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何寿朋 光绪二十四（189瞬戊戌科殿试雏型第51名

何寿朋(1866-1921），乳名其毅，字 士果， 大埔湖寨双坑人。何如璋

次子。 自幼聪颖，13岁随父亲到日本时，就能写洋洋数千言的文章。颇得

驻日大使馆参赞、大诗人黄遵宪赏识，赠诗与他：
“

出于文章长文惊，崭

然头角极睁l睐。乔松千尺随根茂， 大鸟三年待凤鸣。胸有地球方广博，世

无鬼谷漫纵横。为君侧目期相看，努力春华善受名。，，

何士果18岁进县学，19岁考取一等第一名康生。光绪十四年（1888）年

中戊子科举人，光绪二十四（1898）年戊戌科考取三甲第51名进士，
“

以知

县即用

士果在跟随父亲出使日本期间，受到时代潮流和日本明治维新后深刻

变化的影响，认为中国要自强，必须仿效日本。后来，光绪皇帝决意实行

变法，起用维新派人物。不久发生了
“

戊戌政变
”

，谭嗣同等六君子被

杀。
“

戊戌政变
”

之后，光绪二十六年八国联军进犯津京，光绪二十七年

清政府与十一个欧美列强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何士果看到中

国已不能走日本维新变法之路， 转而谋求兴学救国。 光绪二十六年

(1900），他回到 广东，在潮州创设东文学堂，提倡学习日本 的语言、文

字。此后二年，执教于潮州金山书院，选取经史中与西学相通者教授学

生。其间，他曾被任命为江西德安县知县，但未赴任。 .tlr 
为揭露帝国主义者的罪行， 唤起民众反对外侮和追求自强 的爱国热 于Cl!)

情，光绪二十八年（1902），何士果与 梅县进士杨季岳（杨玩）在汕头创办《岭 叫 A

东日报》。该报受到人民 大众欢迎，发行于国内外。设在国内外的代售 \. '11
点，有马来西亚的槟挪屿、逼罗、巴城、安南（越南）、香港、北京、上 _,i 
海、厦门、南昌、广州、大埔、梅县、兴宁等二十多处。 t{! 

光绪二十九年(1903），何士呆任汕头岭东同文学堂（学习外国语的学

校）总教习。并在授课之余筹募经费， 以补助学堂开支。光绪三十年年 187 

(1904），出使日本国大臣杨枢举荐他担任随员，任使馆商务委员、清华学

校监督兼管理游学生派送事宜。光绪三十一年(1905）冬，他回乡省亲时，



倡议在其家乡双坑村创办学习新学的明德学堂。光绪三十二年（1906），何

士果任满回国，保升候选知府，加盐运使衔。宣统元年(1909），出任吉林

提学司金事兼调查局总办。宣统三年（1911），特补吉林知府，以道员记名

加二品衔。任吉林府知府时，革除粮差包办钱粮的弊端，整顿警察，兴办

教育，推行城镇乡地方自治，政绩卓然。

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被授任长春县知事但未赴任，后被选为国会

参议员。1913年，袁世凯解散国会时，任沪道署秘书。民国三年(1914）因

公途经上海，提议在旅沪乡人中设立了大埔同乡会。

袁世凯称帝失败，恢复国会，士果仍任参议员。他在参议院曾提议发

布《禁烟（鸦片）条例》。民国七年（1918）年，他回到广州，参加正式国会的

召开。在粤几年，他为民争利，如争回潮桥盐自由运卖，撤去奸商包办；

揭发潮属官吏勒抽种鸦片捐税，从而使有关当局下令铲除之等。当时，广

州电车承包商违法，何士果极力倡导民众与之争论，由于当事者的权势炙

手可热，面对黄金利诱， 白刃威胁，他不为所动，虽然争论得不到结果，

但时人都佩服何士果的气节和操守。1920年，何士果为潮梅筹饷局会办，

后改任潮安县知事。到任二月余，悉心公务，不遗余力。1921年1月在召

开县教育会议时，何士果突然中风不治而逝，时年55岁。

何士果译著甚丰，主要著作有： 《游西湖记》（上海中华新报附印）、

《吉林调查局文报初编》三册（吉林调查局印行）、 《日本国民教育》二十

六卷（何士果、钱悔、张元节合篡，何寿彭助译，日本先秀社印行）、 《市

町村制理由书》等，民国年间又与人合撰《巷里何氏族史》。

附录何寿朋挽黄遵宪联：

且， 五千年罕睹奇才，著演也易，是哲学巨儒；创保卫局，是政治大学；

l� ＇ 至于画策朝鲜，参议琉球，是外交舞台屠龙妙技。此老为硕果仅存，归养

故乡， 曾筑精庐在人境；

188 一万里遥传噩耗，就公遗书，有日本国志；诵公遗草，有新民诗话；

飞，v平／扩追忆送客新亭，赌棋别墅，有东晋名士挥噩风流。暮春正樱花齐放，怆怀

景物，不堪洒泪回梅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