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乾体“四大天王”

乾体除了有“四才子”、“医家三苏”之外，还有“四大天王”。所谓“天王”，

是指封建时代权力至高无上的“天子”。在乾体人的心目中，他们认为陈濯涟、

苏健今、苏匡元和林仲干这四人中不但有学识，而且在社会上有一定的地位或社

会关系。说具体一点，乡里凡大事小事的处理，都由他们说了算，具有“至高无

上”的威望和“权力”，故乡里人戏称他们为“四大天王”

在“四大天王”中，陈濯涟是“四才子”之一，苏健今和苏匡元不但是“医

家三苏”中的“两苏”，他们又是“四大天王”中的“两王”，可见这三人在乾体

的社会地位非同一般。在这里，对苏匡元和林仲干的简历分别作一些补充和介绍，

让人们了解他俩凭何资历和身价，坐上“天王”的“宝座”。

苏匡元早年毕业于上海法政学堂，是乾体有史以来第一位学法律的大学生。

清末民初，广东省实行司法制度重大改革。清政府于宣统元年(1909)设北海商埠

审检厅，次年设合浦（北海）地方审判厅，与之相适应的北海商埠警察局也于民

国三年(1914)成立。苏匡元因拥有政法学堂毕业的学历，于民国初年被任命为北

海商埠警察局局长。民国二年(1913)合浦成立参议会后，他又当选参议员，从此

开始了他的政治生涯，在乡里是一位实权人物。

另一位“天王”是林仲干，他虽然没什么文化，但却有较显赫的亲属关系而

使人们对他另眼看待，如著名才子林朱赞是他的胞兄，曾毕业于黄埔军校一期的

林朱梁（与徐向前元帅是同届同学）是他的儿子。民国期间，林朱梁曾先后任十

九路军、第一集团军下属的处长等多种军职，最后任合浦县县长。林仲干因为有

这样重要的亲属关系，故乡里人尊称他为“林太公”。

“四大天王”在 20世纪 40 年代初，共同为家乡做了一件功在千秋的大事—

—筹建并成立乾体中学。当时在资金非常缺乏的情况下，他们共谋发展乾体教育

的百年大计。首先成立一个以苏健今为董事长的 9人校董会，然后多方筹划，经



过近两年的努力，在乾体学堂校园（校址在文武庙）的基础上，进一步把校园扩

大，使乾体中学在抗战的艰难岁月中诞生。开学后由于师资甚缺，苏健今上化学、

陈濯涟上国文、苏匡元上代数，帮助学校渡过困境。而林老太公也没有闲着，在

建校之初，做了力所能及的工作。他每天手里拿着“士的棍”（即手杖），到工地

对建校舍的工人进行监工，发现工作稍有马虎，或他认为不符合要求的，就提出

批评，所以施工人员都很怕他，绝不敢怠工或偷工减料，使学校的基建得以顺利

完成。

在采访中，老乾体谈到家乡的历史时，总是异口同声提起“四大天王”对乾

体中学的贡献，说当时如果没有他们的努力，乾体中学是办不起来的。他们破除

迷信（学校建在庙堂内），创办乾体第一所中学，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乾体中

学成立至今已 60多年了，“四大天王”早己离开人间，但老乾体至今还记着他们

为家乡的教育事业所做的贡献，这也许是老乾体至今还能记得“四大天王”的缘

故。

乾体“四大天王”之一的林仲干，乡里人尊称他“林太公”。图为抗战期间，乾体建造中学校舍时，林

太公亲自监工，使校舍得以顺利完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