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38

第
十
Ⅱ
§

^
物

劳资两利的政策。1950年2月，大新公司职j二派代表专程赴香港向

蔡吕宣传人民歧府政策，希望他刚沪鲐营企业．蔡吕表示予以考虑，

并先行I乜}r=3万港兀给I。每人新公司，但随后因朝鲜战争爆发，英

国第七舰队封锁台湾海峡，局势紧张；_fII】之蔡吕年老多病，犹豫不

决，终未能成行。上海大新公司在国营断业机构扶持下，继续营业，

1953年11月改为同传上海第·百货商店。

蔡昌发迹后，xt社会公益事业与家乡建i殳也颇为关心，竹手n任

香港数家医院董事长、保良局长；对上海、广州、香港三地的杜会

福利事qp扪款颇多。

民国18年(1929)春，当国民政府第HL次国务会议确立中山

县为模范县，并建市以庙绍仪为首的中山县圳政实施委员会时，蔡

昌被推选为九委员之一。民同19年(1930)蔡吕出资在外沙村建造

三层(后增为六层)高楼的新式的礼和小学．免费招收附近各村儿

奄入学，学生达三JJ【l百人，教师则在港穗二地聘请，至抗战爆发后

才被迫停办。1953年夏，蔡吕在香港病逝．享年76岁。

蔡昌原配为t栅梁氏，育有子女各二，长子蔡乃诚，次子蔡威

林，均留学英国，归国后协助蔡昌管理大新公司。其后人多居香港
或同外。

唐宝锷

唐常锷(1878--1953)，旅名宗鎏，字秀峰，

义作秀#，唐家村人，是ip国近代首批官费留H

’学生之一。光绪四年(1878)4月出生r上海。

父唐昭航，原在卜海某洋行任职，后经营茶口t和

地产乍意。唐宝锷排行第删，幼在沪延帅就读。

光绪二十二年(1896)仞，唐宝锷返乡中秀才。

时值中日甲午之役，清廷惨败，朝野有识之上痛

感必须学习日本叫治维新，图强求存，遂有向口
水派遣留学乍之议。清廷总理衙门乃于光绪-P

唐宝舒



二年(1896)春选派留日学生。唐宝锷回乡乡试后即匆匆返沪，应

试入选。同年4月，被派往日本，同行者共13人，为清廷官费赴日

的第一批留学生。

光绪二十五年(1899)，2l岁的唐宝锷被清廷任命为驻长崎领

事馆代理副领事。光绪二十七年(1901)，调清廷驻东京公使馆任

职。因其t：l语极好，故每逢清廷官员访日，均由他出任翻译。

唐宝锷因在光绪二十五年(1899)曾与戢翼晕合著专门供中国

人学习日语使用的《东语正规》一书，且与日本东京高等师范学校

校长嘉纳治五郎有师生之谊，故被嘉纳治五郎延聘兼任弘文学院

(中国近代著名人物黄兴、陈独秀、周树人等均曾在该校学习)

讲师。

唐宝锷在公使馆任职期间，除公务与兼教职外，还在东京早稻

田专门学校学习国际法。于光绪二十九年(1903)毕业后，升入由

专门学校升格而成立的早稻田大学，在政治经济部学习法律。光绪

三十一年(1905)毕业时取得学士学位。这是中国最早在日本取得

学士学位的留学生。

唐宝锷从日本早稻田大学毕业后，返回祖国。光绪三十一

(1905)6月，参加清廷对留学生的第一次殿试考核。唐宝锷与金邦

平等8入以优异成绩获一等进士，赏翰林院检讨衔。同年，清廷为

实行“预备立宪”，派五大臣出洋考察政治。唐宝锷以参赞衔随镇国

公载泽赴日考察。

光绪三十二年(1906)至辛亥革命前，唐宝锷历任北洋司法官

养成学校监督(校长)，洋务局会办，民政部、法律馆和川粤汉铁路

督办咨议官，陆军部首席参事官等职。

宣统三年(1911)辛亥革命时，唐宝锷参加南北议和，任北方

总代表唐绍仪的参赞(机要秘书)。民国无年(1912)后，多任一

些虚职，如国会众议院议员、大总统顾问、直隶都督府顾问、绥远

将军署高等顾问、荣旗垦务督办署秘书长、归绥警务处处长等职。

民国14年(1925)国会解散后，唐宝锷退出政界。

唐宝锷退出政界后，在天津、北京两地开办法律事务所，开始

了他长达20年的职业律师生涯。其间，曾担任全网律师公会执行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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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会长，在法律界享有较高声望。他因精通日语，被认为是中日

之间的法律问题专家，曾与日本法学士大木于一律师合办“中日法

律联合事务所”。抗日战争爆发后，该所停办，其居住天津的屋宅被

日商强占开设橡胶厂，唐宝锷因而忧郁成病，久治无效，于1953年

病逝天津，终年75岁。

唐宗锷一生译著颇丰，大多是介绍El本法律方面的著作，译著

有《日本警察法令提要》、《日本孩律》、《日本刑法注释》、《宪法访

问录》、《汉译铁道制度汇编》等20种之多，为民国初期的法制建设

作出一定贡献。

唐耐修

唐耐修(1879--1949)，名舜，字高潮，唐家村人。少年时由胞

兄唐理修带到上海一粮行当帮工。十余年间，由杂役擢升为采购员、

供销员，常往返于上海、芜湖、安庆之间收购粮食。由于生意上的

往来，唐耐修结识在芜湖开设米行的粤籍南海人霍守华，两人年龄

相仿，意气相投，情同手足，结成终身挚友。

19世纪80年代，在洋务运动的刺激下，民族工商业也蓬勃地发

展起来。同邑徐润及其侄儿徐秉诗已在安徽池州开办煤矿，日出煤

千余担，获利甚丰；而唐耐修所在的上海，更是广东商人云集之地。

唐家乡族的唐廷枢、唐廷植、唐翘卿、唐瑞芝等都在上海有很大的

经济实力。他们信息灵通，举凡创办某项企业均互相提携，踊跃

参股。

唐耐修度忖如办企业，必可得族人乡亲之支持，于是与霍守华

商议，合办企业。不久，他们结识了一位南海籍的矿师，得知安徽

繁吕县桃冲山一带有很多土法开采的小煤窑。唐、霍即邀矿师结伴

去繁昌考察。当他们获悉当地人胡尺君与汉冶萍公司职员洪受之于

宣统三年(1911)在长龙山发现有大量露天矿石，且经化验证明

“铁矿纯正，品位甚优”的消息时，便一起协商起草了一份《勘查

报告》，由霍、唐带回上海筹集资金。由于他们的专业水平低，资料

又不齐全，其唐氏族亲多无兴趣，只筹得少量资金，后几经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