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坪书院杂谈

清末北海的香坪书院曾闻名遐迩，但到了今天，除极少数的老一辈外，已鲜

为人知。香坪书院的建立，与当时北海发生的“闹卡之役”有关。事缘同治八年

(1869)，北海当时没有税关，只设一卡收出入口贷的关税。同年该卡因买担头米

而与近邻的店铺引起纠纷，后发展到该卡放枪恐吓，把对面一店铺的伙计邓振基

打死，结果引起群众极大的愤怒，不但把该卡捣毁，而且把该卡委员沈懋林牵出

殴打，数日后沈死去。此事使当时广东制军极为震怒，认为这是一种造反行动，

于是命令阳江镇的彭玉率兵轮二艘到北海镇压。因此北海商民极为恐慌，当时的

情况“有玉石俱焚之势，商人恐惧，尽将货物他徙，挑男负女，仆仆道途，不堪

言状……”（摘自《北海杂录》，包括本段有引号的内容）。当时的合浦县令王德

溥（字香坪）闻讯亲来北海到实地调查后，认为此案与广大市民无关，只是少数

闹事者所为。于是“拿办数人，封铺十间”，并与广东总督“为之转圆其间，幸

无株连”，使北海人民免遭灾难。人民为感谢他的恩德，于同治九年(1870)在西

靖街（今新兴二街的市海城区一小，下简称一小）建一书院，以其字香坪命名，

作为纪念。书院内建一座院落式的宗教建筑，北向，分前后殿，前后殿之间有连

接廊，其建筑设计和布局与南万武帝庙相似。“崇奉王邑侯禄位于其内”。书院开

办后，“是当时北海的第一所地方学府，延聘名师宿儒，造就颇多人才”（《北海

市地名志》）。因其办学成绩卓著，被列为合浦十大书院之一。

由于香坪书院开了北海地方办学的先河，西靖街在北海的历史上，称得上文

化教育第一街，从那时候起，社会上逐渐形成重视文化，爱惜文字的良好风气，

香坪书院门前不远处有一个高约 3 米的八角形砖塔叫“字纸炉”（专门用来焚烧

写有字的纸片的炉子），就是历史的见证。我国古代地方设立的书院，一般都有

“字纸炉”，也称“焚帛炉”，也有称“仓颉亭”或“惜字亭”的，可见古人对文

字的崇敬和爱惜。很明显，香坪书院前的字纸炉是学习我国北方焚帛炉的做法。



笔者曾到原香坪书院所在的街道采访，一位 75 岁的梁老先生说，民国初年

香坪书院改名香坪小学，在校内读书的人都很爱惜字纸，凡写有字的纸片是不能

随便丢弃的，要丢，只能丢入字纸箩，待装满后才一起投入字纸炉焚烧。梁老先

生还说，昔日老一辈的农村人虽然大多数没有文化，但都懂得教育家中的孩子，

不要用有字的纸片抹桌子或包东西。梁老继续说，他年青时曾见过一位老者在香

坪书院所在的街上拾起一张字纸，投入书院前的字纸炉内。

民国期间，清末北海四大文人之一的包国修，曾任香坪小学校长；北海著名

的教育家伍瑞锴（高德人）是在香坪小学毕业的，若干年后，他任母校的校长，

他俩是香坪小学引以自豪的历史人物。

20世纪初，香坪小学被改为合浦县第二区区立第一高等小学，后又改为北海

西镇中心小学。解放后，由于香坪小学历史悠久，被更名为北海市第一小学。随

着学校不断发展扩大，原香坪书院旧址内那一座“崇奉王邑侯禄位于其内”的建

筑，历经百余年的风雨侵蚀而破旧不堪，于 1982 年被拆除，原建筑坐落处辟为

学生活动场所。半个多世纪以来，一小经过历届师生的共同努力，取得可喜的成

绩：2004 年荣获广西区完全小学素质教育水平等级评估一级甲等学校；2005 年

荣获自治区文明庭园称号和广西区军（警）民精神文明建设先进单位。

一小的办学佳绩，无愧于该校作为北海一所历史最悠久的学校。

往昔的北海香坪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