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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勋拔

地处珠江口、南海滨、毗邻港澳的珠海，总面积虽然只有

7555平方公里．却是一个群英荟萃的地方．在这块富有光荣革

命传统的土地上。古往今来．涌现出众多闻名中外的英才，其中

有很多是。全国第一’的历史人物．包括：中华民国第一位内阁总

理唐绍仪，中国资产阶级革命团体兴中会第一批会员郑仲，中国

华南地区第一位系统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人物杨匏安．中华全国总

工会第一任委员长林伟民。历史上时间最长的一次罢工(省港大

罢工)的领导人苏兆征．清华学校(清华大学前身)第一任校长

唐国安，中国第一位在美国取得博士学位的留学生、担任过中国

第一任驻美副公使的容闳，中国第一批赴日留学生唐宝锷．创办

中国第-家水泥厂(唐山士敏土厂)、中国近代史上最大的煤矿

(开平煤矿)。建造中国自建的第■条铁路(唐胥铁路)、主持制

造中国第一台蒸汽车(。龙号。火车头)．编纂中国第一部英汉词

典。被誉为。中国第一企业家。的唐廷枢，与唐廷枢合作创办中国

第一家保险公司(仁和水险公司)．第一家民营机器印刷广(同

文书局)、上海第一家医院——仁济医院的徐润；创建中国最
大百货公司(上海大新公司)的蔡昌，中国第一位世界冠军——

第25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单打冠军容国团。中国近代最富有传

奇色彩、集画家、诗人．和尚、文学家．革命家于一身的苏曼珠

等等．还有许多。敢于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不能一一列举．

珠海市的历史名人，人数众多，门类齐全、范围广泛、知名

度高、活动地域很大．这样高度密集的人才群体。受到许多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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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家和各界人士的瞩目．这是和珠海的地理条件、历史条件和文

化氛围分不开的。很值得人们去深入研究．正因为如此．《珠海

市人物志》的出版，不仅有教育意义．而且有很重要的学术价

值．
。

珠海市志办编纂《人物志》，是下了硬功夫的．．他们的可贵

之处。就在于不满足于摘抄已有的史料．而是认真进行深人地调

查研究，实事求是地准确地记述每一个人的历史．据了解．编写

这本书花了几年的时间，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先后去了lD多个

城市。地区的20多个图书馆．档案馆查找材料，访问了200多

人(次)．其中包括一些名人的后代。如唐绍仪的女儿、唐宝锷

的儿子，黄兴夫人徐宗汉的后代，徐润的孙子等等，其认真负责

精神，令人钦佩．正因为他们很认真．这本书从内容、编排到文

字。质量都是好的．

1980年，珠海成立经济特区．在开放改革的大潮中．珠海

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又相应地出现了一批全国性的知名人

物．

珠海历史人物的高尚情操、奉献精神和卓越成就。必将激励

珠海人民去攀登新的高峰，造就一座驰名中外的花园式的海滨城

市．

珠海是美丽而可爱的，珠海的未来。必将更可爱、更可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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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二

李焕池

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就是一部人类活动的历史．研究历

史，就离不开研究各个历史阶段对社会发展有影响的人物．

地处南海之滨、珠江出海口的珠海。是一个具有光荣革命传

统的地方．历史上曾涌现出众多的著名人物，恰似海上明珠，璀

璨夺目．在他们当中有著名的民主革命先驱人物．也有影响重大

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有权倾一时的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也

有国内外享有盛誉的文学家、艺术家．教育家、体育家；更不乏

名扬中外的近代企业家．市地方志办公室经数年的努力，付出较

大力量．收集，整理、编成了这部较为详尽的《珠海市人物

志》。为进一步研究珠海历史作出了贡献．

．为什么在这个南国边陲之地却会产生众多具有重大影响的著

名人物?这要从社会历史背景与珠海特有的地理条件去探讨．

自南宋绍兴年间香山建县以来。珠海地区一直属香山县管

辖，至1953年5月。珠海始建县治．昔日珠海，荒山、海涂延

绵。人口稀少．经济落后，人民饱受封建地主恶霸、土匪海盗的

欺凌压迫．苦不堪言．反压迫反掠夺斗争前赴后继，此起彼伏．

南宋末年，这里是元军与南宋残军的决战地之一。珠海人民参与

了这场抗元斗争：明朝中叶以后．葡萄牙人侵占澳门．珠海人民

不断与之抗争．

近代珠海，既是外国殖民主义者入侵中国的门户，又是中国

人民反抗外来侵略的前哨阵地．珠海人民的反侵略斗争更是从未

间断过．1836年淇澳人民武装起来，抗击英、美侵略者；18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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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前山乡民沈亚米刺毙作恶多端的澳督亚马喇；1908年，珠海

人民为保卫疆界而建立了。香山勘界维持会”：其后。在孙中山的

带领下。更多的珠海仁人志士走上了民主革命的道路：俄国十月

革命胜利后，珠海地区的海员工人与先进的知识分子．又率先投

入到民族解放运动的革命洪流中去．

鸦片战争后，随着列强侵略的不断深入。使中国逐步沦为半

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西方的政治制度、思想文化、科技文明也

随之传人中国．与澳门陆地相连，与香港一水之隔的珠海，得风

气之先．一批有识之士，为了拯救苦难深重的祖国，纷纷出国留

学、考察、经商、做工、追求革命真理．他们各自从不同的角度

接受了西方先进的东西；归国后，在传播新思想、改革旧制度、

兴办新工业、发展教育、提倡科技诸方面，作出了巨大的努力．

从上述情况可以看出，珠海历史上英才辈出是有其历史渊源

的．
’

。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四十多年

来，珠海人民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取得了巨

大的成绩．今天，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已进入到一个崭新的时

期．作为五个经济特区之一的珠海，处于改革开放的最前沿、。一

国两制”的交汇点．．改苹开放十多年来，珠海经济迅速发展，各

项建设全面铺开，人民生活不断提高；它吸引了成千上万的海内

外人士，来珠海这块美丽的土地上施展他们的才干，作出他们的

贡献．可以预料，在以后出版《珠海人物志》续编时，将会有更

多为珠海建设献身，并立下功勋的本籍和外籍人士载人史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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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科(1914—1948)⋯⋯⋯⋯⋯⋯⋯⋯⋯⋯⋯⋯⋯⋯

(347)

(348)

(348)

(348)

(348)

(349)

(350)

(350)

(351)

(351)

(352)

(352)

(352)

(353)

(353)

(353)

(354)

(354)

(354)

(355)

(355)

(355)

(355)

(356)

(356)

(357)

(357)

(3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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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卓伦⋯⋯⋯⋯⋯⋯⋯⋯⋯⋯⋯⋯⋯⋯⋯⋯⋯⋯⋯⋯⋯

余鸿钧(1911—1949)⋯⋯⋯⋯⋯⋯⋯⋯⋯⋯⋯⋯⋯⋯

莫泳如⋯⋯⋯⋯⋯⋯⋯⋯⋯⋯”⋯⋯⋯⋯⋯⋯⋯⋯⋯⋯·

唐观翼(1 889—1 953)⋯⋯⋯⋯⋯⋯⋯⋯⋯⋯⋯⋯⋯⋯

容尚谦(1863一 ?)⋯⋯⋯⋯⋯⋯⋯⋯⋯⋯⋯⋯⋯⋯

容有干⋯⋯⋯⋯⋯⋯⋯⋯⋯⋯⋯⋯⋯⋯⋯⋯⋯⋯⋯⋯⋯

容永昭⋯⋯⋯⋯⋯⋯⋯⋯⋯⋯⋯⋯⋯⋯⋯⋯⋯⋯⋯⋯⋯

蔡克庭⋯⋯⋯⋯⋯⋯⋯⋯⋯⋯⋯⋯⋯⋯⋯⋯⋯⋯⋯⋯⋯

林兴华

卓历庵

梁其颖

容启兆

宋石

黄尊一

粱守一

程宛芬

容启荣

林协文

胡兰馨

杨杏娥

宋镛

唐颖坡

谭生

(1919—1961)

(1889一1964)

(1915—1969)

(1898—1970)

(1907—1972)

(1908—1974)

(1893一1980)

(1908--1980)

(1906—1981)

(1906—1982)

(1899—1984)

(1903—1984)

(1909一1988)

(1905—1990)

(1916一1992)

——6——

⋯●●●●⋯⋯⋯⋯⋯⋯⋯⋯Ⅲ●●⋯⋯

(358)

(358)

(358)

(359)

(359)

(359)

(359)

(360)

(360)

(360)

(361)

(362)

(362)

(363)

(363)

(364)

(364)

(365)

(365)

(365)

(367)

(367)

(3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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