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苏立柽和他的著作

1997 年上半年的一天上午，笔者到乾体拜访一位敬仰已久的文史作家苏立

柽。在此之前，笔者是从他刊登在《合浦文史》的文章中“认识”他的。他住在

乾体街一间有天井的老平房。我们虽然第一次见面，但老人家很热情地和笔者谈

一些有关乾体的历史。交谈中，他常气喘，很明显，老人家身体欠安，那时他近

90岁高龄。后来笔者又去拜访过他两次。老人家的热情健谈和勤于写作，给笔者

留下深刻的印象。

苏先生一生勤劳，却很坎坷。他是地道的乾体人，生于 1909 年。小时在廉

州街读小学，由于家庭困难，他一边读书，一边在课余时间到一鞋店帮工。读中

学时也是边读书边打工。因经济原因，他直到 1936 年 27 岁时才有机会到广州，

考上省立勷勤大学教育学院文史学系。两年后由于受日寇侵华战争影响，未能读

到毕业而返乡，先后在合浦一中（今北中），张黄农校，北海的广州“圣三一”

中学和乾体中学任教。抗战期间，曾在《粤南日报》当过编辑和记者，及时采访

报道日寇入侵北海的暴行和乾体创办中学等家乡要闻。

解放后，苏先生先后在钦州师范和合浦师范任教。但好景不长，1958 年底教

育系统“清理阶级队伍”，苏先生被开除公职。回乡后，年过半百的苏先生靠做

泥水匠为生。他白天做工，晚上自学中医，后来通过考试，获得在乡镇行医的处

方权，在乾江卫生所当了三四年的乡间医生，在针灸治疗方面颇有名气。

苏先生年逾古稀时，突然喜讯传来，获得平反。从此可领退休费安度晚年。

此后，他对家乡的历史进行了深入的调查研究，笔耕不辍。他在《合浦医药一隅》

一文中，对合浦的医林人物和他们的医德、医技以及医学成就，作了简要的记述；

在《合浦师范教育与合浦师范学校》一文中，让人们对合浦师范近百年的悠久历

史一览无遗；《合浦珍珠》一文则从“合浦珠还”传说开始，介绍珍珠的用途和

古代珠民采珠的艰险，记述了合浦珠民的血泪史；《苏东坡来廉对合浦社会文化



的影响和东坡故事的流传》一文，除叙述苏东坡于宋代元符初年由海南到合浦的

经过，还把他传来的凉笠、木屐、学士鞋以及食谱方面的东坡肉和东坡羊等故事，

描述得极为生动和引人入胜。此外，苏先生还有《合浦东坡亭碑文误刻》、《苏轼

与欧阳元老书存疑》二篇考证文章和《晚清科举轶闻》、《合浦民风》的“丧礼篇”

等著作 10多篇，近 10 万字。

1997 年下半年的一天上午，笔者第二次到乾体拜访苏先生，他拿出一本手稿

《乾体述古》给笔者看，这是笔者第一次看到苏先生漂亮的笔迹，堪称一位硬笔

书法家。此稿全面简述乾体古代历史、风情及乡贤等，全稿约一万字。苏先生说，

此稿曾送给合浦有关部门，因经费问题未能刊登。笔者对他说，如果他愿意，笔

者可代送到北海市政协文史委，争取在《北海文史》刊登。苏先生欣然同意，于

是把手稿交给笔者。不久，笔者第三次拜访苏先生，告知北海市政协文史委同意

全文刊登他的文稿时，他说非常感谢。遗憾的是，数月后的 1998 年 3月 30 日，

苏先生未能看到文稿刊登就不幸与世长辞，享年 89岁。

据了解，《乾体述古》是苏先生晚年的最后一篇著作。2003 年出版的《北海

文史》第十六辑，全文刊登了苏先生的绝笔之作，苏老先生生前的最后心愿终于

得以实现。

苏立柽绝笔之作《乾体述古》笔迹摘剪 《乾体述古》的“乾江妇女”和“乾江文物古述”笔迹摘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