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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绩在焉

——从廖国器主编的《合浦县志》谈起

陈继礼

在我的书案上，置放着一部六十七年前由邑人廖国器主编成的《合浦县志》

(复印本)。这是廖先生于 1930 年秋出任合浦县县长时，奉当时广东省主席陈铭

枢之嘱，亲自主持，延请举人刘润纲，瑞贡许瑞棠为编辑，组织恩贡、监生林

鸿材等 13人进行采访，仅费时一年，就编成了这部十六卷，涵盖了舆地、地方、

建置、经政、礼俗、职官、选举、实业、交通、人物、前事、艺文、名胜、杂

闻等十四个方面的内容、约 50万言的巨制。这部县志的编成，是在一个极其艰

难的状况下进行的。民国五年(1916 年)钦廉镇守使龙世储曾召集地方人士计划

纂修过合浦县志，但结果没有完成。廖先生终于以短短时间就编成这部皇皇县

志，既保存了道光年间(1821--1850 年)廉州府知府张堉春续修的《廉州府志》

的资料外，还补充了道光至清末(1911 年)期间的大量史料。这不单弥补了民国

一代合浦无县志的空白，也可以说，完成了前期治志同仁的未竟之业。正如先

生在该志编成后，于 1932 年 2 月在合浦县政府邸亲为之序中所说：“此志告成

固足以考见吾乡之历史，而斯文所在，经编者钩嵇检拾，竟从前未竟之功，揆

诸抱遗订坠之初衷，其亦可以不负欤”。但由于当时财政拮据，一时未能付印；

十年后，继任的合浦县长苏萍生商请时任第八区行政督察专员、邑人邓世增(益

能)，把该县志付印，广为刊行，苏也为之序：“后之官斯土者，手此一编，一

为展卷，于地方人文政事了然胸中，竭其力之所可为，而勉其职之所当尽，则

是书之裨益为无既矣。”是的，先生主编的这部《合浦县志》，“非徒籍以考古绩，

徵文献已也。”它是要让我们后人对故土的历史沿革、山川物产、民俗习尚等各

个方面，都有所了解．“得以鉴往知来，固俗施教”。应该说，先生的这个贡献

是毋容置疑的，是昭然于世的。

吾生也有幸：解放后我还在学校里读书，而且亲受教于先生。因此课余觅

闲，时趋请教，对先生行状，多所了解。如果说，编纂《合浦县志》是先生的

一个功绩，那么，类似功绩，还值得我们今天来一个回眸。



廖先生本名国器，字云程，1893 年生，1962 年故去，得年 69 岁。合浦县

南康镇陂塘村人。1919 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工学院院土木工程系，1926 年随邑人

陈铭枢师长参加北伐。1937 年初，抗日战争前历任当时广东省属的海口市长，

钦县、普宁县、合浦县、琼山县等县长。他个性耿直公正，严于律己，宽以待

人，人缘甚佳；终生粗茶淡饭，不沾烟酒，崇尚勤俭，力行廉朴。1930 年 7 月，

他由普宁县长改’调回故乡合浦县接替原县长宁可风职时，当时邑人极感奋，

在街上悬挂起戏谑式对联：宁可风吹去大海，廖云程荣归故里。可见乡人对先

生的爱戴和期望。事实上，在任四年期二间，他没有辜负桑梓父老的厚爱。生

活上严谨自律。当时县府有一吉普小车，但先生由县府返回南康故乡，30公里

路程，总是孑然一身唐装布履，骑着自行车代步。所以口碑甚佳。在政务上，

一手抓农事桑麻、工商业，发展经济，当时全县农村集市就有 45处之多。另一

手抓城镇建设，广开交通。考虑到当时廉郡辐员广袤，原来交通梗塞，是贫病

愚的症结。乃积极筹谋，北修合灵(山)路，东建合南(康)路、合福(成)路、南

石(康)路，南拓北(海)南(康)路还向东新建合(浦)山(口)路，西筑合钦(县)路，

大都建成通车。计当时全县可通车的公路达 600 里。其中，营造省道山口的钢

筋水泥大桥，因缺乏技术和材料而尤为艰巨。举凡这些工程浩大的公路大都由

他亲自参与规划、勘踏、定线、绘图、拆迁、修路、造桥等等。同时，对合浦

廉州旧城区也着手改革，拆除了部分旧残城墙，扩建中山路、大小南门路、阜

民南路、阜民北路，新建上新桥、下新桥等。在信息工程方面，也积极兴修、

恢复或新架设合浦县城至北海、山口、南康、西场等地的电话通讯线路。

在文、教、卫方面，在全县范围内，共创办了 40余所中小学校和一间女子

小学，修建、增建一批校舍，一时学风兴盛，据统计，当时全县共有中学 6所。

农业职业学校 l所、小学 213 所；教职员工 1078 人、学生 29，528 人，图书馆

2 间、社会教育机关 12间。还举办过全县中学生运动会，新建东坡公园，并在

园内筹建县立中山图书馆；还参与集资创建有现代化规模的合浦医院，聘请当

时留德名医陈瑞徵担任首届院长；又创办《合浦县政月刊》，并主持编纂民国期

间唯一的《合浦县志》。

1934 年 4 月至 1936 年 10 月，先生改任琼山县县长，对县城和所属的海口

市的兴替也作出一些积极的贡献，得到好评。其中，修建了海口市飞机场；重



建秀英码头及炮台；修扩海南东西两线公路；新建海口市区的海南公园及医院、

戏院；兴筑海口市沿海长堤；重修旅游胜地“五公祠”：大修海(瑞)公墓、邱(浚)

公墓；……都为时人津津乐道。

抗日战争前夕，1937 年初，他回到故乡，在北海奔走呼吁，千方百计筹建

北海珠光电力公司，安装上德国西门子厂煤气发电机组。从此，使北海大放光

明，他义务担任该公司的首席经理。抗战烽火燃起后，他出任合浦县抗日自卫

团委员。1939 年至 1942 年，他一直在任广东省第八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秘书。

1945 年 3月 3 日，日寇曾登陆蹂躏北海，他抢先拆卸北海电力公司的发电机组，

疏散到县内安全山区埋藏。直至 1945 年抗日胜利光复后，才又把机组完整无缺

地运回北海组装，使它立即重放光明，并再义务供职该电力公司，续任经理。

自 1942 年以后，他正式地辞职告别了政坛。回到故里陂塘村开垦荒山，营

造果园，大量种植优质黑叶荔枝、杨梅、香焦、芒果……。今年春，我曾和市

文物所的负责同志一道，驱车前往瞻仰过廖先生的陂塘故居，尚见墙垣完整、

檐瓦依旧。特别是先生当年手植的十多棵荔枝树，如今已两人合抱，生势盎然，

绿荫怡人，仍挺立原地，真使我油然地回想联翩。1947 年我考入南康高中那年，

又是先生在家乡。筹款，创建了南康“南光电力公司”，使南康历史上第一次有

了电灯，我们也是第一次开始在电灯下读书。那年，先生同时无酬地兼任北海

与南康两间电力公司经理。翌年，他还与旧州当地人合建江口埠。1949 年春，

他被邑人推举担任合浦县立第三中学(今南康中学)校长。

1949 年底，合浦解放了。1950 年他继续留用担任第三中学高中部的语文老

师，正好上我们的语文课。由于他毕业于北京大学，是蔡元培任校长时的学生。

我们从先生那里得知一些关于京都名校著名学人不少轶闻趣事。如蔡元培校长

如何开明豁达，既任用年青的新人如陈独秀、胡适，也留用清末遗老、拖着辫

子上课室的辜鸿铭等，这些都记忆犹新。他给我们布置作文，都是要求在课间

完成。记得第一次出的作文题是：我的家。我大约写了近二千字。发还作业后，

我发觉先生审阅精到，不单是逐个纠正了错别字，甚至在段下批了：“束上起下，

笔态历落”……一类话，到文末，给我的总评语是：“颇得叙事技术”。临毕业

前，先生布置的作文题是：毕业后的打算。我根据当时自己的处境叙述一番后，

表明自己毕业后只有选择就业。先生在我的文末的批语是：“你原是有升学的能



力，亦不作升学的打算，他人可知，噫!”

其实，先生留给我记忆中的还有不少“噫”的回忆呢。他终生俭朴、清静

寡欲。当时他每天由陂塘到学校给我们上课，要走上 3 公里的路程，可连自行

车也不骑，总是手提布袋油(纸)伞，赤足而行，直到快进入圩镇，才穿上布履，

进入学校。这据说是孩提童年时开始养成一种“恒念物力维艰”的老习惯了。

运笔至此，能不令人一“噫”!

先生在大学时学的是土木工程。但其祖父午阶公是廪生出身，父亲愈崇弱

冠即选拔为贡生、曾与梁启超同窗切磋、竞夺鳌头，惜年未而立而化去。所以

先生幼受庭训，爱读古今时贤文词，能诗善辞，被邑人称“小书柜”。其书法亦

佳，尤其是寸楷更名噪一时。但今天检点遗物，几已飘零湮佚，手迹全无。1976

年，在合浦东坡亭前小亭右侧还竖立有一块他当年主政合浦时亲撰的《重修东

坡亭记》，今亦不知流徙何处。目前除见 1944 年 10 月张国元主政合浦时所立《莺

修东坡亭记》上署有其名外，先生遗物只有两件：一为现存于北海市文物所内，

其伯父廖愈簪撰、先生亲手于 1926 年书写并镌刻的《廖愈崇碑》一块；而唯一

流传于世的文字，也只有 1932 年 2 月写成于合浦县政府邸的这部《合浦县志》

扉页上的《序》了。荒天有情，能不再“噫”!幸合浦县人民政府于 1994 年新

版《合浦县志》，在“人物篇”中已有提挈，记述先生建树颇多。先生一生功绩，

昭昭在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