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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元秀

黄元秀( 1884一1964) ，字文叔，号山樵，杭州人。早年留学日本，习陆军，并参

加同盟会，辛亥革命前回国，主持同盟会杭州分部。以南鄂山麓白云庵为秘密联络

点，与陈英士、章太炎、徐锡麟、秋瑾、陶成章、吕公望等多次进行联络，以配合总部

统一行动。辛亥革命时参加光复浙江之战。民国时期，居涌金门外放庐，藏金石书

画甚多，工诗文，尤擅书法.善鉴识金石文物，兼通佛学，今存灵隐寺天王殿巨匾"灵

莺飞来"、宝石山麓摩崖石刻"南天大日如来"等手迹。抗日战争胜利后，被推选为

岳庙管理委员会主任委员，筹款修聋岳庙，并编篡《精忠小志)，重建牛阜墓、银瓶

墓、修茸张苍水祠墓、于谦基、秋社、陶社。

陈叔通

陈叔通( 1876一1966) ，名敬弟，杭州 λ;。清光绪十九年(1893)秀才。甲午战争

后留学日本，后回国受聘杭州养正书塾任国民教员。二十八年，与邵章、杨文莹一

起建议邑绅胡趾祥开办安定学堂(今杭州第七中学)，并主持了初期的筹备工作。

次年中进士，人翰林院为编修。三十年，同邵章、孙智敏、胡焕、钟糠、郑在常、袁毓

麟等呈请浙江巡抚张曾歇同意，在杭州积善坊巷创办杭州女学堂，为杭州由国人自

办的一所女子学校。同年再渡日本，人政法大学学习，四年后回国，任清政府资政

院民选议员，参加维新运动。宣统二年 (1910)在杭州又创办了浙江私立政法学堂

(后改称浙江私立法政专门学校)。民国后，任南京临时政府第一届国会众议院议

员，因反对袁世凯称帝，不满北洋军阅统治，退出政界，定居上海，此后长期担任上

海商务印书馆董事及浙江兴业银行董事。抗日战争前夕，从事爱国民主运动。 38

年( 1949)春，响应中国共产党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的号召，从上海绕道香港到达华

北解放区，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解放后，曾担任中央人民

政府委员、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主任委员

等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