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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牟

黄良轩
，总

社会的文明进步，文化是检示的样尺。 序

广东东莞，处东江下蒋、珠江口东畔，东南连惠判、深圳，

西北高江接番禹、广州，水道南下澳门、香港，铁路北上江西、

湖南，区域面积 2465 平方公里，是穗、港、深、澳水陆文运远

衡之地。东莞古称东官郡，东晋成和六年 (331 )立县，唐肃 F 

宗至捷、二年 (757 )县治移至今之莞域。县级拧政建制历 1600

余年。到了 1985 年，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入，东莞在广东

率先撮县建市， 1988 年再升格为不带县的地级市。经过 20 余

年的开拓、进取，东莞告射了农业大县，迈入工业强市的行列，

各项经济指标连年递增，社会综合实力为全菌嘱目，而今正驶

入现代化的'快车道，革后向城市化的经济社会转辈。

东莞历史悠久，文革永绵长。 5000 多年前，古先民己在此膀

手成足开基立业;三国时代，沿海一线开始引成制盐，流通三

江。在漫长的历史时期，人居散落流动性大。但进入唐宋社会，

中原文化输入，加大了崎海文明的融冶，尤其是自宋以来，大

批北人南迁，这里县西南濒海盛产渔盐，中东部山地利种养，

东北部平)1\宜耕织，自然地理的优胜莫立了渔农社会的经济基

础，中原氏族的进入，促进了以民族为中心的村落形成。自然

资源开发利用，文化教育播撞生根，一代代亲缘组合，一代代

发展传承，促进了中原文化与南越文明的融汇，催育出开放、

兼容的精神特境。也许是此地长时期偏处一隅，又许是自然资

源蕴藏丰富，亦许是迁入人口中不乏士大夫阶层，经济与文化

相融相济，人居环境与人口素盾的互促互利，造就了东莞人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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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人物

来倡教化、兴儒学、爱乡土、重士风的优良传统，推动了家族

文化、这域文化、哈南文化的整合和提升，为莞邑人才的培育

创立了优势条件。特别是自明代以来，这里人勤物阜、兴学尚

贤、科举出仕、崇搓、济世开对人之耳目，驰誉粤海玲南 O 明代

学者邱i睿曾经评述 "J令海人才最盛之处，前代首称曲江，在

今世时无选东莞者，盖入皇朝以来逾百年，于兹J令海人才到宫

中朝长武台省者，无凡何人，品东莞一邑独居其多，君子推原

所白，或如学校育才之效焉"入清，莞邑地利丁应，耕织放

荣，人才继盛，商贸迭兴，经济促进文化，文化作育人才，据

统计，仅明:青两代科举文武进士就多达 265人，举人逾千，而

以文德武功举荐升迁者更不可泣数。为官者，德政仁声相沿不

断载入史册;布衣士给心系家国，节义堪嘉注芳世间;这些先

贤后俊莫不情重乡土、体恤民生，他们居官患远，反哺教育，

以身树德，以捷、育才 c 文化的源远流长，涵养了民族正气，人

才的代代竟出，爵杨爱国爱乡精神，以至多项创举，站在时代

前沿，开全国之先河c 尤其是虎门销烟，开世界之壮举，牵历

史之转折，在中国近代史上写下气壮山河之开篇。鸦片战争之

后，莞人又痛定忠痛自强不息，借助粤港水道，远离贸、兴实

业、亮就世界、中外交流，逼着西学东渐，一批莞籍学人较先

远涉重洋，吸纳西方文化营养为民革新型强，中国儒学与西方

科学的相得益彰，为莞邑的人才培养别出一条新途，在百年中

国作出了卓越的贡献c 纵观各历史时期，东芜的先哲乡贤在广

东乃至国内外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他幻的皇皇著述，仕展政

声，为莞邑积淀了辱重的文化底蕴，他们的精神风志为中华民

族增色添挥。长江后浪推前浪。而今更有大批的莞籍精英在当

代社会活跃在全国各地各个学科，他们正以高度的责任感、事

业心和敬业精神，肩扛社会主义的育才重任，续写东芜的人文

辉煌。

历史重在文化，文化的和淀重在传承，传承的意义重在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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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主序

新，创新的动力重在人才 O 如果说历史是城市的根，文化是城

市的魂，那么，社会的进步，城市的文明，很大程度取决于人

文精神的推动。今天，广东提出建设文化大省，东莞提出建设

文化新域，经济固然是域-;p实力的体现，而文化则最终决定一

个域市的历史地位。因此，经济与文化的互为作用，人才支撑

别是决定性的因素。不管是历史还是未来，文革示不应断裂也不

能断裂，东莞有着丰耳的文化积淀和人才传承，这是我们建设

文化新域的承托力，也是新域文化建设的感应力 O 从这个意义

出友，中共东莞市委宣传部和东莞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组织

编摆了这套《东莞人物丛书}，着力发掘、搜集、整理，拉介

东莞市历史和当代的优秀人物，其目的是对地域文化的探求和 如

开拓，对地方人之内蕴的阁扬和整合，此举无疑是善待历史，

盘活言身人文资源，以期推动文经合力相融发展，也是主T造多

元文化新域的必然所在，让全匿了解东莞文化，让东莞文化为

现代化建设服务。

这套《东莞人物丛书》内分三婿，独立成书，第一册为《东

莞历史人物}，第二册为《东莞现代人物}，第二册为《东莞当

代学人}，三册各有侧重，按凡剑匡定入编。我们力求支持准

确、翔实，既适合大众传词，又能为研究者提供资料。然而，

由于入编人物主E 围间，跨度大，加以一时时日久远，史料零散

难全:二则岁月沉浮，事迹断续不琦:三刑人物外出四方，难

于联络采写 C 故而所入人物，或有遗漏，或有偏颇，或有详略，

难免不尽如人意。鉴于此，敬请有识之士及入编之人谅察，并

急、踢意见匡正补夫，以供日后修编充实，丰富人物内埠。

东莞历代人才辈出，此乃东莞精神的延续。今天世界的竞

争是文化竞争、人才竞争，我们编撰这套丛书，意在推动新的

历史时期东莞的人文建设c

诫所措也，是为序。

3 



自 录

第一辑军政罢人

王宠惠…………………………………余伟雄 3 

蒋光景………………卡大乾蒋建国 陈树津 23

李扬敬…·…….............……………….，赵索本 80

徐景唐…………………..……·李洁之江荤 84

张达……………………………………张磊 106

王作尧………………..……….. . .. .. .. .. ..……傅:李铭 110

王匡……..……………. . .……………·王晓哈 148

李任之……………..……………………宋霖 167

伺通……………......…………….. .. .. .. .. ..代宇 179

附 1946 年东江纵队北撤后何通简历…… 200

第二辑社舍名士

徐羹蝇………………………·……………徐思道 205

附徐要随传略补...... ..... .....………始思道 213

叶觉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叶妙英 218

附叶文津…………………...... ..….'余彬 218

俭明……………………………………杨主柔 227

附 -ìêf企哲如先生.. .. .. .. .. ..………………孙耀卿 239

张信棋……………………………………·张磊 244

1 



2 

现代人物

莫f白骥…………………………………谢创志 250

附莫f自骥五十万卷楼……………苏精 261

王宠佑…………………………………李扬 266

卢领芳…………………………………卢理 271

又在尔雅…………………………………黄苗子 274

附邓尔藉的《绿缉园诗集》………杨主霖 282

陈兰芳…………………………………张磊 302

叶浩章………………………叶选寰 叶天键 305

莫纪彭……….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侠名 307

黄侠毅…………………………………莫纪彭 309

林直勉…………………………………张铁文 317

李文甫…………………………………王绍通 326

规纪文.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关离运 332

邓慧芳…………………………. . . . . . . . .李合 337

李章达………. . .. .. . . . . . . . . . " . . . . . . .………叶文益 340

王应榆..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杨宝霖 385

周竣年. . . . .. . . . . .. . . . . . . .. . . . .……吴嘉林庄新回 392

陈秩霖…………………………………李百忍 401

附陈秩霖略传………. . . . . . . . . . . . . . .何合文 409

袁振英……….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温棠志 413

卢觉患…………………………………谢洪 423

徐东自…………………………………杨家羁 428

卢子枢…………………………………杨家聪 438

黄般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黄苗子 455

卢鼎公………………. . . . . .……… 2…..马国权 466

周锡年………………………吴嘉林庄新回 468

张荫麟…………………….......……..李挺 476

前 i己张荫麟..……………………·吴晗 503

任锡五…….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赖日昌 512



陈逸云…………………………………陈士域 517

第二辑革命其烈

蔡如子……………·……….............."t 庞 525

罗少彦…………………………………罗永平 537

陈均权. . <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陈锐鹏 557

叶锋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岑治立 565

李源…………………………………傅泽铭 570

莫萃华…………………………………傅泽铭 576

李→之…………………………………陈统鹤 585

李本立…………………………………傅泽铭 593

蔡自新…………………………………叶庞 600

赖或基………….. . . . . .………. . . . .. . .…..傅泽铭 608

李鹤年………………………..………·岑治立 615

林冲……………………. . . . .. . . . . . . .. . . .傅泽铭 624

何与成…………………………………代宇 632

卢克敏…………......…………………傅泽铭 647

古道…………………………………陈统鹏 655

目录

3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人
辑
要

条
政军





第一辑:军政赛人

三宠，毫

余纬雄

家世

王宠惠( 1881-1958年)，字亮畴，原籍广东东莞。其先

代出山西省太原府移居广东南雄，后迁东莞甚南楠乡，其子康

祖分居虎门上宫濡(今称王屋村)① c

植父元琛，名常福，字开胜。长于文学而笃信基督，道光

二十七年( 1847 年)，始受业于德教士郭士立( Karl August 

Gützlaff)门下，在福汉会，依教规，领洗礼，时年三十一岁，

后郭民委以颁发圣书之职，与德教士时纳清( Ferdinand 

Ge国hr)入广东虎门及其他各乡邑，宣传福音。元琛原配谭氏，

生二子，长子煌初，次子谦如，俱受牧师职。续配陈氏，生一

女，名锡攻，适黎君福、池，为己陵女书院教员 O 时反教之风甚

织，故避居香港币或家。元琛生于清嘉庆二十三年九月初二日

( 1818 年 10 月 1 El )，卒于民国三年( 1914年)阳历7 月 4 日，

享年九十八岁 O

宠惠父短初，名炳耀，字沾辉，号煌荫，八岁领洗于礼贤

会罗存德教士，继人叶纳清教士所设礼贤书皖肆业。光绪八年

( 1882年)被按立为牧师，光绪十年( 1884年)被聘任为香港

①《东莞虎门王氏家谱)，王嘉祥于民吕二十一年( 1932 年)三月三十

一日于浙江西湖修， 1954 年 4 月王子传于香港重修。

王
宠
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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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现代人物

伦敦会之道济堂自立教会牧师，平日关，心国家大计，如戊戎变

法时，准士民上书，短初上万言策，痛陈中国积习之弊，语音11

政事起，其策不得达。又如庚子拳匪之乱，李鸿章督毒，其叉

上书详陈靖内绥外之策，那未果行。①著述有《孝道折衷》、《播

道说》、《教士上书》、《中自哉辑》等。因传教之便，短初居于

香港荷理活道七÷五号之道济会堂，其邻为雅丽或医院，部中

山先生适习医，于是课余常赴会堂，中山先生与惺萌常谈论革

命大事。每德配叶氏，生男六人:宠勋、宠光、宠信、宠惠、宠

庆、宠益。女三人:生开始、桂香、提嚣。短初生于清道光二十

三年十月都因自( 1843 年 11 月 25 日)，卒于光绪二十八年十

二月十七日( 1903 年 1 月 15 B )0 宠庆自皇仁书院转香港西医

书皖，光绪二十八年( 1902年)离校。宠益光绪兰十四年( 1908 

年)在西医书院毕业，那赴英留学，子做生物学造诣最深，归

国后任香港大学教授。宠佑北洋大学第一期毕业，为我国知名

矿冶学家。

童年及青年时代之教育

宠惠生于光绪七年辛己岁十月初十日(郎 1881 年 12 月 1

日)，六岁时，受父亲短初牧师之运词，当时他们一家住在香

港荷理活道七十五号之道济会堂，酣近就是雅面民医院( Alice 

Memorial Hospital )所附设的西医书院。光绪十三年( 1887年)，

孙中山先生年方二÷二岁，正习医其闰 c 中山先生在西重书院

G){东莞虎门王氏家谱·王公理初f专略》。

②谢滴龄: {王宠惠先生传略>，载于《国学斋文存>，台湾中华丛书委

员会， 1957 , 18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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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辑:军政奏人

读医科时，即具革命思想，且积极进行革命活动，物色革命

同志，相与鼓吹革命， ì十谋大举，并介绍踪少自入皖肆业。时

领至书院与中山先生聚谈革命者，有杨鹤龄、王孟琴、何隆

筒、杨乃安诸人。而此时期与宠惠之父亲煌初牧阳交往密切，

对短初牧师之影响也很大，使短初牧师也赞同革命并参与革

命活动。宠惠在往北洋大学求学前，均在香港与其父同住，亲

领庭珉，故其父之革命思想也对宠惠有所影响。同时中山先

生与煌初牧押在道济会堂常谈论革命，有时宠惠也亲在场聆

听，耳濡目染，故革命之种子，在其童年时期，己播在心臣

中。

宠惠幼年就读于香港圣保罗学校，研习英文，课余又从~主

掰周松石在家中补习汉文①。后又入香港皇仁书院就渎，至匹

年级，适逢甲午战争后，盛宣?平在天津创办北洋大学，聘美人

丁家立( Charles Daniel Tenney )为校长，在香港招生c 宠惠考

入北洋大学之法律系。光绪二十六年( 1900年)，以第一名最

镜等生在北洋大学毕业，提据当时的"钦差大臣办理北洋通离

事务直隶总督部堂"裕禄于当年正月二十六吕发给王宠惠的考

凭( I!P毕业文凭)上看，当时修习的课程，约二十种:英文、

几何学、八线学(即立体几何学)、化学、格致学(物理学)、身

理学(即生理学)、天文学、富国策(经济学)、法律通论、罗

马律倒(罗马法)、英国合同论(英国契约法)、英国罪ðß律(英

国刑法)、万国公法(国际法)、商务律倒(商法)、剧可诉讼

律(民事诉讼法)、英国宪章、因产易主律倒(土地法)、船政

各〉 i细注革龄: <王宠惠先生传雷各)，载于《困学斋文存)，台湾中华丛书委

员会， 1957 , 18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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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现代人物

律例(海商法)、听讼法(刑事讼法) (J) c 北洋大学是我国最早

数一数二的有名大学。当时在该校任教之教授，大多是外籍教

授，国之校中之学科如美国之哈佛大学、耶鲁大学。北洋大

学之毕业生，可直接升入美国各大学的研究院。c 其程度之高，

可以想晃。该校中英并重，国学师资亦为国内第一流学者。当

年北洋大学堂内，分设"头等学堂"和"二等学堂"由法律专

家伍廷芳和蔡绍基两民分任总办，头等学堂部大学本科，二等

学堂为预科，竟惠在头等学堂毕业。其学问基础，乃奠基于此。

革命思想的萌芽

宠惠在港求学时期，除了受中山先生及其父亲的革命患想

影响外，还受到当时时局之影畴，那时甲午之夜，中自竟为日

本所败，对宠惠之心灵起7摄大之冲击。如他在追怀《吕父述

略》一文中说"当甲午之役，宠惠于港报中，知有中东战敷

之事，院士也理课本，以吕本地小，我国地大，乃为所败，深觉

程i宅，由是政治思想，逐渐萌芽。又略|毒自父时有排满革命之

说，因而疾视满清之念以生。"③使他认识到，只有改革我国政

治制度，才能国家富强。甲午之役我国战败，而造成列强侵略

之亡国危机，是促成宠惠走向革命的主要原因，如他说"销

中国长梦不醒，帝制不倒，划中国必将为日本所灭。"在当时

政治社会之影响下，王氏遂毅然走向革命。从她的记述中，史

①《司法院王故皖长亮畴先生纪念集}， 185 - 186 页。

②张玉麟: (王宠惠博士与北洋大学)，载于《畅流半月刊}，第 12卷第

4 期， 1 - 2 页 c

③王宠惠: (追怀国父述盟各)，载于《王宠惠遗作}，台立云天出版社出

版， 1970 , 180 页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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