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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前身兴民学堂筹办予1903年冬，次年=月开学。是时，国内废科举、办新学的

大气候虽已基本形成，但粤东山区风气闭塞，社会上许多人尚不知新学为何物，而醉心

子科举致仕，猎取功名利禄者仍大有人在，他们结伙反对，甚至进行攻击谩骂，煽动学

生闹事，妄图扼杀这一新生事物。所幸创办先贤肖惠长，王蔚奇、陈谷芗，罗幼山，罗贝q

桓等不为所动，坚持进步方向，并得到抗日护台爱国志士丘逢甲和留学东京的进步人士

何天炯以及地方开明绅士李子铭、罗玉澄等大力支持，形成一场新与旧、进步与保守的

尖锐斗争。1905年，清政府迫予形势，不得不下令口废科举、办学校"。至此，本县第

一间新学乃日趋巩固，全县中、小学亦随之建立和发展。这段史实是本县文化教育发展

史中的重要一页，它表明新事物的出现和发展不是一帆风顺的，应该让后人有所了解。

1905年，孙中山先生在日本东京成立描中国革命同盟会力，提出“驱除鞑虏，恢复

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弦的革命主张。本校创办人肖惠长、张花谷即于次年加入，

并以本校为据点，吸收会员，在校内外宣传孙先生的主张。辛亥起义胜利后，他们即率

领所组武装攻打县城，本校老师、同盟会员陈少岳，罗鹗抟等乃带领学生在城内策应，

使清吏遁逃，兴宁光复。这段爱国主义的革命史实是十分光荣的。其影响所及，在我国

历次革命运动中都有本校出身的青年纷纷参加。其中罗翼群、蓝胜青，陈锦华、唐震，

邓逸凡、陈坦、罗觉中、袁文殊、刘兰清是众所周知的人物．他们有的成仁，有的则为

功勋卓著的革命家。我们认为如能把他们的光辉事迹较全面地记录下来，让后来者继承

和发扬这一爱国主义革命传统，也是有重大意义的。

本校创办迄今已近九十个春秋。在这历史长河中，本校一向坚持继承和发扬以往劬

新求进的精神和爱国主义的革命传统，新中国成立后，又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党的教育

方针，并与优良传统相结合，以提高青少年的文化素质、培育人材为任务，保持了优良

的校风和学风。总计经本校培育出的青少年有数万人，其中在各行各业中崭露头角者颇

众，尤以革命家，教育家、科学家、社会学家、文学艺术家更为突出．卒县史乘多有记

载，可惜仅述其概略．我们认为根据现有资料加以补充，把他们艰苦奋斗、为国效力

的精神和毅力作出比较全面的记述，亦可供师生借鉴，从而受到激励，在振兴中华、统

一祖国的伟大事业中作出更大的贡献。

以上三点是本校编志的目的所在。由于年代久远，资料缺乏等原因，只能写出主要

的方面，不敢说已经做到了充实和完善．

本志内的校史是在1985年撰写的初稿基础上，加以补充修改而成，不遑改写．人物

篇的传略则是多年来认真搜集资料，或转录、或整理编写而成。入传者或是对本校贡献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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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声誉卓著的校友，并经集体讨论研究定祷

部分校友的生平资料，就学校来说是很宝贵

友事迹简介附录予篇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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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兴宁第一同新型学校t本校的前身一一兴民学堂(后改称必民学校)御办于清

光绪二十九年(公元1903年)冬，翌年二月一日开学。是清末秀才肖惠长、陈谷芗及副

榜王蔚奇发起，得到开明县绅李子铭、罗玉澄以及张花谷、罗幼山、何子渊、罗则

桓、陈少岳、何公博、刘冬友等秀才支持或参与创办的。以“乐育堂’’公款余银数百两

为开办费，租定城内大巷里李氏宗祠及胡屋为校舍，并成立校董会，公推李子铭、罗玉

澄为名誉董事，肖惠长，王蔚奇、陈谷芗为驻校董事，处理校务。

前校长罗幼山所著《兴民学校小史》说t “先是本校开办，广东学务处(后称广东省

教育厅)尚未成立，所有章程规则多取法子岭东同文学堂，，。岭东同文学堂是抗日护台

爱国志士丘逢甲内渡后在汕头创立的。他在台湾领导人民起义抗日失败后，归国办学，

以宣传废科举，办新学，效法西欧日本的教育制度，输入西方科学文化，开发民智、振

奋民气为目的。因此兴民学堂的学制与相沿已久的私塾迥然不同，它是参照西欧、日本

等先进国家的教育制度而兴办的新型学校。创办伊始，它就按照学生实际，分设五年制

初等班，吸收初进学校的青少年，以及三年制高等班，招收已在私垫受过启蒙教育的学

生，另设师范讲习所，学制一年，以培养办新学的师资。

《兴民中学校歌》说。“规仿文明制，建设新学堂一，又有“输入西学，适应世界

滚流，促中华之富强”的话。为达到此目的，它开设了英文、东文(日文)，算学，-

国文、地理、历史、修身、体操、音乐等课程。特别着重英文和算学两科，以本县师资

缺乏，聘请五华戴显利为英文主任，后戴老师出困留学，又更聘南海陈德选接任，还聘

请大埔涂山史为算学主任，涂老师当年五月病故，由罗藻馨接任。从课翟设置来看，可

知当时不仅重视语文、外文、数学三门基础学科的学习，还注意到学习历史、地理等方面

的广泛知识，以及锻炼学生的体质，以期为复兴中华，培养身体健康，具有现代科学知

识和科学技术的人才。这与只讲读四书五经，揣摩八股制艺目的在于科举致仕的私垫，‘

自是大楣径庭。

这样的新型学校，任务重，影响大，并为邻县树立旗帜。因此，需要一位既有声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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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惠长不仅理解祖国的兴衰与教育事业紧紧相连，从而悉心致力于兴民校务，而且

非常关心国家大事。早在康有为、梁启超提出变法图强的主张，以挽救民族危亡的时

候，他就与梅县人同科出身的江秉权率先在梅县兴宁两县倡导和响应。其后，读了《民

报》，拥护孙中山提出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矽四大政纲，随．

即予1906年加入同盟会，并在兴民师生中发展会员和广泛宣传孙中山的主张。1911年黄

花岗起义之后，接着四川、湖南、湖北又掀起保路运动，肖惠长非常兴奋，认为“驱除

鞑虏，恢复中华，，的时机已到，于是与嘉属各县同盟会员密切联系并储办团练保护地方

为名，组织武装，准备起义。同年十月十日武昌起义成功，广东亦予十一月九日光复，

肖惠长和张花谷随即率领所组武装起义，陈少岳、罗鹗搏等带领兴民学生在城内策应，．

予是县令潜逃，兴宁光复。社会各界人士公推肖惠长主持县政。校董会即推举陈少

岳老师为校长。

民国成立，学校在原有基础上力图革新，增购图书仪器，并设成绩陈列所，以鼓励

学生发愤学习，还成立学生自治会，鼓舞学生自觉自爱，互教互学，提倡师生合作，共

同办好学校。不久，又根据肖惠长的建议，呈准将业已停办的蚕业学堂原址(现在兴宁

制药厂)拨归本校为校址，并添租附近石家祠、陈家祠等为学生宿舍。民国二年(公元

1913)，乃从大巷里旧址迁入新址。旋又变卖育婴堂地基，以所得二千四百余元，另筹

借二千余元，添建两层楼房一座，内有教室、宿舍、仪器室，办公室，图书馆及学生会

所。经过十年的艰苦经营，至是兴民始有自己的校舍。同年夏，兼任兴宁教育会会长的

陈少岳校长赴省开会，与省府商定将兴民学校改办为四年制中学，仍由陈少岳为校长。

从此，兴民中学更加满怀胜利的喜悦和坚定的信心在兴宁现代教育史上谱写新的篇

章。

三、十年树人，硕果累累。兴民学校十年的成就是巨大的。概括起来有如下

述l

(一)大大开拓了民智。兴民办新学之前，即使是读书人，也只知道些孔盂学说，

会写点八股文章，因循守旧，对于世界潮流，西洋学术以及科学技术的发展，可说是一

无所知。但经过兴民学校十年的宣传，教育，连普通老百姓都知道孔孟之道吓不倒洋

人，八股文章对付不了洋枪洋炮，非革旧布新不可了。

(二)推动了新学的发展。在兴民学堂开学后几个月，肖惠长与邓颂陶、罗伟堂、

肖晚香在家乡创办叶塘学校，第二年(公元1905年)，本校学监何子渊又回原籍石马创

办石马学校，罗幼山和罗雅达等也在县城东北城脚创办罗族植基学校。清政府下令罢科

举，办学校之后，1906年，罗蔼其、肖惠长，王蔚奇又创办兴宁简易师范科(县立中学

的前身)。肖惠长等更乘势积极发动各区乡办新学。至1906年，全县十多个区乡和几个

大族郡办起了新型的学校。

(三)堵养了大量师资。兴民创办时，本县师资缺乏，如英文科主任，先后聘请五

华戴显利、南海陈德选，李廷珊担任，算术科主任聘请大埔县涂山史担任l又先后聘请

南昌杨少廷、浙江唐德滋为体操教员。自兴民附设师范班，先后毕业五班三百余人，不

仅为本县兴办新学提供了充裕的师资，还为邻近各县及东北江、江西、福建输送了一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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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 ·

(四)为省内外各类学校输送了一批有革新思想的青年。兴民开学后的第二年，即’

有学生数人跟随教师何公博，戴显利前往日本求学深造，还有数十人考入广东高等学

校，实业学校，陆军学校及留学预备班。1906年至1911年，又有一批学生分别考入广东

师范、农林学校，警察学校及两广测绘学校等。

(五)这一时期兴民学校的领导和教师都具有强烈的民族，民主思想，所以一方面

非常重视言教身教，以培养爱国家、爱民族，爱科学的青年，另方面又注重政治，积极

进行反清、反帝，反袁等爱国活动。他们重视学习科学的思想以及强调爱国主义的思想

和革命行动，影响深远，成为本校的光荣传统。同时，他们既赢得学生爱戴，也取得社

会器重。兴民校长王蔚奇及李威如、肖惠长、罗雅达、林建三、黄鲁芬等老师，曾先后

被举为兴宁劝学所所长，主持全县教育工作，肖惠长历任兴宁、顺德，吴川县长，罗幼

山历任兴宁、临高、澄海、连城等县县长，并得到东征军总政治部总主任周恩来的器

重，罗则桓曾任南平、南雄县长，罗雅达曾任和平县县长；何公博被孙中山任命为同盟

会广东支部长；罗鹗抟历任革命军姚雨平军部秘书及博罗县长，后因组织反袁起义，遭

到杀害，被追认为辛亥革命烈士。学生中较为出色的人物有：李敦化，曾任中山大学教

授，系国内外知名的硫酸专家；罗翼群早年追随孙中山革命，历任东征军总参议、北伐

军代参谋长、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民革中央委员、全国政协委员等职’陈茹玄历任

中央大学教授、园民政府立法院委员，罗炽杨担任革命军姚雨平部旅长。还有马少虎，

毕业后即长期在家乡担任小学教师、校长，以成绩显著，曾出任本县教育局长，刁斗衡

一生从事中医，解放后担任兴宁人民医院医师，主持中医部，六十年代汕头专署批准授

予副主任医师职称。其余因资料缺乏，未能一一列举。

第二节 四年制的兴民中学

一、学生来源与课程设置t自民国二年(公元1913年)夏至民国十=年(1923年)

夏整整十年，兴民中学按照当时学制，是四年制中学。它招收小学毕业生入学，毕业后

可以报考高等院校的预科或各类专门学校。这时全县已有小学数十问，学生来源多，入

学前均经严格考试，择优录取。最初仅招中学生一班，附原有的高级班三班。这三班毕

业后，即专办中学，每年招一至二班，人数不等。

中学班课程，按照上级规定，设国文、算术，英文、理、化、史地，体操、卫生，

图音等科，取消了日语课。当时尚无统一教材，由教师选讲或自编。大体上着重中、

英、算三科，理化只有简单的实验，因而学生负担不大，课外阅读多。风行一时的有梁

扁超著《饮冰室全集》、严复翻译的《天演论》，魏源著的《海国图志》等。1915年以

后，陈独秀、李大钊、胡适和鲁迅等人在《新青年》上发表的提倡民主、提倡科学、提

倡新道德和新文学的文章，尤为兴民学生所爱读，争相借阅。因此学生的知识面开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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