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合 浦 廉 州 中 学

Hé pǔ Lián zhōu Zhōng xué

合浦廉州中学位于合浦县城西南隅，是广西壮族自治区重点中学。

明洪武二年（一三六九年），太祖朱元璋诏天下府、县皆立学，谕中书省曰：

“治国之要，教化为先；教化之道，学校为本。”这就是廉州府出现府学的先声。

廉州中学前身为书院，名称迭有变更，明朝称海天书院，清雍正初更名还珠书院，

乾隆年间又改称为海门书院。至光绪三十一年（一九○五年），废科举、办学校，

遂改为廉州府中学堂，是钦廉最高学府，学制四年。民国元年十二月十六日定名

为省立廉州中学校，十四年又改称广东省立第十一中学校，旋于十六年改四年制

为初、高中六年制，举办高中班，二十四年又改为广东省省立廉州中学校，一九

五○年改为广东廉州中学，一九五一年合浦划归广西，学校也更名广西廉州高级

中学。一九五五年复归广东，又称广东廉州高级中学。一九六五年合浦再划入广

西，一九七一年定为合浦县廉州第一中学，一九七八年始称合浦廉州中学。一九

八一年在校学生一千零八十六人，教职员工一百四十人，高中十三班，初中十班。

自改书院为学校以来，学生在校打下严实基础，再经深造，成为专材，留学

或作研究交流讲学的遍及法、日、美、苏、加拿大等国。今天散处祖国各地工作

岗位上的工程师、农艺师、医师、讲师、教授等数以千计，独当一面卓有建树的

总工程师、专家、学者、教授数以百计，从事尖端科学探索的诸如人造卫星的研

制，原子能研究，海底发射导弹及早期断肢再植，都有廉中校友。至今健在的校

友中还有老一辈画家、音乐家、作家、语言学家等等。

廉州中学不但培养出许多建设人材，而且为革命输送了不少骨干。远在三十

年代，合浦地下党的党员很多就是廉中师生。在校内，地下党的活动非常活跃，

曾经几次输送革命青年到延安去。早期为中国革命事业光荣献身的有陈铭炎、杜

渐蓬、张世聪等烈士。老一辈的革命者，现在有的担任中央部、局和高等院校的



党政领导，他们为革命事业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随着教育事业的发展，学校没备逐年改善，各科教学器材现在基本可供教学

使用。先进的电化教学设备也逐步增加，以适应提高教学质量的迫切需要。

学校倚江抱湖，树木繁茂，环境幽静。全校占地一十六万二千八百余平方米。

其中建筑面积二万一千八百四十平方米，比一九五○年校舍增加五倍多。主要建

筑有大楼四幢，包括科学大楼、校务楼、教工宿舍、学生宿舍。另有教室二十七

间，礼堂一座，图书馆藏书八万多册，篮、排球场七个，标准田径场一个。

从一九五四年起，学校先后办起了农场、林场和工厂。农场有耕地六十一亩，

以种水稻为主，林场面积四百亩，造林三百多亩，其余种植农作物。工厂主要生

产教学标本仪器。有滑动变阻器、液体内部压强计等十六种产品销售全国各地，

部分销到国外。一九八一年工厂产值一十四万多元。

校园内有海角亭和魁星楼，属县级文物保护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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