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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喜迎吉安撤地设市暨市政协成立 10 周年之际， 吉安市政协庐陵

文化研究会组织编撰出版《吉安历代进士录》，有着特殊的意义。

吉安古称庐陵、吉州。 唐宋以来，这里名儒接踵，人文荟萃，赢得了

“江南望郡”和 “文章节义之邦”的美誉。 “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欧阳修、

民族英雄文天祥、《永乐大典》主编解缙、著名文学家杨万里等便是这块

土地的骄傲。 在这里，有写不完的英雄事迹、爱国壮举和名人轶事，有书

不尽的历史掌故、风情人物和历史众生相。

在庐陵望郡，科举文化蔚为大观：南唐至清末，这块神奇的土地上竟

然产生出近三千名进士，可谓文化传统绵延不绝，历史名人群星璀璨；在

全国性科举考试史上，曾多次出现吉安府包揽鼎甲的盛况；祖孙进士、父

子进士、兄弟进士、叔侄进士、舅甥进士、一门多进士、连续四代五代进

士，科举佳话在这里争奇斗艳。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 吉安辉煌的科举文化离不开“江南望郡”的物

质基础，更离不开庐陵文化这块肥沃的土壤，它是庐陵文化结出的丰硕

之果，是庐陵文化博大精深的生动体现。

“集大成,得智慧”。 文化的基本功能是教育人、引导人、塑造人、培养

人、激励人。 《吉安历代进士录》遵循悠远的历史文脉，融翔实的史料、深

邃的思想、形象的描述于一体，从而使得作品有着厚重的历史深度、丰富

的文化内涵。 它的编辑出版，旨在驱开历史的云烟，穿透文明史的尘埃，

在人物研究中品鉴历史的真实，在历史变迁中品味人物的神韵，从而使

人们感受到吉安沃土的恩泽，领略到庐陵文化的博大，为推动吉安主攻

项目、决战“两区”、跨越发展推波助澜。

史以文记，文以史传。 《吉安历代进士录》 的出版标志着市政协庐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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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研究会 “庐陵文化研究丛书” 征编出版计划的启动。 希望市政协

庐陵文化研究会以此为起点， 多出成果， 出好成果， 把精彩传播， 让

辉煌远扬， 为传承庐陵文化、 繁荣文化事业作出新的贡献。

2010年 3月

（陈志明 吉安市政协主席）

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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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隋炀帝（605-618）始置明经、进士二科考试，以试策取士，标志我国

科举制度开始。 经唐宋元明清五朝，因不同时代的要求，科举考试的形式

有所变化，总体上科举制度逐渐得到完善。 至清代光绪三十一年（1905）

废除科举制度，历 1300 年之久，科举考试为封建社会选拔人才起到过重

要的进步作用。 但随着封建社会的日益没落，科举制度在本质上却没有

随时代的进步而革新，因此，科举制度本身的消极因素也就显而易见。

吉安在唐代以前属于生产技术、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地区，到唐代

中期，吉安仍是朝廷官员被贬的流放地，可见这里偏僻落后的情形。 颜真

卿（708-784）就曾在 765 年从刑部尚书的位置被贬到吉州来做司马。 颜

真卿来到吉州后，发现州城读书人很少，便大力提倡办学，使吉安读书的

风气得到了初步改善。 唐末，北方战乱，许多士大夫或世家大族纷纷南下

避乱，其中很多北方民众来到了吉安。 他们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和先

进的文化思想；由于文化的交融，吉安的民风民俗得到较大的改变。 五代

时期，北民南下的人数有所增加，而处于相对平稳的江南，社会经济各方

面都得到蓬勃发展，吉安也不例外，进入了空前的繁荣时期。

从现有文献上看，唐代没有吉安籍进士的记载。 吉安籍进士自五代

南唐始见。 这与历史发展是相符合的。 北宋时期，吉安各地大办教育，书

院私塾布遍村落，藏书成为时尚，藏书给读书人提供了丰富的食粮，科考

之风大盛。 明代时期，吉安的读书风气更加浓厚，即便贫穷家庭，也设法

让弟子读书。 吉安有一句话流传了几百年，叫“团箕晒谷，教儿读书”，是

古代吉安耕读文化的生动写照。

读书的人多，考取举人、进士的人也多。 为了彰显先贤功德，激励后

学上进，历代吉安先贤编撰了多种进士录，如永新陈宗舜的《吉州科举

录》，辑录宋元两朝吉州进士 968 人；明初永丰彭勖的《登科录》，从南唐

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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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记录到明代初年的登科人物；状元罗洪先也撰有《明吉安进士录》；吉

水邓淮是成化十七年（1481）进士，辑录吉安明初至弘治初之间所举进士；

万历年间，安福康元积与泰和郭子章同撰《吉安科甲名贤理学考》，重在进

士中的理学师承源流；永新甘雨撰《吉州贡举考》四卷，是根据《吉安进士

录》的增辑，自洪武开科来至万历间进士，共辑录 900余人。 我想，先贤们

不断地辑刊本郡进士名录，无非是借此以存史、纪功、励志，克绍先贤事

业，开创时代风气。

光绪三十年(1904)的科举考试是我国历史上最后一次科举考试，进士

之名也从此成为历史。 有意思的是，清代开科以后，吉安未有编撰本郡进

士录的记载。 这可能与清代 260年吉安科考大衰落有关系。 260年间，吉

安中进士的人不足 300人，这大概是盛可陈善，衰则寡言吧。

废除科举制度至今，已百余年，吉安历代进士的文献比较分散，对今

天的庐陵文化研究带来许多不便。 为了弥补这个不足， 我仿先贤编撰之

例，辑得历代文科进士 3011 人，武科进士 36 人，总计 3047 人，依人物小

传编撰旧例，缀拾成册，名曰吉安历代进士录。

吉安最早的进士始于南唐，距今千余年。 由于时旷日久，许多进士的

资料无从稽考；特别是两宋以前的进士，历史记载缺失，有的仅见个别文

献中。而钩沉史料是一项十分艰难的工作，因此，可以肯定，本书还有不少

进士被遗漏，有待发现补充。

历史上，吉安属县之间的行政区域划分是经常变动的，比如吉安县的

富田一带在南唐保大八年（950）至北宋元祐六年（1091）的 140 多年里隶

属吉水县，后又划回庐陵县。这种情况在其县与县之间也多见。鉴于此，对

部分进士的里籍，本书不作详考。 也正因为如此，部分进士在几个县志中

有迭见现象，这也是本书不作县域划分进士所属县区的主要原因。有的进

士也无法考证其所属县区。本书中所记的一些古地名，有的是几百年以前

的地名，今天难以一一辨明，仅记其名而已。

今天吉安的许多家族还保存了上世纪四十年代以前的旧家谱。 修撰

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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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谱，在记载族中先贤时，往往有溢美之辞。 古代往往把读书当官作为家

族最高荣耀，不少家谱中有族人考中进士的记载，这种情况比较复杂，一

是追述先祖至唐代，说是唐代时期的进士；二是乡村中把乡进士之类的

当作赐进士看待，比如吉州区曲濑乡卢家洲，历史上未曾出过进士，而谱

中记载十余人，即属此类；三是把同宗不同支的进士移植过来，而非吉安

本土人氏；四是以讹传讹，仅冠一进士名而已。 诸如此类，本书不敢妄录

于名册中。

本书在编撰过程中，得到了汪泰荣、姚义兴先生的大力支持。 汪先生

在编撰《庐陵古文献考略》时，用表格式作《吉安进士名录》，得知我以小

传式编撰《吉安历代进士录》时，毫不保留地将《吉安进士名录》送给我，

使我从中获得了不少的宝贵资料，充实了我的书稿。 姚义兴先生作《安福

进士名录》考订工作，也让我补充了许多内容。 对汪、姚先生的不吝指教

和帮助，我深表敬意，衷心感谢。

本书在辑录编撰时，难免有遗漏或错误，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刘宗彬

2009年秋，于吉安市文化局

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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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凡 例

一、按 20 世纪时期吉安境内行政区划确定历代进士乡贯，以此作为

载录范围，如永丰县于绍兴十八年(1148)划出云盖乡隶属乐安县，本书不

作载录；莲花县于 1992 年划出隶属萍乡市，本书仍作载录。 而永丰由吉

水析出，峡江由新淦析出，万安由龙泉、泰和析出，莲花由永新、安福析

出，凡属此的进士乡贯，一律以今地标出，不作注释。

二、龙泉县属者一律作今遂川；新干县属者作旧名新淦；吉安县属后

来部分划入吉州、青原两区，本书一律作庐陵；宁冈县并入井冈山市，本

书仍作宁冈。

三、小传依姓、名、字、号、生殁年、乡贯、家世、举乡试、进士年、历官、

主要著述、历史影响及简要考辨等次序编撰。 资料无稽者阙如。

四、试籍成分复杂，如侨居外地、作官、从军、经商、务工等，在外地登

记户籍，而有民籍、官籍、军籍、商籍、匠籍之分，考证困难，皆以寄居地言

之，不细分其试籍身份。

五、寄居外地者，一般在三代之内。 历史名人如易祓、钟惺等属居外

地第四代第五代者，沿袭旧志，也收入本书。

六、凡祖孙父子亲从，科甲榜首、及第，姓名变化，如改姓、复本姓、改

名、避讳等，因地域隶属变化，一人而两县或三县俱载，或有其他记载讹

误，皆属考辨之列。 凡此之属，皆随小传编撰次序而辨析，或在小传末列

出。

七、凡历史文献中记载为进士者，而无科试年号、甲第名次者，皆列

入名录，以备查考，并作附录三以参照。

八、为方便了解吉安历代进士中举状况，特列附录二《历科进士分布

表》，以方便查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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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历代有文武进士之分，本书将吉安可考的武进士作附录四，存历

代武进士之名。

十、姓氏依拼音字母表顺序排列。 每个姓按考中进士先后次序排列。

考中进士时间相同的，按名字笔画多少的顺序排列。

十一、凡有著述者，择其一、二代表著作，其余不一一记录。

十二、名人资料丰富，限于篇幅，小传字数不超过 300字。

十三、本书常引用的文献，如《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简作《碑录》，

民国《江西通志稿》简作《通志稿》，吉安府志简称府志，各县志简称县志。

凡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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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
氏
音
序
索
引

A

艾…………1

B

白…………1

鲍…………1

奔

毕…………1

边…………1

C

柴…………2

蔡…………2

曹…………2

陈…………2

程…………12

崔…………12

D

戴…………12

邓…………13

丁…………16

董…………16

独孤………17

杜…………17

段…………17

F

范…………18

方…………19

丰…………19

鄷…………19

冯…………19

符…………19

傅…………19

G

干…………20

甘…………20

高…………20

葛…………21

龚…………22

顾…………22

管…………22

郭…………22

H

何…………29

姓氏音序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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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31

洪…………32

侯…………32

胡…………32

黄…………37

J

纪…………41

季…………41

简…………41

江…………41

姜…………42

蒋…………42

金…………43

K

康…………44

孔…………46

匡…………47

旷…………47

L

蓝…………48

赖…………48

黎…………48

李…………48

练…………63

梁…………64

廖…………65

林…………65

刘…………66

龙…………100

娄…………103

卢…………103

陆…………104

路…………104

吕…………104

罗…………104

M

马…………113

毛…………114

孟…………115

明…………115

莫…………115

牟…………115

木…………115

N

倪…………115

聂…………116

牛…………116

O

姓
氏
音
序
索
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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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117

P

潘…………124

裴…………124

彭…………124

Q

钱…………134

邱…………135

阙…………135

R

饶…………135

任…………135

阮…………135

S

单…………136

上官………136

邵…………136

沈…………136

盛…………136

施…………137

石…………137

史…………137

宋…………137

苏…………138

孙…………138

索…………139

T

谭…………139

汤…………140

唐…………140

陶…………141

田…………141

涂…………141

W

万…………141

汪…………142

王…………142

魏…………156

温…………157

文…………157

吴…………158

伍…………160

X

习…………162

叚…………163

夏…………163

项…………164

姓
氏
音
序
索
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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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164

谢…………177

解…………179

熊…………181

徐…………181

许…………183

Y

鄢…………184

燕…………184

严…………184

颜…………185

晏…………186

阳…………186

杨…………186

姚…………190

叶…………191

易…………191

尹…………192

应…………194

游…………194

于…………194

余…………194

俞…………195

袁…………195

Z

曾…………196

詹…………207

张…………207

章…………215

赵…………215

郑…………220

衷…………221

钟…………221

周…………222

朱…………232

邹…………235

左…………239

姓
氏
音
序
索
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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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

艾君瑜…………1

艾 鼎…………1

艾 实…………1

艾 广…………1

艾凤翔…………1

艾 朴…………1

白

白夏起(白下起)

…………1

鲍

鲍 时…………1

奔

奔 衍…………1

毕

毕 烜…………1

边

边 毅…………1

边 镛…………1

柴

柴子远…………2

蔡

蔡 源…………2

蔡顺孙…………2

蔡 哲…………2

蔡扬金…………2

蔡叔逵…………2

曹

曹功臣…………2

曹 珏…………2

曹 杰…………2

曹应絛…………2

曹 渏…………2

陈

陈 度…………2

陈 竑…………2

陈 臻…………2

陈公琰…………3

陈 噩…………3

陈 构…………3

陈 竑…………3

陈 策…………3

陈宗孟…………3

陈尧道…………3

陈 早…………3

陈干龄…………3

陈德一…………3

陈 邦…………3

人名索引

人
名
索
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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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梦材…………3

陈嘉荣…………3

陈 导…………3

陈 经…………3

陈嗣宗…………3

陈才臣…………3

陈 泾…………4

陈 贯…………4

陈汉孙…………4

陈 其…………4

陈尧登…………4

陈闻诗…………4

陈 彬…………4

陈 …………4

陈 辛…………4

陈茂濂…………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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