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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福家乡的知识分子——吴午琴

庞新浦 庞新环

吴至劮先生，字午琴(1884—1952)，合浦县常乐镇人氏。解放前，是地方

上一位比较著名的推广农业科学技术，发展蚕桑、蔗糖事业的先行者和实业家。

他早年毕业于广东岭南大学蚕桑专业。闻说曾东渡日本参观学习一生致力于推

广现代农业科学技术，推广优良品种，造福桑梓，深受群众崇敬。解放前，曾

任合浦县参议员。解放后，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一九五○年，曾以开明绅士

身份，应邀参加过县各界人民代表大会。他为人正直，生活朴素，平易近人，

谈笑风趣。执着追求发展家乡农桑事业的事迹，至今还在民间流传。

午琴先生的青少年时代，正是八国联军侵略中国，满清政府签订丧权辱国

的“辛丑条约”之时。目睹列强欺凌，国弱民穷的现状。立志发奋读书，效仿

一些有志之士走实业救国的道路。岭南大学毕业后，在顺德县一农业机构工作

一段时间，一边参加种桑养蚕，种蔗制糖实践，一边考察总结经验，准备回乡

发展蚕桑、蔗糖事业。他与陈铭枢先生是少年时代同学、挚友，一九二一年，

陈在广州任第六军第一纵队司令时，曾向当时广东省省长推荐其任台山县县长。

他婉言谢绝说：“你从军，我从农，各以已志所效国家，不亦很好吗?”香翰屏

先生与其父吴佩瑜(1918—1920 年任合浦县长)是知交朋友，在他后来事业遭到

挫折时，曾建议他出来做官，他也不改初衷，决心用所学到的知识，实现他的

理想。

回乡后，为了争取政府和各界人士对他事业的支持，他在省立第十一中学

(今廉州中学)任教期间，曾建议开设蚕桑课程，以培养人才。积极撰文介绍顺

德县蚕桑事业的经验，建议成立“合浦蚕桑业实施分区”以争取省蚕桑研究机

构的支持。但所有这些建议，都没有得到重视和采纳。在此情况下，他毅然在

自己家门口，挂起了《合浦县常乐乡华南吴氏蚕业试验场》的大牌子，开展了

以试验和示范为宗旨的蚕桑事业。他组织全家成员参加劳动，忙时，雇请了一



些日工，在他亲自带领下，种了几十亩桑田，每批养十几张蚕种纸。把自己所

学到的专业知识，运用到实践中去，不论桑田管理、蚕房管理、蚕茧加工等等

均按科学方法严格要求，使生产发展很快。四乡农民纷纷前来参观学习。他毫

无保留传授各种技术和经验。一些蚕农遇到了疑难问题，都有求必应，甚至登

门指导。为了鼓励更多农民种桑养蚕，每逢圩日，他搬张板凳站在街头向群众

宣传；每年孙中山先生诞辰、逝世纪念日或国民党的“双十节”、植树节，乡公

所举行群众集会时，他都以参议员身份登台演说，用种种具体事实，介绍顺德

县发展蚕桑事业的经验，分析我县的有利条件，宣传种桑养蚕的好处。本来常

乐乡的蚕桑业已有一定基础，在他的热心鼓动和影响下，又有了新的发展。不

少村庄，十有八户种桑养蚕，技术上也日臻娴熟。

随着常乐蚕业的发展，上市的蚕丝多起来了。除一部分供本地织成丝布出

售外，大部份均运往外地销售。午琴先生有鉴于大批原材料外销，民间土织丝

布工艺落后，质量不高，经济效益受损。便决心发展本地的丝织工业。一九二

五年，在陈铭枢先生为他在广州同乡中筹集了一笔资金，加上他自身财力在常

乐办起了一间蚕丝厂。两年后改名《裕生丝织有限公司》。建有一间颇具规模的

厂房和办公楼。购进新式织布机、缫丝机 120 多台，其中从日本进 El铁质织布

机 4 台。拥有职工百余，还从顺德请来四名师傅指导生产。由于大部分机器设

备已经半机械化，大大减轻了工人的劳动强度。加之午琴先生比较关心工人福

利，工人劳动热情很高，产品质量逐步提高。除生产普遍丝布外，还生产荔树

绸、寿学绸、点梅纱等多种花式品种的中、高档产品。行销广州、海南、香港、

越南等地。号称“常乐丝布”(因多从北海运出，也有称“北海丝布”的)名扬

海内外，生产蒸蒸日上。为商贾方便，公司还发行一元、二元面额的“蚕丝纸”

作为收购蚕丝、蚕茧的代金券，其基金存于当铺《广济按》内，可以随时兑出

银元、铜元，信誉很高，一时被当作货币在常乐、石康、多蕉、旧州等圩场流

通，很受群众欢迎。可是好景不长。后来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日本

货充斥市场。在大量日本印花布、人造丝布的冲击下，上海、广州不少丝厂纷

纷倒闭。一九三五年。历时十年的《裕生丝织有限公司》也被迫停业。结束了

它的使命。



午琴先生在发展蚕桑事业的同时，也用很大的热情推广农业科学技术，引

进优良品种。这期间，他风尘朴朴，四处奔走，先后从广东各地引进优良稻种

“恶打占”、“田基杂”，薯种“大白薯”、“五里香”、“爪畦蔗”、“马铃薯”、“铁

树桑”，以及柚、梨、桃、菠萝、香鬼荔枝、桉、松、竹、马尾树等各种水果、

林木种苗。爪畦蔗亩产量和出糖率都高出本地蔗二倍以上。大白薯个大味美产

量高，农民称为“无忧饥”，是当时一主要杂粮，恶打占稻种产量高，质量好，

卖价高，深受农民欢迎。以上品种经午琴先生带头种植，很快推广全乡全县。

仅爪畦蔗一项，他垦荒种植数百亩。有一段时间，还到钦州牛脚租海边地来种。

他种的蔗，蔗杆粗者碗口大，高的丈余，每年榨蔗煮糖历时二、三个月。吸引

许多农民竞相效仿。几年间，常乐四村八垌遍地蔗林。较大的村庄，村村有糖

寮。培养了许多种蔗能手，也造就了许多煮糖师傅。

午琴先生非常重视造林。三十年代初，他出资购来大批松树种和桉树(油加

利)种以至育苗，无偿分发农民种植，谁种谁收。从常乐到福城数十里的山头上，

在他指导下种遍了松树苗，群众受益不浅。《裕生丝织有限公司》倒闭后，为保

存实力，以图东山再起，把公司资金转在石康七里岭一带造林，种下松、桉树

苗数百亩。解放后已归国家所有。

午琴先生还垦荒开辟了一个大果园。大量种植外地引进的柚、梨、柑、菠

萝等品种，并无偿向群众提供种苗，传授技术。在果园和住宅四周，种上大竹，

长大后既防风、防盗、防兽，经济效益也很高。不少村庄也纷纷效仿，造就了

一个个“竹根围”。

在农业技术方面，午琴先生除推广桑、蔗、薯、稻、果、林等种植技术外，

还率先推广煤油拌花生种和以虫治虫等技术。前者花费不大却有效地防止虫、

兽害，很受农民欢迎，一直流传至今。后者主要是带头从外地购来大批地龙放

养。利用它来捉食土公虫、土狍等虫害，十分有效。可惜后来被一些无知群众

捕捉，逐渐减少。今莲北、莲南一带尚有少量发现。

午琴先生深知工农业的发展．教育是基础．对家乡的教育事业也倾注不少

心血。一九二二年至一九二三年间，他曾在常乐国民小学(今常乐中心校)任过

一段时间校长。学校办在一间苍神庙里，地方狭窄。为扩建学校，反对迷信，



提倡科学，在廉州中学学生的支持下，带领学生把菩萨打倒改建教室，还向社

会集资扩建了一批课室，使学校规模增加二倍，并建有篮球场，田径场供学生

锻炼身体，加之改革教学制度，把旧小学办成一间新型小学。直到他开办蚕丝

厂后，仍关心学校的建设。为使学校维持正常的经费来源，和适应当时商贸的

发展，利用开办《裕生丝织有限公司》的剩余资金和材料，新建一个大菜市场(即

今常乐菜市)，还提供建筑材料给商人，在公司两旁街边建造整齐划一的商棚(后

改建成一条新街)，再在街头开辟一大果园。把每年的摊位税和园地租金，拨归

学校作办学经费，当时，石康、常乐、多蕉三乡镇，均没设中学。读中学都要

到合浦县城。比较贫苦的学生食宿困难很大。为解决这一问题，他又带头在三

乡镇集资，在廉中南端建一幢宿舍楼．名叫“三总学会”，配置床铺桌椅，免费

供三乡子弟住用。后来该楼房又卖给廉中做宿舍，所得款项，拨给县六中(今石

康中学)建校使用。

吴午琴先生一生致力于发展家乡农林事业，锲而不舍，百折不挠的精神是

难能可贵的。在广大群众的支持下，虽然也有过成功的时候，但在旧中国，国

民党政府不重视科学，不重视农业生产，政治腐败，横征暴敛，午琴先生终于

无法逃脱衰败的命运。“拳拳报国心，悠悠志未酬”，正是这一位知识分子在旧

社会经历的写照。

(此稿根据午琴先生子女、亲属吴德和、吴德勋、及知情者张建业、蔡维中提供的材料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