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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丽水地区人物志》，经过两年时间的征集与编纂．现在和大

家见面了，足值得庆贺的事。它不仅收录了丽水地区古今名人传

略，而且搜集了历代进上、党政军主治官员、革命烈士、全国和部

省级劳动模范、高级技术职称获得者、丽水寓外高级职称获得者

和地师级以上干部名录。是丽水地区第一部人物专业志。

丽水地区山川秀丽，人杰地灵，民风敦厚朴实，富有爱国主

义精神和光荣的革命传统，人们用自己的智慧和力量创造文明，

曾出现过许多名宦、名将、名儒、名医、名诗人、名艺人等，是个人

才辈出的地方。自1927年1月建立中国共产党组织以来，人民

革命斗争风起云涌，无数英雄儿女浴血奋战，第二次国内革命战

争时期，创建了革命根据地。抗日战争时期，许多共产党员和爱

国进步人士云集丽水，投身抗日救亡工作，成为浙江抗战的大后

方。尤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

领导下，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现代化建设事业中，政治、经济、文

化、教育、科技、军事等各个方面，涌现出了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

模范人物。他们是人们学习的楷模，也是丽水地区人民的骄傲。

《丽水地区人物志》资料翔实，内容丰富，为我们研究丽水地

区古今人物，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加强横向经济联系，促进国

民经济发展，提供翔实资料；为爱国主义、社会主义和革命传统

教育提供乡土教材；为后人留下可供借鉴的珍贵史料。使全区人

民知我丽水，爱我丽水，为振兴丽水作贡献。
。

在《丽水地区人物志》的编纂过程中，得到浙江省地方志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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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会、浙江人民出版社、各县(市)地方志办公室和地区有关部门

的大力支持和帮助，在此表示衷心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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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在丽水地区历史上起过一定作用或有一定影响者入人

物传、人物录，以本籍人物为主，选收少数客籍人物。历代进士、
一 主治官员、革命烈士、全国和部省级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高

’

级技术职称获得者、寓外高级技术职称获得者和地师级以上千

部列表。

二、人物传、人物录排列以卒年为序，历代进士、主治官员、

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以授予时间先后为序，革命烈士以历史

时期排列，高级技术职称获得者以专业技术职务系列排列，寓外

．高级技术职称获得者和地师级以上干部以行政区域排列。
‘

三、历史纪年一般沿用朝代纪年，首次出现夹注公元纪年，
’

中华民国建立以后，采用公元纪年。人物传、人物录的人物生卒
’

年用阿拉伯数字括在词头之后。

四、籍贯写到县及村，政区变化的在籍贯后注明，古地名一

般括注今地名。 ，

．

五、上限视资料而定，下限一般到1992年，寓外高级技术职

称获得者和地师级以上干部收集多少记多少。

六、历代职官、爵号、学衔等，仍以当时称谓为准。

七、人物传、人物录古今结合，以今为主，用简历体记述，依
’ ·时纵写，突出重点，兼顾一般。

八、人物传、人物录以《浙江人物简志》、《丽水地区志》的人

物篇为基础，适当选收各县(市)志和地区专业志人物。入表人物
． ．由各县(市)和地区有关部门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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丽水地区地处浙江西南部，境内山峦起伏，碧水蜿蜒。早在

新石器时代，已有人类繁衍生息。山区人民敦厚朴实，团结互助，

勤劳勇敢，热爱祖国，是个人才辈出的地方，尤以宋朝、明朝、抗

日战争时期和解放以后为多。本志入志人物6325人，其中人物

传164人，人物录150人，历代进士1136人，历代主治官员801’

人次，革命烈士1253人，全国、部省级劳动模范和先进生产(工

作)者902人次，高级技术职称获得者901人，丽水地区在外工

作的高级技术职称获得者和地师级以上干部1018人。众多先进

人物依靠人民群众推动着人类历史和社会的发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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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人物，据二十五史记载，全区入传42人，其中唐朝1

人，宋朝17人，元朝8人，明朝15人，清朝1人。《中国人名大辞

典》收录138人，其中唐朝4入，宋朝75人，元朝16人，明朝34

人，清朝9人。据各县(市)核查，全区有进士1136人，其中隋朝1

人，唐朝10人，五代6人，宋朝949人，元朝18人，明朝131人，

。清朝21入。有武状元周螯、榜眼郑克宽、蔡仲龙、蒋世珍、沈俭，

探花吴公达、陈存。据清乾隆《浙江通志》载，处州人物列传458

人，其中名宦17人，忠臣39人，循吏40人，武功25人，儒林35

人，文苑67人，孝友57人，义行59人，介节24人，隐逸21人，

方技19人，仙释44人，寓贤11人。历代人物分布不均，呈波浪

式起伏。 r ．：
一 ．，，

。：南朝梁天监四年(505)，詹、南二司马在丽水建通济堰。隋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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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九年(589)建处州。唐武德四年(621)建松阳县学。处州刺史李

邕在Rfi水市三岩寺存有“雨崖”二字摩崖。缙云县令李阳冰存有

《城隍庙碑》、《黄帝祠宇碑》及《倪翁洞》摩崖。大中九年(855)，处

州刺史段成式在丽水城东灵鹫山下修好溪堰，变恶溪为好溪。仙

释有佛教天台宗第六祖智威，莲宗第五祖少康，道士叶法善，人

称叶真人，传真天师杜光庭，著有传奇《虬髯客传》。广明元年

(880)遂昌县卢约响应黄巢起义，占处州，筑莲城，牮镇27年。唐

末五代初，农师季大蕴传授耕作技术，教人种植农桑。

宋朝开始，州设教授，县设教谕，管理教育。各县建县学，修

书院，朱熹曾到缙云县独峰书院、美化书院和松阳县明善书院讲

学，促进教育事、|k的发展。科举制度R臻完善，录取名额大增。工

农业发展较快。章生一、章生二兄弟研制青瓷，哥窑为南宋官、

哥、汝、定、钧五大名窑之一，吴二创香菇砍花法，银矿采冶初具

规模。宋室南渡以后，河南、湖南、江西、安徽、福建等地住民迁丽

水较多。涌现出一批名宦、名将、名儒。名宦有左仆射汤思退，右

丞相何执中，同知枢密院事管师仁、叶翥、赵顺孙、何澹，给事中

龚原、王信，中书舍人季陵、吴庸、叶涛，户部尚书梁汝嘉、潜说

友，宗正少卿郑汝谐，御史中丞蒋继周，太常少卿吴安国，湖广总

领项安世，江南团练使陈汝锡，淮南运干使陈葵，处州知卅I范成

大，鄱阳知州胡份，嘉兴县令吴枢等。忠烈有中书舍人、通问使赵

必瞻，孟县主簿祝公明，忠翊郎姜绶，给事中龚原之孙龚楫等。青

田县季文龙与章焱率张世杰旧部抗元，丽水、龙泉、庆元、松阳、

遂昌、缙云县响应。诗人有姜特立、叶大庆、叶绍翁、张玉娘等。名

医有创“三因极一”学说的陈言。名儒有著《九域赋》的潘翼，注

《战国策》的鲍彪，著《资治通鉴纲目发明》的尹起莘，著《吹剑录》

的俞文豹，撰《咸淳临安志》的潜说友等。

元朝科举取士很少，明朝科举取士增多，清朝科举取士也很
2



少。这个时期名宦有御史中丞刘基、章溢，检察御史厉子温，刑部

尚书薛希琏、卢勋，王府参军胡深，左侍郎应梗，兵部右侍郎兼佥 ．

都御史郑汝璧，广西巡抚李棠，云南、广西按察使兵巡道王一卿，
广东按察使何镗，洪都(今南昌)知府叶琛等。名将有都督同知卢

镗，处州正干户胡凤等抗击倭寇。抗倭名将戚继光曾赞云：“处州

兵绝勇’’。明正统七年(1442)，庆元叶宗留与陈鉴胡、陶得二、叶 ．

希八、徐浩八、祝岳山和龙岗九等率矿工起义，坚持斗争13年。 一

名儒有参与纂修《永乐大典》的翰林学士王景、翰林俞德济，修

《会典》的五经博士潘辰曾撰《辽史》的国史院编修陈绎，曾著
《侨吴集》的浙江儒学提举郑元祜，著《玉井樵唱集》的处州儒学

教授尹廷高，著《牡丹亭》的遂昌知县汤显祖，撰《草木子》的巴陵

主簿叶子奇，著《定香亭赋》的学者端木国瑚等。名医有针灸医师

周汉卿，中医姚安世等。诗人有吴世涵，畲族歌手蓝三满等。义行

有新建和重修龙泉济川桥的李潜、李存耕，修建缙云永济桥、贤

母桥和继义桥的吕载扬，雇工凿松阴溪礁石的高良仁等。仙释有

雪庵和尚叶希贤，道士金忠。 ．
．．

，．

、．． ．；：· ：． (二)’ ·． ：．

清道光二十年(1840)鸦片战争后，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

丽水地区，因交通闭塞，经济落后，家境贫困，人才较少。《中国近

现代人名大辞典》选收的仅17人。二十一年(1841)，处州镇总兵

郑国鸿率州兵1200多人援定海，反击英国侵略军，十月一日全

军将士在竹山门阵亡。咸丰八至十一年(1858～1861)，太平军曾

三次攻占处州城，推翻清王朝在处州的封建统治，打败外国侵略

者。 。
。

．．光绪二十年(1894)甲午战争爆发，日军侵占东北。松阳县王

金宝受终南会委派成立万云会，后改为双龙会，处属各县设分

会。缙云县吕逢樵等参加终南会分支龙华会。以反教会、反侵略 ．

．．． ： 3



斗争为宗旨，后改为反清灭洋斗争。二十四年(1898)戊戌变法

后，清政府废科举，兴学堂，魏兰在云和创办先志学堂，谭献筹建

丽水崇实初等学堂和处州第一女校，李瑞阳筹建景宁务本学堂，
。

柳景元筹建景宁县沙湾公立两等小学堂，吴春泽筹建松阳县官

立毓秀高等小学堂，王昌杰筹办遂昌县第二高等小学堂，周邦创

办庆元县第二女子高等学校等。自二十七年(1901)起，李瑞阳、

刘耀东、魏兰、魏毓祥、阙麟书、徐仰山、李元唐、柳景元、李平、卢

子敬、赵舒、叶天籁、周邦等一大批学生赴日本留学或考察，结识

孙中山、陶成章、章炳麟、褚辅成、秋瑾等人，加入同盟会、光复 ．

会。回国后魏兰、魏毓祥与陶成章去浙西、浙南，联络龙华会、双

龙会等会党共同反清，响应黄兴长沙起义未遂，王金宝被捕牺

牲。阙麟书、张伟文、徐仰山等在杭州密谋起义，事泄后被捕入

狱。宣统三年(1911)10月10日武昌起义后，攻克南京，叶仰高、

张兆辰任敢死队长，叶德标、丁志谦(女)等参加敢死队，攻占南

京天堡城。赵舒参加敢死队光复杭州，回缙云县与吕逢樵等率光

复军光复处州，吕逢樵任军政分府都督，李平任秘书长，孙寿芝

任民政部长等。在讨伐袁世凯的斗争中，丽水黄桂芬自任讨袁军

总司令，组织千余人攻处州城未成。国民党浙江支部参议吕逢

樵、阙麟书，江西军事兼浙江军事夏之骐、中华革命军浙江司令

官夏尔玛等遭杀害。

1919年“五四”运动期间，丽水县省立第十一中学等组织丽 ．

水学生联合会，举行罢课游行。1922年蔡鸿猷在浙江陆军加入

中国共产党，1923年3月唐公宪在杭州加入中国共产党，1924

年和1925年，麻植、季步高、李逸民等在黄埔军校加入中国共产．

党。1926年12月中共杭州地委派共产党员唐公宪回遂昌原籍 -

发展陈实甫等加入中国共产党，次年1月建立中共遂昌支部。东

征军指挥部宣传科科员麻植、连长蔡鸿猷等参加了第一、二次东
4



征。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六军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赵舒、第二十六

军政治部上校宣传科科长吴玢、第二十一师师长陈诚、第三十一

师副师长施北衡、第一师参议赵鼎华、第十八军军长兼浙江省民

政长夏超等参加反对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的战争。1927年“四

．·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国民党浙江省党部候补委员、中共党员

唐公宪被捕，军事部(军委)秘书麻植、税警团上校党代表蔡鸿

猷、广州市委书记季步高等先后被捕牺牲。第_次国内革命战争

时期有革命烈士2人。；

．i 1927年"Jk七”会议后，党的工作重心从城市转到农村。lo

月，建立中共遂昌县委，书记傅以和组织湖山农民暴动。11月，

中共浙江省委特派员周定等赴温州实施“浙东暴动计划"，不幸

被捕牺牲。1930年5月组建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三军，青田县张

学东带领的农民武装编为红十三军第一团第三营，丽水县朱生

民带领的农民武装加入红十三军浙西第三纵队，中共缙云县委

书记兼浙西工农革命军第三支队政委卢湛，加入红十三军第三

团。郑穰1917年赴俄参加红军，后加入中国共产党，1930年回

青田县组织农民武装，加入红十三军第一团，后在兰溪等县组建

红十三军第二师。同年9月，国民党当局组织苏浙皖三省“剿匪”

总指挥部进行清剿，红十三军被镇压。国军第二路进击军总指挥

陈诚，第十八军中将参谋长樊嵩甫等，对中国工农红军进行第

． 三、四、五次“围剿”。1934年7月，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

队、挺进师进驻浙西南，松阳县以“青帮”为掩护的农民武装加入

中国工农红军，成立住溪、王村口、玉岩和竹溪区苏维埃政府，开

展土地革命，建立革命根据地。国民党当局先后组织三次“清

剿”，中共浙西南特委书记宗孟平、黄富武、许信煜、副书记杨干

凡，松、遂、龙游击总指挥部总指挥陈凤生，副总指挥卢子敬，松
：

阳县玉岩苏维埃政府副主席陈丹山，中共龙浦县委书记、住溪苏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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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埃政府主席方志富，龙泉县良村苏维埃政府主席蓝水德，五星

岗村分田委员毛兴旺等先后壮烈牺牲。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

期有革命烈七156入。
·

1937年“七七”事变后，国共合作抗日。“‘七君子”之一的章

乃器获释。在丽水建立新四军浙江办事处。中共浙南特别上作委·

员会组织浙汀同乡回乡服务网米畸水J{：展抗日救亡j二作，中共

浙南特委以抗口救I’：工作团名义在各县活动。中共浙iI：省委饥 ．

关从温州迁丽水。吴蚧回松阳县组建特种丁作冈第一|‘才I第一分

团。浙江省政府从永康县迁云和县，随迁的有党政群|才l、工f一、商

一店、学校、剧团、报社、医院等。许多共产党员和爱国进步人士如

邵苓麟、骆耕模、张锡昌、王朝闻、汪海粟、葛琴、蒋治、林夫等云

集丽水地区，投身抗日救亡工作，成为浙江抗日战争的大后方。

国军新编第二十一师第六十三团在日Ii水抗击日军七十师团和梨

冈支队，少将团长彭孝儒以下官兵大部阵亡。晋察冀日报社英文

译电员郑磊俊、中央宅军第七队飞行员杨溥等在抗日战争中牺

牲。国军第三战区前敌总指挥陈减、第十九集团军总司令部参谋·

长旌北衡、第八十三师代理师长樊嵩甫等参加指挥淞沪和武汉

’保卫战。但李士群投敌充任汪伪国民政府警政部部长、江苏省省

长。1939年，丽水利用织布厂李春娇等组织工人罢工，反对通货

膨胀。国民党掀起反共高潮。第九区行政督察公署专员兼区保安

司令余森文、龙泉县长庸巽泽、遂昌县湖11I乡乡长包鸿、庆元士

绅姚文林等极力掩护中共党员和进步青年。1940年底，国民党

在龙泉县成立闽浙赣三省绥靖指挥部，大举向浙西南根据地进

攻。中共浙西南特委书记张麒麟，中共闽浙边委委员、组织部长

周源，中共丽云区委书记李振彪，中共党员黄景之、陈奕兰、蓝友 ．

德等先后英勇牺牲。抗日战争时期有革命烈士94人。

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后，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中共
6



处属特委和各县委先后建立武工队，组建浙江壮丁抗暴自救军

第三总队第二大队，后改称浙南人民解放军第三支队，积极发展

游击战争，建立小块根据地。遂昌县武工队队长钟兰养在白马山

一带活动。处属武装策应松阳、丽水县县长起义。国民党先后组

织丽、缙、宣三县边区“清剿”指挥部和“剿匪”指挥部进行清剿。

松宣遂人民游击支队政治部主任、松阳县民主政府副县长王桂

五、青田县秘密交通员潘香凤、云和县安溪乡党支部组织委员柳

良芝等先后牺牲。解放战争时期有革命烈士251人。

随着民族工商业的发展，近代办实业的有：沈庭璋在龙泉县

城开设千字号铁铺生产龙泉宝剑，魏毓祥等创办丽水利用实业

织布公司，罗锡祺创办松阳罗萃泰烟行，周芝山建立青田翕和美

术公司，郑宝琳筹办丽水普明电灯股份有限公司、普昌火柴梗盒

‘片厂和燧昌火柴股份有限公司，叶天籁集股组织丽水厚生公会

林场，端木或筹建缙丽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蓝应东在青田县合资

，开设陆同春木行，江结缨在丽水县合办利生运输处等。

同时也促进科技教育的发展，著名人物有：阙伊的麦秆剪贴

画，周芝山的青田石刻，周国彩的文具盘，彭维鼎的中国画，在

1915年巴拿马太平洋博览会上获奖。上海美术专科学校教授张

弦、中国艺专校长楼屯Ij、南京江南医院内科医官江志贤、浙江公

立医学专门学校校长李定、福建省立医学院副教授王克思、西北

公路管理局总工程师黄庆慈、《杭州国民日报》主任编辑唐公宪、

‘处州《文艺丛刊》主编陈沙蒂、景宁简易师范学校校长柳泽莘，龙

泉李师颐推行孢子粉栽培香菇，以及能工巧匠李继文、项树本、

． “一刀屠夫”范登英等。
， ．，

’

(三) r?、

解放初期杰出人才不多。《中华人民共和国人物辞典》收录

的仅4人。《中华当代文化名人大辞典》收录的仅6人。粉碎江青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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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革命集团，尤其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教育事业发展较

快。1977一--1992年，全区升入普通高等学校的有12369人。当代 ．

著名人物有以下几个方面： ：

党政领导干部：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陈慕华，粮食部部

长章乃器，中华全国总工会副主席金直夫，上海市人大常委会副

主任舒文，中共丹东市委书记、市长李言，中共湖南省郴州地委

书记赵毅拯，浙江省粮食厅厅长曾绍文，中共丽水地委书记彭瑞

林，中共丽水、景宁县委书记张之清，遂昌县副县长徐鉴泉等。 ·

军队领导干部：总政文化部部长李逸民，海军广州基地政委

少将胡军康，北京军区炮兵副司令林千，后勤工程学院训练酃副

部长潘祥彪，武警总部后勤基地副政委偻金良，第十二集团军副

参谋长杨宪洲，武警浙江总队总队长陈文明等。

科教文卫方面：总政歌舞团政委洛辛，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

所研究员力扬，上海第二军医大学教授徐岩，上海军医大学内科

主任刘为纹，贵州科学院副院长兼生物研究所所长伍律，中国美

协浙江分会常务理事、丽水县副县长叶元琏，青田石雕名人张仕

宽，龙泉青瓷技师李怀德，骨科医生吴宝庆，蛇医雷祖根，缙云县

“武训"应国士，优秀人民教师陈翠梅等。

先进模范人物：全国先进生产者、丽水城关粮食加工厂副厂 ：

长赵雨亭，全国先进生产者、龙泉车队驾驶员陈再新，全国林业

先进生产者林业贵，全国劳动模范、先进集体代表蓝彩根，全国

先进科技工作者、青田油茶研究所技术员陈祝安，全国先进工作

者、丽水市第三中学教师舒里红，全国民兵代表大会代表雷仁余

等。

革命英烈：抗美援朝牺牲的志愿军战士刘子申，解放一江山
“

岛牺牲的解放军副营长吴沛和，抢救落水学生牺牲的青田县青

溪小学教师洪庆和，一心为公、舍己为人的龙泉县大巨村革命领
8



导小组副组长王品荣，为保护国家财产而英勇献身的人民银行

青田县章村区营业所主任蔡思有，为掩护民兵而牺牲的缙云轻

工机械厂副厂长兼民兵连长赵葛土，为救护战士而牺牲的中国

人民解放军副班长陈碎然，与罪犯搏斗而牺牲的松阳县项弄村

党支部书记叶永祥，在对越自卫还击战中牺牲的一等功臣王友

军，抗洪救灾模范、南京军区某部见习排长周丽平等。建国后牺

牲的烈士750人，其中抗美援朝牺牲的296人。‘

．
民主人士和民主党派：中国民主建国会副主任委员章乃器，

中国民主促进会会员、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研究员郭永芳，

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候补委员项剑萍，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上海市

委常委、上海市政协委员樊嵩甫，民革浙江省委常委、省政协委

员吴惟平，中国农工民主党浙江省委委员、省农业技术指导小组

组长王如海，山东省政协常委、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战事

组组长章培，浙江省政协委员、浙江省佛教协会会长杜伟等。

在台人物：国民党副总裁、“副总统”陈诚，国民党第九届中

常委郭骥，国民党第十、十一届中央委员叶霞翟、国民党第十三

届中常委、“国防部”部长陈履安，“行政院”简任一级参议叶梦

麟，“国防部”中将参议施北衡，国民党军“总政治部”副主任郑炳

庚，国立故宫“中央博物院”副院长何联奎，“中央研究院”院士傅

京孙，台湾交通银行董事长赵志尧等。

华侨和归国华侨：全国侨务委员会委员、北京市第二服务局

副局长金映光，青田县归国华侨联合会主任张苏，青田县大安生

，产大队副队长兼林场场长陈铭奎，青田中山中学名誉校长吴朝

英，旅日华侨东京总会常务理事林三渔，美国哥伦比亚爱伦大学

教授潘如澍，美国西澳理工大学教授郑文斌，马来西亚长篇小说

《浓烟》、《热瘴》作者林参天等。

展望未来，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领导下，坚决执行党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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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路线，加快改革开放步伐，繁荣科技教育事业，拓展各方优

秀人才，促进国民经济发展，逐步达到小康水平，努力建设有中

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山区。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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