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广州圣三一中学”

1998 年 8月下旬，北海市少儿图书馆把一块刻有“广州圣三一中学北海校友

会”的大理石碑，送给市文物管理所。此碑虽然不是文物，它只有十余年历史，

但碑中阴刻的“广州圣三一中学”的历史则是值得一提的。

“广州圣三一中学”（下简称“圣中”）是一所历史悠久的中学，创建于清·光

绪三十四年(1908)，从该校名的命名来看，便知这是基督教会开办的一所中学。

该校师资水平较高，办学成绩卓著，在广州很有声誉。

“圣中”是如何在北海办学的呢？原来抗战爆发后的第二年，广州遭敌机轰

炸且兵临城下，“圣中”被迫迁往香港。后来“圣中”通过教会了解到北海当时

只有一间中学——合浦一中（即今北中），因战事吃紧已迁到合浦大石屯，许多

北海适龄青年无法读书。“圣中”于 1939 年秋，由北海牧区慕容贤会吏长前往带

队取道广州湾（今湛江市）迁到北海。最初校址设在北海中华圣公会内（旧址在

今市人民医院内），设初一、初二两班。后入学人数逐年增加孖校址先后迁至双

孖楼（今市一中东南面）和原普仁麻风院（旧址为今海城区三小。原麻风院已迁

往白屋村）。在“圣中”任教的老师除劳谦五、钟士芳是清末的秀才外，如朱国

京、陈大卫（香港籍）、陈德隆、马麟熊、庞文棠、林贻贤、黄万吉、龙惠珍、

钟恒芳、罗家伟、劳波禧等一大批都是老北海所熟悉的老师，大多是在国内外名

牌大学（多数为中山大学）毕业。“圣中”以英语教学最负盛名。

“圣中”在文体活动方面很活跃。抗战期间，“圣中”的抗日歌咏队常在校

内外演唱；排演话剧，演出我国著名剧作家曹禺的代表作《雷雨》，陈德隆老师

（后任校长）为歌咏队的指挥和话剧的导演兼演员；学校每年在中山公园或郊外

举行一至两次的野营活动；陈锡辉老师训练的女篮，在广东八区第一届运动会上

连战告捷，夺得第一。为了让为学校争得荣誉的女篮队员留校，“圣中”决定增

办高中，让她们初中毕业后有机会在该校读高中。



1947 年夏，“圣中”迁回广州时，曾发出一封“圣三一中学复员广州告别北

海书。”《告别书》说（这里只摘录极少部分）“本校迁北七载，虽环境坎坷，然

对地方教育，也尽相当义务……临别依依，感慨系之……今后两地虽隔，仍望北

海贤达与本校保持密切联系，时匡不逮，并遥企北海教育蓬勃发展，与时并进，

是所厚幸。”

“圣中”当年不因北海受战事险恶的影响，本着基督博爱牺牲，服务人群的

精神而前来办学，“圣中”在北海基督教会和各界人士的大力支持下，许多适龄

青年能及时得到学习的机会而成为日后对国家、对社会、对家乡有积极贡献的人

才。“圣中”在北海办学时间不长，却是北海市区有史以来的第二所中学，在北

海的教育史上占有重要的一页。

“广州圣三一中学北海校友会”碑

今市一中校内的双孖楼旧址，往昔曾一度为厂州圣三一中学校址



广州圣三一中学部分校友于 20 世纪 80 年代合影。照片中的一些校友，解放后成为市、各部门及各行

业的领导或优秀工作者。第一排右四为曾在圣三一中学任教的陈锡辉老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