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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伊u

一、本志坚持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指导，坚持科学发展观和实事求

是思想路线，注重历史真实性和区域特色性。

二、本志收录人物以玉环籍为主，兼及其他;以现境为主，照顾历史 O 下限时

间一般为2015年 12月 31 日， {党政要员选介》下延至出眼前。

兰 本志收录对象为:献身革命事业的中共地方党组织创始人、老红军或历次

革命战争和反侵略战争的著名将士、战斗英雄、烈士;不同时期担任党、政、 2严重

要领导职务或有重大影响的人物;领导和参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著名人物;各行各

业有突出贡献和成就的著名人物;有较大影响的侨胞和归国华侨;因舍己救人、见

义勇为而献出生命的勇士;在平凡岗位上创造不平凡业绩的典型人物;各个历史时

期重要反面人物。

四、本志分《历史人物传略þ {革命烈士传略þ {专家学者选介>> {行家里手

选介þ {党政要员选介》五编辑录，按生年生月生日先后为序，相同者以卒年卒月

日先后为序。

五、本志收录人物以姓名为题 原则上独立成篇 考虑事件发生的特殊性可数

人合传，排列次序以第一人为准。

六、本志以纪传体形式，只i己主要史实，不作评论 O 又才有争议的问题，或儿说

并存，或存一说，不作议论。

、本志遵循"生不立传"原则 传说人物原则上不收 在世人物以简介形式

收入 O

八、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时间表述采用公元纪年 清代及清以前采用朝代

年号纪年、农历纪月日，括注公元纪年。民国时期采用民国纪年、公历纪月 B ，括

注公元纪年。

九、历史地名使用当时名称 括注志书下限时名称 O 较长的单位或组织名称，

首次出现时括注规范简称，以下全部使用简称。

、本志附有《索引 þ，以人物姓氏笔画为序，以{共查考。!可姓同名者注明籍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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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 3000----3600 年前的商周时期，玉环境地就有先民生息繁衍 。 在漫长的历史进

程中 ， 玉环境地经历了西汉时期闽越反叛失败被灭国迁徙、南宋乾道二年 (1166 年)

秋分之夜海溢 、 明洪武二十年(1387 年)因抗倭港南岛屿居民内迁 、 清顺治十八年

(1661 年)为剪除反清复明势力全境迁弃，至雍正五年 (1727 年)才得以展复 。 玉环

史迹运行留下了遗憾的断痕 但每个时期都是劫后重生、人烟不灭 。

玉环地方历史文化形成规模效应从传统的道教文化说起 。 魏晋南北朝时期，黄老

学说盛行，玉溜山列七十二福地第七位。 三国时期的灵宝派祖师葛玄，东晋时期著名

道士许迈、张照(张少霞) ，原临海太守郁惰，南朝齐梁方士陶弘景及弟子周子良，都

曾在玉环境地修道炼丹或辟谷养生。

科举时代，玉环虽处海角地隅，也不乏奇才 。 自宋至清，玉环境内有进士 10 人①、

举人 7 人、武举人 9 人 。 北宋时期，林良曼以明经殿试中榜眼，官至秘书给事黄门侍

郎 。 北宋末年，永嘉籍左司郎中倪涛因力阻联金灭辽，被罢官贬职并遭追杀，于南宋

初期避居玉环岛倪吞(今玉城街道渔番村) 。 南宋时期，戴明举进士，官至户部侍郎，

与大理学家朱果交往甚密，病故后追封为户部尚书 、 太子少师。 宝桔四年( 1256 年) , 

玉环乡北社出了樊汝舟 、 陈绍南两位进士，但均未官而卒。明代，陈钝举进士，多次

奉命访问邻邦藩国，坚拒朝鲜世子亲赠重礼，后官至吏部文选司郎中;其曾孙陈璋为

弘治十八年 (1505 年)进士，官至刑部左侍郎，刚正不阿，以法学家名世口 清代，林

芳举进士，历任湖北省武昌知县，山西省洪洞、石楼县知县，每离任乡民赠红缎"万

民伞" 。

①查阅 《涌泉冯氏宗语~ ，明代进士冯银、冯沉，清代进士冯苏，明代举人冯良亨、冯应麟、

冯宁候、冯学易， i青代武举人冯邦句11 、冯邦讼、冯异三 、 冯魁、冯大奎，均为临海籍， {玉 玉不教育

志 ~ {玉坏胜i运团志》 根据 《田吞冯氏宗语》 记述有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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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环设厅后，历任同知 64 人，署理(代理)同知 24 人①。首任同知张坦熊任职六

年，卓有政声，玉环乡民建生祠纪念 O 陆玉书是著名画家，先后于道光二年 (1822

年)、七年 (1827 年)两次赴任，常与文士作诗唱和，其诗真实地反映平民阶层艰苦

生活。徐荣以武功、能吏兼诗人问名 离任时玉环乡民挥泪相送 年逾花甲领兵赴安

徽援剿太平军，战死于休宁。黄维语先后于道光三十年(1850 年)、同治三年 (1864

年)、同治六年(1867 年)、同治八年 (1869 年)四次出任玉环厅同知，被玉环乡民称

为"黄外公并在西青岭建黄公"四到亭勒石纪颂。杜冠英在王环虽然任职不到

一年，勤政亲民，后赴镇海协办海防事务，成为受国人敬仰的抗法民族英雄。

民国时期，玉环县历任知事(县长) 21 人，署理(代理)知事(县长) 9 人。以

定邦是一位平易近人的"草鞋县长也是受日军侵扰的"流亡县长在日军犯境时，

亲自上阵督战，不与共产党和海上游击队为敌。毛止熙曾因支助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二

军(简称红十三军)应保寿部遭通缉，后率温台护航教导大队与地方自卫队联合抗击

日军，向括苍支队海上大队赠送过枪支弹药，达成互不侵犯协议;可当上国民党政府

县长后，悬赏缉拿括苍支队和中共玉环党组织领导人，率保安警察队大规模"清乡

玉环解放时被俘，经教育宽大释放，后在上海参与军统特务活动 被上海市人民法院

判处极刑。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共玉环县(区)委处于地下活动，书记更迭五任:金国

祥、董仲升、杨炎宾、吕平、丁世祥。玉环解放至 2016 年 7 月 玉环县历任县委书

记 21 人，历任县人大常委会主任 9 人，历任县长(代县长) 18 人，历任县政协主席

7 人。

王环历史上出现过许多热心公益、乐举善事的有识之士 他们为地方建设发展和

百姓安居乐业付出了辛勤的努力。

后晋至南宋，灵山寺僧人筑堤用海成田，自食其力。南宋，樊汝舟在故里筑樊塘。

清代，芦在江永宾与妻舅颜文伯不惜举巨债合股围筑坞根塘(即芦吞塘) ，被坞根人尊

称为"江颜二圣"。江永宾又与赵国宝等协力筑成能仁塘和朝兴塘。

清代，戴全斌与沈兰、吴屏藩、吴钟英等捐建玉环学宫，后陈在熔集资重修，其

①1994 年版 《玉环县志·县政》 表 7'J ~历任同知~ "徐树梢"与"徐让木"实为同一人;根据

有关史料增补同知骆株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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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子捐粮田 5 亩为公回以充学宫费用 O 林植三在学宫东首购地 10 余亩建考棚，费白银

3000 两，其二子又捐田 5 亩以维岁修 。 王屏藩创办龙津家塾，对贫家子弟不计报酬，

还给以资助，与戴全斌等捐资于楚门西青山建文昌阁为社学 ，后创办天香书院 o 戴

全斌又在蒲田创建松溪书塾 。 耿灿东创办武书院，亲自传授武艺 。 张英风与黄位中

捐资在桐丽同建文昌阎和凤鸣书院，张英风捐献良田为公田收租生息，以充书院费

用 O 清末至民国时期，郭云章创办环海书院，后又出资整顿公溥两等小学 O 支鸿基

在鹰捕吞永庆堂办环南初等小学堂，后又在钓腊吞三圣庙办养正两等小学堂，在支

氏祠堂创办学堂 。 叶佩嗷筹资扩建玉海书院，后又慷慨捐助银元 584 元接济玉环县

立第二高等小学 。 民国时期，陈保厘任玉环县劝学所所长期间，积极推行乡村四年

国民义务教育，使玉环县成为全省设齐国民学校的 11 个县份之一 。 陈愚亭与陈楚

材、韩约渔等捐资兴办东方小学，又带头捐助良田 10 亩兴办东方中学，以西山后自

家 5 亩良回调换晒谷场作为县立初级中学操场 O 陈楚材独资在陈家祠堂创办海东小

学，以 100 亩良田生息维持办学，供贫困子弟人学 。

清代，张钦祝、林万育等捐资并置田产维持深浦渡口交通，后又各捐助银元 400

元兴办义渡 。 民国时期，史火)1顶在鹰捕吞东山(今东沙)山顶悬灯助航，历时 12 年，

后支鸿基等筹资建灯楼导航。

清代，僧人玉升、法存师徒不辞辛劳四处募款建玉升桥。 民国时期，江志松倾囊

捐助，共筹集银元 3300 元，修建坎门至玉环道路。

清代，邓照蓉、季汪廉等捐建港南育婴堂，重逢西、林-枝、毛凤仪、王磊等造

店面、置田产以息养堂 。 韩承烈、陈鸣商、蔡英等捐建港北育婴堂。光绪十五年

(1889 年 ) 七月廿六日夜 ， 玉环境地遭受洪潮灾害，损失惨重。耿灿东 、 叶佩嗷多方

筹资赈济难民;陈鸣商捐田资助修筑徐都塘;董耀堂负责救济港南育婴堂孤儿，并悉

心督修聚兴塘坝。 赵瑞庭参与玉海书院改建为玉海中西学堂，牵头重修玉升桥，聚众

围垦夹桥滩涂，主事文庙城垣修缮，督造楚门城惶庙，兴修南北堤塘陡闸 。 戴尧仁勤

事重修文庙、城垣等，钦加五品岁进士(即贡生) 。 耿灿东、叶佩嗷、赵瑞庭、 戴尧仁

因勤于公益事业，被当地百姓并称为"港北四局董"

清末至民国时期，叶佩嗷行医遇穷人慷慨解囊相助，乡人赠"婆心济世"匾额 。

陈愚亭对贫寒病人批注"药费由吾负担卖田贴补供应灾民大米，人称"愚亭佛"。

四

玉环历史上出现过一批具有专业特长的行业精英，被乡邻交口称赞。

北宋，林干闭门著书，被乐清县令鲍辉盛赞有韩愈文风。 清末至民国，戴礼撰就

《清代列女传~ (又名 《皇朝列女传~) 、 《女小学~ ~女小学韵语~ ~大戴礼集注》

《礼记通释》 及小说 《潇湘梦~.近代文学家陈衍称赞富矣哉，自来闺阁所未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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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 f~
二人
注 2 也。"民国至 20 世纪 60 年代初，林任望擅长翻译，出版著作有《托尔斯泰的信仰》

《未来世界大战》和《女伟人故事》。

清同治年间，郭国芳在教场头设商埠，使坎门成为闽商南货集散点，经营项目和

规模逐步扩大，在温、台-带享有盛誉，后建日新街招商办市场，民国初办理温南、

温沪线客货航运 O 民国时期，陈楚材致力航运事业，独资或合资拥有多艘大帆船、

"利泰"小汽轮和"瑞平益发"铁壳客货轮，促使楚门半岛商业迅趋繁荣，至日军

人侵被迫停航。

光绪年间，韩姬宗借侧室徐氏从江西告老还乡途中，得文旦种子带回家乡山外张

播种，培育 3 棵原始实生树，经后人嫁接、选育、繁衍，品种渐臻优良，成为名闻遐

逆之抽类珍品。韩姬宗成为玉环袖引种人。

清代至 20 世纪 60 年代初，玉环出现几位深受百姓称颂的名医，如港北的叶佩敬、

林植斋、陈愚亭、林显玉、林菊人、章仁兴等·港南的江德斋、潘俊士、潘维屏、陈

孟扬、王祥麟、蒋怀宣等。玉环、温岭一带百姓对江德斋与林植斋的医术非常看重，

称"经两斋先生诊而不起者，死而无怨气田番出了两位以习武行医闻名乡里的拳师，

一为"寿老本"章仁兴，一为"球老本"林显玉。还有一些在当地颇有名声的能人，

如擅长雕塑的吴邦友、胡昌贵师徒和郭世祯，擅长雕塑兼门神画的高正才，精中医、

善诗词的童昕情，诗赋、绘画、书法自成一家的陈骥，擅长评书的王洪志，擅长木偶

戏的张于华，捕捞能手黄青华、许世炎、郑达法。

民国时期，叶亘东立志改良中国，是近代中国联邦制理论和实践的先驱者，参与

起草《浙江省宪法~ (俗称"九九宪法") {浙江省宪法草案~ (俗称"三色宪法草

案") {浙江省自治法》。彭世麟任玉环县司法处审判官近八年，勤政清廉，办案不彻

私情，从不积压，离任时楚门父老沿街摆清水明镜夹道相送，赠"万民伞"。

五

在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的尖锐斗争中 一批壮怀激烈的血性男儿挺身而出。有的

虽然不是玉环人，而在玉环大地上留下他们英勇神武的身影。

明嘉靖四十年 (1561 年) ，戚继光驻大雷山营番，督率诸将会剿倭寇。清康熙年

间，戴宪宗随水师提督施琅平定台湾，功勋卓著。道光年间，林正阳随定海总兵葛云

飞及来援的处州总兵郑国鸿、安徽寿春总兵王锡朋奋勇抗英 血战六昼夜……咸丰年

间，王矶举义旗接应太平军，攻克玉环厅城，但遭清兵和民团的血腥镇压。清末，陈

瑶(陈鲁珍)、陈飞鹏、林任望参加了辛亥革命。

民国时期，芳杜应保寿、清港杨则益、凡塘赵明金、外塘郑伯永和张子会、楚门

林小花和滕伯龙、蒲田应万春和陈贤昌、桐林吴逊歪、干江徐万林、芦浦蔡育土和蔡

全福、沙湾刘启财、普青黄梅)1质等组建游击队，加入红十三军二团，但遭国民党军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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