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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说明

《佛山市教育志》的编写，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

导，以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共中

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为准绳，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的观点，分析，研究，确定所收集史料的准确性，科学性和系统性，前

后四易其稿成书出版。

本志记述的行政区域范围，以佛山地区与佛山市合并(简称地，市

合并)前的佛山市，即地、市合并后的城区和石湾区的区域为限，不包

括其他县(市)的范围·

本志记述上限从清代后期开始，下限至1988年12月31日止，个别史_

料超越或不及下限的时限。

本志编写，坚持口资治，存史，教育一的目的，采用以志为主，

志，记，传，图，表、录齐全的体例，对各个不同时期的史料运用，

力求做到既反映教育历史又体现教育规律，以突出佛山市教育工作之特’

点·

本志在编写过程中，得到佛山市档案馆，佛山市财政局，佛山市体

委，佛山市图书馆等单位的大力支持，提供各方面史料。教育界老前

辈，各行业热心教育的同志们也提供了许多宝贵资料·市长卢瑞华同志

为本志封面题字。对此，我们表示衷心感谢·

《佛山市教育志》编纂委员会



佛山市建国前称佛山镇，早在唐贞观年间已经得名，是一座有1500

多年历史的古城。它地处富饶的珠江三角洲腹地，气候温和，土地肥

沃，水网交错，交通方便，素称“鱼米之乡一·唐，宋年代已成南方

的经济，文化，交通和贸易的重镇，陶瓷，铸遣，纺织和成药各业都已

相当发达。明，清时，与汉口、景德，朱仙三镇称为全国四大名镇，已

驰名中外。佛山市物华天宝，人杰地灵，教育昌盛，人才辈出，成为岭

南教育事业此较发达的地区之一。

建国后，佛山市教育进入新的发展时期，但在前进的道路上遭受过

严重挫折。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佛山迎来了教育的春天。 “百年大

计，教育为本一的思想深入人心。佛山市党，政各级领导重视教育事

业，各界人士热心支持教育，广大教育工作者千方百计提高教育质量，

教育事业得到空前发展，形成普通教育，职业技术教育，成人教育和高

等教育兼顾，布局比较合理的完整教育体系，为社会主义“四化一建设

输送了大批人才。

蛊世修志．《佛山市教育志》的编纂，是为了弘扬中华民族的优秀

文化传统，将佛山市教育历史再现于读者面前，旨在产生“资治，存

史，教育一的作用。本志力求做到观点正确，体例完善，史料翔实，特

点突出，文风端正。并按照“详今略古，古为今用一的原则和“存真求

实一的要求记述佛山市各个时期的教育历史，力图反映佛山市教育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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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特色，揭示其教育发展的规律，为两个文明建设提供资料和借鉴。

在编纂过程中，编纂人员不辞劳苦，深入各有关单位，走访各级各

类学校和教育界前辈，积累大量资料，经过反复考证，核实和鉴别，历

时三载，四易其稿，奋力成书。由于史料不全，时间仓促，水平有限，

经验不足，错误之处，敬请专家，学者和教育工作者指正。

佛山市教育委员会主任黄汉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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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编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教育

第一章 清代后期的教育

清代的教育制度基本上是因袭睨代的，清代后期佛山镇的办学形式

以书院，私塾和学堂三种类型为主。

’第一节 书 院

佛山镇在清代前后期均兴办书院。康熙十二年(1 673年)佛山士绅

请准两广总督建立田心书院，为官绅文士定期举行会文(即举行诗词文

章竞赛)，以推动封建文化的开展和培养其接班人。至嘉庆五年(1800

年)，南海知事将汾江义学改为佛山书院，院址设在衙前街(即今市三

中教学楼位置)，延师讲经，为附近地主阶级子弟进修学业，准备参

加科举考试，声誉颇高·当时新会梁启超，三水梁士诒都先后在此学习

过·
7

’

这类书院先后在佛山镇设立的还有文昌，心性，桂香，陇西，颖

川，浣江，辉映，福山等十多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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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私 塾

清代后期，私塾分布于佛山镇的大街小巷，为学龄儿童读书学文化

的场所。

私塾分家塾和蒙馆两种。家塾是士绅富商聘请塾师在家中为其子孙

授课，以备进书院和参加科举考试。蒙馆是塾师本人开设，广招百姓蒙

童入学。当时一般小商及劳动人家，不敢指望子弟取得功名，但求子弟

入学攻读三几年，获得一点文化知识以便谋生处世。为适应家长要求，

蒙馆所教内容，以《三字经》，《幼学琼林》、《孝经》、《四书》为

主，其次是教会谋生技能，诸如教练字，打算盘和写信等等。少数国学

造诣较深的塾师，选授《春秋》，《左传》、《毂梁传》等史书，讲读

《古文评注》，练习吟诗作对，故能吸收一些希望进入仕途的贫家子弟。

这类私塾具有因人施教、收费不高、又能学得经商谋生知识的特点，较

受群众欢迎。

第三节 学 堂

清代末年，佛山镇废书院办学堂。1904年(光绪三十年)，清政府

废科举后，南海县衙把佛山书院改名佛山学堂，办高初两等小学。只历

时数年便爆发辛亥革命，民国诞生，因时局动荡，教育无大进展。



第二章 民国时期的教育

民国初年至民国37年，佛山镇的教育可分为四个时期：①民国初期

的十年间，是清末兴起的近代教育的延续时期，封建教育成份还大量存

在j②20年代和30年代初在“五四运动一影响下，资产阶级的现代教育

有了发展，但教育仍很落后。③抗日战争时期，佛山沦陷，人民遭受日本

帝国主义的蹂躏，教育备受摧残，学校深受奴化教育的影响。④国民党

反动派勾结美帝国主义挑起全面内战，在各类学校实行法西斯教育。在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广大师生掀起反对内战反对独裁的斗争。

第一节 学前教育

， 最早在佛山镇开办幼儿园的是191 4年英国女医生捐款创办的怡和莲

女校。初办时仅设幼稚班和女子小学·女校后改为华英女子中学，并保

留了小学和幼稚班，直至抗日战争时佛山沦陷，女校迁港后才停办。抗

日战争胜利后，华英幼稚园在福贤路循道会(今莲花路佛山市税务局地

址)复办。1918年基督教伦敦堂在福宁路开设树德小学，附设一幼稚

班，是带识字性质的学前教育。这两间幼稚园除收相当高的学费外，教

会再给予经费补助。抗日战争后期，私立岭海小学在福贤路潘巷(即今

市三十小地址)开办，附设幼稚班。抗日战争胜利后，南海县府在居仁

里开办中山小学，又在东华里开设中山小学附属幼稚园，规模很小，经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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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学费与拨款解决。上述4间幼稚园的师资，除少数受过学前教育专业

训练外，多未熟识业务。教学内容是教识字、数的初步概念、唱歌和游戏·

第二节 小学教育

民国初年，小学以主办分类：一是公办，有南海县立高等小学校两

间，南海县第四区第一，第二国民学校两间，佛山镇立第一，第二国民

学校两间。二是民办，男校先后有时济，真明、求强，节芳，道济，启

华等1 4问；女校先后有汾仪，乐育，季华、坤本、坤妍，孝德等七

间。三是义学，由镇内殷商大贾捐资办学，但一般办的时间不长，较有

名的有节芳义学等1 1问，分布镇内各处。义学一般不收学费，有些还

发书本，纸，笔、墨，掺为善举。其中以佛山镇闻名的成药老铺李众胜

堂捐资创办的信之．．训蒙义学，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简氏兄弟开办的竹咀

厂义学等，当时都较出名。四是教会举办，191 4年至1922年先后有循道

会举办的华英学堂，先从小学办起。怡和莲女校也是先办小学和幼稚

班，后来这两间学校都发展为中学。1918年基督教伦敦堂开办树德小

学，循道会还办培德、圣德等校。1927年美国教会办公理小学。另有伯

特利、灵光等教会学校·

二，三十年代，佛山镇小学教育较前有所发展。当时公立的，有镇

一小，镇二小，镇三小、南海师范附小，南海四区区立--+和第一，第‘

二初级小学等。私立学校较具规模的，有节芳、季华、元甲、树德，华

英，公理、培德，圣德、坤本、坤妍、励常，民秀、审美，生活，民间

等20多问．

30年代初，男女生逐渐合校合班上课。由于学校增加，不少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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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也有从三年级起办童子军的。

商务，中华两书局出版的小学课本。

高，大多数都有一定教学经验·

抗日战争时期佛山沦陷六年多，

当时课本还未统一，一般采用上海

上课比较正常，教师的文化水平较

佛山小学教育备受摧残·日伪政权

仅办了县立一小，二小两间小学，另外还有几间私立小学·

抗日战争胜利后，佛山镇小学教育稍有恢复，除沦陷时期仍开设的

西华，审美，岭海等校外，复办的有季华，元甲、树德、公理、华英等

校。新办的公立学校有中山，中正，镇一、镇二，镇三和南海师范附小

等校，工会开办的有机工，劳工两校。全镇共有小学25间。

附：季华小学概况

二十年代初，佛山镇郭鉴冰、郭慕兰和郭淑贞三位女青年，从广州

女师毕业后，在我国新文化运动影响下，决心为家乡妇女的文化教育事

业献身，倡办季华小学。1920年3月用自己的积蓄租借石路头大街一些

房子办学，以佛山历史名称季华乡命名为季华女校，兼办高初等小学，

共有7个班，学生173人。因办校成绩显著，深得社会各界的欢迎与支

持。1 923年春，在田心里(即今市二小校址)自建新校舍，添置图书、

仪器，充实设备，成为当时镇内较完备的小学。

由于校长，教师都受过师范专业训练，又有献身教育事业的精神，

因此教学质量较高，培养出不少知识基础和身体素质都较好的学生。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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