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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桂林，山水甲天下。青山绿水，繁衍了代代子孙。教育伴随着人

类文明史而诞生，孕育着辈辈英才。据史料载。唐李昌蠖创办桂林

州学于独秀峰下，自此以后，学校日增，人才辈出。解放后的桂林，

经济更是繁荣，学校教育更加兴盛。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教育

在改革中不断发展，教育质量稳步上升，每年输送数以千计的大中专

学生，成绩喜人o 《桂林市教育志》以翔实的史料说明：党的正确领

导，教育方针的全面贯彻，教师可贵的献身精神，严谨的学校管理和

必要的办学条件，是教育事业有规律地健康发展的重要因素。 。

教育，事关国家兴衰，历来是志书记述的重要部分o《桂林市教

育志》是从前志基础上发展而来的，但却是自成系统的独立的教育。

志， 它记述了唐代以来桂林学校教育发展的历程，记述了许多教育前

辈为授业解惑奋斗一生的业绩。它既反映了历代先人尊师重教的优良

传统，又反映了盛世之年党和人民为振兴教育的艰苦奋斗精神。事实

证明，、振兴教育是关系到人类社会的进步，关系到国家、民族兴旺的

宏伟大业。以史为鉴，继往开来，愿桂林市教育事业不断繁荣昌盛。

《桂林市教育志》的编纂，历经五载，数易其稿，终于成卷，

这是桂林市教育界的大事。借此，谨向数年如一日，劳累奔波，伏

案笔耕的编辑人员和支持本志编辑工作的有关单位和人士致以深切的

谢意l

夏 炎

一九九二年三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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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

观点，本着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如实地记述桂林市教育的历史和现状，力求思想性、科学

性和资料性相统一。
‘

二，本志遵循详今略古的原则，横分门类，纵写始末，个别地方纵横结合，重点记述近

代，特别是当代的教育史实。上限始于唐，下限止于1990年。记事的地域范围为市城区与郊

区，不含临桂、阳朔两县。“解放前夥、“解放后’’以1949年11月22日桂林解放为界。

三、本志体裁为记，志、传、图，表、录，以志为主，表，录穿插其间。全书文字由概述，

大事记，分类志，人物和附录等组成，分类以教育实践活动为标准，志文采用编年体与记事

本末体相结合的方法进行记述。共分13章，、一般设章、节、目三层次。全书共68万字。

四、本志只记述学校教育，不记家庭教育与社会教育。学校教育着重记述基础教育部分。

五、坚持“生不立传矽原则。入传人物以生年为序排列，对教育有贡献的在世人物，以

事系人入志。

六，记述采用语体文，至于引文中的文言文，仍按原文照录。历史纪年分别用年号纪年

与民国纪年，括号内注明公元纪年，但有些地方根据需要直书公元纪年。解放后用公元纪

年．

七，本志据史料言志，其资料来源不一一注明出处。

八、本志所涉及的机关，团体，凡用习惯称法不致引起误解者，用习惯称法，如称中华

人民共和国教育部为“教育部，，。对有些机关、团体，为示郑重，或免后人误解，一般均用

简称，以利于行文。下附部分机关、团体简称，未列者可类推。

全 称 简称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中共中央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委员会 国家教委

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委员会 国家体委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 团中央

中国共产党广西省委员会 中共广西省委

中国共产党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 自治区党委

广西省人民政府 省政府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 自治区政府

广西壮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 自治区革委会

广西壮族自治区教育厅 匿教育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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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壮族自治区教育委员会

广西壮族自治区体育委员会．

中国共产党桂林市委员会

中国人民解放军桂林市军事管制委员会

桂林市人民政府

桂林市革命委员会

桂林市人民代表大会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桂林市委员会

桂林市教育局

桂林市体育委员会

桂林市科学普及协会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桂林市委员会

区教委

区体委

中共桂林市委

市军管会

市政府

市革委会

市人大

市政协

市教育局

市体委

市科协

团市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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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据考古工作者在市区宝积岩和甑皮岩洞穴中所发现的文化遗址证明，桂林在旧石器时代

就有人类活动。夏、商、周时是百越中西瓯人的居住地。秦属桂林郡。汉设始安县。唐改始

安县为临桂县。宋属静江府。元属静江路。明，清时均为广西省桂林府，府治设于临桂县。

民国初年废府改临桂县为桂林县，29年(1940年)废桂林县，恢复临桂县，设桂林市。解放

后，为广西省辖市。桂林，作为广西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历时一千多年，是我国的历

史文化名城之一。其人口情况为；1940年市区总人口为19．77万人，1950年为13．73万人，

1965年为25．87万人，1990年为50．96万人。

桂林地处桂北，中原文化较早从这里传入广西。远自唐代，独秀峰下已建有桂州学，一直

延至清代。张拭，朱熹等著名学者曾为桂林府学题记。自宋以后，又先后建立县学、社学，

义学、书院和学堂。宋建宣成书院，明建桂林书院，清建秀峰，经古、桂山等书院。由于府

学，县学、书院的普遍建立，读书和参加科举考试的人数日益增多，人才辈出．唐昭宗乾宁

二年(895年)，乙卯科赵观文状元及第，是广西历史上的第一个状元．清嘉庆二十五年

(1820年)庚辰科陈继昌乡、会、殿试连中三元，传为美谈。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辛丑科

龙启瑞，光绪十五年(1889年)己丑科张建勋、十八年壬辰科刘福姚，均获殿试第一甲第一

名状元。科举考试，广西只中九个状元，桂林有五。明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庚戌科吕调

阳和清同治四年(1865年)乙丑科于建章均获殿试第一甲第二名榜眼。自隋唐至清，开科考

试，文科中式进士桂林籍有277名，武科进士22名，制举18名，文科举人2012人，武举人

268人。这些数字，不仅说明当时教育之发达与教育质量之高，而且说明桂林人才济济。清

末，废科举，办学堂，桂林办有体用学堂、优级师范学堂、广西法政学堂和广仁学堂等。

民国成立后，桂林的高等院校和中等学校，著名的有广西公立法政专门学校、广西大学，

广西省立师范专科学校、广西省立第三中学校，广西省立第二师范学校，广西省立第一甲种

工业学校和桂lU中学校等。民国27年(1938年)，时值抗日战争，沿海和华北一些学校相继

迁来桂林，一批文化教育界知名人士纷纷来桂活动，桂林成为西南大后方一个进步的文化中

心，学校教育空前发展，大专院校达9所之多，公私立中小学校达100余所。这为尔后桂林教育

事业的发展留下了深远的影响。但到了民国34年抗日战争胜利后，学校教育每况愈下。解放

前夕的1949年，设在桂林市区的大专院校，只有广西大学，广西医学院，广西艺术专科学校和

私立西南商业专科学校等4所，在校学生2228人，属市辖的公私立中学和中专共14所，在校学

生只有3432人，公私立小学校42所，在校学生仅8159人’幼稚园4所，入园儿童320人。教师

生活非常困苦。教育基础非常薄弱。然而，桂林的青年学生却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在中国

民主革命的各个历史时期，青年学生的大多数都投身到人民反帝反封斗争的行列，为革命作7

出了应有的贡献，在广西人民革命史上谱写了光辉的篇章。

1949年11月22日桂林解放，市军管会依据“原职原薪，原封不动，维持现状，逐步改

造"的政策，陆续接管了各级各类学校。1949年12月，各学校先后复课，取消了国民党实行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免．娃蒜斋薮备者

的训导制、军训制，以及“公民"、“军训，，、“童军，，等课程，开设了马列主义政治课，

使用新编教材，有效地开展教学活动。各类学校积极采取措施，吸收工农子弟入学，发放学

生助学金，解决工农子弟上学困难。在市民和农民中间开展扫盲工作，开办职工干部文化学

校(班)。

1950年至1951年，市文教局利用假期举办教师讲习会，组织教师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

毛泽东思想和党的方针政策。1952年组织中，小学教师参加土地改革工作队。1953年在大，

中，小学教师中进行思想改造运动，有效地提高了广大教师的政治觉悟。
。

．，

1951年6月，市文教局派汤松年参加中南六省教育参观团赴东北参观，了解老区学习苏

联教育，使用新教材、教学方法等经验情况。同年8月，省文教厅召开中等教育研究会，决

定以桂林中学作为推行东北老区学习苏联经验的试点学校。1953年，桂林中学的试点经验开

始在全市中学推广。从此，全市中小学校掀起了学习苏联凯洛夫教育学的热潮，改变了满堂

灌的陈旧教法，推动了学校的教学改革。与此同时，各中小学校采取多种多样形式，对学生

进行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思想教育，特别是加强学生的“五爱"(爱祖国、爱人民、爱劳

动，爱科学，爱护公共财物)的品德教育。接着，又遵照毛泽东主席提出的“健康第一黟和

“身体好、学习好，工作好黟的指示，开展劳卫制体育锻炼，学生体质普遍得到了增强。至

1956年，全市学龄青少年儿童入学人数有了增加，幼儿园在校儿童为3978人，小学在校学生

为17086人，中学在校学生为6517人。

1957年，全党开展整风运动，并发动群众，反击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进攻，这是

必要的，但是，反右派斗争的扩大化，使一批教职员被错划为“右派分子”，广大教师的积

极性受到严重挫伤。
’

1958年，党在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之后，轻率地发动了“大跃进修和“人民公社

化矽运动，使得“左，，的错误严重地泛滥，这种“左，，的指导思想也反映到当时进行的“教

育革命矽中，全市各学校掀起了大办工厂、农场的热潮，许多学校师生停课炼钢，全教育系

统的矗劳动大军’’浩浩荡荡开赴支工、支农第一线，为时之长，少则半月，多则二至三月

不等，师生过多的劳动，冲击了正常的教学秩序，影响了教育质量。在“教育革命?中，教

学也要放“卫星"。1959年9月，全市学校学习和推广“平果经验，，，组织师生自编教材，

实行几天甚至几节课讲完一本书的“经验"，违反了教学的基本规律，使教育革命走上邪

路。同年，全国开展了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运动一直持续至1960年下半年，全市

有一批教师又受到不同程度的批判。

1961年春，党中央提出“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9月，教育部按照中共中

央指示，先后草拟了《高校六十条》，《中学五十条》和《小学四十条》(草案)，总结了

建国以来教育工作的经验教训。1963年，全市各校开始试行，恢复以教学为中心，加强“双

基"教学，从而推动了教育方针的全面贯彻，使学校工作走上了正常轨道，教育质量有了明显

的提高。同时，开始进行十年制的学制改革试验，即在桂林中学，桂师附小和四会路小学实

行改变教材体系的试验，在市一中，穿山小学，杉湖路小学实行不改变教材体系的试验。据’

统计，1965年，全市中学在校学生11523人，小学在校学生47220人。与此同时，在“两种教

育制度"的精神指引下。半工半读的中等教育也有发展。1964年至1966年先后开办半工半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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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1 o所，学生达1755人。 一。

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竹开始，大中学校由于受到北京一些高等院校的影响，首先出

现“火烧打，搿炮轰黟党委·类大字报，很快由大字报发展到大辩论，由少数学校发展到多

数学校。同年8月18日，广西师院学生带头上街，游斗“走资派"，继而进驻市委大院矗静

坐黟。此后，全市各学校师生纷纷成立“战斗队”，停课闹革命，开始大串连，揪斗领导干

部，学校党政组织陷于瘫痪，学校秩序大乱。1968年5月，在反革命江青的口文攻武卫"的

挑动下，不少学校成为武斗据点，图书，仪器大量流失，许多教师和干部被揪斗，被关押，

被以种种手段进行人身迫害。许多青年学生受蒙蔽而参加武斗，有的还无辜地被断送了生

命。同年8月下旬，军宣队、工宣队陆续进驻学校，领导“斗，批，改黟。在“左"的错误

思想影响下，各学校开展了对“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大批判，大抓所谓“三尺讲台修的阶

级斗争，搞搿工宣、学生，教师"三结合备课，鼓励“小将上讲台”，而广大教师被贬为

“臭老九"，列为“再教育"对象。在教学过程中，以政治代替业务，以劳动代替学习，学

生无法学到系统的文化知识。1973年， “四人帮”先后抛出了“白卷英雄拶和搿一个小学生

的日记摘抄"两个典型，1974年又炮制了“马振抚公社事件∥、．“批林批孔"，以后又抛出

“朝农"经验。这一股股黑风吹来，使学校教育再次遭受灾难，一些教师被当成“师遭尊

严"的典型而受到批判。所有这些，使桂林市教育事业遭到严重破坏。1976年lO月，粉碎了

江青反革命集团，教育事业获得了新生。

1978年12月，中共中央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这是我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重要会

议。我国教育工作从此进入了历史性的转折时期。桂林市的教育工作也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历

史发展阶段，从各方面开始拨乱反正，各校依据中小学工作条例规定，先后恢复和健全了各

种规章制度，对错划为“右派分子”的教师予以改正，对“文化大革命"前的历史遗留案件

进行清理，对“文化大革命∥中的案件平反昭雪，进一步加强学生的思想政治工作，使党的

教育方针得到正确的贯彻，教育质量不断提高。

1980年1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作出《关于普及小学教育若干问题的决定》。1981年，

市教育局制定普及小学教育的方案，集中力量抓入学率，巩固率和合格率。1987年8月，市

教育局制定《关于实施九年义务教育方案》。至1988年，小学普及率城区为99％，郊区为

97．2％，达到部颁标准。小学生升初中城区为100％，郊区为93．1％。 在扫除文盲工作中，

获自治区宣布为脱盲市称号。

1985年，根据教育部《关于中等教育结构改革的报告》指出的“有步骤改革现行的教育

制度，改变中等教育单一化”，全市开办了职业高中班，新办了各类职业中学，使中等教育

结构逐渐趋于合理，逐步做到“先培训后就业"，提高了劳动者的素质，使学校教育更好地

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从1980至1990年，全市职业高中共招收学生8235人。

1988年4月，市人民政府发出《关于贯彻自治区人民政府抢修中小学危房紧急通知的决

定》，要求全市人民集资支持抢修中小学危房的工作。至1990年12月，全市中小学抢修危房

工作基本完成，共抢修面积69584平方米，达到自治区抢修危房验收标准。

1989年，自治区教委规定。区辖南宁、柳州、桂林、梧州，北海五市初中毕业年级实行

会考，由区教委统一命题。会考结果，桂林市的政治，语文，数学、化学、物理五科的平均分



均居五市之首，英语居第二。1990年全市初中毕业继续参加毕业会考，结果六门学科的平均

合格率为62％，语文、数学，英语，化学，物理五科平均分居五市之首，政治科居第二。高

等学校招生考试，从1977年恢复高考以来，至1990年，全市高中毕业生参加考试的上线率，

优秀率均居全自治区的前列，为高等院校输送新生8262人，为中等专业学校输送3746人，为

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作出了贡献。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全市教育事业发展迅速。据1990年统计·全市有幼儿园114

所，’498班，在园儿童13136人。小学91所，1474班，在校学生56067人。中学38所，547班，

在校学生23890人。职业高中10所，85班，在校学生3260人。中专12所，在校学生5885人．

技工学校11所，在校学生2198人。高等院校7所，在校学生10940人。

。’：9教育之重要，向为人所共识。办教育、立学校，事关国家兴衰大计。解放以来，桂林市

的教育事业，随着不同时期的政治要求和经济事业的得失而起落，有进有退，有经验又有教

训，但从总体上看，．是前进的，发展的。特别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教育事业稳步前

；进，尊师重教蔚然成风。在’“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黟的思想指导下，全

市教育事业正在腾飞，正在飞向更加光辉灿烂的明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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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

大历年间(766—779年)，观察使李昌螋创建桂州学。

乾宁=年(895年)，赵观文应殿试重试，中进士第一。

宋

熙宁年间(1068一1077年)，桂州学迁城东南隅。

绍兴三年(1133年)，桂州学改为静江府学。

乾道二年(1166年)，府学毁。三年(1167年)，重建于城西始安郡故址(今桂林中

学)。

淳熙三年(1176年)，知府张拭重修府学，朱熹作《重修静江府学记》．

景定三年(1262年)，知府兼经略使朱祀孙建宣成书院。理宗赐搿宣成书院一匾额。

兀

世祖至元十四年(1277年)，府学，宣成书院毁子兵灾。

至元十七年(1280年)，府学重建大成殿，改为静江路学。

元贞二年(1296年)，重修宣成书院。

皇庆年同(1312一1313年)，临桂县学迁郡城南。

‘、 明

洪武五年(1372年)，静江路学改为桂林府学。‘ 。

洪武=十八年(1395年)，临桂县学迁府学右宋宣成书院旧址(今桂林中学右侧)。

洪武年间，桂林府学和宣成书院竖“卧碑黟于校。

正统十二年(1447年)，府学建省登科题名碑。 ，

嘉靖三年(1524年)，巡抚御史汪渊在府治西建桂林书院。

嘉靖年间(1522—1566年)，督学王宗沐在城北建丽泽书院，在城内建阳明书院。

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吕调阳应殿试，中第一甲第二名。

万历年间(1573—1620年)，宁远门外和两江口各建社学一所。

天启年问(1621—1627年)，督学曹学俭在文昌门外建漓江书院。

床熙十一午(1672年)，扩建桂林府学。

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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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宣成书院迁城西谯楼右线伯花园旧址(今榕湖小学后面)，

改名华掌书院。雍正二年复名宣成书院。

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知县张遴在宁远门内建临桂县义学．

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仁帝御书“万世师表’’匾予府学文庙中。

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巡抚陈元龙在栖霞洞前建阜成书院，后改名栖霞书院．

雍正十年(1732年)，在城西北府学东建留恩书院。

雍正十一年(1733年)，奉旨在城东叠彩山下建秀峰书院。 ．，

、

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陈宏谋捐水田170亩、早地253亩，归临桂县学为学田。．

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陈继昌乡试、会试、殿试均获第一。

道光十四年(1834年)，广匹布政使郑祖琛在丽泽门内孔庙左侧(今桂林中学)兴建榕

湖经舍(又名经古书院)。 ，

道光十五年(1835年)，广西督学使池生春编订《塾规24条》。

道光年间(1821—1850年)，广西巡抚郑祖琛在叠彩山南麓建桂山书院。

．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龙启瑞应殿试，中第一甲第一名。

同治四年(1865年)，于建章应殿试，中第一甲第二名。 ．

光绪十五年(1889年)，张建勋应殿试，中第一甲第一名。 ，．

‘光绪十八年(1892年)，刘福姚应殿试，中第一甲第一名。

光绪二十年(1894年)至二十三年，康有为先后两次来桂林讲学。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广西巡抚使黄槐森奏准在桂林文昌门外开办广西体用学

髫。 ‘

基督教宣道会牧师孔道宏来桂林传教建堂，在义井头开办小学和幼稚园。

巡抚黄槐森在临桂开办义学5所。

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巡抚丁振铎将体用学堂改为广西大学堂。

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巡抚柯逢时奏准朝廷将广西大学堂改为广西高等学堂．

光绪三十年(1904年)，广西高等学堂附设小学堂．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巡抚林绍年在秀峰书院旧址开办法政讲习所。

桂林府中学堂成立。
。 。

临桂两等小学堂成立。

广东旅桂同乡会在东华路开办私立公益小学堂。

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广西测绘学堂成立。

广西高等学堂改为简易师范学堂。

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桂林天主教圣母会开办法中文学堂。

桂林五个警察区境内均开办小学堂。

广西法政讲习所改为广西法政学堂。

广西女子师范学堂成立。

广西省教育总会成立。

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广西第二初级师范学堂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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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统元年(1909年)，广西省立模范小学堂成立。

广西农林试验场附设讲习所改为广西第三中等农业学堂。

宣统三年(1911年)十月，桂林中等以上学堂的学生和有志之士，成立广西北伐学生敢

死队，拟从军北上。 ．

中华民国

民国元年(1912年)，学堂改称学校。废旧学制，行新学制。

开办省立第二师范学校。
‘

李任仁、靳汝端等发起分别在西门黄泥井，湾塘等处开办私立临桂，务本，崇实三

所中学。

中小学设班主任制。

省教育总会随省会迁邕。

民国2年(1913年)，省立第一甲种工业学校成立。

桂林府中学堂改为桂林县中学校。

省立第一甲种农业学校成立。

私立临桂、务本、崇实三所中学合并，成立桂山中学。

民国3年(1914年)，广西法政学堂改为广西公立法政专门学校。

民国4年(1915年)，桂林县甲种工业学校成立。

民国6年(1917年)，桂林道立师范讲习所成立。

民国8年(1919年)10月，公立法政专门学校、省三手，桂山中学等学校成立“学生爱

国会"，后改名搿全国学生联合会桂林分会"。

民国12年(1923年)，中小学实行《壬戌学制》，即中学实行“三三制黟，小学实行

搿四二制黟。

民国14年(1925年)6月， “五卅惨案黟和拓沙基惨案弦后，学生组织“广西桂林桂山

中学学生军一，支援上海和省港工人罢工斗争。

省立第二师范附设幼稚园。

桂林二十县合立女子师范讲习所改为省立第=女子师范学校。

民国15年(1926年)，中共桂林县支部成立，开始在学校发展党员。

广西学生联合会通电全国，声援省港工人继续罢工。

民国16年(1927年)，共青团桂林地委成立。下辖省立女师、省立二师、省立三中等三

个基层团组织。
“ ‘

开办县办小学13所，区办小学11所。

民国17年(1928年)，中小学开设“党义课’’，中学开设“军事训练课”。

8月，省立三中和省立第二师范成立共产党支部。

民国18年(1929年)12月，省立第二女子中学成立．
“

民国20年(1931年)，国民政府定6月O日为教师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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