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太和五杰的爱国、奉

献、敬业的精神和业绩，

对 其 家 族 影 响 十 分 深

远。正是在祖辈激励下，

这个族群成为儒雅传家，

代 有 俊 才 的 知 识 世 家 。

据笔者对近代许氏家族

史的调查，自新中国成立

以来的六七十年间，太和

五杰第二、三代传人中，

在我国政治、经济、文化

教育及科学技术等诸多

领域里就有一批卓有成

就的精英人物。

许 瀁 （1896—
1975），字心余，1922 年

毕业于北京大学经济系，

1928 年留学法国巴黎政

治经济学院，是著名的经

济学和金融业专家。上

世纪三四十年代，曾任京

津地区五大公私银行的

主任、总裁等要职，新中

国成立后，被中国人民银

行总行聘为参事室参事。

许 织 云 （1917—
2015），许瀁之女，是著名

医学专家。上世纪 30 年

代毕业于北京医科大学，

后投身抗日战争，任国民

革命军随军军医，参与战

地救护工作。抗战胜利

后留学美国，获取博士学

位，上世纪50年代初任台

湾国防医学院教授兼系

主任，是台湾新党主席郁

慕明（医学专家）博士后

导师，她的业绩与他祖父

辈业绩均入编《浙江省国

民人物传》。

许京骐，中共党员，

离休干部，我国著名市政

工程专家。1942 年毕业

于清华大学土木建筑系，

曾任清华大学水工实验

所 副 研 究 员 ，土 木 系 教

员。1946 年入党后，任清

华 大 学 教 职 员 支 部 书

记。新中国成立后，历任

北京建设局、道路工程局

副局长，北京市市政工程

设 计 院 党 组 书 记 、副 院

长、总工程师；后任北京

建筑工程学院副院长、院

长、党委副书记等职，直

至离休。许老先生已 97

高龄，仍笔耕不辍，仍在

撰写论文，并著有《许京

骐文档》一书。

许京安，中共党员，离

休干部，上世纪40年代就

读瑞安中学和南京法商学

院时参加党的地下工作，

领导过反内战、反迫害、反

饥饿的学生运动，后赴苏

北革命根据地入伍。新中

国成立后，在南京市和江

苏省政府部门工作，曾任

南京市府办主任，江苏省

政府副秘书长，是一位资

深的老革命干部。

许红，1973 年毕业于

吉林师范大学数学系，曾

任北方交通大学数学系

助教，后留学于美国伦斯

勒理工学院，获硕士、博

士、研究生学位；1993 年

任美国宾州州立大学助

教 、副 教 授 ；1984 年 —

2010 年任美国宾州州立

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52 岁因病卒于美国纽约

家中，英年早逝。

太和族群的二、三代

传 人 ，除 上 述 知 名 人 士

外，与他们同辈的，从各

个不同岗位上退离休或

已故的还有，诸如北京中

科院心理研究所研究员

许淑莲（已故），南京市委

党 史 办 主 任 许 茬 华（离

休）、四川省宜宾市师范

专 科 学 校（宜 宾 师 院 前

身）校长许京元（离休）、

中科院南京土址研究所

副研究员许绣云（退休），

广州军区离休干部许京

林、天津交通局设计室主

任许京骏和苏州铁路师

范学校地理系教授许京

怀（退休）等人，他们都曾

为新中国各项建设事业

和改革开放后的社会主

义现代化建设作过一定

贡献。如今，他们的下一

代在国内或旅居海外的

更 是 人 才 济 济 ，灿 若 群

星，恕不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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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氏族群中的太和五杰
■许希濂

““太和太和”，”，是清代瑞安城内渔篁街一家酿酒坊商号是清代瑞安城内渔篁街一家酿酒坊商号。。据许氏宗谱记载据许氏宗谱记载：：业主为宋代名臣业主为宋代名臣，，忠简公许景衡之二十三世裔孙许芝浔忠简公许景衡之二十三世裔孙许芝浔（（五杰之曾祖五杰之曾祖））经经
商致富后商致富后，，由其子廪生出身的许培基由其子廪生出身的许培基（（五杰之祖父五杰之祖父））继承产业继承产业，，他是一个儒商他是一个儒商，，经营有方经营有方，，管理有序管理有序，，家庭更为殷富家庭更为殷富，，并于清咸丰年间创办酒坊并于清咸丰年间创办酒坊，，取名取名

““许太和许太和”。”。
许公不仅是饱学之士许公不仅是饱学之士，，也是具有远见的有识之士也是具有远见的有识之士，，他育子他育子66人人，，十分重视对子女教育十分重视对子女教育，，时见清廷腐败时见清廷腐败，，科考衰落科考衰落，，又受西学东渐和实业救国思潮又受西学东渐和实业救国思潮

影响影响，，生前嘱咐其贤内生前嘱咐其贤内，，除长子在家侍奉父母除长子在家侍奉父母，，让其他儿子出洋留学让其他儿子出洋留学，，以应时需以应时需。。夫人遵其嘱夫人遵其嘱，，不惜家财不惜家财，，让旋让旋、、燊燊、、铸铸、、壬壬、、徵等五子东渡日本求学徵等五子东渡日本求学，，
这是当时瑞安是一个少见的开明家族这是当时瑞安是一个少见的开明家族。。

许氏昆仲果然不负父母期望许氏昆仲果然不负父母期望，，以优异成绩毕业回国后以优异成绩毕业回国后，，皆成为蜚声国内知名的政治家皆成为蜚声国内知名的政治家、、法学家法学家、、农学家农学家、、教育家和学者教育家和学者，，为我国近代民主革命和为我国近代民主革命和
科教事业发展作出杰出贡献科教事业发展作出杰出贡献，，邑人称之为邑人称之为““太和五杰太和五杰”。”。

太和五杰的生平业绩

太 和 次 子 许 璇
（1876—1934）：字 叔 玑 ，

毕业于日本帝国大学农科，

是我国近代著名农学家和

现代农业科学奠基人之一，

业绩入编《中国名人大辞

典》。他青少年时爱好农事

和生物，目睹中国农业落后

现状，立志振兴农业。毕业

回国时，他将在日本培植的

“温州无核蜜柑”种苗带回

家乡试种，是我国近代最早

引种的无核蜜柑者。民国

时期，他先后担任北京大学

农科教授、浙江农学院教

授、院长和北平大学农业经

济系主任等职。许璇在农

学研究方面，不仅注重理

论，而且敢于实践。他在北

京和浙江农大任职期间，亲

手建办农场，重视学生在生

产劳动中实践。20年代，他

被选为中华农学会理事长，

连任十四处之久直至逝世，

为中国农业科学事业奋斗

了一生，有遗著《中国粮食

问题》。1934 年卒于北京，

北平大学为他举行公葬。

太 和 三 子 许 燊
（1879—1943）：字 达 夫 ，

毕业于日本明治大学法律

科，是辛亥革命先驱人物和

国民党政坛元老之一。许

燊年轻时就具有反清反封

建的民主革命思想和矢志

改造社会的理想。许燊先

于其兄许璇在光绪廿九年

（1903）赴日本，先入日本弘

文书院，后又入东京明治大

学攻读政法，留日期间与黄

兴结为挚友。

1905 年 8 月，中国同盟

会成立时，他经黄兴介绍成

为我国首批同盟会员。回

国后曾在江浙一带从事民

主 革 命 思 想 宣 传 活 动 。

1912 年孙中山在南京成立

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他被选

为首届国会参议院议员，后

在北洋政府任护法议员。

1916年袁世凯复辟帝制，为

维护共和，他积极响应孙中

山、黄兴发起的护国讨袁斗

争，并协助黄兴在南京宣布

独立。此后他又参与反对

曹锟的赌选总统，并于1925

年策动浙军加入国民革命

军参加北伐战争，驱除了直

系军阀孙传芳在浙的残余

势力。抗战前后，他一度闲

居京、沪、渝，以政坛元老身

份参议政事。上世纪 40 年

代息隐家园，后被选为浙江

临时参议会议员，1943年卒

于云和，时年 64 岁，国民政

府为其颁令褒奖，并举行公

葬。

太 和 四 子 许 铸
（1880-1956）：名冶荪，早

年毕业于日本早稻田大学，

是近代温州地区德高望重

的教育家。许冶荪于光绪

廿九年（1903）随其三兄赴

日本入早稻田大学，专攻文

史。回国后一直从事教育

事业，对发展地方教育事业

作出特殊贡献。民国初年，

他曾在温州中学和朱自清

先生等一起任国文教员。

抗战前，他居沪、杭、京、苏

等一带从事高等和中等教

育工作，在此期间，他与沈

钧儒、查人伟、郑楚臣等我

国 著 名 社 会 名 流 交 往 密

切。他为人正直，富有正义

感，且不畏权势，对国民党

镇压青年学生抗日救亡运

动表示强烈不满，“一二·
九”运动期间，国民党当局

逮捕温州中学洪彦林、胡景

咸、孙经邃、林爱雪等爱国

进步青年，他闻讯后，拍案

而起，为营救他们亲自奔走

南京、杭州，直言斥责国民

党当局迫害爱国青年的非

法作为，并联络国内知名人

士联名函电国民政府，终于

使洪彦林等人获释。许铸

十分热心瑞安教育事业，上

世纪 30 年代初，他在会文

里许氏宗祠创办幼儿园，开

创瑞安幼儿教育之始；上世

纪 40 年代，担任西南小学

校长，他一方面自力更生改

造校舍，一面招贤纳士，使

西南小学人才济济，校风优

良，成为当时模范小学。新

中国成立后，他被选为瑞安

县第一届政协委员和第一

届瑞安县人大代表，虽已年

过花甲，仍再度任西南小学

校长，并将许太和全部房产

无偿捐赠国家作校舍，他的

无私奉献精神，堪称教育界

楷模。

太 和 五 子 许 壬
（1884—1930）：字 养 颐 ，

早年毕业于日本政法大学，

是我国司法界老前辈和近

代著名民法专家。他7岁入

县学，后随三兄四兄赴日，

先入弘文学院，后攻读政法

大学，与胡汉民、程树德等

系同班同学，深受该校教授

器重，并以优等生毕业，回

国后主要从事我国近代民

法 研 究 。 光 绪 三 十 二 年

（1906）曾任浙江官立政法

大学教务长兼民法教习；宣

统二年（1909）创立浙江政

法学堂兼民法教习及审判

研究所民法教习；民国元年

（1912）任江浙第一寺方法

院院落长兼法庭庭长，并被

选为浙江律师公会会长、都

督府参议员、省宪议会议

员。在此期间，他着手修订

程序法规，著《民法讲义》等

著作，为中国近代民法的制

订奠定了基础。

太 和 六 子 许 徵
（1888—1969）：字 冶 同 ，

毕业于日本帝国大学，系我

国近代著名冶金、兵工及热

处理专家。许征于光绪三

十年（1904）5 月赴日本留

学，入东京帝国大学军工

程，民国时期任南京工专科

学校校长，兼任兵工署少将

议员，抗战时期曾在武汉和

重庆兵工厂任总工程师。

新中国成立后，由冶金部聘

为东北工业学院热处理教

授，曾当选辽宁省政协委

员。上世纪 50 年代初，我

国冶金技术较落后，为吸取

国外先进技术，他不顾年事

已高，孜孜不倦自学俄文，

翻译一批苏联冶金技术方

面的资料，填补了国内空

白，其好学精神对后人颇有

启迪。

家声不衰 代有传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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