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伍 瑞 锴

伍瑞锴（1899 年－1957 年），字巩生，北海市高德镇人。1930 年夏，毕业于中山大学

文学院教育系，获文学士学位。曾任合浦县立第一小学、县立第一中学（北海中学）、广

东省立第十一中学（廉州中学）、广东省琼州师范学校、钦州师范学校等校长职。一生从

事教育事业，颇多建树。

当年就读廉州中学，将他搜集的合浦地理资料，写成《合浦地理概要》，兼任广东文

化事业公司总经理时，编著一套学校行政丛书，于当年由该公司出版发行。先后出版有《教

务处理》《训导实施》《事务管理》《校长与教职员》《学校行政及其组织》等 5 册（第 6 册

《校舍和设备》脱稿未刊印）。每书甫一出版，即为教育工作者争先抢购。编著有《小学

标本仪器各科教具自制及运用法》《学校训育的理论与实际》《中学生修养及课外活动指导》

《广东省第十一中概览》《广东省及中央现行教育法令》等书。其中《小学标本仪器各科

教具自制及运用方法》一书，最适合学校教学之需要，当时广东省教育厅通令全省各小学

购置参考。



奉 行 感 情 教 育 的 教 育 家

伍瑞锴，字巩生，北海市高德镇人。1930 年夏，毕业于中山大学文学院教育系，获文

学士学位。曾任合浦县立第一小学、县立第一中学（北海中学）、广东省立第十一中学（廉

州中学）、广东省琼州师范学校、钦州师范学校等校长职。一生从事教育事业，颇多建树。

伍瑞锴先生童年时在北海香坪小学读书，每天从高德步行往返，北海、高德相距约 5

公里，自小能刻苦耐劳。后就读廉州中学，时值日本迫签“二十一条”条约，举国哗然。

伍瑞锴先生奋起带领同学响应全国各地抵制日货运动，组织学生队伍上街宣传，并成立纠

察队检查商店日货，杜绝进口上市。其间满怀爱国热情，工作认真，但并不以救国工作而

荒废学业。就读廉中 4 年（旧制中学 4 年），每学期成绩均列同学之冠。中学毕业后，因

家庭贫困，先后在合浦县立第一小学和第二小学、北海香坪小学任教，并兼任一所教会学

校的教师。历时 3年半后，任合浦县立第一小学校长。

1939 年冬，日寇企图封锁我国西南沿海港口，其时准备在钦州登陆。伍瑞锴先生当时

正在钦州师范学校校长的任上，在一夜仓促之间，带领住校的教工学生 140 余人往北迁移。

“天天在敌人飞机大炮的吼声中沿着敌阵的外围线奔避。计自从广东钦州大寺出发，经广

西上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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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桂林。步行一个月，行程二千里。再加上由桂林转湖南衡阳返抵广东曲江，这两

段火车路和由曲江步行至连县东陂这段山路，更辽远得可怕。其中艰苦万状，不及备述。”

伍瑞锴先生这段自述读来颇令人感动与敬佩。当时学校没有政府供给迁移经费，沿途一百

多人的食宿安全，全凭伍瑞锴先生想方设法解决。完全出自一种爱心、使命感和机智、耐

劳的精神支撑他带领全校师生历经千辛万苦，排除万难，终于在连县东陂复课。钦州师范

学校抗战时期的大迁移，当时深受社会赞誉。1940 年冬，他赴重庆到民国政府侨务委员会

担任教育处科长职，指导侨民教育工作。离校时，钦州师范全体学生步行送至三十公里外。

另有十几个人执意一直陪同步行两天，到达坪石桥火车站才回头，依依不舍。可见师生感

情之深厚。

伍瑞锴先生把感情教育奉为圭臬，认为“没有感情，便没有教育”。从开始从事教育

就对教育富有感情，从此都是全心全意倾注在学校的工作中。“我在小学服务时期，有两

三个年头全年没请过一天假，每天大清早就和儿童混到天黑。任中学或师范校长时期，也

是不管家事整天都忙于校务，寒暑假还是为学生忙，为学校忙。”对待学生视同子女，他

自述：“在感化室把一顽童教训到痛哭流涕”，使顽童誓改前非。在学校与学生共同生活“陪

同学生上早操，上自修课，和学生共同起居饮食游息，率领学生旅行参观。”由于伍瑞锴

先生这种精神和毅力，每到一个学校，都深受学生爱戴。伍瑞锴先生担任中等学校校长逾

二十年之久，从不治家产。但他在治校方面精心运筹，善于开源节流。在任合浦县立一中



（北海中学）校长时，学校经费相当困难。他设法与建筑商洽建三处市场和一处屠场，俱

由建筑商垫款建造，以市场屠场的收入逐年清还，三、五年后付清建筑商所有的工程款。

同时又创办日会，每年学校能获利万元。此后，学校便有稳定收入，充裕学校的经费支出。

任廉州中学校长时，拟建造学校大礼堂。伍瑞锴先生又根据校内现有条件，想方设法，结

果只耗资 7000 余元便建成价值 20000 多元的大礼堂。原来在整个工程开始，伍瑞锴先生

便筹划用一座废圮的房屋改建，设计好图纸公开招标，要承建人按图纸作出详细的工程预

算，学校按预算扣除材料款和旧房的价值，自行供给材料，支付承建人的人工费。结果学

校少花钱办大事。

伍瑞锴先生平生性情平和，待人诚实。1948 年任广州市民众教育馆馆长时，无论老、

幼、贫、富都乐于亲近，深受市民欢迎。对广州市民文化普及教育工作开展得很好，作出

很多成绩，尤其对于市民的健康教育悉心推进。早年爱好太极拳，为在市民中推广太极拳，

做到言传身教，很多时候在公众活动场所、晚会亲自表演示范。

1949 年夏，伍瑞锴辞去民众教育馆馆长之职，先赴越南，之后辗转马来西亚、新加坡

从事侨校教学。其间致力于中小学生国文错字研究及纠正方法，注重教学方法改进，对侨

校教师影响颇深。编辑华文小学各年级各科教材及教学指导全套发行，行销新、马、越等

国华侨学校千余所。教材结合当地情况，大量纳入国文资料，使几十万华侨儿童，得以学

习认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精髓。伍瑞锴先生从事侨教十一年之中，对于中华文化在海外

的宏扬与教育，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伍瑞锴先生博学多才，勤奋撰读。青年时期便是合浦“珠官文社”的成员。当年就读

廉州中学，将他搜集的合浦地理资料，写成《合浦地理概要》，他自述：“我的兴趣是多方

面的，教育、文学、哲学、政治、经济、自然科学，以至医药、国术我都爱好。……我担

任过教育科中的一切科目，其余如公民、国文、英语、史地、博物我都教过，世界史尤其

与我结了不解之缘。”他自我总结治学办校最重要“勤诚”二字。“我能够诚，所以对人亲

切，对事公正，不徇情，不畏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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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期中大家逍遥自在时，我或许

更加忙碌，无论讲授任何教得烂熟的教材，我也一定作充分的准备。我除勤劳于我的职务

外，还常常阅读研究撰述，以满足我对于学习上的多方面兴趣。”他一向以严谨勤诚自律，

体现了一个教育家的优秀情操。

伍瑞锴先生不单以勤诚管理教育，且对教育著述甚丰。1946 年，他兼任广东文化事业

公司总经理，编著一套学校行政丛书，于当年由该公司出版发行。先后出版有《教务处理》

《训导实施》《事务管理》《校长与教职员》《学校行政及其组织》等 5 册（第 6 册《校舍

和设备》脱稿未刊印）。每书甫一出版，即为教育工作者争先抢购。这套行政丛书切合实

用，一时风行海内外。在任各中学校长的期间，他已编著有《小学标本仪器各科教具自制



及运用法》《学校训育的理论与实际》《中学生修养及课外活动指导》《广东省第十一中概

览》《广东省及中央现行教育法令》等书。诸书时为广东省教育界所备存。其中《小学标

本仪器各科教具自制及运用方法》一书，最适合学校教学之需要，当时广东省教育厅通令

全省各小学购置参考。

伍瑞锴先生晚年定居在新加坡，孑然一身。或为孤独所困；或为乡愁所扰；或为侨教

工作所累，不幸染上柏金森之疾病终。纵观伍瑞锴先生近四十年的教育生涯，无不以感情

教育为宗旨，始终以自己对教育的深厚感情投入教育事业，勤诚践行，成就卓著，不愧是

民国时期的优秀教育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