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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寮村“拔元”匾

作者：范翔宇 来源：北海日报

在合浦客家人聚居的山区乡村里，经常可以见到一些古代的科举功名牌匾，

合浦闸口那寮村的“拔元”匾，就是其中之一。

来到那寮村，爬过了两个门楼之后，进入了大院，果然看见在正门左上方高

挂着一块木匾。这块匾虽然已很旧了，但匾体还完整无损。牌匾上的铭文是：钦

命：头品顶戴署理两广总督部堂兼管广东巡抚事袁二品顶戴赏戴花翎署理广东提

学使司提学使蒋为拔 元宣统元年己酉科考选第一名拔贡生苏乾初立从这位块

“拔元”匾中去，可以了解到多方面的历史人文信息，从中还解开了辛亥革命时

期，发动廉州起义，推翻清政府衙门，建立廉州军政府的主要领导人之一，时任

廉州分都苏乾初的身世之谜。

“拔元”匾所记的“头品顶戴署理两广总督部堂兼管广东巡抚事袁”，是指

袁树勋（1847～1915 年)，湖南湘潭人，历任上海知县、江西景德镇知府、天津

知府，上海道台。江苏按察使、顺天府尹、山东巡抚。他在上海创办了全国第一

所警察学校。

在两广总督任上，他奏请设立广东大学，呼吁开国会。

“二品顶戴赏戴花翎署理广东提学使司提学使蒋”是指蒋式芬（1847-1922

年），河北蠡县郑村人。同治十二年（1873 年）举人，光绪三年进士，钦点翰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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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编修。先后任湖广道御史，湖南副考官，江西广罗道道台。光绪三十一年（1905

年）任两广盐运使。宣统元年（1909 年）任广东提学使。

“拔元”即“拔贡”。在古代的科举制度中，挑选府、州、县生员（秀才）

中成绩或资格优异者，升入京师的国子监读书，称为贡生，意即向皇帝进贡人才。

贡生在国子监修读 6 至 12 年后方可参加考试，第一名者为“拔元”。贡生经过朝

考合格，入选者一等任七品京官，二等任知县，三等任教职。在清代，能够获得

“拔元”，是一件十分荣耀之事。因此才有此头品顶戴署理两广总督部堂兼管广

东巡抚事，二品顶戴赏戴花翎署理广东提学使司提学使联署为之题名刻匾“宣统

元年己酉科考选第一名拔贡生苏乾初立”中的宣统元年，是 1909 年。其中的“己

酉科考选”，是指清代拔贡逢酉一选，也就是十二年才考一次。宣统三年，民国

建立，此后再没有这样的考试功匾。

“拔元”匾中所记的“第一名拔贡生苏乾初”，地方史料所记甚少。关于他

的事迹，散见日本人山田辰雄編的《近代中国人名辞典》、日本人深町英夫编的

《近代广东的政党、社会、国家》等书，及 2008 年举办《中国现代历史文化珍

稀文献资料实物展》中。

辛亥革命前，苏乾初以苏用五、又名陈武的名字参加同盟会。后受命与在广

州光华医科学校读书的罗侃廷（廉州府总江口人）潜回廉州府城内，在府学孔庙

旁的学前街攀龙书院设立秘密据点，以教书作掩护发展革命组织，在府城清军中

开展策反活动。又派同县的丁守臣、卜汉池等前往灵山一带策划农民起义。苏乾

初还专门约林翼中一起去联络发动绿林中人参加起义。宣统三年九月二十七日

（1911 年 11 月 27 日），罗侃廷、苏乾初在府城廉州宣布起义，由罗侃廷任起义

军司令。参加起义者约 400 人，一举攻下了府县衙门，以钦廉军政分府都督陈武

（苏乾初）名义宣布反正，光复廉城，成立了革命政府—— —廉州都督分府。

苏乾初任都督，参谋长李时钦，军政部长邓世增，财政部长罗侃廷，民政部长廖



杏斋(兼合浦县长)，秘书长林朱赞。这就是史称的“廉州光复”。廉州光复后，

罗侃廷到北海发动清军起义，苏乾初则派员到沙岗、西场等地招抚其他绿林好汉，

以扩大革命成果。后遭到清军反扑，时任广东都督胡汉民派军舰前来镇压平息。

后苏乾初往广州投奔时任广东民军第二师师长的胞弟苏慎初（辛亥革命时期任钦

雷廉反清暴动总队队长，革命后曾任广东临时都督兼民政长），后来又回到合浦，

曾一度出任乾江中学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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