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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人传清操真余事，世际艰难悟大贤。
”这是于右任先生当年为石瑛(蘅青)先生写的挽联。
石瑛先生确是民国革命时代一位大贤。
    石瑛先生是清末举人，中举不趋京求仕进，惟念国势日衰，民生维艰，认定“非改弦易辙，振业崇
武，不足救危亡”，毅然远翥欧洲留学。
初学铁道，转而学海军。
然先生渐悟清王朝内部政治百病丛生，已无力进行改革，不以革命手段不能复兴中华，遂接受孙中山
之革命思想，并于1905年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迎接前去宣传革命的孙中山先生。
石瑛先生“则助之号召留欧学生，组织同盟会，为国外革命团体活动之始”(邹鲁《中国国民党史稿》
，民国三十三年八月，重庆)。
自此，先生由传统知识分子转变为现代民主革命知识分子。
    武昌起义后，石瑛先生应孙中山先生之召，东归襄助建国。
任大总统军事秘书、全国禁烟总理。
孙中山辞大总统职，先生回鄂任同盟会湖北支部支部长。
1913年当选国会众议院议员。
因反对袁世凯，二次革命失败后遭通缉而逃亡英国，再次留学，历九年学成回国。
历任北京大学教授、武昌大学校长、上海兵工厂厂长、湖北建设厅厅长、武汉大学工学院院长兼教授
、浙江建设厅厅长、南京市市长、铨叙部部长及湖北参议会议长等职。
每一任都留大好政声，在当时即被誉为“民国以来第一清官”、  “湖北的圣人”、  “现代包拯”，
因言行不随俗，被某些人称为“湖北三怪”之一，而老百姓以“三怪”(石瑛、张难先、严立三)“怪
”在不同流合污，也以“三怪”之名反其意而呼之。
故先生在当时的湖北实为家喻户晓。
    要说尽石瑛先生一生之功业、道德、情操、学问，实非易事。
在先生一切美德中，爱国当是基础。
楚地知识分子继承屈原的爱国传统，一脉千秋。
先生可以说是“现代屈原”。
    石瑛先生之爱国，自有石氏风格。
    先生为强国不求官只求学，抱定“救国必须读书，读书方能救国”之信念，以举人书底面对全新之
西方科技，以超常的刻苦精神，成为才兼文武、学具专门的现代高级知识分子。
第二次半工半读留学英国，先生本有可任意进入全英任何一所大学的“全英高校统考超等文凭”，而
先生不进牛津、剑桥，入伯明翰大学专攻冶金化学，只为“强国必先强兵，强兵必有钢铁”。
而为凑学费，先生竟冒着生命危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做战地记者。
    先生之爱国，彻底不计个人得失。
在法国净军学校留学期间，因海校不许中国留学生上尖端技术之课，先生冒死刺取海校秘籍。
事先更与同学商议时说，“此事若败露，不过我一、二人坐牢⋯⋯”可知先生为强中国海军，已将生
死荣辱置之度外。
    先生之爱国，深知救国之主义是孙中山思想。
先生对三民主义之民生主义的理解，远超同时代的人，认定民生主义有基础之意义。
先生是当时最重视经济建设的先哲，第一次任湖北建设厅厅长(1928年)仅一年，却从工业、交通、通
讯、农林、市政、资源、矿业等方面，为湖北现代经济建设全面规划了蓝图。
从先生当时就提出修建长江大桥的设想，就可知先生是何等的眼光和大胸怀大气魄！
    先生之爱国，始终与爱民相一致。
“民为邦本”，古训昭昭。
先生为力行第一人。
先生任南京市长期间，救助绸缎机户，救助小工商户，以耕牛贷款救济农户，建廉租房救济贫民，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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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费或限价医药救济穷人⋯⋯1934年阳新老家遭大旱，省政府拨赈灾款八千银圆，而先生独捐一万银
圆。
1935年春又从南京买粮运回阳新救济灾民度过春荒。
而先生却不认为自己在“行善”，是“邑有流亡愧俸钱”！
其精神境界实属高山仰止！
    先生之爱国，认定为国家千秋计，首在教育，尤其重视小学教育。
任北京大学教授期间，寒假回阳新，独去访问长滩私立小学。
任武昌大学校长时，首次引进西方研究生制度，并以李四光先生组织实施。
先生于1932年任南京市市长，当年就办义小40所，免费招收失学儿童上学。
在鄂西赋闲期间，还为西迁学校寻找校址。
先生一生最后两大心愿之一，是在家乡燕厦办一所“可容400学生住读的中学”。
    先生之爱国，始终以国家民族大义为重。
“九·一八”后，先生屡屡面斥汪精卫媚日，后以辞去市长职为抗争。
那份“辞呈”真可为民国革命史上之光辉文献！
“七·七”事变后，先生与宋庆龄等力倡国共合作，抗战建国。
先生为辛亥革命元勋，虑事却能不囿于一党一派之私利，完全站在国家民族的立场上，真正做到了大
公无私！
    先生之爱国，恪记“士大夫之耻，是为国耻”。
其廉洁之名在当时已为朝野所共仰，甚至只能找出古人与其类比，被称为“现代古人”。
煌煌大观者早为人所共知。
举一小例：先生办公用的信封信笺，决不许小孩子们用一张。
从政者一时廉洁并不难，难的是一生廉洁。
先生逝世后《新华日报》文称：“石瑛先生病逝中央医院，这是值得我们哀悼的。
石瑛先生特别值得人们追忆的是他从政的清廉自守，和对官场的奢浮疾恶如仇。
石瑛先生做官并不小，要发财并不难，可是他安贫如素。
在抗战的今天，这样的操守是特别可贵。
我们举目四顾，今天像石瑛先生那样做官能清苦廉洁的人，能有几个。
”诚哉斯言。
我们只要想想先生辞职离开南京时，南京市民设案焚香跪拜相送之情景，就可知先生是怎样的清官了
。
民国之后的官员，享此民间古礼者除先生之外还有谁人？
！
    先生在当时就得到国共两党的尊敬，在今天同样得到了海峡两岸人民的尊敬。
我们敬仰石瑛先生，就是敬仰我们共同的传统文化，只有伟大的中华文化能培育出石瑛先生这样伟大
的旷代爱国者。
    哲人虽逝，思想常照人间。
石瑛先生不仅仅是一位学者，他的教育思想，经济建设思想，民主政治思想，金融思想，行政管理思
想，建设现代国家思想，新文化思想，等等，更为后世留下了“富矿”。
举一个例子，石瑛先生在彼时就提出“现世为科学万能的时代”。
这是相当了不起的见解。
希望有更多学者研究石瑛先生的思想，这是对辛亥革命一百周年极好的纪念。
能正确理解现实者，可正确理解历史，反之亦然。
对孙中山先生和包括石瑛先生在内的民主革命先驱先贤的研究，有助于在历史的阶段性和历史的延续
性相统一的基础上，理解辛亥革命百年来的中国，有益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祖国的和平统一。
    石瑛先生传记将付梓，我为此感到高兴和欣慰！
    是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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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主人公石瑛对清末衰落之局，对辛亥革命、护国运动、护法政府等失败后之军阀混战，对第
一次国共合作破裂后蒋、汪屠杀革命党人和抗日战争等有切肤之痛，故而书稿涉及史事繁多；他与孙
中山、田桐、居正、曹亚伯、张难先、李四光等人交往密切，与蒋介石、陈诚等人多有接触，故而书
稿涉及人物众多，通过具体史事和精彩对话展现人物性情；他虽为清末举人却又曾留学叙利亚和英国
，在传统学术功底深厚的同时又深受西方学术熏染，在政治、教育、文化等方面颇多创见卓识，且他
曾任武汉大学首任校长、北大教授等，对中国学术发展贡献良多，故而书稿在记述史事的同时对其思
想颇多深刻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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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宋清海，辽宁人，江西省作家协会名誉副主席。
曾从军16年，于1989年毕业于武汉大学中文系。
作者在文学创作上以小说为主，认为小说就是“小声说话”，从无张扬之底气。
曾出版和发表长篇小说《猿山》、《1968年的雪》等3部，中篇小说《鸡鸣店》、《馕神小传》等10余
部，曾获“全国第四届优秀中篇小说奖”。

　　《石瑛传》是作者首次涉足民国人物传记的写作，于惶然中却发现进入一个非常宽广的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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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到1906年冬，石瑛已学完了大部分课程，明年的7月，就可以毕业了。
但石瑛始终有一件不甘心之事，海校在教学上对中国学生有保留，比如炮学、水雷课就不许中国学生
听课，虽然实习与法国学生在一起，也是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先生”总是对“学生”留了一
手。
那是个阵风加雪的一天，中国学生又被通知“自习”。
石瑛知道，这是法国学生又在上炮学课或水雷课了。
落了雪的甲板使军舰显得很安静。
而石瑛的内心却如海底将要爆发的火山，这样对待中国学生，是对中国的歧视！
下课的时候，法国同学嘻嘻哈哈走出教室，石瑛怒狮一般向老师走去。
老师先是一怔，又微笑道：“我亲爱的石瑛同学，我看你的神色好像罗伯斯庇尔，发生什么事了？
”罗伯斯庇尔是法国18世纪的资产阶级革命家。
老师够幽默的。
可是石瑛笑不出来，他高声问：“先生，我中国留学生既为法海军学校正式学生，为何有的课可听，
有的课不可以听！
”老师把石瑛拉上甲板，说：“亲爱的石瑛同学，你知海校为何设在军舰上？
此中也许就含有保密因素。
各国海军技术从来是保密级别最高的。
欧洲各国之间表面上是和平的，都高高挥舞橄榄枝，其实暗中较劲一日烈于一日，海军技术就是较劲
的主要内容之一。
作为老师，我愿把知识传授给所有同学，不分国籍、种族、宗教信仰。
可是，我亲爱的石瑛同学，海校属海军部领导，海军部的官员们可不与老师有相同想法呀！
不过，我十分理解您的心情。
不必灰心，年轻人，中国人的聪明我已经见识了，中国会有强大的海军。
”阵风掀起波浪，拍击船舷，轰轰作响。
石瑛闻到了大海的咸腥气息。
海鸥追逐波浪，呕呕呜叫。
他想到离开祖国那天，海鸥也是这样呜叫，不由有些怅然。
世界上海鸥的叫声是一样的，不分东方的或西方的。
而人类到底是有国别的，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提出的自由、平等、博爱口号，也不会完全施于外国人的
。
想孙中山先生奔走于欧美各国，欲联系能平等待我之民族，支持中国革命，然而，口头支持者多，实
际支持者少。
人不自立，无人正视；国不自主，何邦结盟？
终要中国人个个努力，才是强国之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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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为石瑛先生作传，在我确乎勉为其难。
一者，以我所受的教育，以我此前的兴趣所在，我对民国历史知之不多。
不了解民国历史如何写民国名人？
二者，先生是清末举人，两次留欧，其国学西学根基深厚，以我辈在“破四旧”时代里成长起来的人
，怎能体悟先生的学养？
三者，先生是辛亥革命元勋，有关其生平资料的收集实非易事，况且对某些历史旧案的评定，分寸也
难以把握。
    然而，每读先生去台湾和大陆的故旧及故旧后人在先生去世几十年后写的追忆文章，我总是感动非
常。
要知道，先生与他们已毫无利益关系了，那完全是崇敬情感的驱使。
一个人去世已半个世纪，仍有民间人士写文章纪念他，可知这是一个怎样的人了！
    我认为先生是具有中国传统士大夫风骨和现代科学民主精神的旷代爱国知识分子，我将此作为先生
的思想与精神内核。
我的写作目的，是将散见于数百份资料中的有关内容，放在先生生平的不同阶段中，找出其内在的联
系，哪怕仅能作成先生的资料年谱，为后来的研究者提供方便。
我无力、也不情愿把先生的传记写成畅销书，有关先生的政治思想、施政理念、教育思想、经济建设
思想等属于理论的部分，会影响本书的可读性。
但那是先生作为现代哲人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不能舍弃。
我追求在表现先生非凡的思想、人格、道德、功业的同时，尽力写出活生生的他。
    从2007年底到2008年底，我一直在研究关于先生的资料，也“补课”式地读一些民国历史。
凡外出，我必带部分资料，必带从资料中选出的先生青年、中年和老年三幅照片，以求与先生“神交
”。
当先。
生的性格在我内心活起来的时候，我于2009年农历正月初一开始写作，私心里是想借这中国人普天同
庆的一元复始之日，为写作图个吉祥的开端。
    至此，支撑我知不可为而为之的，已不仅是“为老校长做点事”的师生之谊，而是对先生的崇敬之
情成长于胸，与先生的神交日深于心。
我甚至可以根据先生的性格见出某一资料细节上的失误，如有文章说先生辞去南京市市长之后，南京
市政府房管科照某人授意，要石家搬出原住三条巷六号，因先生后任铨叙部部长，所以没搬。
我则认为以先生的性格，他定会搬家，既不做南京市市长，为什么硬要住南京市的房产？
最后从自幼随先生生活的石聿仁处证实，石家果然是搬家了。
    而在整个写作过程中，我的内心常是郁愤的。
先生以旷世之才，每任一事必获大好政声，却总是在蒸蒸日上时因遭突变而弃功。
先生的一生，是悲剧的一生。
而先生总是于悲剧之中高扬风骨于云霄之上！
其挽救危亡的思想，实践于欧洲；其现代教育思想，实践于武昌大学(武汉大学前身)；其现代企业管
理思想，实践于上海兵工厂；其现代经济建设思想，实践于湖北、浙江；其管理现代国家的思想，实
践于南京市；其现代金融思想，实践于南京、湖北；其科学、民主与文化思想，实践于恩施；而其人
格、道德最后臻于至善至美的化境，则是在生命的终结地——歌乐山中央医院。
若在民国人物中论，孙中山先生以下，先生若不领第一，何人可居第二？
    大凡一个地方出一位贤者，足以影响地方风气，成为宝贵的精神文化遗产。
先生的出现，当是湖北的骄傲。
1959年，湖北省政府为先生修了墓。
当时的决定者，实在是有胆识的人。
武昌人民不会忘记先生。

Page 9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石瑛传>>

先生的灵柩迎回武昌那天，沿途百姓在家门口设香案以祭。
“文化大革命”中，先生在武昌三义村的旧居没有受到红卫兵的冲击，他们连门都没进过，这在那个
年代真是个奇迹了！
    而先生的墓就没有那么幸运了。
湖北省金融专科学校的红卫兵要表现造反精神，盯上了先生和严立三的墓，只因两位先生的墓碑是当
年湖北省政府主席万耀煌所题，这就符合了阶级斗争逻辑：国民党的省主席给题碑的还能是好人吗？
    那一天晴空万里，烈日高照。
先生的墓被掘开，棺木尚未腐朽，一镐砸去，如先生的脾气一样，咚咚山响！
一片狂乱之中，棺木被劈，突然白光一闪，却是先生雪白的头骨刺向了阳光。
先生的生、死、葬，都没遇上晴天，而被掘墓毁骨之日倒遇上个大晴天！
先生当然不知道，当年送他出洋留学的张之洞，也在其家乡几乎同时遭到同样的命运。
    一个无愧于历史的人，历史终不会忘记他。
1979年11月，湖北省政协修复了先生的墓。
可是，先生身前身后的悲剧色彩并没有淡去。
尽管从20世纪80年代起就不断有人写文章纪念这位先贤，而在2001年，先生在武昌的旧居却被房地产
商拆了。
虽经多方呼吁，却无法制止。
后经曾任严立三秘书的谈瀛老写信向上反映，经爵任湖北省委书记的俞正声两次批示，历两年多时日
，此房才得以恢复。
    武昌辛亥名人故居仅余此一栋了。
    若说湖北在中国近现代史上的地位，有辛亥革命一页，就奠定了其无可动摇的基础。
“一声炮响，中华崛起！
”如果人们不否定历史，当知后来的一切发展，都以辛亥革命为起点；那起点如长江黄河的源头，虽
为曲曲折折的涓涓细流，前途的汹涌澎湃之魂已形成其中。
    武昌首义是湖北莫大的光荣。
辛亥革命之所以在武昌爆发，有着历史的必然。
湖北的开放风气，得益于张之洞推行的“湖北新政”和文教兴革，当时派往东西洋的留学生以湖北籍
为最多。
而楚地自屈原之后，知识分子素有爱国传统，这些出洋的知识分子，一经接触孙中山的革命思想，立
即追随而去，1905年在欧洲助孙中山创立同盟会的，绝大多数是包括先生在内的湖北留学生。
    武昌首义这份独一无二的历史遗产，难道不应该加以继承和保护吗？
当然如果不是从中华文化的大根本上着眼，不是从炎黄子孙的大血统观上立胸怀，不是从历史的阶段
性和连续性相统一的观念上把握历史，所谓辛亥名人故居，全恢复了也仅是房子而已。
    本书的写作使我大为受益。
我追寻先生的生命轨迹，沐浴一个伟大灵魂的烈烈光焰，心灵穿行于民国历史的波澜之中，才知那是
一个伟大而混乱的时代，一个黑暗与曙光同在的时代，一个死亡与新生大搏斗的时代。
我从先生与他的友人们身上认识了民国人物。
于传统而言，他们国学深厚，于世界而言，他们吸收西学的精华，我终于明白那个时代为何大师灿若
群星！
而且我深深感到，民国时代学人、志士的爱国之心是今天的人难以比拟的。
而先生复有超越同时代学人、革命者的显著特点：在那个中西文化激烈冲撞的时代里，先生既不固守
传统，也不主张全盘西化，亦不心存调和而走“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中间道路，中西文化在他身
上实现了完美的统一，不仅没有矛盾，反而成就了“将民族的融入世界，将世界体合为民族的”大文
化眼光与胸怀。
    先生具有独立之人格，而以爱国为旨归；先生具有自由之精神，而以为民为准则；先生具有治国之
大才，而以民生为尺度；先生具有大师之笔墨，而以力行见于世。
先生最令人敬佩的美德，是不知美德为美，不知大善为善，一切均出自于天性的修养，而习以为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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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住坐卧于美德至善之中而不自知，修养达到这般化境，岂非“千古一人”？
！
贺有年在先生逝世时的讣告中称：“茫茫天壤尚得见如斯人者乎！
”先生是中华文化培育出的大贤。
也只有伟大的中华文化才能滋养出这样的大贤，不能说“空前”，但是否“绝后”，是值得今人一想
的。
    本书的写作，得到先生的儿媳柯蕙荣老师、先生的孙子孙女聿俊、聿新、萍芳以及先生其他亲友的
全力支持，更得到孙中山先生侄孙女孙雅丽、孙中山故居纪念馆馆长萧润君先生的倾情相助，没有他
们提供的和重新收集的必要资料，没有他们提供的采访方便，我无法完成此书。
因此，本书是多人共成(包括全部资料的作者们)，我只是个执笔者。
由于学养的差距，只可说本书对先生一生的反映是沧海一粟。
而我相信，先生有如一颗千年莲子，将永存于时间里。
每当时代风雨浸润，就会萌发、生长——那是中华文化的永恒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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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石瑛传》的写作历时5年，从海峡两岸和海外300多篇文章和近100本书中旁征博引、寻微钩沉，以翔
实的史料为根据，在波澜壮阔的民国史大背景下再现了石瑛先生跌宕起伏、悲壮奇特的一生，既使历
史成为人物的心灵时空，更使人物成为历史的精神之光。
他自幼熟读四书五经，中举后不进京求仕进，而是为强国两度留欧17年，并于1905年在布鲁塞尔协助
孙中山创建同盟会，“负经理及筹款之责”：他如同接纳、净化古今中外文化、思想的海，将孔孟之
道与三民主义相结合，将西方的科学民主精神与中华文化的“日新”、“时中”观相结合，使古今、
中西文化在他身上实现了完美融合：他笃信“空言不能救国”，一生重力行，在力行中留下值得今人
研究的经济、金融、教育和文化思想；他被同时代人誉为“民国第一清官”、“布衣市长”、“不亚
于谦、不让海瑞”、“现代包拯”、“湖北的圣人”、“正义的化身”和“现代古人”：他就是旷代
爱国者石瑛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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