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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 翼 中

(台北稿件 ) 陈忠烈提供
林翼中，原名家相，字翼宗，后改翼中，广东合浦人，清光绪十三年六月

十七口(一·八八七年八月六日，此据“林翼中先生治丧委员会”发布之新闻；

活赫“一九三二年中华年鉴”作生于一八九二年，傅润华“中国当代名人传”

作“生于民元前二十年，公历一八九二年”误)生于合浦白沙乡。甫龀，父锡山

授以读，逐年增训经史诸书。二十九年，赴县城应童子试，县试、府试均列前

茅，后入县立高等小学堂。三十一年，年十八，入廉州府中学，在学时以林翼

中之名加入同盟会。宣统三年夏，中学毕业，静候提学使批准赴省垣复试，以

成绩优异，被选留校授新班学生功课；秋，武昌革命军兴，旋与罗侃廷等在廉

州举义，光复廉州城，众举陈武(中学教员苏用五之化名)为廉钦军政分府都督，

林翼中任交通部长，后奉都督命前往沙岗招抚当地绿林，嗣以投降之防军与收

编之绿林同时叛变，廉城遭焚掠，军府解体，乃走依高州军政分府都督苏敬修(慎

初，苏用五之弟)，迨粤垣底定，亟谋北伐，苏奉委为陆军第二师师长，随之赴

穗，与罗侃廷入虎门北伐将校团受训，研究军事，是年识防城陈济棠(伯南)于

广州，曾相与慷慨而谈兵。

民国元年春，南北和议告成，将校团改迁惠州，适奉父命再求深造，乃入

广东高等师范学校(广东大学、中山大学前身，校长唐萱，号重庭，民二去职，

转任监政，著有“唐重庭回忆录”)治传科物。二年夏，讨袁军失利，袁系广东

旧军副使龙济光(子诚)由梧入粤，诛锄异己，罗侃廷、陈济棠等奉命返穗，秘

密运动，谋除龙氏，林翼中密参其事。四年夏，高师毕业，高师故例，每届毕

业，前列二人，例得留校中任中小学教员，以殊绩当其选；八月，杨度(皙子)

等承袁意组“筹安会”，鼓吹帝制，由杨度任理事长，通电各省徵求会员，派遣

代表来京，旋高师校长参加“筹安会”诱林翼中领学生劝进会代表北上，闻讯，

不待实习完毕，藉敝返乡，以拒其谋，任教廉州中学堂。五年春，广西响应云

南旧国军起兵讨袁，出兵梧州、钦廉，林翼中与同志发动宣传，谋为响应；四



月，粤督龙济光被迫宣布广东独立；袁氏去世。

十年，任出席“广东省教育会议”代表，至广州出席会会，会议其间，为

友人强邀至省立第一中学(简称一中，前身为广雅书院、广东高等学堂，其后一

中更名为广雅中学)授课，会后又为友人苦留，任一中教员并兼级主任数年，对

党义之宣传，不遗余力，十三年春，驻肇庆粤军第一师第二旅旅长陈济棠，移

驻梧州，兼梧州善后处参谋长，代理处长职务，邀为襄助，遂参内墓，至则商

承陈济棠与第三团团长邓演达(择生)，在同园设“革命军人同乐会”，从事辅

助军队政治工作，又设立“军士教育班”(主任李扬敬)，训练干部；秋，特随

陈济棠赴广州二沙头“颐园”晋谒陆军军官学校校长兼粤军总司令部参谋长蒋

中正(介石)，是为面见蒋公之始。十四年十月，粤军第一师扩编为国民革命军

第四军(正、副军长李济琛，陈可钰)，陈济棠任第十一师(第二旅扩编)师长，

林翼中奉总政治部命，任第十一师政治部主任，并兼第十一师党部执行委员兼

秘书；十二月，参与第二次东征之役(东征军总指挥蒋中正)。十五年一月，任

出席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以渡海平乱，未克参加；春，参与

底定南路琼崖之役；于部队驻在地，兼任肇庆市政局局长，后又兼广州特别市

党部改组委员兼组织部部长。十六年春，陈济棠以国民政府代表名义，赴苏联

考察，兼洽购武器，林翼中亦以第十—师政治部主任名义，前往考察红军政治，

一行二十余人出广州租专轮直达海参威，转乘西伯利亚铁路火车西行，抵苏京

莫斯科时，因四月国内“清党”事件起，苏联政府对陈、林之态度骤变，行动

受到限制，既阻转欧考察，复欲迫之加入共党，几经交涉，始能返国，止步后，

辞去第十一二师政治部主任职务，撰“苏俄现状一瞥，就此行所见，论其政之

得失，并应黄埔军校之聘，任政治总教官，以考察所得，作专题演讲，使学员

对苏俄情形得一大体认识，十七年，任广州政治分会建设委员，又任广州特别

市党务指导委员会委员兼党务委员、民众训练委员会常务委员、第三届执行委

员兼宣传部长及民众训练委员会常务委员(后连任第四届执行委员兼民众训练

委员会常务委员)，同年业师广州国民大学(简称“民大”)校长吴鼎新(在民)聘

林翼中为民大校董，又自是年起，以迄去世，每朝床前，例必在床上作一句锺

“懒人运动”，计分头、腹、腰等六部分，视“懒人运动”为长生术(详见冯炳

基《林翼中的懒人运动》)。十八年二月，任中国国民党广州特别市党部执行委



员；三月，任出席中国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以有事于粤，未及参

加选举即行南返；七月，任广东省政府委员；九月，奉命赴长沙参加由军事委

员会蒋中正委员长召开之军事会议，先至汉口谒委员长于杨森花园，后随同乘

火车前往长沙；同年加入香港“崇正总会”十九年夏，奉命赴河南归德谒蒋委

员长请示；秋，复奉命赴河南郑州谒蒋委员长请示，并至蛤蟆石慰劳十九路军(军

长蔡廷锴)。

二十年夏，兼广东民政厅厅长，上任后建议省府月给各县长特别办公费，

使其足以养廉；十一月，任出席中国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当选为

四届中央执行委员；十二月十四日，任代理广东省政府主席；同年在香港创办

《新中日报》，聘欧阳百川为总编辑，自兼不署名之社长，此为唯一在广东九十

八县市中均有读者之港报，亦为唯一常有广东各县市新闻之港报。二十一年春，

中央推予成立西南政务委员会，任国民政府西南政务委员会委员；夏，设广东

省地方自治工作人员训练所，自兼所长(至二十五年秋结束)先后毕业者凡三千

余人)；同年在广州创办华夏中学，中山大学在石碑建校，任校董(二十四年十

月新校行落成礼)，并兼劝勤大学校董；又历兼广东建设讨论会专门委员、国民

革命军第八路总指挥部(总指挥陈济棠)教导队政治总教官、中国国民党中央执

行委员会西南执行部委员、中国国民党广东省党部执行委员会委员、广东省治

河委员会常务委员、广东警官训练所所长等职。二十二年九月，请当局子广东

军事政治学校增设政治深造班，迨政治深造班成立，任班主任，该班分为高级、

普通两组，招考高中及大学毕业生，另设特别组，调省参议员自愿参加受训者，

授以军政知识，年半毕业，历年毕业人数近千人，又设广东地政工作人员养成

所，于南海、番禺等县市设土地局，成立测量队四十四队，同年奉派经星马至

暹罗一行，又与黄麒书在香港创办德明中学，以纪念孙总理(孙公名文，谱名德

明)，校名与校训，均为胡汉民(展堂所书)，由林翼中任校长，黄麒书任董事长

兼副校长。二十三年一月，自桂返粤，带同李宗仁、白崇禧等连署粤方对四全

会提案；十二日，任“中山文化委员会”委员。二十四年十一月，任出席中国

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连任五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同年，出巡

北江，道出曲江曹溪南华寺，复与虚云和尚相晤。二十五年六月，陈济棠就任

“抗日救国第一集团军”总司令，称兵反抗中央；七月十三日，国民政府令免



陈济棠本兼各职，任余汉谋(幄奇)为广东绥靖主任兼第四路军总司令，十四日，

余在大庚防地通电就职，率师回粤，十八日，粤空军投归中央，陈济棠闻变，

离穗至港，军、政分交李扬敬、林翼中负责，(陈济棠主粤八年，有“南天王”

之称，林翼中被誉为陈之“文胆”，时人以陈济棠麾下“文有林翼中，武有李扬

敬，不文不武区芳浦，亦文亦武林时清”)二十三日，余汉谋返广州，二十九日，

国民政府任黄慕松为广东省政府主席，林翼中辞去省府委员兼民政厅厅长职务，

计出长民政，历时七载，任内增设三县，并将化猖局易名为安化局(局长陈茂功)，

另设南山管理局，以定抚受战争蹂躏后之民众，全省近百县市，巡视殆遍，尚

将所历撰成《广东省地方纪要》、《广东省地方自治概要》二书，述其大略；去

职后，仍任中央执行委员及内政部禁烟委员会常务委员，旋取道欧洲赴欧美游

历，遍历英、德、奥、瑞、比、意、荷、捷诸国，撰有《欧游琐记》一书，以

日人与德、意勾结，图夺我国，鲸吞之祸，迫在眉睫，遂罢美国之行，仓卒东

归。

二十六年三月，由欧抵港；春，以无暇兼顾，香港“新中日报”停办，七

月，抗战军兴；十月，辞去香港德明中学校长职务，随陈济棠北上，共赴国难，

参加抗日，任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十一月，南京设置留守，

无实职之中央委员可先行离去，乃经由安徽、江西前往长沙，后达汉口。二十

七年七月，由汉口前往重庆，同月三民主义青年团成立(三十六年并入中国国民

党)，由蒋委员长兼任团长，林当选为中央团部干事兼蒋外团务计划委员会主任

委员，旋受命中央训练团党政训练班，任指导员、训育干事、驻队干事凡八期。

二十八年二月，任内政部禁烟委员会常务委员、尝号集禁烟会议。二十九年一

月，行政院(兼院长蒋委员长)决增农林部；三月，行政院国务会议议决任陈济

棠为农林部部长，奉命迎陈氏至陪都就职；七月，农林部成立，任政务次长，

以事属初创，乃详订计划，罗致人才，举凡水利之发展，品种之改良，牲畜之

繁殖，淡水鱼之饲养，以及推广造林，发展林产，保护天然林木，均一一量为

推行。三十年四月，举行全国农林会议，决议后速呈请中央拨给经济实施，农

林行政得以初具规模；秋(此据呈请金“陈伯南先生年谱”；谭成英《海峤晚获

集》编后言作夏)，陈济棠以夫人莫桂英肾石病复发，割后受寒，病势转剧，请

假飞港省亲；由林翼中以政次代理部务；十二月，“太平洋战争起，香港沦陷，



陈济棠未及逃出(翌年初夏，由茂名转赴重庆)，呈请辞职，中国国民党五届九

中全会以沈鸿烈(成章)替陈济棠为农林部长，林翼中以部长易人，呈请辞职，

不准。三十一年冬(此据林翼中“自传”。谭成英《海峤晚获集》编后言作九月)，

奉委为监察院监察委员(院长于佑任)，辞不就职。三十二年七月，奉国府命，

任广东省临时参议会第二届议长(副议长吴鼎新)；九月，在韶关主持第一次会

议；十二月，开第二次会议，在临时参议会议长任内，发动民众参加抗战曾奉

颁景星勋章。

三十四年五月，任出席中国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连任第六届

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八月，抗战胜利，同月在大柘开第三次会议。三十五年

三月，在广州开第四次会议，同月与黄麒书等赴渝，出席六届二中全会，同寓

余汉谋驻渝办事处，暇时相与谈及大学教育，乃有设立私立珠海大学之拟议，

商诸区芳浦、李扬敬(钦甫)诸人，均表赞同，向教育部部长朱家骅(馏先)谈及，

复蒙赞许，遂发起筹办珠海大学，成立董事会，公推陈济棠、区芳浦为正副董

事长，黄麒书为校长，负责筹办；五月，国府还都，因粮荒至南京请愿；十月，

广东省参议会正式成立，被举为首任议长；秋，政府通令全国寺院唪经追蔫战

时亡魂，穗垣官绅士庶，请虚云和尚主持在净慧寺(大榕寺)设坛，开坛时以议

长身份代表省民上香致祭，迨广东省佛教会改组，选虚云法师为理事长，林翼

中、林警魂副之，虚云和尚以佛教会乃世间事，只愿负名义上之责，会务交由

林翼中代为处理；——一月，主持第一次省议会会议，同月任制宪国民代表大

会代表，至南京“国民大会堂”出席会议；十二月，大会通过“中华民国宪法”，

由国民政府主席蒋中正代表国府接受宪法，并议定三十六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为

宪法施行日期。三十六年五月，开第二次会议；七月，代表饥民赴京请服；八

月十六日，私立珠海大学开办子广州东山，设文、理、法商三学院；秋，因邑

中人士有欲得行宪国民代表大会代表，乃放弃竞选，因为全国省、市议长唯一

不任行宪国大代表者；十二月，开第三次会议，同月开选举监察委员会，获选

为监察委员。三十七年六月，开第四次会议；七月，至上海出席救济特捐会会；

十月，应台湾省市参议会之邀，偕议员二十五人赴台湾访问；十一月，奉召赴

京出席粮食紧急会议，粤省粮荒获得解决。

三十八年一月，宋子文辞广东省政府主席，由薛岳(伯陵)继任，省参议会



以国府南迁关系，并未集会，驻会委员会议亦无事可议；十月，于“中山纪念

堂”号开大会后，次日即疏散，秘书处随省府迁海南岛，十二日，乘飞机前往

海南岛，因省府地址一时未确定，各议员暂不前往，稍事．逗留，暂转香港，

十五日，共军陈赓部开入广州，同月珠海大学迁校香港，易名为珠海书院，乃

由陈济棠任董事长，在港时。将任参议会议长期间之文稿汇编为《粤参鸿爪》

一书，连续主持侨港各界庆祝国庆大会十年，开国纪念大会二年。四十一年，

任珠海书院监督(董事长陈济棠)。四十三年十一月，陈济棠病逝台北；十二月，

香港各界举行“陈济棠先生追悼大会”，由王正廷(儒堂)主祭，林翼中、陈静涛，

桂坫(南屏)、周寿臣(长龄)等陪祭，林翼中“由甲子(民三十)以还一，追随卅

载，敬撰诔文、挽联为悼(“载陈伯南先生荣哀录”页三十七、六十三)，珠海

书院由李扬敬继任董事长。四十五年，香港私立专上院校组继联合书院(校长蒋

法贤，五十二年，与新亚书院、崇基学院合组为香港中文大学)，是时院长唐惜

芬已报请加入，林翼中以欲海自有其历史，持反对，乃撤销加入之议珠海之名，

始获保存。四十六年，年七十一，友好制备寿笺徵求寿言为寿，蒙总统蒋公颁

赐寿言，越数月夫人张又芬因胃癌不治去世。五十二年秋，出席“白沙文化教

育基金会”(主任干事黄般若)，晤业师唐萱，白头师弟，相对怡然，以唐师之

邀，加入香港“千岁会”始自四十四年重阳佳节，由陈玉泉，卢湘父二老倡议

约集)，参加“千岁宴”，又参加“世界道德重整运动香港联谊会”，撰“从儒

家道德观念看卜克门博士所倡道德重整运动四大标准”一文，并将之译成英文

印行，冀世人对我国固有道德，有所认识。五十四年六月，于端阳佳节撰“康

有为先生诗集”(梁启超先生手抄)跋；秋，偕香港文教界回国祝寿观光；同年

任“香港各界纪念孙中山先生百岁诞辰筹备委员会”常务委员(主任委员张发

奎)、同会永久性事物筹建委员会委员(号集人张发奎)，又撰“千岁会”耆年录

跋，以纪念该会创建十周年。五十六年，年八十；三月，辞去任职十五载之珠

海书院监察职务；秋，总统蒋公题赠“寿”字祝翼中同志八秩大庆，寿翁悬嘉

禾勋章摄影留念；同年任“崇正总会”第二十一届常务理事、副理事长(理事长

张发奎)，尚以副理事长代理会务，并兼崇正中、小学校监。五十七年九月，唐

师病逝，年八十有六，敬撰“唐重庭先生墓碑”。六十六年八月一日，子桂山辑

印《海峤晚获集》(谭成英编，内收晚年文稿十编)恭祝“父亲大人九秩诞辰”。



晚年居家颐养，孙曾绕膝，至娱晚景。七十二年九月十九日，“千岁宴”雅集举

行二十八周年纪念，林翼中以九十七高龄居首席。七十三年十一月二十日(或作

二十一日上午零时零五分)病终港寓，得年九十八，香港“中国文化协会”、珠

海书院团体等组成治丧委员会行政院长俞国华、司法院长黄少谷等自台北来电

致唁，二十六日，安葬于香港仔华人永远坟场。(开国煊稿。参考：林翼中“自

传”、《我之青年时代》、《我之教育时代》载《海峤晚获集》)

(本传原载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 1987 年版《民国人物小传》。由广东省社会

科学院历史所陈患烈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