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贞德女校

“贞德女校”是英国“安立间”教会于光绪十六年(1890)在我市开办的第一

间女子小学，校址设在普仁医院右邻（旧址现位于市人民医院内），属“英国义

学”（《北海杂录》）之一。其课程“专授中国经书、地理、算学、信札、体操”

和学习缝纫、刺绣等针线活。该校开办之初，入学的女生仅 10名左右，至 1905

年增到 70 名左右。一律不收学费，而且可在学校食宿。此外，该校有女传教士

用拉丁文的字母拼音，教加入圣公会的老年妇女读经书及其他书籍。贞德女校共

办了 36 年。它曾与地方上一起颇有历史意义的事件及两位女英雄有关，因此给

这所具有史料价值的学校增添了几笔斑斓的历史色彩。

大革命时期的 1926 年 3月，我国发生了因“大沽口事件”而引发的“三·一

八惨案”，激起全国的反帝怒潮。当时贞德女校学生罢课响应，遭到该校校监董

恩典（人称董姑娘，英籍女传教士）的压制。她不但开除进步学生，还公开踩踏

中国国旗，激起全市人民的愤怒。在当时北海驻军第十师（师长陈铭枢）的支持

下，把这位依仗帝国主义势力作威作福的董恩典驱逐出境，这是当时很有影响的

反帝事件。

这所女子学校是以中世纪法国一位著名的女民族英雄“贞德”(约 1412-1431)

的名字来命名的。贞德在其祖国的解放战争中不幸被捕，她宁死不屈，最后被以

“女巫”、“异教徒”等罪名判处火刑，牺牲时年仅 19岁，其英雄业绩可歌可泣，

是一位被载入世界史册的女英雄。在贞德牺牲 500 年后，在地球东方的北海，也

出现了两位女英雄，她俩都曾在这所学校读过书。一位是钟竹筠，她是当时广东

南路地区最早的女共产党员和领导人之一，于 1927 年的“四·一二”反革命大

屠杀期间被捕。她在狱中受尽折磨，致双腿不能走路。1929 年 5月 31 日，敌人

让她坐上一辆“黄包车”，沿着中山路往西炮台押去。“车至刑场……她两腿坚定

地站在刑场上，最后一眼望了望祖国多难的大地，迸尽力气高呼：‘中国人民解



放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摘自张九皋《舍生忘死为革命，英烈浩气万古

传》一文）牺牲时年仅 26岁。2006 年 5月 14 日，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栏目系列

报道“永远的丰碑”一节详细介绍了钟竹筠短暂而光辉的一生。

另一位是沈卓清，她于 1926 至 1927 年的白色恐怖期间在广州与邓颖超、区

梦觉、陈铁军等同志一起搞地下工作。1927 年 4 月 15 日，她获悉反动派将在广

州进行大屠杀，便冒着生命危险到医院通知正在住院的邓颖超同志撤走。其后由

于叛徒出卖，沈卓清不幸被捕。在狱中，敌人“把她的辫子吊在梁上（称吊飞机），

用鞭子把她打得遍体鳞伤，昏死过去后又泼冷水把她冻醒；用十根钢针敲入她的

十个手指……沈卓清始终不招一个字，不落一滴泪……”（摘自鹤亭《党的好女

儿沈卓清》一文）最后，于 1930 年 2月 10 日在广州红花岗英勇就义，时年仅 24

岁。

这两位曾在贞德女校读过书的女英雄，其短暂而光辉的斗争事迹有着许多与

贞德相同之处，是两位贞德式的英雄，她们的名字将永远载入北海现代革命斗争

的史册。

在近现代，英、法、德等国家的教会先后在北海开设教会学校，现仅剩贞德

女校旧址。这座长 16.5 米，宽 8.65 米，高两层的券廊式西洋建筑，由于具有重

要的历史价值，于 1993 年被市政府核准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后于 2001 年 7月

15 日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贞德女校旧址



钟竹筠在西炮台英勇就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