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大超，原名光，以字行，清光緒二十六年（一九○ ○）五月初一

日，生於廣東省五華縣錫坑鄉。在家庭 

世代經商，大超六歲入其外祖父張仲恩鯉江鄉開設之私塾啟蒙。十一歲

因其舅父張璧完任安流小學校長，乃入 

該校就讀。小學卒業後十五歲考進廣東省立第五（梅州） 中學。中學

畢業後，即於民國七年負笈北上，考入北京大學法學院政治系，為時四

年，於十二年畢業。在學期間，於十一年秋，由謝持、鄒魯二人介紹加

入中國國民黨（謝、鄒二人，於十一年六月十六日陳炯明叛變時，相率

離粵北上，奉總理命，謀北方黨務之進展，乃計劃以聯絡北京各大學之

青年學生入手 ），計同時入黨者有陳敬修。袁世斌、孫元良、曾擴情、

何玉書等六十三人。課事餘暇，嘗以學生黨員身分，參加黨務活動。是

年冬，由謝、鄒二人支持策動下，在北大第一院發起組織 「民治主義

同志會」，目的是對抗共產黨人的「社會主義研究會」。因此畢業後，

仍滯留北京，與民治主義同志會同仁，從事愛國活動。如十三年十一月

國民軍馮玉祥在北京驅逐清廢帝溥儀時，隨同進入紫禁城參與此一行動；

十四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國民黨前輩林森、張繼、 鄒魯、謝持、居正

等，為討論反共方針主張，在北京西山孫中山靈前舉行會議（世稱「西

山會議」）時，乘機集結參加響應；同年十二年二十八日，北京一般學

生、工人舉行國民革命示威運動，大超等民治主義同志會亦積極介入，

參加包圍執政府，要求段祺瑞下野。 

        

         十五年七月九日，國民革命軍在廣州誓師北伐，總司令蔣中正同

時就職。此一訊息傳至北方的青年學生同志，均極為興奮，很多都熱情

奔放準備南下，參加革命行列。時國民革命軍第一軍軍長何應欽，已與

北方的同志間接或直接有所聯繫，是年九月三日何軍長復奉蔣總司令命

任為東路軍總指揮，當時的政治部主任係共黨分子周恩來，但周在汕頭

軍次不久就離職了，由北方來的同志何玉書暫時接替，因此大超也南下

汕頭入東路軍總指揮部政治部工作。惟為時不及一月，即於九月下旬受

命與孫祥夫共同擔任策反駐福建之孫傳芳所部周蔭人部任務。總司令部

原擬以國民革命軍第十七軍軍長給予李鳳翔，由孫祥夫負責暗中和他接

觸。但因李為周之死黨，難於入手。大超有見及此，且認為周蔭人之實

力，乃操在曹萬順、杜起雲兩旅長手中，因此乃避開周部之 駐防稽查

地段（時周蔭人正派遣其部隊由永定、峰市及雲霄、平和、向饒平、大

埔前進寇粵），自己隻身繞道梅 縣之松源，經蕉嶺至上杭曹萬順及杜

起雲駐地進行策反工作，曹、杜慨允參加革命行列。此一策反工作順利



達 成，蔣總司令乃於十月十七日電令由曹萬順代理國民革命軍第十七

軍軍長兼第一師師長、杜起雲為副軍長兼第 二師師長。大超亦被任為

該軍第二師的黨代表，從事實際的軍中工作。 

  

       革命軍底定福建後，隨即成立福建臨時政治會議及福建省黨部籌備

委員會，建立黨政的運作與領導機構。 

臨時政治會議，於十六年一月三日成立，以何應欽、戴任、江董琴、何

玉書、陳季良、方聲濤、黃展雲、丁超 五、王允恭為委員，由何應欽

代理主席；省黨部籌備委員會委員，由中央指派丁超五、黃展雲、詹調

元、李大 超、宋廷瑜、林堯階、李文濱、翁侃、秦望山等擔任，以丁

超五為籌備主任。大超此時，除擔任省黨部籌備委 員兼宣傳部長外，

並擔任福建兵工廠黨代表兼政治部主任、國民日報社長、黨化教育訓練

所副所長（所長為後 來改任省黨部籌備委員會主任之黃展雲兼任）、

福建造幣廠黨代表等職務。 

 

         十六年三月二十三日，國民革命軍克復南京，在福建方面之共黨

分子如江董琴（接替周恩來為北伐軍政治部主任），戴任（接臨時政治

會議主席。因何兼主席領軍進入浙江）、以及馬式材 （在省黨部任農

民運動委員會）、李培桐（在省黨部任工人運動委員會）、易佩皋（莊

希泉之妻，搞婦女運動）等，也積極活動起來，企圖全面控制民眾團體

和黨政機構，以遂其發動叛亂之目的。那時候情勢極為複雜緊張，福建

省黨部籌備委員會諸人，再加上新編第一軍長譚曙卿、政治部主任冷欣、

海軍總司令楊樹莊和其參謀長李世甲，以及公安局政治 部主任胡遯，

憲兵團政治部主任胡啟儒等，不時利用夜間，在大超住所蒙古營，集會

商議，積極研商反共鬥爭 工作，咸認為當前急要，在於加強團結，先

設法迫走江董琴及其他主要共黨分子。同時決定於四月三日，發動 福

州各界為擁護國民政府建都南京舉行民眾慶祝大會，藉以激揚民氣，鼓

動風潮，孤立共產黨人，壓抑其囂張 氣燄。大會由大超擔任主席。 

  

        福建省黨部籌備委員會正積極展開反共鬥爭之同時，即四月二日，

中央監察委員會在上海舉行會議，通過查辦共產分子謀叛案，十二日，

上海發動清除共黨分子，十七日南京成立中央清黨委員會，隨之福建方

面，即奉中央指派譚曙卿、楊樹莊、黃展雲、呂渭生、詹調元和李大超

等為福建省清黨委員會委員，積極負起清黨任務。由於大超擔任福建黨

化教育訓練所副所長，負實際責任，乃相與配合，集結起各縣市有為青

年同志，經過黨的訓練，作為忠貞幹部，負起了清黨的責任，將所有跨

黨分子都一律清除。有的扣押，有的事發後逃跑 （戴任夫婦就是乘機



潛逃者之一）。從此福建黨務乃蓬勃活躍起來，展開了黨的革命新希望。 

  

        十六年三月間、中央任命歸附革命不久之海軍總司令楊樹莊為福建

省政府主席，並發表各委員、廳長。因 

地方派系互鬥、人事傾軋，省政府無法成立。當時情勢極度不安，蔣總

司令特請張群（時任總司令部總參議） 於三月二十二日自上海來到福

州，負責調和福建陸海軍和當地各方面有關問題。時大超亦於黨的關係

上，協同 與地方有關人士譚曙卿、宋淵源、楊樹莊、方聲濤等協調洽

商，經過一連數天之奔走，事情才告解決。結果福建省政府於四月一日

成立，楊樹莊就任省政府主席。 

        

        大超於福建清黨工作及省政府問題告一段落，適中央於是年九月十

六日在南京成立特別委員會（是寧、漢、滬三方合作機構），乃於十月

十五日赴馬江搭輪到上海轉赴南京，有所陳述請示。十七年春，奉命改

赴山東煙台、平度，洽辦改編北洋軍隊劉志陸部為四十九軍兼十三路總

指揮，大超即出任政治部主任，隨又兼任煙台警備司令部政治部主任。

十八年初，復奉中央改派為北寧鐵路特派員。 

  

       十八年三月二十八日，國民政府任命張岳軍（群）為上海市長，大

超此時即辭去北寧鐵路特派員，南下上海，受知於市長張群，入上海市

政府任教育局督學、科長、兼上海市民眾教育館館長等職務。是年夏，

與王孝英在上海市結婚，由市長福證，時大超二十九歲，王孝英三十一

歲。 

  

        在此同時，張群市長並授予大超兼負黨政關係任務。十九年七月間，

張群因奉命赴東北與先在東北之吳鐵城協同爭取張學良出兵入關，夾攻

背叛中央之馮、閻，以解當時所謂「中原大戰 」之危局。適於此時，

大超因公務前赴瀋陽，先到吳鐵城寄寓之處。時吳鐵城原定八月十五日

或十六日赴北戴河與在該地避暑之張學良研究應付時局方針，因大超突

於此時到來，乃改期於八月二十三日邀同大超相與同行。因此時張群亦

已隨同張學良由葫蘆島抵達北戴河。 

  

        二十一年一月六日，國民政府任命吳鐵城繼張群為上海市長，任大

超為第一科長兼秘書、參議、上海市中心建設委員。因此秉承吳市長建



設大上海的理想，以上海市中心建設委員肆應各方。展開工作，發行六

百萬元建設公債，吸收了三千多萬元備供運用，先後完成江灣壯麗堂皇

的市府大廈及其他市中心建設計劃的各項建設工程。 

  

        二十五年元月十一日，為蔡元培（孑民）七十壽慶，藝術大師劉海

粟發起創設「孑民美育研究院」成立籌備委員會，以孫科為委員長，吳

鐵城、錢永銘為副委員長，常務委員十六人為：孔祥熙、王世杰、朱家

驊、王曉籟、王雲五、何炳松、杜月笙、沈恩孚、李聖五、李大超、柳

亞子、張壽鏞、黃伯樵、舒新城、潘公展、劉海粟。大超代表市府被推

為負責其事之一人。 

  

        吳鐵城接任上海市長不及一月，即發生「一二八」事變，經過三個

多月的堅苦戰鬥，戰事雖告暫息，但野蠻暴戾的日本軍閥無理侵略，全

國抗日情緒激烈昂揚到了極點，尤其青年學生為甚。二十五年秋間，上

海市各大學：交通、滬江、復旦、光華、聖約翰、同濟等校學生三千多

人 （內女生三百多人），集結於上海火車站，要求全體乘火車赴南京

請願抗日。此批學生佔據車站車廂，作有計劃的阻撓開車，滬寧鐵路為

之停止通車者兩天，影響交通，情勢嚴重。吳鐵城乃命大超在鐵路管理

局與黃局長伯樵會同軍警首長 （計有警備司令楊虎、警察局長蔡勁軍、

教育局長潘公展，以及教育部長王世杰派來的代表總務司長雷震），前

往疏導，並妥謀解決。當時中央限令一天內恢復通車。負責衛戍和公安

責任的人，向吳市長建議一種強制解決辦法，派軍警七千多人，每兩人

挾持一學生，並決定當時執行。其實這批學生的請願行動，實另有幕後

別有用心者，利用學生對政府的一種陰謀。大超瞭解到學生的內情和此

一行動的背景，認為這種強制辦法，施之與這批血氣方剛的青年學生，

必然會造成流血慘案，深感事態嚴重，乃向吳市長進言，期期以為不可。

大超乃陳明己見： 「經過我連日夜所目擊的情形，及與學生們接觸所

探得的內情，認為萬不可中人家的圈套，激起青年學生的憤怒，促使其

劇烈反抗，造成血案。因此建議，將火車開出各站，使集結的學生，一

段一段將其分散，比較容易化解。 」吳市長聽取大超意見，經過一番

考慮，即予採納，隨電知軍警依照大超的建議辦理。先將火車開到南翔、

崑山與蘇州之各站，分別停留；再由大超等跟學生代表懇談曉諭，結果

大家明瞭政府對抗戰的準備和決策後，學生乃接受勸導願意返回學校，

繼續學業，一場青年學生盲目集結的舉動，乃雨過天青，圓滿解決，未

釀成流血慘案。 

 

        二十五年十月三十一日，為蔣中正先生（時為軍事委員會委員長）



五十壽辰，吳鐵城提議發動獻機祝壽運動，由中國航空協會主其事，時

大超兼任該協會總幹事，預定籌募一百萬元，如期籌足購買客克斯戰鬥

機十架，編為中正中隊，於是年十月二十四日在龍華機場舉行命名典禮，

隨即飛杭州編隊。於十月三十一日飛往南京參加獻機典禮。此舉實際上

完全由大超主其事，款集事成，出力至多。 

  

二十六年三月二十一日，中央政治委員會決定，以吳鐵城為廣東省政府

主席，大超即奉命和孫仲瑛先於四月初由上海返粵洽辦省政交接事宜。

及至吳主席正式到任後，大超奉派為省府參議、科長、民食調節會主任

秘書、救濟會總幹事等職務。並為配合黨政工作，大超又擔任了廣州特

別市黨部的常務委員。 

  

         是年「七七」蘆溝橋事變發生，距吳鐵城出任廣東省政府主席僅

僅三個多月，翌年敵軍南侵，十月二十一日廣州淪陷，同年十二月二日，

行政院任命李漢魂 （伯豪）繼任為廣東省政府主席，時大超已先於三

個月前擢升為交通部廣東電政管理局長，隨同黨政軍等單位遷至臨時省

會韶關（曲江）。於時抗日戰事正酣，前後方以及三、四、七、九各戰

區軍政令情報之傳達，臨海物資之轉運流通，糧食軍糈之調節與接濟，

關係至大。當時因無線電易被敵方截收，一切重要軍訊政令之傳遞聯繫，

惟以有線電是賴，雖當時電訊器材極端缺乏，仍全力克服困難，增加電

訊設備，擴大軍用、民用電務。在職七年，為歷任廣東電政局長之最久

者。在此期間，他同時還擔任了廣東省政府顧問、廣東省黨部委員、廣

東省銀行常務董事、廣東省實業公司常務董事。更兼任中國航空建設協

會、國際反侵略會、中國國民外交協會、中蘇文化協會等全國性省分會

主持人，成為當時省會曲江工作最為忙碌者之一。 

  

         三十四年五月五日，中國國民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在重慶召開，

大超以廣東代表出席，二十日選舉執監委員，大超當選第六屆中央執行

委員。同年八月十日，日本投降，隨之大超奉派為中國國民黨駐港澳總

支部主任委員 （前二任，分別為吳鐵城及陳）。 

  

        三十五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制憲國民大會在南京集會，大超以國民

大會代表出席與會，達成制定中華民國憲法之歷史任務。翌年第一屆國

民大會代表及立法委員、監察委員選舉，大超奉黨中央派為廣東省選舉

指導員。全國各地於十一月二十一日開始投票，二十三日完成普選工作，



大超在廣東亦依限達成選舉指導的重大任務。 

  

        四十年春，結束在港一切事務赴台，四十二年陳誠任行政院長時被

任為光復大陸設計委員會委員，嗣改隸總統府光復大陸設計研究委員會

仍任委員。由港來台﹁歸隊﹂並未再任黨政公職，自此起先後任中華民

國總工會、全國營造業聯合會、中國外交協會、華僑救國聯合會、中越

文化經濟協會、中國大陸災胞救濟總會、亞洲人民反共聯盟中華民國總

會、世界反共聯盟中華民國分會、中華民國消費者協會等團體之理事、

或常務理事、或理事長、或秘書長等職務。四十一年十一月間，參加中

華民國赴日經濟考察團赴日考察，自十一月二十一日到十二月十日，為

期二十天。五十二年九月間，出國赴美、歐、亞各地考察訪問，由九月

一日至十一月一日，為期兩月，先後到達美國舊金山、洛杉磯、西雅圖、

芝加哥、華盛頓、紐約，再轉赴英國倫敦、法國巴黎、意大利羅馬，更

轉黎巴嫩、巴基斯坦、印度、泰國、越南、香港、菲律賓、新加坡、馬

來亞等地。所到各地，均詳記所歷觀感。 

  

        大超平日居家，以孝事親，父秉興公年登六十，於三十年冬遽攖疾

棄養，對其母張太夫人，大超先後任職上海、廣州、韶關、香港乃至台

灣，均能板輿迎養，晨昏定省，曾於服務申江時，以中國文化館名義，

發起徵求海內外賢達，感念母德母儀者，各撰文紀念，於二十七年彙輯

印行 《我的母親》一書，太夫人年登上壽，在民國七十六年，以一百

零九歲高齡，始歸道山，乃國之人瑞也。 

  

        夫人王孝英，出生福建閩侯，國立北京女子師範大學畢業，初任福

州女子師範學校校長及福州第一中學校長。大超任職上海，孝英則先後

任滬市務本女中、中國女中校長。二十四年孫科 （哲生）四任第四屆

立法院院 長，王孝英被任為立法院立法委員。二十四年初，大超返粵

工作，王孝英亦隨而南來，轉任穗市第二中學校 長。抗戰事起後，在

曲江黃田壩電政局附近創辦交通小學一所兼辦幼稚班，致力於戰時兒童

保育工作。勝利後 復員廣州，任粵省臨時參議會議員。行憲後，即三

十六年十一月二十一日至二十三日，全國同時舉行第一屆國 民大會代

表、立法委員、監察委員選舉，王孝英於南區教育團體當選第一屆立法

委員。三十八年大陸陷共，於 三十九年隨政府來台集會，直至七十九

年初辦理自退。子建祥，國立台灣大學政治系肆業，後赴美入加州州立 

舊金山大學國際政治經濟系畢業，旋入美國國防部任職，六十七年間受



聘中華民國國防部電訊發展室顧問； 媳李雪蘭（美籍），有孫兒二人，

長德森、次德華。 

        大超原有心臟舊疾，曾動過手術，七十三年五月十 二日下午七時，

因心臟病突發，送至台北市中華開放醫院急救不及逝世，年八十五歲。

安葬台北縣八里鄉五華 墓園。王孝英亦於大超逝世後之第六年，即七

十九年五月間謝世。――李世昌稿。 

  

參考：李大超《無難齋文存》、《李大超傳略》、《李大超行狀》、《中

國國民黨九十年大事表》、王鐵漢輯 註《張學良進關秘錄》（傳記文

學社出）、陶英惠《胡適撰擬致蔡元培獻屋祝壽函》一文（《傳記文學》

第五十八卷第一期）。 

  

本文係《民國人物小傳》稿，曾刊於民國八十二年十二月《傳記文學》

第六十二卷第六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