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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中共胶州市委爵书记 张大勇

教育，关乎着中华民族的昌盛与繁荣，也关乎着我国改

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各项事业的兴衰成败。 1949 年薪中国

成立后，党和政府十分重视教育事业的发展，特别是改革开

放以来，我们党又提出了"科教兴国"战略，逐步建立起了适

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的、西南二十一世纪的、具有中

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教育体系。五十多年来啡，教育事业的发展

对我国人才的培养、科技的进步、经济的繁荣、民族的振兴

都发挥了越来越大的作用。

跤辉历史悠久，素有"海表名邦野和"金跤判"的美誉，自

古以来就有尊部重教、崇离礼仪的优良传统。春秋时期，孔

子在胶州"讲学"，至今留下了许多美丽的传说。西汉时期的

"跤东大儒"藉谭毕生传授《古文尚书》和《齐论语})，西方学

子求教者络绎不绝，学成后弃官封爵的人不可枚举，对我国

古教育的继承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在随后漫长的封建

社会里，跤卦!尊师重教之风长盛不衰，历代的书院、义学、塾

学并举，学风日盛，名士辈出，科举取仕进士及第众多，仅明

清商代考中进士有据可查者就达 132 人，男山东各ffl县前



茅，曾经培育出书画大师高凤翰、国学大师柯毒打吝等驰名

中外的人才。 20 世纪初，瑞典传教士任其斐在鼓域创办"跤

州私立瑞华小学"，洋学堂开始在胶州发展起来，到建国前，

中小学已发展到 220 处，教师，342 人，在校生1. 5 万人。

中华人民共和望成立后，教育发展历经波折，在改革开

放中终于迎来了万紫千红的春天。在各级党委、政府的领导

下，胶判人民继承租发扬尊师重教的住良传统，积极接行

"科教兴国"战略，全面实施九年义务教育，大力兴办理代教

育事业，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吕前.我市已基本形成了基础

教育、学前教育、职业教育、成人教育等各教并举、梅揭发展

的良好格局。 1993 年我市被评为全嚣特教先进市， 1994 年

成为全国首批完成"普丸"任务的县(市〉之一，义务教育实

施水平不断提高，普通高中教学成绩显著。学前教育蓬勃发

展，启动了合班并园工程，办嚣水平及保教稳步提高。职业

教育扩大了办学规模，加大了联合办学力度，整体办学水平

及办学效益不断提离。成人教育实施"双五富民工程"，社会

力量办学自趋规范，并不断发展壮大，全市已有社会力量举

办学校 43 处。我市已基本影成了比较先进的社会主义教育

体系，"金胶州"尊师重教的优良传统进一步发扬光大并结

出了丰硕果实。

在这漫长的教育发展道路上，我们有过兴奋，也有过悲

哀，有经验可以总结，也有教训需要铭记，我们不应忘记这

撞历史，我们需要面对宫。为了真切反映我市教育发展的轨

迹，讴歌广大教育工作者辛勤耕耘、开拓进取的"园丁"精

神，歌领莘莘学子的报国情怀，保存教育史料，继承和发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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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部重敦的统良传统，跤卦|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办公室

编辑出版了《鼓卦|文史资料》第十五辑(教育专辑〉。该辑从

→定角度、有重点地选择一些近现代教育的史料，试图从横

断面上，通过片断来反映教育发展的真实，让"一滴本"折射

出"太阳的光辉"。这儿有往事前回忆，有事件的记叙，还有

人物传记，内容翔实、生动具体，多层次，多侧面地反映了我

市教育发展的概况。从这些史料中，我们可以看到教育作为

"立国之本"的巨大力量，看到园丁们为实理"教育兴国"战

略商苦心耕耘的业绩，看到历届学子们刻苦攻读、立志报国

的拳拳之心，看到我市JL十年教育事业发展的历程和成就。

该辑的编辑出版，必将对我市教育事业的发展起到积极的

便进作用。

二十一世纪是知识经济的世纪，是全茵茵怠化的世纪，

是一个充满竞争和机遇的世纪。国家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

能力将主要取决于教育的发震、科技的进步和知识的创新。

在新形势下，适应时代发展的要求，素质教育已成为当今中

国教育的主庭律。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只有全面推进教育

改革，发展素景教育，大力培养高科技刽新人才，积极开发

人力资摞，才能实现"科教兴国"和"科教兴市"战略，才能迎

接新世纪的挑战。世界在发震，时代在召唤，希望全市广大

教育工作者按照"三个代表"的要求，发扬成绩，开拓进取，

与时俱进，不断把我市教育事业推向高癫，为胶州市改革开

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不斯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2002 年 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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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文重教话胶井i

杨进春

黯州，历史悠久，地处要塞，自吉以来就是沟通南北之

枢纽，人文套萃之宝埠，是齐鲁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从

薪石器时代起，居住在这里的先民幻，就用勤劳和智慧，创

造出古代胶州;地烂的文化艺术，充实了祖国五千年的历史

文化宝库，为后世子弹留下弥足珍贵的精禅财富，使我们每

一个胶州JL女深感自豪和骄傲。在这个漫长的历史时期中，

胶州地域出麓过像庸谭、法若真、高凤翰、法坤宏、匡、源、柯

酷志等一大批影响齐鲁，甚至莹声国内外的文化教育名人

和著名学者使跤州的古文化和儒家教育大放异彩。

早在春秋时期，客居齐嚣的孔子，为避乱到鼓卦i甜近看

海，被跤翔的父老邀请讲过学。在胶州留下了"囡车岭

堂沟"等传说。

在西汉时期，跤判北关一带的痛潭，就是才学渊博、量

所公认的一代鸿儒，被宣人尊称为"黯东大羁押。他精通古文

《尚书》、《齐论语》等，很重视儒家典籍的整理与传播，成为

孔子后裔孔安国的再传弟子。当时，秦的"焚书坑儒"使许多

儒家典籍几近失传。在孔府黯壁中发现的古文《尚书))，世人

难以辨认。后经孔安匮整理，除传给家人外，还传给了其他



两个族外人:司马迁程都尉朝。庸潭为能纪我嚣的古文化保

存下来并散传到民间，曾不远子千里去鲁国求学子都尉朝。

几年时间，他黠奋钻研，终于精通了古文《尚书>>，连同《齐论

语》等一起整理成书，为古文化的继承和传播散出了卓越贡

献。

庸潭一生在故里设塾教捷、著书立说，耕耘不辍。他的

弟子和再传弟子有张离、胡常、徐敖、王璜、涂惺、桑钦等，都

是国家级的学者。他传习的《齐论语》为东汉末年经学的集

大或者郑玄在整理《论语》方面作了勇史上的重要铺垫。又

为晋代"永嘉之乱"活《尚书》失传，由梅醺枚集的《伪古文尚

书以即今天我们见到的《尚书盯在民间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为挝人称旗和景仰。

庸谭故去后，人们为了铭记他的功德，在其墓前修建庸

生祠。庸生祠曾几代重修，香火旺盛。相传胶州名胜"灌现

泉"，乃庸谭当时讲学、著述洗现之处，泉水清润，牲畜不敢

饮，渭庸生神灵所致。泉边有便道，吉称"庸生古道"。

庸谭一生不慕荣华富贵，垫伏民间传经、授道，著书立

说，确是有德之人，代表了古代儒家知识分子的风范与情

操。高凤翰对庸谭的高风亮节极为挂崇，曾一度作诗赞美，

其族弟真元质更仿效庸生，子灌现泉旁窘草庐，携书童，于

此吟诗作文，揭宽挥毫，留下了许多佳话。

晋代的大学者张华曾在跤州一带做过宫，留下了《博物

志》的辉主皇巨著。

自唐量极桥镇前后，胶颊海运事业空前发达，曾一度到

达了中东、近东，从而文化发达，留下了"板桥三娘子"的神



话传说。又有宰相苏窜到跤#1巡视，来到后来的"胶判人景"

之一"鼓河澄月"处，留下了《挠济胶)11 ))的美丽诗篇。

唐朝末年，高丽诗人崔致远来中窜窜学，曾到大珠出揉

厉，写出了描写大珠tiJ的优美诗章，充实了窘诗的宝库。

至北宋，胶州的经济到达了鼎盛时期，国际文化交流也

发达起来。在公元 1083 年宋廷派承议郎杨景略从胶州出海

去提贺离哥哥颗宗登上王位。不久，有高国王徽第四王子义天

法师带领其弟子到中国来取经，就从胶州登陆，作了-段居

留，繁荣了中韩文化的交流。当时建有高丽亭锚，大文学家

苏轼克到之后，曾作诗赞叹过，说是建得像离窍宫一样富商

堂皇。

宋金末期乡贡进士王伟人元朝后，绝意仕进，以儒鱼教

授乡里，使胶州遭兵焚后又闻弦诵之声。

明清以来，以法若真为代表的跤州法氏家族，是齐鲁有

名的学问世家。法民几代人中，在山东有一定影响的有四五

人，有各种诗文、学术著作传世者 20 多人，他们对吉胶州乃

至山东的文化教育有重大贡献。

法若真之父法寰，苦志力学，学问渊博，尤精经史研究;

并且非常重视对人才的培养。晓末清初跤#1地方由于战乱

灾荒，文化教育几近荒废。法寰毅然在州南的怡云岭设学

语，以讲学为业。一时"远近名士皆出其门下掉。他银重视对

孩子的家庭旱期教育。在一次给弟子讲学时，他四岁的儿子

若真突然向他质疑问难，他感到非常惊奇。从此，他郎对其

进行早期教育，终使若真成为当时名振海内的文学名家。

法若真的因世孙坤宏和均厚兄弟俩，在诗古文词租书



画方噩各有成就，结跤判文化增添了不少光彩。法坤宏曾在

胶判东南沿海处筑"海上庐"一座，自称"海上庐主人"，在此

授佳著述一生，未有一 E 自倦。法坤厚与当时名流纪晓岚、

周永年等 20 余人于泰山结海岱诗社，众皆撞举坤厚为首。

乾隆帝下江南时，坤厚两次迎驾献诗，深得皇上赞赏。

法若真八世孙伟堂，光绪十五年进士，是山东清末著名

的学者和教育家。法伟堂青年时于济离源源书院JA故里前

辈匡源学习，成绩优异。他任青;辛i海岱书院主讲的十多年

中，倾心教书，诱掖后进，造就了大批文化人才。因教育成绩

显著，他被朝廷授予国子监学正。 1902 年〈光绪二十八年) , 

法伟堂受由东巡抚周毒草委托着手筹建山东第一庆新式师范

学堂。为此，他被追中断学术研究，放弃著述，一心扑在筹建

工作上。学堂建成后，他又亲自担任学堂总教习及山东全省

的那范传习所所长等职，为当时由东的教育事业发展岖斗

葫盘，几乎耗尽了他晚年的全部精力。法伟堂治学不立门

户，博览群书，学无不通，通无不精，是山东当时少有的渊博

学者。

肢州南三里坷的高凤翰和郑板桥等同属"扬州八怪"，

诗、书、匾、印无一不精。在其废右臂后，坚持左手书写，其左

手书法为世一绝。他名闻大江南北，胶人妇罪皆知。高凤翰

纪念馆的建立与开放，是文化延续与交流的窗口，是后世对

先贤的缅怀与崇敬。

匡源与柯酷恙，都是胶州籍的教育文化名人，是"金跤

判"的荣耀。匡摞中进士后，曾被召进宫，为咸丰讲经，赐紫

禁城骑马。罢官后迁居济南，应聘为深源书院出长，同时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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