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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二个教师节之际，威海市环翠区历史

上第一部教育专业志书<威海市环翠区教育志>出版了o
‘

， 这部近四十万字的志书，记述了明朝永乐元年(1403年)至今

(1995年底)近六百年威海(环翠区)教育发展的历史和现状。多年来，

威海人民为开发、建设威海，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取得了改造社会、

改造自然、发展经济的辉煌业绩。教育事业也发生了巨大的变革和发

。展。新中国建立以后，特别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

威海市(环翠区)的教育事业也是全面振兴，迅猛发展，前景更是光辉灿

烂。以马列主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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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准则，以“实事求是，古为今用”，力求达到客观

性、历史性、资料性、科学性和思想性的统一，是我们编纂此志的基本原

则。

盛世修志，鉴古知今。编纂<威海市环翠区教育志>，通过对威海

(环翠区)教育历史和现状的研究，探索教育发展和变化的规律，找出值

得借鉴的经验和教训，给从事教育工作的同志以智慧和启迪，给后人开

扩视野，了解家乡，继往开来，再创辉煌提供可靠的依据。

教育是一项十分复杂的社会工程o<教育志>又是威海市(环翠区)

教育史上第一部专志，时间跨度长，文字数量多，编纂难度大，但全体编

纂人员尽心竭力，辛勤耕耘，几经寒暑，终成此书。在<威海市环翠区教

育志>问世之际，我谨向全体编志人员及所有关心支持这项工作的教育

工作者和社会各界有识之士，表示诚挚的谢意!’

加蠲



凡 例

一、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以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依

据。不夸饰溢美，不贬低苛求．秉笔直书，寓褒贬于记述之中。

二、本志上限为1403年(明永乐元年)o现有学校简介，多止于

1995年。 一
‘

三、本志以“详今略古”的原则，重点记述近代与当代(即民族、民主

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时期)的教育变革和发展情况。

四、本志采用横排竖写，以横为主，横竖结合。对英占期间、国民政

府期间及日占期间，各自独立成章。其表述则用记、志、传、录、图、表、

照片等体裁，而以志为主。述而不议，述申寓议o

五、本志采用公元纪年，凡有历史纪年者用括号注出。

六、本志对某些重要事件的记述。力求保持共连贯性，适当追溯或

延伸其时限。

七、为全面记载环翠区所辖范围内之教育情况，本志除区属学校全

都纳入各章节外，省、市属设在本区的大专院校和其它几所专业学校也

列入各有关章节o+
’

公、本志所用资料，凡引用原毒者，均用引号引出。大多注明作者

或出处。繁体字改用简化字o

九、本志分为二编。土编自1403睾始，止于1949年9月；下编自

1949年10月1日始，至1995年底。后附近600年来的大事记。尤以近

百年为主。另有附录。全书近40万字o

l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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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概 述

威海的教育源远流长。建卫以前，教育的主要形式是私塾o 1398

年(明洪武三十一年)建卫以后，1403年(永乐元年)设官办卫学，即卫

儒学o 1735年(清雍正十三年)裁卫后，卫学始废，学额附于新设的荣

．成县，后又改属文登县o， t

明清两代，威海的学校除官办的卫学，还设有社学、义塾，主要的还

是私塾。社学是民间设立的地方学校，始于明弘治年间。清时，先后有

社学四处及乡间社学一处。义塾，是免费的书塾，使贫穷子弟能接受教
’

育。康熙年间，威海卫守备李标曾设义塾一处。光绪时，威海义塾有两

处，甲午战后自散。私塾是私人开设的初级学校，明清以前以至英国强

租威海期间，威海城乡普遍设有私塾。私塾虽亦为科举制度服务，但亦

使有机会入学的劳动人民子弟受到了基础教育，起了普及文化的作用o ，

鸦片战争后，列强入侵，民族危机日益严重，有识之士，提倡“西

学”，改革旧制。清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等为抵御日军入侵，振兴国

家，培养海军人才，于1889年在威海设立水师学堂，次年，又设枪炮学

堂、水雷学堂等。首开威海中西合一的职业教育的先河，惜时间不长，

均毁于甲午之役o

英国强租期间，威海的教育是私塾与学堂并举。威海行政长官署

提倡私塾，私塾申请立案，即可得补助。因此乡村仍遍设私塾，规模也

逐渐扩大，最大的竟有学生八、九十人。当时“废科举，兴学堂"的风气

盛行全国，清政府一再谕令士绅募款筹建学堂。威海富绅戚筱田于

1900年即自办清泉小学一所，是威海最早的私立小学校，后地方绅商 ’

又陆续创办小学八所。这些学校，除个别的外，规模都不大，学生总数
4

不过千人。革命先烈于镛在辛亥革命前夕曾在家乡东涝台创办初等小

学堂，在洪智寺创办高等小学堂，宣传鼓吹革命，传播文化知识，是两所

． -／多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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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革命意识的学校。这期间，还有一所国人自办的中学，即有志青年

孙启昌等于1925年募资筹建、1926年春正式开学的齐东中学(后更名

为私立威海齐东中学、私立威海中学)，并有外国教会在威海先后开办

的安立甘堂学校、海星小学等几处中小学。但能受教育者人数极少，全

区文盲占80％以上。

国民政府直辖时期，整顿学校，取缔私塾，增加经费，培训师资，开

展多种教育o 1930年10月，威海卫管理公署成立，一面接管原英办皇

仁等几所小学，一面又废私塾，派员至各区指导兴办小学。对塾师进行

甄别考核，合格者录用。至年底，已有小学188所，学生9233人，入学

率61．55％。对提高小学教师的质量也有所重视。关于中等学校，除

接收私立威海中学改名为威海卫公立第一中学，又创办公立女子初级

中学，并兴建师范学校、护士学校、蚕丝园艺科初级职业学校等，培养多

种人才。但文盲和失学者仍然众多，1934年统计，全区小学生只占全

区总人口数的62‰，中学生则为2．89‰o

抗日战争时期，日军入侵，教育惨遭破坏。城乡小学比1936年减

少74所，。中学仅存教会办的育华中学，原政府所办小学、中学、中等专

业学校，除一中外全部停办。一中迁至荣成，至1940年冬亦因日军扫

荡而停办。

日军入侵后对威海人民一面进行残酷的镇压，一面又开办学校，宣

扬“中日亲善”、“共存共荣”，强制推行奴化教育。爱国师生对此进行抵

制和反抗。在中共地下党的领导下，学校里抗日与投降的斗争十分激

烈，进步学生，热血青年，有的加入中国共产党，有的奔赴解放区，投身

于抗战的革命洪流。

在此时期，中共威海卫特区委领导的解放区，实施民族的、大众的、

科学的、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教育。为了适应抗战和人民群众学

习的需要，采取多种形式办学，有干部学校，有抗日小学、游击小学、“两

面”小学。中等学校创建了荣威联中、文荣威联中、威海师范等。农民

教育有民校、夜校、识字班、读报组等，有90％以上的农民参加了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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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学校面向劳动人民，服务于抗战，它具有生气勃勃的战斗作风，机

动灵活的教学方法，是与旧教育完全不同的新型教育，培养了大批适应

抗战需要的干部o
⋯

，1945年8月，威海卫解放。威海的教育迅速恢复和发展。1946年

统计：市立中学两处，有学生1076人；小学发展至287所，较战前增加

14％，较沦陷时增加60％；入学儿童30570人，入学率76％；失学儿童

较战前减少54％，较沦陷时减少67％o

1947年9月，国民党军队进犯威海，军民备战，学校有的转移农

村，大都被迫停办。威海教育又遭破坏。这时，在农村，教育仍以多种

形式发展，仍贯彻执行“干部教育第一’’、教育“为战争服务，与生产结

合”的方针。为了减轻人民的负担，学校开荒种地，通过勤工俭学，办学

经费逐步实行民办公助。在艰苦的战争环境中，仍培养了大批为解放

战争服务的人才。他们和在抗战时期培养的干部一样，很多成为党、

政、军的各级领导，在建国后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贡献

力量，发挥作用o ．．

：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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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明清时期的教育

第一节 教育行政机构

威海于明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设卫：明永乐元年(1403年)筑

城，随后就建立了文庙，并设威海卫卫学，这就是威海卫第一所官办学

校(注一)。主管卫学的，即儒学公署或称儒学衙门。旧时的儒学公署在

文庙东，由于年久失修，至明嘉靖初年(1522年)，房舍即毁败不堪。嘉

靖二年，山东按察副使冯时雍来威海卫视察，重建卫学，以后又屡有兴

建【注二)。至雍正十三年(1735年)，儒学公署随卫裁撤，学宫(注三)亦由

威海巡检“扃固封守”。以后虽仍有修整，但已失去“儒学公署”的作用

了。 。

管理卫学的学官是教授(注四)，另有训导一至二人。教授一般由进

士、举人出身者出任，掌管学印，负责儒学生员课业品行，协助学道(清

时为学政)举行生童考试及主持孔庙祭祀等。训导则协助教授管理学

校及教诲所属生员。

卫学官员在明万历以前已经无从查考。明万历后有十二任，即：

李凤歧程邦祁赵炳王三命李承学杜鹏云李大臣俞梦圣杨于廷

尹就汤崔数仞王鸿范

清朝因袭明制，由顺治六年(1649年)始，至雍正十三年(1735年)，

86年间，共有学官17人，即：

张所闻梁文宪张联箕张宪臣徐成珠贾瑭姜玉英刘鼎新尚宗濂

张魁光罗光嗣王谦志崔玉汝王瀛董百祥张介正王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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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卫后，威海卫学生童先由荣成县管理，乾隆二年(1737年)又改

为文登县o

(洼一)：关于威海卫第一所官办学校，究竟建于何时，有两个说法，一说始于永乐，有成化

十一年(1475年)邑人王悦创作的1(威海赋>、正德十六年(1521年)邑贡生谷景叻<重请威海卫

印记>及嘉靖六年(1527年)副史赵文耀<重建威海卫儒学记>等文可资佐证。另一说认为建于

明正统十四年(1449年)。清朝编纂的<威海卫志>及<文登县志>主此说。 ，

(注二)：儒学公署若从永乐元年算起，至嘉靖时已达一百余年，其时各项建设均不甚了

解。冯时雍在嘉靖初重建卫学后，万历八年(1580年)指挥王心加重修；天启五年(1625年)指

挥李世勋重建；崇祯二年(1629年)指挥王运隆重建明伦堂；指挥陶运化重修戟门、泮池、棂星

门0石坊(按：陶运化为天启二年任指挥，恐排列次序有误，此据郭文大<威海卫志>)；顺治闻又

重修；康熙年问创建崇圣祠；守备朱孚吉创建名宦、乡贤二祠；康熙十六年(1677年)前后。曾

买丁姓民舍作儒学署。后又倒塌；康熙十九年(1680年)，教授刘鼎新予明伦堂西修草舍一区，

前后五进；康熙五十年(1711年)教授崔玉汝“复僦民居”；康熙五十五年(1'16年)教授王瀛仍

修官署，并改名宦祠草堂为瓦屋；还有守备张迈良(1681--1694年问在任)竖“御碑”两座；教授

王谦志创建照壁；守备韩公远(1708—1721年闻在任)重修西庑，遍设两庑木主，树栅栏干棂星

门外；雍正四年(1726年)，教授张介正重修明伦堂；七年(1729年)，守备张懋昭在明伦堂竖

。“圣训碑”一座。雍正十三年(1735年)裁卫后，虽有旨将学宫“扃固封守”，但仍用学田收益或

官员捐俸进行修缮，如乾隆二年(1737年)邑人布政使王士任捐俸银二百两，重修大成殿；乾隆

四、五年间。以学田租息增修两庑各二闻，易竹笆为木板，重整周围墙垣；八年，以学田馀资重

建崇圣祠。因此，虽然在1735年裁卫，“归并县学”．但“学宫仍未废坠”，遗址大部还是较完整

地保存下来了。

(注三)：在封建社会，教育目的是使读书人明人伦、懂道德，故称学校为“明伦堂”，因堂址

设在孔庙内，所设课程又全是儒家经典。所以又叫它为“卫儒学”。卫儒学连同孔庙统称“学

宫”。详见<威海文史资料>第三辑刘玉明著<威海卫的文庙与儒学教育>。
9

．

(注四)：关于管理卫学的学官，明朝即已规定．至清时仍照旧施行，即省、府、州、县的学官

分别是学政、教授、学正、教谕。但威海卫卫学的学官在雍正十三年以前一直都是“教授”。清

初，教授为正九品。至乾隆时，升为正七品。 4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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训弟子以禁非为，息诬告以全艮善。

诫匿逃以免株连，完钱粮以省催课。
。

联保甲以弭盗贼，解仇忿以重身命。

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钦定学堂章程>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

用”的方针o‘

，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又规定：不管什么学堂，均应“以端正趋

向，造成通才为宗旨”，“以忠孝为敷教之本，以礼法为训俗之本”。

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学部明确提出的教育宗旨是：“忠君、尊

孔、尚公、尚武、尚实”o ．

，∥

～

’第三节 办学经费 一

》
‘

}

。

’

‘ ●

；j ：明时，学校经费靠文庙财产及学田o《威海卫志》记载：万历十三年

￡ ，(1585年)，清查官地共十二段，积地七十亩四分一厘三毫。归学校收

l； 租。．天启六年(1626年)，因水冲沙压免租，水退后学田被豪绅侵占。

鎏 至清时，被侵占的学田退归学校，州、府再支付一部分口清初，有

’擎 廪生20名，廪粮银五十七两八钱六分六厘七毫。教授及勤杂人员俸

鲞 薪由宁海州支给，学院钱粮(包括廪生及贫生的学租银)向登州府支领。

}萋 1735年裁卫后，阖学生员呈请留学田以供修葺文庙之用，学使及文登

。； 县知县俱准照存案o，。 ．

。； 其时，除官办卫学，尚有义塾、私塾村塾等。义塾经费来源主要靠

I 地租或义捐，大致都由办学人承担。私塾的经费和塾师的薪俸，全部由

『t 学生负担。村塾一般视其村之大小、财力多寡而决定塾师薪俸多少。

l 塾师生活通常都较为清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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