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著名的教育家伍瑞锴

若要谈论高德历史上的名人，应首推伍瑞锴先生。伍先生是地道的高德人，

生于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小学时便艰苦求学，每天从高德步行至北海的香

坪小学（今海城区一小）读书至毕业。后升入省立廉州中学，各学期的学习成绩

均名列前茅。由于家境困难，中学毕业便先后在合浦和北海的一些小学任教，其

中包括他的母校香坪小学。三年半后，升任合浦县立第一小学校长，后代表合浦

县教育会出席广东省全省教育会代表大会。会后考入国立中山大学文学院教育

系，于 1929 年毕业。从此开始了他在国内外毕生的教育生涯。

伍先生于中山大学毕业后，即回母校合浦县立一中（今北海中学）任教，后

升任该校校长。随后，先后任广东省立第十一中学、省立琼崖师范、省立钦州师

范学校校长。曾任广州市参议员。1949 年出国，曾先后在越南堤岸中学、马来西

亚槟榔屿福建女校任教。

伍先生之所以成为民国期间合浦著名的教育家，与他立下终生的奋斗目标是

分不开的。他在自传《我的教师生活》中写道：“我跨出中学门槛之后，便走上

教育的征途。”“我的兴趣是多方面的，教育、文学、哲学、政治、经济、自然科

学，以至于医药、国术、我都爱好。”“我始终保持着浓厚的治学精神。”他任各

中小学校长期间，尽管权力在握，但他只注重教育工作与编著，从不考虑为自己

的家庭做点什么，可对学校财务的开支绝对精打细算，如建造廉州中学大礼堂，

按预算需 2万多元，由于他善于节流，只花七千多元便把礼堂建成。他主张感情

教育，认为“没有感情，便没有教育”，他曾把一个顽童教育到“痛哭流涕”，且

表示要“痛改前非”。伍先生在待人接物中做到“我能够诚，所以对人亲切，对

事公正……不徇情，不畏势”。在工作中，“我比员生们更加勤奋，除事事以身作

则外，每天早晚，当大家还未起床或已经歇息时，我往往还在埋头工作”

特别一提的是，1939 年冬的一天午夜，时任钦州师范校长的伍先生得到消息



说日寇即将在钦州登陆，为了住校 140 余名师生的安全，他连夜把大家组织起来

实行紧急撤退。在撤退中，几乎天天在敌机和大炮的吼声中沿着敌阵的外围线奔

避，步行一个月，行程 2000 多里，途经广西的上思、绥渌、扶南、同正、隆安、

南宁、武鸣、宾阳、迁江、来宾、象县、修仁、荔浦、阳朔、桂林以及湖南的衡

阳、广东的曲江和连县等地。在这千里大撤退中，师生们历经艰辛，靠他个人的

机智、勇敢和负责的精神，终于安全脱险，这充分显示了他坚忍不拔的个性和卓

越的组织才能。

由于伍先生终生从事教育工作，他的学生遍布全国各地，可谓桃李满天下，

珠乡老一辈所熟悉的合浦革命启蒙运动的先锋战士杜渐蓬、何世权（即李英敏）、

何承蔚、罗文洪等都是他的得意学生。他的子女如伍雍娴、伍雍谊都曾是合浦地

下党员。其中伍雍谊于 1946 年毕业于重庆国立音乐院作曲系，是我国著名的音

乐家，曾任《人民音乐》副主编、中国音乐家协会书记处书记等职。

伍先生教学著作甚丰，主要著作有《中小学教育行政丛书》、《中学理化教学

器材制作法》、《标本制作法》、《合浦地理概要》、《中学生课外活动指导》等十多

部。此外他在侨委会工作期间所写的有关《侨校行政》等书共“五十万言”，因

战乱和其他原因没有出版。

伍先生于 1957 年在新加坡与世长辞，享年 58岁。



伍瑞锴先生故居。从其历经百年沧桑的故居中，可以看出伍先生青少年时求学的艰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