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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注教育
心怀桑梓家国

麦逢秋以“计利当计天下利，求名应
求万世名”自勉，在海南岛解放后毅然放
弃在香港大学的工作，返回海南教书，在
私立海南大学任教，不久，又调往省立海
南师范专科学校任教授、教务长。

1963年，大半辈子都投身于教育工
作的麦逢秋回到家乡排浦定居，每天早
上在田埂上锻炼身体，有时也会吟咏一
些法语诗歌。他乐于助人，渔民在海上
捕鱼，有时捡到一些写着外文的罐头，他
都会热心地帮忙翻译，提醒渔民，哪些是
能吃的，哪些是不能吃的。每当听说排
浦有贫苦百姓饥寒交迫，他也会不计回
报地慷慨相助。“他和周围街坊关系很融
洽，大家有需要时，他都会尽力帮忙。”麦
逢秋的族弟麦创瑶介绍。

不仅如此，步入老年的麦逢秋并未
闲下来，80多岁时，他被聘为儋县新州中
学教育顾问，为教育事业发挥余热。他
始终尽心尽责地工作，赢得了全体师生、
家长和上级领导以及社会各界人士的尊
敬和爱戴。

1985年6月27日，这位勤学一生、
博学多才的老人离开了人世。据麦家成
回忆，麦逢秋临终时曾用微弱的声音对
他说：“我没有什么财产遗留给后代，只
有严谨治学的精神给你们。”

声音虽轻，分量却重。“严谨治学”四
字是麦逢秋践行一生的精神，也是他留
给后代最珍贵的财富。他离世时，全镇
的男女老少都来为他送行，挽诗挽联更
是不计其数。“我们在村委会的文化室里
展示麦老先生的生平，以此来教育孩子
们认真学习。”麦逢秋出生地排浦镇罗城
村村民麦创名说。

从教数十年，麦逢秋桃李满天下，在
排浦定居后他不时会怀念在台湾、香港
的朋友和学生，还写下一副对联：“学问
事功催致力，追怀念旧慰思衷。”

他在病重期间，还曾寄语海外亲
友、学生和他在美国留学的外孙吴镭、
吴曼华，希望他们为祖国的统一大业作
出贡献。

如今，来到排浦镇，沿着文豪街走
到临近街尾的位置，找到“文豪街 17
号”的路牌，那里就是麦逢秋的故居。
麦逢秋一生经历曲折坎坷，斯人已逝，
他的精神却如同这栋老房子，百年如
一日地屹立在排浦。街尾，排浦镇中
心学校的书声朗朗，如同穿过历史的
隧道，与麦老先生留法时的读书声渐
渐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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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到上学或放学
时间，儋州市排浦镇
中心学校的孩子们都
会奔跑在文豪街上，
路过一间老房子时，
孩子们纷纷往往放慢
脚步，向内张望，仿佛
想要窥见什么。

放眼望去，这座
老房子与街上新盖起
来的自建房并肩而
立，显得有些格格不
入——绿色的铁门上
已是锈迹斑斑，墙体
还有破损脱落，事实
上，这座房子已有百
年历史，它是民国时
期儋州第一位留法博
士麦逢秋的故居。

麦逢秋留学的法国南锡大学法学院（手绘图）。 资料图

麦逢秋晚年照片。 资料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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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度赴法
攻读法学博士

麦逢秋故居所在的这条街，是排浦镇
最长的街道，他去世后，当地人为了纪念
他，称他为“文豪”，将街道改名为“文豪
街”，还将麦逢秋的求学重教精神保留传
承，激励后辈勤勉学习。

人们为何称之为“文豪”？这要从麦
逢秋的求学之路说起。

1897年，麦逢秋出生于当时的广东省
儋县排浦镇罗城村，1917年7月，他从儋
县县立第一高等小学毕业。1920年7月
从广东省立第一中学（原广雅书院、今广
雅中学）毕业。当时，国民政府教育部选
拔一批学生赴法国留学，儋县分配到一个
名额。几十人报考，麦逢秋脱颖而出，以
第一名的成绩被广东省府批准半公费留
法读书。

于是，青年麦逢秋便和其他赴法留
学的同学一起，坐船离开祖国，踏上了法
国的土地。他们先到达法国南部的马赛
港，几天后坐车前往巴黎，在法国教育部
门的组织下游览了巴黎和其他一些城市
的名胜古迹后，进入法语补习学校修法
文。

年轻的麦逢秋始终心系国家命运，曾
写下一副楹联：“须顺十九期潮流，同维时
局；不是五分钟热血，贻笑邻邦。”

由于种种原因，1924年，国家停止资
助，麦逢秋被迫于1925年7月休学回国筹
措学费。“休学回到排浦做生意，积累资
金，第二次再赴法留学时，又回家乡请父

老兄弟捐助400多元才能启程。”堂侄麦家
成在《缅怀堂叔麦逢秋博士》一文中回忆，
麦逢秋在讲述留学生涯时曾说，他前后留
学六年，一靠自己，二靠国家，三靠亲戚朋
友，四靠故里民众。

在亲朋同乡的帮助下，1926年1月，
麦逢秋再次远赴法国完成他未竟的学
业。面对语言难题，麦逢秋用三年的时间
专攻法文，法文过关后，又攻读英语，然后
进入法国南锡大学学习法律。

据麦家成回忆，堂叔曾这样描述自己
的留法学习生活：“法国是花花绿绿的世
界，一不小心就会掉入泥坑，学业就半途
而废。我是中国南方穷乡僻壤的书生，跟
官家子弟画不上等号，他们不把我放在眼
里，不愿同我来往，这样我就有更多时间
钻书堆，与书交朋友。”

靠着这样勤奋好学的精神，麦逢秋于
1932年考取了法学学士学位，并选择继续
深造研究。他几乎将所有时间都放在学
习上，每日忙于阅读参考文献、写笔记，醉
心于厚重繁多的法学论著之中，甚至顾不
上好好吃饭，在准备博士论文时，他一星
期只能吃上一次大米饭。

在法国读书期间，麦逢秋潜心于法学
论著和有关学科之中，意识到要强国富
民，必须建立一个崭新的民主社会，这为
他后来从事政法的教学和研究奠定了坚
实的基础。

功夫不负有心人。1933年，麦逢秋
以法文撰写的学术论文《论中日关系与
国际公法》参加博士毕业答辩，获得了
教授们的一致好评，通过了严苛的博士
考核，荣获法学博士学位，一时誉满法
兰西。

此后，麦逢秋回到祖国。通过观察、
思考和总结，他认识到国家富强的途径在
于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政治文化素质。
正所谓“少年强则国强”，学成归国的麦逢
秋将自己的全部精力投入到我国的文化
教育事业中，立志为国家培育一批有为青
年。他先后在广东国立法学院、广东国民
大学、国立广西大学、广东省立海事专科
学校、广东省立法商学院、私立广州法学
院等院校任教。

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麦逢秋不断学
习研究，寻求抗日救国的道路，为抗日救
国效力。解放战争期间，他南归海南任私
立海南大学教务长、教授。一九四九年
春，国民党政权摇摇欲坠，几名朋友、同乡
邀他前往台湾，被他一一婉言谢绝，自己
出身贫寒，没有政治背景。于是，他一辈
子从事教育，以教书育人为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