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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简介

翁同十公简介（1119—1189）

哲公，号同十，字次圣，江西省栗榔人。系绍兴乙丑进士德粹公之次子。

他生于宋徽宗宣和元年己亥（1119 年）十月十六日寅时。殁于淳熙十六年己

酉（1189）三月初五日申时。宋建炎间，以明经擢荆楚麻城令，政绩辉煌。他

素性梗直，不畏权势。三次上书，勇斗秦桧、王伦等奸臣。因当时坏法弊政，

难展大志，乃弃职归隐栗榔。因公是迁栗榔的第一代始祖，故于一九八九年修

谱之际，经我姓族众协义，在给哲公塑像的同时，给同和公也塑像一尊，以示

翁姓后继有人，供后嗣顶礼膜拜，世代学习楷模。

注：他的详细事迹见《麻城令哲公传》

翁同和（1830-1904）

清大臣、书法家。字声甫，号叔平。江苏省常

熟市人。咸丰状元。同治帝、光绪帝师傅。

翁同和历任户部侍郎、都察院左都御史，刑部、

工部、户部尚书，军机大臣兼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

臣。力主抗战，反对投降。中日甲午战争时，愤于

李鸿章割地求和的卖国行径，遂逐步倾向变法图

强。辅佐光绪帝亲政，并支持维新派，向光绪帝

密荐康有为。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北京强学

会成立，同和即予支持。并促成帝党和维新派的合

作。因系帝党中坚，为慈禧太后所忌恨，在光绪帝

颁布“明定国是诏”后，被开缺回籍。

戊戌政变后，又被即行革职，永不叙用，交地方官严加管束。翁同和诗、

书、画俱佳。

敬录《中国通史》

六桂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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翁方纲（1733-1818）

清代诗文家、学者。字正三，号

覃溪，晚号苏斋，北京市人。庶吉士：

翰林院，实习生。

乾隆十七年举进士，选庶吉士，

授编修，官至内阁学士。

曾主持江西、湖北、顺天乡试，

又曾督广东、江西、山东学政。

方纲研读群经，尚考订训诂。衷于

义理，精于考据，金石之学，擅长书法。

着有《复初斋诗集》70卷、《文集》35卷、

《石洲诗话》8卷、《复诗补注》8卷、《米

海岳元遗山年谱》2卷、《小石帆亭着录》

6 卷、《苏米斋兰亭考》8 卷、《粤东金石

略》12 卷、《两汉金石记》22 卷、《经义

考补正》12 卷、《礼经目次》一卷、《春

秋分年系传统表》一卷、《十三经注疏姓

氏》一卷、《通志堂经解目录》一卷等。

敬录《中国通史》

六桂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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翁文灏（1889—1971）

翁文灏，1889 年 7 月 26 日出生于浙江省鄞县。

1902 年，年仅 13 岁初次立应试考中秀才。1906 年考

入新式洋学堂上海震旦学院。1908 年以极优成绩，获

得官费赴比利时留学，1912 年获鲁汶大学博士学位。

获得秀才功名而又得留洋博士学位，这是中国近代社

会转型时期具有的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秀才博士一

身两任者鲜见，学贯中西者更属凤毛麟角。1913 年由

比利时返回祖国。

作为科学家，翁文灏具有科学的眼光。早年为“北京人”的发掘，他到国

外游说，争取到资金，这才有了中外科学家合作开展周口店猿人遗址的发掘。

直得一提的是，中国科学史上的许多第一次，都是在他的领导下诞生的，第一

份地质学术刊物，第一部矿产志，第一部矿业纪要，第一个地震台，第一个地

壤研究所，第一个新生代研究室，第一个猿人头盖骨，第一部近代地图集…著

作有《地震浅说》、《地震琐谈》、《甘肃地震谈》等。

他是中国地质学奠基者。1931 年任清华大学校长。1932 年任国防设计委

员会秘书长。同年任教育部部长。1935 任行政院秘书长。1937 年任经济部部

长。1944 年任行政院副院长。1947 年任行政院长兼总统府秘书长。1948 年辞

去行政院长兼总统府秘书长。1949 年辞去中国石油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同

年离台赴法。1951 年在周恩来、邵力子、汪道涵的帮助下离开法国，经香港

进入广州，再抵北京。1952-1954 年，他著作颇丰，诗作并集有《击壤吟》、《洄

溯吟》。1954 年 12 月 20 日受到毛主席的亲切会见。

1970 年 12 月 8 日，翁文灏留下遗书：“我死后火化，骨灰还于大地，不

要保存，不要开追悼会。他为工业经济建设作出了显着成绩；在抗战期间，团

结广大工作人员为建立大后方工业基地，发展战时生产，支持抗战作出了很大

努力；解放后，对我国矿产资源进行了广泛的调查，并组织开发石油、煤炭、

金属等，为我国能源建设打下了初步基础，晚年为祖国统一大业做出了许多有

益的工作。

翁文灏系全国政协第二届、第三届、第四届政协常委，民革中央常委。

他是中国现代一位伟大的历史名人。

根据《八宝山纪事》整理 二○○九年十月六日

六桂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