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
秀南，祖籍金门，1903年出生于同安。他童

年凄苦，未满周岁时便丧父，七岁时母亲

也离世，自幼与祖母相依为命。由于家庭困

难，获得同安育婴堂资助，月得微薄津贴以度日。稍

微年长，王秀南先进入家乡的私塾接受启蒙教育，民

国建立后，继续进入官立同安小学求学。小学时，为

了分担祖母之辛劳，他砍材、捕鱼，殊为不易。虽然课

余需要为生计忙碌，但学习成绩却是名列前茅。

小学毕业后，升学于陈嘉庚所创之集美师范，不

但免交学费，且还获得膳食补贴。据王秀南回忆，在

集美师范求学时，因学校缺乏书记抄写讲义，自己受

老师推荐代抄讲义，每张可获得一角稿费；他勤俭累

积，按月寄回家乡奉养祖母。集美师范毕业后，他受

集美附小聘为教务主任，不久再升任教务委员领导校

政。在任职校务委员时，王秀南与同事谢诗白互相爱

慕而结为夫妇。

不久王秀南北上江浙考察教务，并萌生继续深造

之念头。他与妻子双双获得集美师范的贷助，负笈于

南京中央大学，他主修教育，妻子则主修地理。1931

年，王秀南中央大学毕业后，受江苏教育厅委任为南

京女子实小的教育指导员，同时兼任教育研究所研究

员，期间编撰《教育实验》月刊，也著有《实验教育》

一书。不久又受河南大学聘为教育系讲师，兼任开封

教育实验区指导员。

1933年，祖母在家乡逝世，王秀南为奔丧而南

归，受母校聘为集美中学及师范之校长。出任校长

后，他礼聘不少江浙学人，充实了集美的师资阵容。

两年后他调任福建教育厅督学，兼任福州实验学校

校长。

1938年，抗战期间，王秀南专任福州师范校长，

领导全闽师范生。即使在抗战期间，他还努力地出版

了第二本专著《今日的师范学校》。在任福建省立师

范学校校长期间，王秀南实行战时的“三杆”教育，

要求学生拿起笔杆能写，做个有学问的学生；拿起枪

杆能从戎报国，抵抗日寇的侵略；拿起锄头能生产劳

动，自食其力，克服物质困难。

1942年末，王秀南应聘于国立中山大学，出任师

范学院办公室主任，并且由副教授升任教授。此时他

出版第三本著作《现代教育学鸟瞰》。1945年，中山

大学因战事被迫停课，王秀南偕妻子归闽，受聘为国

立暨南大学教授。据学生回忆，他在暨南大学讲授教

育学课程，一向都是先备教学纲要，使在座学生有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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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秀南的部分著作。

理可循。原理与实际，并行不悖，总以使学生明白，且

能启发问答，自感兴趣盎然。不久抗战胜利，国立暨

南大学迁回上海。王秀南受上海商务印书馆之约，撰

写《战后中国之国民教育》一书。

抗战胜利后不久，中国又陷入国共内战。1949

年，王秀南离开上海，返回厦门暂任国立厦门大学教

授。不久后，他与妻子南渡，远赴印尼。初到椰加达，

受印尼华商联合欢迎，并创立印华高级商校，并领导

华校教联会。

1955年，印尼排华日益严重，王秀南遂舍印尼来

新加坡，出任新加坡师资训练学院讲师。翌年任马来

亚麻坡中化中学校长。1958年巴生光华高级中学成

立，王秀南应聘为校长，连任九年。当年光华高级中

学在他的领导下，政府会考成绩斐然，荣获雪州华校

第一，联邦华校第二。

1965年，王秀南退休后重返新加坡，应聘为师资

训练学院大学文凭班高级讲师。在这期间，他为新加

坡培养了500余名教师和校长，并著有《南国笔耕》、

《星马教育泛论》、《东南亚教育史大纲》、《王氏开

宗百世录》、《终身办学经验谈—王秀南教授百岁回

忆录》等众多著作。

他在80岁那年出版了《教学著述六十年》回忆

录。2000年2月20日病逝，享年97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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