋯⋯⋯⋯⋯⋯⋯⋯⋯⋯⋯⋯⋯⋯⋯⋯⋯⋯⋯(62)

雕：1958一1965年和1987年后北流县小学校内管理示意图⋯⋯⋯⋯⋯⋯(63>

二、生活管理⋯·一⋯⋯⋯⋯⋯“～⋯⋯⋯⋯⋯⋯⋯⋯⋯⋯⋯⋯⋯⋯⋯⋯⋯⋯⋯(63)}

譬曩：民国27年(1938)北流县小学学年、学期及休假日期规程⋯⋯⋯(63)

啊录：1955年小学生守则⋯⋯⋯⋯⋯⋯⋯⋯⋯⋯⋯⋯⋯⋯⋯⋯⋯⋯⋯⋯(64)

带录。197 9年8月25目教育部颁发{：小学生守则(试行草案)》⋯⋯⋯(64)

哺景：1958年北流县小学生奖励、处分暂行条例(草案)⋯⋯⋯⋯⋯⋯(G5)

三、学籍管理⋯⋯⋯⋯⋯⋯⋯⋯⋯⋯⋯⋯⋯⋯⋯⋯⋯⋯⋯⋯⋯⋯⋯⋯⋯⋯·一(67)

第三节学制课程⋯⋯⋯⋯⋯⋯⋯⋯⋯⋯⋯⋯⋯⋯⋯⋯⋯⋯⋯⋯⋯⋯⋯⋯⋯⋯(68)

一、学制⋯⋯⋯⋯⋯⋯⋯⋯⋯-⋯⋯··⋯⋯⋯⋯⋯⋯⋯⋯⋯⋯⋯⋯⋯⋯⋯⋯⋯(68)

二、课程⋯⋯⋯⋯⋯⋯⋯⋯⋯⋯⋯⋯⋯⋯⋯一⋯一⋯⋯⋯⋯⋯⋯⋯⋯⋯⋯⋯·(6 9)

第四节教学⋯⋯⋯⋯⋯⋯⋯⋯⋯⋯⋯⋯⋯⋯⋯⋯⋯⋯⋯⋯⋯⋯⋯⋯⋯⋯⋯⋯(73)

一、教学方法⋯⋯⋯⋯⋯⋯⋯⋯⋯⋯⋯⋯⋯⋯⋯⋯⋯⋯⋯⋯⋯-⋯⋯⋯⋯⋯⋯(73)

二、电{艺教学⋯⋯⋯⋯⋯⋯⋯⋯⋯⋯⋯⋯⋯⋯⋯⋯⋯⋯⋯⋯⋯⋯⋯⋯⋯⋯⋯(75)

三、课外教学活动⋯⋯⋯⋯⋯⋯⋯⋯⋯一⋯⋯⋯⋯⋯⋯⋯⋯⋯⋯⋯⋯⋯⋯⋯·(75)

四、教学成果⋯一⋯⋯⋯⋯⋯⋯⋯⋯⋯⋯⋯⋯⋯⋯⋯⋯⋯⋯⋯⋯⋯⋯⋯⋯⋯·(76)

附一：1982—198丁年北流县小学生科学小发明、小论文获地区以上奖励名录(77)

附二：自治区特级教师李爱亮．曹琼芳的救学方法(摘录)⋯⋯⋯⋯⋯⋯(78)

第五节思想品德教育⋯⋯⋯⋯⋯⋯⋯⋯⋯⋯⋯⋯⋯⋯⋯⋯⋯⋯⋯⋯⋯⋯⋯⋯⋯(79)

一、内容⋯⋯⋯⋯⋯⋯⋯⋯⋯⋯⋯⋯⋯⋯⋯⋯⋯⋯⋯⋯⋯⋯⋯⋯⋯⋯⋯⋯一(79)

二、途径和方法⋯⋯⋯⋯⋯⋯⋯⋯⋯⋯⋯⋯⋯⋯⋯⋯⋯⋯⋯⋯⋯⋯一⋯⋯⋯·(81)

第六节体育卫生⋯⋯⋯⋯⋯⋯⋯⋯⋯⋯⋯⋯⋯⋯⋯⋯⋯⋯⋯⋯⋯⋯⋯⋯⋯⋯(82)

一、体育⋯⋯⋯⋯⋯⋯⋯⋯⋯⋯⋯⋯⋯⋯⋯⋯⋯⋯⋯⋯⋯⋯⋯⋯⋯⋯⋯⋯⋯(82)

二、卫生⋯⋯⋯⋯⋯⋯⋯⋯⋯⋯⋯⋯⋯～⋯⋯⋯⋯⋯⋯⋯⋯⋯⋯⋯⋯⋯⋯”f 83)

第七节美育⋯⋯⋯⋯⋯⋯⋯⋯⋯⋯⋯⋯⋯⋯⋯⋯⋯⋯⋯⋯⋯⋯⋯⋯⋯⋯⋯⋯⋯(84)

一，内容⋯·一⋯⋯⋯⋯⋯⋯⋯⋯⋯⋯⋯⋯⋯⋯⋯⋯⋯⋯⋯·⋯⋯⋯⋯⋯⋯⋯·····(84)

二、途径和方法⋯⋯⋯⋯⋯⋯⋯⋯⋯⋯⋯⋯⋯⋯⋯⋯⋯⋯⋯⋯⋯⋯⋯⋯⋯一f 84)

第八节“唠动教育⋯⋯⋯⋯⋯⋯⋯⋯⋯⋯⋯一⋯⋯⋯⋯⋯⋯⋯⋯⋯⋯⋯⋯⋯⋯⋯f 86)

第九节校外儿童教育～北流少年之家⋯⋯⋯⋯⋯⋯⋯⋯⋯⋯⋯⋯⋯⋯⋯⋯⋯(86)

附I部分小学简介⋯⋯⋯⋯⋯⋯⋯⋯⋯⋯⋯⋯⋯⋯⋯⋯⋯⋯⋯⋯⋯⋯。⋯⋯．f 87)

陵城小学⋯⋯⋯⋯⋯⋯⋯⋯⋯⋯⋯⋯⋯⋯⋯一⋯⋯⋯⋯⋯⋯⋯⋯⋯⋯⋯r 87)

新圩小学⋯⋯⋯⋯⋯⋯⋯⋯⋯⋯⋯⋯⋯⋯⋯⋯⋯⋯⋯⋯⋯⋯⋯⋯⋯一．～r 88)

侯山小学⋯⋯⋯⋯⋯⋯⋯⋯⋯⋯⋯⋯⋯⋯⋯⋯⋯⋯⋯⋯⋯⋯⋯⋯⋯⋯一(88)

第四章中学教育⋯⋯⋯⋯一⋯⋯⋯⋯⋯⋯⋯⋯⋯⋯⋯⋯⋯⋯⋯⋯⋯⋯⋯(89)
第一节创建和发展⋯⋯⋯⋯⋯⋯⋯一⋯一⋯⋯⋯⋯⋯⋯⋯⋯⋯·⋯⋯⋯⋯一⋯⋯’(89，’

附一，民国期间北流县立、私立中学情况表⋯⋯⋯⋯⋯⋯⋯⋯⋯⋯⋯⋯(92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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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二：1987年下学期北流县高、完中情况表⋯⋯⋯⋯⋯⋯⋯⋯⋯⋯⋯⋯⋯⋯f 93)i

附三l 1987年下学期北流县乡(镇)初中、大队联办初中情况表⋯⋯⋯⋯⋯(94)

附四：1950一1987年北流县普通中学发展情况表．．．⋯⋯⋯⋯⋯⋯⋯⋯⋯⋯⋯r 96)

第二节学校管理⋯⋯⋯⋯⋯⋯⋯⋯⋯⋯⋯⋯⋯⋯⋯⋯⋯⋯⋯⋯⋯⋯-·⋯⋯⋯⋯．r 99)

一、行政机构⋯⋯⋯⋯⋯⋯⋯⋯⋯⋯··⋯⋯一⋯⋯⋯⋯⋯⋯·一⋯⋯⋯⋯⋯⋯r 99)

附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北流中学校内管理机构示意图⋯⋯⋯⋯⋯⋯⋯(1 oo)

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学领导的主要职责⋯⋯⋯⋯⋯⋯⋯⋯⋯⋯一(100)。

二、生活管理⋯⋯⋯⋯⋯⋯⋯⋯一⋯⋯⋯⋯⋯⋯⋯”⋯·～⋯⋯⋯⋯⋯⋯⋯⋯(101)

附一：1955年5月13日教育部颂布的《中学生守则>⋯⋯⋯⋯⋯⋯⋯⋯一⋯(101)

附=。1981年8月26日教育部颁布的《中学生守则(试行草案)》⋯⋯⋯⋯(102 j

三、学籍管理⋯⋯⋯⋯⋯⋯⋯⋯⋯⋯⋯⋯⋯⋯⋯“⋯⋯⋯⋯⋯⋯一⋯⋯⋯⋯·(102)

附一。民国31年6月遵照广西省府教式字第1678号令，北流县中学初级部分配

各乡(镇J保送生办法⋯⋯⋯⋯⋯⋯⋯⋯⋯⋯⋯⋯⋯⋯⋯⋯⋯⋯⋯⋯(10 3)

附二：北流县立中学初级部民国31年(1942)秋各乡(镇)保送新生名额一

览表⋯⋯⋯⋯⋯⋯⋯⋯⋯⋯⋯⋯⋯⋯⋯···⋯⋯⋯⋯⋯⋯⋯⋯···⋯⋯⋯(104)

附三l民国17年(1928)北流县立中学学生转学证明书一份⋯⋯⋯⋯⋯⋯⋯(105)

四、后勤管理⋯⋯⋯⋯⋯⋯⋯⋯⋯⋯⋯⋯⋯⋯⋯⋯⋯⋯⋯⋯⋯⋯⋯⋯⋯⋯⋯(107)

第三节学制课程⋯⋯⋯⋯⋯⋯⋯⋯⋯⋯⋯⋯⋯⋯⋯⋯⋯⋯⋯⋯⋯⋯⋯⋯⋯⋯(10 7)

一、学制⋯⋯⋯⋯··⋯⋯⋯⋯⋯⋯⋯⋯⋯⋯⋯⋯⋯⋯⋯⋯⋯⋯⋯⋯⋯⋯⋯⋯(10 7)

二、课程⋯⋯⋯⋯⋯⋯⋯⋯⋯⋯⋯⋯⋯⋯⋯⋯⋯⋯⋯⋯⋯⋯⋯⋯⋯⋯⋯⋯⋯(107)

第四节教学⋯⋯⋯⋯⋯⋯⋯⋯⋯⋯⋯⋯⋯⋯⋯⋯⋯⋯⋯⋯⋯⋯⋯⋯⋯⋯⋯⋯⋯(117)

一、教学方法⋯⋯⋯⋯⋯⋯⋯⋯⋯⋯⋯⋯⋯⋯⋯⋯⋯⋯⋯⋯⋯⋯⋯⋯⋯⋯⋯(117)

二、电化教学⋯⋯⋯⋯⋯⋯⋯⋯⋯⋯⋯⋯⋯⋯⋯⋯⋯⋯⋯⋯⋯⋯⋯⋯⋯⋯⋯(120)

三、课外教学活动⋯⋯⋯⋯⋯⋯⋯⋯⋯⋯⋯⋯⋯⋯⋯⋯⋯⋯⋯⋯⋯⋯⋯⋯⋯(121)

附一：1977—1 987年北流县获录取大、中专人数统计表⋯⋯⋯⋯⋯⋯⋯⋯⋯(122)

附二：1985一1987年北流县中学生参加各科竞赛获地区以上奖励情况表⋯⋯(123)

第五节 思想政治教育⋯⋯⋯⋯⋯⋯⋯⋯⋯⋯⋯⋯⋯⋯⋯⋯⋯⋯⋯⋯⋯⋯⋯⋯⋯(124)

一、内容⋯⋯⋯⋯⋯⋯⋯⋯⋯⋯⋯⋯⋯⋯⋯⋯⋯⋯⋯⋯⋯⋯⋯⋯⋯⋯⋯”····(124)

附录：民国28年(1939)国民党中央政府颁布的《青年守则》⋯⋯⋯⋯⋯⋯(124>

二、途径和方法⋯⋯⋯⋯⋯⋯⋯⋯⋯⋯⋯⋯⋯⋯⋯⋯⋯⋯⋯⋯⋯⋯⋯⋯⋯⋯(127)。

+第六节体育卫生⋯⋯⋯⋯⋯⋯⋯⋯⋯⋯⋯⋯⋯⋯⋯⋯⋯⋯⋯⋯⋯⋯⋯⋯⋯⋯(129>

一、体育⋯⋯⋯⋯⋯⋯⋯⋯⋯⋯⋯⋯⋯⋯⋯⋯⋯⋯⋯⋯⋯⋯⋯⋯⋯⋯⋯⋯⋯(129)

二、]三生⋯⋯⋯⋯⋯⋯⋯⋯⋯⋯⋯⋯⋯⋯⋯⋯⋯⋯⋯⋯⋯⋯⋯⋯⋯⋯⋯⋯⋯(131)

第七节美育⋯⋯⋯⋯⋯⋯⋯⋯⋯⋯⋯⋯⋯⋯⋯⋯⋯⋯⋯⋯⋯⋯⋯⋯⋯⋯⋯⋯⋯(132)

一、课内教育⋯⋯⋯⋯⋯⋯⋯⋯⋯⋯⋯⋯⋯⋯⋯⋯⋯⋯⋯⋯⋯⋯⋯⋯⋯···”·(132)

二、课外教育⋯⋯⋯⋯⋯⋯⋯⋯⋯⋯⋯⋯⋯⋯⋯⋯⋯⋯⋯⋯⋯⋯⋯⋯⋯⋯⋯(1 32)

第八节劳动教育⋯⋯⋯⋯⋯⋯⋯⋯⋯⋯⋯⋯⋯⋯⋯⋯⋯⋯⋯⋯⋯⋯⋯⋯⋯⋯⋯(1 3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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簟九节童训和军跏⋯⋯⋯⋯⋯．．·“1一⋯⋯⋯⋯⋯⋯⋯⋯⋯⋯⋯⋯．。⋯．。⋯⋯⋯(135)
⋯‘⋯附r部份高完中：、树^中简介⋯一⋯⋯⋯一⋯⋯一⋯⋯⋯⋯⋯⋯一⋯⋯⋯一．．．．(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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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无锡国学专科学校在北流⋯⋯⋯⋯⋯⋯⋯．．．⋯⋯⋯⋯⋯⋯⋯·一⋯⋯⋯“(255)

三、设立在北流的广西省玉林师范学校⋯⋯⋯⋯⋯一⋯¨．一⋯⋯⋯⋯⋯⋯⋯⋯(256)

附：续1 988—1 99 1年上半年北流县教育简况⋯⋯⋯⋯⋯⋯⋯‘(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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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1991年上学期北流县乡(镇)初中情况表⋯⋯⋯⋯⋯⋯⋯⋯⋯⋯⋯⋯⋯(2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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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大事记

唐

贞观三年(629)，建北流学宫(孔庙)予登龙桥之西。

宋

绍圣元年(1C 94)。北流都陇里人洗积中、坦中庸同榜中进±。后邑人尊他俩为茹古圣

贤"。

元

至正元年(】341)，火灾裂戥学官，复建卮毁哥战火。后数次搬迁。明弘治五年(1492)

迁于城东一里外。广西提督周孟中撰记。

明

永乐二年(1404)，：jL流李文风、酷，支昌最携率进±，并于县城立‘‘双进±坊"。

弘治年间(1489—1505)，知事施宗谊在城外旧学宫之前建养正书院。

万历十年(1582)，在茅日=村建那瞽社学。

崇祯四年(1e31)，知县刘修己从城夕I辽学宫二j城内。

蛊圭主

{日

康熙元年(1662)，署县安九埏桶学宫从城内旧址迁于城内明伦堂之西(现址)，第二

年捐资鼎建大成殿、东西两庑及棂星门，康熙五年全部竣工。

康熙四十年(1701)，知县涂遇建毹陆义学予距县城东一里处。

雍正六年(1728)，县绅呈报北流为中县(原为小县)， 邵复议，准北流为中县，自此

北流文武生员各培额4名(原文武生员备8名)共各12名。
’

乾隆十年(1745)，知县郭赓武集资重修城西文昌阎，后改叫天一书院。

乾隆十五年(1750)知县谢氏倡议将县治东一里的铜阳义学迁于学宫旧址(登龙桥西)。

乾隆二十六年(1761)，县人罗炮在京都任吣阁中书，任中中进士，授后补员外郎。在任期

间，筹建浔、梧、玉三郡会馆于京都(今北京)顺治门外海化寺街，为三郡贡

举赴京考试住宿之朋。

嘉庆十三年(1808)，钢1．．【j义学改铡阳书院，知县幽i声运带头捐租32石，乡绅黎世典捐租60

，石，连同其他人j=搞租共确租产697石，另租钱6万文，聘请四籍进士梁孔珍、

李治泰掌教。此后，北流登科及第者多出于此。

嘉庆二十四年(1819)，县人李绍日方中进土，复试获一等一名，授职翰林院编修，任国史编

1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