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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象州人物志》以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主要记载象州籍与曾在象

州从事社会活动的非象州籍人物(1949年9月30日前去世者不收入本志)o

二、入编对象：

1．解放以来在象州工作的党政军领导干部(任副科级以上)、获中级(含中级)以

上专业技术职务资格的专业技术人员；

2．在县外工作的象州籍副处级以上的党政军领导干部、获副高级以上专业技术

职务资格的专业技术人员；

3．象州县劳动模范及获地(厅)级以上劳动模范、优秀共产党员、先进工作者等荣

誉称号的象州籍各界人士；

4．企、事业单位的厂、矿、场、站、所、公司、医院等领导；

5．在社会上享有较高知名度的能工巧匠、名医及优秀教师；

6．各行各业的经济能人与优秀企业管理人才，对象州的经济与社会发展作出较

大贡献者；

7．从事自然科学或社会科学研究(含文艺创作、演出、教学、医疗卫生等)，其项

目、成果或论文获地(厅)级以上刊物或学术研讨会发表(含演、展、播)者。

三、志书共设“传”、“特介”、。专记”、“简介”、“人物表”及“附录”共6个版块o

“传”记述本志记述时限内之前已故的著名人物；“特介”记述象州县党政主要领导

与象州籍担任厅局级以上职务的人物；“专记”记述在社会实践中某一方面或领域具有

突出成就或特色的人物；“简介”记述符合志书基本入志条件的人物；。表。收录符合入

志基本条件，但缺乏入志资料的人物；“附录”收录刘策奇、覃考亭、李邃生、李争等超出

本志记述时限，但在以往有关文献中定位不准的重要人物、特色人物或与入志人物有

密切关系的资料。

四、同时符合多个版块入编条件的人物，只入编其中一个相应版块，不在其他版块

重复。

五、入志者男性不标注性别，女性标注性别；汉族不标注民族成份，少数民族标注
． 1 ．



民族成份o ．

六、志书卷首设有详细“目录”，编入“传”、。特介”、。专记”3个版块的入志人物以

姓名为词条列入目录，其他版块入志人物姓名不列入目录。入志人物排列顺序除“人

物表”外，均以志书所设版块为单位，按人物姓氏笔划顺序排列。卷末设有“索引”，检

索方法按汉语拼音音序排列方式检索。检索范围详及人名、图片、表格及资料等。

七、本志采用的纪年方法为：民国之前用朝代纪年加注公元纪年(不标注“公元”)；

民国时期采用民国纪年加注公元纪年；记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斗争采用公元纪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一律采用公元纪年。

八、志书所涉及的行政区划与机构名称，一律采用当时的名称。

九、本志数字的记述执行国家技术监督局1995年批准的《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规

定》o

十、因历史其他原因，部分人物照片未能随个人资料收齐编入志书，不表示档次的

差别。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传

寺村抵达县城象州，再由县城经中西乡往柳州

方向溃退。日本侵略军一。四师团步兵一六一

联队数千人沿国民党军队败退路线追击，所过

乡村尽数劫杀、掳掠、拉夫。11月5日日寇攻

陷县城象州，象县县长梁拱畏惧敌势，携枪、款

潜逃，全县人心惶惶。敌情威逼之下，不甘心当

亡国奴的民众，和县各机关人员聚集于大乐乡

开会，组建“象县民众抗敌委员会”，以刘传忠、

覃拱之、孟庆芝等为委员，布告县境，维持治安，

抗日自救。随后，由象县参议会参议长孟庆芝

召集县参议员及地方知名人士于罗秀乡开会，

选举刘传忠暂代象县县长兼自卫队总指挥，潘

庆龄任副总指挥。

次年2月12日傍晚，日寇从运江出动，侵

犯攻陷协和乡(今运江镇辖区)三里圩，大肆烧

杀掳掠。16日，刘传忠率县自卫队及驻留县境

的川军蒋云程部、军政部崔允恭部等前往攻敌，

激战两昼夜，未能取胜。

为便于指挥抗日，刘于3月1日将县府迁

设于中平圩。

3月7日，日寇3000人由运江来袭，再陷

县城，继而侵占古城屯，向邻近村庄劫掠粮草。

13日，刘传忠亲率县自卫队与川军二十军蒋云

程部一个营、军政部崔允恭部独立旅一个连及

覃伟部共350人，在永隆背(今妙皇乡永隆村

背)与日寇展开激战。经数昼夜战斗，使敌人抢

粮目的未能得逞，被迫于20日拂晓退却。此战

日寇伤亡5人，县自卫队阵亡3人。战斗中，在

刘传忠左右参与指挥的国民革命军桂乐师管区

团副唐建庆不幸中弹牺牲。刘左腿裤管被子弹

击穿，但安然无恙。

当年，广西省政府派桂北行署主任尹承纲

到象县视察，以“民选县长不合法”而另委潘庆

龄为县长，改聘刘传忠为行署参议。刘无心于

此虚职，再度回家闲居。1947年，浔州专署委

任刘为上校参议，刘再次拒绝出任。

刘传忠常以“一介武夫”自称，他作战勇猛，

冲锋陷阵，身先士卒，为官不敛财，闲居乡里，淡

泊名利，生活节俭，大凡家庭恩怨，邻里纷争，常

请他出面调解。但卸职后，家里入不敷出。为

解决家庭庞大开支，他便在家里开设赌场，从中

抽取赌资。

1949年9月，国民党为扑灭中共党组织领

导的武装斗争，组建清乡委员会，刘传忠被委任

为广西十三专署名誉参议员兼寺村清乡委员。

解放初期，象县土匪暴乱。1950年9月，

刘被盘踞于寺村一带的土匪头目李忠良冠以

“县长”之名，并布告全县、乡。剿匪期间，刘慑

于时政局势，进山躲避。先后于大瑶山的三江、

李滩、草冲、黄田等地藏匿数月。1951年3月，

经其子刘家利进山劝说，返回寺村向人民政府

自新，5月，在清匪反霸运动中被人民政府处

决。

朱锡华传

朱锡华(1915～1987年) 壮族，自号“龙

殿山人”，广西象县第二区西街(今广西象州县

寺村镇寺村西街)人。广西著名桂剧音乐家。

幼年时期的朱锡华聪颖好学，生就一副好

口才。12岁时，正值象县农民运动高涨时期，

寺村街(今象州县寺村镇政府所在地)的农民运

动也搞得如火如荼。受农运浪潮影响，朱锡华

参加了寺村农会的宣传队，上街登台发表演讲，

向农民朋友宣传“二五减租”，备受群众赞赏。

朱锡华一生热爱艺术，追求光明。

1933年，他于广西省立柳州四中毕业，再

到广西省立度量衡检定所学习，毕业后任象县

县政府度量衡检定员。1938年到中平、大乐中

心小学校任教师。

1939年秋，考入省立桂林艺术师资训练班

(广西艺专)，学习现代音乐与美术，毕业后分别

于柳州市龙城中学、武宣县惠儒中学、象县国民

中学担任图音教员。

1944年秋，日本侵略军侵入广西，学校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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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

见状反而被吓跑了。

上中学时，老师给同学们讲授老舍的《小麻

雀》。结合课文给同学们出了几道思考题：“当

今社会上有没有弱者”、“如何对待弱者”，大家

对此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村里的老人、孩子、残疾人属于弱者。”

“学校的小个子同学、女同学也属于弱者。”

同学们七嘴八舌争着发言。

“不尊重女性，欺负女同学，也属于欺凌弱

者的行为!”何华民大声说出自己的见解。

“说得很对，切合实际。"老师立即加以肯

定。

此后，“帮扶弱者”的意识就牢牢树立在何

华民的心中。

1989年的一天，何华民与陈大勋、陈义德

及几位女同学一同乘车去县城学校上学。

学校刚开学，乘车的人很多，车过道里也挤

满了人。一个混上车的扒手趁着人多拥挤，偷

走了一位女同学的钱包。

何华民见状一把抓住小偷，喝令他将钱包

交出来。其他同学也在一旁高声助威。小偷慑

于人多，只好乖乖地将已收入自己囊中的钱包

掏出，交还了失主，撒腿就想开溜。

何华民一把抓住小偷的衣领，陈大勋、陈义

德等一齐上前，与何华民一道堵住了小偷的去

路。

车到象州，同车的乘客们看着他们将小偷

押下车，纷纷低头议论：“这几个学生厉害啊，要

是多有几个就好哕!”

又是一个新学期的开始，何华民从梧桐乘

百丈到象州的班车返校。车到中平，立即踊上

一大群人，将班车挤得水泄不通。超载的班车

蹒跚着刚要起步，只见一个少妇怀抱不满周岁

处于半昏迷状态的孩子，气急败坏地拍打着车

门。

司机将车停下，但车上哪有落脚之处?车

门一开，靠门的人马上就被挤掉下来。司机无

奈，只好说：“实在没有办法上客了，你还是等下

一趟吧。”

“再等下去我的孩子可能就没命了!”少妇

带着哭声继续哀求。

可叫谁下去呢?司机环视了一下挤得严严

实实的车厢，车上的人们一个个都像木头人一

样，站着不吭声。

“大家让一让，我要下车。”

发话的正是坐在后排的何华民。车上的乘

客一时好像从木然中苏醒过来，大伙自觉地给

何华民让出一条通道。少妇坐在何华民的座位

上，连声感激：

“多谢阿弟啊，多谢阿弟啊!”

诸于此类舍己助人、见义勇为的事，在何华

民看来都是很平常的小事，而且做了很多。

高考是一个难解的魔方，谁也没有想到，在

学校一向学习成绩不错的何华民竟然“落榜”

了。眼看着不少比自己功底差的同学都考上了

大学，他心中不服气，但又不得不承认这无情的

现实。

父亲决意要送儿子去远在柳州的地区高考

补习学校补习，以备来年再考。尽管儿子已长

成青年了，又在县城读过高中，但父亲还是决意

要送。父子二人同坐在车上，相对无言。汽车

开过雾气弥漫的田野，开过哗哗流淌的仁义河，

驶离了朝夕与共的故乡⋯⋯

何华民考入广西广播电视大学柳州地区分

校，成为一名电大学生。

1994年7月21日傍晚，何华民到市区办

事，在返校途中正好遇到同班女同学莫彩瑶、唐

秀梅。期末考试刚完，心情显得格外轻松，3人

迎着习习晚风，沿柳邕路有说有笑地漫步返校。

一路上，他们畅谈着人生、理想。谈兴正浓

之际，不防在夜幕的笼罩下，从半路上窜出4个

形似鬼魅的家伙。

这伙人嬉皮笑脸，阴阳怪气。距离约1米

远时，他们看清了迎面走来的两名女青年，顿生

歹念，其中两个家伙竟互相搂抱着朝莫彩瑶、唐

秀梅冲撞过来。

何华民一时间义愤填膺，毅然挺身而出，对

着那帮家伙正色言道：“请你们不要这样!”一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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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着女同学，绕过流氓继续朝学校方向急步返

校。

流氓像癞皮狗一样穷追不舍，不时发出淫

邪的笑声⋯⋯ ，

转眼间，流氓又追上了他们，口出污言秽

语，继续调戏莫彩瑶与唐秀梅。

何华民忍无可忍，大声斥责流氓：

“你们到底想干什么?”

“小子，你少管闲事。”

说话间，一伙流氓围住了何华民，其中一个

揪住他的肩膀，挥拳就打。

面对突发情况，莫彩瑶、唐秀梅被吓呆了，

不知如何是好。

何华民冷静一想，如果跟流氓硬拼，自己势

孤力单，两位女同学肯定要遭流氓污辱，不如见

机行事，先让两位女同学脱离危险再说。

如是，他孤身冲出流氓包围，且战且退，流

氓在后紧追不舍。

莫彩瑶与唐秀梅脱离了流氓的纠缠，不知

何华民的下落，又急又慌。刚好发现一辆中巴

车开来，她们便拦乘中巴车返校。在车上，她们

将发生的情况告诉了司机，车子快速行驶到广

西林业工程公司的报警点报警。

流氓们追了一阵，追不上何华民，便又返回

原地，再纠集了3名同伙，带上刀具，分骑3辆

自行车，继续追赶何华民。

终于，在柳邕路的张公岭附近，流氓们追上

了何华民。歹徒们一拥而上，将他逼进一家饮

食店里，团团围住，用刀朝他身上一阵乱捅⋯⋯

接到报警的广西林业基建工程公司保卫科

科长将情况报告公安派出所，并联同校方在莫

彩瑶、唐秀梅的带领下，沿柳邕路返回寻找何华

民。次日凌晨，大伙终于在柳邕路张公岭的排

水沟边找到了他。何华民身中21刀，倒在血泊
＼

中⋯⋯

人们见状无比悲愤，柳州市公安局立即组

织警力，逐项排查，于案发4小时后，将罪犯一

举抓获归案。

英雄何华民走了，但他见义勇为、嫉恶如仇
· 6 ‘

的高贵品德与浩然正气却永驻人们心中。

自何华民牺牲以来短短的一个月里，先后

有柳州地、市团委，柳州市公安局，柳州市文化

系统，中共象州县委、县人民政府，中共中平乡

党委、乡政府等30多个单位的慰问团跋山涉水

来到英雄的家中慰问。

1994年8月8日，中共象州县委、县人民

政府召开大会，授予何华民“见义勇为优秀青

年”荣誉称号；8月25日，中共柳州市委、市人

民政府召开“柳州市维护社会治安见义勇为表

彰大会”，授予何华民“龙城勇士”荣誉称号；8

月29日，中共柳州地委、地区行署召开学习何

华民烈士动员大会，号召广大青少年向英雄何

华民学习⋯⋯

国家民政部追认何华民为革命烈士。

时代英雄何华民永远活在人们的心中。
～一、

李文兰传

李文兰(1927～1950年) 壮族，广西象县

第二区(今广西象州县寺村镇寺村东街)人，中

国人民解放军桂中支队第八团战士。

1943年在桂林逸仙中学读书，1946年先就

读于柳州师范，后考入省立柳州中学读高中。

在校期间，正值抗日战争取得胜利，人民群众盼

望和平，极需休养生息的时期，国民党蒋介石却

违背人民的意愿，悍然发动内战，进攻解放区；

在国统区内实行法西斯独裁统治，迫害进步人

士。李文兰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做法持反对态

度，特别是对反动当局迫害进步教师的行径极

为不满。

1949年3～4月，李文兰积极参加了中共

柳州党组织领导的青年学生反内战、反饥饿、反

迫害示威大游行，因而被国民党当局列入了黑

名单。为了避免遭受反动当局的迫害，他离开

学校返家。

当时，中共象县地方党组织领导的武装斗

争正开展得轰轰烈烈，寺村一带是中共象县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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