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中”艰辛缔建的经过

每次从文明路“北中”原校门经过，笔者总要望一眼这个几乎被人们遗忘了

的校门，这块断墙残垣，常让笔者发思古之幽情，总想追溯此一遗迹的源头。查

阅了有关北中的一些建校史料，并走访北中一至四届的老校友，笔者才了解到鲜

为人知的艰辛缔建史。

民国十五年(1926)以前，北海高小毕业的学生有志读中学的，必须到远离北

海 50多华里的县城，报考合浦惟一的“省立廉州中学”，但历年录取的学生甚少，

造成大量适龄青年失学。为此，北海的有识之士联名向县政府请求在北海市区办

一所中学。当时的县长钟喜赓对教育事业颇为重视，于 1925 年秋，在北海召开

筹办县立中学大会，每户派代表一人参加，决议设立合浦县立中学一间，并推选

北海工商界和教育界的知名人士为建校筹备委员会委员，教育局长钟喜焯兼主任

委员，由筹委会负责具体的筹建工作。

学校的建造资金，主要由各殷商富户捐助。原计划先建 4 间教室，2 间教职

员宿舍，以应付开学之用。校址选在老地名“猪屎巷” （今文明路）东南端。

在刚开始建校时，却遇“本埠与香港轮运中断，贸易停滞……”（《北海关十年报

告》“1922-1931”），北海商业不景气，各商户捐资困难。教育局长兼筹委会主任

钟喜焯又辞职，真是困难重重。后来得到县政府拨少许款项建学校围墙和两间临

时教室，租用“双行楼”（位于今市一中校内）做临时办公室和教职员宿舍。委

托岑福祥（中大毕业生）为首任校长。北海市区有史以来的第一间中学，就是在

这样的困境中于 1926 年秋招生开学。因该校是合浦第一所县级中学，故命名为

“合浦县立中学”。

岑校长对学校的发展本有一套计划，但开学不到一年，因经费支绌，发展困

难，客籍教员索薪，难于应付，一气之下，不辞而去，学校被迫停课。后由教育

局长劳宇楷任第二任校长，并得到教育界前辈周焕章先生的帮助，得以顺利复课。



民国十七年(1928)暑期，劳校长到广州聘请教员，并向即将就任广东省主席

的陈铭枢将军汇报北海创办中学的情况。陈将军为家乡的文化教育事业锦上添

花，出资 9500 元在校内建造一座图书馆。这笔专款在使用过程中，却意外地缓

解了学校筹建费的燃眉之急。

得到这笔款后，县政府招标建造图书馆，中标的是广州的建筑商，但工程还

未到一半，该建筑商以没钱赚为由丢下工程返回广州。劳校长召集筹委会和承建

商的担保人开会处理此事：担保人表示 3个月后依约恢复工程。为此，筹委会一

致商定暂借图书馆的建筑存款，立刻建造北海集贸市场，以收取摊位费解决学校

的部分资金困难。此方案得到县政府批准，一个月后建成集贸市场，由苏健今（留

日学者、著名的中医、书法家）题匾“文明市场”。学校把收取市场的摊位租金

和下学期收缴的学费还给图书馆。民国十八年(1929)暑期前，漂亮的西式图书馆

建成，陈铭枢主席亲笔题匾“合浦图书馆”

同年，县教育局拨一部分位于白石水的田产给学校收取租金，学校从此逐渐

摆脱困境。民国十九年(1930)，伍瑞锴（中大毕业生）任第三任校长，并扩办高

中，筹委会任务也随之结束。随后福旺镇（福旺镇原属合浦县管辖，1952 年后划

归浦北县管辖。笔者注）、南康镇先后创立合浦县立二中和三中，北海的“合浦

县立中学”更名为“合浦县立第一中学”，解放后再更名为“北海中学”，并把校

大门改建在解放路。原校门残存的门墙，则是该校创建的历史见证。

2006 年春，北海中学校门再次改建在北部湾中路。文明路原校门残存的门墙

从此不复存在。



昔日的合浦图书馆，现已成为陈铭枢纪念馆

于 20 世纪 90 年代建造的北海中学图书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