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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志书的作用，在于。资治、存史和教化”。一部志书，通今察古，

有益当代；鉴往知来，惠及后人。故太平盛世，广为修志．《新宁县教

育志》在市、、县教委的热情关注和亲切指导下，通过编志人员行将三年

的努力，现已编纂成册，应运而生．

这部教育志是新宁教育史上第一部专志。它以《中国共产党甲央委

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准则，以全县教育事业

的发展为主线，本着兼通今古，详今略古，详异略同的原则，系统地汇

集了晚清时期、民国时期、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来的教育史料。全书

共三编，三十二章，二十七万余字，较为详细地记述了新宁教育事业的

发展演变过程，．体现了时代特点、行业特点和地方特点．编志过程

中，编写人员广征博采，详细占有资料；反复考证，慎重鉴别真伪。同

时，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写史实，注意看清主流，

抓住本质、揭示规律；写人物，不溢美，不隐恶，实事求是，秉笔直书。

综观全书，纵不断线，横不缺项，内容翔实，文字简明。它是新宁教育

史上一项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基本建设，是一笔珍贵的精神财富。

这部教育志虽已问世，但由于资料奇缺，人事多变，+其中不足之处，

在所难免，有待于来日再行修志的同志补充斧正，使之臻于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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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编晚清时期(1 840二1 9 1 1年)

第_章。：概

1840年以后，外国资本主义入侵；：中国封建社会逐渐改体。在形势的推动下，各地官办

‘

或私办学校相继出现。但清朝统治者为7笼络士子，禁锢国人思想。仍在全国实行封建科举

制度。其办学形式，有儒学、学宫，书院、庙学、义学和私塾，教育内容有八股、诗赋和小

楷等。这些办学形式与教育内容，当时在新宁产生很大的影响。晚清时期，新宁乃一山区小
W

县，经济不太发达，教育也较落后，但仍不乏左右时局，蜚声中外的人物。如江忠源、刘长
i

’

佑、刘坤一等封疆大吏，股肱重臣，曾统辖数省，显赫一时，至今各种辞书，。仍载有他们的
’

。

传略。这些虽属封建人物，但其功业成就，‘．离不开清王朝忠君教育思想的影响。为了探源溯
●

、

本，批判地继承优秀教育遗产，发展本县教育事业，兹将当时各种办学形式分述于后。

．，． 一 ，】棼， ， ^．，， ，‘．J

’ _。 ’+
。’√

～ -。∥：
’|

r· 。

，

．，． 。，。 。÷ ：，

!： 一 }j、一 7’～ ，j ．

脯。
弗一章各种办学形式

．： ‘’ ， ：’ ． ：一
i

7}每

-‘

’
’

l

第一节儒 学

一，儒学的兴起” 。．，

，
．

％ 、1． ⋯ ， ，

新宁自宋高宗绍兴二十五年(公元11,55年)建县后，于县署设立吏部，札部、工部0三
舞 ，

部备有不同的职能。吏部管理官员，礼部选拔生员，工部负责建设0为了培育生员，派员选

l



择办学地址，几经观察，最后择定上坑为儒学兴建基地。但上坑究在何地，今已无从稽考。

地址择定后，即动工修建，前后历时数月，至已未八月竣工。次年庚申六月，讥导何溶云。

“为政以人才为先，才成于学。黟即聘请名师在儒学讲学，对儒生。习之以诗书礼乐，迪之

以纲常伦理，课之以功令，率之以身教。嚣儒学由此而起。。．’憾 ．． ，．，。

t。 ． ，。：‘

一‘

“

， ‘l、
9

。． 。． ’，?。

=、儡学的始建与重修 。x，

新宁儒学始建于弘治十一年(公元1498年)。通判谭公秀，负责主持修建。始建大成
^

J，。

‘” 。‘

殿，左右有修庑堂，建明伦，次建仪门、棂星门J再建明伦堂。共五楹，墙高数仞，格局宏

伟，巍然可观。

嘉靖六年(公元1828年)，改大成殿为先师庙。嗣因年久失修，墙倾庙毁；夷为废墟。

时宰甫到此视察，睹此景象，’不胜感叹，日：“学校养贤之地，摧敝若此，长民者之责一

也。，，遂鸠工重建，经过一番更新，庙庑堂斋，恢复旧观。教谕王士尚慨捐薪俸，添置祭

器，赠买坟典，儒师乃得继续设教，较歌辍而复兴。 。 ，j+

，：

：r ?”
‘

三、科举考试 ．。

t}’
。

Ⅻ

，清代开科取士，习称科举考试。对参考者，有种种严格限制。，是规定各县应考童生的

名额J二是规定为父母服丧期间(一般是三年)不能应考，三是规定衙门差役(俗名差
群’

狗子)、理发者，艺人(俗名戏子)的子弟不能赴考。本县李泽棠，其父以理发为业，光绪。
t

年闻，去宝庆参加府考，被考官禁止入场。他愤慨不已，遂联络府城全体理发业者，提出强

烈抗议，大举罢工。一时全城无处理发，群众大哗，经考官查明原因，取消原有规定，允许

李泽棠应考，结果一举夺魁，考中案首(第一名)，考官为之叹服。
W’

清代各县设教谕，督促秀才勤奋学习，并定期举行考试检查，原定每年一次，称为“岁‘
’r

考”，成绩优异者，每月奖给若干食粮，名日“食饩”，并升为“廪生加。如连续几次考试

成绩低劣，即取消秀才资格。
： o

为方便考生住宿，本县在宝庆(府城)，长沙(省城)两地，建有新宁试馆。大比之
● ‘

年，供本县考生住宿。建在长沙的新宁试馆，地址座落在星田，有房屋一栋，因年久失修，
“

房屋倾圮，于民国二十五年，出卖给含光女校。另于荷花池新购基地，准备重建。嗣因抗日‘
、 意

战起，未能建成。建在邵阳的新宁试馆，地址在王家并，有房屋一栋，由新宁旅邵同乡会管
，

2 ．

培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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