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六 章 学 校 肇 端

1876 年，中英《烟台条约》将北海与宜昌、温州、芜湖列为对外通商口岸。此后，西方的传

教士陆续来到北海，兴办教会学校，在扩大西方宗教信仰影响力的同时，也向北海的民众普及了

西方先进的技术、科学理论和人文思想。外国教会于 1886 年开始在北海设立学校，共有 12 所，

其中英国学校 4 所、法国学校 5 所、德国学校 1 所、美国学校 2 所。时至今日，唯独英国贞德女

子学校旧址得以保留下来。

辛亥革命后，一些有识之士纷纷兴办学校，试图通过新式教育传播西方的先进技术和科学理

论，渐而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近代北海教育得到发展，官办学校开始出现，包括小学学校、初

中学校、高中学校及女子学校等。1926 年成立的合浦县立第一中学称得上是近代北海官办学校的

代表。如今，合浦县立第一中学只有合浦图书馆保存下来。

第一节 贞德女子学校

贞德女子学校旧址位于现在的北海市人民医院大院内，建于 1905 年前后。共两层，券拱结构，

前廊宽 1.9 米，两面坡屋顶，主体建筑长 16.3 米、宽 8.65 米，建筑面积 281.99 平方米（图 6-1

至图 6-3）。

▲图 6-1 贞德女子学校旧址全景

贞德女子学校是英国安立间教会于 1890 年在北海市开办的第一所女子小学，校址设在普仁医

院旧址（现北海市人民医院内）右邻，属“英国义学”之一。其课程主要包括“专授中国经书、

地理、算学、信札、体操”
①
及学习缝纫、刺绣等针线活。该校开办之初，入学的女生仅 10 名左

右，至 1905 年增加到 70 名左右。学校不但对学生免收费用，而且学生还可在学校免费食宿。此

外，该校有女传教士用拉丁文教加入圣公会的老年妇女读经书及其他书籍。贞德女子学校共办了

36 年，其间与地方上一件颇有历史意义的事件及 2 位女英雄有关，给这所具有史料价值的学校增

添了几笔斑斓的历史色彩。

①北海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北海时稿汇纂》，方志出版社，2006，第 14 页。



▲图 6-2 贞德女子学校旧址的前廊

▲图 6-3 贞德女子学校旧址的屋顶结构

大革命时期的 1926 年 3 月，我国发生了因“大沽口事件”而引发的“三一八惨案”，激起全

国的反帝怒潮。当时贞德女子学校学生罢课响应，遭到校监董恩典（人称“董姑娘”，英籍女传教

士）的压制。她不但开除进步学生，还公开踩踏中华民国国旗，激起北海市人民的愤怒。在当时

北海驻军第十师（师长陈铭枢）的支持下，北海民众把这位依仗帝国主义势力作威作福的董恩典

驱逐出境。这是当时很有影响的反帝事件。

贞德女子学校是以中世纪法国一位著名的女民族英雄——“贞德”（约 1412-1431 年）的名字

来命名的。贞德在英法百年战争中，力抗强敌，保卫祖国，却不幸遭到出卖而被捕，她宁死不屈，

最后被以女巫、异教徒等罪名被判处火刑，牺牲时年仅 19岁，其英雄事迹可歌可泣。在贞德牺牲

500 年后，在地球东方的北海，也出现了 2 位女英雄，她俩都曾在贞德女子学校读书。

一位是钟竹筠。她是当时广东南路地区最早的女共产党和领导人之一，于 1927 年的“四一二”

反革命政变时被捕。她在狱中受尽折磨，致双腿不能走路。1929 年 5 月 31 日，敌人押着她坐上一



辆黄包车，沿着中山路往西炮台而去。“车至刑场……她两腿坚定地站在刑场上，最后一眼望了望

多难的祖国大地，迸尽力气高呼：‘中国人民解放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摘自张九皋《舍生

忘死为革命，英烈浩气万古传》一文）牺牲时，她年仅 26 岁。2006 年 5 月 14 日，中央电视台新

闻联播栏目系列报道“永远的丰碑”一节详细介绍了钟竹筠短暂而光辉的一生。

另一位是沈卓清。她于 1926-1927 年“白色恐怖”期间，在广州与邓颖超、区梦觉、陈铁军

等同志一起开展地下革命工作。1927 年 4 月 15 日，她获悉国民党反动派将在广州进行大屠杀，便

冒着生命危险到医院通知正在住院的邓颖超同志赶快撤走。之后由于叛徒的出卖，沈卓清不幸被

捕。在狱中，敌人“把她的辫子吊在梁上，用鞭子把她打得遍体鳞伤，昏死过去后又泼冷水把她

冻醒；用十根钢针敲入她的十个手指……沈卓清始终不招一个字，不落一滴泪……”
①
。最后，沈

卓清于 1930 年 2 月 10 日在广州红花岗英勇就义，年仅 24 岁。

这两位女英雄光辉的斗争事迹有许多与贞德相似之处，她们是“贞德式”的英雄，她们的名

字将永远载入北海近代革命斗争的史册。

第二节 合浦图书馆

当人们走进北海第一中学解放路校区，便会看到一座米黄色的两层洋楼，该洋楼坐东朝西，

四面坡屋顶，造型美观、别致。各层有回廊，廊间的券拱边缘有雕饰线，各廊柱两侧有仿罗马式

的“科林新”柱头。正门有门厅，厅两侧为石台阶。地台高 1 米。这是一栋具有欧洲古典建筑风

格的楼房，它就是北海最早的图书馆——合浦图书馆（图 6-4、图 6-5）。该馆设计规范，冬暖夏

凉，防潮性能极佳，最适合于藏书。在 20 世纪 20 年代的北海，建造这样一栋建筑面积达 600 平

方米的图书馆是很不容易的事。创建该馆的人如果不是出于对北海文化事业的关心和重视，就不

会有如此的义举。这位创建人就是我国著名的爱国人士陈铭枢先生。

▲图 6-4 合浦图书馆旧址正面

①北海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海门回声——北海文史第一至十七辑合编本（壹）》，2013，第 130-131

页。



▲图 6-5 合浦图书馆旧址全景

陈铭枢(1889-1965)，字真如，号一缘，生于 1889 年，广西合浦县曲樟乡璋嘉村人，是我国

近代著名的民主革命家、爱国将领，也是一位颇有名望的诗人、书法家、出版家和佛学家，集文

韬武略于一身。他是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卓越创始人和领导人，也是中国共产党长期合作的

亲密朋友。在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他为我国的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

陈铭枢先生虽然是一位军人，但是他一生热心于家乡的文化教育事业。1926 年初，在他的大

力支持下，创办了“合浦县立中学”（北海解放后改名为北海中学，现为北海第一中学解放路校区）。

翌年冬，他出资在校内兴建了合浦图书馆。该图书馆建设历时 1 年，在图书馆正门顶壁上刻有陈

先生手书的“合浦图书馆”5 个大字。该馆成为师生博览群书、借阅书刊和撰文作画的好地方。1938

年，赵世尧、陈任生、韩瑶初等一批中国共产党党员利用在该校任教的机会，在图书馆的楼上开

展地下革命活动。因此，该图书馆又成为当时中国共产党在北海的重要活动地点之一。

北海解放至 1994 年，合浦图书馆旧址一直作为北海中学的图书馆。1955 年陈铭枢先生重返故

里，到北海中学访问，还给全体师生做报告。他在晚年仍对家乡的教育事业如此关心，实在令人

敬佩。1965 年陈铭枢先生病逝于北京，享年 76岁。由于北海中学的不断扩大和学生的日益增多，

该馆的藏书和使用面积已不能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于 1994 年新建了一座规模更大的图书馆。至

此，这座合浦图书馆完成了它所担负的大半个世纪的任务，但其历史价值早就受到北海市人民政

府的重视，并于 1993 年被核准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合浦图书馆旧址于 1996 年 10 月被辟为北海

中学校史展览馆和陈铭枢纪念室，与著名的民主革命家陈铭枢先生永远联结在一起。2013 年 9 月，

北海中学搬迁后将合浦图书馆旧址移交给北海市第一中学，2018 年完成维修，计划开设为北海市

教育历史陈列馆。

第三节 廉州府中学堂及廉州中学图书馆旧址

一、廉州府中学堂
廉州府中学堂建于清末，为中西结合的硬山顶砖木结构建筑，占地约 300 平方米，外檐下为

联柱拱廊，门廊向外处凸出一拱作为“踏步”（阶梯），上书“廉中”2 个字（图 6-6）。



▲图 6-6 廉州府中学堂旧址

廉州府中学堂的前身是明朝于 1522 年创办的海天书院，1706 年易名为还珠书院，1753 年又

改名为海门书院，1905 年废科举、兴学堂，成立廉州府中学堂，为廉州中学的前身。自 1912 年以

来，廉州中学历来是广东、广西的重点中学，素有“钦廉四属最高学府”之称。早在 1919 年五四

运动时期，廉中学生在“钦廉四属”率先举起反帝反封建的大旗，积极投身新文化运动。20 世纪

30 年代初，马克思主义思想开始在廉州中学传播。1934 年，杜渐蓬、何承蔚（淡星）、何世权（李

英敏）等进步学生组织开办艺宫文学社，传播革命和进步思想。1938 年建立中共廉中支部；同年

底合浦抗日先锋总队在廉州中学成立，积极开展抗日救亡运动，一批批学生奔赴延安参加革命。

1939 年，廉州中学迁址至小江（今浦北县城），师生组织抗日战地服务团，开赴前线慰问抗日将士。

廉州中学师生始终把自己的命运同祖国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不

少学生投笔从戎，英勇奋斗、前赴后继，用鲜血和生命谱写了廉州中学历史的光辉篇章。

二、廉州中学图书馆旧址
廉州中学图书馆建于清末至中华民国初期，坐北朝南．为两面坡瓦顶仿西洋风格的砖木结构

二层建筑，占地面积 122.12 平方米；四联柱拱廊，压檐处“女儿墙”的正中堆塑“图书馆”3 个

字（图 6-7）。该馆保留了 6000 余册清代至中华民国初期的线装古籍。

▲图 6-7 廉州中学图书馆旧址



第四节 真如院

真如院（图 6-8）位于北海市合浦县公馆中学内，是 1930 年时任广东省主席陈铭枢于在其家

乡公馆镇集资创办合浦县立第五中学（校名“合浦县立第五中学”由陈铭枢先生亲笔题写）时，

捐资建造的学校图书馆（后也用作教务大楼）。真如院为两层西洋风格建筑，占地 700 平方米，楼

门正中大字书写楼名“真如院”，现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

真如院与其所在的北海市合浦县公馆中学（原合浦县立第五中学）是中国优秀的崇学重教的

传统文化与近代教育救国思想相结合的产物。北海市合浦县公馆中学的前身是 1887 年公馆盐田村

儒绅李翘南先生设立的文治书院，“文治书院”匾额和“文光腾列宿，治理讲遗篇”门联的门楼至

今仍存于公馆中学内。真如院的存在，既反映了西洋建筑文化对中国建筑形式的影响，又反映了

以爱国将领陈铭枢先生为代表的有志向有觉悟的中国人在动荡的年代心系家乡儿女成长，不忘教

育兴邦，力图振兴中华的赤诚报国心。

▲图 6-8 真如院旧址

第五节 中山图书馆旧址

中山图书馆建于 1929 年，由陈济棠（1929-1936 年，在粤主政）拨专款所建。该馆旧址坐北

向南，为钢筋混凝土结构的两层仿西洋建筑（图 6-9）。东西长 19.6 米、南北宽 14 米，占地面积

239 平方米。中轴线上有门廊、门厅、楼梯及后拱门，每层各有对称的阅读大厅 2 间。2013 年被

公布为合浦县文物保护单位。

▲图 6-9 中山图书馆旧址



第六节 旧高德小学旧址

旧高德小学创建于 1902 年，曾是高德男子、女子学校旧址。该校旧址坐北朝南，长 11.32 米、

宽 11.2 米，建筑面积 253.57 平方米，为西式建筑风格的砖木结构两层楼房（图 6-10）。屋顶为二

面坡瓦顶，面阔三间，一楼前后建有券廊，楼东面外建有楼梯直上二楼。正房前后各有 1.2 米宽

的大门通向外部，东墙、西墙各建有 2 个门口以通东房、西房。二楼结构与一楼一致，木质地板。

这种楼房结构对研究北海近现代建筑有重要价值。2012 年被公布为北海市文物点。

▲图 6-10 旧高德小学旧址

第七节 南康中学高中楼

南康中学高中楼建于 1946 年，为两层西式建筑，长 28.2 米、宽 12.7 米、高约 8 米，占地面

积为 366 平方米，坐东朝西，两面坡瓦顶，呈长方形，走廊上有券拱，是南康中学现存最早的建

筑，2013 年被公布为北海市文物保护单位（图 6-11）。该楼的一楼正立面嵌一匾，匾上刻有南康

中学的相关情况，记录了南康中学发展的历史。

▲图 6-11 南康中学高中楼旧址



据了解，该建筑是中华民国时期曾担任合浦县县长的廖国器主持设计的。廖国器毕业于北京

大学土木工程专业，曾在南康中学担任校长。该建筑是北海市教育事业发展的重要见证，见证了

南康中学的发展历史。南康中学是一座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学校，其

前身为“珠场社学”，创办于 1817 年，已有 204 年的办学历史。1907 年，实行新学制后更名为“公

立珠江区两等小学堂”。1928 年为初中，更名为广东省合浦县第三中学。1946 年扩办高中，众乡

绅筹资建设高中教学楼，即现在的南康中学高中楼。1959 年，合浦县第三中学更名为合浦县南康

中学。1995 年，北海市铁山港区设立，学校随即更名为北海市铁山港区南康中学，沿用至今。从

该校走出了许多知名人士，如曾任中华民国时期广东省高等法院首席检察官的廖愈簪，曾任中华

民国时期合浦县县长的廖国器，曾任中华民国时期广东省铸币厂厂长、汕头市市长的许锡清，北

京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谢有畅，中国科学院高级工程师姚坚厚，世界著名昆虫学家庞义，安徽

大学教授朱宗炎，世界海关组织“杰出关员”徐满昌，等等。同时，南康中学也是南康红色革命

的重要基地。在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南康中学（时为合浦一中）设立党支部，领导了南康起

义和木村桥伏击战，为南康地区的革命斗争做出了重要贡献。

2020 年初，南康中学邀请专业公司对高中楼进行了全面修缮，恢复了建筑原有的历史风貌，

使高中楼得到更好的保护。在做好文物保护的同时，南康中学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让

文物说话，让历史说话，让文化说话”的重要指示精神，非常重视文物的活化利用。2020 年 5 月

开始将维修好的高中楼建设为学校历史陈列馆，12 月 19 日正式开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