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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 百年名校  风华正茂

“夷倮”平等从书院走来

沿着青石板铺就的小路，

穿过寻常百姓家，一栋古色古

香的建筑屹立眼前：青砖琉璃

瓦、朱门、高翘的屋檐、精雕

细刻的格子窗，大门旁一对威

严的石狮蹲守两侧——这便

是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侬氏

土司衙署，也是今天广南一小

的校址。

走进校园，古老的建筑

群中，一棵棵枝繁叶茂、葱茏

劲秀的古树昂首云天，枝柯交

错，娓娓讲述着这个影响了当

地几代人命运的小学故事：在

旧中国，受民族歧视、阶级成

分、贫富悬殊等制约，贫苦人

难以获得进入学校学习的权

利，但广南早在康熙年间创办

府学时就注意到这一点，并专

门行文规定，“凡向学者，不

得以夷倮（这里指少数民族学

生）而忽之，更不得以夷倮而

拒之……”“如有土目头人阻

挠不许向学者，立即究处。”

随着越来越多贫困家庭

的孩子开始接受教育，广南逐

渐成为享誉一时的礼仪之邦、

文明之邦、文化之邦。为更好

地培植文风，多出文人，道光

年间，当地兴建文笔塔、培风

书院，让更多孩童接受教育。

著名历史学家尤中经过多年

在 广 南 县 城 莲 湖 湖

畔，有一所拥有 203 年历

史的名校——广南县城区

第一小学校（以下简称“广

南一小”）。

以“礼教”为先，提

倡各民族平等接受教育是

广南县上百年的传统，而

广南一小就是这一传统的

践行者。据《广南县志》

记载，清代广南共出进

士 19 人，其中少数民族 9

人，90% 的进士曾在培风

书院（广南一小前身）就

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后的几十年，也是广南一

小人才辈出的年代，中国

社会科学院博士生导师李

兴达、清华大学教授张雁

等大批高级知识分子从这

里起航。

民族之花绽放 200 年广南一小

广南一小学生用五谷拼出学习雷锋宣传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