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梨乡莱阳历史悠久，人杰地灵。早在六千多年前就有人类在这里

繁衍生息，辛勤耕耘；几千年来，纯朴善良的梨乡人民尊师重道，弘文

重教，积聚了厚重的文化底蕴。远的不说，自明末以来，卢乡书院、莱

阳二乡师、胶东中学、莱阳农学院等知名教育机构都先后落址莱阳，为

民族复兴和国家富强培养了大批济世英才。崔子忠、左懋第、宋继澄、

宋琬、初彭龄、王塘等诸多有名之士也都从莱阳这块土地上脱颖而出，

在其所在的时代各领风骚，享誉海内o“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完整

准确地记载莱阳教育历史，全面总结莱阳教育的历史经验，彪炳历代

仁人志士献身莱阳教育的业绩，对于继承和发扬弘文重教优良传统，

光前裕后，凝聚人心，建设美好梨乡，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莱阳教育源远流长。从唐会昌年间庙学的产生，到明嘉靖时期书

院的创建；从晚清时期“废科举，兴学校”，到民国时期遍布城乡的“废

庙宇，建学校”；从新中国成立后学前教育、基础教育、职业教育、高等

教育的蓬勃兴起，到今天全面实现义务教育、大中专教育齐头并进，莱

阳教育走过了漫长而辉煌的道路；其间虽几经血与火的洗礼，但教育

的传承却终未间断，承平则如火如荼，动乱则不绝如缕。一部教育史

就是莱阳社会发展史的缩影。莱阳今天的文明进步和经济腾飞，正是

源于教育事业的发展，源于历代先贤的辛勤耕耘。他们不仅为莱阳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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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莱阳教育志

育的过去创造了辉煌，也为莱阳教育走向更加灿烂的明天铺平了道

路。

盛世修志，适逢其时。2002年《莱阳教育志》着手编写，历时四个

春秋，广征博采、略古详今、精磨细研、几易其稿，终于成书问世。本志

上限1840年，下限2004年，较为详尽地记载了境内从科举教育到学校

教育一百六十多年的发展历程，为百年莱阳教育树立了一座永不磨灭

的丰碑。在该志付梓出版之际，我谨向参与编修的全体人员及关心、

支持、帮助该志出版的各界人士表示诚挚的谢意。欲知大道，必先知

史。修志存史是中华民族的一大创举，也是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和传统

美德教育的有效途径。我们不仅要修志，而且要学志用志，要阅志效

贤、继往开来、与时俱进，真正达到教化资治之目的。我相信，具有深

厚根基和光荣传统的莱阳教育，一定能够承前启后，培养更多更好的

人才，续写更新更美的篇章，为莱阳的繁荣富强、和谐发展做出新的更

大贡献o

1。巾
．z-O 0六年三月

(本序作者系中共莱阳市委书记、莱阳市人大常委会主任)

——●_呖霭㈣_：



凡 例

凡 例

一、《莱阳教育志》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

和方法，实事求是地记述境内教育的历史和现状。

二、本志所撰教育史料为“大教育"史，不仅包括基础教育、大中专

教育，而且还有学前教育、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鉴于境内体育工作大

部分时间由教育行政部门主管或兼管，故本志内容还包括境内体育发

展史。
’

三、本志上限1840年，下限2004年底，对一些必须述及的历史渊

源作了必要的上溯，教育干部任职延长至2005年10月。全志共分三

个时期，即：晚清时期、民国时期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其中，民

国时期又分为民国前期(1912年1月一1937年7月)，抗日战争时期

(1937年7月～1945年8月)和全境解放以后(1945年8月一1949年

lO月)o新中国成立以后又分为新中国成立后十七年(1949年10月

一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十午(1966年5月～1976年10月)和

“文化大革命”以后(1976年10月～2004年12月)。部分照片摄于

2005年o
’

四、本志前置概述、大事记，以钩挈全貌、纵贯古今；中设编、章、节、

目分述史实；最后设附录，选载重要文件和资料。

五、本志按志书“横排门类、纵述始末”的惯例编写。融资料性、真

实性、连续性、科学性于一体，采用述、记、志、传、图、表、录等形式，以类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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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事、以事系人，立足当代、略古详今。

六、本志所用资料，除旧志史料外，大部分取自省、市、县(市)档案

馆藏及有关报章杂志、图书资料和年度总结；小部分系调查访问的口碑

资料。资料均经鉴别考证，力求去伪存真，志必有据。

七、本志坚持生不立传但可入志的原则，立传者只限对境内教育做

出突出贡献、社会影响面大的已故教育界知名人士。对境内教育体育

事业贡献大、且知名度高、尚健在的人物，则简介其事迹。

八、境内的行政区划，新中国成立前后几经变更。本志所涉地区范

围，均以当时的行政区划为准。各种统计数字，一般采用统计部门和教

育部门公布的数字，统计范围均以当时行政区划为准。

九、1949年以前，采用朝代纪年并括注公元纪年；1949年10月1

日后一律用公元纪年。文中以阿拉伯数字表示的月、日为公历；以汉字

表示的为农历。

十、为保持概述、大事记和正文内容的一致，本志采取了若干同一

事物交叉互见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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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阳地处胶东腹地，历史悠久，山

河秀美，物产丰富。这方美丽富饶的

土地，曾哺育出崔子忠、初彭龄、左懋

第、宋继澄、宋琬、初大诰、王塘、孙墨

佛等名人志士o 20世纪30年代，老

舍、吴伯箫、何其芳等文学大师都曾在

清代地方官学基本沿袭明制，依

其地方区划设有府学、州学、县学(统

称儒学，为地方官学)，并于乡间置社

学。晚清时期莱阳的学堂有县学、书

院、学塾。由于封建统治阶级特别重

视科举制度，因而各类学堂的主要任

务是为科举考试输送合格的生员。

唐会昌年间(公元841—847年)，

境内始创建庙学(又称学宫，即县学)o

明成化年问(1465—1487年)知县吴昂

创建社学。明成化四年(1468年)知县

陈英在卫东北隅创建大嵩卫儒学。明

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知县牛山木

创建泮东书院。清乾隆十七年(1752

年)知县郝大伦建卢乡书院(久废无

考)。清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知县

张涵就宋荔裳(宋琬)故宅另建卢乡书

这块土地上执过教、讲过学。梨乡教

育不仅培育出了大批救国救民的仁人

志士，而且很多学校还成了早期革命
的策源地。新中国成立以来，梨乡教

育更是青春焕发，一片生机。

院。

这时期，承担儿童教育的组织，主

要是私人设立的学塾。学塾遍及城乡

各地，全县约有700余处。主要有：私‘

塾、教馆(坐馆)、家塾、义学(义塾)o

学塾中主要进行读书、习字以及作文

三方面的教学，是为进入官学、书院以

及应科举考试做基础准备o

鸦片战争后，由于外国资本主义

侵入，中国由封建社会朝着半封建半

殖民地社会急剧发展。科举制度流弊

日益显露，有识之士纷纷上书陈言，奏

请“立停科举，以广学校”o光绪三十

一年(1905年)，清政府下令“停科举

以广学校”o境内于1905年停止县

试，就卢乡书院创办官立高等小学堂，

翌年在该校设师范传习所。书院改为

厂、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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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式学堂和科举制度的废除，标志着

封建旧教育制度在形式上基本结束。

废科举后，宣统元年至宣统三年(1909

—1911年)莱阳共录取大学生9名。

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境内有

官立高等小学堂1所，官立初等小学

堂5所，民立初等小学堂7所，半日学

校1所，师范传习所1所。因受新教育

思潮的影响，是年莱阳创建了第一个

1912年1月，中华民国临时政府

教育部成立后，着手对封建教育进行

全面改革，发布了几个重要的教育改

革令。是年，境内一些地方，利用旧庙

观或租借民房，兴办学校，教育事业有

所发展。至1913年，有县立小学2所，

学生77人。村立、私立小学22所，学

生345人o 1915年，取缔私塾，各类小

学增至144所，学生1967人o 1924

年，各类小学发展到641所，学生9547

人o 1925～1928年，由于捐税繁重，地

方变乱，莱阳教育处于停滞状态o

1929年，各地废庙宇、兴学校，至1930

年，县立、区立、村立、私立小学发展到

1041所，学生22121人，入学率达

37％o 1933年以后，县政府进一步提

倡废庙宇、建学校，村立小学有所增

加。新建校舍也比较正规，区立学校

的校门基本同一式样，教师和学生分

别统一服装。1936年，全县70％的自

然村建立了小学，共1084所，在校学生

教育团体——道群学社。光绪三十四

年(1908年)，又在义谭店(今属莱西

市)创办莱阳县卢西两等(初等、高等)

小学堂。宣统元年，全县初、高等小学

堂发展至40所，学生714人。这些新

式小学堂一面沿袭封建教育制度，尊

孔读经；一面抄袭资本主义国家的学

制、课程、教材，明显反映出半封建半

殖民地教育的性质。

40165人。但学校分布很不平衡，平原

地区及集镇学校较多，山区有很多村

庄未设学校。20世纪30年代，境内部

分村庄仍有私塾。村立、私立小学有

的学习私塾教材，教学方法陈旧。

1915—1930年，外国教会先后在

境内建立了“莱阳浸会中学”“爱邻学

校”“信义小学”“研真小学”“崇文女

学社”(后4所均为初级小学)5所教

会学校。这一时期，境内出现了女子

小学和初级中学，社会教育、职业教育

也有所发展。1912年，创办了县立单

级教员养成所。1913年，创办了私立

单级教员养成所o 1914年，创办了莱

阳县第一所职业学校——县立乙种农
业学校。1917年，创办了县立第一女

子小学。1930年，该校并入县立第一

小学，开境内学校男女合班先例。

1921年，境内在卢乡书院创办了第一

所县立中学——莱阳中学o 1930年，

山东省政府在莱阳设立了“山东省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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