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日广卅f沦陷，大新公司首遭厄运，被日机轰

炸，葬身火海。大新公司遭火灾之后，元气大

伤，一蹶不振。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曲于美国商品对

华倾销，充斥国内市场，上海百货业面临绝

境，此时香港大新公司营业则日见好转，蔡昌

将经营重心从上海转向香港，从1946年起上海

大新公司营业额逐渐呈现下降趋势。

1947年蔡昌携家定居香港，上海大新公司

委托蔡惠民管理，并制定了多销货、少进货的

消极方针，逐渐将上海大新公司的资金转移至

香港。1948年上海大新公司又遭受国民党政府

的限价政策，被变相掠夺，内部空虚，元气大

．。 伤，更使蔡昌对上海大新公司采取放弃态度。

菇 1950年2月上海大新公司职工推举代表赴

侨 港，向蔡昌汇报公司情况，说明政府的政策，

务 希望他能尽快回沪与全体职工共同经营公司。
心

蔡昌当即表示予以考虑，并应允先电汇上海大

I圜 新公司港币3万元。但后来因朝鲜战争爆发，

特 局势紧张，加上蔡昌年老体衰多病，行动不

主 便，终未成行。1953年夏，蔡昌因病在香港去

章 世，享年77岁。

人

物 24唐宝锷

唐宝锷(1878—1953)，唐家人。出生于买

办世家，是近代著名政治家唐绍仪的族侄。其

父唐昭航长期在上海经营茶叶与地产。1878

年，唐宝锷在上海出生，取族名宗鎏，字秀

峰。幼在沪延师就读，1896年初，回乡考中秀

才。清廷总理衙门于1896年春选派留日学生，

唐宝锷在乡考中秀才后，即匆匆返沪，应试入

门选。4月，唐宝锷被派往日本，同行者共

13人，为清廷官费赴日的第一批留学生。

1899年，21岁的唐宝锷被清廷任命为驻长

崎领事。1901年，他被调派到清廷驻东京公使

馆任职，因其日语极好，故每逢清廷官员访

日，都由他担任翻译。

20世纪初，中国官费、自费留日学生已增

至万人。1902年，嘉纳将亦乐书院扩展为“弘

文学院”，接纳了大批中国留学生。唐宝锷因

在1899年曾与戢翼晕合著专门为中国人学习日

语的《东语正规》一书，且与嘉纳有师生之

谊，乃被嘉纳延聘兼任弘文学院讲师。中国近

代著名人物诸如黄兴、陈独秀、周树人(鲁

迅)等均曾在该校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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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03年毕业后，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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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05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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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宝锷从早稻田大学毕业后即返回祖国，

1905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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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以优异成绩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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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内阁

派法学士穗积八束介绍日本宪法、大藏省主计

局长荒井贺太郎介绍日本财政沿革，均由唐宝

锷口译。载泽离开日本后，唐宝锷等9名参随

人员奉命留下。其间，他曾写出多篇考察报

告。后来，他又两次赴日，一次是1920年率领

视察日本的记者团前往日本考察，另一次是

1922年为参加和平博览会赴日。

1906年至辛亥革命爆发前，唐宝锷历任北

洋司法官养成学校监督(校长)、洋务局会办、

陆军部首席参事官、川粤铁路督办等职。

1911年辛亥革命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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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辛亥革命后的北洋政府里，唐宝锷在仕途上

并无进展，多任一些虚职，如国会众议院议

员、大总统顾问、归绥警务处处长等职。

1925年国会解散后，唐宝锷退出政界。

退出政界后，唐宝锷在天津购地置房定

居，并在天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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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宝

锷曾担任全国律师公会执行委员、会长，在法

律界享有较高声望。他曾与日本法学士大木干

一律师合办“中日法律联合事务所”，解决了



中日间的一些法律事件。抗日战争爆发后，大

木干一于1939年返日，联合事务所停办。其旧

居被日商强占开设橡胶厂，身为律师的唐宝锷

亦无法使其迁出。唐宝锷也逐渐郁郁成病，

1953年病逝天津。

唐宝锷一生译著甚多，大多是介绍日本法

律方面的著作，为民国初期的法制建设作出了

一定贡献。

25赵顺之

赵顺之(1878—1964)，名忠养，字家彦，

号炳华，斗门镇南门村人。家境清贫，父亲为

乡村塾师，赵顺之自小随父就读于“人盛民

宝”，勤奋好学，深研多问。青年时在乡任

教，20岁便投笔学医，拜广东四大名医之一的

周鹤琴为师，学有所成，后又前往泰国进修。

于1910年赴墨西哥，1912年辗转到美国三藩

市，以行医为业。

赵顺之深感祖国的医疗事业远远落后于美

国。于是立志在江门、四邑与斗门之间办一所

现代化医院，以利广大群众。为达到目的，他

在三藩市开设中药店，自兼医生，营业颇佳。

稍有积蓄，即送其侄子10多人先后赴美，凡年

轻而又有学习能力者，均供其读医学、护理、

制药等科，为将来办医院培英育才。后因经营

失败而未能酬志。然而子侄赵毓森、赵德富在

他的支持下，分别取得制药师和医学博士学

位。

1915年起发生的斗门南山、荔山的械斗事

件长年不息，海外侨胞闻此痛讯，忧心如焚。

赵顺之与陈典经跑遍美国，募捐巨款，寄回乡

间救济难民。1916年，械斗不但未能平息，而

且酝酿着更大规模械斗的危机，赵顺之受侨胞

委托，回邑劝和。他不顾个人安危，跑遍各大

乡，向广大父老乡亲阐明大义，陈情说理，还

亲拟和约，出资设宴于斗门凤岗乡学，邀请各

乡之绅耆到会，会议通过了他亲拟的和约，并

由各乡代表签字。械斗平息后，各乡和好如

故，民众得以安居乐业。

1920年，赵顺之再赴美国，但三藩市之药

店因他回国后任人不善而被占，在不得已的情

况下，他仍以行医为业。在三藩市行医期间，

他又开始以按摩术治病而驰名，并再创中药

店。他在美行医数十年，竭诚为侨胞服务，对

贫穷者赠医送药，热心公益事业，甚得侨胞的

尊重和爱戴，成为侨界的善长仁翁。

1947年他再度回国，时已年逾古稀，仍然

热心公益。这一年，南门与小濠涌乡民在斗门

圩发生争执，双方各不相让，械斗一触即发。

他挺身而出，居中调解，并邀当事者谈判，一

场即将降临的大灾难因而消除，赵顺之在其中

也立了大功。

1948至1949年，赵顺之出任南门小学校

长，对学校的经济支持甚大。1949年10月群众

推选他为中山县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历

任中山县政协委员、县侨联副主席、斗门侨联

主席、斗门医联主席等职务。他在侨联工作期

问，为解决侨眷就业问题，曾组织侨眷办刺绣

厂、搞种桑养蚕等行业，使侨眷普遍能够就

业，安心乡居。

赵顺之对教育事业也甚为关注。解放初斗

门地区仅有一间和风中学，自抗日战争以来，

年久失修，破烂不堪。此时，国家百废待举，

未及拨款修建。他与旅美归侨陈景山联名发起

为该校修建教学楼一座，所需经费除用两人名

义在国外募捐一部分之外，不敷之款由他们自

己解囊凑足。教学楼落成，正面一匾刻“侨泽

仕林”大字，数十年来，政府多次拨款该校改

建或增建校舍，为纪念他们的功绩，此楼一直

保持完好。1988年，该楼由华侨赵观晃等捐资

改建，以更宏伟之英姿屹立于校园中央。

建国后，斗门地区小学生人数大增。但小

学毕业生只有小部分能升学。考虑到这种情

况，赵顺之虽年逾80，仍力创一所民办中学。

学校校舍由他出面借用南门毓秀村公房及亲友

私房解决，经费一部分以他的名义向海外侨胞

募捐，一部分靠收取学生的廉价学费，不足部

份由他承担。同时他还兼任校长，竭诚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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