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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海中学礼堂兴筑小史

张九皋

北中礼堂，巍然耸立于校园中央，与漂亮的图书馆成一轴线，大门朝向冠

头岭。墙体以青砖灰沙砌筑，屋梁为锕质结构，瓦顶。礼堂可容纳千人，是北

海学校史上的第一座礼堂，虼立至今五十一载。

l927 年冬，国民革命军 ll军长陈铭枢捐资建造合浦县图书馆于“合浦一中”

(今北中)校园，开了个人捐资办教育的先河，随后一中逐步添建校舍，学校已

初具规模。惟学生日众，露天集会难免风雨之苦。堂堂地方最高学府岂可无礼

堂?年青有为的校长伍瑞楷上任伊始，逐发宏愿，将礼堂建设列入议事日程。当

时并无上级专项拨款，地方政府亦无财力支持，而礼堂建筑费用逾万元之巨。

为了解决礼建筑费用，从陈氏捐建图书馆得到启发，遂决意向民间募捐。在第

一次集资筹备大会上，合浦一中邀请了地方士绅、各界人士多人参加，发动社

会力量献捐。很快就筹得近万元。当时财力雄厚的北海盐务处处长许锡清表示，

愿作礼堂建筑用款的后盾，捐款不足部分当代为设法补足。1930 年秋，礼堂正

式破土动工；与此同时一座高中教室亦动工建设。待礼堂墙体砌筑至丈余高时，

因创办高中更为当务之急，在一款不敷二用的扶择关头，伍校长只好忍痛暂时

停礼堂施工，从建堂款中抽出 4000 元移作建教室之用；教室竣工了、礼堂却停

工了。筹备会准备召开第二次募捐会议，补足缺额。此时，原声称作礼堂建筑

用款后盾的许锡清已上调，工务冗繁，无暇顾及地方，只尽个人财力捐赠一笔

巨款：至于地方绅商及各界人士，均因经济不景气，对此公益事业，再次尽劳，

实属有心无力。在此一筹莫展之际，建设礼堂最热心的倡议者及组织者伍瑞楷

校长又调任廉中校长，建礼堂之重责令继任者均蹙额皱眉。礼堂工地冷冷清清，

杂草丛生，墙体一任风雨侵蚀。一停数年，几成废墟，观者皆叹息不己。延至



l934 年徐光耀校长上任，目睹礼堂残壁，为使前任之功不致湮灭，决心重整旗

鼓，使礼堂早目建成。在县长陈猛孙的支持与敦促下，决定扩大募捐范围，到

省城广州发动在省任职之钦廉籍人士募捐。此举果然成功，结果又募集了一大

笔款项，解决了资金困难。有了资金便运新与施工单位签订施工合同，限期完

工。经过 1935 年的紧张施工，终于在年底把这座巨构建成。l936 年元旦，合浦

一中在礼堂内举行“合浦一中礼堂落成开幕典礼”，到会的有地方官员、各界人

士、学校教员工及学生、家长等千余人，异常隆重，堪称北中校史上一件盛事。

小计北中礼堂两次募捐，个人捐款最高的许锡清的 1200 元，次为香翰屏的

1000 元，林翼中、沈载和、王尚明等各 500 元，谭瑶石 400 元，陈章甫、王崇

周、王广轩等各 300 元，李佩谦 250 元、陈济棠．苏陈亮、范德星、黄广文等

各 200 元，刘瑞图、张显浦、陈玉昆、黄子富、仇乾初等各 l00 元。捐款最少

仅 0.1 元。合计北中礼堂两次捐款共募集款共 l5，549.5 元。

岁月的风雨已使北中礼堂墙体斑驳、青苔满壁，雀鸟筑巢于顶，会堂已成

库场。然而回忆半个世纪前的兴筑经过，抚今思昔，对办好今天的教育事业或

许有所启示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