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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说明

辽宁是东北近现代文化教育的中心 。 九一八事变前公立、私

立以及教会所兴办的学校为数甚多，其中不少院校在当时国内外

享有盛名。如今追述它们的沿革，了解它们的办学方法，总结它

们的经验和教训，亦可从中探索教育发展的内在规律，对我们今

天办好社会主义学校是很有借鉴意义的。为此，我们编辑了 《 九

一八前学校忆顾》专辑。

本辑收录了从戊戌变法至九」λ事变前，辽宁的高等院校及
有一定影响和知名度的中小学校史料。在编辑过程中我们侧重了

高等院校。

此专辑所录学校，均有其久远的历史，随着时间推移，目前

征集"三亲"稿件颇有困难，不恰之处在所难免。为力求较全面

的反映九一八前辽宁学校概貌，我们邀集一部分对此专题有所了

解和研究的专家学者，撰写了几篇综述性的文章，既补"三亲"

史料稿件之不足，亦可供读者较全面了解当时的教育情况 。

《辽宁文史资料>> 1-17辑曾先后发表过一些九一八前有关

学校的宝贵资料，本书编辑时未予重新收录，为便于读者在阅和

参考，特附列有关目录，以备参考、检索.

编者-

1991年 5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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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一八前辽宁省教育概况

尚允川

东北三省在历史上是少数民族聚居或同汉族杂居的边疆地

区，在清代长期封禁， λ口l稀少，文化不发达。 辽宁省地处东北

之南端，濒临黄海和渤海，近代与外界接触偏多，风气开化早。

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就原奉天将军辖区置奉天省〈当时省挠

包括今天吉林省的四平、通化两地区) , 1929年改称辽宁省。

设置行省的前后，正是清廷明令停科举、立学校的时期，辽

宁近代教育的兴办是从那时开始的。笔者青少年时代所接近的许

多乡里长辈、学校教师，他们大都是毕业于奉天法政学堂、奉天

两级师范学堂和沈阳高等师范学校的。也有的蚌业于东北大学。

笔者在大学读书时认识一位陶明泼先生，他就是当年东北大学的

教授。这些位父执和师长们都时常讲述辛亥革命后辽宁省兴办教

育的轶事遗闻，虽隔将近半个世纪，但记忆犹新。现在根据亲闻、

亲历，并参考有关资料，追记本世纪初以至九一八前夕本省的教

育概况，如有不足或不妥之处， 请指正。

-、清末兴办近代教育

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 朝廷鉴于列强入侵， "外交挫阻，

非兴学不足以国强"乃明令"停科举，兴学校"。但我国自隋

唐以来延续一千多年的科举制度，一旦停止，社会上总是有一些

人→时对科举旧制不免怀恋。崇儒守旧、迷信古籍、鄙薄科学技

术的思想也常反映出来。笔者还记得，许多私塾馆还有市场，一

直到辛亥革命后多年，教室里还悬挂着引灾圣"孔、孟"武
圣'1 关、岳的画像，由比可看出当时社会风气的一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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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哥兴办学校，大力挂广裙等启蒙教育，并曾提出将实行义

务教育的吾标，号召适龄儿童必须入小学，否黯要素问家长。据

光绪三十三年(1907)、三十四年(1908) 两年的统计，全省学

龄儿童就学者己达到百分之十一以上。觅表一、二。

表一 全雀学龄儿童就学情况表

\情况到I 7.....， 15 百人中己
数空\ 己就学者!就学者 i 备注
了 1 岁儿童(%)年度 \ ~二三 Y .JU .f]j. 

光绪三十三年 I ., '-){\I) A f'7' nl 1 ,392.4701 91 ,044 6.537 (1 907) 。哇"".L ~v '";t":t v.uv. 

光绪三十四年1" r: ::-ry "3'7'71 1 "7 1 '7 01 ""t '1 n~^ 11 ,553.3771 171 , 781 i 11.059 
<1908> i!i

表二 全省各类学校统计表

数\项:
\字\目!儿站
\\\一\别 -r '1人

学校类别穴二\;

师范学校 10 

数!班级鼓 备 注

20 省
校
汶

括
学
提

包
级
包

不
各
数

表
内
生

本
域
学

雹
i
q
Q

呵
，
由

中等学校 9 

两级小学 99 291 生。

到级小学 1.847 

合计 1965

现在再就当时兴办的各级各类学校中列举有代表住的几济学

校略茄证弱。

(一〉高等教育

立绪二 i-七年(1901)以后，省内兴学之Jxt渐有上升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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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3 街专门学校中奉天法政学堂较为完备。光绪二十一年(1905)

为补停科举后造就人材的空白，乃泣位学结和旗员仕学馆，施1;(

捏期培训， 44保以应升官盼"， "振充重要差缺纱。光绪三十二

年(1906) 六月在省城大南美程房50阔，改仕学J馆为政法学堂，稍

后旗员仕学自亦并入，有学员约400名。举制三年。开泣课程为
中外法律、政治、经济等科吕，其宗旨为在藉储新政人材η 。其

后臼益友展，光绪三十四年有第一届毕业生。清末民裙东北三省

政法界中上是公务人员多为该校毕业生。辛亥革命之后，于1912

年改名为奉天宫立法政专门学校。

〈二〉中等教育

当时各矜普通中学亦和继在省内成立，除省城外，各府厅到

县也有舟、中学的。其规模较大、历豆i悠久的妥算在南大北口外第

一高中了。光绪三十二年(1905) 二月成立奉天普通中学堂，后

又改称奉天中学堂。这就是后来窍名省内外持辽宁省立第一高级

中学校。这历学校一直到九--J\.lìtr夕，在省内是一所教学反量最

好的高级中学。

〈三〉初等教育

夫子初等教育的普及情况己如前资述。现在捏在当时在学中

比较有名的路记如下 z

当时所普及的一般都是视等小学，后来改蒋国民学校，招收拳

击专儿童， 4 年学剖，在比较偏僻的丹县农村，一般还坚持不到四年

毕业就辍学了。远在省挠和大的县份都有两等小学之设，即后来的

主全小学，分初高两级，学摇为囚二剖。仅在当时沈阳就有10，é厅

两等小学。沈阳大京夫摸莲再等小学在当时是质量较好的-];汗。

此外，沈阳大、小南门外原有"宗室觉罗皇学，既因兵事停

舟、η 。无绪二十一年(1905) 其边政办维城南等小学堂， "招收

高初等学生各阻班，皆皇族子弟"，学校办学严盟，一时称"诸

校之冠"。辛亥革命后改为省立第四中学。但是这班学校在九一

八后反倒兴旺起来，改弱:"结捣蛋民富等学校"，专收爱新觉罗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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弟。经费充足，实力雄厚，一主办到1945年八一五日本投降。这
是后话，不在这里多叙。

二、辛亥革命后全省教育的发展

1911年辛亥革命岳，辽宁的教育还是沿袭着清末兴学校的办

法前道， 1.旦逐步地相对地有了彷效欧美均教育制度。 1915年张民

当政，虽是武人擅枝，但他对家乡子弟的培养布教育还是夫心

的。如之，社会梧对稳运，各级学校也盟者生产的发展，时代的

前进，一时呈现出蓬勃发展之势。这个时期的教育，若与沿海的

江、指等省扮相比fIJ略差一窍，然与:天内其他省份相比较，却

是毫无道包的。 1928年张学良将车执政，政治走向开明。他不仅

具有强烈均爱国思想，对于兴办教育更为热心，捐资兴学，不遗

余力。到了30年代之裙，九一八前夕，辽宁教育在历虫上可以说

是登峰造，段。所谓"十余年间，学校林立，于是荒僻山睬，莫不

弦歌之声'门并不是夸张之言。且表三。

襄三 辽宁省各类学校统计表 (1929年)

校数;学 生 数 备 且:44主哇i 学
高级中学 5 423 1.本表不包括

完全中学 18 I 5, 659 高等教育和

-一-一→一→ 职业教育e
裙级中学 j 99 i 16, 071 1.本去包括女

合计 1221 32 ， 153 尘。

}、学在--- 川5 ω6， 399 

师范学校 98 7, 742 

5 ìt. 1…35 646 , 29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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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了1919年的五四运动，知识界的思想风气是1:1爱国主义

为主施的。况旦甲午、日锻战争在老一辈人心目中并未成过去，

这应都是激发青少年爱国思想的活教材。笔者在记忆中，当时中

小学的教部，不论担任什么课程，哪怕是数理化，一有机会就向

学生们讲述有爱国内容的历史故事，如甲午战争时日本人的残

暴，掠专文物，日锻战争和八国联军时沙俄的蹂躏地方，每讲到

关键时刻都声泪俱下，感人至深。当时还有一垫挂图，如《东北

的创痕》、 《马关条约》、 《勿忘国耻P 等等，都使青少年见

之触目信斗。总之普及教育和爱国思想在当时是知识界的思想主

流。

现在升凡个方商叙述z

?一) -李:付的凡所有影响的学校

在高等教育中，首先要数东北大学了。关于法政专门学校在

-IÌÍJ雨己再有所交代。这所法政专释，于1915年改为外国语专门学

校。 1920年外语专科叉伴办了，改为文学专门学校。 1922年筹建

东北大学，在文专址改为大学的文法科。又在沈阳高等蹄莲学校

址改办理工科 o 1923年 7 月招投新生， 10月开学，有学生 480 余

人，这是东北大学的创始。首任校长由省长王永江兼任。

1924年由梁志成设计的东北大学新校舍在沈阳北陵〈现注汩

市皇姑在北陵大街四段一号〉部分竣工，移入后成为永久校址。

校址占地约千余亩，如Lt翻中、工厂及植物园等共有1 ， 580余亩。

新校舍均为钢骨水ìÆ结构，四层或两层楼房。大学的设备在国内

当时可谓一流。罔 t5站、理化实验室、实习工厂、翻砂车间以及

植物臼等，应有尽有2 所建体育场，安装设备体育器材也程完

备。今天沈阳体育学击就是在这个体育场基础上建立的。

学击IJ本科 4 年，有文法理工教育体育各院系，教职员及学生

人数克表阁。

一 5 一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表囚 东北大学学生及教原员统计襄 (1929年〉

;\项目 i 学生数〈人)
?!宁、 j 班级愧 m 二二 • -i i \另 L 女计 i院到 \三\，I :/.1 -"" " I 

理工学院 36 595 22 617 

文法叫一! 25 ; 卢; 47 j 7061 

豆民iii-71 ♂ j-7f-Ij

计 72 1 ， 541 再 1.6λ
;豆 JU71 →!三7 广179
职员 1-~-!--55

i:l-一 234

备注

年度经费由创建时的40余万元增至130万元(1929年〉。

继校长王永江之后为对尚帘， 1928年 7 万由张学良兼任校

t乏，一直到九一八之后迂校于西安，至1936年西安事变张去恕。

tt阳高等师茬学校是一所培养拇资的高等学校，成立于

1917年，选址沈阳大南关。其前身为洁末岱办的奉天师程学堂，

后改两级师范学校。高等师范学校成立后，忧级选科并入，初级

科另设奉天师范学校。 1923年东北大学成立，高等师范学校并入

大学嚣工科。

在立冯E哥大装部于1927年，为军拥冯麟朗之子冯唐在人捐资

50万元所办，地址在苏家屯陆近。校部建筑除教学楼外还有国书

f宫、实习工厂、电气试鞋厂、机械试验厂及体育场等。校内设有

机场，备飞毛11一架供学生试飞，为在当时国内所仅有。学制采用

中学、预科、本科兰三部。迄九一八尚无应届毕业学生。

中等教育的普及情况己如前表所记。在中学里比较有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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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z 省立第一高级中学校，私立海城罔择中学校，在立奉天同择

女子中学校。小学以洗阳大南门里省立第四小学为最有名。

这里还有信得宣扬的是在日本人统治下有一所民办的公育学

校。这所学校创始于宣统二年(1910年〉春，得到了当时奉天省
立案，并旗印章，文S! "金州在立小磨子两等公育学校FFe

办学人乔德秀，全然城西南西山磨子村〈今大连市甘井子区

西小磨子〉人。公育商等小学创办以来，学生发展到 100 人。回

受到日本当局勒令禁止，不到三年停办。

这一时期那范教育亦其可班，全省有省立男子师范学校 5

5汗，分别设在沈阳、风城、盖县(当时称盖子〉、锦西和东丰要

省城有女子师范学校一椅。其他各县J/flJ范学校也接普及。

职业教育最有名的是沈阳第一工科和第二工科高中，为培养

中级技术人材送出大量毕业生。

〈二〉探遣留学生工作

辽宁省自清末以来就有赴 E 留学的青年。风气渐开，自费留

学的人数 B多。光绪三十二年(1906)领布巍定，对官费、自费均

须经过考试。辛亥革命后1913年又有新的规定，凡出国留学必须

中学毕业以上。至于留学欧美者各省均有定额，清末以来本省定

额仅为四五人，后来有所递增。截至1930年本省留学欧美者见表

五。

留日学生佑计比留欧美要多一些，但未得到可靠的统计数

字。只知道九一八当时在日本有约2， 000多名中国留学生。

〈三〉外国人所办的声校

自从1840年以来帝国主义打开了中国的大门，文化侵略也随

着政治、经济的入侵丽来。旱在光绪年间(1875--1909年〉基督

教苏格兰长老会系统的传教士司督商来沈阳传教，标榜慈善事业

在小河沿开办盛京施医院、女施医院、妇产科医院。又于宣统三

年(1911年〉创立盛京医科专门学校，以医院为学校的附属机楠，

作为学生实习试段之用。辛亥革命后又得到教育部的备案。 1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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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己毕业 7 个班，在校学生不足百人。可转阔晚年退休国伦敦，

若《盛京二十年》回忆录各速在此传教5年学事。宅者读过此书的

日文译本，事隔多年，印象己不深了。

此外，基督教会还5协商所完全中学 z 一为文会中学，校址在

离埠地，一为坤先女子中学，校址在小河沿。学校规模不大，但

要求比较严格，教学盾量相对地也不坏，只是宗教与教育不分，

灌输学生西方文化思想。九一八后暂时还是维持现状。 1940年

a本人就伪政权的名义拨款收买，从此这两所学校就不复存在

了。

日本人在光绪三十一年继承了沙俄在放大均程界，又接管了

南满铁路沿线"附属地"的种种特权。在这些地方位的也兴办学

校。一种是面向日好所设置的各级学校，学部与他们国内并无二

致，不在这里叙述。现在要讲的是殡民地当局为中国人所设置的

各种教育设施。

疆民地当局在接大城市和"满按月沿线所办的初等教育叫

"公学堂芳，大体相当于我国的完全小学。公学堂不仅在族顺、

大连、营口、普兰店有，在瓦房店、建-t&坡、法醋、抚颠、开原、

四平等地也有。在放大农村财设 α普通学常舟，车H当于初级小

学，但很不普及。其中唯-特殊的是舍外I "rn全书院"，也是公

学堂一类。

中等教育专为中国人而设的很少。在m~JI固有一所"高等公学

堂'F ，其中有那茹苦在，专为公学堂培养JfrTî资。在沈 ~a有一所"南

满中学堂90 此外，在大连有JL研类f!j，职业学校的中学，培养目

标是拐级或中级从业人员。在夏在民地统治下中国青年不仅受教育

祝会太少，除重体力劳动外，也没有其他生活出路。

高等教育方面， E本人在我省虽办了放眼工科大学、南满工

业专门学校和南满医科大学，但只有后者的附设专门部专校中国

学生。这个专门部学制 4 年。

R本办学不使用我国教材，岂不用她们文部省的教材。她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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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五

法 国

奥地和

留学欧美人数统计襄

留学生数〈人〉

公费百百计
备 注

针对这块醒民边实况，另行编写教材，由满铁系统的教科书编怪

委员会统一审窍，也们通过教材向我国青少年进有奴先教育，在

历支课里不讲具有五千年灿烂文化的我国西史，而代之以东洋

史，并歪曲历史事实，令人不能容忍。

九一八事变后，我省的教育受到破坏，大部分学校停办停

课。

参考文献 z 4 卒又远志)) (京北立文丛书端委会影印本〉

《甘井子文史资特) (-辑，宅f井子区政协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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誉满中外的银冈书院

马士杰

银同书费坐落在历史名城辽宁省铁岭市区中岳。它是一崖清

代费晓式建筑的四合院。院内有门房、王厅、窍厅、东西服房等房

舍151可。四周为青砖围墙，占地面积约1600平方米。书院门前，

必银冈书院"四个道劲庄重的大字镶般在影壁墙上。"文运遐

昌"四个集书金字雕刻在门132中间过边的门据上。商今，大门上

方悬挂着李鹏总理书写的横辐爵额"周恩未同志少年读书 i曰:址纱，

更使书院增辉。屈指一立，银冈书院创办至今己有 300 余年的历

史了。根据有关资料记载，银同书院是东北最早的文化教育场所

之一，也是东北最早引入网方教育的学校之一，同时也是当今全

国保持最好的古书院之一。数百年来，银冈书院为中华民族培养

了一大批志士仁人。

银冈书庭出郝浴首创。清康熙年前，主l~浴由扶岭回京， 1ßE斤

居之宅献给铁tlJ令人做为士子读书处，括自称为"致知格物之堂"

改称"银同书院"，清康熙十三年 0674年) ，银冈书院正式创

建。其后凡三百年间，世道凡经风霜，然书院仍基本保存原载。

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 ，清朝下诏废科举，兴学堂，银冈

书院率先改为小学堂，捂牧一班学生共40人• 1这班当为辽北兴办

西学堂之首。无绪三十二年(1906年〉银冈书院小学堂又茄招学

生二个班，第二年又在书院西揭地建屋，再捂学生两个班，两年

共招韧等小学三班，高等;小学二班。学堂实行七年1\jIJ ， Hß初小VIJ

年，高小三年。

1905年，铁i怜书法家，若务才一:tl~赵方w与波干';fy:务处委任为

劝学员，负责兴办地方教育 o 1906年存， -11: 在碗内设项J学费，设

- lO 一



总董 1 人 • X}Ji于fLi5 人，总办技岭城乡教育。 1906年秋，锐问

书院又创办了简易师击和中学。简易部范和中学各招一班学生，

学告1I 分期为二年和三年。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建立了中华民

菌。 1913年12月，又改铁岭劝学所为教育分费8

键冈书白自 1905年兴办商学以来，新式的西学教育代替了教

搜古文的学馆斋房。学校先后设立了初小、离小、蹄莲、中学、

高释。除历来开设的语文课外，增设了算术、地理、历史、音

乐、体育、图画、于工等。学堂注重实际，厚今薄古，注重漂并

体育、文艺活动。学党除了存有经典古籍以外，还购置了大量新

书，如《万国史记》、《东西新史拼要》、《中西算法大成》、

《西巡大事记》、《注i使英法回国 Sì己》、《格致称艺经济集成》

等。

新思想、新教育方法，冲破了"万马齐在if" 的沉闷不变的格

局多哺育和在安了许多志士仁人。如深受中国人民和世界人们爱

戴和敬悍的市人周恩来、尼产阶级国际主义战士苏俄红鹰屈团长

任辅臣、牺牲在南京雨花台最年轻的共产党员石瑛等都曾经在这

所学校就读。

1910年，出若有《汗生梦记》的学者曾宪文〈字述堂)任银

冈书院草草。

1910年，奉天法政学堂学生赵提洁〈吕西县人〉割股上书，

要求清政府芳自会，改良政治，被学校开除，路经铁岭，被聘到

书茹演讲，宣传改良。时学堂教员、自盟会会员王先生财力主革

命，在赵讲演过程中不时予以挝驳，引起辩论。此事在铁岭引起

重大反畹。碍中出委派的民盟会会员杨大实也曾来学堂活动，宣

讲革命理论。同盟会的拉关报《民报》相同盟会在东北创办的

《长春日报》等革命书刊，在学校广为传播，列宁的名字也传入了

银到书院，如此开明校风一直延至九一八事变荒。正是由于这些

新思想的传播，启蒙了许多学生的思想，开拓了他的的视野，使

许多学生成了科学家、革命家、教育家。也使一些人如任辅臣、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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