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代名师包国修

1926 年，北海中学（前身是合浦一中）成立后，一首意境优美的歌词：“佗

城西望珠瀛滨，冠山峙，屹嶙峋，山环水复，钟灵毓秀，学校是陶熏。畴云北海

疆域僻，男女负笈何莘莘，吾侪绳勉成国器，莫负此青春。”通过一首名为《多

年以前》的世界名曲的旋律，在每周的集会上响彻整个校园。这首歌曲是北海中

学最早的校歌，歌词作者就是出生于高德包家塘，时任该校国文教员的包国修先

生。

包国修，字华卿，生于清·咸丰五年(1855)，农民家庭出身。清末民初，他

是北海教育、文学界有名的四大文人（包国修、劳谦五、麦灼华、钟士芳）之一，

而且被公认为四人中的“大哥大”。

孩提时的包国修聪颖过人，他常跑去听读书人读书。一天他父亲问他：“你

常去听人读书，你能记得人家读什么吗？”结果，他一口气把听到的全背诵下来，

父亲见孩子这样聪明，说不管家里多困难，也要供他读书。

青年的包国修考取秀才，由于才华过人，后又获取贡生的资格，成为高德、

北海、乾体一带有名的才子。他作为一位文人，深知教育对国家而且对每个人都

极为重要，于是开始了他的教书生涯：曾在北海的梁裕昌园（旧址为今市三小）

办私塾，乾体学堂开办时他去任教。乾体学堂是一间为读书人考取秀才功名而就

读的学校，日后取得较大功名与成就的人物有：苏汝森（辛亥革命后任广东独立

旅少将旅长）；林朱梁（黄埔军校第一期学生，与徐向前元帅是同学，解放前任

合浦县县长），北第人所熟知的著名中医苏立民、苏健今都是他的学生。清末民

初，包国修在北海沙脊街（今中华街）开了北海第一间书店——蔚华书店，对民

国期间北海的茂和书店、绿波书社、强新书局等十余间书店的开设，起着带头的

作用。与此同时，在该街租屋开私塾，后到香坪小学任校长和教书，伍瑞锴、杜

寿卿（现年 99岁）都是他的学生。



包国修虽然考取了功名，而且得到地方官员和社会的敬重，但他的家庭却是

很不幸的。他生有四子四女，但大多早逝，几乎无一子女能继承其事业。于是，

他把晚女（排行第八）嫁给他的学生伍瑞锴。他的女婿果然不辜负岳父的期望，

成为日后合浦著名的教育家。我国著名的音乐家伍雍谊便是他的外孙。

在北海中学任教时的包国修年事已高，不久便回到包家塘安度晚年。包家塘

村一带原叫“红石岭”，于是他在自己的居室自书一草堂名——“红石山房”。他

的书房全是书，并在每本书上盖上由他书写的“包氏图书子孙永保之”印章。希

望后人能将他的书籍好好学习和保存（他逝世后，其藏书大部分送给乾体小学）。

1958 年，为家乡的文化教育作出一定贡献的包国修先生与世长辞，享年 85

岁。包家塘的族人及他生前的学生、好友都来为他送葬，出殡用的挽幛有 100 多

张，村民杀了几十头猪拜祭，向这位出生于本乡的一代名师作最后的告别。

包国修开设的北海第一间书店——蔚华书店



清末民初，被誉为北海文化教育界四大名人的“大哥大”——包国修，成为合浦一中成立后的首批国

文教师，是该校第一首校歌的词作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