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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知道的北海旭初中学

何 家 英

北海私立旭初中学是一九四七年秋创办的，于一九五〇年初改名为新民中

学，一九五一年与北海市中学合并。

旭初中学是以北海广西同乡会的名义创办的。主持人是黄宗莓。他是博自

县人，曾在合浦一中(今北中前身)就读，于广西大学毕业。一九四七年他在北

海中山路开铺经商，并到平田合浦一中兼课(义务的)，后即筹办旭中。其时，

反动政府有规定，凡创办私立中学，必须具备一定的固定资产和校舍等，才能

批准备案招生。北海当时属广东管辖，备案手续要向伪广东省教育厅办理，而

黄宗蓬两手空空如也，既无那笔固定资产，又无校舍，拿什么去备案呢?只好捧

出广西反动头子黄旭初作招牌， (那时黄旭初任广西省主席)，骗取广东方面

卖帐，就这样办起了旭中。

旭中的校舍是租用北海圣公会所属的双孖楼(原为市六小，今已拼入一中)，

开办之初，只招收初一学生两个班，黄宗蓬以校长的身份亲往博自县沙河招一

个高中班，共办三个班。双孖楼的房屋不够用，另在两栋楼房之问的空地盖上

一间竹瓦的临时课室给高中班用，校舍是比较简陋的。

由于没有资产，旭中的经费很拮据，只靠收学费养学校。当时人民公敌蒋

介石正疲于打内战，滥发货币，造成恶性通货膨胀，经济处于大崩溃境地。旭

中收学费不收货币，因币值朝不保夕，折收学米较为稳当。教师薪俸(工资)也

发学米，一般教师每月可拿大米一百多斤，个别任课多的教学骨干可以拿到二

百多斤。学米由学校找市里的商号代收，商号则运用学米大做生意牟利，教师

按月到商号领取学米。教师要用钱，就得把领来的学米拿到市场售给米贩子，

用多少钱就卖多少米，因那时货币已成“湿柴”(意即连烧火也不顶用了)。教



师的生活是贫窘的。

因为旭中的经费困难，教学设备是不足的。上体育课，只有几只篮球、排

球；上理化课，没有什么实验仪器，全是“纸上谈兵”。黄宗蓬多次到桂林去(那

时伪广西省会设在那里)活动，才弄来一套只有几百册的中学生文库，这就是全

校学生的唯一精神粮食了。据黄宗苓向人吹嘘说这是黄旭初捐赠的，还不知道

是否属实。另一个事实也表现了学校经费的困难。教师每个学期的薪俸(工资)

不能拿足六个月，总有一至两个月的薪俸要拖到另一个学期开学收得学米后方

补发。教师的生活更艰苦了。

黄宗蓬是个很浮夸的人。他自称自己是一个“办学能手”，装作热心教育事

业的模样。但我看他，只不过是一个借办学为手段，以求找官做的投机分子而

已。北海广西同乡会成员大多数不喜欢他，所以，到一九四九年初，校董会更

拉了他下来，让一个在官场失意而来北海经商的陆川县人罗朝祥接替了他。

我是一九四八年春离开合浦一中转到旭中任教的。那时教导主任是庞文溥，

我兼任训育组长(不设主任，职权较小)，黄宗蓬因人设事的封罗朝祥为“校务

主任”，意即校长之下，众人之上，以笼络罗。其实，所谓“校务主任”也者，

其他中学是没有这么一个职称的。此外，旭中还设有军训处，由北海大恶霸刘

瑞图的儿子刘汉章任主任，专门对学生进行法西斯式的军事训练。事务主任是

朱为熙，博白人，在北海经商，也曾勾结黄宗蓬代收学米从中大捞一把的。

到了一九四九年即罗朝祥担任校长之后，旭中已发展为有三个高中班、六

个初中班的学校。学生来自博自、合浦等地，教师人数也增加到三十多人。高

一班有来自合浦西场的学生黄人绍、钟陆章等人，他们与中共地下党是有联系

的。他们订阅香港的进步报纸《大公报》、《文汇报》等，并在同学中将一些在

内地受封锁的重大新闻抄成大字报传播，以抵销伪中央社的造谣惑众。后来，

还与我一同，利用学校的收音机收听广播，把中共的广播和反动派的广播一齐

用大字报抄录张贴，让全校师生对照着看，从而得知形势的发展。记得人民解

放军渡江解放南京的消息，我们也是用这种方式向全校师生传播出去的。



在教师中，也有思想进步的人，他们也在暗中传播我们党的消息。当时在

教师间就可以秘密地从这手到那手的看到《新民主主义论》、《论人民民主专政》

等革命书籍。谁也不知道是谁在传递的，反正得到了它，就互相流传着，争看

着，一直未为反动派发觉，进步思想暗中得以传播。

一九四九年九、十月间，反动派军队从广州方面纷纷溃败撤退而窜到北海，

强占各间学校驻兵，旭中不能幸免，从此开始停课。至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四日

北海解放后，才逐渐恢复上课，易名新民中学，我担任校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