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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州民国人物评传》

内容概要

民国时期，广东梅州地区名人辈出。他们在时代的舞台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描绘出波澜壮阔、色彩
斑斓的历史画卷。本书选取政治、军事、经济、科技、外交以及文学艺术等领域的31位人物，力求运
用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其生平业绩以客观、平实的评介。综合运用大量史料，拾遗
补阙 ，穷源推本，汇分成帙。照映出梅州人文鼎盛的缩影，呈现了近代中国风云变幻、奔腾向前的历
史轨迹。
凡例（节录）
“梅州”范围
本书评传的人物籍贯（祖籍）为现在行政区划广东省梅州市所管辖的各县（市、区）。该区划从1965
年7月设立梅县专区开始，范围固定凡50年。所属为：兴宁、大埔、梅县（现梅江、梅县区）、五华、
平远、蕉岭、丰顺。民国时期，丰顺县与潮汕区域同辖区，而大埔县或隶潮汕或属梅州，时有变动，
故本书在涉及这两个县的人物时，以“潮梅籍（人）”表述。
“评传”体裁
本书不以传统意义上的评“传”、即为“考其行事，综其终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司马迁《报任
安书》）的体裁，而是撷取人物生平主要事迹、特点，以史实为依据，崇尚严谨，以笔者研究结果为
方向，对传主生平主要特点予以征验、述评。不作在史实的基础上进行合理的虚构与想象、大篇幅地
演述人物的全部经历或故事的详细情节。
人物选评
篇幅所限，本书仅选评梅州民国人物的一部分。对一些著名人物没有列入，是因为现有史籍对这些人
物的评介甚详，而笔者又未有新的史料和观点予以评介。此外，在写作过程中亦有其他方面原因而改
变原来计划的，例如，叶剑英是梅籍乃至广东民国人物中共“第一号”，其经历、业绩，四海同钦，
高山仰止，原已定题为“叶剑英—元帅之外，毛周统一战线的首席助手”，动笔时发现已有1995年丘
沐平《叶剑英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的杰出贡献》的同类文章（《梅州文史》第九辑），故搁笔。
又如，原计划评述若干位梅籍院士，又恰逢梅州市政协文史委编的《梅州院士录》一书出版，书中从
多个角度描述、评介甚详。故本书仅选取张如心和李国平两位院士，因为，前者被无端诋毁，不一吐
而快心底难平；后者是笔者在《潮汕民国人物评传·凡例》中提出待“评”的人物。
主要特点
纠错、质疑
书中对史料中明显的错漏提出纠正，对一些传统提法提出质疑，包括人物籍贯，图片以及事件、情节
等。
学术争鸣
对史界的一些观点甚至传统的学术观点，提出不同的看法，主要有：对《怎样升起的》一书的有关论
点提出批评，对中共党内斗争的表述提出异议，对抗日战后用“会战”表述提出不同看法。
潮梅交汇
书中多处涉及到潮汕的人文、风物，记述梅州人在潮汕地区的行迹和重大贡献，展现潮梅两地的历史
交汇。
资料综合
书中整理综合了大量的历史人文资料，其中有：民国时期国民党中央中执委、监委梅籍名录，获南京
国民政府授予中将衔梅籍将领名录，获“青天白日”勋章梅籍军人名录等。书中还有400多幅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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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黄羡章，1953年生于广东省揭阳县渔湖（现属揭阳市榕城区）。七十年代至八十年代初在揭阳县教育
部门工作。1984年研究生毕业后在汕头市机关和基层工作，曾任镇党委书记，县（区）委政法委员会
书记、组织部长、党校校长、副书记，市委政法委员会副书记，市政协文化和文史委员会主任等职。
退休后任汕头市社会科学工作者协会主席，汕头市法学会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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