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堪称“五老”的李梓明

李梓明先生生前是北海市一位德高望重的知名人物，在老干部和中医界中几

乎无人不晓。就李先生这辈子来说，可用“五老”来概括他的经历。

一、老知识分子。李先生生于 1915 年。19 岁那年毕业于合浦一中（今北海

中学的前身）高中师范，次年考入广州国民大学中文系。在那个年代有机会读到

高中毕业的人少之又少，能考上大学的更是凤毛麟角。他古汉语成绩尤为突出，

又参加中山大学踏绿社世界语的学习，和参加广州艺术工作者协会。1937 年因广

州战事吃紧，广州国民大学被迫北上迁移，他只好回到家乡边工作边读母校的函

授至毕业，是一位老知识分子。

二、老革命。李先生在大学读书期间曾阅读法国《人道报》介绍红军长征的

消息，开始接受革命的启蒙。1936 年曾参加广州荔枝湾学生发动的“1·23”抗

日宣传运动。回到北海后积极投身革命活动，由赵世尧介绍参加北海抗日救国会

和加入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期间，在党组织的领导下做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

公开或隐秘的革命工作，其中以他为队长的“北海学生队”的工作最为出色。

1959 年 11 月 15 日日寇从钦州湾登陆，消息传来，引起市民极大的恐慌，加

上驻守钦北一带的国民党军队不战而撤，绝大部分市民向农村疏散。为了保卫北

海和稳定没有疏散的市民，在中共廉北区委和北海党组织的策划下，争取当时合

浦县第五区署的支持，成立“合浦抗日自卫团第一支队北海学生队”（简称学生

队），李先生任队长，庞自（庞文隽）任指导员。全队有四五十人，20多支枪，

任务是巡逻警戒；监视敌舰；防守外沙至游泳场一带；驻守东星奶奶沟（那儿有

战备物资）；开展抗日宣传。

1949 年 12 月北海解放时，李先生随军入城搞接管工作，担任支前司令部参

谋，直至海南岛解放。

三、老专家。看了李先生的革命史，人们认为解放后他一定是北海政界的领



导人物之一。但李先生却从事医务工作。他从小跟父亲学习中医。由于他古汉语

的功底较深，为他研究我国古典医学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在实践中整理了不少医

案。他青年时虽然主要从事革命活动，但哪里出现疫情，便奔赴防疫第一线。如

1942 年曾参加廉江地区霍乱病的防治工作；1947 年和 1948 年，北海外沙、高德，

以及白龙、福成一带分别流行霍乱和疟疾，李先生用中药给予治疗，救活了大批

病人。解放战争后期，解放军粤桂边纵队第四支队司令员符志行有一次身患重病，

是李先生给他诊治，药到病除。从此他的医德医术名声鹊起，成为廉北地区的名

医之一。

四、老中医世家。李先生本人不但是名中医，他的祖父李文全也是清末白龙

村一带的名中医；他的父亲李竹溪是清末民初北海太和医局的名中医；他的儿子

李嘉钿毕业于广州中医学院，退休前任市人民医院中医科副主任；他的一位孙子

也学医。中国有句老话：“子承父业，代代相传。”子承父业的人较多。但代代相

传的则较少，像李先生一家五代行医，且颇有名声的就更少，李先生不愧为老中

医世家。

五、老寿星。李先生曾有这样一段有趣的经历：1942 年他在廉江安铺中学任

校医兼教员时，有一天，一位自称懂看相的同事对他说：“李老师，有一件事我

不知该不该对你讲？”“什么事，你大方讲。”“我认真看了你的面相，你恐怕寿

不过 40岁。”李先生听后只是淡淡一笑，但认为同事为他看相预测，是颇有戏剧

色彩的：在一年前，他被国民党逮捕入狱。后因日寇入侵北海（即北海的“三·三”

事变），他趁混乱之机逃出监狱时，突遇到一个日本鬼子，他拔腿就跑，日本鬼

子朝他开了一枪，子弹刚好从他头顶上的头发间飞过，差一点便没命了。这一年

他离 40岁只差 4 年。

这位具有“五老”之荣耀的老寿星，于 2005 年与世长辞，享年 90岁。



李梓明先生 88 岁留影

李老的峥嵘岁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