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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季溫州地區的廟產辦學
 

 

祁 剛 

 

一、緒論：問題的緣起 

1898 年 7月，光緒帝頒布上諭：“民間祠廟，其有不在祀典者，即着由地方

官曉諭民間，一律改為學堂，以節靡費而隆教育”1。這一道諭令，通常被視作

近代中國“廟產辦學”政策的發軔，同時作為一項教育改革的開始，也兼具宗教

改革的意義2。這一改革政策的雙重意蘊，非是層壘分明的，而是相互交織的，

往往藉由政治的、文化的，乃至觀念的等一種或幾種方式推動施行。當政令從帝

都經由省會向府縣，進而通往鄉鎮層層下達的時候，那些不在官方祀典之列的百

姓祠堂、佛道寺觀均被征用。當“廟產辦學”運動隨著基層行政機制的推行而不

斷擴散，從而造成了地方上的“動蕩不安”。清末“廟產辦學”政策的推行，使

得“教育投入”與“廟產劃歸”作為矛盾對立面長期存在，其實際情形——包括

浙江在內的中國東南地區——竟至僧俗聚訟、官民衝突的地步，遂成為當時社會

討論的重要問題3，引致教育界、宗教界圍繞法理、產權等社會資源爭奪的矛盾

                                                             
  本文係中央研究院主題計劃「1898-1948:改變了中國宗教的 50年」之分項「溫州“廟產

辦學”運動」的執行成果。謹向 Paul Katz（康豹）、Vincent Goossaert(高萬桑)、劉文星、

吳亞魁、毛薇潔、王妍等師友所給予的支持和幫助，表示感謝！本文原發表于中央研究

院近代史研究所主辦，「改變中國宗教的 50年」主題計畫成果發表會。會議期間，承蒙

評論人賴惠敏教授與在場多位先進的指正，以及審查過程中復得匿名評審專家惠賜修改

建議，謹致謝忱！唯本文或有疏漏之處，當由筆者自負其責。 

 復旦大學歷史地理研究所博士研究生畢業，歷史學博士，南京圖書館歷史文獻部館員。 

1  朱壽朋，《光緒朝東華錄》（四），北京：中華書局，1958年，頁 4126。 

2  Vincent Goossaert, “1898: The Beginning of the End for Chinese Religion?”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65.2(2006), pp.307-336. 

3  以《申報》為例，諸如：飭地方官保護寺產感言（1905年 4月 14日，01、02版），巡警

局嚴辦淫祠（1906年 8月 23日，09版），稟陳封廟改學之督批（1907年 8月 19日，11

版），飭辦阻提廟產興劣學生（1908年 10月 8日，11版），庵廟改充學堂公產（1908年

11月 1日，12版），僧立教育會保護寺產（1909年 11月 6日，18、19版），陳相互爭檀

越之結果（1909年 12月 14日，12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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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益激化。新、舊教育，新教育、舊宗教之間對社會資源的爭奪4，與其認為是

清末“廟產辦學”問題癥結所在，毋寧說是這一複雜現象的冰山一角而已。 

與此同時，這一時期階段性的教育改革政策，儘管普遍認為是收效甚微的，

但是其“結果，學堂大都建在城市和市鎮；在農村和偏遠地區鮮有所見”5。教

育改革政策所產生的城鄉差異，并不僅僅顯現為新式學堂數量分佈上的空間分

野，而是對城鄉之間宗教景觀結構差異的本質體現，包括了地方宗教的權力構造、

經濟關係、社會網絡等內生性的諸多因素6。基於這樣一個背景性的認知過程，

從教派廟宇、學校建制、辦學實踐等具體面相入手，通過對城鄉不同階層人群（基

層官員、地方菁英、普通民眾）圍繞寺廟的觀念意識、社會認知、精神信仰的考

察與比較7，為理解清末地方層面（溫州地區）的“廟產辦學”運動的豐富意蘊，

提供觀照。 

二、溫州廟產辦學的地方面相 

長時段看來，溫州地區廟產辦學實踐過程中的城鄉差異現象，非自清季而始。

類似地，在明代溫州府平陽縣“整飭庵堂，興辦社學”的運動中亦是如此，當時

政策面相主要針對農村地區，絕大多數庵堂分佈在縣城以外的鄉都村落8。以明

                                                             
4  相關研究：林作嘉，《清末民初廟產興學之研究》（申請碩士學位論文），東海大學，1990

年；陳可畏，《略論清末浙江的興學運動》，《浙江師大學報》（社會科學版），2000年第 2

期；陳勝，《清末新政時期的鄉村教育訴訟》，《江南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07

年第 3期；許效正，《清末民初（1895-1916）湖南的廟產興學運動》，《蘭台世界》，2013

年 6月下旬；徐躍，《清末廟產興學政策方針與地方的運作：清末四川叙永厅為個案》，《華

中師範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3年第 3期。 

5  [美]李懷印，《華北村治——晚清和民國時期的國家與鄉村》，北京：中華書局，2008年

7月，頁 197。 

6  相關研究：Thomas David DuBois, The Sacred Village: Social Change and Religion Life in 

Rural North China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2005); Rebecca Nedostup, 

Superstitious Regimes: Religion and the Politics of Chinese Modernity  (Cambridge, MA :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0); Lo Shih-chien 羅士傑，“The Order of Local Things : 

Popular Politics and Religion in Modern Wenzhou (1840-1940)”(Ph.D. thesis, Brown 

University ,2010); Poon Shuk-wah 潘淑華, Negotiating Religion in Modern China : State and 

Common People in Guangzhou, 1900-1937 (Hong Kong: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2011). 

7  Paul.R.Katz(康豹)，《中國帝制晚期以降寺廟儀式在地方社會的功能》，收入林富士主編

《中國史新論·宗教史分冊》，台北：中央研究院、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10年

12月，頁 375-412. 

8  詳參附錄一，明弘治間平陽令王約“改庵立師”一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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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毀廟辦學”反觀清季“廟產辦學”，並將其作為一種“地方經驗”在後者的

研究過程中加以借鑒，不無助益——至少在信仰體系劃分、寺廟建築形態、社區

宗教生活、寺廟城鄉分佈等諸多地方因素，從明代中後期直至帝制晚期，溫州地

區仍然保持了相當穩定的、完整的結構。就城市體系本身而言，像溫州這樣一個

地處中國東南部沿海地區、屬於中等規模的府城，其宗教景觀、辦學實踐所呈現

出來的城鄉差異，並不是以城墻為區隔而內外分明的，相應地則是由於城市與鄉

村之間諸地方因素的內生機制不同而造成的，至少是基於城鄉不同的經濟生產方

式，從而使得社區宗教生活在城中、城郊、鄉村等不同地帶呈現出不斷差異分化

的趨勢9，而寺廟城鄉分佈的空間分異也隨之產生。 

城鄉二元的社會結構，對清末以來的現代化進程，乃至現當代中國社會轉型

的影響，都是潛移默化的。清季溫州地區的廟產辦學，各縣學堂的創辦，得益於

在城菁英、在鄉宗族的支持與資助——在政策施行方面，科舉時代在城的開明官

員和文化精英是早期學校興辦的積極倡導者、主持者，也是促進傳統公共空間—

—寺觀、庵堂、祠廟等——公共資源現代化建制的重要推力，並使之成為鄉村辦

學的示範，而在辦學規模和教育促進方面，城市得天獨厚的交通條件、智力資源

都是鄉村無法比擬的。 

之所以會造成這樣的差異，一部分是由於傳統社會的城鄉二元結構，一部分

是處於“廟產辦學”政策窗口期的地方適應。前者在鄉村與城市之間形成了“初

等—中等—高等”的學校教育序列和人才培養流向，且在面臨教育政策衝擊之下，

城市中的宗教社團——特別是佛教會——組織體系的發展，也隨之日趨完備。後

者是對中央政策的地方應對與回應，通常是按照“化零為整”“化私為公”的政

策思路對祀田、族產、廟產等各類教育經費來源，予以基金、稅捐等形式的制度

化建設，進而對本地教育事業發展產生影響，同時也自上而下地對當地社區的基

層治理、文化改良產生影響。 

需要指出的是，溫州城鄉在清末“廟產辦學”運動中遭受衝擊的教派寺廟及

其寺產，主要表現為建築形制、經濟權屬。以建築形制而言，參照民國《平陽縣

志》“神教志”中信仰體系的劃分——國家祭祀、民間崇祀、鄉賢神明、鄉里叢

                                                             
9  Vincent Goossaert, “Festivals in Jiangnan during Late Qing and Republican period”, “Fifty 

Years that Changed Chinese Religions”, Thematic Research Project Final Conference, 

Academic Sinica, 2013, pp.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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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10，相應建築之空間大小、等級範圍等不盡相同，常以“寺”“觀”“祠”“廟”

“庵”“堂”“宮”等通名相區別。其中，國家祭祀、民間信仰中以“廟”最多，

其次為“祠”；佛教以“寺”“廟”“庵”“堂”居多，且寺、廟較庵、堂的規模大；

道教則為“宮”“觀”。然而，本文研究並不局限於宗教色彩濃厚的佛教寺廟、道

教宮觀11，也對作為官方意識形態的儒教及其儒教化建築有所留意，即除了一般

意義上的寺廟、庵堂、宮觀、祠廟等，還試圖將舊書院、宗祠、祠堂一併納入研

究視野。 

早在“廟產興學”之前，清廷部分改良派官員自十九世紀中后葉開始對舊教

育機構進行西式改造12，嘗試“書院改學堂”的教育改良，試圖盡可能保留“中

學”的本體，而這一利用儒教化建築興辦新式學校的努力，一直延續至清末“廟

產辦學”運動當中。對於這一歷史過程的辨析，與“廟產辦學”運動相聯繫的，

不只是在時間上有所疊合，乃至於二者研究範疇也是有所交集的——“廟學制”

作為儒家教育機構的基本建構，凸顯了學校（含書院）園地中的祭祀空間（廟、

祠）及其作用13，使其研究不僅僅局限於教育改革的學術視野。此外，儒教禮制

規範的“家廟”在建築形態上完全符合“廟”（temples）的基本空間特征
14
；由

此推而論之，在建制等級、空間規模上遠遠遜於家廟的宗祠、祠堂，亦具有“廟”

的特征。儘管宗祠、祠堂的建築空間有限，不利於辦校，但是其分佈廣泛、遍佈

鄉村、宗族組織的特點，在“廟產辦學”運動仍不容小覷。正因如此，張之洞在

著名的《勸學篇》中論及廟及廟產的改造、征用時，既“可以佛道寺觀改為之”，

                                                             
10  符璋、劉紹寬，《平陽縣誌》“卷四十五•神教志一”，1925年鉛印本，台北：成文出版

有限公司，1960年，頁 466-480。 

11  [日]枚田諦亮，《清末以來的廟產興學運動與佛教團體》，收入《中國佛教史研究》第二

卷，東京：大東出版社，1984年；王雷泉，《對中國近代兩次廟產興學風潮的反思》，《法

音》，1994年第 2期；王雷泉，《世紀之交的憂思：“廟產興學”百年祭》，《佛教文化》，

1998年第 1期；劉成有，《略論廟產興學及其對道教的影響——從 1928年的一段地方

志資料統計說起》，《中國道教》，2004年 1期。 

12  田正平、朱宗順，《傳統教育資源的現代轉化——晚清書院嬗變的歷史考察》，《廈門大

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2年第 5期；王兆祥，《書院改學堂：教育現代化的一

個過程》，《歷史教學》，2008年第 6期。 

13  高明士，《東亞教育史研究的新動向》，《台灣東亞文明研究學刊》第 1卷第 2期，2004

年 12月，頁 105-134。 

14  Susan Naquin, Peking: Temples and City life, 1400-1900,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0, pp.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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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補充辦學場所之不足，又“可以祠堂之費改為之”，以補充辦學經費之不足15。 

歷時性地來看，在書院、學校等傳統教育資源無法滿足新式教育建制需求的

情况下，“廟產辦學”政策假寺廟建築作爲校址校舍，以其附屬經濟產業計提、

撥充作為經費收入，試圖以此來彌補國家財政教育經費之不足，使之成爲現代化

建制發生的公共場域、資金來源；在紓解教育經費困局的同時，也促進了以“反

對迷信”“改良風俗”等社會運動的興起16。在民族國家構建的歷史語境中，這一

進程不啻為“一種在現代的標識下的利用”17。 

爰及于此，本文研究着意将清季（1898年-1912年）溫州地區廟產辦學的地

方實踐與時代過程相結合，通過對孫詒讓人生最後十年辦學成果的回顧，對溫州

府屬瑞安、平陽、永嘉、樂清等縣新式學堂創辦過程的梳理，着重考察學校創辦

對寺廟建築及寺產經濟的“現代化征用”，分析清季溫州地區寺廟“現代化征用”

的時空過程，以期對其“廟產興學”政策的地方實踐成效有所評介。 

 

三、自強之原，莫先于興學 

光緒二十八年（1902年），通常被認定為溫州地區“廟產辦學”運動的發端。

這一年，時年五十五歲的孫詒讓將瑞安縣城內東南、東北、西南、西北四隅18的

舊廣濟廟、忠義廟、關帝廟、顯佑廟19改造為蒙學堂；平陽陳子蕃、王志忱利用

嶼邊集福寺、古鼇頭楊府廟創辦集福蒙學堂、鼇江蒙學堂；樂清曹文昇在大荊改

印山書院為蒙學堂20。確切地說，1902年只是溫州“廟產辦學”運動中新式小學

                                                             
15  張之洞，《勸學篇》，《張之洞全集》，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頁 9739-9740。 

16  沈潔：《現代化建制對信仰空間的征用——以二十世紀初年的廟產興學運動為例》，《歷

史教學問題》，2008年第 2期，頁 57-58。 

17  杜赞奇（Prasenjit Duara），《從民族國家拯救歷史：民族主義話語與中國現代史研究》，

王憲民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3年，頁 75-76。 

18  按明清瑞安地方行政習慣，“隅”作為城區基層行政單位等同於“廂”，與鄉村地區的“都”

相對。光緒三十四年（1908年），東南、東北、西南、西北四隅及永豐廂，同屬瑞安城

區。詳參《瑞安地名志》，瑞安：瑞安市地名委員會，1988年，頁 18-24。 

19  據《瑞安縣志》卷三“祠祀”，舊廣濟廟、關帝廟、忠義廟俱列祀典——舊廣濟廟在城

東門內、忠義廟在東北隅縣治后，而顯佑廟在城峴山下豐積倉側。詳見陳昌齋等纂修，

《瑞安縣志》（嘉慶戊辰年，1808），民國六年（1917年）石印本。 

20  孫延釗，《孫衣言孫詒讓父子年譜》，徐和雍、周立人整理，溫州文獻叢書，上海：上海

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3年，頁 302-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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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的開始，而“借廟辦學”的其他新式職業教育則出現得更早。 

早在光緒二十二年（1896 年），為講授算學而創建的新式學堂“算學書院”

設在瑞安縣內卓公祠，成為清末溫州征用廟產、興辦學務的起點。是年，被算學

書院（后定名為“計學館”）征用的卓公祠，是一座肇建於明代弘治年間（1488

年—1505 年）的鄉賢祠，用以紀念本縣在明初湧現的才子卓敬21。或因卓敬本人

精通曆算之學的緣故，故借用其祠址興辦新式算學教育，故孫詒讓等地方菁英“因

議擇定城內縣前橋下直街原有卓公祠……以寓紀念前哲、啟迪后賢之意”22。正

因如此，新式學堂對這間祠廟的征用，至少在學理上是名正言順的。孫詒讓等人

將舊祠宇改建一新，建成會堂、教室、操場、自修室、閱報室等設施設備，使之

在學校建築的建制、功能上，與清代“科舉學校”23——書院、社學和義學等三

種鄉學也可當作其中一部分有所不同，相互區別。 

以此為先聲，“邇來中土士大夫始知，自強之原莫先於興學”24。迨至光緒二

十七年（1901年），溫州地區的新式教育學堂初具規模。溫屬瑞安、永嘉、樂清

等縣地方士紳紛紛對舊祠廟、宗祠、書院等舊式公共建築加以改造利用，興辦了

一批以算學、外語、農桑、化學、紡織等職業教育為主的新學堂（表 1）。溫州

最早一批職業學校的創辦，雖是游離于傳統“科舉學校”體系之外，但顯然受到

了來自地方傳統的歡迎與認同。19世紀中後葉洋務運動的興起，清廷“中學為

體，西學為用”的體用之辨，仍然試圖保留儒學經典、科舉應試作為官方意識形

態教育的正統地位；在此前提之下，以近代科學為主的西學教育只能作為其教育

對象、教授方式的補充形式而被允許存在。儘管如此，這些職業教育重在實用，

雖不能應考舉試，但以技能傍身，而與溫州當地重工商、重實業的濃厚傳統十分

契合，亦因如此，職業學堂自創辦之初，普遍受到溫屬各縣子弟的青睞。 

 

 

                                                             
21  婁子匡，《溫州府志》，《中國民俗志》（第一輯浙江省），台北：東方文化供應社，1970

年，頁 12。 

22  孫延釗，《孫衣言、孫詒讓父子年譜》，徐和雍、周立人整理，溫州文獻叢書，上海：上

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3年，頁 275。 

23  蕭公權，《中國鄉村——論 19世紀的帝國控制》，台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頁 276。 

24  孫詒讓，《瑞平化學學堂緣起》，《籀庼述林》（卷十），北京：中華書局，201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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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896 年-1901年溫屬各縣學務興辦情況 

學校名稱 縣屬 創辦時間 校址坐落 創辦人（倡建者） 

瑞安學計館 瑞安 1896 卓公祠 孫詒讓、項申甫等九人 

私立瑞安方言馆 瑞安 1897 項氏宗祠 項申甫、項苕甫 

溫州蠶學館 永嘉 1897 

府城道後 

關帝廟後進 

孫詒讓 

天算學社 瑞安 1898 

忠義街 

孫氏詒善祠塾 

孫沖 

永嘉中西學堂 永嘉 1898 九柏園頭 郭峰岳 

瑞平化學學堂 永嘉 1899 府城詒善試院 孫詒讓、楊景澄、金晦等 

私立樂西算學館 樂清 1899 縣城內 陳詠香 

織錦學堂 永嘉 1900 

府城道後 

關帝廟 

徐象嚴、徐鴻壽、徐定督等 

藝文中學堂 永嘉 1901 

海壇山 

藝日書院 

蘇威廉 

(William Edward Soothill) 

“借廟辦學”是“廟產辦學”政策的基本層面。新教育對舊建築的“征用”，

除祠廟場地租借、借用之外，學堂教育與寺廟產業之間尚無直接經濟聯繫。康有

為“改諸廟為學堂，公產為公費”的奏議，試圖利用對舊學款產和社區公產，但

亦因其背後濃厚的傳統制度背景和社會習俗，這些款產的經營、計提、公用都需

要地方菁英階層的熱情參與。因此，孫詒讓、黃紹箕、黃紹第、項申甫、項苕甫

等溫州地方菁英在新學堂、新教育創辦初期的積極作用，無疑是示範性的。與此

同時，教會學校藝文中學堂的創立，不僅僅是原有學塾規模的簡單擴大，而是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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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近代新式學堂、學校走向“教育機構化”（Institutionalization）的開始25。相較

之下，溫州其他學校創辦過程，仍有賴于地方菁英之經營，校舍、經費全無制度

保障，多臨時征用、籌集等權宜之計。據溫州留日學生假“浙江同鄉會”名義在

日本刊發的《浙江潮》上的統計，1896年-1902年瑞安城內的辦學，僅瑞安普通

學堂另有“庫串之加厘、種種之地方稅”兩項相對穩定的財源26，其餘絕大部份

學校經費來源仍係地方募捐、學費募集，有賴于“紳富之捐輸”。 

光緒二十七年（1901年），清廷頒布自明年始改科舉，廢八股的詔令27，對

“科舉學校”體系進行應試改革、教育改革，取而代之以新式教學形式、教育內

容，仿西方學制的新式初等學堂在各省府縣推而廣之，并在以後數年隨着清末新

政改革進程不斷推進。1903年，清廷頒佈《奏定學堂章程》之後，溫、處兩地

的教育改革、學務創辦有所發展。此一發展趨勢雖受次年“浙江事件”的影響而

有所滯緩，但是隨着溫處學務分處的成立逐漸改善。 

1905 年 10月，孫詒讓代表溫、處兩府士紳向浙省學務處奏請成立“溫處學

務分處”。據《溫處學務分處紀略》所載28，其人員組織、籌備設立大致如下： 

溫處兩府聯合設立學務分處，推舉孫詒讓為總理。初，青田陳蘭熏、平陽黃

溯初、永嘉吳碧華，三君歸自日本，以兩府距省較遠，新學尚未大興，建議設一

管理學務之機關，集群萃力，聚財舉事，上為政府之輔助，而下以廣其勸導。三

君乃括溫州、樂清、平陽、泰順及處州龍泉、青田等士紳，瑞安則由郭筱梅、楊

志林參加，共計五十餘人，集議永嘉張氏池上樓，眾謀僉同，假永嘉城内紗帽河

沙氏宗祠設籌備処。 

這一機構成立后，在孫氏擬定的《溫處學務分處章程》指導下，溫處兩地學務在

1906年-1907年進入快速發展期。按照孫詒讓的設想，“其未成立各鄉鎮，由處

                                                             
25  沈迦，《尋找·蘇慧廉》，北京：新星出版社，2013年，頁 180。 

26  許世錚，《光緒二十二年—二十八年瑞安城內的學校》，摘自《浙江潮》第四期調查全稿，

《瑞安文史資料》第七輯，政協瑞安市文史資料委員會，1990年，頁 99-104。 

27  光緒二十七年八月二十九日，《光緒朝東華錄》卷 168，轉引自陳學恂主編：《中國近代

教育大事記》，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81年，頁 110。 

28  劉項宣原著、張憲文整理，《溫處學務分處紀略》，《溫州文史資料》第四輯，政協溫州

市文史資料委員會，1988年，頁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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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員切實調查，劃定學區，分函各該地公正紳士，百端勸導，迅速籌設，其有別

種障礙，分處力任後援，并定獎勵辦法。於是溫屬各縣士紳，始踴躍興辦，各屬

小學，乃漸漸增多矣。”
29
不可否認，“溫處學務分處”的辦學思路沿襲或者借鑒

了溫州地區士紳辦學的經驗，旨在鼓勵、發動地方菁英階層的力量投入到地方學

校與教育。而在此過程中，一批從日本留學歸來的溫州籍留學生的作用亦不容忽

視30。曾經遊學日本的黃溯初31、吳碧華、陳蘭熏，則能夠將日本現代學校教育興

辦的理念與經驗加以運用，督導、促成了本地社會近代化教育事業的發展32，從

而進一步豐富和完善了既有的辦學思路，辦學效果在數量上也超出預期。溫處學

務振興之後，新式學堂、學校對舊寺院祠廟，以及舊公署、舊書院、舊宗祠等傳

統資源的征用，也隨之達到一個空前的水平。 

 

四、清季溫屬廟產辦學之量化 

1896 年-1908年，溫州地區新學創辦，無論是各式新學堂數量還是創辦時間，

都是領先于當時毗鄰的處州地區33。與處州相比，溫州地處沿海，經濟較為發達，

府縣文風較盛，人才輩出。自十九世紀四十年代溫州開埠以來，西學風氣影響漸

深，《申報》、《萬國公報》等報紙，經孫詒讓等引介，從外埠傳入溫州開啓民風34；

加之黃紹箕、黃紹第，孫詒讓，項申甫、項苕甫、黃溯初等溫州地方菁英的廣泛

經歷，遠至京師、上海、武漢乃至日本遊歷觀風，對西學、洋務等認識頗深，“不

講新學者，遇變無進身之階，平時無自全之路，此絕無疑者也”35，熱衷興辦學

務，尤重鄉梓教育，辦學效果卓著。 

 

                                                             
29  同前揭。 

30  呂順長：《清末浙江與日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頁 70-80。 

31  黃群撰，盧禮陽輯，《黃群集》，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3年，頁 3。 

32  吳民祥，《早起現代化進程中的浙江教育研究——基於人口變遷的考察》，桂林：廣西師

範大學出版社，2011年，頁 84。 

33  據《溫處學務分處紀略》，處州同期共創辦各類新式學堂學校 106所，且處州最早新學

創辦于 1904年。 

34  孫延釗，《孫衣言、孫詒讓父子年譜》，徐和雍、周立人整理，溫州文獻叢書，上海：上

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3年，頁 233。 

35  黃紹箕，《勸南北鄉紳購置書報書》（光緒二十八年，1902年），俞天舒輯，《黃紹箕集》，

政協瑞安市文史資料委員會，1998年，頁 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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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光緒三十三年（1907年），孫詒讓在《溫州辦學記》中對當時溫屬各縣小

學堂辦理情況進行了回顧： 

 

初級小學則平陽最多，樂清次之，瑞安又次之。瑞安城內公私所辦有五六區，

鄉間有廿余區；平陽江南鄉有三十餘區，南北港有數十區；樂清則西鄉、東鄉各

有數十區；永嘉舊無蒙學，自前年城內外始有數區，然皆未甚合法，鄉間尤少，

去年下湖鄉始有三區，上湖鄉有一區，永強有一區，皆自稱兩等，然實則并初級

亦未完全，尚須努力改進也。此外，泰順、玉環城內，均有官辦一學堂，然學生

甚少，教員亦止兩三人，學科未備。本年玉環似略有改良之意，而泰邑則仍前簡

單，一時未能開通。 

 

孫氏對光緒二十八年（1902年）以來溫州府屬各縣小學興辦情況的總結，符合

光緒二十二年（1896年）以來溫州地區廟產辦學發展的基本脈絡。從廟產辦學

運動的過程來看，瑞安辦學最早，但多在縣城，鄉村較少；樂清辦學較晚，由東、

西兩鄉起，而後來居上；永嘉雖是郡城，然發展尤為緩慢；至於泰順山鄉、玉環

海島則因條件簡陋，發展未及。至光緒三十三年（1907年），溫州府屬各縣已經

創辦新式小學 118所36。根據俞天舒的統計（附錄二），從光緒二十二年至光緒三

十四年（1896年-1908年）的十餘年間，溫州地區共創辦、新建各類新式學堂學

校 200所37。其中光緒二十七年至光緒三十四年（1901年-1908 年）間，溫屬各

縣共新辦各類新式學堂 191所，占到清末溫州地區辦學數量的 95.5%。通過對上

述各學堂創辦年代、校址坐落的匯總統計、定量分析，為廓清清季溫州地區“廟

產辦學”形勢之發展，評介“廟產辦學”政策之成效，奠定基礎。 

通過對諸校校舍勘址的歸納，主要來源有：一、寺觀庵堂祠廟；二、宗祠；

三、舊書院舊學塾；四、舊衙署機構；五、住家民宅。其中第一、二、三類是傳

                                                             
36 《浙江教育官報》，光緒叁拾肆年，1908年。 

37  俞天舒，《孫詒讓等于光緒二十二年至三十四年在浙南各縣開辦的新式學堂》，《瑞安文

史資料》第九輯，政協瑞安市文史資料委員會，1992年，頁 15-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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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社區（村落、宗族）公共空間的主要類型，在府、縣的城鄉地區都有分佈，而

第四類官署區主要在府縣城內有分佈。相關情況大致如表 2 所示： 

表 2.1896-1908年溫、處新學校址擇定情況統計 

校址類型 

溫州府屬新學 處州府屬新學 

數量 比例 數量 比例 

寺觀、庵堂、祠廟 47 23.5% 38 35.8% 

宗祠 52 26% 20 18.9% 

舊書院舊學塾 11 5.5% 15 14.2% 

舊衙署機構 8 4% 2 1.9% 

住家民宅 8 4% 6 5.7% 

不詳 74 37% 25 23.5% 

 

統計結果表明，在可諸查考的校址類型中，新式學堂對寺觀、庵堂、祠廟及宗祠

的征用比例無疑是最高的，遠遠超過了對書院學塾等傳統教育資源的接收程度。

前者達到 50%左右，後者則平均不足 10%。進一步而言，在溫州地區所征用的 47

個寺觀、庵堂、祠廟中，有 10 個佛寺道觀（21.3%），其餘 37 個係民間信仰祠廟

（68.7%）；在征用的 52個宗祠中，10個在城（19.2%），42個在鄉（80.8%）。三

組數據的揭示，試圖表明清季溫州的廟產辦學運動，經歷了一個從城市向鄉村發

動的過程。在此過程中，鄉村基層的公共資源（祠廟、宗祠）得到了充分調動與

利用——值得注意的是，與傳統宗祠內設塾有所不同，新式學堂、學校對於鄉村

宗祠建築的現代化征用，打破了一村一姓族學、族塾限於血緣共同體內部的教育

傳統，實現了地域共同體之間教育資源的進一步整合與利用。 

再以溫州府屬各縣的情況來看，諸縣辦學對寺觀、宗祠等建築的征用比例大

體相當，保持在 50%左右。然其比例構成中，溫州府內則顯現出南、北之間的地

域差異。瑞安、平陽與永嘉、樂清的兩組數據略有差異——瑞安、平陽兩縣對寺

觀庵堂祠廟的征用比率幾乎是永嘉、樂清的兩倍多，而宗祠征用比率尚不足永嘉、

樂清兩縣的三分之二。具體如表 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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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896-1908 年溫屬各縣新學校址擇定情況統計 

校址類型 

瑞安縣新學 平陽縣新學 永嘉縣新學 樂清縣新學 

數

量 

比例 數量 比例 

數

量 

比例 數量 比例 

寺觀、庵堂、祠

廟 

14 36.9% 18 32.8% 7 13% 8 17.9% 

宗祠 9 23.7% 11 20% 17 31.5% 15 33.3% 

舊書院舊學塾 1 2.6% 1 1.8% 6 11.1% 2 4.4% 

舊衙署機構 1 2.6% 1 1.8% 3 5.55% 2 4.4% 

住家民宅 0 0 5 9.1% 3 5.55% 0 0 

不詳 13 34.2% 19 34.5% 18 33.3% 18 40% 

 

這樣的結構差異，與其認為是數量的，毋寧認為是地域分佈造成的（圖 1）。

在清末新政學務興辦過程，溫州府諸縣的發生次序是“瑞安先成，平陽、樂清繼

之”，溫州附郭的永嘉縣則等而次之，泰順、玉環最末38。 

 

 

 

 

 

 

 

                                                             
38  孫詒讓，《〈东瀛观學記序〉序》（光緒三十二年，1906年），張憲文，《孫詒讓遺文輯存》，

政協溫州市文史資料委員會，1990年，頁 3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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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清季溫屬四縣“廟產辦學”校舍構成示意圖39 

 

以瑞安、樂清為例，溫州府內南、北兩縣辦學成功的原因，至少在主導力量、

辦學方式上各有不同。瑞安辦學的成功，得益於以孫詒讓、黃紹箕、黃紹第、項

申甫、項苕甫等為代表的，一批出身正途、擁有一定位階、學銜與官銜的精英人

士的有力支持40。與之相比，樂清縣內東、西鄉新學創辦，雖然受到了瑞安辦學

的影響，但是樂清地方紳富的有力資助，則是其辦學成功的基礎。樂清辦學“六

君子”的功名出身——吳熙周為清拔貢，陳錫麟、倪邦彥為清庠生，石蘊輝曾任

                                                             
39  南開大學歷史系王哲博士承擔本圖清繪工作，謹致謝忱！如有誤漏，概由筆者自負其責。 

40  李世眾，《晚清士紳與地方政治——以溫州為中心的考察》，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年，頁 94-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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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州府中學監學，鄭良治為清廩生，而馮豹則從未習舉子業41，較之瑞安孫氏、

黃氏等人的社會地位相去甚遠。兩縣主導辦學社會階層的不同，各自利用的策略

和資源也不相同，進而對兩縣辦學方式產生影響。與瑞安辦學有所不同，樂清縣

辦學首在“召集倡捐田畝會議”，“繼擇學堂基址，擬建校舍”42。 

由此可見，在清季溫屬各縣學務創辦的初期階段，地方文化菁英動用地方資

源的影響力，在當時、當地是其他階層所不能比擬的43，而地方紳富所能憑藉的，

則是依託于社區（村落、宗族）力量來爭取辦學。從這個角度來看，清末溫州廟

產辦學的城鄉差異確是值得關注，深入研究的。 

 

五、溫屬鄉村之“廟產辦學” 

中國傳統社會“士農工商”四民身份，除農民外，其他三類人群大多生活在

城市。居處在鄉村的農民數量佔絕大多數，但是明清社會身份的低流動性，造成

了城鄉二元社會結構之間的差距擴大化。據測算，清末全國各地各類寺觀庵堂祠

廟的總數量大約在 200万-300 万之間，其中絕大多數分佈在農村44。如何征用農

村地區的寺觀庵堂祠廟、宗祠建築，進而改造改善農村辦學條件，促進了農民子

弟的身份流動，成為評介清季“廟產辦學”政策的關鍵所在。 

以清季溫州地區廟產辦學的實踐經驗來看，政策執行、施行的深度與廣度，

隨著時間的推移，經歷了從城市示範向農村動員的過程演變。應當注意到，鄉村

興學與城市辦學之間存在一個時間上的滯後。從中不難看出，清季溫州城市、鄉

村新式學校教育創辦機制的不同。1896年，孫詒讓等在瑞安縣城卓公祠創辦瑞

安學計館作為城市創辦新學的發端，而溫州地區第一批鄉村新式學堂的創辦，則

以 1903 年 12月至 1904年初瑞安西港鄉（今文成縣）大峃群益兩等小學、來暮

                                                             
41  張炳勛，《樂清西鄉高等小學創立始末記》，《樂清文史資料》第一輯，政協樂清縣文史

資料委員會，1984年，頁 89-91。 

42  張炳勛，《樂清西鄉高等小學創立始末記》，《樂清文史資料》第一輯，政協樂清縣文史

資料委員會，1984年，頁 89-91。 

43  黃紹箕所撰《勸南北鄉紳購置書報書》，旨在調和南、北兩個經濟、文化實力均有所不

同的地方精英群體。至於這一階層差異的形成，則與傳統科舉功名的身份制度有關。 

44  許效正，《清末民初廟產問題研究：1895-1916》（申請博士學位論文），西安：陝西師範

大學，2010年，頁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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鄉江上養正初等小學為發軔45。究其原因，瑞安城內一系列辦學事件的漣漪，雖

在縣內影響廣泛，但是在此期間鄉村辦學遲遲難成的原因，則是苦于經費保障沒

有落實。光緒二十九年（1903 年）《奏定初等小學堂章程》出臺，為鄉村初等小

學堂經費籌集提供了政策依據——可酌提充用“賽會演戲等一切無義之費積有公

款者”，或以“一城一鎮一鄉一村各以公款設立”，或“各以捐款設立，及數鎮數

鄉數村聯合設立”46。與此同時，溫州各縣除個別鄉鎮書院改建為學堂之外，例

如，樂清大荊印山書院 1902 年改印山蒙學堂，即遵光緒二十七年（1901年）八

月初二日將書院改設大、中、小學堂的上諭47，改設其為蒙養學堂，其他諸縣鄉

村學堂興辦時間較晚，集中在 1906 年、1907年。 

表 4.1902年-1908年溫州鄉村學堂歷年興辦情況 

年份 1902 年 1903 年 1904 年 1905 年 1906 年 1907 年 1908 年 

數量 3 所 3 所 6 所 7 所 35 所 49 所 15 所 

比例 2.55% 2.55% 5.1% 5.9% 29.7% 41.5% 12.7% 

溫州府屬各縣鄉村廟產辦學的數量在 1905年之後顯著增長，在此之後鄉村辦學

數量遠遠超過城內，而在此之前府城、縣城內的辦學數量要高於鄉村（圖 2）。 

不可否認，在廟產辦學運動伊始，城市往往作為治所所在，由于與政治中心

距離較近的空間聯繫，且地方紳士在城居住生活，使得各項政策和措施先自府城、

縣城開始，漸次而及鄉鎮、村莊。但是，在政策實行和措施應對方面，從後期辦

學數量的相對增長而言，鄉村辦學前景是廣闊有為的。在溫州地區的鄉村辦學實

踐中，“數鎮數鄉數村聯合設立”籌設公款的形式，更多表現為同宗不同支派的

地域共同體，提取以族產、公產來充作辦學經費。所以，鄉村辦學在校舍建築上，

主要表現為對宗祠的現代化征用——在 118個鄉村學堂中有 40個（33.9%）是在

宗祠中辦學。樂清農村初級小學的校舍，習慣上借用當地宗祠，而木石結構的祠

                                                             
45 《瑞安近百年大事記》，《瑞安文史資料》第七輯，政協瑞安縣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1987  

年，頁 13-17。 

46 《奏定學堂章程•初等小學堂章程》，湖北學務處本，轉引自璩鑫珪、唐良炎，《中國近

代教育史資料匯編•學制演變》，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1年，頁 292。 

47 《光緒朝東華錄》卷一百六十九，光緒二十七年八月初二日，轉引自璩鑫珪、唐良炎，

《中國近代教育史資料匯編•學制演變》，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1年，頁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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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本祭祀祖先，通常六櫺五間，中央大堂三間且無障壁，新辦學校的教室就設在

兩廡；在辦學經費上，凡有祠堂田或上墳田的宗族，大都將此項眾產轉讓給學校

作為固定產業
48
。 

圖 2.1896年-1908年溫州城鄉辦學數量關係比較 

 

在公產、眾產的劃撥上，大部份宗族的公產、眾產多掛名在祠堂、寺廟名下。

例如，在 1908年永嘉縣昆崗四等小學堂的辦學堂議據中，潘氏七房眾不但將集

相寺田租額撥充為新式小學堂辦學經費，也將部份寺廟建築撥給小學堂開辦教

育。茲將“辦學堂議據”（附录四）全文抄錄如下49： 

辦學堂議據 

立辦學堂議據。昆陽七房衆等議將集相寺帶管之長礱、寮垟、坑下寮、嶺頭

寮、高岩寮、吊坑寮，並無僧住持所有房業，除齋夫奉值香燈、燒茶外，撥充昆

崗四等小學堂，以作經費。 

此係各房妥議，各心允服，恐口無凴，立辦學堂議據為照。 

                                                             
48  南偉然，《農村學校教育的舊俗》，《樂清文史資料》（第十輯 教育專輯），政協樂清縣文

史資料委員會，1992年，頁 127。 

49  舊永嘉縣區立昆陽小學，“有關永嘉縣第十區昆陽小學出鄉土產教育捐抽取辦法”，1939

年 10月，卷宗號 205-002-328，溫州市檔案館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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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房阿登，二房冠英、聖卿、綱甫、毓文，  

三進屋石生、貳如、周山、子燃、興卿。對座三房瑞勛   

六房慶星，七房士郎，柳下園東生、綱卿、統坤，前婁聲鑾、錦池， 

鵝溪壽謙、炳貴，下四房步池，老二房忠良， 

三房鳳生，四房振賓，五房壽廷，中婁瑞祿， 

願辦學堂  僧仁齋（親筆） 

光緒叁拾肆年正月（1908 年）立辦學堂議據各房眾等 

執筆 雲卿 

在這份契約最末，寺廟監管僧人仁齋對上述約定事項簽字畫押，附議廟產辦學的

決定。潘氏家族作為昆陽四等小學堂的發起者，在計提、撥充集相寺田產的同時，

將寺廟房產的大部份用於學堂校舍；作為寺廟檀越的潘氏，也為寺廟僧眾基本生

活所需、日常宗教活動等保留了基本的經濟供養，從而形成了寺廟與學校並立、

寺僧與學生共存的日常景象。類似的情形，在近代中國鄉間公開辦學的廟宇中並

不鮮見，“還是保守着一切古舊之風……教室只是廟宇，不是為興學而建的”50。

即便是辦校在三十年后，寺校共存的場景仍然保存如初。在舊永嘉教育局民國二

十八年（1939年）的一份視學記錄中，“區立昆陽小學，校務分掌有條，設備亦

妥，教學依照進行程序實施，校內有地人佔住及禮堂佛座尚在，殊多不便，應行

遷移”51。 

諸如此類地方廟產辦學的案例在光緒末年的溫州各縣並不鮮見。根據溫處道

省視學務對 1906年前后平陽縣內創辦的學堂進行詳細調查（附录三），內容涉及

地址、校舍、教員、科目、學生數、歲入歲出等項目52。平陽新建 51所新式學堂

中，有 33所學校校舍來自佛寺、民間祠廟以及宗祠、舊書院、舊公署等建築，

                                                             
50  廖泰初，《動變中的中國農村教育：山東省汶上縣教育研究》，1935年，頁 65。 

51  舊永嘉縣區立昆陽小學，“本府督學王百齡視導辦理情況”，1939 年 10 月，卷宗號

205-002-328，溫州市檔案館藏。 

52  范晉，《溫州府平陽縣各學堂調查表》（光緒三十四年，1908年），《浙江教育官報》，1909

年，第 13、1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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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佔比例高達 65%53，其中宗祠建築達 13所之多。至於這些傳統公共空間的建築

實體是否適應新式學校教育的需要，從實際調查情形看來，絕大部分的傳統公共

建築是無法達到、實現新式學校的辦校條件和教學要求。即便如此，溫屬諸縣鄉

村地區的廟產辦學、公產辦學仍在 1907年、1908年間蓬勃興起。 

 

六、余論：從明中葉“整飭庵堂”到民國“廟產辦學” 

明中葉，溫州府平陽縣內遍佈城鄉的大小庵堂，先後經歷了兩次大規模的改

造。弘治二年（1489 年）縣令王約“改庵立師，以訓鄉之子弟”，整飭縣內尼

庵五十餘處54，悉作社學，用以教化鄉村子弟55。萬曆十六年（1588年），縣令萬

民華“发隐占之产，改淫尼之祠为之（社學）”56，試圖重建鄉村社學系統。從

弘治二年至萬曆十六年，前後時隔不足百年，而“庵堂”與“社學”在同一建築

空間中反復更替，先是庵堂改作社學，社學復為庵堂，庵堂再改為社學。這一反

復更替的過程，表明官方所倡導的社學系統對於地方社會的適應性並不穩定。正

因如此，萬曆以後的社學系統，至康熙初又多復為庵堂57。之所以會造成這種不

穩定性，或受到地方上寺產形態、信仰觀念的影響。 

兩次大規模的尼庵整飭運動，主要針對“庵堂”。這些規模較小、捐助較少

且帶有私人性質的“庵堂”，接受當地社區的經濟供養，滿足村社私家宗教用途，

成為社區組織的活動場所58，“大抵村氓妇女类多崇信佛法，每数百家辄辟一舍为

聚会膜拜之地，此其所以眾也”（劉紹寬語）。這些庵堂多在鄉村，“寺观庵堂遍

邑内大都，私建者多”，且其經濟權屬是私有的。所以，明代地方官府推廣社學，

僅通過征用庵堂建築，試圖改變鄉村的文化面貌，而不涉及經濟權屬，則庵堂雖

                                                             
53  參看附录三《溫州府平陽縣各學堂調查表》（光緒三十四年，1908年）。 

54  詳參附录一，《明弘治間平陽令王約“改庵立師”一覽表》。 

55  符璋、劉紹寬，《平陽縣誌》“卷十•學校志二”，1925年鉛印本，台北：成文出版有限

公司，1960年，頁 107。 

56  同前揭，頁 108。 

57 “明邑令萬民華所設宰字社學，旋廢。康熙初，倪、宋二姓因其址建殊勝寺，分東、西

房”，詳見符璋、劉紹寬，《平陽縣誌》“卷十•學校志二”，1925年鉛印本，台北：成

文出版有限公司，1960年，頁 104。 

58  卜正民（Timothy Brook），《為權力祈禱——佛教與晚明士紳社會的行程》，張華譯，南

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5年，頁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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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社學，旋復為庵堂矣！ 

信仰觀念的影響，具體言之則是地方信眾的信俗習慣與宗教觀念。佛教寺廟

庵堂非但是個人頂禮膜拜、懺悔救贖、且修來世的宗教場所，同時也是救濟貧困、

扶助孤老的慈善機構。民國時“（平陽）邑中僧尼多出於貧家子女。橫江以南貧

民多子或失業者往往為僧，江北則多送女為尼，以故江北多尼院而江南多僧

徒……然以拜经礼忏为来世积赀之说，妇女不问老少入寺烧香”（劉紹寬語）。另

一方面，佛教徒所持“因果報應”的宗教觀念，對類似“整飭庵堂”的毀廟事件

有所批判。嘉靖年間，生活在浙江北部嘉善縣的地方精英袁參坡（1477年-1546

年）對“毀寺廟、辦書院”的現象予以指陳。作為一名篤信教義的佛信徒，袁氏

指出“吾目中見毀佛闢教及拆僧房、僭寺基者，其子孫皆不振，或有奇禍，碌碌

者姑不論……論其毀法輕教，寧無報乎?”59此類“毀廟辦學”在“廟”與“學”

之間，以儒學教化自上而下地改造民衆宗教信仰，不但“毀法輕教”，且有違時

人因果報應的現世觀念。作為一種心理反彈，信眾捐資修繕重建庵堂者不在少數，

故鄉村庵堂隨之復建亦在情理之中。 

由王約、萬民華兩位地方官員主導的“整飭庵堂”運動在平陽轰动一时，其

“發隱占之產”“改庵立師”以振興社學的政治藍圖，亦因其政策成效乏力而行

之未遠。然而，以明代“毀廟辦學”反觀清季“廟產辦學”，並將其作為一種“地

方經驗”在後者的研究過程中加以借鑒，不無助益。至少在信仰體系劃分、寺廟

建築形態、社區宗教生活、寺廟城鄉分佈等諸多地方因素，從明代中後期直至帝

制晚期，仍然保持了相當完整的、穩定的社會結構。無論是停滯的帝國還是缺乏

流動的社會，清季以來溫州地區的“廟產辦學”政策及其運動即脫胎于這樣一個

地方社會環境之中。 

有關清末民國溫州“廟產興學”及其政策實踐的地方性研究，以光緒二十八

年（1902 年）瑞安孫詒讓在城改造舊廣濟廟、忠義廟、關帝廟、顯佑廟為新式

小學堂進行四隅辦學為肇端，至光緒三十三年（1907年）溫州府屬各縣已經創

辦新式小學 118所。與清末的廟產辦學相比，民國新式學校教育的普及從城市走

向鄉村。至民國三十三年（1944 年），各類初級小學數量已經達到 2243所
60
。其

                                                             
59  袁衷、錢曉，《庭幃雑錄》，“卷下”，收錄于《叢書集成初編》，王雲五主編，上海：商

務印書館，1939年，頁 9-10。 

60  李方華，《溫州市教育志》，北京：中華書局，1997年，頁 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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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永嘉全縣的小學數量已經達到 758所61，占全部總量的 33.8%，而同期樂清

縣創辦小學的數量僅為 275所62，為永嘉縣的三分之一強。在 1944年的溫州地區

小學發展統計中，至少超過 70%的初級小學位於鄉村，而這些鄉村小學的選址、

建築多依地方上的祠廟、祠堂而建，且早期教育經費的來源也與這些廟產、族產

相關。據不完全統計，1944年永嘉全縣有 62%的小學校舍建築是以祠堂、廟宇作

為校舍63，而這一比例在鄉村地區可能更高。 

綜觀近代溫州地區初等教育事業，二十世紀三十年代的最初五年是發展極為

迅速的時期。以樂清縣為例，從 1930年到 1935年間，全縣新增小學 78所，淨

增幾近 40%。即便如此，也無法就此判定新一輪廟產辦學運動高潮的到來。翻檢

這一時期舊永嘉教育檔案，不難發現在民國二十二年（1933年）至二十四年（1935

年）間有關請立（或核准）25 所私立小學的申請案中，幾乎全部被當局駁回64。

對於申請案卷中諸如宗族代表、鄉長村正、行商經理、渡工船夫、無業遊民等各

色代言人而言，改建地方寺廟、宗族祠堂，動用相關族田、廟產進行辦學的初衷，

並非出於對既有小學格局的補充和完善，以及地方教育資源的集中。在當局的駁

論中，這些申請均被視作企圖為充作“校產”的田產、廟產逃避教育田畝捐——

畝捐制度由平陽縣政府於民國二十一年（1932年）首創並在各縣推廣。 

這一系列案例的揭示，解釋了上述各類租額簿冊、分撥書契等民間文獻進入

檔案文獻系統而加以保存的時代動機——當時各鄉村學校校董會對近年校基金

運作的完整記錄呈交教育局審核備案；另一方面，又試圖說明廟產辦學在當時鄉

村社會中存在“上有政策，下有對策”的改造利用，即隨著溫州地區新式學校教

育的普及，此時情形已非清季自上而下的政治運動、文化改良、教育改革，取而

代之以自下而上的以經濟博弈為主的地方利益保全。由此可見，與清季的“廟產

辦學”相比，廟產向校產的過渡、轉變，也就是近代以降圍繞“產”的社會化、

公益化——從早期的“借廟辦學”到“廟產辦學”、“公產辦學”，再到“造產

辦學”、“生產興學”65，學校教育經費來源日益擴大化、制度化。 
                                                             
61  吳守忠，《永嘉縣教育志》，北京：海洋出版社，1997年，頁 200。 

62  林生白、林恭，《樂清縣教育志》，北京：中國人事出版社，1993年，頁 50。 

63  据“1990年永嘉縣校舍現狀統計表”推知。詳參吳守忠，《永嘉縣教育志》，“教育經費”，

北京：海洋出版社，1997年，頁 204。 

64 《舊永嘉縣第八區蘭玉初級小學》，1933年，卷宗號 205-002-178，溫州市檔案館藏。 

65  黃樺，《國民教育之實施與改進》之“努力生產興學運動”，永嘉縣政府教育科編：《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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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一、明弘治間平陽令王約“改庵立師”一覽表66 

序號 社學名稱 原址庵堂 城鄉坐落 說明 

01 市心社學 普音堂 在城內外 尼院，複為堂 

02 仙壇社學 會真堂 在城內外 

 

03 屏山社學 永壽堂（白蓮堂） 在城內外 尼院，複為堂 

04 河頭社學 南津亭 在城內外 

 

05 仕巷社學 舊福聚堂 在城內外 

 

06 暘阬社學 集善堂 在鄉一都 

 

07 步廊社學 瑞星堂 在鄉一都 

 

08 管奧社學 魯都堂 在鄉一都 

 

09 溪頭社學 崇善堂 在鄉一都 

 

10 塗瀆社學 集福堂 在鄉二都 

 

11 竹山社學 竹山堂 在鄉二都 複為堂 

12 金洋社學 舊集善堂 在鄉三都 

 

13 浦邊社學 舊積善堂 在鄉四都 

 

14 宋橋社學 舊經院 在鄉四都 

 

15 練川社學 舊圓覺堂 在鄉五都 

 

16 周洋社學 舊水月堂 在鄉五都 

 

17 榆洋社學 舊崇真堂 在鄉六都 

 
                                                                                                                                                                               

嘉教育》（半月刊），民國三十三年（1944年），第一期，頁 2。 

66  資料來源，符璋、劉紹寬，《平陽縣誌》“卷十•學校志二”，1925年鉛印本，台北：成

文出版有限公司，196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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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宰字社學 殊勝寺 在鄉六都 佛寺，複建寺 

19 宋埠社學 舊集善堂 在鄉七都 複為堂 

20 直湖社學 舊集善堂 在鄉七都 

 

21 山邊社學 舊新寮堂 在鄉七都 

 

22 塘下社學 舊圓明堂 在鄉八都 

 

23 河口社學 舊河口堂 在鄉八都 

 

24 豐山社學 舊福安堂 在鄉八都 

 

25 鐘覺社學 舊齋堂 在鄉九都 

 

26 仙居社學 舊仙居寮（純益堂） 在鄉十一都 複為堂 

27 儒橋社學 舊濟南廟 在鄉十一都 

 

28 陳峰社學 舊善福堂 在鄉十二都 

 

29 藍田社學 舊道德堂 在鄉十二都 

 

30 荊溪社學 舊集善堂 在鄉十二都 

 

31 橫浦社學 舊水月堂 在鄉十三都 

 

32 龍岡社學 舊崇福堂 在鄉十四都 

 

33 桂裡社學 舊緣明堂 在鄉十四都 

 

34 大覺社學 舊大覺堂 在鄉十四都 

 

35 東林社學 舊東林院 在鄉十五都 仍為院 

36 中亭社學 舊六合庵 （舊名六和寺） 在鄉十六都 尼院，複為寺 

37 龍山社學 舊興明堂 在鄉十七都 

 

38 塘川社學 舊集慶堂 在鄉十七都 

 

39 梅溪社學 舊崇海堂 在鄉十八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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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靈峰社學 在靈峰寺內 在鄉二十二都 

 

41 薦奧社學 在靈鷲講院內 在鄉二十三都 

 

42 象灣社學 在象灣堂 在鄉二十三都 

 

43 三峰社學 舊三峰寺 在鄉二十六都 

 

44 儀山社學 舊三峰寺 在鄉二十六都 

 

45 峰頭社學 舊崇安庵 在鄉二十六都 

 

46 河口社學 舊隆慶寺 在鄉二十九都 

 

47 塘下社學 舊歸仁寮 在鄉三十二都 

 

48 昆山社學 舊昆山堂 在鄉三十五都 

 

49 新奧社學 舊惠雲庵 在鄉三十五都 

 

50 南湖社學 舊翠庵堂 在鄉四十五都 

 

51 江南社學 舊聚賢堂 在鄉四十七都 

 

52 玉峰社學 舊玉峰堂 在鄉五十一都 

 

53 岑山社學 舊古跡庵 在鄉五十四都 

 

54 錢倉社學 史伯璿祠 在鄉錢倉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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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1896-1908 年“溫處學務分處”開辦新學情況（溫州部分）67 

序號 學校名稱 府屬 縣屬 創立時間 校址坐落 

001 瑞安學計館 温州 瑞安 1896 卓公祠 

002 私立瑞安方言館 温州 瑞安 1897 項氏祠 

003 温州蠶學館 温州 永嘉 1897 府城道後關帝廟後進 

004 天算學社 温州 瑞安 1898 忠義街詒善祠塾 

005 永嘉中西學堂 温州 永嘉 1898 九柏園頭 

006 瑞平化學學堂 温州 永嘉 1899 府城詒善試院 

007 私立樂西算學馆 温州 樂清 1899 縣城 

008 織錦學堂 温州 永嘉 1900 府城道後關帝廟 

009 教会办藝文中學堂 温州 永嘉 1901 海壇山原藝日書院 

010 公立瑞安普通學堂 温州 瑞安 1902 卓公祠 

011 東南隅蒙學堂 温州 瑞安 1902 廣濟廟 

012 東北隅蒙學堂 温州 瑞安 1902 忠義廟 

013 西南隅蒙學堂 温州 瑞安 1902 關帝廟 

014 西北隅蒙學堂 温州 瑞安 1902 顯祐廟 

015 公立初等小學堂 温州 永嘉 1902 

府城原中山書院 016 公立温州府學堂 温州 永嘉 1902 

017 公立高等小學堂 温州 永嘉 1902 

                                                             
67 “今据《孫征君籀廎公年譜》、《孫籀公與清季溫處地方教育》、《浙江教育官報》、《浙江

潮》以及建國后的溫州、麗水、鹿城、樂清、瑞安等市縣的《政協文史資料》，與其它

有關史料，加以輯錄，並相互參校釐訂，綴此成文”，詳細參看俞天舒匯輯，《瑞安文史

資料》第 9輯，政協瑞安縣文史資料委員會，1992年，頁 15-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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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8 速成公塾 温州 瑞安 1902 縣城原方言馆 

019 三府學堂 温州 永嘉 1902 府城舊衙署 

020 教会辦育德女子學堂 温州 永嘉 1902 永嘉縣城花園巷 

021 公立樂清縣學堂 温州 樂清 1902 縣城原梅溪書院 

022 印山蒙學堂 温州 樂清 1902 大荆原印山書院 

023 西鄉高等小學堂 温州 樂清 1902 柳市西鄉社倉公所 

024 公立平陽縣學堂 温州 平陽 1902 縣城坡南匯頭 

025 集福蒙學堂 温州 平陽 1902 縣城屿边集福寺 

026 鳌江蒙學堂 温州 平陽 1902 鳌江古鳌頭楊府廟 

027 私立女子蒙塾 温州 瑞安 1903 縣城匯頭街劉氏祠 

028 群益两等小學堂 温州 瑞安 1903 西港鄉大嶨 

029 实用業餘學社 温州 瑞安 1903 東北蒙學堂内 

030 工商業餘學社 温州 瑞安 1903 東南蒙學堂内 

031 商务業餘學社 温州 瑞安 1903 西南蒙學堂内 

032 師資讀書社 温州 瑞安 1903 卓公祠 

033 公益學堂 温州 永嘉 1903 縣城曾宅花園 

034 爱国蒙學堂 温州 樂清 1903 縣城北隅汤氏祠 

035 同善蒙學堂 温州 樂清 1903 縣城南隅徐氏祠 

036 养正蒙學堂 温州 永嘉 1903 縣城隍廟倉聖祠 

037 致用蒙學堂 温州 平陽 1903 北港鄉山門坎頭陳氏祠 

038 白沙蒙學堂 温州 平陽 1903 江南鄉劉店劉氏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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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9 公立羅陽縣學堂 温州 泰順 1903 縣城原羅陽書院 

040 养正初等小學堂 温州 瑞安 1904 来暮鄉江上 

041 普通話講習所 温州 瑞安 1904 縣城小東門飛雲閣 

042 鑄英两等小學堂 温州 樂清 1904 東鄉瑶岙朱氏祠 

043 私立求益初等小學堂 温州 樂清 1904 西鄉萬家坪倪氏祠 

044 工商業餘學社 温州 樂清 1904 縣城 

045 工商業餘學社 温州 樂清 1904 縣城 

046 工商業餘學社 温州 樂清 1904 縣城 

047 廣化两等小學堂 温州 永嘉 1904 縣城西郊廣濟廟 

048 工商業餘學社 温州 永嘉 1904 縣城 

049 工商業餘學社 温州 永嘉 1904 縣城 

050 工商業餘學社 温州 永嘉 1904 縣城 

051 工商業餘學社 温州 永嘉 1904 縣城 

052 工商業餘學社 温州 永嘉 1904 縣城 

053 工商業餘學社 温州 永嘉 1904 縣城 

054 漢城初等小學堂 温州 平陽 1904 江南鄉垟橋王家 

055 养正初等小學堂 温州 平陽 1904 北港鄉闹村報國寺 

056 工商業餘學社 温州 平陽 1904 縣城 

057 工商業餘學社 温州 平陽 1904 縣城 

058 工商業餘學社 温州 平陽 1904 縣城 

059 工商業餘學社 温州 平陽 1904 縣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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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0 工商業餘學社 温州 泰順 1904 縣城 

061 工商業餘學社 温州 泰順 1904 縣城 

062 工商業餘學社 温州 玉環 1904 縣城 

063 工商業餘學社 温州 玉環 1904 縣城 

064 公立瑞安高等小學堂 温州 瑞安 1905 縣城 

065 私立藝文女學 温州 永嘉 1905 西郊天燈巷教士住宅 

066 東鄉高等小學堂 温州 樂清 1905 東鄉虹橋鎮沙河 

067 祖素初等小學堂 温州 樂清 1905 浦邊 

068 公育高等小學堂 温州 永嘉 1905 南河葉氏祠 

069 公普初等小學堂 温州 永嘉 1905 縣城瑞颖坊道觀 

070 東北初等小學堂 温州 永嘉 1905 縣城萬歲里 

071 逢原两等小學堂 温州 平陽 1905 萬全鄉原逢原書院 

072 關西初等小學堂 温州 平陽 1905 江南鄉張家堡 

073 觀海初等小學堂 温州 平陽 1905 江南鄉梅夹岭 

074 鳌步初等小學堂 温州 平陽 1905 北港鄉鳌步傅氏祠 

075 務本初等小學堂 温州 平陽 1905 縣城下市街 

076 毓秀女子初等小學堂 温州 平陽 1905 縣城雅湖陳氏祠 

077 公立瑞安中學堂 温州 瑞安 1906 縣城縣學考棚舊址 

078 双穗两等小學堂 温州 瑞安 1906 海安所 

079 澄江两等小學堂 温州 瑞安 1906 集善鄉澄江原學闻書院 

080 享中初等小學堂 温州 瑞安 1906 集善鄉北山下唐氏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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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1 牖新初等小學堂 温州 瑞安 1906 集善鄉花井頭傅氏祠 

082 勤业初等小學堂 温州 瑞安 1906 南社鄉林垟 

083 龍川初等小學堂 温州 瑞安 1906 嘉屿鄉龍川 

084 梅冈初等小學堂 温州 瑞安 1906 崇泰鄉梅冈錢氏祠 

085 强矫初等小學堂 温州 瑞安 1906 崇泰鄉長橋 

086 毅武女子初等小學堂 温州 瑞安 1906 縣城倉巷卫房宫 

087 宣文女子初等小學堂 温州 瑞安 1906 縣城长春道院 

088 私立愛群女子两等小學堂 温州 永嘉 1906 府城府學巷周氏祠 

089 興華初等小學堂 温州 樂清 1906 縣城太平橋周氏祠 

090 私立志明初等小學堂 温州 樂清 1906 縣城中和巷 

091 西鄉中學堂 温州 樂清 1906 西鄉 

092 造因两等小學堂 温州 樂清 1906 東鄉芙蓉村橋頭娘娘宮 

093 白溪两等小學堂 温州 樂清 1906 東鄉白溪楼下村張氏祠 

094 私立明强初等小學堂 温州 樂清 1906 東鄉虹橋 

095 象山初等小學堂 温州 樂清 1906 西鄉象山村橋頭鄭氏祠 

096 鳳岙初等小學堂 温州 樂清 1906 西鄉鳳岙村 

097 公立碧哲初等小學堂 温州 樂清 1906 西鄉蟾河堡施氏祠 

098 造姆女子初等小學堂 温州 樂清 1906 西鄉前五宅 

099 崇实两等小學堂 温州 永嘉 1906 二都新城王氏祠 

100 拱北两等小學堂 温州 永嘉 1906 九都增橋一乘寺 

101 公立两等小學堂 温州 永嘉 1906 舊卫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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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作新初等小學堂 温州 永嘉 1906 二都高原張氏祠 

103 开宗初等小學堂 温州 永嘉 1906 二都七甲項氏祠 

104 宕垟女子两等小學堂 温州 平陽 1906 縣城外坡南宕垟余家 

105 崇实初等小學堂 温州 平陽 1906 縣城矮門外鄧氏祠 

106 葛溪初等小學堂 温州 平陽 1906 縣城東隅葛溪街通仙廟 

107 熱誠初等小學堂 温州 平陽 1906 江南鄉錢庫鎮趙氏祠 

108 宜山初等小學堂 温州 平陽 1906 江南鄉宜山倉聖廟 

109 梧橋初等小學堂 温州 平陽 1906 江南鄉梧橋頭吴氏祠 

110 震海初等小學堂 温州 平陽 1906 江南鄉炎亭天后宫 

111 龍里初等小學堂 温州 平陽 1906 北港鄉山門蟾垟宫 

112 畴溪初等小學堂 温州 平陽 1906 北港鄉山門街 

113 益智初等小學堂 温州 平陽 1906 北港鄉顺溪陳家 

114 鹤溪初等小學堂 温州 平陽 1906 北港鄉鹤溪林家 

115 睦源初等小學堂 温州 平陽 1906 北港鄉青街 

116 端本初等小學堂 温州 平陽 1906 蒲門鄉馬站真人廟 

117 正木初等小學堂 温州 平陽 1906 蒲門鄉蒲城 

118 公立啟明两等小學堂 温州 泰順 1906 八都雅垟百福岩 

119 公立玉環中學堂 温州 玉環 1906 縣城原校士館 

120 公立楚門高等小學堂 温州 玉環 1906 楚門西城山 

121 聚星两等小學堂 温州 瑞安 1907 清泉鄉莘塍鎮 

122 公育初等小學堂 温州 瑞安 1907 縣城江衙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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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 桐川初等小學堂 温州 瑞安 1907 集善鄉桐溪 

124 养蒙初等小學堂 温州 瑞安 1907 安仁鄉平陽坑 

125 上望初等小學堂 温州 瑞安 1907 清泉鄉上望林氏祠 

126 植民初等小學堂 温州 瑞安 1907 縣城北郊後垟 

127 公立温州師範博物講習所 温州 永嘉 1907 府城温州師範學堂 

128 公立温州師範理化講習所 温州 永嘉 1907 府城温州師範學堂 

129 私立大同女學 温州 永嘉 1907 府城蝉街 

130 私立新業女學 温州 永嘉 1907 府城隍殿巷陳家 

131 公立師範傳習所 温州 樂清 1907 縣城举人巷劝學所 

132 荡陽两等小學堂 温州 樂清 1907 東鄉荡垟塘角廟 

133 德淑女子初等小學堂 温州 樂清 1907 縣城東隅涟清宫 

134 僧办僧民初等小學堂 温州 樂清 1907 縣城小西門白鹤寺 

135 鲤川初等小學堂 温州 樂清 1907 西鄉鲤岙陳氏祠 

136 盘石初等小學堂 温州 樂清 1907 西鄉盘石村何氏祠 

137 湯岙初等小學堂 温州 樂清 1907 西鄉湯岙朱氏祠 

138 組強女子初等小學堂 温州 樂清 1907 東鄉大荆印山財神廟 

139 前環初等小學堂 温州 樂清 1907 東鄉芙蓉前環村 

140 樟川初等小學堂 温州 樂清 1907 東鄉樟树村施氏祠 

141 私立朴頭初等小學堂 温州 樂清 1907 東鄉朴頭村 

142 私立朴頭女子初等小學堂 温州 樂清 1907 東鄉朴頭村 

143 镇安初等小學堂 温州 樂清 1907 東鄉荆村馮氏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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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4 白象初等小學堂 温州 樂清 1907 西鄉白象镇三聖祠 

145 翁垟初等小學堂 温州 樂清 1907 西鄉翁垟玄真道觀 

146 崎頭初等小學堂 温州 樂清 1907 西鄉崎頭朱氏祠 

147 私立水涨初等小學堂 温州 樂清 1907 東鄉水涨村 

148 蟾峣初等小學堂 温州 樂清 1907 西鄉尚家垟黄氏祠 

149 黃華初等小學堂 温州 樂清 1907 西鄉黃華村集善寺 

150 十里初等小學堂 温州 樂清 1907 西鄉十里村 

151 公善初等小學堂 温州 樂清 1907 東鄉杏弯村 

152 育英两等小學堂 温州 永嘉 1907 縣城城東閩中會館 

153 三溪两等小學堂 温州 永嘉 1907 上河鄉楊岙原三溪書院 

154 强毅初等小學堂 温州 永嘉 1907 縣城城西外三賢祠 

155 同强初等小學堂 温州 永嘉 1907 縣城梯雲里林氏祠 

156 同一初等小學堂 温州 永嘉 1907 縣城蛟翔里張氏祠 

157 振德初等小學堂 温州 永嘉 1907 縣城興文里 

158 中立初等小學堂 温州 永嘉 1907 梧埏 

159 育正初等小學堂 温州 永嘉 1907 上田戴氏祠 

160 基聖初等小學堂 温州 永嘉 1907 蒲州葉氏祠 

161 維新初等小學堂 温州 永嘉 1907 二都沙村周氏祠 

162 普門初等小學堂 温州 永嘉 1907 三都滄河張氏祠 

163 就正初等小學堂 温州 永嘉 1907 三都滄河姜氏祠 

164 公育初等小學堂 温州 永嘉 1907 南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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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5 樂群初等小學堂 温州 永嘉 1907 霞坊 

166 賢新初等小學堂 温州 永嘉 1907 净水 

167 私立廣育初等小學堂 温州 永嘉 1907 燔岙潘氏祠 

168 吾南两等小學堂 温州 平陽 1907 南港鄉靈溪 

169 群演初等小學堂 温州 平陽 1907 江南鄉宜山下市楊公祠 

170 振群初等小學堂 温州 平陽 1907 北港鄉水頭街 

171 兢南初等小學堂 温州 平陽 1907 北港鄉闹村雲隱寺 

172 鳳翱初等小學堂 温州 平陽 1907 北港鄉凤翱施家 

173 覺民初等小學堂 温州 平陽 1907 北港鄉鳳翱灣黄氏祠 

174 鳳山初等小學堂 温州 平陽 1907 鳳臥灣地王廟 

175 崇正初等小學堂 温州 平陽 1907 薛岙周氏祠 

176 雄海初等小學堂 温州 平陽 1907 蒲门鄉大渔海关 

177 私立林五初等小學堂 温州 平陽 1907 蒲門鄉中魁 

178 組群初等小學堂 温州 平陽 1907 小南鄉荆溪 

179 墨城初等小學堂 温州 平陽 1907 小南鄉墨城 

180 松山初等小學堂 温州 平陽 1907 南港鄉橋墩門 

181 雁門初等小學堂 温州 平陽 1907 世橋太陰宮 

182 外西北初等小學堂 温州 瑞安 1908 城西晏公殿 

183 德巽女子初等小學堂 温州 瑞安 1908 縣城申明里郭氏祠 

184 東南女子初等小學堂 温州 瑞安 1908 縣城龍首橋廣福寺 

185 公立温州初级師範學堂 温州 永嘉 1908 府城道司前校士館舊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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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 毓秀女子初等小學堂 温州 樂清 1908 不詳 

187 樂育初等小學堂 温州 永嘉 1908 一都三甲王氏祠 

188 崇聖初等小學堂 温州 永嘉 1908 三都寺前街何氏祠 

189 育英初等小學堂 温州 永嘉 1908 四都新河吴氏祠 

190 育性初等小學堂 温州 永嘉 1908 五都底岭下張氏祠 

191 公是两等小學堂 温州 平陽 1908 南港鄉藻溪戲台宮 

192 德造初等小學堂 温州 平陽 1908 北港鄉水頭街土地廟 

193 愛群初等小學堂 温州 平陽 1908 北港鄉秀溪蘇氏祠 

194 弧門初等小學堂 温州 平陽 1908 北港鄉弧門土地廟 

195 宗正初等小學堂 温州 平陽 1908 北港鄉余思坑土地廟 

196 金鎮初等小學堂 温州 平陽 1908 江南鄉金鄉南遥 

197 金鄉女子初等小學堂 温州 平陽 1908 江南鄉金鄉南遥 

198 自治初等小學堂 温州 平陽 1908 江南鄉周家溪太陰宮 

199 鳳川初等小學堂 温州 平陽 1908 小南鄉塘川周氏祠 

200 甌峴初等小學堂 温州 平陽 1908 蒲門鄉范忠懿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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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光緒三十四年（1908年）溫州府平陽縣各學堂調查表
68
 

序

號 

小學名稱 設立時間 校址所在 校址類型 校舍數量 調查情形（校舍校址） 

1 官立高等小學堂 1902 年 治城外南隅匯頭 闕如 54 間 講堂狹隘潮濕，殊不適用 

2 公立鼇江初等小學堂 1902 年 小南鄉古鰲頭楊府廟 廟宇 26 間 後首講堂光線不足，操場寬廣不及 

3 公立集福初等小學堂 1902 年 北港鄉山門坑集福寺 廟宇 13 間 距村落稍遠，地方偏僻 

4 公立白沙初等小學堂 1903 年 江南鄉劉店劉氏宗祠 宗祠 16 間 闕如 

5 公立致用初等小學堂 1903 年 北港鄉山門坎頭陳氏宗祠 宗祠 20 間 地址太小，應另擇地方 

6 公立漢城初等小學堂 1904 年 江南鄉垟橋王家 民宅 

11 間 堂舍半系舊有半系新建， 

結構雖小形式可觀 

7 公立養正初等小學堂 1904 年 北港鄉鬧村報國寺 廟宇 16 間 距村落遠近得宜，房舍低小，光線不佳 

8 公立務本初等小學堂 1905 年 治城下市街校士館 舊公署 46 間 堂舍爽塏，設備合宜 

                                                             
68  以下內容由溫處省視學范晉造報，詳見《浙江教育官報》，1909年第 13、14期，頁 70-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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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公立逢原二等小學堂 1905 年 萬全鄉崗頭逢原書院 舊書院 16 間 以就有書院充用，地方偏僻，殊不利便 

10 

公立毓秀女子 

初等小學堂 

1905 年 治城雅湖陳祠 宗祠 

5 間 

闕如 

11 公立關西初等小學堂 1905 年 江南鄉張家堡楊家 民宅 7 間 名雖學堂實具家塾性質，光線甚佳 

12 公立觀海初等小學堂 1905 年 江南鄉梅峽嶺 闕如 

7 間 設於山峽之間，距村落尚屬不遠， 

樓下無光 

13 公立鼇步初等小學堂 1905 年 北港鄉鼇步傅氏宗祠 宗祠 16 間 房舍尚屬寬敞 

14 公立葛溪初等小學堂 1906 年 治城東隅葛溪街通仙廟 廟宇 21 間 房舍為地面所限，礙難佈置如法 

15 公立崇實初登小學堂 1906 年 治城矮門外鄧祠 宗祠 13 間 房舍低小 

16 公立熱誠初等小學堂 1906 年 小南鄉錢鎮趙祠 宗祠 5 間 校舍尚能敷用 

17 公立宜山初等小學 1906 年 江南鄉宜山倉聖廟及陳祠 廟宇及宗祠 17 間 

校舍散漫，不便管理，講堂窄狹， 

光線不佳，且初入之處岩石嶙峋有危險 

18 公立梧喬初等小學堂 1906 年 江南鄉梧橋頭吳氏宗祠 宗祠 18 間 以宗祠充用嗣復于隙地建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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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光線不佳，結構未能堅固 

19 公立龍裡初等小學堂 1906 年 北港鄉山門蟾垟宮 廟宇 19 間 房舍甚少 

20 公立鶴溪初等小學堂 1906 年 北港鄉鶴溪林家 民宅 6 間 闕如 

21 

私立宕洋女子 

兩等小學堂 

1906 年 治城外坡南宕垟余家 民宅 

7 間 

設於余姓住宅 

22 公立端本初等小學堂 1906 年 蒲門鄉馬站真人廟 廟宇 4 間 房舍湫隘又距市太近暨光線不勻 

23 公立正本初等小學堂 1906 年 蒲門鄉城內 闕如 10 間 地方幽靜，房舍合宜 

24 公立疇溪初等小學堂 1906 年 北港鄉山門街 闕如 

10 間 房舍地址窄狹，操場在山麓， 

均不合學堂用 

25 公立益智初等小學堂 1906 年 北港鄉順溪陳承紱家 民宅 13 間 講堂昏暗異常 

26 公立睦源初等小學堂 1906 年 北港鄉青街 闕如 9 間 地址尚覺寬敞，一切設置簡陋 

27 私立林五初等小學堂 1907 年 蒲門鄉中魁 闕如 10 間 校舍逼仄，佈置礙難 

28 公立組群初等小學堂 1907 年 小南鄉荊溪葉祠 宗祠 3 間 房舍窄小，設備簡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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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公立振群初等小學堂 1907 年 北港鄉水頭街 闕如 8 間 房舍窄小 

30 公立雁門初等小學堂 1907 年 小南鄉世橋太陰宮 廟宇 

5 間 房舍雖窄狹而結構頗能得宜， 

一切設置得法 

31 公立群演初等小學堂 1907 年 江南鄉宜山下市楊公祠 廟宇 16 間 地勢空曠且三面臨湖，與民居不相聯屬 

32 公立墨城初等小學堂 1907 年 小南鄉墨城 闕如 9 間 闕如 

33 公立鳳翔初等小學堂 1907 年 北港鄉鳳翱施家 民宅 18 間 房舍尚寬 

34 公立鳳山初等小學堂 1907 年 北港鄉鳳臥灣地主廟 廟宇 21 間 房舍窄小，操場不寬 

35 公立覺民初等小學堂 1907 年 北港鄉鳳翱灣黃氏祠堂 宗祠 9 間 形式簡陋 

36 公立雄海初等小學堂 1907 年 蒲門鄉大漁海關屋 舊公署 8 間 地址極狹，一切設置未能如法 

37 公立松山初等小學堂 1907 年 南港鄉橋墩門 闕如 16 間 闕如 

38 公立吾南兩等小學堂 1907 年 南港鄉靈溪 闕如 18 間 房舍大致合用 

39 公立崇正初等小學堂 1907 年 北港鄉薛岙周祠 宗祠 11 間 闕如 

40 公立競南初等小學堂 1907 年 報北港鬧村雲隱寺 廟宇 12 間 地方偏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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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公立鳳川初等小學堂 1908 年 小南鄉塘川周祠 宗祠 5 間 地址窄小，殊不敷用 

42 公立金鎮初等小學堂 1908 年 江南鄉金鎮南堡 闕如 5 間 地址既不相宜，形式殊為簡陋 

43 公立自治初等小學堂 1908 年 江南鄉周家溪太陰宮 廟宇 12 間 房舍尚可敷用，管理亦頗得法 

44 公立愛群初等小學堂 1908 年 北港鄉秀溪蘇祠 宗祠 11 間 校舍適用，佈置得宜 

45 公立宗正初等小學堂 1908 年 北港鄉余思坑土地廟 廟宇 7 間 場所不適用學童 

46 公立弧門初等小學堂 1908 年 北港鄉弧門土地廟 廟宇 18 間 闕如 

47 公立公是兩等小學堂 1908 年 南港鄉藻溪戲臺宮 廟宇 13 間 堂舍窄狹，一切佈置未能得法 

48 公立甌峴初等小學堂 1908 年 蒲門鄉后范忠懿侯王廟 廟宇 10 間 房舍尚覺清淨 

49 金鄉女子初等小學堂 1908 年 江南鄉金鎮楊家 民宅 1 間 校舍僅一間，設置不合宜 

50 公立震海初等小學堂 闕如 江南鄉炎亭天后宮 廟宇   

51 公立德造初等小學堂 闕如 土地廟 廟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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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溫州府永嘉縣昆崗潘氏辦學堂議據（原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