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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师重教 一脉相承

作者：王善健 来源：北海日报

陈铭枢捐赠的合浦图书馆。

廉州府办儒学的文昌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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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师重教是中华民族优良传统。尊敬师长，重视教育，乃北海（合浦）古今

一以贯之民风，是北海文化底蕴深厚的一个重要表征。

孔子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伟大的教育家。他主张有教无类，开创了民办教育

之先河，开启了平民教育之路，有万世师表的崇高地位。尊崇孔子，几乎是重视

教育的同义语，祭孔成为重教崇文的符号。儒教汉代就开始在北海（合浦）传播。

汉代独尊儒术，崇尚儒教，而北海（合浦）当时是海上丝绸之路始发港和繁华的

岭南政治、经济、文化重镇，汉使者和商队频繁来往于中原与北海（合浦）之间，

他们必然在北海（合浦）宣传汉朝廷所推崇的儒教，包括儒教尊师重教的人文精

神。

廉州镇青云路的孔庙是北海最著名的祭孔场所。庙最初何时修建不详，现存

孔庙是明嘉靖年间廉州知府张岳重建的府学。清光绪十一年（公元 1885 年）又

重建。它是北部湾地区现存规模最宏大的官方祭孔场所，占地 2600 平方米，建

筑工艺达到相当高的水准。

山口镇永安村孔庙也相当有名。永安村明朝是海防重镇，建有城池。永安孔

庙明代建于城内，位于当时的军事指挥所兼瞭望亭大士阁东侧 50 米处，曾一度

改为融合书院。清嘉庆十七年（公元 1812 年），因强台风袭击严重损坏，进行

重修。民国初迁建于现址，后作为永安小学，现依然保存在新建的永安小学内。

自宋至清，书院是主要教育机构和讲授、研究学问的场所。有书院是尊师崇

文和崇尚教育的重要标志之一。

北海（合浦）科举选拔始于宋代，宋高宗绍兴元年（公元 1131 年），廉州

设置科举考场独立开科取士。北海（合浦）书院亦起端于宋代，主要有平湖、了

斋书院等；明清书院最兴盛，著名的海天书院就是明嘉靖九年（公元 1530 年）

由廉州知府韩鸾所创建。尚志书院也是明朝北海（合浦）有名的书院。据不完全

统计，从明嘉靖九年（公元 1530 年）廉州知府韩鸾兴建海天书院起，到清光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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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年（公元 1908 年）废除书院制度止的 378 年，北海（合浦）共创建书院 39间，

清康熙六十年（公元 1721 年）《廉州府志》就具体记载了了斋书院、海天书院、

尚志书院、和融书院、联珠讲院、天南书院、还珠书院兴建变迁情况。

北海（合浦）书院兴办主体是多元的，既有官办书院，也有民办书院。官办

书院有府办、县办等，民办书院有学士自办、宗族联办、乡绅和学士联办等。

府办的如海门书院，县办的如龙门书院，名士办的如天南书院，绅士办的如

珠赢书院，宗族办的如吟梅书院。这说明北海（合浦）尊师重教观念深入社会肌

理。

官办学校、书院，不仅仅是利用公权置学田建房子，有的知府及其他官员还

自己带头捐款办学。如明万历年间知府郭廷良、兵宪马千承均捐银数十两办学。

宗族所办书院占的比例最大，王姓的吟梅书院、陈姓的太邱书院、苏姓的福

禄书院、罗姓的随达书院、吴姓的至德书院、庞姓的南洲书院、彭姓的述古书院

都颇具代表性。

北海（合浦）书院多数集中于廉州，廉州因此有“学前街”、“学宫街”、

“文明坊”。北海名气最大的三家书院海门书院、龙门书院、味经书院都坐落廉

州。

海门书院前身是还珠书院，清康熙四十五年（公元 1706 年）知府施世骥创

建。清乾隆十八年（公元 1753 年）知府周硕勋在还珠书院旧址重修书院，并更

名海门书院，因为廉州曾称海门镇。《廉州府志·书院》记载，海门书院（还珠

书院）坐落西门江畔的砥柱矶。过去这里地形宛似一艘船，魁星楼屹立于船的中

央，阁的尖顶似是船樯，东面临江，西面水渠环绕。自清康熙至道光年间，海门

书院经数任知府增修扩建，颇具规模。书院由牌坊、头门、奎文阁、讲堂、左右

学舍和厨房组成。古时沿西门江畔还有漾江轩、凝碧轩、浮碧榭、观海楼、砥柱

亭和逝者亭等众多园林建筑，亭阁与大树相映成趣，环境幽静清雅，不愧读书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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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胜景，现仅存讲堂和魁星楼。清光绪三十一年（公元 1905 年）废止科举创办

学堂，海门书院改为廉州府中学堂，现为廉州中学。

位于合浦县廉州青云路的文昌阁是有名的县学宫，由明代理学名家、廉州知

府张岳所创建。现存建筑为清光绪十七年（公元 1891 年）重建。文昌阁占地面

积 300 多平方米，建筑属于岭南风格。

龙门书院建于清光绪三十一年（公元 1905 年），前身为康熙二十四年（公

元 1685 年）兴建的联珠书院，后改为合浦高等小学，现为廉州镇中心小学。

廉州东湖畔的味经书院由廉州知府刘寻浔和县绅李怀本于清光绪十九年（公

元 1893 年）倡议兴建，书院在今合浦师范学校内。

影响最大的家族书院之一太邱书院也在廉州镇东门（今廉州镇第二幼儿园），

由陈氏家族官员、文人牵头联系陈姓家族捐款兴建。书院祠院合一，内设祠宇外

置书院，有门楼、前殿、后殿、厢房等，门楼雕花檐板制作颇为精美。据说，书

院规定，凡高州、廉州陈姓子弟均可前来寄宿就读，贫者费用全免，富者减半。

家庙与书院合建是合浦家族书院一大特色。上述太邱书院如此，现在基本原

样保护下来的山口镇林氏家庙和双桂书院、三芝书院也是一样，庙居中，左为双

桂书院，右为三芝书院。两家书院现均为幼儿园。

清末废止书院制度，代之以学堂。清光绪年间，北海（合浦）有中小学堂 23

所，其中有钦廉政法学堂、廉州府中学堂、廉州府中学附设师范简易科、合浦县

速成师范传习所、合浦县小学堂等。民国期间，有省立中学一所、县立中学五所、

各区立小学 100 多所。新中国成立后，北海尊师重教之风劲吹，文教事业长足发

展。

历史上，北海（合浦）社会许多尊师重教善举感人至深。清光绪年间，高德

镇赤壁村妇女陈洪氏（约公元 1850—1941 年）在丈夫去世后，独自抚养一子一

女，却主动将丈夫遗产田租谷数十石（一石约合 50 公斤）捐献作助学基金，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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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资助高德贫苦人士学费。当时廉州知府刘寻浔为其亲笔题“惠及士林”，制作

金字匾。

1926 年合浦一中（今北海一中北校区）筹建，当时合浦县府（当时北海属合

浦县管辖）拨款不足，赵屋村族长赵伯（民族英雄赵世尧之父）获悉后，立即召

集族人商议，把赵姓族人所有的文明路大幅土地无偿捐献给合浦一中筹委会。次

年，出生于合浦曲樟的国民革命军第十一军军长、爱国将领陈铭枢捐善款给合浦

一中建设合浦图书馆。

尊师重教之风造就了北海（合浦）一批批文人才子。明清两朝北海（合浦）

共出进士 15名，举人 77 名，贡生 437 名，武举 34 名。

民国以来，北海（合浦）籍专家、学者、名人难以数计，数百教授、作家、

名医、艺术家、工程师，遍及全国各地，如语言学家岑麒祥、王宗炎，音乐家张

文再、黄国栋，画家黄铸夫、辛莽，作家陈建功、李英敏、白原，导弹专家陈家

礼，机械专家苏树珊等。从合浦县廉州镇乾江村出去、成为教授的有 200 多人，

被誉为教授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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