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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著名的学者“三陈”(陈钦、陈元、陈坚卿)和“四士’(士燮、士壹、士徽，士武)，代

表岭南学术风向，在全国有相当大的影响．岭南第一状元也出自广信。明嘉靖十五年至清

乾隆十一年(1536年至1746年)的2l 1年间，肇庆为两广总督驻地，成为西江流域的军

事重地，加上良好的教育环境，优美的自然景观，吸引了历代众多名人雅士驻足咏叹，设

坛讲学．一时兴学之风遍及城乡．地灵人杰，文明日进，人才辈出。杰出代表者有以进士

出身，任河南省布政使、东河总督苏廷魁；以书法篆记忆刻和学问著名的彭泰来；翰林院

编修、记名御史吴桂丹；中进士后又官费留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最高学位的端州首名博士

陈焕章。清末至民国时期，近代教育有了发展。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旧教育得到根

本的改造，尤其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全面改革教育制度、办学体制、教育思想，

内容、方法，建立起初具规模的社会主义教育体系，各级各类学校象雨后春笋，蓬勃发

展，培养出大批人才，适应了经济的发展。从1979年开始，在一个贫穷的山区，仅用了

10多年的时间，扫除文盲，普及小学教育，积极推进九年义务教育，实现学校“一无两

有”，消灭学校危房，发展了高等教育、中等专业教育、职业教育，办好一批具有特色的

重点中小学。弹指一挥间，成绩却斐然，主要得益于改革开放。

现举国上下，团结奋进，矢志不移，力争在本世纪内实现经济翻番，到下世纪20年

代实现社会主义。四化’．作为根本的教育，必须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多、

快

写

料

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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肇庆市在广东省的中西部，地跨珠江主干流西江北江流域。全市下辖端州区、鼎湖

区、高要县，广宁县、四会县、新兴县、罗定县、云浮县、德庆县，郁南县，封开县、怀

集县等12个县(区)，总面积21046平方公里，总人口568．74万人。

肇庆教育源远流长。早在汉高祖元年(公元前206年)，广信县(今封开县)已成为

岭南早期文化教育重地，哺育出岭南最早的名儒陈钦、陈元、陈坚卿，祖孙三人在经学上

都有很高的造诣，后人称为。三陈”。三国时雄踞岭南的政治家士燮，也是广信人，他学问

渊博，精于《左氏春秋》，著有《春秋经注》、《公羊传注》、《谷梁传注》(均佚)。他与其

弟士壹、士徽、士武都是当时的名人，被誉为。四士。。唐大中五年(公元851年)，封川

县莫宣卿中状元，成为岭南第一个状元．

南北朝元嘉十三年(公元436年)前，肇庆建立府学，德庆、新兴建立州学，四会、

高要、封川、开建、怀集建立县学。建置较晚的罗定、云浮、郁南、广宁，于明万历五年

(1577年)也建立州、县学．宋康定年间(1040年～1041年)，包拯任端州知州，创办星

岩书院，是岭南最早的书院之一．随后，德庆、四会先后建起三洲岩书院、濂溪书院。元

代，肇庆的书院遭到破坏。明嘉靖十五年至清乾隆十一年(1536"--"1746年)的211年

间，肇庆为两广总督府驻地，成为西江流域的政治，军事、文化中心，从而促进了教育的

发展。据载，肇庆各地于明代已建立书院23所，乡塾4所，社学15所。清康熙五年至光

绪三十四年(1666至1908年)，肇庆有书院73所，乡塾24所，义学19所，社学67

所，私塾也相当发展。

全国著名学者先后到肇庆端溪书院(今肇庆中学)讲学的有乾嘉学派鼻祖全祖望、著

名医学家何梦瑶、著名历史学家朱一新、状元林召棠、著名学者冯敏昌、马俊良，谢兰

生、梁鼎芬、林绍年、傅维森、工科给事苏廷魁等。大批学者到肇庆讲学，推动了教育事

业的发展。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打开了中国的大门，随之，也进行文化侵略。美国、葡

萄牙等传教士到肇庆等地借传教之机办学，对当地人民进行殖民主义教育，但也为当地带

来了较为先进的自然科学知识。

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清政府提倡废科举，兴新学。光绪二十八年至宣统三年

(1902至1911年)，肇庆兴办初等，高等，两等小学堂lll所．民国元年(1912年)，南

京临时政府推行《壬子癸丑学制》，改学堂为学校，兴办女子学校。自此，肇庆的公私立

中、小学校、女子学校、师范学校、职业学校均有所发展。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蒋

介石发动内战，使教育遭到破坏。建国前，肇庆只有幼稚园2所，在园幼儿138人；小学

2719所，学生145819人；中学43所，学生8714人；师范学校10所(含与中学联校3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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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学生1582人；农(职)学校3所，学生274人；专科学校1所，学生159人．农村

70％的少青壮年农民都是文盲。

建国后，肇庆教育发生了巨大变化，社会主义教育体系初步确立，并不断发展壮大。

1949年至1952年，人民政府接管原有公私立学校和教会学校。共产党加强对学校的领

导，积极贯彻“教育为工农服务，教育为生产建设服务”的方针，学校向工农开门，大力发

展工农教育。全面整顿和改造旧学校，废除国民党在学校实行的管理制度和特务统治，禁

止体罚学生，取消“公民”、。军训”、。童子军”等反动课程，开设马列主义课程，加强时事政

策教育，对广大师生进行。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分子”，。抗美援朝”和“三反”(反对贪

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五反。(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盗窃国家财产、

反对偷工减料、反对盗窃经济情报)等运动的思想教育．改革教育方法，提倡启发式教

学。执行。团结、教育，改造”的政策，对知识分子进行思想改造。

1953年至1957年，基础教育稳步发展。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各县中小学扩大招

生，实行人民助学金制度，一些中小学附设工农夜校或识字班，工人，农民及其子弟真正

得到受教育的权利。基础教育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

1958年至1965年，教育发展呈马鞍型。正值基础教育蓬勃发展、教育质量不断提高

之际，党内出现了。左”倾错误，1957年各级学校开展。反右斗争”，一大批有真才实学又

敢于直言的教师被打成右派。1958年的。大跃进”，1959年的反右倾，不但挫伤教师的积

极性，而且严重打乱正常的教学秩序，致使教学质量严重下降。1961年贯彻党的。调整、

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各地裁并。大跃进”发展起来的高中和半工半读的农业中

学。从1963年至1965年，各中、小学执行中共中央颁布的《全日制小学暂行工作条例

(草案)》和《全日制中学暂行工作条例(草案)》，确立学校工作以课堂教学为中心，发挥

教师指导作用，恢复正常的教学秩序，使教育工作走上正常发展的轨道。
‘

1966年至1976年，教育遭到严重破坏。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通知》下达

后，全国开展“文化大革命”，直到1976年10月才结束。这十年动乱。给教育带来严重灾

难。“文革”全盘否定17年来的教育工作，严重摧残教师队伍，使中、小学生思想品德和文

化水平急剧下降，整整耽误了一代人．

1977年至1992年，肇庆教育全面发展。1976年10月党中央粉碎了“四人帮”(王洪

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结束了长达10年的动乱．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后，

各级党政把教育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战略重点来抓。贯彻中共中央关于普及小学教

育、推行九年制义务教育、改革教育体制等问题的决定，对教育管理体制、学校内部管

理，农村中学布局、中等教育结构、政治思想教育、学校体育卫生，教学内容、方法、师

资培训等进行一系列的改革，整个教育事业蒸蒸日上，蓬勃发展。1984年全区普及初等

教育．1986年4月12日国家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后，全区开始实施九年

制义务教育．至1992年底止，有端州区，四会县、鼎湖区、高要县实现普及九年义务教

育．农村中学布局渐趋合理，中等教育结构改革初见成效，中等职业学校学生占高中阶段

学生的比例逐步提高．教育管理体制的改革，调动了各级政府和群众办学的积极性，1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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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至1987年，全区共筹集校舍建设资金24900万元(其中华侨捐资1400万元)，基建总

面积181万多平方米，维修校舍面积112万平方米。1987年全区基本实现。一无两有’

(校校无危房、班班有课室、学生人人有课桌凳)。四会、云浮、封开被评为省校舍建设特

级县，肇庆、德庆、新兴，广宁，高要，罗定、郁南为校舍建设一级县。全市建立起肇庆

教育学院l所，省、市重点师范2所，县级师范l所，教师进修学校8所，形成师资培训

网络，加强了师资培训。全市建有一批省、市、县重点中、小学，成立了市教育学会和语

文、政治，英语、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地理、历史，体育、幼教等11个教学研究

会，有效地提高教学质量，为国家培养大批人才．1977年至1992年，全市向大专院校输

送合格新生22899人，向中等专业学校输送新生23032人。

成人教育有了很大的发展。1983年，全区基本完成了扫除少青壮年文盲的任务。

1991年全市基本普及了农村校外少青壮年小学教育。乡(镇)成人文化技术学校、成人

中学、中专、高校也得到发展。

全市办起了肇庆师范专科学校、西江大学、肇庆教育学院、广播电视大学；办起了农

业、师范、卫生，农机、财贸等一批中等专业学校和技工学校。据1992年统计，全市有

幼儿园134所，在园幼儿121 103人；小学2680所，在校学生674222人；普通中学325

所，在校学生200787人；农(职)业中学38所，在校学生13178人；中等师范3所，在

校学生2642人；教师进修学校11所，在校学生1831人；农业、卫生、财贸、农机、中

药等普通中专学校5所，在校学生4526人；技工学校5所，在校学生2773人；普通高校

1所，在校学生2645人；成人中学44所，在校学生3246人；成人中专14所，在校学生

5 180人，成人高校9所，电大工作站6个，在校学生9050人。一个从幼儿园到大学，从

基础教育到高等教育、从普通教育到成人教育的多层次，多类型、多形式的初具规模的社

会主义教育体系，已在肇庆建立起来。

时代在前进，教育在发展。现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高潮已经到来，。教育要面向

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提高教育质量．多出人才，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为促

进肇庆经济和社会发展，谱写新的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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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事记

唐

大中五年(851年)，封川莫宣卿中状元，为岭南第一状元。

宋

康定元年(1040年)，端州知州包拯在宝月台兴建星岩书院。是肇庆最早的书院。

熙宁元年41068年)冬，端溪县令许鉴在三洲岩畔建三洲岩书院(又称濂溪书院)。

崇宁初年(1 102年)，端州建庆军学宫(即府学宫，今文庙)。

政和四年(1114年)，建高要县学宫(今肇庆中学)。

天禧元年(1 178年)，建新州学宫，后改为新兴县学。

南宋咸淳五年(1269年)，四会知县赵汝迁建县学(今四会中学)。

79

至元六年(1340年)，儒学教授林舜咨在德庆学宫建大成殿。

元代，各县始置教谕，教育行政自此起。

明

洪武二年(1369年)，在怀集县城南门内大街建怀原书院。。

洪武三g(1370年)，主簿郝暹在县东半里(今一都大罔)创建开建县学。．

正德九年(1514年)，泷水县(今罗定县)建同人书院。

嘉靖元年(1522年)，泷水县建泷江书院。

嘉靖六年(1527年)十一月十八日，著名哲学家、总制两广、江西、湖广军务的王守仁

视察肇庆府学，并捐资修茸。

万历元年(1573年)，李材任岭西道佥事，创办端溪书院(今肇庆中学前身)。清康熙四

十七年(1708年)，两广总督赵宏灿于肇庆旧鼓铸局改建为天章书院，乾隆二十二年(1757

年)，肇庆知府吴绳年扩建天章书院。并复名为端溪书院，藏书极丰，为两广规模最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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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府。状元林召棠等曾担任院长。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改为肇庆府中学堂．

同年，新兴县知县王明顺将县城东隅社学改为筠城书院。

万历五年(1577年)，东安县(今云浮县)首任知县肖元冈在县治东建孔庙。

万历六年(1578年)，西宁学宫在县城(今郁南县建城镇)建成。

崇祯八年(1635年)，德庆州改建学宫。

崇祯十二年(1639年)，新兴县重建学宫。 ‘

清

清初，府学设教授。州设学正，县设教谕，皆设训导佐之．

顺治六年(1649年)十-,q，永历王朝在肇庆开科取士。授刘苣等8人为蔗吉士。

顺治十三年(1656年)，著名学者，词人朱彝尊受聘为高要知县杨雍建的家庭教师，住

肇庆两年。

康熙十七年(1678年)，高要县乡人建金溪书院。嘉庆十六年(1812年)改培风书院。

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广宁知县黄金从捐建县南甫三义学2所。

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总督石琳改肇庆七星岩水月宫左的熊公祠为星岩书院。

康熙年问，肇庆回民重修水师营清真寺，设回民小学校，后改私立清真小学。

雍正十年(1732年)，开建知县杨宗秉建南靖书院。

乾隆九年(1744年)，广宁知县李本洁与僚属绅士迁建文治书院。

乾隆十七年(1752年)，著名学者全祖望担任肇庆天章书院院长。

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著名学者李调元到肇庆督学。

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封川知县程含章建文德书院。

道光十三年(1833年)，状元林召棠始任端溪书院院长。林召棠，广东吴川人，道光三

年(38岁)中状元，任翰林院修撰等官，因不满清朝腐败，托病辞官归里，终身从事教育事

业，在肇庆讲学达15年之久。林则徐到广东查禁鸦片时，曾得到他的支持，并经常向其

垂询民生吏治。林召棠为人忠厚，学问深博，关心地方公益事业。在肇庆七星岩阆风岩有

书法碑刻，群众誉为“状元碑”。

咸丰九年(1859年)，工科给事苏廷魁掌教端溪书院。

同治十一年(1872年)。怀集知县孙汝与士绅在县城西门建考棚。

光绪十五年(1889年)，德庆州知州杜绍唐倡捐，州人同建试院。

光绪十七年(1891年)，基督教会在肇庆元道圣经学院设立光道学校，后因经费困难，

开办不久告停．

光绪十九年(1893年)，四会知县刘德恒倡议建立四会试院(亦称考院)，共有14个试

室，可容考生800人，曾举行过两次科试。

同年，新兴县童试罢考一时，全场哄然，声势汹汹，捣毁衙署器物，事后由两学邑绅

等出面斡旋，风波遂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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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二十年(1894年)十二月五日，肇庆府学宫重修竣工，官绅云集祭祀。

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著名学者陶邵学主讲星岩书院(今肇庆市一中前身)，时间长

达8年。

同年，新兴县成立劝学所，设于兴贤书塾内，专管教育行政事项。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基督教美籍教徒在德庆州附城设真理学堂，免费招收信徒

70余人学习。

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云浮县城泷东书院改为官立高等小学堂(四年制)；蓉华义学

改为蓉华高等小学堂。

同年，新兴县城古筠书院改为官立高等小学堂。

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康有为学生陈焕章在高要县砚洲乡创立颖川两等学堂。

光绪三十年(1904年)，肇庆学生参加在七星岩举行的集会，声援广东抵制美国货。

是年，肇庆府宾兴局黎佩兰在城东阅江楼侧(前身菘台书院)创设阖邑高等小学堂。

是年，美籍传教士毕贤荣夫妇在肇庆开办培德小学和席明中学。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肇庆府知府多龄将端溪书院改办为肇庆府中学堂(今肇庆中

学前身)。是年秋招生1班，学制五年，为本地有中学之始。

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怀集县将原考棚改办为县简易师范学校，改明伦书院为高等

小学堂，创办育才，育秀、育英，育华、育俊、育德等初等小学堂。

是年，广肇罗道蒋式芬创办广肇罗工艺学堂(今肇庆市第二职业中学)，开蚕业科，招

预科生2班，次年开本科，附设艺徒学堂，教织造毛巾，是肇庆毛巾业之始。光绪三十三

年(1907年)，改为广肇罗中等实业学堂，创办农桑试验场，为肇庆有农场之始。

是年，高要县开办启颖、启文、图始3所两等小学堂，禄步高等小学堂和养正、桂岭

初等小学堂。

是年，新兴县成立官办第一初等小学堂。

是年，德庆州知州章茂林在州城锦石义学创办州立师范学堂。次年改为初等小学堂。

至此，德庆州有学堂5间(未计教会学堂)，学生260人．私塾学生2500人，举贡廪增附生

100多人。

是年，云浮县把官立高等小学堂改为县立高等小学校，同时，在县城创设东明高等小

学校和附城鹏石，开明高初等小学校。

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高要乡绅周良玉于原星岩书院旧址创办高要县阖邑公立中学

堂。

宣统二年(1910年)，东安西山书院改为景徽高等小学校。

是年，西宁县设管学长，下设劝学所。劝学所设劝学长、劝学员，任期均为三年。

是年，基督教会在肇庆城中路办培正中、小学各一所。培正小学于1947年改为建基

小学．

是年，德庆学堂改为德庆州立高等小学堂。传授经学，国文、数学，修身、史地、理

化。

lIl}K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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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统三年(1911年)，罗定创办公立中学堂和阖县中学堂。

同年，同盟会南方支部派陈子忠秘密到肇庆，于高要县禄步圩设立同盟会肇庆支部。

并在肇庆府中学堂、高要县中学堂、高要县立小学堂等500多学生中宣传革命。当时加入

同盟会学生有郭次奇，梁亦竣、冯祝万、林烈、梁铁汉、黄范一、李冠梅、林直之、林敬

之、梁祖诰、吕鉴周等20多人。

中华民国元年(1912年)

是年，肇庆府中学堂改为省立肇庆中学，高要县阖邑公立中学堂改为高要县立中学。

高要阖邑高等小学改为高要县立模范高等小学。罗定公立中学堂和阎县中学堂合并定名为

罗定中学。罗定州官立高等小学堂改为模范初等小学校。
_

是年，废清学署，设教育公所，后改督学局．

民国2年(1913年)

是年，各县执行教育部颁布的《壬子癸丑学制》。授业年限为初小四年，高小三年，

中学四年。改学堂为学校，办女子学校。以秋季为始业，一学年分三学期。

是年，西宁县中学创办，设3个班，其中中学l班，附设高等小学2班。次年西宁县

改名郁南县，西宁中学亦改为郁南中学．

是年，裁督学局，设学务专员。

是年，邑绅刘晓林在肇庆水师营文昌宫创办高要县圣德女子学校。

是年，广肇罗中等实业学堂改名为广肇罗甲种农业学校。

民国3年(1914年)

是年，云浮县立中学、新兴县立中学创办。

是年，附设在广肇罗甲种农业学校的艺徒学校改教织造藤器。

是年，罗定县基督教会在县城兴办真道女子小学。

是年，天主教会在肇庆城中路圣家院附设海星初级中学、小学各l间；在贤后院附设

女子小学。

民国4年(1915年)

是年，德庆县将康平社学改为县立第一初等小学，并创办第二，三初等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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