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冉

卢定强

化州地处广东西南部，北连广西，南濒南海，历史上建置较早，文化教育源远

流长。早在汉代就兴起了学校教育，嗣后，中原文化源源传入，经过先人一代又一

代的辛勤开拓，汉族的先进文化教育深深植根于原为蛮荒之地的石龙古郡上，逐

步枝繁叶茂，开花结果，人文荟萃，贤才辈出。至明代更是群星璀璨，大放异彩。

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化州教育既继承中原文化教育之传统，又吸收西学之精华，

形成了自己的特色。然而由于社会制度的制约，在新中国成立前，化州教育只能

迂回缓慢地发展，广大劳动人民及其子女很少有受教育的机会；新中国成立后，党

和政府十分重视人民教育事业的发展，虽几经风雨，潮起潮落，但改革开放给化州

的教育事业带来了勃勃生机。

我多年来在化州市(县)工作，至今分管教育13年，或亲力亲为，或耳闻目睹，

回眸历史，几许曲折艰辛，喜看今朝，令人感奋不已。在市(县)委、市(县)政府的

正确领导下，各级领导，广大干部群众以及广大教育工作者，以马列主义、毛泽东

思想、邓小平理论为指引，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科教兴国”的战略，确立建设化州

教育强市的宏伟目标，全市上下，同心同德，艰苦奋斗，掀起了发展教育事业的一

个又一个高潮，在教育面向劳动人民、危房改造、普及九年义务教育、教师安居工

程、学校上等级、薄弱学校改造、加强素质教育等方面，克服了重重困难，创造了骄

人的业迹，教育质量一年跃上一个新台阶，全市教育事业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盛景。

经各级检查验收，1997年1月，化州市荣获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扫除青壮年文盲

全国先进县的光荣称号。这可谓实至名归，令人欢欣鼓舞。

《化州市教育志》全面客观地反映千多年来化州教育事业的历史和现状，为化

州教育树起了丰碑，全书洋洋80万言，横分门类，纵贯古今，体例严谨，资料翔实，

文笔凝练，图文并茂，布局谋篇，颇为讲究。具“存史、资治、教化”的功能，足可泽

当代，传后世。负责编写的几位教育界老同志，老骥伏枥，壮心不已。他们有的两

度患病住院，仍恐负所托，笔耕不辍；有的舍弃天伦之乐，风尘仆仆，采访考据于山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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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僻野之间。他们宵衣旰食，晨抄暮写，呕心沥血，字斟句酌，披历两载，数易其

稿，终成巨著。在此，谨对史海钩沉、辛勤笔耕、忘我工作的采编人员致以亲切问

候。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手抚志稿，顿生欣慰与凝重之情。当前，我们面临世

纪之交，知识经济时代已经到来。世界激烈的竞争呼唤高素质的教育，呼唤高素

质的人才。教育现代化、信息化的任务迫在眉睫。我们必须高瞻远瞩、励精图治，

引进先进的教育思想和方法，继续加大对教育的投入，强化学校内部管理，全面实

施素质教育，培养各种高素质的人才。如是，建设化州教育强市的目标指日可待。

大江东去，不舍昼夜，岁月匆匆，奋斗未穷，让我们携手共勉，迎接新世纪，再

创化州教育新辉煌1

1998年12月

(作者现任中共化州市委副书记、化州市人大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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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二

陈有毅

《化州市教育志》在市教育局编纂委员会的具体领导下，经过编写人员的辛勤

劳动，几经修改，终已成书。从此，化州有了一本系统的教育志，可喜可贺。

本志全书共4篇，30多章，80万字。翔实地记述化州从汉代的封建社会、半

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的教育，特别着重反映新中国成立以后的教育

史实。是认识化州教育的一部好书，是进行市情教育、爱国爱家教育的生动教材。

教育是培养人的一种社会现象，是传递生产经验和社会生活经验的必要手

段。教育关系到人才的培养，关系到社会经济的发展，关系到国家民族兴衰成败。

当今，世界范围的经济竞争、综合国力的竞争，实质上是科学技术的竞争和民族素

质的竞争。基于这样的认识，中共中央、国务院在《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中

要求“各级政府、广大教育工作者和全社会，必须对教育的改革和发展具有紧迫

感，真正树立社会主义建设必须依靠教育和‘百年大计，教育为本’的思想，采取切

实有力措施，落实教育的战略地位，加快教育的改革和发展，开创教育事业的新局

面”o

纵观化州教育发展过程，曾经由官学与私学并存，逐步发展到由政府办学为

主，和在政府领导下，广大人民群众热心支持办学的模式。正是由于新中国历届

政府重视教育，社会各界和广大人民群众积极参与，才能推动化州教育的历史车

轮滚滚向前。

古人云：“以古为鉴，可以知兴替。”《化州市教育志》出版后，将起到存史、资治

和教化作用，它服务当代，惠及后世，意义深远。

我相信，有市委、市政府的正确领导，有全市人民的鼎力支持，有全市教育工

作者和教师的努力，有改革开放积累的教育改革丰富经验，化州教育一定能以崭

新面貌跨进21世纪，不断谱写历史的新篇章o

1998年12月

(作者现任化州市副市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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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三

李国金

化州地处广东西南部，鉴江中下游。东汉化州已有儒学教育。宋代，于州城

建学宫(孔庙)。明清两朝，化州先后建立书院10所。清末废科举，兴学堂，光绪

三十一年(1905)，有了官立高等小学堂，民国3年(1914)创办了第一所县立中学。

至民国20年，化州县开始实施国民教育。各乡、保普遍设立国民学校。然而，化

州历来没有教育志，有关教育的史料，只散见于《化州县志》及一些书刊、档案之

中。这次编纂的《化州市教育志》面世，实属化州教育史上的一件大事。

教育是人类文明的重要标志。国家把教育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提倡科

教兴国。故教育的发展在所必然。对教育的历史和现状的了解，则有益于吸取历

史的经验与教训，为后人办教育有所借鉴。这是编纂此书的出发点和宗旨。

宋代以来，教育为化州培养了大批人才，也为化州带来了繁荣。但由于当时

经济条件的局限，教育尚未能有大的发展。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粉碎“四人帮’’

后，化州县教育得到迅速的恢复和发展。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便在全省

率先扫除青壮年文盲与普及了小学教育，90年代以来，通过学校危房改造、普及九

年义务教育、校舍建设、学校上等级、教师安居工程和改造薄弱学校的建设，全县

学校实现了楼房化，运动场地完善，图书、仪器充实，化州教育有了新的发展o

1994年又实现了普及九年义务教育o 1997年获得了省和国家教委授予的普及九

年义务教育、扫除青壮年文盲先进县的称号。

展望未来，化州教育事业前程似锦。党中央重视教育，尊重人才，渴望人才，

教育振兴，指日可待。

． 在此，对参与编纂此志的全体同志，对关心支持本志的社会各界人士表示衷

心的感谢!

1998年12月

(作者现任化州市教育局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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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州市教育志》凡例

1．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指导，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

史唯物主义，全面、系统客观地记述化州教育的历史与现状o

2．本志记事地区范围，为化州市行政区域兼及古代化州的行政区域。记事范

围不受行政系统限制，记述全市教育事业的史实。

3．本志记事上限一般始于清代，一些事物需要上溯的则有所延伸。下限止于

1997年底，升人大学本科学生名录、照片、文章题目及作者名录，则延伸到成书之

前。

本着“详今略古”的原则，着重记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教育史实o

4．本志以记、志、传、图、表、录为主要表述形式。全志设概述、大事记、清代的

教育、中华民国时期的教育、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教育、人物及附录，均一级

平行排列。各个时期的教育，采用“横排门类，纵述史实”，以时为序进行记述。篇

之下分章、节、目三个层次。彩色图片置于全书之前，黑白图片则附于有关章、节

之中。

5。本志文体采用现代汉语、语体文、记叙体。全志除概述外，不评论，寓观点

于记述之中。

6．本志大事记的所记内容，是化州古代、近代、现代教育的大事、要事、新事。

记述采用编年体，辅以纪事本末体。

7．本志人物篇，下设传记、简介、名录三部分。人物立传按照“生不立传”原

则，不为在世人物立传。人传人物以本籍人为主，兼顾本籍在外地工作和外籍在

本县工作有重大贡献者。

8．本志记述历史朝代、机构、官职、地名、人名，均依当时称谓，古地名夹注今

名。历史纪年加注公元纪年。民国前的纪年用汉字，夹注公元纪年。民国纪年和

公元纪年，用阿位伯数字。当代机构名称一般以印鉴为准。文中所用“建国前”、

“建国后”和“新中国成立后”均系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o

9．本志中简称均在各章或节第一次使用全称时予以注明。志中凡简称“党

的”，均指中国共产党，凡称省委、地委、市委、县委、区委、镇委的，均指中国共产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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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地方组织o

10．本志各项数据一般采用本市统计局、教育局的数字，两局缺的，采用主管

部门或主办单位正式提供的数字。数字书写按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等七个

部门1987年2月起试行的《关于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试行规定》执行。计量单位

按国务院1984年2月27日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定计量单位》执行。记述历

史事件中的计量时，仍按当时旧计量单位记载。

11．本志字体，除必要时使用繁体字外，一律使用国务院1956年公布的《汉字

简化方案》和1964年批准的《简化汉字总表》中的简化字o

12．本志所用资料来自省、市、县各级档案馆档案，图书馆藏书、报刊，历代志

书、族谱、历史文物，本市教育局及有关部门档案，以及调查、采访的资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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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化州，地处粤西鉴江中下游。秦，属象郡。此后，区划迭更，建置多变。自南

朝宋，始设罗州县治。至宋代，始名化州。历史上化州地区，对于中华传统文化的

继承，较之中原地区的县份略为迟缓。然而，它临近海洋，毗邻港澳，对于外来文

化的吸收，却得地利之先。历经年月，化州的文化教育在继承与创新的变化发展

中不断前进。

史载：自汉代始，东南沿海一带即有学校教育，如官学庠、序，私学书馆、精舍

等。叉据清道光《化州志·李进传》载：东汉时，在高兴(今化州地)，有农家子，名叫

李进，少年聪颖，喜读经史，后出仕，曾任武陵太守和交州刺史。由此可见，化州这

个地方，在汉代已有学校教育。

南朝宋至隋朝，罗州、石龙郡的治所均在化州。当时有名的官员冯业、冯代、

冯融、冯宝、冯仆、冯暄等先后为罗州、石龙的刺史或太守。他们积极推行汉族的

先进文化教育。特别是罗州刺史冯融的儿子高凉太守冯宝与俚族首领之女冼英

联婚，更使汉族的文化教育影响到高凉地域的俚族千家万户。冼英后来被称为冼

太夫人。这一时期，对于化州文化教育的发展产生了一个新的契机。

唐代，大兴教育，前后两次诏令天下，州、县、乡均设学校，择师授徒。化州在

唐代为辩州及石龙县的治所，是文化教育的中心，为化州文化教育的发展提供了

一个有利的环境。

宋代，朝廷曾几次诏令州、县兴办学校。化州也和东南各地一样，官学和私学

都有所发展。绍兴三十一年(1161)，郡守沈云举建学宫于州城宝山之东，并置田

产。由于战乱，江西、福建等地常有流民徙人化州；在化州任职的官员，期满后，也

有定居于化州的；还有被贬至化州的士宦，如范祖禹、莫假、龚夫等。他们或设家

学以教育子孙，或设学授徒，以推广教育，从而促进了化州文化教育的发展。在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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