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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9 2 2一 2 9 2 6 年
,

孙科曾三任

广州市长
。

这期间
,

他为广州市的

兴革与发展作了大量的工作
。

广

州建市的理念及实践也为后来民

国时期的都市建设提供了模式
。

1 9 20 年
,

陈炯明驱逐了桂系

军阀莫荣新后
,

被孙中山任命为

广东省省长兼粤军总司令
。

陈炯

明为提高 自己的声望
,

下令在广

东省和广州市推行地方自治
。

经

廖仲恺推荐
,

孙科被任命为
“

广州

市政公所
”

督办
。

广州市政公所是 1 9 1 8 年 n

月由南方军政府设立的
。

当时由

杨永泰任督办
,

魏邦平任会办
。

市

政公所的主要任务就是拆墙筑路

和建立公园等
,

至于教育
、

娱乐等

内容都还谈不上
。

孙科任督办后
,

感觉市政公

所的任务过于单纯
,

规划也欠健

全
,

且事权又漫无标准
,

这对广州

的发展势必产生不利影响
。

于是

便向陈炯明建议
,

主张另建新制
,

以组织一个现代化都市的市政系

统
。

对于 另建新制
,

孙科非常有

信心
。

他早年在美国加州大学读

精神
,

谈不到救国自强
。 ”
最后

,

他还号召说
: “

我们东

北大学学生
,

有他的特殊使命— 回故乡
。 ”

要担负

起
“

复兴 民族的使命
” ,

要常到农村去
, “

作将来可以

和 民众打成一片的准备
” 。

西安事变后
,

东北大学学

生成立了国防化学研究班
、

通讯班
、

侦探班和战时准

备讨论会等
,

训练群众
,

作抗战准备
。

为了唤起民众
,

组织民众
,

训练民众
,

他们还成立了救亡歌剧团
、

宣

传队和组织队
,

走出校门
,

深入民间
,

协助民众开展

救 亡工作
。

1 9 3 7年 l 月
,

国民政府强令将东北大学改为国

立
,

并任命了新校长
,

将学校迁往河南开封
。

东北大

学大部分师生拒绝将学校改为国立
,

开展了护校斗

争
。

最后
,

随学校赴开封报到者 只有一
、

二百人
,

大

部分学生被校方以各种借口开除
。

1 9 4 9 年初
,

北平和平解放
,

流落到此的东北大

学在总务长
、

留美理学硕士崔九卿率领下迁 回东北
。

原东北大学文
、

理
、

法商三个学院 78 0 余名师生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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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区东北大学 (后改为东北师范大学 )
,

工学院留

在沈阳
,

即东北工学院 (现更名为东北大学 )
,

农学院

留在哈尔滨
,

现为东北农业大学
。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
,

东北大学校友天各一方
,

但是
,

昔 日的辉煌无法从记忆中抹去
,

无论在大陆
,

在美国
,

还是在台湾
,

东北大学的校友们组织在一

起
,

整理着记忆
,

缅怀着校长
。

1 9 8 9 年 3 月
,

张学良

曾亲笔复信
“

中国东北大学在美校友会
”
会长张捷迁

教授
,

固辞派人去台为他祝寿
。

信中说
: “

诸公对我如

此深厚友爱
,

我十分了解
,

我也十分惭愧
,

诸位也能

会了解我的心情和处境
,

我已习惯于静默安居
,

逍遥

自在
。 ”
张学良还向在美的东北大学校友表示

:

在美

诸人也不是很富裕
,

不 必去台为他祝寿
,

如果有力

量
,

可以为国家办点实事
。

现在
,

东北大学业已复校
,

张学良被聘为名誉校

长
。

人们在盼望
、

盼望着老校长踏着 70 年的风尘向

他们走来
,

了结这 70 年的未了之情
。



书时对都市计划问题就有浓厚兴

趣
,

并修了不少关于政府组织及

市政工作的课程
,

还利用业余时

间参观了美国不少城市的市政建

设
。

他回到广州后的第二年 ( 1 9 1 9

年 )
,

就在当时作为国民革命喉舌

的《建设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关于

都市现代化的文章—
《都市规

划论 》
。

孙科认为
,

在规划都市发

展时
,

有两个步骤非常重要
:

首先

政府应对整个城市的经济
、

人 口
、

职业
、

交通和地理等情况作一完

整的调查
,

并将调查的结果作为

政府制定市政计划的依据 ;其次
,

在调查时
,

对一些诸如公共卫生
、

娱乐场所等具体问题要详细考

虑
,

以使计划制定的更加完善
。

孙

科还认为
,

为了稳定人事
、

节省经

费
,

且保持市政发展的连续性
,

都

市的领导者即市长
,

最好要有适

度的任期
。

孙科的见解在当时引

起了人 们的注意
,

这恐怕也是他

后来成为广州市长人选的重要原

因
。

为适应广州改制的需要
,

应

制定一章程作为治理广州
、

发展

广州的依据
。

为此
,

孙科起草了

《广州市组织条例 》
,

共计 57 条
。

《条例 》经 陈炯明和廖仲恺 同意

后
,

送交省议会审查
。

按《条例》规

定
,

广州市长和参事会人员由省

长任命而不经普选
。

省议会认为

这不合乎民主原则而拒绝通过
。

为此
,

1 9 2 1 年 3 月 14 日
,

孙科亲

自答复省议会
,

为条例辩护
。

孙科

认为普选在目前的中国还无法实

行
,

他建议实行一种
“

平 民方式
”

的方法
,

即先由政府任命官员
,

将

来再逐渐改为普选
。

这样
,

在陈炯

明
、

廖仲恺的支持下
,

也在孙科的

力争下
,

《条例 》得以通过
。

新条例

施行后
,

由省政府下令
,

市政公所

改为市政厅
,

后改为市政府 ;市政

首长
,

由督办改为市长
,

孙科成为

广州市的第一任市长
。

新 《条例 》的颁布
,

使广州市

政府的职权
,

不再仅限于拆墙筑

路上
,

教育
、

公共健康和公共工程

等也都列入市政府的职权范围
。

在职权分配上
,

按《条例 》规定
,

市

政府除秘书处外
,

还设立了公安
、

财政
、

教育
、

工务
、

卫生
、

公用等六

局
,

这其中
“
公安

”
和

“

公用
”
一词

均为孙科首创
,

且后来一直延用

未改
,

公用局主要掌管 自来水
、

电

灯
、

电话和交通车辆等
。

六局各设

局长一人
。

市长
、

六局局长连同所

属有关主管人员
,

合组成市行政

会议
。

凡各局所属提出的建议
,

或

施行时发生 困难
,

或事权涉及二

局以上引起争议
,

而市长不便或

不愿独断解决时
,

均可由行政会

议决定
。

除市政府这个行政部门

外
,

还设立了两个独立的监察机

构— 审议室和市参事会
。

广州市政府成立后
,

为了使

市政工作有新的起色
,

避免以往

的官僚恶习
,

孙科作为市长
,

在部

属的人事安排上非常慎重
。

他没

有依照惯例从省政府或从前的市

政公所里选人
,

而是任命留学生

来作六局 局长
。

此举尽管遭许多

人非议
,

但从后来广州市政府的

初期业绩看
,

这些人的确工作努

力
,

富有朝气
,

且有创新精神
,

为

广州的建设作了很多贡献
。

这里有必要提一下市参事会

员的选举
。

按《条例 》规定
,

广州市

的市参事会有 30 个名额
,

这其

中
,
1。 名 由省长任命

,

10 名 由选

举产生
,

10 名由社会各界分配
:

市商会和劳工组织各 3 名
,

教育
、

医学
、

法律
、

工程界各 1 名
。

市参

事会员的选举定在 1 9 2 1 年 6 月

1 日
,

当时参加登记的选民只有

2
.

6 万人
,

还不到广州市合格选

民的 1 / 1。
。

即使如此
,

选举还闹

出了笑话
,

一候选人竟得了 3 万

票
。

由于这次选举的结果
,

广州以

后的选举暂停
。

孙 科 初 任 广 州 市 长 是 在

1 9 2 1 年 3 月至 1 9 2 2 年 6 月
,

共

计 巧 个月
。

孙科将第一任期内的

工作主要放在市政建设上
,

希望

广州的市容市貌能有大的改变
,

以便为建设近代化的都市创造条

件
。

因此
,

市政府的工作首先仍是

筑路拆墙
。

因为要规划新的城市

蓝图
,

修建新路或拓宽马路
,

旧的

城墙不拆除
,

沟壕不填就无法实

现这一 目标
。

在这项工作上
,

孙科

遇到了重重阻力
,

尤其当市政府

决定拆除一个据说是汉代遗留下

来的一个钟—
“
铜壶滴漏

”
时

,

遭到了绅商阶层的反对
。

认为这

是在牺牲他们的利益
,

而且认为

移动古迹
,

会破坏广州市的风水
。

他们鼓动一些人进行示威
。

孙科

一面前往疏通解释
,

二面顶住压

力
。

在他的推动下
,

广州市在拆墙

(房 )填沟的基础上
,

修建了近 26

公里的现 代道路
,

街道拓 宽 了

2
.

5一 5 米 (包括人行道 )
,

新路均

用水泥铺造
。

除筑路拆墙外
,

市政府在推

行教育方面可谓不遗余力
。

为提

高市民素质
,

使广州向近代化都

会迈进
,

教育局宣布对国民教育

要加 以强迫
,

并专门组织了国民

教育强迫委员会来执行
。

同时
,

教

育局设立了各种职业训练学校和

成人教育学校
。

随着市府国民教

育计划的推行
,

广州市相继建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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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商业学校
、

妇女裁缝学校
、

师范

学校和工人学校
。

此外
,

教育局还

利用公共图书馆和
“

市民大学
”

来

扫除文盲
。 “

市民大学
”

并不是正

规的学校
,

晚间授课
,

通过一连串

的演讲向百姓传授知识
。

孙科曾

亲自在
“

市民大学
”
上课

,

并邀请

汪精卫
、

胡汉 民等国民党党政名

流来演讲
,

内容有社会科学
、

法

律
、

人文
、

医学
、

自然科学及工业

和农业科学知识等
。

由于讲课者

的特殊身份及授课 内容的新颖
,

曾吸引了上千市民报名
,

后经教

育局考试
,

最终录取了 8 00 人
。

教

育局还曾计划为妇女提供育婴
、

家教
、

妇女卫生等方面知识的教

育
,

后因经费何题而被追放弃
。

孙科对当时的市容环境卫生

非常重视
。

责成卫生局划分
“
卫生

责任区
” ,

派专人负责
,

并定期向

上级汇报责任区内的卫生状况
。

卫生局还雇用了 10 00 名
.

环卫工

人
” ,

专门负责收集垃圾和清扫水

钩 `从 1 92 1 年 4一 7 月
,

共清除了

12 6 条水沟
,

约 孚万多米
,

还建立

了一个近代化的污水排放系统
。

卫生局 对公共健康也相当关注
,

为消灭传染病病源
、
曾在市区开

展了灭蝇灭 鼠运动
,

对餐馆
、

旅

馆
、

戏院等公共场所的卫生管理

也制定了新的规则
。

广州市卫生局当时还规定医

生
、

护士及牛奶坊
、

茶室和戏院要

有执照
。

这项要求不仅便于行业

管理
,

对大众健康也不无益处
。

卫

生局还严禁赌博和吸食鸦片
,

规

定违犯的人必须受到严厉处罚
。

在治安方面
,

孙科责
;

成公安

局保护市民安全
,

维持市区秩序
,

并建立了一支近 50 00 人的警察

队伍
,

这支队伍成为支持孙中山

革命政府的一支重要武装力量 `

正当孙科踌躇满志
、

一步步

实现 自己的市 政建设计划时
、

1 9 2 2 年 6 月
,

陈炯明叛变
。

孙科

为筹款讨陈而离开广州
,

其市政

工作被迫中断
。

1 9 2字年 1 月
,

陈炯明被驱逐

出广州
。

2 月
,

孙科回广州就任第

二任市长
.

任期达一年半
。

这 , 时

期
,

陈炯明及军阀刘震寰
、

杨希阂

不断对广州进行封锁
、

骚扰
,

加之

陈炯明逃离广州时将广州市政府

存入广东省银行的备侧现款 100

多万元洗劫一空
,

致使广东革命

政府财政十分困难
。

这样
,

孙科在

第二任期内
,

将大部分精力用于

为革命政府筹款上 、
` ,

虽然如此
、
孙科仍不忘其司

职
,

因而广州市政府各局工作仍

有进展
。

公用局共修建了 2 2 00 米

长的道路
,

兴建了东山公园
,

并计

划在观音山再修建一个公园矿 卫

生局重点抓了饮水间题
,

同时还

作了传染病的预防工作
。

教育局

则为工人开设了职业学校
,

为文

官设立了暑期学校
。

,

:

这公时期
,

孙科参与了 国民

党广州市党部的改组工作 、 为国

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

作了大量准备工作
。

随着广东革命根据地的巩

固
,

孙中山决定北上讨伐吴佩孚
、

孙传芳等军阀
。

为此
,

孙科受命去

沈阳 联络奉系张作霖
,

再次辞去

广州市长职务
。

拍 25 年 7 月 1 日
,

广州国民
’

政府成立
,

由国民党中央执行委

员会推孙科等 16 人为委员
。

随后

广东省政府及广州市政府也都进

行了改组
。

孙科被任命为省府委

员
、

建设厅长兼广州市政委员长
。

这是孙科第三次出任广州市长
。

在任期内
,

孙科仍着力于市

政工程建设
。

新建 了几千米长的

现代化街道
,

为很多街道铺上了

柏油与还计划修建新式医院
,

扩展

自动电讲
、

发展黄埔港
。

由于广东

国民政府正积极准备北伐
,

军事

上的需要排在第一位
。

所以广州

市政建设的一些计划
.

只
「

好搁浅石

随着北伐的节节胜利
,
1 9 26年 1 2

月
,

广州国民政府决定迁都武汉
,

孙科与国民党一些党政要人先行

到武权考察奋这样
,

孙科辞去广州

市政委员长的职务
。 卜

孙科在 1 92 1一 1 9 26 年间
.

三

次担任广州市长
,

他的关于 广州

建市的理论及实践
,

对后来 民国

时期的都市规划与建设产生了很

大影响
。

孙科拟定的《广晰市组织

条例 》
,

实际上是一个组织法
,

它

的颁布
:

实
;

行
,

成为民国时期都市

建设的基本模式
。

(上接第 5 7 页 ) 昏
。

一

70 余载光阴倏忽而过
。

旅居美国长达半个世纪

的于凤至
,

已于 1 9 9 0 年 3 月 2。 日病故在洛杉矶莱

克瑞治路的林泉别墅
。

虽然她生前多次企盼回故乡

探亲
,

终因年迈体衰未能成行二但是于凤至婚后三回

故里
,

特别是返乡葬母的最后悲壮一举
,

却留给乡人

深刻
、

的印象
。

·
`

(图为于凤至女壬遗墨 1
.

4 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