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灵壁县教育志

(清末——1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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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义 学

光绪初年，在正学书院文昌宫内，设官办义学一所，收容四关贫苦子弟入学，不收束

修，学生年龄多在十岁以上，人数最多时有二十余人。

义学有教师一人，由城绅举荐所谓品学兼优，年在五十岁以上者充任，每年以十个月计

算，由地方政府支给铜钱四千文。

义学名义上不收束修，实则一年三节(春节，中秋节、端午节)，学生都要向老师送礼，

名之日“节礼，，。

学生初入学时，老师教读《三字经》，《百家姓》，老师教几旬，就让学生背几句，名

之日“念书歌"，实际上学生还不认识字，以后教《论语》、《孟子》、《中庸》、《大学》，

即所谓《四书》，依然是念书歌，不讲字义。

念《四书》的学生，开始学写毛笔字，不教笔画的写法，任凭学生自己去写，送给老师

批阅，老师看到写得好的就圈圈，不好的就“Z X"而已，学生也不敢问怎样才能写好，+因

此，念了几年书，不惟不会写信，就连一封家常信的字也不认识。

教师对学生是严酷的，只要背诵不熟，就用戒尺打手心，或拧耳朵，或扭眼皮，以至罚

站，罚跪。另一方面，教师对学生是不负责的，学生来早来晚，学多学少，先生是不过问的，

更不追究，大部分学生只念一馆，至多念两馆就不念了。

第三章清末科举制度

科举考试是中国封建统治阶级的教育考试制度，分为童试、乡试、会试、殿试四种。凡

读书人参加科举考试之前，必须参加童试，童试在县举行，每年一次，参加童试者称为童生。

灵璧县的童子试每年舂在正学书院考棚举行，由知县命题和主持，一次参加者多达_600人，取

者100人。县试录取者始得参加府试，府试一般为三年一次，录取者称为儒学生员(秀才)。

光绪时规定灵璧县每试12个半秀才名额。廪生亦属生员名目，明代府、州、县学生员最初每

月都给康膳，补助其生活，清代则必须经岁科两试一等前列的，方能取得廉生名义，成为资

历较深的生员。廉生的主要职务是具结保证应考的童生无身份不清及冒名顶替等弊。秀才经

乡试录取者为举人，乡试通常每三年一次在省城举行，又称大比，由于秋季举行，又称秋闱。

灵璧秀才在南京参加乡试。会试是在乡试的第二年春天在京城礼部举行，又称春闱，参加者

为举人，取中者为贡士。贡士可入京师国子监读书，含有以人才贡献给皇帝的意思，又称贡

生，名目有岁贡、选贡、思贡、拔贡等十多种。殿试是皇帝主持的考试，参加者是贡士，取

中者统称进士。殿试分三甲，第一甲前三名，即状元、榜眼、探花，合称“三鼎甲"。进士

及第即授官职。举人参加会试多次落第者亦可酌授官职。

科举考试内容是]tit殳文、试帖诗，文章的题目出自《四书》、《五经》。八股虽名为

“代圣入立言’’，实乃将古老陈腐之言，颠倒分合，半吞半吐，使天下士子将有限精力耗尽

在它上面，思想被禁锢。

7



光绪三十一年八月四日(1905年9月2日)慈禧下诏书决定自光绪三十二年起废止科举。

附录1 《凤阳府志》记载光绪三十四年八县岁考概况表

岁考入 科试同 每十二年
县别 增 额 恩贡额 同年贡额 武生额 备 注学生员 廪额 拔贡额

灵 璧 13 O O 1 O 1． 8 每三年贡1人

凤阳 37 22 20 1 1 1 27

临淮 18 20 20 1 1 1 10

怀远 20 20 20 1 1 1 14

定远 23 20 20 1 1 1 12

寿州 22 18 18 1 1 1 19

凤台 13 12 12 1 0 1 13 每三年贡1人

宿州 20 26 26 1 0 1 10 每三年贡2人

。

附录2 清代灵璧县部分_科甲出身名录

姓名 年号 岁别 等 级 籍贯 姓名 年号 岁别 等 级 籍贯

傅家聪 雍正 壬子科 举人 姚清芳 光绪 贡生
刘云纵 雍正 辛亥科 举人 徐谊 拔贡
李东暇 雍 正 乙卯恩科 ：举人 王守谦 岁 贡 娄庄
杨光启 嘉庆 戊午科 进士 仲友连 举人
沈祖德 嘉庆 丁卯科 举人 仲绪怡 贡生
胡廷璋 嘉庆 贡生 仲绪起 贡生
陆大掀 道光 乙酉科 举人 藕庄 仲绪起 拔贡
王立功 道光 壬辰科 举人 何序东 贡生 灵城
张锡荣 咸丰 壬子科 进士 灵城 张序伍 贡生
高思纯 同 治 辛亥科 进士 高楼 殷佩卿 贡生 渔沟
高树常 光绪 乙亥恩科 进士 高楼 高碡溪 贡生

(拔贡) 高楼区
高树实 光绪 乙酉科 拔贡 袁本恒 贡生
陆德铸 光绪 贡生 双沟 杨俊鬲 举人 九顶区

(化鬲) 唐庄
高于臣 贡生 王集区 王润卿 贡生 大路
晏学敏 拔贡 浍沟 王庆生 贡生 大路
张豁然 贡生 浍沟 高思洵 进士 高楼
沈兆麟 举人 双沟 高强滋 进士 高楼
陆印卿 贡生 双沟 高树达 武举 高楼
张福斋 贡生 尤集 高望之 拔贡 高楼
王协斋 贡生 大路 高伟仁 举人 高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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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清末民初私塾教育

第一节私塾教育概况

私塾教ff若按学生程度，可分为两种：一是蒙学或兼有开讲者，二是全部开讲者。若按

设馆的形式分，还可分“团馆，，、“东馆”，“门馆"三种。外地或地方清贫学究，请一董

事为jI联脯，叫“阴馆"；豪门商户延聘名师课其子弟者，称“东馆”；学识渊博、声望较

高在家i殳ffd,-J1：'-'．'k者，称“门馆，，。灵壁县“团馆"居多， ‘‘东馆"很少， “门馆”更少。高

楼高姓豪门常在光绪末年同时延请两位垫师教授子弟。灵城东关吕宸舫在家设馆讲学三十余

年，授徒六百余人。

教授年限称之为馆，一馆为十个月。塾师的报酬称之为“束修”。物价比较稳定时讲钱，

物价上涨时讲粮。束修多少由馆者、塾师、东家共同商定。王集憨师戴振文教一馆得粮二千

一百斤，张学纯教一．馆得粮四千斤。学生在开讲和作文阶段，每生交馆费三百斤以上，家境

较差和蒙学可少交，约在百斤左右。一馆学生多至二十余人，少贝Ⅱ八、九人。

塾师的生活_丌r分二种：一是“自爨”，即j唾个学生每年交一斤油、二斤盐，塾师自炊，

二是“供馔”由一个或几个富家供膳。供膳者给教师的束修可以少交或不交。学生、东家、

社会各阶层人士对塾师是尊崇的，一般地说，旧社会塾师的生活是清苦的，《教书十难》可

见一斑。糟学识渊博声望高的塾师，地位高、束修亦高，连地方豪绅也不定期地请去赴宴。

婚丧嫁娶也请塾师代写喜对，帐心或挽联。

垫师的教学原则是因材施教，对年龄、天资不同的儿童，安排不同的教学进度，然而方

法呆板，上午学基本教材，教三号，背四号。下午蒙童温习救书，开讲者讲读诗文。还要在老

师面前回讲，每馆还分午收、巾秋、馆末三个阶段，学生均要将该阶段所念书歌复读通背，

教师逐一验收，背错一句还得重背，无一差错方能过关。死读死背是私塾教育的特点，灵城

西关垫师郑楚臣对每生都是教过读，读过了背，背过了默写，无一不如此。

学生由教师安排在放午学前写一篇大字，书法的程序是仿影、空影，临摹。最后专习小

楷，兼自习大楷。

‘开讲两年或三年之后开始学写文章，一般定为十天两篇。教师对学生的作文全部面批，

批改后誊清，再送教师圈点。

私塾教育学规极严，滥用朴刑。 “学以畏而成"是一般垫师的信条。清来时，高楼区有

十六个私塾，基本上都靠戒尺管教学生，一些智力尚可的学生也被塾师打糊涂了，有的学生

在自己的座位上韶背得很熟，只要把书往老师的桌上一放，连开头一句竟也忘了。

附录1：教书十难

第一难，富贵贫穷不一般，处境穷，受颠连，何日才能得自然。顾影自怜，顾影自伶，

人穷何日命运转。

第二难，苦对五经泪不干，自幼时翻书篇，不料今日受熬煎，泣涕涟涟，泣涕涟涟，教

书难能免饥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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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难，教书实是不堪言，

万般出于无奈间。

第四难，开馆便把书篇翻，

一心只要对住天。

第五难，哪日不到三更天，

教书好比长工汗。

第六难，东方未明不敢眠，

费尽功夫谁看见。

第七难，终日困坐似囚仙，

怎么才是遂人愿。

第八难，在家不敢常留恋，

也是我自心情愿。

第九难，手里空乏命难延，

东君半理半装憨。

第十难，钱已清兮馆巳满，

背起书箱回故园。

弃亲友，抛家园，临行嘱咐好几番，家事难管，家事难管，

日目讲，天天看，犹恐教得不周全，独寐寤言，独寐寤言，

夏天热，冬天寒，鸡叫半夜不得眠，真是可叹，真是可叹，

叫学生，起来念，犹恐误了美少年，坐以待旦，坐以待旦，

回家转，走一番，倒惹东君不耐烦，这真是难，这真是难，

过几天，心不安，急忙又把学生看，礼则仪然，礼则仪然，

过几月，到半年，无奈只得才开言，谆谆切切，谆谆切切，

礼貌衰，情意淡，不似初来那一番，归志浩然，归志浩然，

附录2 灵璧县宣统年问私塾教育情况统计表

＼区

“ ＼ 王 尤 尹 杨 九 渔 高 冯 城 灵 浍 娄 韦 黄 小
备 注、＼＼乏＼o 集 集 集 瞳 。顶 沟 楼 庙 关 城 沟 庄 集 湾 计

类别＼o∑
私 塾 数 4 17 5 5 16 23 16 10 4 4 45 20 10 12 191

学 生 数 45 250 75 74 198 111 166 110 100 lOO 606390 180 322 2656

小 计 4 17 5 5 16 23 16 10 4 4 45 20 10 12 191

塾
举 人 2 2 4

拔 贡 1 2 1 1 1 6

廪 生 1 2 1 6 1 1 1 13

秀 才 3 3 2 4 4 4 2 3 8 6 3 3 45
师

其 它 14 5 3 9 19 6 7 4 1 30 13 5 7 123

第二节私塾改 良

清末灵璧境内所办私塾，皆泥古不变，书读《四书》、《五经》，文作“八股彦。宣统

二年，学部虽奏颁“私塾改良章程"，仍改动不大。到“五四"新文化运动后，私塾开始改

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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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十八年(公元1929年)，安徽省教育厅下达《改进私塾案》的训令， “限令私塾登

记"、“设塾师讲习会，训练塾师矽。规定私塾课程"除读经外应增加《三民主义》、《算

学》、《常识》、《体育》等科"。民国二十六年，灵壁举办一期塾师讲习会，集中全县一

百二十余名塾师，宣讲省厅私塾改良的训令，并请小学校长或教师介绍国民课本及教法，历

时一月。会上印发讲义，结求时印制了“同学录"。从此，灵璧的私塾教育J嗣有的陋习日渐

改良。

此时我县私塾改良的特点是：收徒照旧，馆照旧，束修照旧，惟教授采用新法，教材有

变化，一是缩减读经书种(《五经》中的《尚书》《易经》不读)增加策论篇目，当时增读

的书目有《东菜瞎义》、(，新文库》、《尺牍》，有的私塾给入学蒙童增读国民学校课本，

作文也由“八股”改作“论说”。浍沟有一贡生出身的塾师姚成安，教学生作文，练静练快。

练静能在闹市里作文，练快以应付考试。练为战，学为考。他在教《四书》的同时也教日用

知识，如《应酬杂览》，以便在社会做人。民国三年，固镇街南北头七、八所私塾轮流请小

学的老师代教算术，音乐，星j{；fj六下午垫师还把学生带到小学学习体操。二是各书均讲解，

不再专注背诵。三是滥刚朴刑者少。

民国初年在尤集区大康庄任敏的塾师蒲溪庵先生，曾经进行私垫改良的尝试，颇得效益，

他说： “我二十五岁时，深悔求学阶段极端泥古，毫不活动。反复推想，下定决心，荡尽旧

毒，务俾学生：一、不受死谈、死背、死记的羁绊，重点熟读，并要牢记’二、过去的学生

必须读过诗书经后才能讲书，这种教法太呆板，坚决根据学生年龄和接受能力灵活运用，边

教边讲，读一点懂一点。三、过去老师先讲《论语》、《大学》、《中庸》，后讲《孟子》，

我认为《孟子》言论理明词达，学生易领，况且孟子主张“民为贵，君为轻”，根据民主国

家的风尚，我先讲《孟子》引他入门，循序渐进。四、过去学生开讲时，老师要学生死念死

背注解，这种教法误人匪浅。书本语句艰涩，聱牙难读，学生脑汁费尽，字义格格不入，要

他牢记，奚能奚能?我坚决废除死念注解的坏法，用白话解释，举例说明，使学生爱昕易懂，

并能牢记，数十年教学皆用此法，学生也觉满意。五、初学作文的学生，啥是八股，丝毫不

知。我深明八股是明清两代束缚人的枷锁。我对初写学生，改写论说，重刚散文，废除对偶，

篇幅长短，依据能力，绝不限制。六、在课暇时，每向学生说明科举时代如东去流水，永去

不返， “五经”， “四书"肯定废除，其中有可节选者选读，无论如何，古不能复。清代同

治时期，北京已设学校，已派学生留洋，新风已开，思想如不解放，仍读死书，那是无益于

社会的书呆子。1932年，我在大康教书，明是私塾，实是学校，我教文、史、地，王子英教

算书。1944年我在张营学校教书时也教过算术。这些学生报考初中，亦多录取。七、过去私

塾教师重体罚，有的学生在自己位上背得很熬，一到老师跟前战惊之下，背诵不出。老师不

为学生着想，一味乱打，这种做法，我深痛恨。我任塾师即念其弊，从来没有戒尺，不用体

罚。我先告诉他，不会不要怕。偶背不出，我提示一个字，再若背不下去，我便提示整句，

总让他慢慢地想，慢慢地背，并不恶言冷语刺他精神。八、我教育学生常用举一反三的方

式，例如对学生说；书中多字相同，个别不同地方要找窍门，把个别字记住，这旬就会了。

新旧书中，这类句子是多见的，并举好多成语启发他们。

附录1《安徽省政府教育厅训令》

安徽省政府教育厅训令第一四七二号(民国二十一年八月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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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本厅对于私塾，原订有改进私塾暂行规程，各县取缔私塾办法，及省会设塾暂行办法，

颁布时期虽有先后，至其内容，无非一面促私塾之改良，～面取缔不良之私塾与学校邻近之

私塾，以免贻误儿童，妨害校务。前年寒假，本厅曾就省会举办塾师讲习会，召集全城塾师

讲习月余，期满举行各科考试，及格者给予登记证，准其设塾，仍按期视察，择其成绩优良

者，改为代用小学，按月酌予补助以示鼓励。良以公家财力有限，所办学校，不敷容纳学龄

儿童，而在教育行政机关，又不能坐视多数儿童失学，自须积极改进私塾，以补学校教育所

不及。此种计划，中央亦极重视，除由本厅拟定办法八条呈报外，兹将原条文抄示如次，

(甲)限令塾师遵章登记，并一律受检定。

(乙)规定私塾课程，至少须有三民主义、国语、常识、算术(浅近笔算或珠算)，体育

五种科目。

(丙)规定私塾课本，须用教育部审定之教科书。

(丁)规定私塾塾舍，须采光通风，无碍卫生。

(戊)特设塾师讲习，训练塾师，讲习终了，举行试验。及格者予以证书。在规定时间

内，准其设塾。

(己)举行私塾儿童会考。

(庚)成绩优良之私塾，得改为代用小学，并得酌给奖励金。

(辛)严格取缔不遵规定之私塾，凡足以妨害儿童身心之发育者，应限令改进，妨害小学

校务之发展者，应限令迁移，违则封闭之。

以上办法，‘均系根据旧有法规与成案，亦实为改进私塾必取之途径。惟查各县私塾，至

今尚有未施行检定者，自属教育局长任事不力，至巳施行县分，亦多偏于消极，未能积极

以求改进。自此次通令以后，应即督同县督学局员及各区教育委员，切实研究全县私塾如何

调查，塾师如何检定，如何督令讲授审定教授书，如何指导进修，由局说明分团教学，施行

训育与讲求卫生等方法，并将考察私塾与奖惩办法，及筹办寒假塾师讲习，纳之于整个改进

方案中，以便次第实施。除分令外，合行令仰该局长遵即查照办理限于一个月内将遵办经过

详情，先行具报查考。切切l此令。

第三节灵璧知名塾师简介

△鼓复初，名从善，号剡溪，复初其字也。世居灵璧仁育门外，为明邑进士，广西柳州

知府戴达裔孙。入清，其兄辈多蜚声庠序。性刚爽，善作不平鸣，邻里被侮辱者辄代伸直。

幼受家学，弱冠游泮，并习武事。豪子饮，酒酣，为诗更清奇惊人，善骑射，术精穿杨，有养

由基之誉：年既长，贡成均，精通经史，尤擅诗词，书法诚恳，气清笔健，力出众画外，制

艺纯正，应金陵秋闱试，得清真正雅评而荐卷，时元司偏重墨气，不合其绳尺，未获举，试

馆家园，文武生徒，分徒教授。每院试，先生高弟必有获隽者。凤郡八属，士林称羡。长淮

南北，学子纷集，咸以亲炙门墙先获新传为幸事。清贫子弟，恒不索惰金，以裁成人材为乐

事，其慷慨好义如此，士林多德之，平居炊爨每不继，怡然也。卒之日，乏膑殓资，其子典

质薄葬焉。

先生素以小品诗文著称。往往触景生情，借此以讥佞人秽风。先生出贡时，亲友门人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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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联云： “算甚功名，只免得三年两考，哪有荣誉，却少了四两八钱”。

先生享年八十三，设坛三十余年，授徒六百余人。

△胡廷璋，字奉宜，号雪堂，晚号藕庄迂叟，灵璧东南藕庄人，清嘉庆问贡成均。幼

聪颖，长端方，丰仪俊秀。嗜学不倦，年十二采芹泮水，卷首评语云：文盖八属，字盖两

江，文如锦，字如花，欲圈尔文，恐污尔字。其为主试爱重如此。'r'ik法，初学文敏，继宗

二王，晚善率更，神气清逸而峭拔。诗名尤著，意淡而味隽。著有《清音》、《采香》、

《夸荷》等集。以性恬淡，不求上达，教授泗虹间。善诱进，一时登科第者，多出其门下。

虽年逾古稀，犹日研古籍若干页。诗书自课，曾不稍息，诗为士林所称颂，书虽残纸，即目

不识丁者，闻文藕庄书，亦珍若拱璧，迄今弗衰。

△陆德铸，字问颜，号小溪。双沟人，科甲贡生。光绪末年，曾任灵璧儒学教谕，兼奉

祀官。

先生学不干政，公门不达一函。终生从教，始馆于双，再馆于徐，馆子宿，馆于灵。在

灵三迁塾址。先馆于文昌宫，继馆于前学，后馆县衙西。晚年回双，民国十二年病逝，享年

八十六岁。

先生文章德性声冠徐淮。生日作寿，邑贡何序东为其作一篇寿叙。开首日： “晋有陆士

恒，以文章显，陆士龙以道德尊，兼而有之，则问颜先生其人也。”孔子云： “智者乐水，

仁者乐山，智者动，仁者静，智者乐，仁者寿。"又日： “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仁者

静，仁者寿，不厌，不倦。”问颜先生亦兼有之。

两个兼有，先生诚是一位德高望重之师。宿灵诸儒现在思之仍然，门徒皆惜受教时间太

短，有深入宝山空手回之感。

先生在县衙西设馆，近邻家庭常吵闹，四邻为之不安。先生独坐卧室，手不释卷。门徒

问及，先生竟无闻，可谓仁者静也。

每次为门徒讲书，手捧水烟袋，装上烟丝，点着火捻，后火捻烧到手上又接一根，仍讲

下去，每每如此。为着讲书，不暇吸烟，可谓诲人不倦也。

先生为徒讲学，不泥古解。讲《孟子》，口述指画，引经据典。门徒说： “老先生把死

孟子都讲潘了。”他平时教育学生要多读熟记，说： “熟记如物入瓮，需用时信手拈来。，，

先生任敦三十余年，著有《三十韵新作》、《可自吟轩诗草》。灵璧生员多为门徒，被

誉为“高足腾达，多出其门”。

△王守谦，字风竹，娄庄人，以岁历清河教谕。相传先生在京诸弟子为其上荐，帝诏进

京。朝见时，帝日： “弟子皆卿相，先生何布衣?”王未奉答，帝退。诸生怨其师慢君。师

日： “万般皆是命，半点不由入”。众皆为憾，再奏，为师争得圣赐黄马褂及游五岳之惠

遇。沿途官府迎送。归里埋头写书，著有《小隐窝闲话》与《爽言唤世篇》。

△从有道，字贯之，俗称老贯，灵璧南从巷庄人。清光绪十三年中秀才，次年补廪，终

生从教。民国二十七年渣然长逝，终年七十四岁。

先生在固镇、陈早圩、革沟、申集、单圩及从巷等地任教五十余年。重史学，诸弟子皆

能评述历代史实。先生教学认真，一次疟疾发作，双手颤抖，仍坚持把课讲完。

老贯为人忠厚，平易近人。曾主动为贫寒弟子张述祯免去学费。

从先生曾向泗县县府建议开拓岳罗河及张马沟，造福乡里。当圩主时，县摊派从巷庄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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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斤麦草，先生一人总付，不再下分。

从先生逝世后，众弟子为其立碑纪念，碑联为“修身教秉文中子，报道穷如范史云”。

横书“群伦景仰”。碑文系泗洪县举人张仲煊所撰，对联为灵璧盂康侯所作。

△任长选，甫聘卿，自号老游，祖居娄庄区任圩庄，出身贫寒，少业儒。清光绪二十五

年，以三个案首(县试第一，府试第一，复试第一)步入黉门。

公掇芹以后，适逢清政腐败，继之军阀混战。公怀才不遏，曾以玉自喻：“天下岂无玉?

天下谁识玉?玉不炫彩以求售，玉甘有美而在中，然则虽有玉不知其为玉者多多矣l"公将

希望寄托于孺子，致力于教坛。时而陈圩设教，时而黄圩立馆，时而绛帐大店，时而下榻吴

塘。公在自己卧室的门上贴着自撰对联： “春酒熟时留客醉，夜灯红处课几书”。

教不厌，诲不倦，是公从教之准则，循循善诱，是公立教之法。讲授时，总是指画口陈，

离其句读，析其章段，条其意旨，解疑释惑，启人茅塞，使人如坐春风，如沐春雨。

公为人正直，嫉恶如仇。当年灵西盗贼蜂起，百姓荼炭，公曾亲到县衙，要求平息匪乱，

以安民生。洪水泛滥，灵西一带成为水乡泽国，公挺身而出，率领灾区人民开凿一条北起汴

堤，南至沱河，长达二十五华里的分龙沟。灾区人民赠匾一块，上书“泽庆安澜"。

日寇侵略中国时，公年逾花甲，当他看到卖国文人撰写的为日寇涂脂抹粉的“日本东升，

普照中华万里刀时，公义愤填膺，挥毫而成“天朝西转，回衔小岛一屿，”表现了中国人的

民族气节。 一

公于民国三十一年寿终，享年七十五岁。从教四十余年，授徒三百余人。诸弟子伐木为亭，

镌石为志，悼念业师。以公德高寿永，命亭为“德寿亭"。碑身已失，现仅存对联两副，其

一为： “德望众乡邦，纵征聘未加，自有令名镌碣石，寿龄比松柏，虽公卿莫逮，常留嘉荫

庇儿孙"。其二是： “德业遗耆英，言可为表，行可为仿，伐石馋词钦道范，寿龄迈花甲，

子能克家，孙能继志，学诗学礼著徽风”。

第五章新式学堂

光绪二十四年(公元1898年)清帝谕各省府厅州县改书院设学校，。限两个月详查具奏，

即将各省、府、厅、州、县现有之大小书院，一律改为兼习中学西学之学校，”“省会之大

书院为高等学，郡城之书院为中等学，卅I县之书院为小学∥， “至于民间祠庙，其有不在祀

典者，即著地方官晓谕居民，一律改为学堂，以节糜费，而隆教育”。

灵璧于光绪三十二年(公元1906年)将正学书院改为高等小学堂，以书院的学田房租存

款利息为常年经费。首任堂长为从日本留学回来的张采臣(号问轩)，继任者张修玲，张圣

谋(字训浩，两江师范毕业)。

钦定的学堂章程规定，高等小学堂的教育宗旨是“授以道德知识及一切有益身体之事”，

“开通智慧，振兴实业"。

按常规高等小学堂招收的学生应该是初等小学堂毕业者，但因初办，加之学额不足，凡

在十五岁以下在私塾中略能读经而性尚敏者，经考试合格均可入灵璧县高等小学堂。学制名

为四年，实则根据学生程度，可以提前毕业。灵璧高等小学堂初办时招收的两个班一百二十

14



名学生，有三分之一的人一年就毕业了。

学堂向学生灌输“忠君’’、“尊孔"思想。平时教育学生严格遵守《圣谕广训》，每月

朔日，集学生于礼堂，宣读《圣谕广训》一条，每逢皇帝、皇后生日，也把学生集中到礼堂

行礼如仪。

高等小学堂的课程设置以“四书”、“五经"纲常大义为主，以历代史鉴及中外政治艺

学为辅。设有修身、读经讲经、中国文学、算术，中国历史、地理、格致、图画、体操等九

科。

《风阳府志》记载，灵璧子光绪三十二年在城内借用学宫创办公立初等小学堂，即魁星

楼小学的前身，堂长刘汝斌。初办时2个班，以后发腥为4个班。此学堂为儿童教育的第二

步，凡国民年龄在七周岁以上者皆可入学，以“启其人生应有之知识，立其明伦理、爱国家

之根基，并调护儿童身体，令其发育为宗旨"。学堂按简易科开设5 f-j课程：修身、经学与

中国文字、算术，史地与格致、体育。

宣统元年(公元1909年)在县衙门口又创办一所私立珍吾小学堂(在现土产公司门市部)，

一个班，学生30多入，系私垫改良性质，学生入学时要烧香跪拜。学习的书目与一般私塾差

异不大，先学《三字经》、《百家姓》，再学《论语》、《孟子》等“四书”，也开设算术、

体操等科。

附录1 高等小学堂科目程度及每周授课时刻表

第 一 年

学 科 程 度 每周授课钟点

讲《四书》之要义，以朱注为主以切于身心日用为要，读有益
修 身 2

风化之古诗歌。

读经讲经 《诗经》每日约读一二百字，并讲解。 12

读浅显古文，即授以命意遣词之法，兼读以俗话翻文话，写于
中国文学 8

纸上约十旬内外，习楷，习官话。

算 术 加减乘除，度量衡、货币及时刻之计算简易之小数。 3

中国历史 中国历史之大要。 2

地 理 中国地理之大要。 2

格 致 植物、动物、矿物及自然物之形象。 2

图 画 简易之形体。 2

体 操 普通体操、有益之运动、兵式体操。 3

合 计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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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编清末教育

第一章教育宗旨

清朝继承历代封建王朝的教育思想，以儒家思想作为统治人民的思想武器。办教育的目

的是“养成贤才，以供朝廷之用’’。生员学成之后，应“上报君恩，下主人品，学为患臣清

官"。光绪三十二年．(公元1906年)，清政府学部颁布的教育宗旨是“忠君、尊孔、尚公，

尚武、尚实”。

光绪三十二年《学部赛请宣示教育宗旨折》宣称：。所谓尚公者何也?⋯⋯总以尚公为一

定不移之标准，务使人人皆能视人犹己，爱围如家，盖道德教育莫切于此矣。所谓尚武者何

也?⋯⋯欲救其弊，必以教育为挽回风气之具，凡中小学堂各种教科书，必寓军国民主义，

傅儿童熟见而习闻之。⋯⋯体操一科，幼稚者以游戏体操发育善∈身体。稍长者以兵式体操严

整其纪律，而尤时时勖以守秩序，养威重，以造成完全之人格。所谓尚实者何也?夫学所以

可贵者，惟其能见诸实j只也”⋯⋯

为了维护其封建专制制度，清帝还亲颁《训饬士子文》，要求学子“隆重师儒，敦孝悌

以事亲，秉忠贞以立志"。

清末教育宗旨在灵璧有十分明显的体现，灵鐾黉学的明伦堂内璧嵌有卧碑一块，上面载

有圣谕八条，晓示生员“立志学为忠臣清官”做“利国利民之事”。学官三年两次召集全县

生员至卧碑前宣读圣谕，敦促恪守。赏学的大成殿后有“敬一亭"内有四块碑，刻有程子的

《四箴》： “非礼勿视，菲礼勿听，菲礼勿言，非礼勿动”。以此禁钢生员的思想。

清政府竭力推崇孔子。县城每年春秋两次祭孔，城内私塾师生全部参加。农村私塾都立

孔子牌位，上书“大成至圣先师孔子之神位"。蒙童入学的第一天，都对孔子牌位焚香跪拜，

每日进校、离校都向孔子牌位行鞠躬礼。

和统治阶级的教育宗旨相呼应，读书人的目的也是为了做官，一些人屡试不中，至死仍

在试场里转， “青霄有路终须到，金榜无名誓不休"，正是这些读书人的写照。从灵璧学宫

到正学书院(试场)的一段路，取名为“云路街"即是一证。

第二章教育机构

第一节学 官

清朝县级教育行政机构，前日教谕署，训导署，后日劝学所。教谕、训导亦称学官、教

官、校官。学官以下配有礼房、廪局，斋夫、门斗等公务人员。任灵璧学官的皆为贡生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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