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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5年(1歲)：1月10日(農曆甲午年十二月十

五日)，先生誕生於澳門，原籍廣東南海西樵鎮簡村

鄉。清咸豐年間洪楊之役，祖父母為覓生計，避居

澳門。父冼藻揚，少孤食貧，年十五輟學，跟族人

在欽、廉、高、雷一帶從商；光緒廿五年(1899)溝通

西江航業，倡辦天和輪船公司；後在香港、澳門電

燈公司、牛奶公司、麻纜公司等入股投資，並在港開

設建昌榮藥莊，為知名人士。母親劉氏，是農家女。

生有七子女：即長男秉鈞，司理香港建昌榮藥莊；次

男秉芬，畢業於倫敦大學商科，後任廣西梧州天和輪

船公司經理；次男秉熹，留英時曾任中華民國駐英總

領事署法律顧問及英國最高等法院特約律師，後來長

期在香港開業，為香港知名大律師；先生混排第三，

弟妹都叫她“三姐”，因她獨身不嫁，人們稱她“冼

姑”，更因她敦品勵行、著作等身，在歷史文獻、詩

詞、金石書畫等諸方面有卓著成就，人們又尊她為“冼

子”。自署“琅玕館主”、 “西樵女士”、“西樵山

人”；四妹瑞清，五妹亮清均是家庭婦女；七妹妙

清，則從事醫務。

1903年(8歲)：開始入學，在澳門一個名叫林老

虎的私塾讀書。1904-1906年(9至11歲)：入澳門啟明

學校讀書至1906年肄業。“九歲至十一歲，在澳門

啟明學校肄業，該校教員是很開通的，那時已學體

操、算術、地理、唱歌等科目了。”(見冼玉清1958

年12月25日〈自傳〉底稿)

1907年(12歲)：入澳門灌根學塾(即子褒學校)，

為陳子褒(榮袞)弟子。“在灌根學校讀書七年，陳老

師特別用心教我，我成績也特別好，所以童年時代

就頗有文名。”(見冼玉清1958年12月25日〈自傳〉

底稿)1912年(17歲)：澳門子褒學校中學普通科畢

業。“我一生受他[陳子褒]的影響最深：也立意救

冼玉清先生生平事略

根據莊福伍先生所撰〈冼玉清先生年表〉摘編

中國，也立意委身教育。自己又以為一有室家，則

家庭兒女瑣務，總不免分心。想全心全意做人民的好

教師，難免失良母賢妻；想做賢妻良母就不免失人民

教師之職，二者不可兼，所以十六七歲我就決意獨身

不嫁。”(見冼玉清1958年12月25日〈自傳〉手稿)是

年，於澳門鏡湖醫院恭聆孫中山演說。

1916年(21歲)：1月，由其父送去香港聖士提反

女校讀英文。

1918年(23歲)：第一次到廣州，同年轉入嶺南大

學附中讀書。“有一次父母帶我去廣州遊覽，參觀嶺

南大學。我見這個地方遠離市廛，長林古木，真是藏

身之所，於是轉入嶺大附中讀書。”(見冼玉清1958

年12月25日〈自傳〉手稿)

1920年(25歲)：6月，嶺南大學附中畢業。9月，

昇入嶺南大學文學院。

1923年(28歲)：6月，在嶺南大學讀書期間，先生

兼任嶺南大學附中歷史、國文教員，開女教師教中學男

生之始。時冼星海為附中學生，師生之誼甚篤，先生曾

資助冼星海讀書。

1924年(29歲)：6月，畢業於嶺南大學文學院教育

科；12月，以論文〈中國詩之藝術〉獲學士學位。

1925年(30歲)：8月，任嶺南大學國文系助教。

1927年(32歲)：是年嶺南大學收回華人自辦。

鍾榮光首任華人校長，即力聘先生為博物館館長兼

註冊處副處長。先生堅決辭去註冊處之職而就博物

館館長。

1928年(33歲)：任嶺南大學國文系講師。

1929年(34歲)：春，先生於嶺南大學講授詩詞。

夏，由江孔殷、楊壽昌介紹，先生於澳門謁見黃晦

聞(侃)，答黃講詩方法，頗為黃氏贊許。9月，先生

應燕京大學教務主任周鍾岐之邀，參加燕京大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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舍落成典禮。北遊期間，結識著名史學家陳垣，大

藏書家倫明等。時由鍾榮光介紹，見張蔭棠，並受張

氏之囑，撰萬言書致駐美大使唐紹儀，“條陳在美宣

傳國貨以塞漏卮之策”。(見冼玉清〈寫在鍾榮光校

長歸葬後〉，載《宇宙風》)時燕京大學國文系主任

馬季明延請任教燕大講文學概論；清華大學教務長

楊金甫擬請任清大主講詩學，皆為之謝絕。10月，

先生復見黃晦聞於北京大羊宜賓胡同之“蒹葭樓”，

以《碧琅玕館詩集》手稿呈覽。黃氏批曰：“陳

想未除，陳言未去，獨喜其真。”是月，拜謁鄭孝

胥，並呈上詩稿。鄭氏題曰：“古體時有雋筆勝於

近體。”北遊期間，寫《萬里孤征錄》六卷稿，係

先生最早的文學作品，可惜該稿於抗戰期間遺留寓

所散失殆盡。

1930年(35歲)：6月，先生南歸嶺大，時繪〈舊京春

色圖〉，名人文士多為之題詠。是年校長鍾榮光破例專撥    

“九家村”一宅讓其獨居，是為先生所顏之“琅玕館”。

1931年(36歲)：10月，先生母在香港去世。

1933年(38歲)：6月，於《嶺南學報》發表〈元

趙松雪之書畫〉。兼勷勤大學文史學系講師，結識

文學家、詩人冒鶴亭。

1934年(39歲)：4月，於《嶺南學報》發表〈元

管仲姬之書畫〉。

1935年(40歲)：4月，於《嶺南學報》發表〈梁

廷楠著述考〉。6月，〈南州書樓所藏廣東書目〉刊

於廣州大學《圖書館季刊》。25日，於廣州東山療

養院請美國人米勒爾外科醫生割治甲狀腺。是年，

任嶺南大學國文系副教授，廣東通志館纂修、廣東

省文獻委員會委員。

1936年(41歲)：7月，於《嶺南學報》發表〈粵東印

譜考〉。11月，《更生記》由上海學術世界社出版。

1937年(42歲)：夏，先生以《碧琅玕館詩集》呈

散原老人陳三立，時客故都的散原老人為題曰：“

澹雅疏朗，秀骨亭亭，不假雕飾，自饒機趣，足以

推見素抱矣。”7月7日，蘆溝橋變起，抗戰軍興。8

月17日，廣州警察局通告市民即日離市回鄉，官眷

亦奉正式命令遷徙。“於是居民舉家轉徙回鄉或至

香港澳門者，有空巷之勢。⋯⋯余則孤處嶺南大學如

恆。”(見冼玉清〈廣州入夜空襲之經歷〉，載1941

年《大風》半月刊第82期)冬，先生為抗戰前方募捐

衣服，同時發表〈婦女對於募製寒衣之責任〉的演

說。

1938年(43歲)：3月7日，撰〈民族女英雄冼夫

人〉刊於《嶺南週報》。25日，參加嶺南大學校長李

應林主持的陳輯五教授紀念會。4月1日，撰〈讀宋史

岳飛傳〉。11日，於《嶺南週報》發表〈記陳輯五教

授紀念會〉。9月，陞嶺大國文系教授。10月12日，日

寇於大亞灣登陸向廣州進犯，嶺大宣佈疏散。16日，

抵澳門避難。21日，廣州溣陷。11月14日，嶺南大學

在香港復課，先生從澳門赴港講學。是年商務印書館

出版 《廣東女子藝文考》。

1939年(44歲)：春，繪〈海天躑躅圖〉，自題

云：“民國廿七年十月廿一日，廣州淪陷，嶺南大學

遷校香港，余亦隨來講學。棲皇羈旅，自冬涉春，如畫

青山啼紅鵑血。忍淚構此，用寫癙憂，寧作尋常丹粉看

耶！”(見廣柬省文史館編《南方鼓吹》)10月1日，先生

應邀出席華南國語講習所舉行的第五屆結業典禮，並作

〈由國語統一說到團結自強〉的演說。是月，〈朱九江

先生對外之正義感〉刊於《大風》雜誌。11月，先生撰

〈述嶺南學生之呼籲〉刊於《嶺南週報》。12月，徐信

符為〈廣東女子藝文考〉作序。〈黃遵憲之中日戰爭史

詩〉刊於《大風》雜誌。

1940年(45歲)：2月，以葉恭綽為主任委員的中國

文化協進會在香港假座馮平山圖書館，舉辦了“廣

東文物展覽會”，先生為展覽會籌備委員會委員之

一。3月，〈萬木草堂與灌根草堂〉刊於《大風》

雜誌。6月，於《教育雜誌》發表〈改良教育前軀

者——陳子褒先生〉。是年在香港任廣東文物編纂

委員，參與編輯廣東文物集十卷。

1941年(46歲)：11月，先生與區朗若、陳德芸編

校《陳子褒先生教育遺議》。12月8日，日寇竄入廣

州嶺南大學，先生住屋被掠劫，全部器物損失。25

日，香港淪陷。時日酋組織香港東亞文化協會，企

圖物色“敦品勵行”的前清翰林張學華和先生兩人

牽頭，遭到先生拒絕。先生有詩句：“國愁千疊一

身遙，肯被黃花笑折腰。”蓋指此事。

1942年(47歲)：1月，在香港的嶺南大學開始疏

散，先生申請離境。6月20日，先生化名“冼清”，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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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取得離境證。21日，乘船返澳門，於船上遇見觀本

法師，後應囑為參訂《香光閣隨筆》。7月中旬，嶺

南大學校長李應林託人邀請先生返回嶺大，時嶺大

已決定在曲江仙人廟復課。先生不顧親友挽留，毅然

冒險內遷。9月，先生抵廣西桂林，梁漱溟先生前往致

問，廣西省政府贈“歸國文化人補助金”。27日，抵

粵北曲江嶺南大學。10月，廣東省政府送“歸國文化

人置棉衣費”。時廣東省立文理學院欲以厚禮延聘先

生，貴陽國立貴州大學也欲延聘，張西堂、岑家梧、

羅香林等教授均馳書敦促先生前往，為先生謝辭。

1943年(48歲)：2月14日，先生與麥華三、黃文

寬、馬小進、馮梁、麥漢永等書畫名流於韶關河西

茶座雅集，以宣傳抗日，倡導書風。是年，教育部

鑒定為甲級正教授。

1944年(49歲)：6月9日，曲江告急，疏散至

坪石嶺南農學院。時有《坪石詩草》。7月19日，

從坪石轉徙連縣。9月《大光報》連載其文〈連縣

之史地忻賞〉。10月，於《大光報》撰文〈劉禹錫

與連州〉。於《建國日報》撰〈文建燕喜亭之王仲

舒〉、〈靜福山之文獻〉、〈孟賓于之詩〉等連陽

掌故文章。時有《連州詩草》。11月，從連縣返曲

江。

1945年(50歲)：1月19、20日，坪石墟樂昌城相

繼失陷，嶺南大學停課疏散。23日，曲江失陷，避

地黃坑。 “四月一日以後，農學院同事全體赴樂昌

之五山，校本部同事多赴仁化轉梅縣。周君郁文，湖

北人，任粵嶺墾殖公司技正，現挈眷居五山，專函邀

余赴藤洞同住，鳳誼可感。黃君錫凌，任職中山大學

師範學院，屢函慰問，廿一日親從仁化來黃坑，專為

接余同赴東江者。患難流離，見面悲喜交集。晚近人

心日漓，知有勢利而不知有道義，若周黃二君者，

可以紀矣。然余以五山離家日遠，嶺南亦無在東江

復課之明文，若為啖飯而往就校長，實非所願。故

終負二君嘉招，仍留黃坑暫住。”(見冼玉清〈黃坑

避難記〉。時有詩〈避難黃坑十二首〉)。5月，仁

化避難。9月6日，離開仁化，經英德、連江口南歸

廣州。是年抗戰勝利，嶺南大學遷回廣州康樂村。

抗戰期間冼玉清撰寫〈危城逃難記〉、〈香港罹難

記〉、 〈故國歸途記〉、〈曲江疏散記〉、〈連州

三月記〉、〈仁化避難記〉、〈勝利歸舟記〉，原

擬輯《抗戰八記》未果。

1946年(51歲)：2月，撰寫〈紀仲元中學校長梁

鏡堯烈士事〉。6月，任廣東文獻館委員，《嶺南學

報》委員會委員。〈陳子壯故鄉遊記〉刊於《宇宙

風》雜誌。8月，先生應邀赴海南島講學，講授〈中

原文化對瓊崖之影響〉及〈瓊崖本身文化之發展〉。

1947年(52歲)：5月，受聘為廣東文獻館廣東

文物編印委員會委員。10月，張繼聘先生為南京國

史館特約協修。11月，〈粵東掌故錄〉發表於《綜合

評論》雜誌。12月，於《嶺南學報》發表〈招子庸研

究〉。〈順德才女劉蘭雪考〉刊於《婦女生活》雜

誌創刊號。

1948年(53歲)：3月，廣東省政府聘先生為省文

獻委員會委員。12月15日，先生應邀參加江門白沙

釣臺落成典禮，並演講白沙學說。

1949年(54歲)：夏，先生獲教育部久任廿五年

教授獎金。9月，由廣州文光館出版《流離百咏》。

時先生以《流離百咏》贈陳寅恪。陳氏為題曰：“大

作不獨文字優美，且為最佳之史料。他日有編建炎以

來繫年要錄者，必有所資可無疑也。”(見蔣天樞《陳

寅恪先生編年事輯》)10月14日，廣州解放。冬，先

生同陳寅恪遊漱珠崗。陳寅恪有〈己丑仲冬純陽觀

探梅柬冼玉清教授〉詩：“我來祇及見寒梅，太息

今年特早開。花事已隨塵世改，苔根猶是舊時栽。名

山講席無儒士，勝地仙家有劫灰。遊覽總嫌天宇窄，

更揩病眼上高臺。”先生次韻之云：“騷懷惘惘對寒

梅，劫罅誰來訊落開。鐵幹肯隨春氣曖，孤根猶倚嶺

雲栽。苔碑有字留殘篆，藥竃無煙剩冷灰。誰信兩週

花甲後，有人思古又登臺。”

1950年(55歲)：是年，吳湖帆為先生繪〈琅玕館

修史圖〉，一時各方名流紛紛為之題咏。

1951年(56歲)：5月，任嶺南大學文物館館長。9

月，任廣州文物保管委員會委員。

1952年(57歲)：1月，《陳子褒先生教育遺議》

一書出版。嶺南大學併入中山大學。先生任中山大學

中文系教授，負責清點整理中大、嶺大的文物工作。

1953年(58歲)：1月至7月，先生於中大山學與梁

釗韜、劉節等整理文物館文物，同時邀請麥華三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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鑒別整理歷代碑帖。8月1日，赴北京參觀。“1953年

夏，我曾去北京，本來想去看看新建設，豈知參觀北

京圖書館後，看見它的好書，就日日去抄。早去暮

歸，連飯也在館員處食。原想入京一個月，竟然為

看書而住到兩個多月。”(見冼玉清1958年12月25日

〈自傳〉手稿)11月1日，先生從北京回廣州中山大

學。是年先生曾去南海神廟參觀，目睹古碑被用作

切菜板、洗衣砧，無限感慨。

1954年(59歲)：10月，徵集編輯《近代廣東文

鈔》。是年先生當選為省政協常務委員。

1955年(60歲)：11月，在中山大學正式退休。時

香港的朋友、學生邀請先生赴港執教，月薪高達3300

元，均為謝絕；澳門家人邀返澳寓居，亦為謝絕，而

繼續留住中大。

1956年(61歲)：12月，先生任廣東省文史研究館副館

長。

1957年(62歲)：7月底去廬山休養一個多月，旋即

去黃山、杭州等地。8月底，返廣州中山大學。“到廬

山後，有信回文史館。在山上遇見很多武漢、南京、上

海各大專學校的老教師在山上休養。住了一個月，有人

去黃山，我也因利乘便去。到後亦有信回文史館。在黃

山返穗，必要路經杭州的。到杭州後，我參觀浙江圖書

館，見這裡善本書甚多，我把廣東人的著作日日做提

要，不知不覺又住了一個月”(見冼玉清1959年5月11日

〈交心〉底稿)

1960年(65歲)：是年，先生於《羊城晚報》發

表〈辭郎洲與陳璧娘〉、〈連山書院〉、〈何惠群

及其“嘆五更”〉、〈廣海“海永無波”石刻〉、      

〈血熺和他的《引痘略》〉、〈韻州與廣東文化〉、    

〈廣東得名的由來〉、〈廣東最早的一本醫書——釋

繼洪的《嶺南衛生方》〉等文章。

1961年(66歲)：1月12日，杜國庠逝世。13日，先

生作〈挽杜國庠先生〉詩云：“得訃心如亂箭攢，

文星乍黯夜霜寒。聲聲獎勉猶疇昨，事事撐持見膽

肝。百粵有金應鑄範，萬流何處更瞻韓。刀圭失效

憐剜胃，寂寂遺容忍淚看。”是年，先生於香港 《大公

報》發表     〈黎二樵兩事〉、〈粵人所撰論畫書籍提要〉

等文章；於《羊城晚報》發表〈愛國英雄鄧世昌〉、〈冼

星海中學時二三事〉、〈鄒伯奇發明攝影機〉、〈劉

軻的《牛羊日曆》〉、〈王瑤湘女史〉、〈關於社學問

題的若干史料〉、〈廣東早期的女工罷工鬥爭〉、

〈廣東最早的畫報《時事畫報》〉、〈廣東第二部

畫報《賞奇畫報》〉、〈趙公明元帥——《毛澤東選

集》中一個典故〉、〈花縣梅花峒〉、〈比《古巴圖

經》更早的《古巴雜記》〉、〈廣州最早的磚窰——

甘溪竃〉、〈我國第一個製造飛艇的人〉、〈一部最

早的有關鴉片煙的文學總集《夢醒芙蓉集》〉、〈《夜

半鐘聲》——一本控訴殖民主義人口販子的書〉、 

〈陳定泰與《醫談傳真》〉、〈沙面的過去〉、〈綴瓦

藝術家陳孟長〉、〈廣東最長的龍舟歌〉、〈刀剪

名家“廖廣東”〉、〈再談王瑤湘〉、〈招子庸的

畫〉、〈南宋傳二娘的石覓〉、〈佛山的錫鑄活字版〉

等文章。是年，先生花費多年心血的專著《廣東釋道著述

考》及《漱珠崗志》完稿。

1963年(68歲)：9月，先生入中山第一醫院治割

乳瘤。12月，任廣東省文物管理委員會委員。是年， 

〈清代六省戲班在廣東〉刊於《中山大學學報》；於

《羊城晚報》發表〈愛國詩人黃節〉、〈廣東文獻學

者黃佐〉、〈冒死直諫的何維栢〉、〈韓愈與廣東〉

等文章。

1964年(69歲)：10月，先生從香港休養回廣州

就醫，時陳寅恪贈詩云：“海外東坡死復生，任他

蜚語滿羊城。碧琅玕館春長好，笑勸麻姑酒一觥。

年來身世兩茫茫，衣狗浮雲變白蒼。醉餓為鄉非上

策，我今欲以病為鄉”。(清華大學出版社《陳寅恪

詩集》)是年於香港《大公報》發表〈談清末的“知

新報”〉、〈康有為與萬木草堂〉、〈鐘聲已渡海

雲東——記寒山寺大鐘的被盜與康有為的題寒山寺

詩〉等文章。

1965年(70歲)：1月，病住廣州先烈路腫瘤醫院。5

月，香港中華書局出版《廣田文獻叢談》。是年，〈行

醫世家之海南邱氏〉、〈談澹歸和尚〉刊於香港《大

公報》。《粵謳與晚清政治》完稿。10月2日，先生

因癌病醫治無效逝於廣州。4日，由省府、省委統戰

部、省文史館、中山大學等單位組成“冼玉清先生

治喪委員會”。7日，舉行公祭，主祭人為許崇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