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陈铭枢与合浦图书馆

当人们走进北海中学，便会看到一座米黄色的二层洋楼。它造型美观、别致，

四面坡瓦顶，各层有回廊，廊间的券拱边缘有雕饰线，各廊柱两侧有仿罗马式的

“科林新”柱头。正门有门厅，厅两侧为石台阶。地台高一米。这是一幢具有欧

洲古典建筑风格的楼房，它就是北海最早的图书馆——合浦图书馆（解放后改属

北中图书馆）。该馆设计规范，冬暖夏凉，防潮性能极佳，最适合于藏书。在 20

世纪 20 年代的北海，建造这样一幢建筑面积达 600 平方米的图书馆是很不容易

的。创建该馆的人如果不是出于对北海文化事业的关心和重视，就不会有如此的

义举。这位创建人就是我国著名的爱国人士陈铭枢先生。

陈先生字真如，号一缘，生于清·光绪十五年(1889)，广西合浦县曲樟乡璋

嘉村人。他一生经历了辛亥革命、建立民国、北伐、抗日战争，直至全国解放，

是我国近代著名的民主革命家、爱国将领，也是一位颇有名望的诗人、书法家、

出版家和佛学家，集文韬武略于一身。他是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卓越创始人

和领导人，也是中国共产党长期合作的亲密朋友。在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他为

我国的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事业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陈先生虽然是一位军人，但他一生热心于家乡的文化教育事业。1926 年初，

在他的大力支持下，创办了“合浦县立中学”（即现在的北海中学）。次年冬，他

出资在校内兴建了这座图书馆，历时一年落成，在图书馆正门顶壁上刻有陈先生

手书的“合浦图书馆”五个大字。该馆成为师生博览群书、借阅书刊和撰文作画

的好地方。

1938 年间，赵世尧、陈任生、韩瑶初等一批中共党员利用在该校任教的机会，

在图书馆的楼上开展地下革命活动，因此，它又成为中共当时在北海的重要活动

地点之一。

1955 年陈先生重返故里，到北海中学视察，对全体师生作过报告。他在晚年



仍对家乡的教育事业如此关心，实在令人敬佩。陈先生 1965 年病逝于北京，享

年 76岁。

由于北海中学的不断扩大和在校学生的日益增多，该馆的藏书和使用面积已

不能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该校于 1994 年新建了一座规模更大的图书馆。从此，

这座原“合浦图书馆”完成了它所担负的大半个世纪的任务，但其历史和艺术价

值早就受到市政府的重视，并于 1993 年被核准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合浦图书

馆旧址”于 1996 年 10 月被辟为北中校史展览馆和陈铭枢纪念室，它与著名的民

主革命家陈铭枢先生的名字永远联结在一起。

陈铭枢的出生地——合浦曲樟乡樟嘉村（照片由合浦客家联谊会提供）

合浦图书馆（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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