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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修闻韶书院碑记：

150年历史的佐证

在学校的南墙边中间位置，矗立着

一块石碑，别看它残缺不全，但正是由

于这方石碑，为临淄近现代教育的发展

提供了有力实证，也将学校的历史上溯

到清同治十三年，即1874年。

石碑的发现得益于原齐都中学校

长宋曰文。上世纪90年代初，一天晚

上，宋曰文护校时与当地老农闲谈，得

知学校的历史最早应该上溯到一二百

年前的闻韶书院。联想到正在整修学

校操场时发现的一块残碑，第二天宋曰

文就带人去找。经过多方寻找、拼凑，

只找到了约四分之三的石碑，即光绪二

十九年（1903年）时任临淄知县孙震所

撰《改修闻韶书院碑记》残碑。

据闻韶书院小学教师王卫国介

绍，当时宋曰文带领学校教师肩抬背

扛，承载着数代故都教育足迹的《改修

闻韶书院碑记》得以呈现在世人面前。

该碑刻高152厘米，宽63厘米，厚18厘

米，阴刻楷书，正面刻《改修闻韶书院

碑记》，背面刻《改修大门讲堂捐项记》

等内容。《改修闻韶书院碑记》称：“同

治年间，前尹卫君购城之东南

隅……”后文已失，记载的内容

虽 不 完 整 ，但 足 以 补 史 志 之

阙疑。

从学堂成立之初，《改修闻韶书

院碑记》记述了故都临淄2000多年前

行人摩肩擦踵、车毂撞击之声的都市繁

华，到“变而为地阔人稀之域”的历史变

迁，以及书院开办以来学童汇聚、孜孜

求学的盛况，提出了“欲厚民风，当培人

才”的教育主张。这也是现在闻韶书院

小学“向美”文化的基调。

在书院的中学时期，特别是到齐都

中学时期，学校以当时的教学条件为基

础，各教研组、备课组集思广益，利用教

材，把教学与学生的生活、文化等结合起

来，自制教具，创新教学方法，提高教学

质量，人才培养的势头达到顶峰，在临淄

教育领域享有“小七中”的美誉。

2022年合校后，校长邵增伟带领

师生将“向美”教育的追求融入教育教

学的各个方面，通过德育一体化、教学

科研推进、安全保障、学生自我管理等

构建全面育人管理模式，推动学校教育

向纵深发展，先后获得“山东省书香校

园”“淄博市红色传承示范校”“淄博市

平安校园”“淄博市书香工会示范点”等

荣誉。

半张毕业证：
印在学生心里

在校史馆里，静静躺着半张小学毕

业证书。随着时间流逝，毕业证的另一

半已经无从找到。那是退休教师于金

刚1951年从临淄县立第一小学毕业的

证书。

半印刷半书写的证书历经70多年，

当耄耋之年的于金刚再次看见它时，沉

淀在岁月中的怀念仍令他激动不已。

时任校长路子润那印刷模版样的毛笔

书写，更让观赏过的每一位后人深深

惊叹。

1948年临淄解放后，残垣断壁的

闻韶书院学堂正式更名为临淄县第一

小学，教室就设在原学堂前面的临淄县

城南门里王氏宅院内，由当时著名的革

命家、书法家路子润担任校长。路子润

带领老师们边教学边重建校舍，并把对

学生的培养与当时的社会形势相结合，

与生产生活相结合，广育英才，很好地

诠释了“发展创新”的精神。

于金刚老师记得他读小学时，每天

学算术、打算盘，最开心的莫过于跟路

校长学大仿，一天写一张，字若被老师

画上红圈，晚上睡觉能笑醒。学生活动

主要有打皮球、丢手绢等，夏天老师经

常带同学们到淄河滩里游泳、打水仗，

现场欢声笑语不断，既开心又充实。

上世纪70年代的腰鼓：

穿越半个世纪的声音

在学校的音美器材室还有十来个

有年头的腰鼓，红红的鼓身有的掉了

漆，看起来有些斑驳，边上的排钉有的

也已生锈，但敲击时发出的声音依然清

脆悦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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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4年，南门廪生王秬香等人募集

资金，知县卫桂森主持在临淄县城龙华

观西侧(今闻韶书院小学西南角)新建

书院一处，命名为闻韶书院，也叫新闻

韶书院，或城里闻韶书院。

2010年，临淄区教育资源整合，中

学变成小学，改称齐都镇中心小学。

2022年，镇上的两所小学再次合

并，更名为闻韶书院小学……

今年是临淄区闻韶书院小学建校

150年，这所百年老校的校园里沉淀了

许多珍贵的老物件，它们见证了学校百

年来的兴衰与发展，承载着丰富的历史

记忆和文化底蕴。让我们一起搭载时

光机，开启这次时光之旅吧。

时光隧道

70多年前的毕业证
是什么样子？

退休教师于洪美说，这些腰鼓是上

世纪70年代她上学时学校购买的，由青

岛来的一对老知青夫妇授课。课外活动

时间，校园里到处响着“咚吧咚吧，咚咚

吧咚吧”的敲击声，孩子们都愿意学，欢

快得就像一只只小鹿。那时学校的文艺

活动也多，但在齐都镇成规模的文艺宣

传就数学校的腰鼓队了，所以镇上的大

型活动、庆典都少不了腰鼓展演。

1991年，位于齐都镇西关村的临淄

青年学生抗日志愿军训团纪念碑落成

时，学校的腰鼓队参加了庆典活动。

2001年的临淄区春季田径运动会上，学

校120人的腰鼓队参加了开幕式展演，

受到各界好评。

腰鼓带着一代人的回忆，在耳边敲

过了半个世纪，成为许多齐都人的美好

记忆。如今，“85后”的音乐教师徐露信

心满满地表示：“腰鼓也曾是我学生时代

难忘的娱乐活动，我会尽我之力让更多

孩子感受它的艺术魅力，让它成为书院

学子的快乐之源。”

风雨百年史，知行智合路。邵增伟

表示，学校坚守“让教师品味精彩人生，

让学生享受成长的快乐”的教育初心，引

导师生以发展的眼光，欣赏成长之美、成

才之美，学会追求生活之美、享受生活之

美，努力达到以美育人之目标。

百年沧桑、百年屹立、百年荣光。闻

韶书院小学浸润着优秀传统文化的底

蕴，又洋溢着现代生活的气息，书院人

将牢记“立德树人”初心，遵循教育规

律，启智润心，培根铸魂，向着美好，砥

砺前行！

大众日报淄博融媒体中心记者 曲

心健 通讯员 毕凤云

教教师师于于洪洪良良给给孩孩子子们们
讲讲解解石石碑碑上上的的内内容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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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音乐乐教教师师徐徐露露正正在在教教学学生生们们打打腰腰鼓鼓。。

周周三三下下午午课课外外活活动动期期间间，，学学生生们们来来到到校校史史
馆馆参参观观。。

退退休休教教师师于于金金刚刚11995511年年从从临临淄淄县县立立第第一一小小学学毕毕业业的的证证书书。。随随着着时时

间间流流逝逝，，毕毕业业证证的的另另一一半半已已经经无无从从找找到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