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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澄迈，江山多娇j

它地势南高北低，头枕五指山，面向琼州海

峡。境内山青水秀，风光绮丽。河似龙行，山如凤

舞，龙凤呈祥，具有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

地灵必有人杰。它西汉建县，宋设学宫，历元

明清三代，就有进士3人，举人51人，贡生402
人，是海南岛的文明古县之一。

年轮转转，社会前进。澄迈的山山水水，皆经

历风风雨雨。

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至现在的七十年，在历

史的长河里不过是一瞬间，然而，却是中华大地发

生天翻地覆的变革时期。澄迈县也同样密集地发

生一连串的历史事变。在此时代洪流里，造就了许

许多多的英雄好汉。县志办公室将此众多人物的

生平事迹，编辑成《澄迈县人物志》一书，从一个侧

面反映了澄迈县历史发展的进程，值得我们读一

读，以借鉴昨天，治理今天，开创明天。

本书还从各个方面收录健在名人三千余人，

为增进互相了解和以后修志提供翔实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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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书以记事为主，秉笔直书，一般不予评论，

寓褒贬于字里行间。至于是非功过，读者自能体

察。

澄迈，尚礼重教尊师，英才仍将辈出。

澄迈，天时地利人和，奇迹还会出现。

吴亚荣
1 994年仲夏于金江镇



音音 士
月U 舌

日月互照地长明

两千年峥嵘岁月

山益迈来水益澄

陶铸出英烈名贤

的确，澄江、迈山，世世代代哺育出一批又一
批的贤达俊杰、英雄好汉。宋代白玉蟾，元朝李震

器，明代洪溥、唐绢、王赞襄，清朝郑绳祖、吴缵姬、

王元候，民国的洪剑雄、王文儒、马白山、王俊、王

毅、邱余光、岑家梧等。这些风流人物是澄迈之柱

列；。

时势造就英雄，英雄驾驶时势d近百年来，澄

迈人民，为了摆脱“外侮内乱”，争取独立自主，民

主自由，曾多次拿起武器，向统治者开火：1 913年

组织“三点会”，打富济穷；1 91 7年创建农军，围

攻县城金江镇；1 926年建立“中共邓仲支部"，为

澄迈人民燃起革命火炬；1 927年举行“南田起

义”，拉开推翻封建势力的序幕；1 928年冯白驹到

澄迈筹建县委会，领导全县革命斗争；-1929年成

立澄临县苏维埃政府，琼北地区人民有了政权；

l 939年创建琼崖抗日总队澄迈县独立中队，吹响

反侵略战争的号角；1940年建立美合革命根据



地，进行抗日救国运动；1943年又建立六芹山革

命根据地，开展武装革命斗争⋯⋯。这些革命行

动，锻炼和造就了一批革命骨干。后来，这批骨干

在共产党领导下，前仆后继，推动了澄迈前进，促

进了社会发展。

解放后，中共澄迈县委、澄迈县人民政府继续

领导全县人民，沿着社会主义道路进行“四化“建

设。澄迈大有希望。

人民创造历史，历史记载人民。澄迈，位于琼

岛北部，为海口市的西门户，北临琼州海峡，古有

驿站，今有港口，交通方便；县内土肥水足，四季如

春。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商贸活动必经之地，农、

牧业生产的基地。在这块两千平方公里的土地上，

人们凭借着它的自然优势，拿起犁耙和刀枪，干出

许许多多可歌可泣的事情，这些事情都由生长在

这块地盘上的志士仁人去发动、去组织、去领导。

这些英雄人物代表先进的社会思潮，是社会运动

的促成者。至于经济、文化、教育、卫生、科技领域

中的杰出人物，是各行各业的楷模，在澄迈处处皆

是。加上反面人物及其作用，也是不可藐视的。再

者，澄迈县和全国各地一样，在这段历史进程中，

充满着天翻地覆的震荡和变化，是处于一个相当

复杂多变的时代，正义和非正义、抗战和当傀儡，



进步和落后，革新和守旧等各方面的矛盾斗争，在

各个时期分别表现得十分尖锐，十分激烈。不同政

见，不同信仰的人物，都在这个历史舞台上，扮演

生、旦、净、末各个角色，并殚精竭虑地表演。所以，

本书既为党、政、军要员立传，为在各条战线上奋

斗终生的先进人物记录其活动痕迹，也为在阴暗

角落里的小丑画脸谱。纂成《澄迈县人物志》一书，

奉献给读者，让人们重温这段历史，褒贬其人其

事，从中借鉴，教育世人，鼓励后人。

本书跨越时间长，涉及面广，内容丰富，资料

翔实，正反兼修，是一本进行爱国爱乡教育的好教

材；勉励当今，垂范后代的必读物，值得我们读一

读。 ’

愿此书出版发行后，充分发挥它的功能，激励

人们在改革开放的浪潮中，大开发，大生产，再上

新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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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记



传，一



韦保衡

韦保衡，字蕴用，唐代京兆(今西安市)人。咸通中，以右拾遗尚

同昌公主，迁起居郎驸马都尉，俄历翰林学士，承旨以兵部侍郎同

中书门下平章事，又进门下侍郎尚书右仆射。性浮浅，既恃恩据权

以嫌爱自肆。僖宗时，为怨家白发阴罪而贬贺州刺史，再贬澄迈令，

后赐死。为澄迈县见于史籍的第一位县官。 ．

· 刘芳远

刘芳远，宋代安福(今江西安福县)人。初任澄迈知县。为人素

仗忠义，固结民心。离任归里，逸居数年。琼岛寇乱．州府难制。澄

民赴安福，请刘知县挂缨，他奋然说：“我乃澄之一民，不忍视强盗

发行，暴虐百姓”。他毅然来澄，率勇上战，奋力戡敌，在平乱中被

害。忠魂游澄，激励后人。

白玉蟾

白玉蟾(1134"--1229)，原姓葛名长庚，字如晦、白叟、众甫，号

海琼子、琼璋、海南翁、云外子。宋高宗绍兴四年(1134)三月十五

日生于琼山县五原都典读村(今属琼山县美安镇)。童年丧父，随母

改嫁干澄迈县老城东市。(一说：白玉蟾出生于澄迈县老城墟东边

的永定村姓自家，出世后形似蟾蜍。故取名石蜍。少年父死，随母改

嫁到琼山五原典读村。旧志载；白玉蟾家居澄迈香山地)。天资聪

慧，刻苦自学。7岁能吟诗咏赋．背诵经史。12岁应琼山童子试，主

考官命赋《织机诗>．即应而赋。“大地山河作织机，百花如锦柳如

丝。虚空白处做一匹，日月双梭天外飞”。主考官认为诗含狂意，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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