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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苏民 （1867-1924）生于南翔，同盟会会员。

清光绪、宣统年间在南翔创办义务小学、图书馆。辛

亥革命胜利，任首任嘉定民政长。后创办南翔公学。

陈君起 （1885-1927）南翔镇人，嘉定第一位共

产党员。曾任中共南京地委妇女委员兼国民党南京

市党部妇女部长。

廖家礽 （1909-1928）生于沈阳，3 岁随母返嘉

定。曾与沈金生、陆默深一起领导嘉定“五抗”斗争。

周湘 （1871-1933）黄渡人，画家、早期美木教育

家。有《周湘山水画谱》存世。

顾作霖 （1908-1934）徐行人，参加过五卅运动，

协助指挥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曾任中共中央

政治局委员、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代理主任兼第一

方面军政治部主任等。

徐鼎康 （1876-1938）出生城内。民国十五年

（1926），任江苏省省长。1937年，侵华日军胁迫他维

持苏北秩序，被他严词拒绝。

王同愈 （1856-1941）苏州人，后迁南翔，藏书

家、书画家、文博鉴赏家。光绪十五年（1889）进士，历

任湖北学政、江西提学使、江苏省铁路公司协理等。

曾创办苏州商务总会。

沈恩孚 （1864-1944）娄塘人，教育家，张嘉森、

张嘉璈俱出其门。创立江苏铁路公司，修筑沪杭铁路

江苏段。与黄炎培发起成立中华职教社，创办中华职

业学校。女儿沈方成为胡厥文夫人。

沈逸千 （1908-？）居西门外，画家。深入延安

和晋西抗日根据地采访，先后为毛泽东、周恩来、邓颖

超、朱德、林伯渠、邓小平、贺龙等画像。

盛慕莱 （1908-1949）出生黄渡，电影《51 号兵

站》中“小老大”的原型。曾打入日伪海军部上海办事

处，开通上海至皖中新四军抗日根据地地下运输线。

王培孙 （1871-1952）出生南翔，教育家。早年

曾掩护蔡锷、范源濂等逃亡日本。创办公众普通学

堂，后又创办南洋中学。生前将收藏的7.6万余册图

书捐给上海文化局。

吴蕴初 （1891-1953）出生西门外，中国民主建

国会的创办人之一。开设天厨味精厂，生产佛手牌味

精。创办中华工业化学研究所，开办天原电化厂，开

创中国氯碱工业之先河。1945年9月重庆和谈期间，

参加毛泽东与工商界人士的共商国是。

廖世功 （1877-1955）出生城区。曾任中国驻法

国巴黎总领事等，帮助周恩来等一大批留学欧洲的中

共党员。创建天津、塘沽港口，创办华北公路运输等。

杨卫玉 （1888-1956）出生城区，教育家，中国民

主建国会的创办人之一。曾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

轻工业部副部长。

潘指行 （1892-1958）娄塘人，教育家、实业家。

曾任嘉定县教育局局长，推行中心小学区制，创办昆

嘉青乡村师范学校。与顾吉生等创办普济医院。后

又创办嘉定勤业初级中学、娄塘中光中学、承德中学、

人民中学。解放后曾任嘉定县副县长。

张梦飞 （1897-1961）出生南翔，艺术家。曾改

编《白毛女》、《野猪林》等开篇，创作《赵一曼》、《刘胡

兰》弹词，改编《新儿女英雄传》、《香妃》等弹词。

顾吉生 （1886-1963）出生南翔，实业家、慈善

家。与朱吟江、陶继渊等人创办嘉丰纺织染整厂、华

兴永记电气公司等。曾创办嘉定普济医院、嘉太宝三

县救济院等。

张昌绍 （1906-1967）出生望新，医学博士，著名

电影演员陈冲的外公。他主编的《药理学总论》，是我

国第一部大型药理书。

钱行素 （1915-1968）嘉定纪王乡（今闵行区）

人，运动员。1932年万国运动会上，参加中华女子队

4×100米接力赛跑，以58秒力压英、美队，夺得冠军。

陈邦本 （1916-1968）出生钱门塘，工程师。

1948年从美国研习回国，曾先后试制成功6个系列59

种新机床，分别获国家金奖、银奖。

张嘉森 （1887-1969）出生城中，中华民国《宪

法》的制订者，被称为“中华民国宪法之父”。与黄炎

培、张澜、梁漱溟等组织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任中央常

委。后为联合国中国代表团人员之一。

葛成慧 （1891-1970）出生城中，妇产科医生、博

士。1926 年在美国获耶鲁大学医学博士学位，1946

年回嘉定，在顾吉生等资助下，创办普济医院任院长。

廖世承 （1892-1970）出生城中，教育家。1938

年在湖南安化蓝田创办国立师范学院，任院长。后任

上海师范学院院长等。

浦熙修 （1910-1970）出生城中，记者。国共重

庆谈判期间，大量报道中共及民主党派和平建国的正

义主张，抨击国民党玩弄和平扩大内战阴谋。解放后

任《文汇报》副总编。

陈少芸 （1887-1971）出生南翔。东北沦陷，集

资在古猗园建造“补阙亭”以铭志。上海沦陷，在租界

创办华丰银行，支持民族实业。

秦汾 （1882-1973）居城中，数学家。曾任万国

教育会议中国代表团首席代表，后兴建京滇、京杭国

道，修缮湖北钟祥大堤、治理江淮工程。

童世亨 （1883-1975）出生钱门塘。曾随绍兴朱

正元测绘山东、直隶、奉天三省沿海地图，创办中外舆

图局。著有《七省沿海形胜图》《中华民国新区域图》。

陈邦典 （1901-1976）出生钱门塘，泌尿外科专

家。早年留学美国，解放后，历任上海市医务界赴朝

慰问团团长、上海市第一届人大代表、第二届政协常

委等职。

张嘉璈 （1889-1979）生于城中，被称为“中华民

国金融之父”。曾任中央银行总经理，国民政府铁道

部长、交通部长等。

张嘉玢 （1900-1988）生于城中，徐志摩的原配

夫人。曾任上海女子商业银行总裁、云裳时装公司总

经理等。

瞿白音 （1910-1979）出生城区，戏剧家、电影剧

作家。曾任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南京分盟负责人，领

导大众剧社和磨风剧社。解放后任上海电影局副局

长。翻译培克的《编剧技术》、斯坦尼斯拉夫的《我的

艺术生活》及苏联剧本《莫斯科的黎明》等。

唐纪常 （1908-1980）笔名大郎，嘉定镇人，民国

著名小报文人，有“江南一支笔”之誉。创办《光化日

报》、《光复日报》、《清明》、《大家》等。

顾维钧 （1888-1985）居西门外，著名职业外交

家。民国八年（1919）出席巴黎和会力争收回山东权

力。后任北京政府外交总长、代理国务总理。“九一

八”后，出任国民政府外交部代理部长、驻法大使、驻

英大使等。任中国出席旧金山会议代表团代理团长，

参加起草联合国宪章。1967年任国际法庭副庭长。

胡厥文 （1895-1989）出生城区，实业家，民建创

始人。创办新民机器厂、合作五金厂、黄渡电灯公司

等。“一·二八”日寇入侵，赶造弹药武器，支援十九路

军。民国三十四年（1945），与黄炎培、章乃器等发起

组织民主建国会。曾任上海市副市长、全国政协常

委、民建中央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等职。

朱春霆 （1906-1990）出生方泰，黄墙中医第六

代传人，推拿专家。先后为刘少奇、宋庆龄、董必武、

彭德怀等推拿，疗效显著。

谭正璧 （1901-1991）出生黄渡。早年在黄渡组

织淞社，主编进步刊物《怒潮》《黄花》。后任职中国书

报编译所，主编《新中国文库》。嘉定解放后，参加接

收黄渡乡村师范，曾任齐鲁大学教授、华东师大硕士

生导师。一生出版著作150余种，千余万字。

吴雪之 （1906-1991）出生南翔。在上海十里洋

场，坚持地下斗争十余年，受到周恩来赞扬。解放后

曾任中央商业部副部长。

浦安修 （1918-1991）祖籍嘉定，生于北平，彭德

怀夫人。建国后，曾任纺织工业部技术司副司长、轻

工业部劳动工资司司长、北京师范大学党委副书记等

职。

秦痩鸥 （1908-1993）嘉定镇人，著名作家。上

世纪四十年初出版长篇小说《秋海棠》，被认为“鸳鸯

派文学中异军突起”之作。

陆俨少 （1909-1993）南翔人，著名画家。师从

王同愈，后又向冯超然学画，并结识吴湖帆，擅画山

水，兼作人物、花卉，书法亦独创一格。

廖有梁 （1937-1999）西门外人，电影演员。主

演《柳堡的故事》《霓虹灯下的哨兵》《都市里的村庄》

等。

吕炳奎 （1914-2003）外冈人。1938 年变卖家

产组织嘉定外冈游击队。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卫生部

中医局局长等职。

陈冰夷 （1916-2008）石冈人，翻译家。主要译

著有《俄罗斯人》、普希金小说《暴风雪》、高尔基散文

诗、《鹰之歌》等。

黄辛白 （1921-2008）西门外人。建国后，曾任

高等教育部司长、副部长等职。妻子钱正英为全国政

协原副主席、原水电部部长。

葛一虹 （1913-2005）嘉定镇人，著名戏剧家、翻

译家。翻译苏联名剧《带枪的人》，创作话剧《红缨

枪》，国共和谈时期，在重庆与巴金、曹靖华一起受到

毛泽东的接见。解放后任中国艺术研究院顾问、中国

话剧研究所所长等职。有《中国话剧通史》等。

于光远 （1915-2013）南翔人，哲学家、经济学

家。中国当代思想解放运动和改革开放的重要参与

者和见证人，起草写作邓小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

团结一致向前看》著名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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