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世璋 

 

   李世璋（1900—1983）江西省临川县温圳杨溪村（温圳杨溪村今属进贤县）人。著名

民主人士。解放后曾任江西省副省长，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常委。 曾就读于北京大学

经济系、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研究院法律科，参加北京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1924 年毕业。

同年秋任北京《京报》记者和孙中山赴北京代表团新闻发言人，上海《申报》和《国民日报》

记者。1925 年夏到广州，经周恩来介绍到黄埔军校任政治教官，国民革命军第六军政治部

秘书、代理主任，第十八师党代表，后参加北伐。1930 年参加邓演达组织的“国民党临时行

动委员会”，任中央干事兼组织部长及机关报《行动报》主编。  

  抗战时期，任国民政府最高国防委员会委员，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少将秘书长兼政训处

长，，冀豫战地党政委员会秘书长。1938 年冬，因拒绝执行国民党《防止异党活动办法》被

撤职。1940 年在四川綦江创办渝南中学，任校长五年。1943 年 2 月与中共南方局取得联系，

参与组织“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曾当选第二届国民参政会参政员。1946 年起任聚兴诚银

行总秘书，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中央委员。  

  解放战争时期，主张和谈，反对内战。1948 年参加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1949 年作

为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代表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  

  建国后，历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监委秘书长，监察部副部长，中国银行监察，江西省

人民政府参事室主任，民革中央常委及江西省委会主任委员，江西省副省长及省第五、六届

政协副主席。1949 年 11 月以后连续当选为民革第二至四届中央常务委员。1962 年重新加入

中国共产党。1979 年 10 月当选为民革第五届中央副主席、江西省委主任委员。是第一至五

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五、六届全国政协常委。1983 年 6 月在上海病

逝。  

  著有专文《关于北伐前后的第六军》、《北伐军攻克南昌前后记略》、《回忆北伐军三打南

昌》等。著作收入《李世璋文集》。 

 

舒同 

 

生平 

  舒同 1905 年 12 月 14 日（农历 11 月 25 日）出生在江西省东乡县孝冈镇（县城），1998



法篆刻家吴昌硕于 1941 年至上海时，细观李瑞清的书册后，大加赞赏，认为“是册取势离

奇，终体朴茂。其用笔甚生而神甚活，此岂皮毛从事于斯者所能仿效耶？”他的绘画、书法

久负盛名，与同时期的曾农髯（熙）号称“南北二宗”，也是民国五大书法流派之一（五大

书法流派代表分别是：吴派吴昌硕和陈衡恪、康派刘海粟、郑派郑孝胥、李派李瑞清、于派

于右任）。他还致力于文化艺术人才的培养，为中国文化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李瑞清年轻时，曾从师其父同僚——武陵（今湖南常德）余作馨门下，为余公所钟爱。

余公先后以三个女儿与他为妻，均夭亡。他尤钟爱结婚仅两年的余梅仙。自梅仙亡后，他孑

然一身，思梅落泪，爱梅成癖。他为两江师范学堂监督时，以“梅庵”名其宅。1920 年 9

月 12 日病逝，享年 54 岁，清室予谥文洁。遵其“归葬金陵”的遗言，挚友曾熙、弟子胡小

石于南京南郊牛首山雪梅岭罗汉泉侧将其落葬，旁筑“玉梅花庵”，植梅三百株。两江师范

虽几次易名，校内为其专建“梅庵”。新中国建立后南京师大又建“梅庵亭”于校园，缅怀

他的办学功绩。临川人民将他生前住过的“府前街”改名“梅庵路”（今为羊城路）。   

   遗著有《围城记》。其门人并将他的诗文收集，编成《清道人遗集》、《清道人遗集轶稿》

等书行世。1939 年中华书局出版了《清道人遗卷》，共计文、诗、跋、书论四卷。 

 

第八章 名校展示 

 

东华理工大学 

 

学校简介 

东华理工大学(原华东地质学院)位于著名的“才子之乡”——江西省抚州市，是江西省

人民政府与工业和信息化部国防科技工业局（原国防科工委）共建的一所具有地学和核科学

特色，以理工为主，文、管、经、法、教兼备的综合性大学。 

学校由抚州校区和南昌校区组成，占地面积 2000 余亩，校舍建筑面积 74 万平方米，图

书馆藏书 200 多万册，其中电子图书 39 万册，大型电子文献数据库 13 个。学校设有地球科

学学院、测绘工程学院、核工程技术学院、水资源与环境工程学院、建筑工程学院、机械与

电子工程学院、信息工程学院、化学生物与材料科学学院、外国语学院、经济与管理学院、

文法学院、艺术学院、理学院（原数学与信息科学学院）、软件学院、国防科技学院、海军

后备军官学院、体育学院、师范学院、高等职业技术学院、继续教育学院、成人教育学院、



  在各类学科竞赛中我校取得优异的成绩。2000 年以来，高中化学奥林匹克竞赛有了新

的突破获全国三等奖；校男子篮球队获抚州市比赛第一名（三人制）；计算机首次在抚州市

比赛中获奖；我校全国初中化学竞赛获全市第一名；初中物理竞赛获全市第二名；初中数学

竞赛获全市第四名，创历史最好成绩；全市开展的读书活动中我校获奖居全市第一，并获得

全省最佳读书组织奖。在 2002 年学科竞赛中，王嘉星同学参加全国中学生奥林匹克化学竞

赛获抚州市第一名并获得全国壹等奖，作为抚州市唯一选送选手参加全国选拔参加国际奥林

匹克全省第十一名的好成绩；付纪同学在全国奥林匹克物理竞赛中获全国壹等奖，也参加了

全国选拔赛，是我校建校以来竞赛史上的最好成绩。  

  资溪一中常以优异的成绩独占本市高考本科上线率第一，故被封为省级示范中学.资溪

一中以优秀的教学理念获得许多兄弟学校一致好评。在多次全国性竞赛上，学子们凭着自己

的实力获得诸多荣誉。 

  相信吧，在不久的将来，资溪县一中一定会更加辉煌! 

 

第九章 隶属县市 

 

临川区 

 

简介 

临川是抚州市委、市政府的所在地，是全市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的中心。临川历史

悠久，文化昌盛。她地处闽粤要冲，山岳炳灵，河港纵横，田地肥美，人民殷富，教育兴旺，

英才辈出，素有江右名郡之称。 

  临川位于江西东部抚河中游，东与金溪、东乡毗邻；西倚崇仁、丰城；南濒南城、宜黄；

北与进贤接壤。地形狭长，东西宽 48.2 公里，南北长 69.8 公里，总面积 2121 平方公里，其

城区面积 25 平方公里。四周群山环抱，中间多为盆地。境内有临（宜黄河）、汝（抚河）二

水并流。 

  临川文化区域的地理环境从地形上看，全区东南西三面环山，武夷山脉逶迤境东南，雩

山山脉绵延境西南，地势南高北低，由北向南渐次向鄱阳湖平原地区倾斜。境内地形以丘陵

山地为主，岗地、谷地广布，河谷平原开阔，土地连片集中，抚河水系网及全境。海拔大于

500 米。相对高度 200 米以上的山在面积为 3673.43 平方公里，占全区土地面积 19.52%。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