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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海是南海北部湾(旧称“东京湾”)畔的天然良港。1876 年中英订立《烟

台条约》时，北海同芜湖、温州、重庆、宜昌一起辟为商埠。此后，法、英、

德、美等西方列强的天主教、基督教会相继在北海建立传教据点，进行文化侵

略。并以“慈善家”面目出现，竞相兴办教会学校。清末和民国时期，北海的

教会学校，为数不少，并在当地教育史上起过一定的作用。现将当时北海教会

学校简介于后：

△华文男校 这是光绪十二年(1886)英国安立间教会在北海开办“普仁医

院”(今北海市人民医院的前身)不久后在院内办起的一所学校，招收教内和附

近的教外男童入学。初时学生约 100 人。劳蒋晋(劳谦五)曾任校长，冯道先(革

命烈士)、梁沾恩等曾作教师。开设国文、数学、地理、历史、尺牍、英文等科

目。该校对传播西方文化，启迪民智起过一定作用，也培养了一些人才。如当

时该校的高材生周光耀，后来是广州中山大学的英语教授；潘子彬、陈华东 赵

从云等，都是北海医学界、教育界的老前辈，对人民作出了应有的贡献。该校

于 1926 年因“非教”风潮，女校监董恩典(英国女传教士)侮辱中国国旗事件被

驱逐，而宣告停办。

△贞德女子学校 这是北海最早的女子小学，于光绪十六年(1890)成立，

由英国安立间教会创办。当时有学生约 100 人，由英国女传教士董恩典任校监。

该校对妇女冲破封建藩篱，接受进步思想，走向革命行列，起过一定的作用。

如革命烈士钟竹筠、张德恩、沈卓清等同志，都曾在该校学习过。该校还带有

扫盲性质，利用拉丁化的罗马字拼音写成方言，使那些一字不识的女信教，通

过几个月的学习训练，便能拼读罗马的圣经及用罗马字写的宗教书籍。该校于



1926 年停办。

△法华学堂 该校设于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由法国天主教会创办，校

址在今北海区警备司令部内。学堂设掌院 1名，综理教育事务；中文教习 1 名，

分司教育，聘请华人充当。专授中法文字，不收学生修金，每年大考 1 次，奖

赏学生。颁奖日，由法领事主持，邀请中西人员参加。其办学经费由法政府支

出。当时学童 40余名，除葡童 1名外，俱为华童。停办时间不详。

△德华学堂 成立于光绪二十七年(1901)的德华学堂，由德国长老会创办。

校址附设在教堂内，由德国传教士任校长，另聘德人 2 名帮教习，华人 1 名为

中教习，教授中、德文字及体操。亦分男女两学。女学始于光绪三十年(1904)。

初时有男学童 43名，女学童 15名。不收学费。每年经费约 2500 元，全由德国

教会筹集。停办时间不详。

△培德小学 北海私立培德小学于 1947 年秋批准立案，由北海天主教会创

办，创办人为法国主教古佑道。校址即今市海城区四小。学校经费来源，由天

主教会供给。开办时招收一至五年级各 1 班，学生 200 余人。1948 年增招六年

级 1 班，减为单班的完全小学。该校共办了 5 年 6 个月，师资质量较高。1950

年，古佑道以经费扣减教师工资，造成教师生活困难。但在市人民政府的关怀

帮助下．克服了教师生活的困难，坚持搞好教学工作。1953 年秋，市人民政府

接收了该校，与原来的“蜀新中路)今海城区三小内。办学宗旨是：服务社会，

发展地方教育。校长由圣公会的牧师充任。该校前身为“华文男校”和“贞德

女校”。“华文”、“贞德”停办后，至 30年代改名“圣三一小学”，只办初级小

学。抗战初期，北海因人口疏散，市面冷冷学生来源大减，曾一度停办。1942

年复办，人数增多，便增设高小班。1945 年改“圣公小学”，学生发展至 400

余人。1948 年向合浦县政府申请批准立案。1950 年由曾子焯任校长。该校经费

由校董会与教会筹措。1951 年 l1 月，北海市人民政府接办该校，改为“北海市

第七小学”。

△建光小学 北海私立建光小学于 1948 年 11 月立案，当月批准，由北海

五旬节圣洁会举办。校址在北海东一巷朝阳里教会园内。办学的宗旨是：本着

服务人群精神，培养造就儿童良好品德及知识技能，将来服务社会。该校前身



是“美华小学”，为“新约教会”时所办，但开办几年便停办了。该校于 1947

年便开始办初级 4 个班，1948 年春发展至高小部，同年 11月正式立案。首任校

长袁瑞华(女)，继任校长董挺超、陈大卫。1950 年春，因社会秩序未完全恢复，

学生人数锐减，只有 60余人。学生来源多是海关职员及其他职工子弟。学校教

职员工共 9 人。经费来源主要靠收学生学杂费维持，不足部分由五旬节圣洁会

补助。1950 年下半年，该校因教会无经费资助，教职员工工薪无法解决，而教

会及学校场地又被征用，遂宣告停办。

△信义小学 北海私立信义小学于 1949 年 10 月申请立案，次月批准。由

粤南信义总会(在合浦廉城)举办，创办人是德国传教士鲍闾巽，校址在灰埠村

(今光明里)信义会教堂后面(旧消防队)。该校前身为“中德小学”，创办于 1927

年，并向政府立案。首任校长是从广州聘来的陈寿源。抗战前停办“信义小学”

由李爱兰(女)任校长，1950 年在校学生 115 人，教职工 8 人，学生多为工农子

弟。学校经费来源，由粤南信义会合浦总会拨助及征收学米。1950 年下半年教

会经费来源枯竭，无法拨助学校经费，故于是年 8月停办。

△华文初级中学 该校设于英国安立间教会在北海开办的“普仁医院”(今

市人民医院)内，校址在今放射科正对面 1924 年春开业，招收 1 个班 50 人(其

中女生 9人，另有 2 人附读)学生中有教友的子弟，也有群众的儿女。校董是英

国女传教士董恩典，校长是兼上国文、历史、地理的清末贡生劳蒋晋(劳谦五)，

教师有冯道先(革命烈士)、伍瑞锴(教育家)等。开设国文、数学、历史、地理、

英语、体育、音乐、图画等科目，使用当时部颁的普通中学教材。这是北海最

先采用白话文(语体文)教材的学校。该校于 1926 年停办。

△圣三一中学 由基督教中华圣公会创办的“广州私立圣三一中学”，1935

年 8 月奉准由教育部备案，校权亦由原属的英国圣公会一转为中华圣公会。校

址原设广州东沙路，从“本基督博爱牺牲、急公好义、服役人群于上之无比弘

伟精神之感召”出发，以“树育青年、栽培后进、扶翼青寒学子使其具有德智

体群之健全本质”为办学宗旨。

l938 年秋，广州沦陷，该校暂迁香港，借九龙界限街继续上课。次年 9 月

欧战爆发，港方疏散人口。考虑到国内教育需要，决计迁入内地。初拟北迁战



时省会韶关，后悉 1938 年 9 月日寇侵占涠洲后，县立合浦一中(今北海中学)、

省立廉州中学均内迁合浦、浦北等地农村山区，北海青少年往往长途跋涉外地

学习，颇多不便；况且北海教会物业较多，可供借用，于是因利乘便，决定迁

往北海。1940 年 8月初，由慕容贤会吏长率领 10多名教职工与学生，迁至北海

续办。开始初三因人数不足未能开办，仅设初二 1 个班，新招初一 2 个班，学

生 87人。校址附设中华圣公会(今市人民医院内)，年底迁至中山公园旁“双孖

楼”(今市一中后面旧教工宿舍)，至次年 9 月，新旧生已达 196 人，不久校址

又迁至今海城区三小。首任校长由钟仁立牧师代理。

太平洋战争爆发(1941 年 12 月 8日)后，日寇侵占香港，该校经济中断。但

由于校内同仁“同甘患难，刻苦耐劳，和衷共济”的努力，以及“地方绅士刘

瑞图、庞国明与校董俞元栋等的无限助力”(引语见《圣三一中学复员广州告别

北海书》)，终能克服种种困难，使该校校务顺利进行。1946 年春，该校始招高

中生。同年秋，拥有 5个班(其中初中 5个，高中 1个)，学生 3OO 多人。

1945 年 12 月 18 日，该校奉广东省政府教育厅指令，由“广州私立圣三一

中学”改为“合浦县私立圣三一初级中学”。次年秋，复员广州，对许多未能随

校迁移的北海籍学生，发给转学证书，让其转到合浦一中等校。

该校在北海办学 7 年，具有如下特色：一是急人之急，适应形势需要。当

时日寇已占涠洲，虎视我西南边境，常派飞机、军舰轰袭、骚扰北海等沿海地

区，廉北地区的中学均迁往山区农村。但该校不避艰险迁来北海续办，正好填

补了当时北海中学教育的空白，满足广大贫寒子弟继续升学的需要。这不啻是

抗战期间落在北海教育阵地上的一场“及时雨”。二是办学认真，注意全面发展。

该校从委任校长、挑选教员、学校管理至成绩考核等，都同公立学校一样，按

当时教育部颁发的有关要求执行。白天教员认真授课，晚上组织全部学生回校

自修。1942 年第一学期的负责人陈德隆，是国立中山大学工学院化工系毕业，

除了做教导主任，每周上毕业班数理化 17节课。课余时间还组织学生排演话剧、

歌舞等文艺节目。学生英语等科成绩较好，文体活动比较活跃，女子蓝球队曾

获八区(合浦、钦州、灵山、防城、徐闻、海康、遂溪、廉江)运动会冠军，男

篮“鸡爪队”曾获第三名。师生业余话剧团，曾在北海、合浦等地公演《雷雨》、



《复仇》等剧。观众拥挤。三是社会人士，大力支持圣中。该校在北海时，地

方绅士、殷实商户及学生家长等，在物力、财力和人力上，给了不少帮助。1940

年第一学期，旅居北海的奥地利维也纳大学哲学博士米尔智夫人(原任德国幕尼

黑艺术学院教授，著名美术家)，曾义务到该校任教音乐、劳作和图画，每周上

课 2O节，受到好评。四是学运工作比较活跃。中共党组织曾委派王惠澜(教师)、

陈秉洁(学生)等党员在该校发展党员，建立党支部，开展抗日救亡宣传活动，

在社会上取得较大的影响。五是教师待遇略优于其他学校教师。该校教师每年

可领 13个月的工资(“圣诞节”支双薪)，教职工到当地教会办的医院看病或留

医时免费，家属亦有相应的照顾。女教师生小孩，亦可照领工资。

该校在北海培养了不少人才，如现北海市政协副主席林虹，原广东省卫生

厅纪委书记庞景椿，广东省文化厅副厅长、广东省文联执行副主席易准，辽宁

省计生委副主任、中国医科大学女教授岑瑶华，高级铁道工程师鲁炎生，以及

在台湾“总统府”任职的梁美基等，均是该校校友。

△圣公小学 北海私立圣公小学于 1948 年 7月正式批准立案，由北海中华

圣公会举办，校址在北海博爱路(今新中路)今海城区三小内。办学宗旨是：服

务社会，发展地方教育。校长由圣公会的牧师充任。该校前身为“华文男校”

和“贞德女校”。“华文、“贞德”停办后，至 30年代改名“圣三一小学”，只办

初级小学。抗战初期，北海因人口疏散，市面冷清，学生来源大减，曾一度停

办。1942 年另一小学合并为“北海市第七小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