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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浦（含北海市、浦北县）位于祖国南疆，幅员辽阔，民风淳朴，向重教育。

1898 年“百日维新”以后，开始创办学校。民国期间，县内中、小学校数在全省

有一定名次（当时合浦县隶属广东省）。现就当时县内（含今北海市、浦北县）

中小学校情况简述于后。

一、清末创办的中、小学校

1898 年“戊戌维新”以后，合浦已有公立和私立学校出现，学制教育略具雏

型。光绪三十一年（1905 年）废科举、办学堂时，廉州府太守李崇光奉命办学，

便以廉州海门书院改为廉州府中学堂，招生一班，并附设师范简易科馆，招收简

师生一班，改龙门书院为合浦官立高等小学堂，这是合浦县最早创办的学校（光

绪十二年至二十七年(1886～1901 年)，英、德、美教会在县内办的学校除外）。

接着，附城第一、二、三、四、五初等小学堂次第创办，各区公立、私立小学堂

也相继成立。成立较早的区立小学堂有：附城区的乾江高等小学堂、三总区的三

益高等小学堂和进诚区的进诚、龙文两等小学堂（两等学堂即含高等初等的完全

小学）等七间。私立小学有附城区的罗江家族两等学堂和郭李氏家族初等小学堂

等六间。计自清末光绪三十一年至宣统年间（1905～1911 年），全县已成立具有

《癸卯学制》特点的学校共有 23 间。这些学校，属我县首创，虽为数不多，班

级也少，但已具有现代学制的特点，在教学过程中，有明确的教学目的，有计划、

有组织地培养人才的教学活动，为民国期间县内发展中、小学教育事业奠定了基

础。

二、民国期间各类学校

民国期间，合浦创办的学校较多，形式也多种多样，可归纳为五个并举：一

是公立学校与私立学校并举；二是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并举；三是成人教育与儿

童教育并举；四是全日制学校与半工半读业余学校并举；五是免费教育与收费教

育并举。此外，还有英、德、美等国的教会为灌输奴化思想，宣扬“忍耐保守和



受苦受难的基督精神”，进行文化侵略所办的教会学校。现将民国期间，合浦各

级各类学校列述于后：

（一）普通中学

1．省立中学 1 间：广东省省立第十一中学（今合浦廉州中学。该校于 1925

年秋由廉州中学堂更名为广东省省立第十一中学，1935 年秋再改校名为“广东省

立廉州中学”），校址在廉州镇海角路。为全日制完全中学，高、初中学制各为三

年，高中部分设普通科和师范科（1940 年停招师范生），并附设供师范生实习的

附属实验小学一间。校长由广东省教育厅任命。经费由省教育厅拨发外，还有该

校原有田产以及地方政府划拨的网槽、肉斤捐等附征税的收入。

2．县立中学 7 间：

①县立第一中学，校址在北海镇（今北海市），为全日制完全中学。

②县立第二中学，校址在福旺镇（今浦北县），为全日制初级中学，曾兼办

乡村师范一班。

③县立第三中学，校址在南康镇，为全日制完全中学。

④县立第四中学，校址在小江镇（今浦北县），为全日制初级中学。

⑤县立第五中学，校址在公馆镇，为全日制完全中学。

⑥县立第六中学，校址在石康镇，为全日制初级中学。

⑦县立第七中学，校址在寨圩镇（今浦北县），原为县立简易师范学校，1944

年秋改为全日制初级中学。

3．私立中学 8 间：

①海门中学，校址在廉州镇学宫街（创办时以“海门中学”校名上报备案，

上级认为与廉州中学相近，不同意增设普通中学，须另办其他性质学校，遵照指

示改办师范学校，命名为“合浦县私立海门乡村师范学校”，才获批准立案，嗣

后恢复原校名）。为全日制完全中学。

②东坡中学，校址在廉州镇大北街，为全日制初级中学。

③润珠中学，校址在西场镇，为全日制初级中学。



④乾江中学，校址在乾江乡（今廉州镇乾江圩），为全日制初级中学。

⑤太邱中学，校址在廉州镇大东门街太邱祠（即陈氏宗祠），为全日制初级

中学。

⑥旧州中学，校址旧州乡（今浦北县）为全日制初级中学，不久停办。

⑦高凉初级中学，校址在北海镇（今北海市），系高州同乡会于民国三十八

年(1949 年)筹办。

⑧旭初中学，设在北海（今北海市），校址借用英教会双孖楼，系 1947 年秋

广西同乡会创办的初级中学。

4．教会开办中学 1 间：圣三一中学，系香港英教会办的学校，1940 年 8 月

迁北海，只招收初中。

（二）全日制小学

民国二十年（1931 年）全县划分 16 个联合小学区。据当时教育部门统计，

县立、区立和私立的初、高级小学如下：

1．县立小学 8 间：

①县立第一小学，校址在廉州镇（今中心小学及孔庙内），为全日制高、初

级小学，学制初小四年，高小二年。

②县立女子小学，校址在廉州镇中山路（今物资局内），学制、教材、教学

与全日制完全小学相同。该校附设有幼稚园和成人妇女识字班，分别进行幼儿学

前教育和妇女识字补习教育。推行新县制时，该校合并于廉州镇各小学。

③县立第一初级小学，校址在廉州镇三甲社，为全日制复式教学的初级小学。

④县立第二初级小学，校址在廉州镇北河康王庙（今廉州镇初级中学内），

为复式初级小学。

⑤县立第三初级小学，校址在廉州镇学宫街，为复式初级小学。

⑥县立第四初级小学，校址在廉州镇奎文路真君庙内，为复式初级小学。

⑦县立第五初级小学，校址在廉州镇海角路天后宫后院（后拨作廉州中学附

小），为复式初级小学。



⑧县立第六初级小学，校址在廉州镇的华光庙（西华路中心市场内）内，为

复式初级小学。

以上各初级小学曾命名为国民学校，后改名初级小学。

2．区立小学共 120 间，分布在 16 个联合学区的 48 个乡镇内，各区校数如

下：

第一区立高级小学 3间，初级小学 5 间。

第二区立高级小学 2间，初级小学 4 间，女子小学 1 间。

第三区立小学 4 间。

第四区立高级小学 4间，初级小学 2 间。

第五区立高级小学 8间，初级小学 8 间。

第六区立高级小学 6间，初级小学 6 间。

第七区立小学 3 间。

第八区立小学 4 间。

第九区立高级小学 2间，初级小学 1 间。

第十区立高级小学 2间，初级小学 8 间。

第十一区立高级小学 3 间，初级小学 9 间。

第十二区立高级小学 4 间，初级小学 14间。

第十三区立高级小学 1 间，初级小学 8 间。

第十四区立高级小学 6 间，初级小学 2 间。

第十五区立高级小学 2 间，初级小学 3 间。

第十六区立高级小学 4 间，初级小学 3 间。

3．私立小学共 12间。其中第一区私立 3 间。第四区 2 间。第六区、第八区、

第九区、第十区、第十二区、第十四区各 1 间，第十六区 2间。

4．教会办的小学（含义学）11间：

①德国教会办 3 间：

德华小学，前身为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 年）德国长老会在廉州随考街附设



的德华学堂。1945 年再改名为“信义小学”，迁小东门街林家祠（今合浦师范附

小）。

北海德华小学，系光绪二十七年（1901 年），德国教会鲍闾巽任廉北教会总

监时，在北海德国教会后幅空地开办的小学，教授中、德文字及体操，首任校长

为潘筱川。

乾江××（校名不详）小学，德国长老会易名为“粤南信义会”时，在乾江

洪氏宗祠开办的。聘请韩学富为校长，不久停办。

②英国教会办 3 间：

培英小学，校址在廉州大北街尾，后迁水槽街，不久停办，属义学性质。

培德女子小学，校址在廉州小东门街，不久停办，属义学性质。

安怀女学校，校址在廉州海角路，为民国初年开办，民国十三、四年（1924、

1925 年）间停办。

③美国教会办 1 间：

福音堂学塾，系美国教会开办的义学，校址在廉州白石场街（今中心小学宿

舍），后迁西湖塘，负责人周景春，不久停办。

各国教会开办的小学（义学），除德华小学报请我国教育部门立案外，其余

各校均未经立案，教学课程也不按照教育部的规定。这些义学除教授文化课程外，

还散发“圣经”宣传教义，为发展教徒造舆论。

5．公立短期小学

民国期间，县内除县立、区立、私立和教会开办的全日制小学外，全县还有

以扫除文盲为目的的短期小学 32 间，分设于居民分散的村街，除招收小学学龄

儿童外，还收超学龄的青少年入学。它具有儿童与成人结合的国民基础教育的特

点。这些学校免收一切费用，免费发给课本。教材共有四册，内容侧重乡土教材

和具有当时社会思想道德教育的史地社会常识、农业园艺等自然学科。教学形式

由校长按照当地学生多少、学习环境等实际情况分别采取全日制、半日制或间日

制等复式教学，条件许可的采用“小先生”制——由学习较优的学生协助教师教



初入学的学生。教时不作硬性规定，一般农闲多学，农忙少学，与私塾教学形式

相类似，有半农半读相结合的特点。

这些学校的名称，是“合浦县立第××短期小学校”，“××”为数字序列。

校址不固定，多设在庙宇、祠堂、社坛里，教材一经授完或就读学生过少，即可

呈请迁移，可行招生上课。短期小学的经费和教科书全由省教育厅拨县开支、分

发。

民国二十九年（1940 年）四月，合浦县实施新县制。县政府奉命令开办“小

学师资训练班”，便在廉州中学集训部分小学校长、乡、镇长和教师，学习广东

省颁发的新县制有关“管、教、养、卫”的法规和教育体制、教育理论、教学方

法等等。是年秋，师资班结束，县政府按照县内五个行政区 48 个乡镇，将全县

公立（含区立）的高、初级小学改为中心小学和保国民学校——每个乡（镇）设

中心小学一间，各保或几个保设保（或联保）国民学校一间。乡（镇）中心小学

校长兼任乡、镇长（副）和壮丁队长。当时县内五个区的中心小学分布如下：

第一区有 15间，即：附城东镇、附城西镇、西场镇、石康镇、北合乡、石

湾乡、乾江乡、沙岗乡、上洋乡、乌家乡、道歌北乡、道歌南乡、多蕉乡、均安

乡、党江乡中心小学。

第二区有 8 间，即：公馆镇、山口镇、永安乡、白沙乡、上廉乡、东城乡、

耀康乡、闸口乡中心小学。

第三区有 7 间，即：北海东镇、北海西镇、婆围乡、南康镇、福成乡、高德

乡、涠洲乡中心小学。

第四区有 9 间，即：常乐镇、旧州乡、安石乡、石埇乡、龙门乡、张黄镇、

白石水乡、马栏乡、北塞乡中心小学。

第五区有 9 间，即：小江镇、福旺镇、寨圩乡、合立乡、土东乡、新睦乡、

六横乡、中山乡、乐民乡中心小学。

实施新县制后，乡、镇公所驻地均有中心小学一间，惟各保未能按照所编保

数设立保国民学校。据合浦县教育部门民国二十九年八月——三十年七月（1940



年 8月～1941 年 7月）小学校数统计资料记载，当时全县的小学为 310 间。至于

扫盲性质的短期小学仍保留原有的 32间。

（三）全日制师范、职业学校 4 间

1．县立简易师范学校，原设在寨圩（今浦北县寨圩），系 1931 年寨圩地方

筹办的寨福平师资讲习所，设师范初年级，招收小学毕业生入学肆业。民国二十

一年（1932 年）改为乡村师范。民国二十四年（1935 年）改为县立简易师范学

校。1944 年改为合浦县立第七初级中学。该校改制后，县另在廉州镇府学宫（今

廉州中心粮站）开办县立简易师范学校。

2．县立农业职业学校，校址在张黄镇（今属浦北县）。为民国二十一年（1932

年）由香翰屏等发起筹办的初级农科职业学校，附设有小学和实验农场。

3．廉州商业小学，校址在廉州镇下街，为合浦县商会开设的初小补习学校，

除授初级小学课本外，增设珠算、信札等商业教材，抗日战争期间停办。

4．合浦县民众学校，校址在廉州中山路（今合浦人民法院内），招收未曾上

学的学龄儿童，课程与小学相同，后改为县立第四小学，后停办。

三、学校经费来源

民国期间，我县学校为数虽多，惟办学经费堪称支绌。除省立廉州中学、县

立小学和短期小学的经费稍为稳定外，其余的中、小学和私立学校，大都由创办

人和热心赞助之士，经过一番惨淡经营，才初具规模的。这些学校的经费来源，

主要有：一是收取学费；二是政府补助；三是宾兴馆资助；四是田、铺租金（政

府拨给学校管业的寺、庙、社坛和宗族祠堂的田地、房屋租金）；五是附加捐税

（含实物附加税）；六是市场摊位捐；七是渡船租、垌租（即在收割后的田地里

收放牧鸭群按议定数目需交付租金）。现将合浦县立第一中学、合浦县立乡村师

范学校、合浦县立农业职业学校民国二十一年（1932 年）经费来源开列于后以窥

当时教育经费的概况。

合浦县立第一中学民国二十一年（1932 年）经费来源：岁入中资捐 1200 元，

肉斤捐 1512 元，宾兴馆补助 250 元，地方款拨助 900 元，铺租 50 元，船户报效



费 650 元，学什费 4200 元，合计 8762 元。

合浦县立乡村师范学校经费来源：岁入学租 450 元，廊寨租 300 元，石灰捐

60元，木排捐 450 元，寨圩局拨 800 元，土东局拨 600 元，学费 1200 元，合计

3860 元。

合浦县立农业职业学校筹办经费来源：蒸尝费 2000 元，田租捐 2000 元，肉

斤捐 1000 元，陶窑捐 150 元，宾兴馆补助 500 元，防务捐 1500 元，道巫捐 1000

元，劝捐 1000 元，合计 9150 元。

（以上文章摘自《合浦文史资料》第六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