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南澫的黄氏父子

在南澫的历史名人中，有两对父子较为有名，一对是陈鸿辅（五品官）、陈

达祯父子；另一对是黄茂菊、黄元熠父子，但对南澫文化教育的发展较有贡献的

要数后者。

黄茂菊(1865-1938)是南澫村有名的地方绅士和文人，至今还流传他一个有

趣的故事。清代，文人相轻成风。当时合浦西南面有一地方叫乌泥（又称牛屎港），

那儿有一文人知悉南澫的黄茂菊和陈达祯曾投考功名但未考取，这位文人乘船到

南澫，在黄、陈等一班文人面前写一上联“澫中两鹤胸前白”（意为南澫有两个

人胸无文墨，怎能考取功名）给大家对，以此讥笑黄、陈二人。黄一看便知此人

是冲着他和陈达祯而来的，即对一下联“港里一龟背后乌”（意为牛屎港有一个

人的心地像乌龟的背后一样黑）来反唇相讥。此联一出，众人拍手称快，那位来

自牛屎港的狂妄文人即时面红耳赤，讥笑人者反被人讥笑，只好灰溜溜地走了。

黄茂菊不但有学问，对为人处世也有独特的看法。如送礼，是亲友如遇喜庆

事，相互送钱或送礼表达的一种礼仪，一般来说，送礼越多表示关系越密切。然

而，他对送礼有三种看法：“礼到人不到为下礼；礼到人到为中礼；礼不到人到

为上礼。”对于上礼，他是这样认为的，有些亲友接到我的请柬，他们却很穷，

实在封不起礼，但毕竟来了，这样的亲友就很好。这充分体现黄茂菊对穷亲友的

体谅和情怀。

黄元炤(1902-1941)是黄茂菊的第五子，字耀之，号耀德。七岁读书，喜爱

儒典，通读四书五经。20岁即从事教育工作。早年曾先后任北海三小和越南婆湾

华侨小学校长。在工作中他感悟到发展家乡教育的重要，便从越南婆湾辞职回到

家乡筹办南万小学。1926 年，他约集几位有心为家乡办学的有识之士，组成建校

董事会，一番策划之后，开办了南澫第一间初级小学。最初学生只有 30 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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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校舍设在村内的武帝庙，课桌和课凳都是学生家长从家里送去的，大小不一，

高低不平。一位家长还给学校送了一个老挂钟，方便老师掌握上下课时间。学校

连安放文件文具的地方都没有，黄元熠把他结婚时用的一个大衣柜送给学校作文

件柜。

为了从根本上解决学校的办学经费，黄元炤以校董会的名义向合浦县政府呈

文，请求收回由一叫“五户老”在南澫垦海（东至大潭沙，西至

塔落石一带的海滩）转租的租金（此租金过去用于供奉三婆庙用）作为学校经费

收入。此请求得到批准。从此，南澫的部分适龄儿童不但有机会上学，而且不用

交学费，书、笔、墨一律由学校发给。每学期结束时，学习成绩优秀的学生还得

到奖励。后来，南澫的邻村—石步、流下的子弟也来读书，学校的生源逐渐增多，

从最初成立时的一个年级发展到四个年级。成为一所初具规模的初级小学，被合

浦县教育局列为合浦县第六初级小学。

由于黄元炤热心家乡教育工作，并且能讲善写，合浦县当局把他调到合浦一

中（今北海中学）任学校事务处主任，还负责北海教育经费管理委员会的工作。

由于他在管理财务方面操守可信，把学校的经费管理得很好。他个人常资助一些

有困难的学生上学，这些曾被他帮助过的学生至今还很怀念他。黄元炤社会活动

能力强，热心于社会的公益事业，肯办实事，为人清廉，在学校和社会上的口碑

很好，这为他日后仕途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38 年，黄元炤任北海镇镇长。时值抗战期间，他组织北海民众抗日自卫队，

任大队长，为密切配合守军保卫北海做了大量的工作。此外，还参加由中共北海

地下党推动发起的北海民众抗敌后援会，任常委，参与查禁日货和对日经济绝交

的工作。

黄元炤在任镇长期间，为了方便北海与南澫的交通，开了一条公路。在开路

过程中，因公路穿过某村，而遭到村民强烈阻止，他亲自到现场做群众思想工作，



使矛盾得到化解，公路得以顺利开通。

至今的“老北海”和“老南澫”，还记得黄茂菊的故事和黄元炤为家乡所做

的贡献。

1926 年，南澫的第一间初级小学，就设在村内这间武帝庙内

黄元炤与送课桌课凳的新生在一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