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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天河人物志》，包括“人物传”、“人物重要活动记

略”、“人物表、录”三部分，其中“人物传”是全书的主

体，共收录古今人物传记86篇。传主都是出生于今广州

市天河区或虽非出生于天河区但曾于此地有重要活动的

已故人物。他们都对天河区的社会历史发展作出过贡献

或产生过影响。

天河区是广州市八个市属行政区之一，紧靠广州老城

区的东北部。这一带是广州的军事要冲，历史上有名的猎

德炮台，东得胜、西得胜炮台，天河机场等军事要地，均

在天河区的范围之内。所以，自鸦片战争以来，广州地区

发生的很多重大事件，都与天河区联系在一起。重要人物

风云际会，在天河留下了他们的历史足迹。在三元里人民

抗英斗争中，天河区的石牌、棠下、登峰、沙河、龙眼洞

等乡村民曾与广州附近_400余乡村民汇合包围四方炮台英军

指挥部。咸丰年间，广东天地会起义，沙河冼村人卢昌率

领冼村、杨箕、猎德等村村民投奔红巾军，被封为元帅，

率军二万从燕塘出发，攻打广州东门和小北门。清宣统二

年(1910年)正月，同盟会会员倪映典在燕塘发动新军起

义，被推为起义军司令，率军进攻广州城，后不幸中弹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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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牺牲。东圃棠下村人潘达微，以自已房屋作抵押，购得

墓地，冒险收葬清宣统三年三月二十九日(1911年4月27

日)“广州三·二九黄花岗起义”的烈士遗骸72具，现为黄

花岗七十二烈士墓。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天河珠村、

车陂、东圃、沙河等地农民纷纷成立农会，协助孙中山领

导的革命政府平定军阀叛乱⋯⋯o

今天，天河区更突出的特点是高等院校、科研单位

密集，成为各类科技专业人才荟萃之地。早在民国14年

(1925年)，广东大学(民国15年改名中．山大学)就在天

河开辟农学院农场。民国笼年在此动工兴建中山大学新

校舍，校园面积121300多亩，教室、宿舍均为红墙绿瓦，

中西合壁，分布于湖山绿树之中。中山大学是孙中山为

了培养革命和建设人才而亲手创办的大学，富有革命传

统，重视延揽人才，大力引进国外新兴学科，开辟了新

的课程系统。它在继承发展我国的教育、科学、文化和

培训人才方面都作出了贡献，对我国尤其是华南地区的

建设及文化教育事业起到促进作用。1952年，全国高等

院系调整，中山大学将其工、农、医、师范等学院及其

他一些科系划出，与兄弟院校的有关科系合并，分别组

成新的独立学院，即华南工学院、华南农学院、华南医

学院(中山医学院)、华南师范学院；以本校及岭南大学

的文、理等科系，组成新的中山大学。校系调整后，中

大由天河石牌迁往海珠区原岭南大学的康乐园，而华工、

华农、华师3所学院则仍在天河石牌兴办。当时，广东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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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河区范

间；全区拥

有各类科技人员2万多人，其中高、中级职称的专业技术

人员1万多人。可谓人才荟萃，．群星璀璨。所以，《天河

人物志》立传的86人中，专家、教授占了大部分，这显

示了天河区的特点。 ·

为先烈志士立传，记述他们为反抗压迫，为国家民

族不惜抛头颅、洒热血的革命事迹，就是歌颂浩然正气，

对读者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提高人们的精神境界。为专

家、教授立传，记述他们以丰硕的科研成果换来生产力

的发展，十年如一日地教书育人，就是弘扬尊重知识、

尊重人才的优良传统，为科教兴国战略增一分力量。志

书具有资治、教化、存史的作用。史事离不开入的参与

和影响，记载参与者的活动，整个史事就显得更加具体

明晰，有血有肉。所以，《天河人物志》可发挥其资治、

教化、存史的功能。它的出版，为天河区的精神文明建

设增添了砖瓦。

本书的编纂出版，也是对发展地方志事业的一种探

索。当代地方志，不只是修成本行政区域的一部综合性

志书就算完事，而是还有很多工作要做。除编纂出版地

方综合年鉴，为下届修志积累资料以外，还应出版一些

专项中间作品o《天河人物志》将已成区志中的人物志分

出，上下延限，加以增删润色，独立成书出版发行，这

就是一项很有意义的事。这种专书篇幅较小，可读性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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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面也比较广，作为一种地方教材，时近迹真，更能
发挥其社会效益。

《天河人物志》立传的人物中，非本区籍而活动于本

区者占90％，这就突破了一般志书的人物传“以本籍为

主”的惯例。天河区是国际大都会广州的市属行政区之

一，已充分城市化。城市以其集中性、综合性和开放性，
吸引了大量人口o 1997年，天河区常住人I了462493人，暂

住人口126755人，总人口589248人。天河区的人口密度已

超过了广州市区的平均水平，而人口机械增长又远远大

于自然增长。在天河区人口中，除少数是原籍本地者外，
大多数则是来自五湖四海。显然，编《天河人物志》，已

不能拘泥于“本籍人物为主”的传统观念，而必须因地

制宜地加以变通，才能如实地反映本区的客观情况。

《天河人物志》中立有“人物重要活动记略”一目，

这在人物志书的结构内容上是一个创新。有些人物在本

地有过活动，但次数不多，时间不长，显然不能因此而

在人物志中为该人物立传；但其事又属大事要事，不可

不记。今立“人物重要活动记略”一目以记述之，可谓
疏而不漏，相得益彰。

《天河人物志》即将出版，谨作评述，权以为序，并
祝天河区在发展地方志事业中取得更大成绩。

高国抗

1999年3月26日

注：高国抗是暨南大学历史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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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指导思想：《天河人物志》是以马列主义、毛

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为指导，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

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全面、客观地记述天河地区古

今各方面重要人物的功过是非，充分反映出天河是一

块人杰地灵、人才荟萃的宝地，为天河区的两个文明

建设服务，并向建国五十周年和澳门回归献礼!

二、记述范围：以现在行政管理区域为主，既记

述本籍人物，也记述外籍在本地区工作过或活动过的
重要人物，适当记述历史上有隶属关系、对本地区有

重大影响的人物。

三、年代断限：上限不限，下限至1999年3月，

某些内容适当下延。

四、记述原则：“坚持生不立传”的原则，应记的

在世人物以记略或表、录的形式反映。人物传的排列

顺序以卒年为序。

五、语言文字：用现代汉语，文字、标点、数字、

称谓、年号等均按国家规定书写。

六、本志资料有来自公开出版的书刊，有单位和

个人的撰稿，一般不注明出处。对支持本志出版的单

位和个人表示衷心的感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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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绍箕

苏绍箕(1088—1150年)，宇嗣良、号晴川，祖籍四川眉

山人，是宋朝著名诗人苏轼第三子苏迨之子。

北宋时期，辽、西夏及金兵屡犯中原，天灾人祸、战事连

年，加上官场黑暗，苏轼多次受贬，家人受株连。公元1093

年，苏母欧阳氏卒。苏绍箕6岁时，南迁隐居于广东南雄珠矾

巷。箕自幼勤奋好学，习文练武j文武双全，20岁时中武举。

时值金兵犯境，箕领兵参战，受李纲、宗泽等人赏识。宋宣和

七年(112：5年)，升为宗泽部副将。

南宋建炎元年(1127年)，赵构即位，苏绍箕被封为殿中

太尉，掌城防四方兵马。至建炎四年(1130年)，箕曾多次护

驾到镇江、杨州、温州等地抗击金兵，虽曾身受重伤，但仍坚

持战斗。

公元1136年，同徽、钦二帝被金人掳去的奸臣秦桧被金

人放回，并复任为相。公元1142年，抗金名将岳飞父子双双

被秦桧所害，李纲、韩世忠等抗金大臣被贬，宗泽病卒。当

时，正是奸臣当道，忠臣被害，南宋半壁江山处于危难之中。

箕心感收复国土无望，“以战伤、残乞以骸”为由，告病退隐

获准进右班丞相、’太师府太尉，特赐绿衣象简。公元1143年，

绍箕心感朝廷黑暗，心灰意冷，解甲归田。初回南雄珠矾巷居

住。次年到广州，在南海碧江置田产，并命长子苏世矩开拓田

园。箕经常游览白云山，在白云山左侧选中一块风水宝地，并

购置田产150亩，荒山300余亩，建立月溪寺。请众僧管理。

当时的月溪寺前有文昌庵，下有月池。据《金通志》，南宋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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