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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贵的历史文物——北海图书馆

吴廷贯

北中图书馆是一座珍贵的历史文物。

一九二五年冬，国民革命军第十师师长陈铭枢率师西征，赶走军阀邓本殷，

进驻合浦北海一带。陈铭枢是合浦公馆人，是个比较开明的军人，他很关心发

展家乡地方的教育事业。一九二六年二月，北海地方人士向合浦县政府提出在

北海筹办中学的要求，当时任合浦县县长的钟喜赓曾任过陈铭枢的师部秘书，

他把北海地方人士的要求向陈铭枢征求意见，陈铭枢极力支持，于是“合浦县

立第一中学”(即现在“北海中学”的前身，下文简称“北中”)得以开始筹建。

陈铭枢不但关心发展家乡地方的教育事业，还关心发展家乡地方的文化事

业。一九二六年夏，他筹集了一笔资金，以他的各义献捐兴建一座“合浦图书

馆”。当时北中筹办委员会的筹委们听到了这个消息，感到图书馆应该建筑在文

化救育中心和知识分子比较多的地方，而且北中是当时正在筹建的合浦第一间

县立中学，也应该有一座图书馆，于是征得陈铭枢的同意，决定把这座图书馆

建筑在北中的校园内。同年八、九月间动工，一九二七年夏落成，由陈铭枢亲

笔题名“合浦图书馆”五个大字，刻在这座建筑物正面阳台门拱的顶壁上。陈

铭枢凋防离开北海后，该馆为纪念这位创建者，在图书馆内正中悬挂他的巨幅

照片。陈铬枢后来是十九路军的将领，一九二三年参加过福建人民政府，成为

我国著名的民主人士之一。解放初他回到家乡时亲自到北中视察，对师生们作

了报告。

这座图书馆最初由合浦县府委派管理员管理，第一任管理员是郭李皇，一

九三六年才由合浦县府正式拔归北中负责管理。这座图书馆建成后，北中当时

的许多学生都经常到馆浏览借阅书刊，只要一下课，馆里就塞满了学生，许多



学生都因馆而养成了一种爱好阅读的好风气。有的从这里培养了一套运用工具

书的办法，增强了自学能力；有的经常在这里搜集资料，撰写文章；有的广泛

涉猎，吸取丰富的知识营养，特别是北中第三任校长伍瑞锴是个比较开明的教

育家，他一九三○年秋至一九三二年秋长校期间，图书馆里陈列了不少颅向进

步的书刊，许多同学在思想上受到启蒙和陶冶，倾向进步，走向革命。

赵世尧一九三六年七月毕业于北中高中，他原是北中学生进步运动的领导

者之一，高中毕业后即到广州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他遵照

中共广东省委的指示回到北海，开始重新建设北海组织的活动。经过培养工作，

一九三八年二月首先在北中进步学生中发展了党员，成立“合浦一中支部”。一

九三八年九月，在当时还比较开明的周胜皋接长北中，赵世尧通过在北中任教

的进步老师庞继业(即庞达)，利用他和周胜皋过去一段老交情的“特殊关系”，

把一批中共地下党员的如陈任生、韩瑶初、严福远等安排到北中任教，赵世尧

本人也通过个关系被安排担任了北中图馆的管理员。当时陈任生和韩瑶初是由

中共广东省委派回合浦加强这个地区的党组织工作的。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中

共合浦县特别支部”改组成立“中共合浦县工委”，除书记张进煊及宣传部长何

世权在廉州开展工作外，组织部长陈任生、统战部长韩瑶初及分管青年群众工

作的赵世尧都安排在北海开展工作，而他们都一起在北中担任教职员，于是他

们利用北中图书馆楼上作为党在北海活动的主要阵地，所以当时北中图书馆实

际上是中共在北海的重要指挥部。

由此可见，北中图书馆是一座有着重要历史文物价值的建筑，应该珍视及

很好地保护，不但要永远纪念，并且要发挥它重要历史教材的作用，使它对社

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更好地作出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