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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这本专辑资料，是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诞辰四十周年的喜庆

日子里编辑成的，谨藉此向祖国奉献一份薄礼。

本专辑中的史料，所忆述的是自清未民初至建国后五十年代中

期，福山教育事业发展的基本情况和走过的道路。其中，选择了一

些在各个阶段比较具有代表性及一定特点的学校和事件，着重予以

陈述。为了阅读方便，我们将半个世纪的历程，划分成三／卜大的时

期辑成上，中，下编。有些资料是跨时期的，因而，三编是互相联

系的、不可分割的。
’

温故以知新，顾后而瞻前。史料中，表现出的福山人民历来热

心兴学、尊师重教的优良传统及师生们在艰苦条件下，辛勤育人、

刻苦学习的精神，都是值得我们今天学习继承和弘扬光大的。在现

今，全党全民同心同德加速社会主义教育事业发展的氛围中，这些宝

贵的精神财富，定会给我们以新的鼓舞和力量。

众多福山籍的老干部、老教育工作者、老校长，老教师，怀着

惠及后代的极高热情，为这本专辑提供了大量的珍贵资料。际此，

我们谨向支持本专辑的全体同志致以崇高的敬意和衷心的感谢!

由于掌握资料的局限，编辑水平不逮，此专辑错漏之处定然存

在，敬希知情人及各界读者不吝教正。 ．

编 者

一九八九年十一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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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编

清末民初至以七七”事变

前的教育

谢樾亭热心兴学

——福山最早的学校“育黎模范两等学校”

孙治吾整理

福山县(不含原属福山之烟台商埠)最早的学校为西关村富绅

谢樾亭捐资创办的“育黎模范两等学校”。谢氏谱书记载： “谢荫

堂，字樾亭，清附贡生。光绪乙巳，吏部考取誊录，候选布政司理

问，例授承德郎。光绪末年，朝廷仿行西法，诏各省创办学堂，民

皆狃于故>--j，吾邑尤甚。独于群情观望之际，首办师范讲习所，聘

留东毕业生充教>-j，风气于是渐开。后又创办育黎模范两等学校，

身任校长兼教习十数年，不取束金，且捐巨款，隶教育部奖给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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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质‘嘉祥章’。生于咸丰八年十二月初三日酉时，卒于民国八年

七月十四日未时，享六十二寿，葬吕格庄新阡”。按此文中“身任

校长兼教习十数年”一语推断，育黎小学当成立于清光绪未年，可

能比县立高等小学堂的成立时间略早。据曾在育黎上学的宋启运、

鹿华民二位老人回忆：育黎小学校合在西北关村西北郊天齐庙内。

民国七、八年时，二人尚在该校读书。当时有六个教学班，分高初

两级，初级为四年制，高级为三年制。有教室五或六个，其中四个

是新建教室，屋顶为四坡五脊型，新式玻璃门窗。其他教室借用庙

内殿字，有个教室即设在雷神殿内，神像尚未搬出。有教师六、七

人，谢樾亭之子谢寅初也在校任课。开设课程，初级有国文、修

身、算术、尺牍等；高级有古文、论语、历史、地理、理科、尺牍

等：高初级皆设唱歌、图画、体操、珠算、手工等课。操场在学校

门西，内设篮球架一付，高级班学生常在体操课或下午课后时间在

操场练习打球，有时也组织篮球比赛。育黎是福山有军乐队最早的

学校，乐器也较齐全。学生列队参加某些集会活动时，如春季到奇

泉寺观赏梨花，秋季到野外登高远足，或参加地方名人、士绅婚丧

礼仪等，皆有乐队奏军乐前导。

育黎体罚学生不很严厉，不用戒尺打手心，对不守秩序或学习

不用功的学生，一般只是罚站，或用教鞭敲打几下，以示惩戒。谢

氏父子还鼓动学生捣毁庙内神像，因地方顽固势力反对而中止。县

立小学成立初期，声誉似不如育黎，故城关及其附近村庄的群众，

多愿让子弟到育黎上学。有一年，县立小学招生名额不足，教育行

政机关还令育黎拨给县小两班学生。

谢樾亭早期曾受康、梁维新思想影响，故能于清廷诏令兴办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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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之时，率先响应，捐资创办了福山最早的一期师范讲习所，为福

山培养了第一代学校师资，随后又创办福山第一所新型学堂一一育

黎小学，为民国初期城乡小学的建立提供了模式榜样。福山早期成

立的小学校，教师多为以前的塾师，只能教学文科教材，至于数

理、音乐、美术、体育等课，皆须学校毕业的青年教师担任。育黎

小学的高级班，也为当时的小学提供了一部份新教师o‘谢樾亭实为

福山兴办学校教育的先驱，对福山的教育事业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当时的教育部因谢氏热心教育，独资兴学，成绩卓著，曾通令嘉

奖，并发给二等金质“嘉祥章”一枚。谢樾亭去世后不久，育黎小

学亦随之停办。

福山最早的女子小学——端华女校

孙治吾整理

民国以前，福山既无女塾，更无女子学校。继谢樾亭捐资兴办

育黎小学之后，另一位开风气之先的热心兴学的人，是首创福山女

学的开明士绅谢子衡。

据谢氏谱书记载和萧幼臣，鹿滋泉、卢忠喜诸先生回记：谢子

衡，名寅修，本县西关村人，系谢樾亭之族侄。清末，去四川省府

候补知县期间，曾任职于财政、税务机关，宣统二年(1 910)回

里。民国元年(1912)，出资创办了一所福山最早的女子小学一一

端华女校，教室即设于其家内南厅，谢自任校长，另聘教师任课，

其女谢东英(烟台蚕丝学校毕业)亦在校任义务教师。学生多为城

关女青少年，分高初两级。课程设置与育黎小学同。其时，育黎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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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规模扩大，开支亦逐年增多，谢樾亭独立难支，谢子衡即随时捐

款维持。民国四年，山东省教育厅曾奖给谢子衡银质一等“嘉祥

章"一枚。民国十一年前后，县长萧彝元又赠给匾额一面，以示嘉

奖。该校于民国十四、五年停办，高初级皆毕业学生数期。

注：孙治吾，男，70岁，盐场村人。1945年参加教育工作。建国前曾任西牟完小等

校佼长。1952年在福山中学任教师。1978年离休。

福山商业学校始末

谢紫绶口述 张允德整理

福山县商业学校创立于民国初年，我是1 927到1929年在该校读

1—3年级。校址在东门里“明伦堂” (即现在人武部处)西大院
●

内。

烟台自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开埠后，商业迅速发展，各业商号林

立，急需经商人才与从业人员，为适烟、福商业盛隆之景况，因

之，福山商业学校便应运而生。此校原名福山县甲种商业学校，后

因烟台设立商业甲种学校，遂改称福山商业乙种学校，造民国十二

年(1 923)又改名福山职业学校。
‘

该校为官办民助，民助多系福山内外官绅、商主。设董事会，

其董事成员多是捐资助学人士，如西关村人谢樾生(“福隆号"东

家)、芝阳村人林瑞卿(日本大阪华商“匣昌”总经理)、城西村

人王新斋(烟台“双盛号’’东家)、宫家岛村人张桐人(烟台矗张

桐记，，海味杂货店东家)、大屋村人王家斌(贡生，教育局长)、

房家疃村人房枢铭、西关村人谢子衡(“通生’’钱庄东家)、城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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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人陈金山等2 o余位。

该校首任校长由子勉，王作舟继任(山王家村人)，未任校长柳

紫阳(高疃村入)。其教员先后有：杨庚明(秀才，候山村人)、

柳恕和(高疃村人)、郭子升(门楼村人)、姜祖坡(三十里堡村

人)、于齐东(奇章村人)、车廷绍(北车家村人)、郭永安(隆

口村人)、孙凌云(东北关村人)、史菁轩(汪家疃村人)等20余

人。

学制七年：高级班三年，初级班四年。共七个年级七个班．每

班学生30—40左右，其高年级课程有：国文、算术、英文、地理、

历史、珠算、簿记，修身、体操、音乐，图画：．手工、商业要项、

商业尺牍，四书；初年级课程有：国文、算术，修身、常识，儿童

尺牍、体操，图画、手工、唱歌。高年级每星期六下午开一节商业

实习课，由教师指导学生，在其校内特辟的三间商店式教学实研室

里(内部陈设货物等宛如真商店一样)，进行所学科目如算帐、簿

记、商业要项等的实地演习，以增长学生的实际操作能力，做到学

以致用。素日教学，教师特别注重家法铺规、道德修养、礼仪品

行、经商道德等方面的训导与培养，以期育出能适应商界要求之人

才。

该校学生来源，主要是福山县城及各主要集镇商家后裔子弟和

想踏入商界之青少年，也有栖霞县、海阳县一带的个别学生。本城

学生走读，远处学生在校食宿者达30人之数。教师有的也在校食

宿。学校统一发灰色校服，大盖帽，多在春游远足，重阳登高、迎

接官绅、隆重集会时穿着，威武而整齐。

1929年刘珍年，褚玉璞福山之战，学校房合及一切设施遭到严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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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破坏，无法复学而倒闭。其大部分学生转入县立小学、东华小学

和玉成小学等继续上学。

福山商业学校兴,}5 18：／re，共毕业达500余生。其中，有的升学t

有的就商，而就商者有60％到大连、安东、烟台等埠谍职，其影响

遍及东北、胶东各地。

旺远私立“六艺学校"

张允德整理

为调查旺远王村“六艺学校”的创建及基本情况，整理者曾采

访了王村村民宋天月(79岁)、李贤东(78岁)、郑喜文(67岁)

和王震(65岁)等人，他们多为当年“六艺学校"的学生。现将调

查情况整理如下：

据以上知情老人说，民国时期以前，旺远曾有一所小学校，但

无固定校址，教学条件很差，有钱者可上学，一般民众子弟不能就

读。民国六年(191 7年)任本区区长的王世裕(字容甫，号文萱，

烟台。c义昌号”东家)以本村教育不振与观察公王伯鸾(字释悟，

又字石坞，先任四川候补道，后任浙江粮储道)共同出金创立“六

艺学校”，村中子弟无贫富知愚皆得就学。

创学之初，由王伯鸾之次子王世楠主持建校。经一年多的时

间，始建成南、北正房教室14间(包括走廊一间)，东厢6间，小

伙房3I'日-1；后扩建西厢9间，在南房后辟一亩地大小操场；校门前立一

大照壁(供考试张榜用)。在校门正上方悬一黑底金字横匾，上有

王道台之侄题书的“六艺学校”四个大字(所谓“六艺”，乃孔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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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的礼、乐、射、御、书、数)。在校园西北角植一株桃树，一

株杏树，一株桑树，可能是意在：桃李天下，造福桑梓。

建校后，首任校长为道台之弟王石铎，教师有唐子庆(秀才，

东陌堂村人)，黄X X(秀才)、宋X X(秀才)、于X X，校董

有巴孝峰．．唐绍康，还有伙夫一名；三十年代时有王捷亭和初仁山

先后任校长，教务主任葛仁东，教师有初福如(永福园村人)、刘

众(牟平县人)、王其福、王吉训等七、八人。

学生来源主要是旺远王、柳、刘、唐、钱、于、解七村，三十

年代道平村和东、西陌堂村也有学生在此校就读。学生由建校初期

的四个班，1 20余人(全是男生)，发展到三十年代的七个班，近

300人。

学校的课程有国文、算术、修身、图画、唱歌，体育、劳作、

大仿，卫生，四年级加地理、历史，补习班加《孟子》、《论语》。

学生的学费，一年级全年四吊(四百个铜子)，每升一年加一

吊。家景困难缴不起学费者可减免。

学校的学费作教师薪水分配，校主外加补贴；教师吃粮全由王

伯鸾和王世裕两家供给。师生冬季取暖煤炭亦由两家负担。学校在

校园设一大水缸，供学生夏天喝绿豆花水。每周六最后一节课全校

上体操，学生全部穿着两家校主特制的“操衣，，，非常整齐美观。

学校每年春秋都举行校外活动：春天三月三清明逛梨花，秋天

九月九重阳节登蛤山户寺山。以教育学生热爱国家大好山河，陶冶其

性情，开阔其眼界。

·二十年代校方注重“孔孟之道"的传授，除教师言传身教外，

还定期在“礼堂，， (南屋四间通房)师生共祭孔夫子灵位。造二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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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代末三十年代初，每周一第一节课，全校在“礼堂”举行总理纪念

周，唱“三民主义歌"，向孙中山先生遗像行三鞠躬礼，全体诵读

总理遗嘱，教职员讲话，突出了三民主义教育思想。

私立“六艺学校’’创办28年之久，为旺远一带广大子弟上学习

文，知书识礼创造了较好的条件，两家王姓校主的善义之举深得广

大群众之好评，并广为流传，成为美谈。

1945年福山县第一次解放后，学校由私立改为公办，从此“六

艺学校”揭开了新的一页。

东华学校漫忆

孙毓瑛

东华学校，是一所民间私人集资创办的学校。由赖姓赖昆年

(字玉田)倡导，众人响应资助，多少不拘，出于自愿，没有硬性

摊派。自1917年(民国六年)创办，直至19 45年福山第一次解放结

束，历时近30年。

我自8岁(19 19年)入东华上学，读到补习班，在东华读书8

年，至16岁后始转入福山中学继续求学。岁月匆匆，往事如烟，我

已78岁，如果想把往事全部记忆清楚，确非易事。现仅就个人及当

时几个老同学回忆所及，写在下面。

民国肇造，提倡新学，办学之风兴起。东北关富绅赖昆年，鉴

于本村一般家景的子弟无处上学读书，深以长大后谋生困难为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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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倡导私人集资办学，得到大家附议。于是请求先父孙凌云与史菁轩

先生具体筹划其事。先父与史先生原在商业学校任教有年，为赖昆

年义举所感，遂辞去商业学校教职，到东北关协助创办东华学校。

校址选定村中“鱼池”北(现福山镇中学处)。初建校舍15

间：北屋七间，东、西厢房各四间，玻璃门窗，水泥地面，轩敞明

亮。3年后，又盖一排北屋。东、西厢，北屋联在一起呈凹形状，

再后又扩出个西院，建房13间。

学制6年，分初等、高等两段。初等4年，高等2年。初等从

低到高顺序称之谓丁班、丙班、乙班、甲班；高等称高一、高二。

到民国八、九年前后又增设补习班。

课程：初等设国文、算术、尺牍、修身、图画、习字、手工、唱歌、

体操等；高等加英文、珠算、论语、孟子、作文、地理、历史。

增设辅习班，是因为有些毕业学生因故不能马上升学或就业，

闲在家里，恐怕荒废了学业，就要求在校辅习一年。学科不变，再

增加古文、经．书、尺牍等功课，使学生多知道些东西，更利于深造

或离校后自谋生活。

聘请教员，注重师资水平。先后有：栖霞韩德溥(英语)、城

西王季玉(算术)、栖霞郝子明(孟子、论语)、朱家庄朱子纯

(英文)、奇章于齐东(体操、理科)、汪家疃史菁轩(修身)、

本村赖家五(习字)、赖季涛(图画)，先父孙凌云(历史、地

理、古文、体操)，它如留校高材学生赖家禄、赖修武、赖家铭等

配合担任初级课程。

办学之初，收4个班，学生百余人。后渐增加，鼎盛时期是7

个年级，300余入。学生除本村外，远村如大、小埠沙，吕格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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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北涂山，老官庄，钟家庄，四台子，都有就读者。虽然当时邻

村已有学校，但学生家长还是愿意让子弟带着午饭前来上学。

学生学费，记不清楚多少了，大约是三、四吊一一十吊钱吧。

但交不起学费的人家，子弟也可以上学。当时校方有一不受薪的职

员赖景燕，每有学生交不上学费，可以与他说明原委以免交学费。

教学内容，讲求务实，注重实用。如尺牍课即用当年上海广益

书局出版的通用尺牍课本，使学生知道些写信的格局，内容，可以

出题练习述事。写字课为应用计，强调学生练习寸楷、小楷。记得

有一次先父说要请北店子街修鞋的姜皮匠到校给学生上手工课，我

当时很惊奇，问：姜师傅教学生修鞋吗?先父说：你还不懂，这是一

种手艺，必要时可以用来谍生活的。这件事后因故未果，我却记的

很清楚。
。

老师讲课，一丝不苟，要求严格。比如写字，俗名写仿，赖介五

先生一定要求姿势端正，执笔要鼻直，甚至磨墨浓淡也要指导，决

不敷衍了事。韩德溥老师的学生在栖霞读书，寸楷写得很好，韩老

师经常带来让学生传观，鼓励学生。学生中虽无以善书而成名者，

但以缮写而谋生者不乏其人，本村赖家惠即其中之一，至于流于商

界，以手笔相应而发迹者，如本村李喜昌，城里张彭修等，比比皆

是。韩德溥老师教英文，无论发音、文法、拼读、译写都谙练精通。郝子

明老师讲解古文、国文、深入浅出，鞭辟透里，谆谆讲解，诲人不

倦。王季玉老师教数学，非常认真，学生如不及格，不惜加以责

打。史菁轩老师讲课更为生动，他担任修身讲为人应备的条件，如

礼貌、孝悌、公德、公益等等，他不是坐在讲台上照本宣科，而是

在台下来回走动，每讲必旁引些事实，来证明他所讲的道理之正
10



确，挥臂作势，兴致见于眉宇之间，使听者如坐春风。虽然如此，

但对学生来讲，他还是以严闻名，也因而博得家长之好评。

校方对于外出远足、旅行、逛梨花、看麦浪、登高这些活动很重

视。统一校服，鼓乐队前导，每个学生发一百钱吃饭，预定伙食，

随队到山。乐队也很讲究，铜鼓不是只能打响：就可以，要平素练

习，一定要打起来声响如联珠才行。当时我就在乐队打鼓。号谱都

是学生自1己谱的。除大接官(国家通用的号谱名)外，别的都与其

他学校不同。号有正音副音，所以吹打起来，每每博得观众的喝

采。这些小节，似无足以记述，但从侧面也可以看到该校办学要求

之高，用心之苦。

东华学校培养出来的学生，家长们还都满意。半岛地区，宁、

福、蓬、黄经商者多，所以本校离校学生多数经商。因习就写字，

珠算、尺牍等技能，经商亦能得心应手。内中不小同学，因学过

英文，而做洋行事。记得的如本村杜宝贵、东关王德恩、盐场孙毓

彭、西关徐修昆分别在“和记洋行” (英商办)、 “德士古洋行”

(德商办)及海关谍事。同学赖家兴(后改名赖家度)擅汉文，先

父刻意栽谙，于1930年前后亲自送他到济南上大学，后又去北京，

现早已是清华园颇有声誉的汉文教授了。

当时学生离校，无论经商或升学，每有回乡机会，总要来母校

拜候一番老师，感念之情，溢于言表。师生之间大有“其乐也融

融”之感，这都是我亲见过的。

东华学校的第一任校长是赖昆年，第二至第四任校长为先父孙

凌云、赖芳圃、赖绍菊。赖昆年校长故去几年后，为纪念他创办学

校，曾在校门内右侧立一碑石，前面镑有“校长赖公玉田纪念碑”字

'1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