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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济历代名人传记

武穴市地方志办公室编



前言

《广济历代名人传记》编写始于1983年。从搜集资料到

戒篇，历时三年，经省、地、县三级有关部门的领导及专

家、学者评审，又反复订E充实，于1989年春季定穗，现

-付梓问世。

广济历史悠久，人文芸萃。旱在南宋末年有抗战派各将

。 余价，明代有坚持与魏忠贤奸党作斗争的名臣胡士容，清代有

著名学者翰林院检讨金德嘉、同贪官污吏f!:.斗争的张朝宗。

及至近代，清咸丰三年( 1853 )有率领农民抗粮起义的宋关

佑，光绪十七年( 1891 )有震惊中外的"武穴教案"为首者

郭六寿、戴鲸鱼。在辛亥革命斗争中及民国早期，出现了居

正、郭泰祺、 ~J文岛等历史风云人物。特别是在中国共产党

-领导的长期革命斗争中，广济曾是红十五军的主要活动地区

之一，先后是鄂皖赣及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组成部份，因之

产生了一大批优秀人物。如黄埔军校第一期学员、共产党员张

其雄，为发展党的地方组织和地方武装起过重要作用的刘汝

翼、刘德利、王友钧、张凤林等革命烈士，在长期革命斗争

中作出重大贡献的陈家康、周越华等等。此外，自第二次鸦

片战争之后，武穴成为"约开港口"随着民族资本主义工

商业的兴起和文化事业的发展，涌现出陈云山、郭鼎存等一

批地方实业界、金融界和工商界著名人物，产生了干锋、~!

赣等著名学者及著名竹器艺人章水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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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按照统合古今，详今略古的原则，上限始自县建:

置，下限至1987年。收录范围，仅限于本籍过世人物，按卒

年顺序排列。力求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科技

等方面有代表性的人物收录齐全，忠实、客观地记述传主生年

平主要事迹，不溢美，不隐恶，寓褒贬于叙事之中。

本书采用人物传记和传略两种形式，分别收录各种不同，

λ物。人物传83篇，传主多为某一类型的突出代表，影响较

大，材料较丰富，有些给社会生活打上鲜明烙印的"小气人

物"也着意选入，不以职务高低为唯一标准。传:略 1131>:篇，

费记述传主的事迹而不详列生平，或录其一生之主要片断。

所收录的人物以正面为主，也适当选录对历史进程起负作用

的人物，以求如实地记述本县各个历史阶龟段各阶层代表性人

物的社会活动，从不同侧面反映全县历史面辙'没规律。这不

缸者益于荆用乡圭敦材进作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而且

具有资治和存史的基本功能。需要说明的是，由于历史踌度

犬，我们水平有限，难免出现错楠，敬希广大读者提出宝贵

意见，以使我们在出版《广济县志》时予以订E。

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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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传记

道信

生于公元580年，陪末唐初僧人，禅宗第四祖，俗姓司

马。其父司马申原籍河内〈今河南泌阳) ，于北周大象元年

〈公元579 )来梅川任永宁县令，次年，生道信。

道信7岁，从一僧师学经， 14岁，向禅宗第三祖僧灿求

法，静修禅业。后，另IJ师南游庐陵，约于公元605年在吉州

〈今江西吉安〉祥符寺受戒。曾路过江州，被当地僧、俗留

止庐山大林寺。公元606年，到舒州皖公山(今安徽潜山县

西) ，师事僧灿，得承衣钵。

唐武德八年〈公元625) ，道信在黄梅破额山〈又名破

头山、西山〉正觉寺传法，改山名为双峰山，有僧徒500多

人。唐太宗慕其名，两次派使者迎他入宫，他以疾辞。太宗

再派人催，并以"若禅宗不来，斩头将来"相威胁。使者持

诏见道信，道信引颈待刀，拒不从命。使者还奏，太宗感其

传教志坚，下谕嘉慰，并赐紫衣。

道信在双峰山卓锡19年，于唐贞观十八年〈公元644 ) , 

传授衣钵给弘忍，是为禅宗五祖。此后，又得一高徒名叫慧

融，道信允许他自成一宗，称为牛头宗第一祖。

唐高宗永徽二年(公元651 )九月四日，道信在正觉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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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化。弘忍为其造塔安葬。唐大历年间，代宗追溢为"大医

禅师"。

余珩

南宋末期名将，字义夫，号樵隐，生年不详。出生于横

肉吴大村余家皖〈注 z 南宋时属黯州:辖县广济〉。幼时家

贫，曾就读于白鹿洞书院。后因失学而烦闷，偶坐茶馆与卖

茶翁口角，推掀失手，老翁跌地死亡。余逃离家乡，投奔淮

东制置使赵葵作幕僚，不久即以功补进入副尉，接着又提升

作监主撑。后因丧亲辞职还乡，按封建礼制居三年之丧。

南宋端平三年( 1236 )二月，蒙古军侵入新、黄、广，

余应霸川、i守臣征召，协助组织军民守城，配合南宋援兵击退

蒙古军，被朝廷批准提前结束居丧期，起复官职。嘉熙元年

.( 1237) 十月，余阶在赵葵领导下率部应援安丰军杜辜，击溃

蒙古军，使淮右以安。次年，朝廷论功行赏，余进宫三秩，

被任命知招信军兼淮东制置司参议官，不久又进工部郎宫。

同年九月，蒙古大帅察罕进攻j除州，余率精兵应援，察罕军

转攻天长县，被余回军击败。嘉熙三年( 1239 ) ，余珩率水

师与蒙古军战于作域和河阴，立下战功。次年九月被提升为

谁东提点刑狱兼知淮安州，主持漳州以东、淮河南北一带防

务。淳枯元年( 1241 )秋，蒙古军察罕出兵破安丰〈今安徽

寿县〉。余价率舟师进击察罕军，激战40余天，使蒙古军溃

退，以功拜大理少卿，升淮东制置副使。次年十二月，宋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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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因见四川战局来刑，任命余阶为根兵部侍郎、四川安抚树

置使兼知重庆府。余珩受命于四JI\危亡之际，表示-l(愿假十

年，手掣全揭之地，还之朝廷"。

余珩于淳枯三年( 1243 )春抵重庆，设立招贤馆，广纳

贤才。播~+1 (今贵州遵义〉冉瞌、冉麓兄弟畅晓文韬武略，

盛名巴蜀，只因不满南宋朝建软弱腐败，隐居山中，得知余

勤力主抗敌，来到招贤馆。余耕礼贤下士，冉氏兄弟遂献治

蜀之策。他们认为，合州〈今四川合川县〉上通'嘉陵、洁、

渠三江，下达长江，系抵御蒙古精骑之天然屏障，而合州之

东钓鱼山又是扼守蜀口之要地。建议·徙城至钓鱼山，再委任

得力将领，积粮固守。余珩采纳此议，并奏请朝廷，委以重

任。命冉氏兄弟统率十万军民到合州修筑，钓鱼，Ú1城，又在三

江沿岸山险处筑青居〈今南充市南)、大获〈今苍溪县东

南〉等十余城。各城皆因山为垒，棋布星分，屯兵聚粮，形

成坚固的山城防御体系。后又调整兵力部譬，使整个防御体

系成为抗蒙古军的坚固防线。余珩又申明赏罚，严肃军纪。

利川都统王薯，凶残跋雇，作恶多端，他依法捕斩。在加紧

备战的同时，还致力恢复经济，派嘉定守军入成都平原，

从事军垦，并在山城附近推行营田制，还采取措施发展商

业。减免州县盐酒榷额，薄征以通商贾。在任期内曾印造

两届川引〈注2 是一种代表银钱流通的纸币) ，并改革‘Jll引

通行期限和限制印造数量。经过治理，四川经济复苏，军民

交安.军力大增。

当时四川是南宋抗御蒙古军的主战场。余所入蜀当年，

便在资州、嘉定、泸州等地，赢得了与蒙古军大小三十六战

的初步胜利。淳羊古六年( 1246 )春，蒙古军大将塔塔歹帖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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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兵四路入侵四川，余耕率军抗击，以新筑之山城为屏障，

在当年闰四月击败蒙古军的各路进攻。淳枯七年( 1247) 

冬，蒙古军改从四川西侧入侵.余研派遣驻守嘉定的俞兴率

军五千阻击。并从播州调三千步骑为主力，于淳抬八年

( 1248 )冬在岩州大败蒙古军，生擒蒙将秃想于大渡河。淳

-枯十年( 1250 )冬，余价亲率诸将巡边。向蒙古军发起反

击，迫使驻守文州的蒙古将领投降，接着向蒙古军安抚使夹

谷龙骨的驻地兴元城〈今陕西汉中市〉发起围攻，重创蒙古

军。在即将发起总攻时，各路蒙古援军突然到来，余研率军

有计划地撤回四川i 。淳桔十二年( 1252 )十月， 蒙古军汪德

臣、火鲁赤部大规模入侵，进抵嘉定，余调集蜀中精锐部

队，组织大规模会战，将蒙古军击退。

余扮因抗蒙治蜀有功，于淳桔十二年( 1252 )晋升为兵

部尚书，仍驻四川!。宝枯元年( 1253 ) ，朝廷反战派谢方叔

任左相，诬告余耕"擅专犬权，不知事君之礼"。理宗昕信

诲言，召余班还朝。余耕知有变故，愤翻成疾，于是年七月

服毒自尽。次年，朝廷权奸削去余阶生前职名，并迫害余耕

的家属和亲信。

余拼死后"蜀人莫不悲慕如失父母" ( <<宋史·余研

传>) )。南宋王朝为维系蜀中军民之心，于宝枯六年(1258)

追复余琦官职。后来，产济人民纪念他，为其造衣冠家 ， 墓

址在今荆竹乡余家冲村余公山。

4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