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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部记录旅京潮人史迹、联络海内外潮人乡谊、反映潮人对

祖国和家乡革命和建设所作的贡献的纪传体名录——《北京潮人

人物志》，即将同广大读者见面了。作为本书的编者和第一读者，

此刻欣喜、激动的心情是难以名状的。因为呈现在读者面前的书

中众多人物的献身精神、敬业精神，使我们在编书过程中经受一

次深刻教育，我们的灵魂受到撞击和震撼。我们有理由期待着，

当它问世以后同样能够去叩开广大读者，首先是旅京潮籍乡亲的

心扉，进而让片片心田萌发出热爱祖国、热爱首都、热爱潮汕家

乡的新枝嫩叶，为锦绣大地招来一群群蜜蜂和彩蝶，把万里关山

装扮得更加美丽。

潮汕地区山青水秀，人才辈出，有着自己独特、鲜明的文化

传统。历代潮人为谋求发展，足迹遍及全国和世界各地，不少人

已成为企业界巨子或社会名流。北京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

都，是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科技中心，是包括潮人在内的

海外华侨、华人和港、澳、台同胞“心向往之”的地方。居住在北

京的潮人，遍布于党、政、军机关和经济、文化、教育、科技、

体育、卫生、新闻、出版和广播各个领域，人数成千上万。由于

时间和人力、物力的限制，这部人物志只收集了177位人物的小

传，并且以当代为主，兼及几个明清前贤，体现了“不薄古人爱

今人”的精神。这些人当中，许多是革命老前辈，是“一二·九”运

动的先驱。在那国难当头，民族危急存亡之际，他们毁家纾难，

毅然决然奔赴抗日前线、敌后根据地，或在国民党统治区坚持地

下斗争，经受Ij【L与火的严峻考验，为国家民族的解放而奋斗不



息。新中国成立前后，又有大批潮籍爱国志士、海外赤子，服从

革命和建设的需要来到北京，在各条战线上为人民服务，恪尽职

守，一千就是几十个春秋，直到黑发变白头。他们当中许多是有

重大贡献的专家、学者或业务骨干，这些同志理当在本书中占有

适当的篇幅。

有人说“潮人善贾”。这话有一定的道理，也是许多人所熟知

的。然而我们这里愿意给读者提供一个鲜为人知的另一方面的事

实：“潮人善外交”。不信么?出现在这本人物志中“大使”就占了

近10位。也有人说“潮人聪慧，擅长科技”。事实证明这也言之有

据，收进本书的潮籍科学家小传，人数当以二位数计。他们当

中，有的已成为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有的在科技

的某一个领域，披荆斩棘，攀登顶峰，蜚声国内外。正是他们，

同全国其他地区的科学家一起，不辞辛劳，为中国科技大厦奠定

坚实的基石，为世界科技事业作出贡献。还有许多中青年科技工

作者，胡子不长，但已在新兴科技、尖端领域中崭露头角，令人

瞩目。总之，无论是前者或后者，也无论是从事上层建筑或在经

济基础领域工作，于这一行或干那一行的，可以这样说：三百六

十行，行行都有咱潮汕籍的“状元郎”。

这部人物志中记述的，既有那些不畏劳苦沿着陡峭山路攀登

的科学工作者的切身感受；也有在人生漫长的道路上、坎坷不平

的征途中，百折不回，勇往直前，显示做一个正直的中国人的风

范和高尚人格。读者可以从这本书中得到～些启迪。

日前，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乔石在中国国际交流协会七届理事

会上曾指出：“在国际格局深刻变动和我国经济体制根本转变的

历史条件下，民间外交会更加活跃。”

北京潮人同海外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在他们当中，有的本

身就是归侨，有的是侨眷或侨属。侨者“桥”也，有侨就有“桥”。

有了“桥”就能互相沟通。有j～桥”就能“天堑变通途”。尤其在改



革开放的今天，就有更重要的现实意义。北京潮人海外联谊会自

成立之日始，就以“修桥铺路”为己任，积极开展民间外交活动，

团结海内外的潮人乡亲，为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尽一份力量。

由北京潮人海外联谊会组织编写的《北京潮人人物志》一书

的出版发行，将作为联谊会的一份礼物奉献给地球各个角落的潮

籍乡亲，让它在开展民间外交、海外联谊中化成一座座沟通心灵

的小桥。

由于仓促成书和编者水平所限，本书的不足和缺点错误在所

难免。我们将洗耳恭听来自各方面的批评和指教，先此道一声：

谢谢!
‘

编者

1996年初夏





尾”；如存着观望等待，则会失去机会。章太炎著有《馗书》，因

乏资未能刊行，惠康闻悉，毅然出资代为刊行。

1899年，慈禧策划废去光绪帝。当消息传到上海时，维新

爱国志士集议挽救之，由惠康力促沪渎司电知府经元善，倡电力

诤。惠康因此“遂见恶于当道”。不久他又去京津。1900年孟夏

复来沪时，作诗二首留别诸同人，在诗中表述了他幽愤忠爱的精

神。

是年，八国联军侵占北京。惠康当闻李鸿章来沪，代表清政

府签订条约，亲往拜谒，陈述救国大计，劝说李氏负起救国大

任。可惜李氏不采纳惠康的建议，率使惠康大失所望。在答黄公

度(遵宪)函中，提及这情况：“康转徒频年，匪怀利禄，特以民

族凋残，世变扰攘，不自揣量，思效绵薄”，但“迁疏寡效，遂至于

此。”

1898年变法时，新政措施，创设京师大学堂，百熙素知惠

康才学兼优，欲推荐为大学教习，但惠康婉辞不就。后惠康丁忧

回家守礼。清政府于1901年诏重开经济特科，以选拔人才。惠

康对此持鄙视的态度；后来累经友人劝说，乃勉从纳资为部主

事，亦从未赴部视事。

1903年，岑春喧任粤督时，特延请惠康入幕，为参议主持

学务，派他赴日本考察。到日本后，他感慨良多，遂以诗歌抒写

其感慨。这些诗不少收入《惺庵诗文剩》。在日本考察完毕后，

即买舟归国，抵穗后主持广东事务。旋因故辞职而去。1904年

复北上，先在沪暂住，继赴京。抵京后即与曾习经欢晤。惠康这

数年来为救国而奔波，感到心力交瘁，哀愤不已，几乎无法支

持，友人劝他在京休息。他于是闭门隐居读书或作诗。隆冬坐在

斗室中。不裘不炭，放声高歌，以遣其郁郁莫能达之志。他在这

五六年问，只返家一次，大抵在京师未他往。惠康的病情日见沉

重，自料不会好起来，在将逝前动笔写下了《病中你成》七绝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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