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肇庆，山青水秀，人杰地灵，有着悠久的文明历史。在肇庆

2．2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古往今来，人们在征服自然，改造社

会，创遣文明的过程中，孕育出许许多多的优秀人物。他们有指

点江山的政治家，叱咤风云的军事家、雄才大略的经济家、博学

多才的教育家、才华横溢的文学家、妙手回春的医学家，忧国为

民的社会活动家，更有一大批精明勤奋的实业家，活跃在本地或

外地，在推动社会历史前进或阻碍社会历史发展中，受到人们的

极大关注，产生了较大的影响。现在， ((肇庆人物》坚持实事求

是的原则，不溢美，不掩过，真实地记述200名人物的业绩，客

观地反映了当时的时代风貌和历史轨迹。将使读者进一步了解这

些人物在肇庆历史发展中所起的作用，从而激发广大干部、群众

和海外华侨及港澳台同胞热爱肇庆的感情，为肇庆的现代化建设

作出更大的贡献。

“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今天，在改革开放的

大潮中，肇庆人认准了自身的特点与优势，以市场为导向，实施

科教兴市的发展战略。喜见各行各业英雄辈出，能人如泉涌。他

们各领风骚，出类拔革，成为激励人民奋发向进的楷模。只要我

们坚定不移地贯彻“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黟的基本路线，在全市

人民的自强不息、奋力拼博下，肇庆的明天会更加光辉灿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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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肇庆人物》是一册对广大人民群众进行爱国爱乡教育、誊

命传统教育的好教材。一个人活在世上，应当时时刻刻以国家和

人民的利益为重。那些为国家为人民作出重要贡献的人，人民永

远不会忘记他们，他们的名字将永垂青史。

肇庆市地方志办公室的同志，辛勤地编辑出版《肇庆人物》

、一书，为我市的精神文明建设作出了贡献，值得庆贺l编辑部终

我写一篇“序黟，谨以此应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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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 代

(’～1 840年)

陈

陈钦(?～公元15年)，西汉经学家，字子佚，今封开县

人，专门研究《春秋左传》，与刘歆同时，而自成一家之言，

著《陈氏春秋》(佚)。成帝时举贤良方正。王莽从陈钦为师，

学习左传。王莽称帝后，欲立威匈奴，下诏遣将分道并击。陈

钦被封为厌难将军，氍守塞北云中。始建国三年(公元11
年)，匈奴单于弟咸遣子助、登入朝为人质，王莽拜成为孝单

子，助为顺单于，皆厚加赏赐。后助病死，’王莽以登代助为顺单

子。然而，匈奴犯边虏掠仍经常发生。始建国四年(公元12

年)，陈钦如实上报军情s “犯边者皆孝单于咸子角所为。秒于

是王莽怒斩咸子登于长安。天凤元年(公元14年)边塞大饥，人

相食，谏大夫进言罢兵，陈钦等边军被诏还。时咸已继位为单

子，知其子登被杀，而怀恨入侵，：王莽与之和谈，成求子尸归

葬，王莽乃将诛人质之责推给陈钦，以他罪下狱。陈钦愤然日：

“是欲以我为说于匈奴也。”被迫自杀。封开县城郊野矮岗有陈

钦墓，渔涝戴村有将军祠。

广@
l



、陈元

陈元(生卒年不详)，东汉经学家，字长孙，陈钦之子。少

传父业，潜心研究与注释“春秋左传》。建武初举孝廉，以父任

为郎，与桓谭，杜林、郑兴俱为学者所崇。时议欲立左传博士，

遭范升反对，认为“先帝不以左氏为经，故不置博士，后主所宜

因袭’’， “先帝所行而后主必行’’。陈元则以其超群的才识，肯

定左氏学，并引证大量史实，驳斥范升的陈腐见解，坚决奏疏请

立，认为“先帝后帝各有所立，不必相因"。经过御前反复的激

烈辨论，陈元的奏疏得到光武帝诏准。于是，由太常选出左传博

士四人，陈元本居第一，光武帝为了缓和陈元与范升之间的矛

盾，起用第二位左传博士李封，主讲左氏学。不久李封病卒，左

氏学复废。但“陈元独能以经学振起一时，诚岭海之儒宗也。”陈

元以才高著名，先后授官于司空李通府和司徒欧阳歙府。秉公直

言，协理朝政，颇得光武帝的重用。著《左氏异同》、“司徒椽

陈元集))(均佚)。建武七年(公元31年)大司农江冯上言“宜

令司隶校尉督察三公’’。陈元请“勿令司隶校尉督察三公。”帝

从之。后终因有的奏议未得光武帝采纳，而告老还乡，病卒于

家。葬于城效野矮岗，与其父陈钦墓同在一处，后人称之为“将

军博士墓”。遗址20世纪50年代尚存。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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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燮(137"--226年)字彦威，今封开县人。祖籍山东汝阳。

东汉王莽之乱，士家南迁广信避难，传至六代士燮。父亲士赐，

在东汉桓帝时曾为日南太守。 ．

士燮少年时游学京都，从师颖川刘子奇学《春秋左传》，后

来，著有《春秋经注》，《公羊传注》(今已散失)。曾在京师

察孝廉。补尚侍郎，因父亲士赐去世，回广信’奔丧，后被举茂

才，先任巫山县令，后升任交趾郡(今广西、越南边境)太守四

十多年。所辖郡内秩序安定，人民安居乐业。北国名儒袁徽赞赏

他， “既学问优博，又达于从政，处大乱之中，保全一郡二十余

年，疆场无事，．民不失业，羁旅之徒，皆蒙其庆⋯⋯。弦

建安八年(203年)，交州刺史朱符被杀，州郡秩序大乱。

士燮向朝廷奏准，其弟士壹任合浦太守、士静任九真太守、士武

任南海太守。并把交州刺史治地从交趾郡龙编(今越南河内的东

北)迁回广信县。从此，士家四兄弟为雄踞岭南的统治者。汉皇

朝先后封士燮为绥南中郎将、安远将军，龙度亭候，管督岭南七

郡。 ，

。一：

建安十五年(210年)，汉室名存实亡。孙权派步骘为交州刺

史、士家兄弟接受步骘节度，协助步骘剪除刘表余党吴巨等。孙

权封士燮为左将军，子士廒为武昌太守。士家在南方者皆拜中郎

将。后来，士燮运用自己的影响，劝益州(四川境内)豪姓雍阍

等率所属郡县归附孙权。孙权加封士燮为卫将军，龙编侯。

黄武五年(226年)，士燮病卒，亨年90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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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君页

陈颓，今德庆县马圩镇人。出生于隋末，少年时读书重义

理，练就一身好武艺。由于隋末中原动荡，岭南的潮、成、广，

新等州的少数民族常有起事，一些州郡秩序纷乱。陈君厦目睹四方

骚乱，发起组织乡兵，保境安民。并率先响应岭南土族首领高州

刺史冯盎的号召，起兵平乱，屡立战功。事平，陈iji受任泷州刺

史。隋亡后，唐贞观五年(631年)，陈颓随冯盎进京朝觐，

唐王赐宴招待并授以官职，先后出任勤州(今云浮富林)，白州

一(今广西博白)、康州刺史，封奋武将军，光禄大夫。

陈颓一生主张“和绥百越’’，提倡汉族和少数民族和睦团

结，并引导少数民族学习先进的汉文化和生产技术，服从中央政

权领导，维护国家和平统一。在处理民事案件时，注重调查研

究，深入了解地方耆老及公正人士，掌握大量的第一手资料后，

才作公允的判决。殁后，乡人怀念其功绩，于马圩诰赠村立兴化

祠以纪念。及至建国初期该祠尚在。

马二D居

马二唱，又名马驰，今肇庆市下黄岗人，唐代工艺美术大师。

曾被郡县举为茂才，因酷爱端砚，遂弃功名，专心砚台的制作。

常把秦汉的瓦，鼎铭刻于砚台，并在铭文旁刻上工整的楷书译

文，雕刻精美绝伦，世人视之为奇货，争购者众。宋人称马二曙

的作品为“马二衢’’文化，所刻制之砚称为“义衢砚’’。

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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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集原

陈集原，今罗定市人。唐中宗时，官至左豹韬卫将军，后升

任冠军大将军，封颖川郡国公。 一!
。

唐圣历二年(699年)撰写《龙龛道场铭并序》，共1238

字，镌刻在道场石壁上。文中使用不少佛教用语以及武则天新造

的文字和流行俗字。内容涉及政制沿革、民族史、宗教史、以及文

字演变史等方面。对当时罗定地方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

民族诸方面情况也有记述。该铭文石刻是现存广东年代最早，保

留隋唐时期文字最多的摩崖石刻之一。具有很高的学术研究价

值。后被收入《全唐文》及《广东文征》中。1989年被定为广东

省级保护文物。
。|

i

慧能

惹能，俗姓卢，今新兴县集成镇夏卢村人。唐贞观十二年

(638年)出生于龙山麓一住户，唐开元一年(713年)，圆寂于

新兴龙IU国恩寺，俗寿76岁。

慧能幼年丧父，家贫失学，靠卖柴养母。一天，他外出卖

柴，路经金台寺(故址今新兴县人民医院内)，闻人诵《金刚

经》，颇有领会。追问诵者经典何来?那人告知，来自湖北黄梅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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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不是幡动，是

慧能至上座，究问

僧为慧能公开削发

弘忍大师之嫡嗣。

(今曲江南华寺)

说法。仪凤二年(677年)春，韶州刺史韦璩亲率部属入宝林寺

请慧能大师说法。后门人法海将其所说法语辑录成(<法宝坛经》·

慧能大师在曹溪宝林寺宏扬顿悟禅法30多年，立传“见性成

佛"，认为“人人皆有佛性，可以成佛’’， “万法唯心静、“佛

在我心牙．“净心自悟黟、以及“暗不自暗，以明故暗，暗不自

暗，以明变暗，以暗现明，来去相因’’。从而成为禅宗“南宗修

之祖。他的佛学思想传承很广，影响国内及日本、东南亚，成为

禅宗正系。唐中宗曾诏慧能入京，以年迈风疾，辞却未去。后

来，中宗赐摩纳袈裟一领(存藏于今南华寺)、绢,500匹、宝钵

一口以为供养。神龙三年(707年)十一月十八日，敕赐新兴县

集成镇龙山麓的慧能故宅为国恩寺。

陈希迁

陈希迁(700-,--790年)，今高要县人。性格沉着刚毅，自信

心强。12岁时出家曹溪宝林寺(今南华寺)，被六祖惠能收为弟

子。惠能圆寂时，尚未受具足戒，遂遵师命往江西青原山静居寺，拜

同门人行思和尚为师，深得器重。不久，受命到南岳般若寺观音

台，参学于怀让禅师。经一番锻炼，又回静居寺。后来，得行思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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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法。唐天宝初年(742年)，离开静居寺，受请住持湖南衡山 ／

南寺。寺东有大石，平坦如台，在石上结庵而居，因此，被人称 ／

为“石头和尚"。唐广德二年(764年)应门人之邀，，往端梁弘 f

化，四方禅学者凑集门下，影响甚广。高足有唯严、道悟等21 f ．

人。后来，付法于唯严。唐贞元六年(790年)逝世。．
。

著有((参同契》、((草庵歌》。((参同契》是希迁禅学思想

的代表作。所创倡的“回互”禅法，指的是万殊诸法虽互不相
’

犯，但又是相涉相入的。修禅者能领会此法，则灵照不昧。后

来，弟子继承宗风，由洞山良价、曹山本寂发展为曹洞一派，即

佛学中的“曹洞宗力。至五代时，又分支出云门、法眼两系。曹

洞禅后来传入日本，流传较广。((参同契》是日本“曹洞宗"和

尚每天晨课必读经典。希迁的“肉身"，据说至今还在日本横滨

总持寺被供奉着。法眼禅也曾繁衍于高丽。希迁的禅学思想，对

国内外佛学界的影响相当大。

莫宣卿

莫宣卿，字仲节，今封开县渔涝镇人。生于唐大和八年

(834年)。幼年丧父，随母改嫁莫家。宣卿喜读诗书，常常手

不释卷，天资聪颖，过目不忘，7岁尽显才智过人，曾有诗句

“我本南山风，岂同凡鸟群”，表达他才高自负，博取功名的

志向。稍长，他奋志攻读，藻思泉涌，文不加点，一挥即就，人

称神童，十多岁就远近知名。

唐大中五年(851年)，年仅17岁的莫宣卿参加廷试，考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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