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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多年前，在广东南部地区有一所不大但影响不小的学校，这就是圣三

一中学(简称圣中)。

圣中原名广州私立圣三一中学，为基督教中华圣公会创立，奠基于 1907 年，

1935 年 8 月奉准上教育部备案。它“本着基督博爱牺牲、急公好义、服役人群

至上之弘伟精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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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欧柏林大学文学士、岭南大学校长李应林博士，

曾兼任过圣中校长。

1938 年春，广州沦陷，圣中暂迁香港继续上课。1939 年 9 月欧战爆发，港

方疏散人口。考虑到当时国内教育需要，圣中决计迁人内地。初拟北迁战时首

府韶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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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廉州中学等校均先后迁往外地。当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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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决定由慕容贤会吏长率领部分教职员工、

十余个学生及少量必须的教学用品，于 1940 年 8 月 5日乘船从香港迁往北海，

9 月下旬正式上课，当时初中三年级因人数不足未能开办，仅设二年级一班，新

招一年级两班，学生共 87 人。校址附设博爱路(今和平路)中华圣公会(今市人

民医院)内。后因入学者增多，原处不敷使用，12月初迁至中山公园旁今北海一

中后面旧教工宿舍。至 1941 年 9月，新旧学生已达 196 人。不久，校址又迁往

今三小。

圣中迁此后，并无固定资产，仅靠征收学费及校董会有限的补助维持。太

平洋战争爆发(1941 年 12 月 8日)后，日寇侵占香港，学校经济中断，圣中在经

济上更是大受打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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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庞国明以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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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圣中校务能够顺利进

行。

抗战胜利后，经教区委员会决定，圣中于 1946 年暑期复员广州。对许多未

能随校迁移广州的北海籍学生，发给转学证书，让其转往他校。圣中在北海办

学七年，具有如下几个特色：

一是急人之急，适应当时形势需要。

当时日寇盘踞的涸洲岛距离北海只 38海里，日寇又经常出动飞机、军舰袭

击骚扰北海，不少稍有点钱的人，纷纷举家迁往内地，以策安全。而圣中却从

经济条件较好的大城市，不远千里，不避艰险迁来地处国防前哨、生活条件较

差的小城镇北海，正好填补了合浦一中内迁造成的北海中学教育的空白，满足

了北海广大贫寒子弟在此兵荒马乱期间继续升学的需要，这不愧是抗战期间落

在北海教育这块荒芜园地上的一场“及时雨”。

二是办学认真，学校注意全面发展。

圣中在北海七年，从委任校长到挑选教员、学校管理、课程设置、成绩考

核等，都同公立中学一样，按教育部颁发的有关法规认真执行。白天，许多教

师超时超量热情教学，晚上又回校辅导学生自修。

广大学生爱国忧民，奋发勤学。圣中女子篮球队，荣获八区(合浦、钦县、

灵山、防城、徐闻、海康、遂溪、廉江)运动会冠军；男篮“鸡爪队”，也得过

第三名。圣中业余剧团，曾在北海、合浦等地排演过不少反抗侵略压迫、争取

民主自由的名剧，受到群众好评。

三是社会人士，大力支持圣中办学。

圣中在北海办学期间，培养了不少人才，有的在解放战争期间参加了中共

地下党组织，为新中国诞生作出贡献；更多的在建国后，留在本市或走向区内

外各种工作岗位，成为许多部门和单位的骨干。如今市人大常委副主任(庞亮)、

市计委副主任(邓冠岐)都曾由圣中学生担任，我国著名妇科专家、原辽宁省计

生委副主任、中国医科大学教授岑瑶华，广东省卫生厅原纪委书记彭景椿，广

东省文化厅原副厅长易准，铁道部五局高级工程师鲁炎生等，都是圣中的校友。



圣中还有许多校友旅居港澳台和亚欧美各地，他们身居海外，心向祖国，经常

回国探亲叙旧，参观房间，关心祖国四化大业，支持家乡开发建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