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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近代以来，威海的命运即与国家的命运紧紧地联系在了

一起，成为中国命运的一个缩影。从 1911 年辛亥革命爆发

至 1949 年薪中国成立的 38 年闰 是中国历史上最为荡荡纷

乱的时期之一，地处中国大陆东部沿海的威海更是命运多

炸，虽处海之一隅，而无一日之安。还未从甲午战败的阴影

中走出，便被英国强租;军阀政府频繁更迭的专制腐败统

治，使得人民生活更加民不聊生;酣酣回到握国的怀抱，正

憧憬着美好未来，却又被日军侵占。这期闰的威海，社会极

度动荡，革命思潮、复古潮流、外来思想、民族情绪梧互交

织、相互影嘀，人民生活一贫如洗、饥寒交迫，国家积贫积

弱，任人宰割。在这一时期威海的历史舞台上，形影色色的

人物你方唱罢我登场，演出了一幕幕活剧，他们扮演了或俊

或丑、或正或郡的种种角色，共同将民国时期威海这出历史

大戏演绎得淋漓尽致、活色生香，让这段历史格外色彩

斑斓。

历史是由千千万万作为社会关系总和的人写成的， {威

海民国人物》一书正是力图通过威海民国时期一些有代表性

的人物，来展现那个波斓壮悟的年代。这一时期的威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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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仁人志士为了民族的独立和解放，尽心竭虑，不惜牺牲

自己，成为民族和国家的脊梁，值们的功绩彪炳史册，永远

为人民所敬{CP; 但也有少数人贪享富贵，苟且偷生，卖国求

荣，成为民族败类，被永远地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鉴，可以明得失二'此

书值辛亥革命 100 周年租中国共产党成立 90 周年之际出版，

重现历史，再现史实，对世人感悟社会、领悟人生，必有莫

大的搏益O

你诊叫



凡{列

一、本书收录 1911-1949 年在山东威海出生、威海籍及

在威海生活、工作过的，有一定社会影嘀的人物 171 位。

二、由于历史原因，民国以来，威海市及所辖地域的行

政区划几经变革。为方便阅读，本书中的地名统一以现行行

政区划为准定其归属O

三、本书所选人物按其姓氏汉语拼音次序排列;姓氏相

同者，则以其生年先后次序排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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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廷晨(生卒年不详〉 男，山东省烟台市福山区人。曾担任国民
党成海海军教导队大队长，威海海军教导队山东第七区保安团团长。

1938 年日军占领威海时，安廷屡部活动于威海、荣成、手L山一带，

最盛时期达 500 余人。 1938 年 3 月，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兰军三路召集

安廷屡等部举行联席会议，成立"联合抗日纵5人司令部"决定划分防

区，共同拭目。 3 月 12 吕午夜，安廷屡率部参加了联合拭日纵队发动的袭

击威海日伪军战斗。 1939 年 4 月，八路军山东纵队第五支队与安廷屡等部

组成"鲁东抗吕联军"共同对日#战。 1939 年秋，烟台日伪军由孙家滩

出发进击李家睡村，在村北遭到安廷屡部土炮轰击，伤数人。后来，安廷

襄部遭到 5钩军攻击，移驻昆蛋白区，又远遭盘踞琵奇山的王兴仁部袭击

而退出琵语出。 1940 年，安廷庚部驻扎沐浴，与菜山吕伪军勾结。 1941

年 3 月，安廷囊参加了在乳山午极召开的反共会议，加入"抗八联军

不久袭击了八路军五支队驻上朱车的 l 困 3 营o 3 月 2丑1 司，五支队攻打海

陆崖子，一举全歼苗占魁部时，安廷屡部正自乳山午极增援，遭重创，安

廷屡率残部投靠日军。后来下落不明。



毕庶j登( 1894-1927 ) 男，字莘肪。山东省文登市天福街道办事

处峰西村人。曾担任奉系军阀张宗昌部第八军军长、渤海艇队司令。

毕庶澄出身于士绅官镣家庭。自幼为"孩子王"0 1909 年，考入烟台

宪兵学校，肆业。 1912 年，参加了文登辛亥革命学生军。同年底，就学

于济南军官讲习所。 1914 年初，转入江苏军官教育困学习，深得军官教

育团监理张宗昌的赏识。毕业后，到张宗昌部第六混成族当了副宫。 1918

年 3 月，攫升张部暂编第一师少校参谋副宫。 1923 年，为抢占深州车站，

毕庶澄带领先头部队截击直系军列车，被手榴弹排伤。 1924 年伤愈后，

升任镇威军第十三梯队司令，随即改为东三省陆军第三师补充第二旅旅

长 9 月，任张宗昌部第二军工兵团团长 12 月，又改任东三省陆军步兵

第二十二族旅长。在直奉战争中，毕庶澄率工兵打敷吴佩孚的前线指挥彭

守莘部;在率部南下与弹传芳作战中表现勇敢;在平息渤海舰队风潮中，

因语解有方升任司令，领海军中将衔。 1925 年 1 月，率奉军两个盟的兵力

选择江阴，抢占炮台，炮击江~耳域，围城 3 天，最终追使守域的齐攫元军

旅长陈孝恩投降。 5 月，在驻防邹县、临沂肘，毕庶澄又因劝降地方武装

马士贵有功，极得张宗昌的信任，与张宗昌、禧玉瑛拜为把兄弟，先后被

提升为海疆防御总司令、胶东镇守使、第八军军长等职，将公键设在青岛

原提督大楼。民年，张宗昌下令在文登基强征民力，硬拉牲口，摊派巨

款，在文城东南杨家幢为毕庶澄建造官菇。

1927 年 2 月，毕庶澄率直鲁联军驻守上海，与国~革命军对峙。此时

北伐军攻势猛烈，工人运动声势浩大。蒋介石在毕景澄进退维谷之际，派

毕的同乡崔唯吾前去劝降。毕庶澄为继续保有上海，对蒋介石委任的第四

十一军军长之职，并不表示拒绝，国民革命军奉令暂不攻打上海。但上海

的工人和民众则有准备，要夺取军阀的武装，挂翻其统治。 3 月 21 日，上

海爆发了第三次工人武装起义。经过激战，毕庶澄的毒令部被武装工人占

领。此时，自崇禧及薛岳部周凤IÙ支第二十六军突破栓江防线，运抵上海。

毕庶澄率残部退入英程界。他本来就不是真心投降北伐军，于是让参议冯

窘清代行其职，自己则于 3 月 24 日，乘吕本轮船神丸号逃回青岛，抵达



后即赴徐州晋见张宗昌，遭~J张宗昌怒斥，被勒令因青岛候命。其实，毕

庶澄在上海的活动都被禧玉瑛、吴广新探知，他们上报了张宗昌 o 4 月 4

8. 持有张宗昌手渝的禧玉瑛用电话通知毕庶撞到省城商谈军事。 此时的

毕庶澄不知大难临头，只带领卫队团长马文龙奔赴济南，割下火车，就被

禧玉瑛的伏兵用乱枪击毙。

3 



毕 11'囊夫 (1899-1961) 男，曾用名毕庶敏。山东省文登市环山街

道办事处河南村人。曾担任北京师莲大学锻语系教授。著名翻译家。

毕慎夫出身子破落地主家庭。幼读私塾。 1915-1920 年，就读于北京

接文专修馆，参加"五四"爱雪运动。毕业后，被分配到哈朱滨东省特

区地方审判厅任翻译员。工作之余，翻译出版果戈理《外套》、吉普林

《子母绿》等多部作品。 1922 年初，到中苏合营的中东铁路局商务处从事

翻译工作。先后任中东铁路局商务处商务委员、商务科副科长。 1933 年 9

月，任北平大学高务院讲师，主讲铁路经济。 1936 年，出版《诠铁路运

价政策上《论铁路副业》等 4 部专著。 1937 年，经上海市粮食运销局专

员 o 1945 年 12 月至 1948 年 4 月，在中长铁路理事会做秘书工作。 1949 年

11 月，任中央美术学院副教授。 1951 年 9 丹，任南开大学外文系俄文教

授。 1955 年 10 丑，任北京师范大学俄语系教授。晚年为孙用翻译的古界

语《上尉的女儿》按俄文原文校核，由人员文学出版社出版。

1961 年，毕慎夫病逝于北京。

4 



毕树棠(1900-1983 ) 男，笔名猿民、忧民、民忧等。出东省文
登市环出街道办事处河南村人。中国作家协会首提会员。

毕树棠出身于破落地主家踵，幼读私塾o 16 岁考入济南省立第一师

莲学校。读书期间在极参加"五四"运动，被选为学生代表到北平请愿。

1920 年，毕业回家乡任小学教员，后到中国驻海参藏领事馆做翻译。 1921

年，到清华大学雷书信工作，自此利用极好的自学条件，边工作边自学外

语。他以学习英语为主，兼学法语、德语、拉丁语，新中国成立后又自学

了俄语。 20 世纪 20 年代，毕树棠登上文坛。经常在北平、天津、上海等

地的报刊上发表散文。抗 E战争期闰，毕树棠留守清华，学校被 5军占领

后，他到辅仁等大学教中文，有时还到中学兼课，并从事董事译和写件，以

解决全家十三口人的吃饭问题。当时，离作人聘他到北京伪教育部任职，

毕树棠坚辞不就，表现出高度的民族自尊心。这期间，还在意大利驻华大

使馆做翻译，任天津《民国日报》主笔。 1940 年 3 月，他的散文集《昼

梦集》在上海出旗，书中多记故乡轶事。 1945 年抗日战争胜利后，毕树

棠重自清华大学担任教员工作，还应清华文学院院长朱自清之聘，在文学

院主讲材、说选》。

1948 年北京解放之初，毕树棠以知名作家和无党派人士身份受至2周

恩来和董必武的接见。 1949 年，作为中国作家协会首批会员，应邀出席

全国首届文学艺术代表大会，受到毛主席、周总理的接见c 1950 年 5 月

24 a , (人民日报》发表叶圣陶"拆开来说"一文，对"喝饭"一词，

引证毕树棠的来信，纠正了错误。 1953-1973 年，毕树棠因政治运动蒙

冤，调到清华大学建筑系~书馆工作 (1979 年后平反) 0 1954 年，虫他翻

译的马克·吐温的中外书刊介绍，向读者通报出版界的消患和世界文坛动

态。他为人谦诚，学识广搏，被师生们誉为"活字典"得到清华名教授

的扎遇，特别是陈寅恪、吴应等学者常因学术问题请其帮忙。应清华大学

建筑系主任梁思成之邀，毕树棠翻译了《建筑十书~，恒遗憾的是未能

付棒。

1973 年，毕树棠医病退钵。 1983 年，在清华大学寓所病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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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昆山 (1923-1993 ) 男，山东省烟台市人。威海xtJ公岛伪海军

起义组织者之一。

毕昆山少时家贫，父亲早逝，只靠母亲结发网维持生计。毕昆山韧小

毕业部失学在家.当过客钱伙计和报童。 1939 年考入汪伪海军学校，毕

业后任刘公岛伪海军练兵班班长。 1944 年 11 月，毕昆山与郑道济、连城

等发动结海军练兵武装起义。起义成功后 5人伍奔向共产党领导的就司根

据地。毕昆山被任命为按东军区海军支队二中队中队长。 1945 年 10 月，

赴抗大学习。 1946 年 7 月，毕昆山任校东军区海军教导队一中队中队长。

1947 年 5 月，胶东军区海军教导队撤销，毕昆山被编入东海军分区昆出部

队，参加了成海保卫战。

新中国成立后，毕昆山于 1951 年被深遣赴苏联学习海军专业。回国

后，历任华东海军六舰队"广姆"舰副舰长、海军舟山基地"延安"舰

艇长、海军战兢三大队大队长、东海舰队司令部军调处副处长等职，参金日

了解放一江山岛的战役。

1960 年，毕昆山调到中央军委召fI研小组任研究员。 1965 年后，在海

军指挥学校任指挥系主任、训练部部长。曾任海军水噩舰艇学院研究员，

并参加了《海军艇艇条令》和《中国大百科全书> (军事卷、海军卷〉的

编撰工作。毕琵出曾在叶剑英元肺办公室任秘书。 1955 年被授予海军少

校军衔。

1993 年，毕昆山病逝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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