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地角古今文化人

一位颇了解地方历史的地角老渔民说，在北海这个地方，先有南澫，后有高德，
接着有北海，最后有地角。笔者很赞同这位老渔民这一说法。由于地角的历史相对较
短，加上南澫、高德、北海在其形成之初便是一个小埠，其经济及文化较之地角相对
也早一些和快一些，如在南澫的历史上曾出现过黄茂菊、黄元炤两位文人，黄元炤曾
创办北海第一间乡村小学——南澫小学，后曾任北海镇镇长；高德则出现过一代名师
包国修和著名教育家伍瑞锴；北海的文化名人就更多了，较早的有劳谦五、钟士芳等
清末秀才，较近的有我国著名音乐家张文纲和著名作家陈建功，其它方面的专家、学
者就数不胜数。至于小小的地角(1942 年人口只有 2600 多人)，在一般人看来好像没出
现过什么值得一提的文人，其实不然。自清末至现在，地角也出现过好几位值得载入
地角史册的文化人，就笔者调查所知有如下好几位：

黄裕钧，生于 1877 年，清末秀才，据地角老人说他考取了廪生的功名。在 19 世纪
末至 20 世纪上半叶，他是地角有名的文化人，也是一位书法家，凡地角庙堂的长短对
联及各户的春联大都由他撰书。他办过私塾，除招收地角的子弟外还招收红坎村及周
边的农家子弟，是地角早期的教书先生，为地角的文化作过一定的贡献。此外，他还
是一位改革家，曾在一艘小艇上安装一个推动小艇前进的脚踏装置。过去地角陆上的
运输都是用肩挑，是他首先制作一辆双轮车作运输工具，开了地角运输工具改革的先
河。

姚汉平，生于 19 世纪 90 年代末，青年时在北海读书，入基督教。由于勤奋好学和
为人忠厚，被普仁医院第二任英籍院长李惠来医生看中，培养他学医，后又送到英国
深造，学成后返回北海，当时李惠来在云南大理开办一间医院，没有合适的人去管理，
于是调姚汉平任该院的院长，一直工作到退休，在香港度过他的晚年。他是地角籍最
早到外国留学的人。

黄成连，生于 1934 年，是黄裕钧的独孙，曾任外沙公社书记，市委宣传部副部长，
1980 年至 1984 年任北海市副市长，主管科技、文教、卫生、侨务、外事和计划生育等
多项工作，获高级政工师职称。业余爱好书法，其书法作品曾在全国性书法展中多次
获奖，他是中国硬笔书协、中国书画协和中国老年书协会员及中国书画人才研修中心
高级研修员。他是第一位担任过市领导的地角文化人。

许德明，生于 1937 年，1955 年考上中南矿冶学院。因成绩优秀，毕业后留校任教，
在“重磁选”教研室工作。1984 年曾到当时的西德学习和考察一年多。他一直致力于
我国选矿的研究，培养了不少人才，为我国的选矿事业做了大量的工作。他是解放后
地角的第一位大学生，获教授职称的高级知识分子。



潘维志，生于 1939 年，1964 年毕
业于北京地质学院物探专业，曾先后
在山东胜利油田、湖北“五·七”油
田（属“三线”油田）和北京石油勘
探开发规划研究院工作，为我国的石
油事业贡献了自己的聪明才智。他是
解放后地角的第二位大学生，获教授
职称的高级知识分子。

王全好，生于 1952 年，1976 年
毕业于广西医学院，后分配在北海市
人民医院工作，现为泌尿外科主任。

他医德好，医术更好，经他手术后康复的病人无数。他不断总结工作经验，撰写的多
篇医学论文在国家级和省级医学刊物发表。他是广西医学会泌尿外科学会委员，被聘
为广西医科大学兼职副教授和广东医学院兼职讲师。近年获教授职称，是地角有史以
来第一位获医学教授职称的人。

上面介绍的是地角古今文化人中的佼佼者，至于获副教授、副研究员职称，以及
在政府一些部门任职的处级干部也不乏其人。至 20 世纪末，人口 14000 余人的地角有
幼儿园、小学和中学。21 世纪的地角，随着其经济文化的不断发展，将出现更多出类
拔萃的文化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