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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池孟彬先生，字敬超，民国五年十一月生于福建省林森县。
世代书香，幼年随父宦游京、晋、吉林等地。
少年时期，双亲相继弃养，承先祖“读书报国”之庭训，由大伯督修两载，十九年入上海南洋中学，
二十年考入马尾海军学校第六期航海班。
二十六年海校毕业，于永绩舰见习时，首遇敌机，初尝抗战滋味。
后分发至辰溪水雷制造所见习，了解水雷特性，随即派赴湖南沅江及皖南至德一带，担任长江中游的
布雷游击工作。
三十二年秋，奉召赴渝参加海军赴英留学考试，时因故延至翌年十月始举行。
录取后，十一月抵英，先后在皇家海军学院，枪炮、航海、通信、鱼雷等专科学校，进行为期四年的
训练课程。
期间多次在英海军之航空母舰与驱逐舰上见习，为接收灵甫舰而准备。
三十六年十月担任灵甫舰枪炮官兼副长，翌年五月我国正式接收重庆、灵甫，两舰随即自英回国，于
八月中抵沪，旋奉调为左营海军士兵学校中校教育处长。
四十三年一月，获蒋中正总统亲批，接任太康舰舰长，于防卫大陈时之鰕门头门海域作战、台山列岛
作战、协助大陈撤退等役，均勇敢沉着，不负使命。
四十五年任海军总部人事署署长，四十八年奉调驻美大使馆海军武官，五十四年返国接任国防部连络
局局长，五十八年任海军指挥参谋大学校长，五十九年任海军官校中将校长，六十一年任国防部参谋
本部中将次长，六十三年任海军总司令部中将副总司令，六十五年军职停役，外调台湾航业公司总经
理，六十七年任阳明海运公司暨招商局总经理，七十年升任阳明海运公司董事长，七十七年届龄退休
，仍兼海运发展协会理事长，八十三年三月正式退休。
先生在事业的各阶段，无论军职或航运界，均廉洁严正，尽忠职守，与人相处，亦和谐圆融，然而对
于一切人事请托，均严予拒绝，故能戮力从公。
从原先的军事到企业商人乃至平民角色，虽则身分数变，均以“做什么，像什么”的理念从事，因而
一生淡泊名利，不忮不求。
于其届龄退休，离开阳明公司董事长一职时，同仁以“知人之明，用人之能，待人之诚，容人之量”
誉之，可为先生人格之写照。
此一口述访问，承台北经济文化办事处驻美国波士顿办事处前处长李大维先生(现为外交部政务次长)
，于八十四年七月十八日在其任所引介，得以顺利展开。
是年九月张力自美返国，先进行三次初步访问，再与曾金兰继续合访，合计三十二次。
期间中央研究院经济研究所刘素芬、董安琪教授曾参与一次访问。
先生为一温文敦厚长者，对其口述内容，则力求翔实可信，不时提供相关资料照片，以为佐证。
本册访问纪录对于了解民国海军史与台湾航运发展史，应有相当之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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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口述历史系列:池孟彬先生口述历史》记载了池孟彬先生作为军人和商人的人生
历程。
青少年时期，承先祖“读书报国”之庭训，1931年考入马尾海军学校。
海校毕业后时值抗战爆发，担任长江中游的布雷游击工作。
1943年秋参加海军赴英留学考试，进入皇家海军学院学习并受训，接收灵甫舰自英回国。
后被蒋介石亲批接任太康舰舰长，国共台海危机期间参加台山列岛、大陈岛作战。
1956年任海军总部人事署署长，后升任国民党海军副总司令，1976年军职停役进入台湾航运和海运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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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张力，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员。
曾金兰，曾任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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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一、家世与早年教育一代书香余姓池，名孟彬，字敬超，民国五年十一月廿一日生。
远祖世居河南孟津，法灵公携眷南迁至闽，为开闽一世祖，至祖父时已是第十五世。
先祖最初居于闽省闽侯县(今林森县)洋里乡仙门村，该村位于山腰间，距福州有几十里路。
我对当地印象不深，海峡两岸可以通信后，我写信请福州的弟弟孟熙回仙门村看一看，从他来信的描
述，我才知道一些。
该村等于是池家村，全为同祖子嗣，以往从村里到福州需要翻山越岭，现已有公路开通。
今村内有廿八户人家，约二百多人，年轻一辈皆出外谋事，只余老弱留在村中。
在村子附近山上有池家的三座祖坟，一座为一世祖法灵公墓，另一座为其夫人，第三座则是十一世祖
孙武公的墓，较新。
至于法灵公为何未与夫人合葬，据闻因法灵公在外经商，逝于外地，遗体运回乡时，家人怕不是他的
真尸，故将之另葬一墓。
我们还有祠堂，此为先祖父任翰林时回乡修建，并将祖先墓茔重新修葺。
祠堂在文化大革命时，惨遭“破四旧”波及，祠牌、供桌和家谱都被烧毁，故现今池家谱系仅存一世
祖、先祖父、父亲这几世系谱，其他皆已散佚不清。
祠堂中现存有两样东西，一件是先父写的对联：花拥山城红杏子，月登贝阁紫萝蓝。
另一件是红缎制的供桌围裙，上面绣有祖父和叔祖父的名字，大概是他们二人去考进士时特地敬献的
。
因仙门村土地贫瘠，所产米粮仅够自足，十三世祖久达公乃迁到闽都(福州)定居。
先祖讳伯炜，字子膺。
清光绪十八年(一八九二)中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后在广东做过知县及府道。
他写得一手好字，考科举时的试卷原由大伯保存，但日本人侵占福州时，大伯将之交给一位堂妹，要
她带出来交给我，但堂妹出来后就忘了，放在家里，被小孩拿来当字帖临摩，最后就弄丢了，真是可
惜。
我于民国八十四年赴美探亲，偶然在美国哈佛大学(Harvard University)的哈佛燕京图书馆见到先祖池伯
炜中进上的名册及当时的状元科举试卷，保存在《闽侯县志》内，真是难得。
遗憾的是，祖父五十余岁即逝，据弟弟告诉我，他幼时看见父亲对祖父所遗之清朝官服格外珍惜。
仲佑叔祖是祖父唯一的亲兄弟，他中过举人，也在广东任过县官，民国以后在北京政府海军部做秘书[
按：民国二年八月廿二日，海军部任之为总务处副官]，后来升任上校文宫。
国府定都南京，叔祖因年迈去职。
他在海军部供职期间所编之《海军大事纪》，使用者众，我认为这本书，因皆系使用当时部内所存档
案编纂而成，故真实性很高。
祖父治家严谨，以“读书报国”四字为庭训，因此父亲昆季四人，书都念得不错，可说是书香世家。
大伯兆清中过举人，民国以后在海军总部当秘书，升至中校：二伯兆仪文章亦佳，中过秀才，担任教
习，民国以后为政府公务员，他和大伯都是旧式教育出身。
至于父亲幼时虽念过古书，但却毕业于福建法政学堂(据弟弟回乡探访乡老所言，父亲到过英国、日本
，这个说法不一定确实，因为乡人以为他会讲英文和日文，就认为他到过英、日两国；就我所知，父
亲并未出洋留学)，与另一位过继给叔祖的四叔父兆佳，完全是新式教育出身，尤其四叔后来在海关任
事，相当洋化。
因此可以说自叔祖到叔伯、父亲都经历过民国以后的人事，服过公职。
随父宦游京晋吉林先父讳兆修，专习法政，略通英、日文，尤擅长书法、雕刻，于法界素负盛名，故
公余之暇，求字、求印者众。
幼时我见父亲刻图章，完全不需打稿，站着即可完成。
父亲做这些都是不收费的，有时候不认识的人也来求字或刻印，拿五十块大洋来求，但父亲太忙，匀
不出时间。
我第一次跟随父亲到北京时才两、三岁，他先去山西太原府任事，故暂将我们寄住仲佑叔祖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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叔祖家在九条胡同，他在海军部任职的薪津街佳，家中生活很好，我们住在第三进，有一个很大的院
子。
仲佑叔祖因原配去世，娶了两位姨太太，原希望能得一子嗣，然所出皆系女孩，故祖父将四叔过继给
叔祖，以承继香火。
此次在北京约待到我四、五岁左右，当时四叔已有一子三女，加上我和哥哥孟雄(长我二岁)，以及二
个年纪与我相仿的姑母，一共七、八个孩子，因此叔祖便请了一位敦古书的先生，在家成立私塾，教
我们《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等基础启蒙，同时每天练写九宫格的大楷习字描红。
在叔祖家期间，我们这些孩子的教育全委由教书先生负责，平时则由母亲管教，叔祖因为事情太忙，
无法照管我们。
那时家中有十几口人，吃饭时大人一桌、小孩一桌：所用菜肴非常简单，平时午饭都是吃北京有名的
大白菜加上几片白肉和萝卜，这是所谓的大锅菜，晚上则各加几个菜色。
每天下午胡同里面有卖红豆包子，早上大人会给每个孩子两、三个铜板，等卖包子的来叫卖，我们即
买包子当点心。
九条胡同靠近东四牌楼，小时候我们常在大门口买切糕和小包子；那时觉得大门好高，门口两旁还有
两尊石狮。
前几年我趁赴厦门开会之便，至北京访问，但因为时间紧凑，只能利用访问后休息到晚饭前的半个小
时，找人陪我坐车到九条胡同走一赵，想重温幼时情景：但到了门口，仅一棵大树尚在，门前石狮已
经没有了，许多印象都不一样，心里非常失望；我们住的第三进，也不敢进去看，且时间也不够，因
为头一进就隔了多户人家，所以我只在外边路上看看就离开了。
父亲在山西太原府是当法官，同时兼任山西太原法政学院教师，因薪俸优渥，后来就接我们到太原共
聚。
那时我们生活不错，家里也请了佣人。
父亲公余之时，我和大哥常跟在他身边，父子生活非常快民国十一年随父亲在山西太原府所摄之全家
福。
左一为大哥孟雄，左二为母亲林氏，左三为父亲兆修公，手抱者为三弟孟熙，右为孟彬。
民国十三年父亲在吉林省城任职，母亲不幸去世；后父亲迎娶继母张氏，照顾我兄弟三人。
左起孟彬，继母张氏，孟熙，父亲，孟雄。
乐。
赴晋期间，旅途上也曾住过窑洞，里面冬暖夏凉，非常舒适。
我在山西小学上过短时间的课，一两年后，父亲又奉调吉林法院。
因往来皆坐有篷的驴车，我们小孩倒不觉得苦，先母林氏则系书香家庭出身，小姐体质，下耐往来颠
簸之苦，故我们行经北京时，父亲乃先赴吉林报到，母亲带着我和哥哥孟雄又暂住叔祖家。
我们在北京停留一两年，仍旧在叔祖家读私塾，之后父亲即接我们到吉林，依然以驴车为交通工具，
我还记得经过了山海关。
到吉林后，由于父亲在法院的待遇仍不错，而且母亲身体也不好，故家中仍请了佣人，也有褓姆。
此时我已到入学年龄，父亲秉承祖父庭训，常以“读书报国”四字相勖勉，督课甚严。
我和哥哥进入吉林省立模范小学，此时我对学校课业兴趣极浓。
吉林的地方特色很有意思，冬天下雪，大街上被大雪覆盖，人们即用耙犁当交通工具。
耙犁是由两根像雪橇一样的木棍，上面架一块板子组成，底下没有轮子，人坐在板子上面，由小骡子
拖着走。
小耙犁有时候也由人或狗拉，通常由狗拉，是一种交通工具。
当时我们住的城里有条通天街，街两旁的水沟加盖木板，比路面高，是人行道，走在上面咿咿哑哑作
响，很有意思。
因为街面被往来的耙犁压得很平了，我们小孩子就用自制简陋的冰鞋，拉条绳子，在街上就滑着上学
。
其实所谓的溜冰鞋，只是用一根粗铁线弄弯套在鞋底，利用铁线光滑的特性，在冰雪上滑；而绑条绳
子是怕滑行时铁线冰鞋滑掉，我们可以拉着再穿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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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天孩子们上学多用这种方法从家里溜到学校，很快就到了。
溜冰上学的乐趣，至今记忆犹新。
后来我到英国留学时溜冰刀鞋，其原理和我们小时候的溜冰有一点像，不过冰刀鞋较不稳，得控制熟
练才能稳住。
双亲弃养吉林模范小学办的不错，我和哥哥在此读了四年书，三弟孟熙也在此期间出生。
原本体质孱弱的母亲，因为生产，身子更坏了。
孟熙三岁多时，母亲又有身孕，然不幸感染肺炎去世。
父亲和母亲的感情非常好，母亲的去世，父亲打击甚大。
开吊后，父亲将母亲的棺木暂厝吉林停棺待葬所，租一个小隔间停棺，待时局较为平静，再设法运回
南方安葬。
依照吉林的风俗，我们又在母亲棺木的脚尾附上一口小棺材，这是准备给母亲肚子里的小弟弟用的，
我们经常去上香、烧纸钱。
母亲在世时，父亲做事非常积极、负责、精力充沛，但自母亲去世后，父亲即变得非常沮丧，身体日
益衰弱。
我们兄弟还小，有褓姆照顾，但父亲却没人照顾。
虽然我们在东北毫无亲友，但父亲和同事间的感情甚为交融，长官也极为赏识，最后大家劝他再续一
房，孩子也有寄托。
父亲考虑再三，才决定续弦。
继母张氏是吉林人，为乡间颇有田产的笃实农家之女，年约三十岁。
继母为人和气，体型微胖，和新的外祖父母都非常欢喜我们兄弟，经常请我们吃饭、到他们家玩。
我的个性是三兄弟中比较开朗的一个，做事从来不记在心里，总是很高兴，所以继母也特别喜欢我。
虽然我们和继母相处得很好，但父亲总是闷闷不乐，一直想念逝去的母亲。
不久，父亲的忧郁症使他的身体日走下坡，精神萎靡不振，在此情况下，继母也很沮丧。
后来家中亲友、长辈建议父亲携眷南返养痫：民，国十五年，我们举家迁回南方。
南下途经北京，我们停留很短一段时间，此时父亲也病了；母亲的灵柩，虽然因为交通不便无法一并
运回，我们想总有一天时局稳定了，我们这些孩子也长大了，再将母亲的灵柩运回安葬，但时局却愈
来愈紧张，尽管父亲还可以做一些事，但是身体已经不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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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口述历史系列:池孟彬先生口述历史》对于了解民国海军史与台湾航运发展史，
应有相当之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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