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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名流钟兰舫

钟礼观等

1949 年 10 月的一天上午，在我市中山东至中山桥(今中山西转入市玻璃厂

路口)的路段上，一支由工农商学、三教九流的许多代表组成的送殡队伍，高举

着 170 多幅挽联，伴随着 6 套洋鼓沉闷的鼓点，缓缓西移。其中根据死者临终

题词书写的一副长联：“呜呼哀哉争争名争争利算做一生人而已矣；梦也幻耶光

光来光光去赚得四块半(按：指棺木)将何为”，尤其引人注目。许多行人，不禁

伫足围观，都说这副长联拟得好，生动形象地反映了死者的思想品格。这位死

者，就是我市解放前颇有声望的教育名流钟兰舫(字士芳)。

钟兰舫在清同治四年(1865)生于一个篆刻工人家庭，祖籍合浦廉州钟屋湾。

自幼家贫，勤奋好学，苦练书法。他手执毛笔，上放一杯斟满的水练腕力臂力，

掌心内紧握一个鸡蛋练定位，从小习得一手颜柳合璧的好书法。9岁时，父亲带

他到平田李屋祠堂，他见厅堂虽大但无装饰，便说可惜厅内少了点东西。当时

李叔平之父(一品官)问他放些什么好，他认为应悬挂“四屏头”。李父问他会不

会写，他“初生之犊不畏虎”，随即以“陋室铭”为题，用较有功底的正草篆隶

四体字，一气啊成，完满书就。博得李父连声称赞，当场奖给他一方端砚和二

支狼毫。

他年少时，便已才思敏捷，文章出众。13虚岁那年，一地主请他冒名代子

考秀才。应试那天，监考教师发现这位年纪最小的考生眉清目秀，相貌堂堂，

诗文书法又佳。不禁在旁观看多时。他只好如实写出自己姓名，不久便中了秀

才。宣统二年(1909)，他到广州考举人，认识了名中医苏健今之叔。两人志同

道合，相见恨晚，迅成知交，双双参加了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同盟会，积极从事

民生革命工作。

辛亥革命(1911)后，北海最高行政机构叫“公局”。他是“公局头”，相当



于今天的市长。当时北海很乱，不少人巧立名目，在“公司”的幌子下走私黄

金，贩卖烟土，并想借他名声作掩护；只要他同意挂个名，就可暗中大量“分

红”坐享高利。他不徇私不贪财，严词拒绝引诱，坚持从廉当官，为民办事，

得到群众好评。

1925 年春，钟兰舫送大儿钟英(钟辉廉)到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钟英

不久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回到北海率先成立北海第一个工会组织——车缝工

会，并任北海总工会委员长。1927 年 4 月 23 日，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入狱。钟

兰舫虽多方奔走，积极营救，也是无济于事，钟英终于在 10天后英勇就义。

自国民党叛变革命和儿子惨遭杀害后，钟兰舫思想备受刺激。他虽每晚都

吟诗填词排解悲愤，又常聚会知心朋友痛饮消闷，但始终不忘造福桑梓，为民

多做好事。主要有：

●举办私塾

青中年时期，他曾在家里举办私塾多年。由于他博学多才，和颜悦色，循

循善诱，关心群众，热爱学生，对穷家子弟往往减免学费，同时教学效果又好，

因此不但许多劳动人民争着送子弟给他教，不少段商富豪也乐于将其公子少爷

送往他的学塾受业。他的门生堪称桃李芬芳，其中有全国和全区知名的苏善卿、

梁敏仁、吴光文、黄家蕃等。

●参与创办合浦一中(北中前身)

192 年春，他被推选为“合浦一中筹建委员会”主要成员之一，从选址征

地、筹措经费、组织基建、开班招生到延聘教师．他风尘仆仆，任劳任怨。做

了大量工作。他在当年合浦一中礼堂前，题写了”精诚毅勤”四字校训。该礼

堂原拟两边加建走廊，他曾为此不辞劳苦，飘洋过海，亲赴南洋一带募捐。可

惜筹款不足，未能实现。他在合浦一中曾任校董多年。

●为家乡大办实业

抗战前，他同张月秋、黄则林等人．发起筹建“普益汽车公司”。向廉州、

北海等地各界人士征集股份，先后开通了北海至南康、廉州等城镇的民办汽车

客货运业务。其后，又联合地方人士陈寿卿等，发起筹建“珠光电力公司”，并

被派往香港，负责选购一组德国西门子公司生产的小型发电机，又请来曾参加

“省港大罢工”的高级技工张九(解放初曾任广东省人民代表)，到北海负责开



机发电及维修电机等技术工作。

他以“穷且益坚，不坠教师之志”为座右铭。在 20年代，香翰屏、邓世增、

林翼中等许多国民党军政要人，多次请他出任秘书、参事．并许以优厚待遇，

他宁愿终生执教，清苦度日，也不应聘从政。

20年代末，香翰屏的秘书张吉卿要求合浦一中学生用文言文作文，学生们

感到很困难。钟兰舫同张吉唧说：“既然国文(当时“语文”称为“国文”)教材

已用了白话文多年，师生们都已习惯，教学效果也不错，何必复古，再让学生

读那枯燥的四书五经，用那艰深的文言作文，让他们增添那么多的麻烦!”张吉

卿终于被说服．学生们感到非常高兴。

钟兰舫不但古典文学功底深厚，对现代文学也很有研究。他过去教的学生，

都说“钟老师学识渊博，教材娴熟，身体又好，精力充沛，声音宏亮，讲课很

有感情。他教的《背影》和《荷塘月色》等名篇，绘声绘色，使人有如亲临其

境。终生难忘。”抗战时，合浦一中迁至合浦大石屯、平田等处，距离北海将近

30 公里。他虽年逾花甲，仍常常脚踏草鞋．手撑雨伞，风雨不改，步行往返一

中上课。这种忠于职守、热爱教育、坚苦刚毅的精神，深受廉北师生钦佩。

对于党的事业和进步师生，他总是衷心拥护和极力保护的。抗战时，党员

教师陈任生在合浦一中发表演说抨击汪精卫，国民党县党部书记长想借此对陈

等发难。他闻讯后，即向其指出汪的汉奸行径，而团结抗日才是国家民族的唯

一出路；如果不分青红皂白乱抓师生，势必造成诸多恶果。那书记长看见自己

理亏，只好取消原拟借此逮捕一批校内进步师生的计划。抗战时，合浦一中的

许多中共党员、学生干部，如谭锡裕(谭俊)、庞文隽(庞自)、岑嘉毅等，常到

他家作客，征求他对组织发动群众开展抗日救国工作等的意见。

他热心助人，书法又好，解放前北海许多商家店铺、茶楼酒馆的招牌，许

多人办丧事的题旌和挽联，都喜欢找他题写。不少穷人经常上门要求帮这写那，

他往往分文不收，乐于相助。许多穷家学生，多次获得他赠送的学费、书籍、

文具。

1949 年 10 月，他在临终前留下遗嘱：“下气(逝世)之后放在厅底(厅堂)，

短丧薄葬不做斋，葬于祖山之侧，能谥我‘文清’两字，死亦瞑目。”出殡时，

市、郊区和合浦等地，均有不少他的门生故旧以及其他三教九流人士，前来送



丧，盛况空前。

北海解放几天后，他的学生、北海军政委员会主任谭俊率领北海党政军领

导多人到他家，对他的去世深表哀掉，对他的家属亲切慰问，并代表当地党政

军领导向他家敬送了“光荣之家”的牌匾。他的老同事、中共老党员陈任生不

久后对他的孙儿钟礼观说：“你祖父的道德、文章、人品和教学均佳，一生勤恳

正直，贡献不小．是我们共产党人难得的诤、友好助手，也是广大青年的良师

益友，北海和合浦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他!”(市教志办陈纬业)

注：本文根据钟兰舫之孙钟礼观(原广西农垦大学副教授、现市德才学校教

师)及钟兰舫当年的学生陈锡辉、陈达忠(均为退休教师)等人提供资料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