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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延钊十分重视地方历史文化的研

究，著有《明季温州抗清事纂》《明代温州

倭寇编年》《瑞安五黄先生系年合谱》

《〈温州旧志·职官〉校记》《民国浙江通志

稿·人物传稿》等。

《明季温州抗清事纂》约撰于1935

年温州征辑乡哲遗著之后。2005年1

月，作为陈光熙编《明清之际温州史料

集》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上海社会科学院

出版社出版发行。陈氏认为：“本书共收

入汇编一种、史料五种、年谱二种、文集

六种，是据孙延钊先生《明季温州抗清事

纂》的基本内容而展开的，因此把《抗清

事纂》放在开头，作为总纲。”可见《明季

温州抗清事纂》的重要史料价值。

《明代温州倭寇编年》撰于1938年，

其时抗日战争爆发不久，孙延钊为了揭

露日寇的侵略罪行，总结温州人民抗倭

斗争的经验，鼓舞广大群众抗日的信心，

撰写了长篇。他在《自叙》中说：“盖自去

岁抗战以来，全国各地所遭之兵祸，视嘉

靖遗事，其惨烈且尤过之，然吾人果能追

效先民勇敢不挠之基本精神，更益以团

结坚持之群众心力，前仆后起，诸无却

顾，则丑类之歼，指顾可待，当不致有如

明时受害之长久也。爰纂斯编，以便观

览，以资兴感。”

《瑞安五黄先生系年合谱》撰于

1938年，是为了研究晚清瑞安学术群体

而作。五黄先生（黄体正、体立、体芳、绍

箕、绍第）为晚清瑞安学术群体中的重要

人物，“当中晚清间，以文学传家，蔚为时

望，遂在政治、教育立业宣猷，与吾家诸

先达结师友，缔姻娅，互以道义相切镌，

以志节相矜尚，国人征浙江黎献，每并称

瑞安孙黄，良有以也”，这为我们研究清

代瑞安学术的发展，提供了详实的史料。

《民国浙江通志稿·人物传稿》十八

册，刊载于《浙江通志馆刊》第二卷第八

期、第三卷第五、七期。他组织领导重修

《浙江通志》的编纂工作，对《重修浙江通

志稿》的成书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该志

稿于2010年12月由方志出版社出版发

行，分15分册，约500万字，《人物传稿》

属第14、15分册。沈松平《略论〈民国重

修浙江通志稿〉》称该志稿“无论在体例

和内容上，都表现出由传统志书向现代

志书过渡的趋势，可被视作民国方志学

家对传统编纂思想的扬弃”。

孙延钊的地方文献的整理工作，传

承了孙氏家学，梳理了永嘉学派的源流，

弘扬了温州历史文化，因此周立人等在

《孙延钊集·前言》中认为，“他的著述，有

重要的参考价值，至今仍为温州及省内

学术界所引用”。这一切都表明，孙延钊

是一位成绩卓著的地方文献专家。

洪瑞燮早年失恃。自幼吃苦耐劳，刻苦努力，勤奋

好学，是瑞安中学1952年高中毕业生，同年考入北京矿

业学院（现中国矿业大学）有用矿物精选专业学习。因

为当时温州交通不便，所以大学四年以及毕业工作后很

多年他也没有回瑞安探亲。晚年时，他也曾经感叹应该

考上海的大学，能够有机会回瑞安照顾老父亲。但是，

当时报考专业都是为祖国需要而考虑，因此选择了矿业

学院。

洪瑞燮在校期间，学习优秀，多次被评为校级三好

学生，作为优秀学生代表上台给新生做报告。1956年，

他毕业被分配到煤炭科学研究总院唐山分院工作，曾任

煤炭科学研究总院唐山分院选煤研究所所长等职务。

洪瑞燮待人诚恳，在单位是一位好领导，从不居功

自傲，也不盛气凌人，对每一名同事都客客气气。工作

上，作为学科带头人，他主持选煤厂煤泥水处理研究工

作，在我国首次实现选煤厂煤泥厂内回收，科研成果在

全国煤炭行业广泛推广应用，效果显著。1978年，他获

全国科学大会奖，主持研制的XMY340/1500压滤机获

得煤炭部科技进步奖一等奖，MYZ自动压滤机获国家

科技进步奖三等奖。获专利一项，在国内外科技期刊上

先后发表论文近百篇，专著（合著）四部。他曾任煤炭工

业技术委员会委员，煤炭工业资源利用与环保专业委员

会常务委员。他先后多次出国考察，多次被评为优秀党

务工作者，工作勤勤恳恳、努力攀登。他于1987年被评

为教授、研究员级高级工程师，1992年开始享受国务院

政府特殊津贴。

洪瑞燮从瑞安走出，为了报效祖国，选择了祖国需

要的专业。因为当时温州交通不便，回瑞安的机会很

少，忠孝难以两全。但是他一直心系故乡瑞安，每次收

到瑞中校友通讯，他总是看了又看读了又读。洪瑞燮爱

人陈教授说，他想家了！晚年，他让儿子、儿媳和孙女代

表他回到故乡瑞安看看。两个孙女都在考上大学的那

个暑假，分别回到瑞安，看看她们爷爷的家乡，拜祭太爷

爷（曾祖父）洪公著先生。

地方文献专家孙延钊
■俞光

孙延钊（1893—1983），字孟晋，瑞安人，居县城。孙诒让次子。幼承家学，1908年

12月公立瑞安县中学堂首届毕业，后考入北京法政专门学校经济科。毕业后任北洋政府

财政部赋税司主事、盐务署科长、总务厅会办。1927年归里整理祖、父著作。1933年11

月加入瓯风社，为《瓯风杂志》编辑。1935年4月任温州区征集先哲遗著委员会征辑兼保

管股主任。1935年至1941年1月任温属联立籀园图书馆馆长。1941年2月任浙江省图

书馆馆长。1942年5月至1949年5月任《重修浙江通志稿》总编纂。新中国成立后，任

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委员。1953年被聘为浙江省文史馆首批馆员。1983年病逝于杭

州。2006年4月，周立人等编《孙延钊集》由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发行。

孙延钊是玉海楼的第三代主人，长期任温图、浙图馆

长，对玉海楼、温州市、浙江省的图书馆事业发展作出了

重要的贡献。他在任温属联立籀园图书馆馆长期间，广

泛搜罗温州地方文献资料，添置各种新书刊；采用现代图

书馆管理方法，编制卡片目录，修订图书借阅规章；举办

各种展览与学术讲座。在他及同仁们的努力下，至卸任

时，籀园图书馆藏书增至49559册，成为当时全国五六十

家规模较大的公共图书馆之一。抗战期间，图书馆为配

合形势，举办“战时图书展览”“国防图书巡回文库”“抗战

木刻漫画展览”，编印《抗战木刻漫画集》。1940年11月

1日开始，设立图书站，巡回流动外借图书。还组织籀园

图书馆青年读书会，宣传抗日救亡，促进图书为社会发展

服务。1940年起编印《籀园》月刊，用以图书学术交流。

在浙江省图书馆任职期间，他积极宣传抗战，并精心组织

图书馆藏书相继向永康、丽水、龙泉、南田等地搬迁转移，

为保护图书的安全作了不懈的努力。

孙延钊为了使祖衣言、父诒让两代人苦心经营的玉

海楼藏书妥善保存，并发挥更大的作用，1919年11月，

瑞安许苞等人发起创办瑞安县公共图书馆时，孙氏从玉

海楼藏书中拨出3600册，作为该馆的基本藏书。1933

年编成《玉海楼丛书细目》5册，促进了玉海楼图书的管

理。1935年将玉海楼所藏乡贤书籍462部，尽数移至

“温州区征集先哲遗著会”，以供写录，为征集工作打下

了坚实的基础。1947年他审时度势，毅然择玉海楼藏

书之精华465部2990册（多数为善本）、《永嘉丛书》版

片2460片及文物103件，存浙江大学文学院，录有《浙

江大学文学院收藏瑞安孙氏玉海楼寄存图书、文物简

目》一册。1951年又将玉海楼部分藏书“四部”及“丛

书”22000册，捐赠温州图书馆，其中明版及各家批校本

近2000种。1947年和1972年，先后又将随身携带至

杭州所藏的先人遗作及自著手稿7种37册，分别赠送

温州图书馆和北京图书馆，受到学界的普遍赞扬。

孙延钊致力于整理传承孙氏家学，著述等身。主要

有《〈温州经籍志〉校勘记》《〈瓯海轶闻〉校勘记》《孙敬轩

先生年谱》《孙逊学公年谱》《孙征君籀庼公年谱》《经微

室遗集》《孙籀公与清季温处地方教育》等。

《〈温州经籍志〉校勘记》四卷，撰于1928年，刊于

《瓯风杂志》第一期。他以浙江图书馆《温州经籍志》刊

本为校勘对象，在孙师觉的帮助下，“几席相亲，昕夕共

讨，庋册楹编，检索略遍，每于此刊本发见讹文错简，辄

随笔斠正，而商榷以决其疑，各缀眉端”。

《孙逊学公年谱》和《孙征君籀庼公年谱》，撰于1933

年。后由徐和雍等合编而成《孙衣言孙诒让父子年谱》，

于2003年7月由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发行。作

者为搞清其祖、父的生平事迹及其学术成就，长达数载埋

头于玉海楼案桌上，清理和阅读孙衣言、孙诒让的著作、

函牍、眉批、札记，并一一加以摘录。正如章炳麟《孙仲容

先生年谱叙》所说的，“其散在筐箧者，非其子姓莫能

理”。作者把家藏有关祖、父的大量资料清理出来，经爬

梳和排比，编纂成资料丰富、内容翔实、条理清晰的两部

谱稿，形象生动地展现了孙衣言、孙诒让一生的基本面

貌。徐和雍等认为，“两谱的一个明显特征是，几乎每事

每段都附有各种资料，如禀报、日记、信札、序跋、眉批、札

记等，其中不少现已仅见于谱稿，保存了大量宝贵的原始

资料”。章炳麟则说：“比入民国，故老凋谢，遗闻散失尽

矣，犹能据其遗著以成斯编，亦可谓善继志述事者哉！”

《孙敬轩先生年谱》撰于1934年，发表于该年《瓯风

杂志》。鉴于“先生学术行谊卓然通儒，其经业足以与济

阳张氏、婺源江氏相上下，开乾嘉义疏治涂之先；而函道

艺，该体用，则远绍永嘉先辈郑文肃、薛文宪之绪遗”，故

对这位清代瑞安考据学先驱的生平作了详尽的考证。

《孙籀公与清季温处地方教育》撰于1962年，发表于

1985年《温州文史资料》创刊号。孙诒让办学是其一生

中的重要成就之一，该文记载了1895年至1908年孙诒

让办学始末，史料详尽可靠，对研究相关历史，有重要的

参考价值。

搜集保存地方文献

校勘传承孙氏家学

弘扬地方历史文化

洪瑞燮：从瑞安走出的选煤专家
■林娜

洪瑞燮（1933年10月18日—2022年11月25日），教授，研究员级高级工程师。国

务院政府特殊津贴获得者，曾任煤炭科学研究总院唐山分院选煤研究所所长。

晚清时期的瑞安有不少文化望族，洪氏家族与孙、

黄、项三家并称为瑞安“四大家族”，洪氏家族知识群体

的术业传承取向却有其独特个性。洪氏定居瑞安南门，

其后裔则聚居在县城林宅巷、柏树巷、后河街一带，人丁

十分兴旺。300多年来，洪氏子孙繁衍，代有知识群体。

因此，虽然洪瑞燮所学所从事的是理工科专业，但是受

家庭影响，耳濡目染，他古文造诣颇深，文笔好，专业知识丰

富，出口成章，退休后还一直给专业期刊审稿到80多岁。

洪瑞燮为人谦和，家庭幸福美满。1976年唐山大

地震，一家人失去了所有，所幸家人平安。洪瑞燮的爱

人陈北辰教授任教的原唐山工程技术学院（现华北理工

大学）是地震重灾区。当时，洪瑞燮的两个儿子一个只

有15岁，另外一个8岁。但是，洪瑞燮和陈北辰两个人

冒着余震的危险，马上投入到抗震救灾中，重建家园。

他教育儿子勇敢面对生活中的困难，奋发上进，做一个

正直的、对社会有用的人。两个孩子也都非常优秀。大

儿子和大儿媳都是高级工程师。1976年唐山地震时只

有8岁的小儿子，现在已经是医学博士、神外专家，儿媳

也是医学博士内科专家。

洪瑞燮思维敏捷，计算能力极强。到了晚年，孙女

们在中学时每每遇到数学难题，都会向爷爷请教。他给

孙女起名“洪烨”和“浩铖”，说“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

飞”，希望两个孙女前程远大，成就宏图伟业。两个孙女

一个在华西医科大学读博士，另外一个从西南财大金融

专业毕业后，去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读研，获得硕士学

位回国报效祖国。

学有所成，成绩斐然，多次获科技进步奖

书香门第，耳濡目染，知识渊博

1972年洪瑞燮（第二排左四）回瑞探亲与家人合影

洪瑞燮与姐妹们合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