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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一) ·。．·

荔湾区是广州市的老城区之一。早在=千年前，今辖区内

就已有文明史，无论地理面貌、经济状况、文化开拓、城区建

设都在不断变化发展。近百多年，其教育的变化发展更大。然

而古往今来，还没有一本反映今辖区内教育发展全貌的志书o。

今天《广州市荔湾区教育志》的出版，可说得是荔湾教育史上

的一件大搴喜事。它以翔实的史料说明从l 840年鸦片战争起

至l 990年止的l 50年的教育发展的曲折历程，特别是反映在中

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j教育妁迅速发展。这本志书以

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记述了正反两个方面的一

经验教训，为今后荔湾区教育事业进—步发展提供了历史借鉴o

《广州市荔湾区教育志》将会有力地推动我区两个文明

建设的开展，值得推荐各界人士尤其是教育界人士—读o ，

广州市荔湾区人民政府区长梁秉江

i993年j月1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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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编纂《广州市荔湾区教育志》是根据《新编地方惠工作

暂行规定》的指导思想与编纂原则、以及广州市荔湾区地方

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的编纂工作要求进行的。 一

i。 本志书记事是从地方教育实际情况出发，较全面、系统、

科学地反映历史风貌，体现时代精神，使前有所稽，后有所鉴，

彰往昭来，发扬光大。在今后广州市荔湾区教育事业的发展中，

本志书将会显示出应有的作用。： ：

’

：，。《广州市荔湾区教育志》编纂成功，体现了市、区各级领

导的高度重视和关心，是我区教育部门全体教育工作者、专家、

，学者、热心入士通力合作的结果，也是全体编纂人员辛勤劳动

的结品。借本志书出版之际，特向—切为本志做出贡献的领导

和同志致以最诚挚的谢意o t‘

：；： 4：-：’， j’ +：，
‘

．

，；，，：。：一’：!．： 广_州市荔湾区教育局局长张雪云
一一，．．⋯。．～“， ’1993年5月1日。

’。
‘ ‘+

J

。‘ ，¨，’：一．．。7j．：． ：一1-+ ，．‘： 。
’

0 t—j i：j 1≯⋯’。o 0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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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例

一、本志的年限从I 840年鸦片战争起至1990年止。
· 二、本志力求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收集、

鉴别、筛选、运用资料，考订史实，分析今荔湾区辖内的教育

事业发展全貌。本着“继承历史，反映现实，服务四化，有益后

世一的目的，反映其起源发展变化，记述其经验教训o
’

三、本志记述事实，贯彻“详今略古，立足当代捧的原则，

在贯通古今历史前提下，清末、民国时期教育略述，Ii晖放以来，

尤其是中共十_届三中全会以后教育详述。惟记述。文化大

革命一时期教育从简，以体现时代特色o． ‘

四、本志采用。事以类聚，聚为一目，分渊}，统纵为主厣
的宏观设计，试图按照搿科学分类，逐类纵写，—线到底一的构

思方法安排材料。口概述符冠于志酋，总括全志。全志之后，

附群大事年表”o全志设书院、私塾教育、幼儿教育、小学

教育t中学教育、成人教育、中等师范教育、中等职业技术

教育、特殊教育八章，是根据今荔湾区辖内教育的八大类型特

点追溯和记述其始末。还设教育科研、教育行政、教师、人

物四章，属于专题性的通纵记述，分另q展示一个方面的发展规

律。各章坚持横向展开，分章、节、日三层。各节则从实际出

发，有纵有横，以横为主，各目则以纵写为主。

五、本志采用志、传、记、述、图表休裁，灵活运用，以

求图文并茂，有关各种教育发展情况一览表、各级各类学校一

览表和各类人物一览表等，一律附于有关章节之中，以补充正

文之内容：

L——～～～————————————————



六、本志反映各个时期的各级各类教育，注意处理详记与

简述的关系。建国以前，今荔湾区辖内尚未成为行政区，各级

各类教育由市或省领导管理，为要追溯历史，应作简述。惟西

村的广雅书院、西关的私塾，在当时较为著名，其史实鲜为人

知，应作适当详记。建国以后，今荔湾区辖内经已成为行政区， ．

幼儿教育、小学教育，成人教育从市转由区领导管理；有一段

长时期，中学下放由区领导管理，而且区内中学有相当数量，与

小学有涵接关系，对其历史沿革、学校设置，以及由区管理情

况方面较详。至于中等师范学校、中等职业技术学校、特殊

学校在本区内为数不多，只述其概况。至于高等学校在建国后

没有在本区内设立，只在。概述一中简单提及而已，不另设专

章、专节记述。

七、本志文字一般采用语体文，但有些引文是文言的，则

保留原状。 一 ．

八、本志根据修志惯例，不为生^立传。搿人物一—章所‘

载教育名流，是那些生前在今荔湾区辖内从事教育工作有突出

贡献的已故教育名人，根据业绩予以立传；对于有突出贡献的

特级教师，只简介其1990年前的突出事迹；对全国、省劳动模

范、先进工作者、教师参政人员(包括提升任县级以上干部、 j

党代表、人民代表、政协委员)分别列表记载。

九、本志资料大部分来自省、市；区档案馆、文献馆收

藏的历代志书、典籍、档案材料；有—部分是走访老同志，知

情人的口碑资料；有—部分是各校校史、各园圃史资料。 ，

十、本志数字的使用，按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国家

出版局等单位于1987年1月1日公布的《关于出版物E数字用 ，

法的试行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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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本志实行主编负责制，从资料收集、观点、+表述到

框架设计；从布局谋篇到具体写法；从统—体倒讶狺风格，均
由集体多次讨论，反复修改而确定。：o：7．一k‘。一‘5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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荔湾区地处广东省广州市西部，现面积11．8平方公里，

东南面毗邻越秀区，以人民路为界；西南面遥对海珠区、芳

村区，以珠江河为界；、西北边缘界以珠江大桥；东北边缘界

以增够大河。区内常住人口54．7万多人，是市区的政治、．经

济、文化教育发展的重要区份之一o ’． ．

广州地区初属交州，于汉献帝15年始称广州，至滴代时

称广州府，府城以南海、番禺两县部份地区合并而成。两县

分界地方，以现起义路南，北京路北，至越秀山镇海楼为分

界，西治南海，东治番禺。当时，，今荔湾区辖内(以下简称

搿今辖区内一)属南海县域。辛亥革命后，废除府制，南海、

番禺两县隶属广东省，分治广州。民国10年(1921)2月15日，

广州设市。成立市政厅，仍隶属广东省。今辖区内划为市属西

区，从而脱离南海县管辖。民国17年(1928)，广州划作特别

市，一直属中央。今辖区内划分有太平、陈塘、宝华、逢源、

黄沙、长寿、西山、荷溪、南岸等区。各区只设区公所和警

察分局。直至民国36年(1945)∥今辖区内仍有太平、陈塘、

宝华、逢源、黄沙、长寿、西禅、南岸等区。
‘。

：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广州解放，今辖区

内开始建立长寿、西禅、黄沙、逢源、南岸：陈塘、沙面等

七个行政区，各区成立区人民政府和中共区临时工作委员会。．

1950年6月，广州市各区调整合并，长寿、西禅两区合并为长

寿区；黄沙、逢源两区合并为荔湾区(不同今日之荔湾区)；

南岸与西村部份地方合并为西村区，各区成立区人民政府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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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共区委员会。(陈塘区并到太平区去，抄面区改为市直辖

区。)1959．年9月，长寿、荔湾、西村三个区合并为西区(当

时全市划分有东、南、西、北、中区)，成立西区人民政府

(1955-,,1967年改为西区人民委员会)和中共西区委员会。

早在明、清时代，今辖区内西部又称西关，现光复路东

向以上为上西关，光复路西向以下为下西关。西关西隅，有

在汉代已开辟的搿一湾溪水绿，．西岸荔枝红莽的荔枝湾·以

后鬣荔湾一之名传遍遐迩，每年夏秋之日，吸引不知多少游

人泛舟其问。到1960年8月，广州东、南、西、北：中区作了

调整，撤镧中区、将中区六个行政街划入西区，沙面区也划

入其内·西区改名为荔湾区，以至今日。

荔湾教育，在近百多年来，变化发展甚大。

一、清代末期 ．

消代，鸦片战争之后，我国发生太平天国革命，全国开

始跋除县学，开办义学。今辖区内只有西隅义学和爱育善堂

义学·书院和私塾继续设立和发展，最著名之书院有文澜、

广雅、陈氏三大书院。外国教会也来开办两所传授西方文化

的书院·私塾以西关最为集中。。

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爆发了甲午、戊戌、庚子之三大

变，改良主义思潮在广东日盛。清政府先后颁布了<钦定学

堂章程》0《奏定学堂章程》；并且下令废除科举，改书院，

，设学堂，改良私塾。从光绪二十二年(1986)起，今辖区内陆

续有官绅办、社团办、私人办、教会办的中、小学堂和蒙学

堂建立，学制为之一新，而私塾与学堂并存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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