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历史悠久的乾体学堂

一位老乾体曾自豪地对笔者说：“‘北京大学’的前身是‘京师大学堂’，创

建于光绪二十四年(1898)，是中国近代最早的大学，而乾体学堂筹建于 1901 年，

也算得上是中国近代最早的小学堂之一，两学堂至今都是百年老学堂。”笔者认

为乾体人有理由为自己的家乡拥有这样一所老学堂而自豪。

如果说在乾隆至嘉庆年间，夏朝选开创了乾体村塾办学的先河，那么，到了

光绪后期，乾体的有识之士苏秀本、周炯祥、郭李镇、林朱赞、苏培初、周光鉴、

郭李润民等乡绅，创立合浦最早的一所小学堂——乾体学堂，则是乾体教育史上

的一个里程碑。当时参加筹款的秀才就有 50 多位。乾体人把该学堂“推为文明

起点”，“三十年后，其时学堂必林立，其人民程度必皆具普通知识”（摘自林朱

赞的《创建乾体学堂碑记》）。历史已证明开办乾体学堂的先驱者的预见是正确的。

乾体学堂是一所很有自身特色的学堂。当老乾体告诉笔者原学堂的门联“乾

兴文武，体会中西”时，笔者心中非常钦佩撰联者敏捷的才思：用地名“乾体”

冠首，利用学堂的所在地文武庙的“文武”二字具有一词多义的特点巧妙地撰入

联中。这副对联虽然只有 8 个字，却言简意赅地把办学的宗旨和地理环境表达出

来了。此联的大意是：（这所位于乾体文武庙内的）乾体学堂不但培养文才武将，

而且在教学上要中西融会贯通。人们从中可看到其办学的开放意识。它出现在封

建科举制度还没废除之前，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一位老乾体还告诉笔者一个与门联有关的趣事：原文武庙门口的东西两侧，

各有一幢二层方形古建筑，分别叫藏经阁和吕仙阁。也许群众觉得两阁的名称不

易记也不好叫，便干脆根据其方位简称东楼和西楼。乾体学堂成立后，有两位知

名度较高的老师在校内任教，一位是对国语造诣颇深的才子包国修（北海包家塘

村人），住东楼；另一位是研究西学较有学问的莫晓菱（字敬周，合浦党江人，

后任中大教授），住西楼。由于这一偶然的巧合，一位善于观察的老师说，住东



楼的包先生和住西楼的莫先生分别为中西学的代表，这是乾体学堂门联“乾兴文

武，体会中西”的体现。这一说法虽然是用趣话的形式给门联作的另一种注释，

但人们从中可了解该学堂的师资水准是很不错的。

乾体学堂经过两年的筹备后，于 1903 年正式开课，首任校长是郭李润民（前

清秀才），其他继任者有苏用五、包国修（前清秀才）和苏立柽等多人。该学堂

在开办后的 40 年间，从初小发展到高小，成为一所完全的高级小学，对乾体中

学的诞生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因为小学毕业的乾体学生如果有能力升初中，却

遇到要起早摸黑到廉中读书的困难。于是乾体的社会名流陈濯涟、苏健今、苏匡

元等人于 20 世纪 40 年代初商量筹建乾体初级中学，于 1942 年秋开课。校址也

设在文武庙内，这样便形成一庙两校，同在一个校门出入，标志着乾体的教育从

初级教育迈上了中等教育的台阶。

乾体学堂也是近代广东几所开办最早的小学堂之一，民国二十二年(1933)被

命名为合浦第一区第一小学。今乾体原文武庙旧址前的两幢百年古建筑——东楼

和西楼，则是其历史发展的见证物。

民国期间建造的乾体中学课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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