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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6) 刑律受赃在官求索借贷人财物(346) 刑律诈伪对制上书诈不以实  伪造印信时宪书

    等    私铸铜钱一(347) 开11律诈伪私铸铜钱二(348) 刑律诈伪诈假官(349) 刑律犯

    奸犯奸  奴及雇工人奸家长妻  买良为娟(349) 刑律杂犯赌博一(350) 刑律杂犯赌博二

  (350) 刑律杂犯放火故烧人房屋(351) 刑律捕亡罪人拒捕(351) 刑律捕亡狱囚脱

  监及反狱在逃($51) 刑律捕亡徒流人逃一(352) 刑律捕亡徒流人逃二(353) 刑律

    断狱囚应禁而不禁 (354) 刑律断狱狱囚诬指平人 (354) 刑律断狱有司决囚等第一

    (355) 刑律断狱有司决囚等第二(355) 刑律断狱有司决囚等第五(356) 刑律断狱

    有司决囚等第六(357) 刑律断狱有司决囚等第七(357) 刑律断狱妇人犯罪(358) 工

  律营造盗决河防(359) 督捕例另户旗人逃走(359) 督捕例察哈尔蒙古归并额鲁特逃走分

  别治罪(360) 督捕例解送逃人  递解逃人逾限(360) 督捕例文武官员功过  在京旗人逃后

    行窃    黑龙江三姓等处改发之旗人逃走 (360)

盛京刑部 ((361) 断狱私入围场(361)

工部 (361) 大祀坛庙规制天坛(361) 城垣直省城垣修葺移建一(362) 公癣修理公癣
    各省公癣 (362) 仓康各省仓廉 (362) 营房各省营房一 (363) 营房各省营房二



          (363) 营房各省营房三(363) 鼓铸鼓铸局钱 (364) 鼓铸铜铅铁 (365) 军器直

          省兵丁军器 (367) 军火火药一(368) 军火火药二(368) 军火火药四(368) 军

          火直省火器一 (368) 军火直省火器二(369) 水利云南(369) 桥道桥梁道路 (370)

            船政浮梁渡船 (371)

      理藩院 (371) 赋税西藏钱制(371) 刑法盗贼一(371) 刑法盗贼二  捕逃  发x

          (372) 刑法违禁采捕 (373)

      都察院 (373) 宪纲谕旨三(373) 宪纲谕旨十一(374) 宪纲谕旨十四(374) 六

          科文职画凭    直省钱粮奏销    盐课考核 (374) 六科岁科试卷磨勘 (375) 各道注销限期

          (376) 各道稽察咨取直省职名限期 (376) 各道坐道职掌(376) 各道补授掌道(377)

      通政使司 (377) 题本程限(377)

      大理寺 (377) 官制职掌(377)

      翰林院 (378) 官制考选庶吉士(378) 官制改授馆职(378) 职掌教习庶吉士(378)

      太常寺 (379) 祝文涟勇祠祝文(379)

      国子监 (379) 六堂课士规制内外班肄业(379) 六堂课士规制录送乡试(379)

      钦天监 (380) 职掌推算测验(380)

      八旗都统 (380) 户口旗人逃亡(380) 田宅各省驻防官兵庄田(380) 兵制挑补养育兵

          (381) 兵制火器 (381) 兵制各省驻防兵制 (381) 袭爵承袭 (381) 公式禁令一

            (381)

      内务府 (382) 库藏验收(382) 供具菜库备用(382) 官学回缅官学  长房官学

          (382) 刑制发遣(383)

      总理各国事务衙门 (383) 交涉条约(383)

滇南十义疏·································································⋯⋯ 〔清〕王弘柞撰 (384)

庭闻录 ········································································⋯⋯ 〔清〕刘  健撰 (387)

    三、收滇人缅 (388) 四、开藩专制 (399)

    五、称兵灭族 (406) 六、杂录备遗 (417)

筹滇十疏·····································································⋯⋯〔清〕蔡毓荣撰 (423)

    筹滇第一疏请镯荒 (424) 筹滇第二疏制土人 (425)

    筹滇第三疏靖道逃 (427) 筹滇第四疏议理财 (428)

    筹滇第五疏酌安插 ((431) 筹滇第六疏收军器 (432)

    筹滇第七疏议捐输 (433) 筹滇第八疏弧野盗 (434)

    筹滇第九疏敦实政 (436) 筹滇第十疏举废坠 (439)

筹酌鲁魁山善后疏 ······················································⋯⋯ 〔清〕高其掉撰 (44助

    附录:筹酌普思元新善后事宜疏 ···························⋯⋯ 〔清〕尹继善撰 (447)

      附:高其悼:请题免白土军丁疏 (453) 委员赴昭办理开垦疏 (454)

          请垦马厂地亩疏 (455)

李天极起义事·······························································⋯⋯ 〔清〕倪  蜕撰 (456)

雍正西南夷改流记 ······················································⋯⋯ 〔清〕魏  源撰 (458)



    雍正西南夷改流记上 (459) 雍正西南夷改流记下 (477) 附录 (481)

设置维西、中甸两厅事 ················································⋯⋯ 〔清〕倪  蜕撰 (489)

安南勘界案·········，·············································································⋯⋯ (491)

    高其悼摺一 (492) 高其悼摺二 (492) 阿克敦摺一 (493)

    阿克敦摺二 (493) 阿克敦摺三 (493) 杭奕禄摺 (494)

    阿克敦摺四 (494) 鄂尔泰摺一 (495) 鄂尔泰拟咨安南国王稿 (496)

    鄂尔泰摺二 (496) 鄂尔泰摺三 (497) 安南国来柬 (498)

    鄂尔泰咨复安南国 (499) 鄂尔泰摺四(500) 安南国来柬 (501)

    鄂尔泰摺五 (502) 安南国王来柬 (502) 咨复安南国 (503)

    鄂尔泰摺六 (504) 鄂尔泰摺七 (505) 鄂尔泰摺八 (506)

    阿克敦摺五 (509) 安南国来柬 (510) 谕安南国王 (511)

    南天祥摺 (511) 阿克敦摺六 (512) 移安南国底稿 (512)

    鄂尔泰摺九 ((512) 抄录咨会安南国原稿 (513) 南天祥摺二 (514)

    孔毓询摺 (515) 孔毓殉摺二 (516) 尹继善摺 (516) 张应宗摺 (518)

勘察开化府边界摺 ······················································⋯⋯ 〔清〕高其掉撰 (521)

张允随奏稿·······················································································⋯⋯ (527)

    张允随奏稿上 (529) 张允随奏稿下 (651)

    附录:奏复茂隆银厂情形疏 ·································⋯⋯ 〔清〕张允随撰 (774)

处置秤戛等分隶奏摺 ···················································⋯⋯ 〔清〕硕  色撰 (775)

从征缅甸日记·······························································⋯⋯ 〔清〕周  裕撰 (780)

征缅纪闻 ·····································································⋯⋯ 〔清〕王  农撰 (7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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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云百咏
                                      〔清〕张履程撰

    概 说

    张履程撰，履程号柏轩，建水人，乾隆戊申举人，官华阴知县。是书已见道

光 《云南通志 ·艺文志》著录，凡四卷，惟无解题。云南图书馆藏刊本，所知为

海内仅存者。书末有款日:“板存滇省南城内三牌坊会文堂刻字铺刷印”，书前有

嘉庆七年十二月自叙日:“《滇志》载乡贤、忠烈、宦迹、孝义、文学、隐逸、烈

女、⋯⋯余心怀敬慕，志切阐扬。拟为乐府百首。非滇人弗与，志所不载者弗及，

轻重相形则录其重，难易相形则纪其难，或一人各为一首，或数人共为一首，或

以类附而诗则不之及，或不以类附而事则散见，名曰《彩云百咏》。”又《续咏》之

前，载嘉庆十七年三月自叙日:“壬戌 (嘉庆七年)冬，取 《滇志》所载，自汉元

狩之年，迄我朝雍正之岁，择其尤者，拟为乐府百首。⋯⋯嗣后取之郡志，闻之

他邑，访之同乡，证之友人，又得若干首，不拘一格，名之日 《彩云续咏》。”又

有嘉庆壬申(十七年)四月刘大绅 《彩云百咏续咏序》谓:“怂恿付梓，邮寄余编

校”云云，则为是年开雕也。

    书以三字为题，如四文学 (盛览、张叔、许叔、尹珍)、两太守 (吕凯、李

恢)，媲子仪 (杨一清)、循咳养 (李元初)之类，题下纪事迹，后咏以诗。纪事

大都出自志乘，有一题纪数人事而诗未及者，自序已言之。两编上卷为乡贤、忠
烈等人物，下卷为烈女。其于品题人物，有可取者。

    按:尚有任荣坛撰 《滇人传》，迟奋翩撰 《云南文献辑略》，为文学家丛传之

作。又近人方树梅编 《滇南碑传集》(清代有二十一卷)，《滇贤像传》、《滇南书画

录》、《滇贤生卒考》诸书，可供翻阅也。 方国瑜识。

    附说:滇释纪    释圆鼎编集，是书有 《云南丛书》本，题 “苍山比丘释圆ASR

和空编集”。自为跋文日:“鼎愧学业T-芜，复不揣疏庸，仰凭诸书引证，亦以请

教诸方，敬集滇南从前知识高僧，或随喜见闻而详录之，特编是集”。书前列举引

证书目三十种，尚有 《云南诸祖纪略》、《高僧塔碑铭记》、《列朝高僧诗集》、《滇

南古刹碑记》，《诸家禅师语录》，则为散在之资料，勤于搜访而得者。所录自隋唐

至清初凡二百三十三人。按:苍雪 《南来堂集》附录 《寄徒三和书》，末记 “康熙

壬午 (四十一年)，常乐晚学比丘圆鼎敬访录”。又附录 《圆鼎录诗拙语》，末记

“雍正元年，理州苍山比丘圆鼎，时年七十有四。”则圆鼎尝住昆明常乐寺，后住

大理也。所载清释，卒年最晚者为性香 (康熙二十六年)，书祯 (康熙二十七年)，

悟祯 (康熙二十八年)，非相 (康熙二十九年)，普匀 (康熙三十年)，无在此后者。

其作书盖在康熙后期，晚年定稿也。

    滇僧传记之作，元至正四年，述律杰撰 《启建华亭山大圆觉禅寺碑文》日:

“玄峰禅师名玄通，玉案雄辩法师之高弟，博通群籍，尝著 《高僧传》梓行于世”。



所录盖不限于滇僧，而当详于滇僧，已梓行，未闻有称引者。圆鼎《滇释纪》，无

《玄通传》，引证书目亦无 《玄通高僧传》，则早已佚也。

    明鸡足山僧周礼，号彻融，云南县杜氏子，曾远游参叩诸方，弘法妙峰 (在

姚安)著 《曹溪一滴》。新会陈先生 《明季滇黔佛教考》卷一日:“彻庸周礼与陶

不退 C廷)居士，倡言欲为滇南从前大善知识出些子气，乃取古庭高足大巍所著

《竹室集》及朗目和尚所著 《浮山法句》，合滇南诸名德小传，汇为一编，以示陶

无学 (洪)居士，题日《曹溪一滴》。其取材多属才志、稗史，神话连篇，且考证

多疏，未足据为典要。”又卷二日:“《古庭语录》、《曹溪一滴》，均由陶氏 (蜓)

捐刻入藏”，即 《嘉兴藏》。然瑜读书甚陋，至今犹未获见 《曹溪一滴》也。《滇释

纪》引证书目，著录 《曹溪一滴辑》，不识圆鼎所采此书者如何也。

    圆鼎此书卷一载法源一则，应化十一人以下至宋释，其中有可据者，而多为

神话，盖因大理时，以阿叱力密宗盛行，传说僧徒事迹多神异，见于志乘者如此

也。惟自元代至清初，则多出自“纪略”，“碑铭”。虽疏于考证，而僧徒之活动，

可从此书得其概略焉。惟搜录非完备，如大错和尚卒于康熙十二年，而此书未载，

妙有禅师载 《释氏稽古略续集》卷三，此书亦未收，访闻有未尽也。 方国瑜又

识 。

                          彩云百咏续咏序

    曲江张柏轩先生有诗集若干卷，余既得读其十之四五矣，其于天

地山川、流览登险、家庭交游、聚散离合、欢喜悲愁、感动愤发之所

及，莫不有自命不朽之意存于中而著于外;而老成之格调，渊穆之气

韵，深至之心思，精能之字句又足以赴之而达其欲言，使读之者如读

三百篇，兴观群怨，触时而动，莫知其所以然，盖诗之至者也。而先

生犹以为未也，于是博访遍览，举吾滇自汉迄今，千数百年之大人先

生、硕德眷望、才士文人，鳌蔑妇寡女，行足以动天地、感鬼神、正

人心、厚风俗者，仿乐府体制成百咏及续咏焉。夫奇节异能，无代无

之，而人往迹湮，幽无与阐，微无与显，不埋没于间里委巷，即沉沦

于穷岩深谷，荒异破家，野烧鬼嶙，苍凉渐灭，姓氏泯如;又其甚者，

市伪失真，混淆玉石，使其人一生苦志励行，艰难况瘁之精神诣力，未

及百年，消归乌有，流俗讥评尚不得免，可悲也已。今先生上自朝廷

炬赫之地，下至村墟冷落之区，耳闻目见，合异离同，折衷求是，长

言咏叹，其所以崇Z行，扶正气，彰往古，策后来者，意良深也。先

生家居读书，教授生徒，从不干渴官府。忽一日，以吴贞女事逸诣太

守所，请示表彰。太守固习知先生者，遂欣然应之，而贞女碑以立，郡
    2



之人贤先生，而又贤太守之能知先生也，称道之弗衰。今之百咏及续

咏，犹是立贞女碑之意云尔，咸怂恿先全集付之梓，邮寄余编校，先

生自为序，未属余，余则愿挂名其末，故窃冒一书二序不匙之讥而为

之。抑有言焉，夫读晨风而慈父悟而诵祈招之诗，闻之者转不能自克，

以及于难，若是作诗者之旨与读诗者之旨，固有不在语言文字之间者

乎?正言之而冥然，触类言之而豁然，读先生诗者，顾必于百咏及续

咏求之也哉!愿先生即以全集属剖蒯氏也。

    嘉庆壬申四月丙午宁州刘大绅。

    碧鸡金马，瑞毓星河，玉案螺川，灵钟华帕。地维奥丽，人自高

奇，柏轩明府，胸有智珠。手为天马，爱综遗迹，尽播歌诗。裁蜀国

之花笺，抽湘东之金管，鼓龙唇于雷膝。古调独弹，铿莺舌于秋檀，英

音应拍，溯襄阳之首旧，潜德幸彰，记汝南之先贤。高风未泯，得兹
新阐，永播芬芳。爱弃数言，用志击节。 阳湖盛停崇敬识

    大节无过忠孝奇，端操况有女中师，

百首诗。

    诗成字字挟风霜，写以琴声总带商，

接西堂。 武进赵怀玉拜ME

尽收六诏英灵气，并入文昌

底事溯源炎汉始，西涯近派

    前追元次山、白香山，后接李西涯、尤西堂，诗以人传，人以诗

传，并堪不朽。 武进陆耀iE敬识

    劲直之气，可沮金石，悲壮之音，能泣鬼神。昔元美评西涯乐府，

谓自是天地间一种文字，吾于此诗亦云。 崖山王履基拜读

    变化若鬼神，驰骤若风雨，古音古节，纯乎乐府之遗，其诗则有

关世道人心，足以廉顽而立懦，读者自得之。‘ 嘉兴沈应彤拜读

    浑浑尔，噩噩尔，古香古色，直欲驾六朝而上之，是真足以碎我

铁如意者。 钱塘孙燮勋拜读

《滇志》载乡贤忠烈、宦迹孝义、文学隐逸者二卷，载列女者一卷，



余再四披览，则忽焉而歌，忽焉而哭，忽焉不知感唱之奚自。歌者谓

其为人所当为也，哭者谓其为人所不能为也，感者谓其求诸往古而不

数，靓者竟得其人，且不一而足也。《志》始于汉元狩之年，迄于我朝

雍正之岁，千八百余年中，得千八百余人，鸣呼备矣。余心怀敬慕，志

切阐扬，爱合 《滇志》三卷，拟为乐府百首，非滇人弗与，志所不载

者弗及，轻重相形，则录其重，难易相形，则纪其难;或一人各为一

首，或数人共为一首，或以类附而诗则不之及，或不以类附而事则散

见，名曰 《彩云百咏》。盖彩云南见，固滇文教所由兴，而忠孝节烈，

尤其炳焉增辉乎彩云者也，后之人有览此而兴起者乎?其必有且歌且

哭，且感而吟咏不辍者矣。百咏既成，爱识数字于篇首。

    嘉庆七年十二月腊八日柏轩张履程题。

                        彩云百咏卷上拟乐府

    四文学  盛览，棵榆人，元狩间，从司马相如学，著有+a心》四卷。张叔，#,qii人，天资颖
异，过 目成诵。元狩间，闻司马相如至若水，负岌从之，受经归，教乡人。 许叔，善阐人，元和中人中国，

受五经归，教乡人。 尹珍，群坷郡母敛人，桓帝时，从汝南许慎、应奉受经书图纬，学成还乡教授，后官

荆州刺史。

    白乌生，彩云见，始兴学，初置县;金马、碧鸡使远来，昆华、苍

洱钟硕彦。盛、张负岌师长卿，许、尹中原并传经，碟榆、善阐化弃

鄙，家诵户弦遍三逸。犹溪赦木，盘蛇七曲，盘羊乌龙，气与天通。
m lR本焚道谣。熙朝R骚邹鲁风，一瓣之香谁景从，凿破鸿蒙第一功。

    两太守 绷，永昌人，仕郡五官椽功曹。先主姐，雍1等降昊，吴遥署I1永纵守，凯与府)II
王伉率吏民闭境拒17，谕以忠义，Imo'弗听。垂相亮南征，I1已为高定部曲所杀，亮上表日;“永昌郡吏吕凯、

府71王伉等，执忠绝域，十有余年，雍间、高定逼其东北，而凯等守义，不与叛臣交通，诅意永昌风俗敦直

乃尔。”以凯为云南太守，封阳迁亭侯，会为叛夷所害，子祥嗣。其后子孙三世为永昌太守，李雄破宁州，诸

吕独不附，世称其贤。 李恢，俞元人，益州太守董和贡恢于州，先主以恢为别驾从事。床降都督邓方卒，先

主以恢为床降都督使，及71相亮南征，先由越锡，而恢按道向建宁，诸县纠合，围恢军于昆明，时恢众少敌

倍，又未得亮声息，给诸南人日:“官军粮尽，欲规退还。”南人信之，围守怠缓，于是出击，大破之，追至

T江，接I  "P，与亮声势相连。南土平定，恢功居多，封安汉将军，领建宁太守。 谢恕，79 n̂J郡母敛人，咸

和间，宁州为李寿所破，尽有南中地，独恕保曲靖城以事晋，官至宁州刺史。 弄甥元，土官普提之后，洪

武初，大军南下，弄甥率众夷首先归附，太祖嘉之，使世袭宁州土官，既在任，政先抚字，能通下情，凡州

治皆其修创。 高量成，段氏臣，世居威楚，代高泰运为相，遣使由广南求内附，后退居威楚，能恤孤寡老

幼，风俗化之，称夷中君子。

    幽兰生空谷，不采自芬芳;葵f植墙次，一心倾朝阳。君不见蜀

主偏安人心得，鼎湖龙归起2贼，Al相帅师征不庭。推诚栩戴出绝国，

屏叛臣，不交通，功曹乃能抱孤忠，平诸蛮，与有功，特致戳能达隐



衷。诸葛答恢书云:行当离别，以为惆怅，今致FE9一以达心也。肇开南国暮臣首，蜀汉卓

荤两太守。

    媲子仪  杨一清，安宁人，天顺间荐奇童，为翰林秀才，登成化壬辰进士，历官右副都御史，督
理茶马盐政，条上事宜，多所匡济。比巡陕西，修复花马池诸要害亭障，固原告警，单骑驰往，设伏备御，总

制三边，经略河套，条陈修筑增置防御六事，皆为刘瑾所格，罢归。会安化王反，起用，乃与监军张永谋诛

瑾，密授永策，永如其言，武宗乃收瑾戮之。尝三为总制，温诏褒美，比之郭子仪，累官吏部尚书，加太子

少傅，入内阁，卒，赠太傅，溢文襄。所著有 《关中奏议》、《献纳稿》、《石涂》等集行于世。

    绛灌无文，随陆无武，才如文襄未数睹。花马池，增边墙，逐海

酋，靖西疆，经略河套陈六事，烂如勋酞天汉光。权阉肆恶太无状，满

朝公卿袖手望，乃公从容授密谋，锦绣山河资保障。君不见，温诏褒

美郭令公，时人啧啧比姚崇。一清才一时无两，时人比之姚祟。

    循咳养  李元初，河西人，万历庚子举人，将就选，父扶杖送，不觉悲悼，即归养亲，结庐枪
之普应山，终身不出。 董绍舒，ag峨人，应贡人京，至道中，目眩心惊，日:“此吾母思我也。”遂归，绝

意仕进。比母残，哀号几绝，操行高洁，足不人公门。 许纲，通海人，家贫，负薪养母，仅有一子，一日

夫妇往田力作，母普目，携其子忽坠井中，及归，竟不哭子，惟宽慰其母，孝养有加。

    椎牛不如割鸡，列鼎不如负米，毛义捧檄为养亲，未必一官去万

里。膏余车，侧然老亲拄杖扶，客载途，心惊目眩郁不舒。傲傲林乌

哺于子，南陕采兰斯孝矣;有亲逞问井中儿，眷恋庭闹亦若是。

    两不惑    邓汉鼎，河阳人，贡生，孝友忠信，读书渊博，为文根极理要，尝避艳色，返遗金，乡
人至今户祝之。 段子澄，太和人，不纳奔女，道还遗金，中天顺壬午解元，是科秋试，主司得其卷，屡感

异梦，知为端人，急拔之，任德安府通判，以内艰归，不复出。居乡多盛德事，人谓太邱、彦方之亚。 陈

鉴，石屏人，万历丁未进士，历官左江道副使，廉正有声，见挡祸起，致仕归。念环屏多贼，土城非久远计，

慨捐数千金改建砖石，后贼屡次攻城不克，人赖以全。 王努，石屏人，秃坚之乱，朱宝翼与亨佑共守和龙

岛，至七旬，几不支，努出粟千余石给众，会救至得免。甘旨，昆明人，乐善好施，郡中贫乏，多所依赖，输

粟助边，授以官，不受。嘉靖间，滇中岁饥，出粟擅民，全活甚众，有司上其事，欲族之，力辞。 杨丹，云

南县人，乐善好施，贩济贫困，捐千金修文庙，按院、司道核确以闻，加冠带寿官，a曰 “尚义敦善”。 管

一奏，新兴人，自幼醇谨端方，临财不苟，事亲孝，教子严，尝捐建文昌宫书舍，延师课读，后学多所成就，

一乡以老佛称之，以子颧贵，封如其官。 伯承恩，南宁人，万历庚子举人，累官四川按察使，历任皆有贤

声。居乡和睦，周济族党，置田五十余亩，为诸生试卷费，士林称之。 刘思善，北胜州人，生员客舍失火。

拾遗金三百两，次日呼客还之，客分谢，坚辞不受，州牧A之。 周琼，腾冲人，晚行，得遗金拾归，仍往

其处侯之，至夜，一人来询，得实还之，盖称贷以完通赋而出子于狱者。 刘钧，姚安所人，成化癸卯举人，

孝友纯意。未第时，甚贫，尝于元夜拾金锢，明日至其处候之，果一妇人来，涕泣曰:“失此物，为姑翁所迫，

几死矣。”钧持与之，是年即登乡荐，知长寿县，分禄以及士之贫者，归里四十余年，不轻人市。一日遇乡饮，

恶其简礼，竟不赴。 沈祥，腾越人，尚义亲贤，有人遗宝石子路，祥访还其主，又有遗治丧之金者，祥亦

还之。郑永生，腾越人，结庐东山艺田，邻妇有私奔者，永生不答，驰归，家人问故，给之曰:“偶樱疾需药。”

盖秘之也。

    凛四知，矢三畏，尔室慎独期不愧;金成斗，颜如玉，方寸无瑕

淡无欲。有客遣珍真，沉忧无处埋，有女投白璧，笑口向人开，欲火

贪泉勘不破，可知终古恨难裁。返尔金，拒以礼，邓君、段君斯可矣;



合两贤人为一已，裴晋公，鲁男子。

娶废疾
娶之，后生子六人。

王敬德，蒙自人，生员。聘段氏，值流寇TO氏耳、鼻，氏父以废疾辞婚，敬德不从，卒

杨俊声，浪弯人，聘杜氏，女未嫁而0，两姓父母咸议离婚，俊声执义不从，竟娶归，

1清好甚笃。时为诸生，里人闻神语，杨生娶R女，德行注上考。崇祯间，以贡生荐廷试，知款县，报最，摧

平庆副使，请终养归。迄今子姓蕃衍，皆杜出也。 苏经世，石屏人，贡生。性端方，履动不苟，嗜学强记，

至老不辍。少聘冯氏，女有废疾，氏父母请罢婚，经世卒娶之，尤为人所推服。 王鸣凤，大姚人，贡生。幼

事母以孝闻，太守王鼎奇其学行，为择配，既娶，则一丑妇，欲为更娶，凤曰:“若弃此女，则终身失所。”守

益奇之，后膺贡渴选赴京，从王守仁学，献筹边六策，除安福71，首却常规，举乡饮，兴水利，立社仓，摧

知峨嵋县，除弊政以解烦苛，作千金堤以兴水利，两邑俱祀名宦。

    妇四德，缺者容，芥蒂每系名流胸，岂知膜母无盐遇明主，不须

画眉莺镜中。爱婿爱女，佳儿佳妇，红粉檀郎，金曰嘉藕。割耳割鼻，

如宾如友，贤哉秀才谊笃厚。堪磋卖赋 《汉宫秋》，文君行复吟白头。

    滇七子    杨士云，太和人，正德丁丑进士，_选庶常，迁左给事中，推为宫僚，以疾辞，人问其故，
曰:“吾岂能俯仰于人以求进乎?”遂乞归。环堵萧然，手不释卷，与昆弟极友爱，乡里婚丧，教以节俭，一

轨于礼。居乡二十年，绝迹城市，研究性命，洞极根宗，人尊之为宏山夫子。所著有 《皇极》、《天文》、《律

吕咏史》、《黑水》诸集。 张含，金齿司人，负性聪颖，博学工诗、古文辞。父志淳，为太常卿，时与新都

杨廷和交善，一日，廷和偕僚友集志淳宅，分韵赋石榴诗，客有得张字者，难之，含方七岁，在侧曰:“何不

用张4故事?”坐客皆惊。明日，廷和亦携子慎来，慎年与含相若，互相辩论，各不能屈，遂订为终身交。含

以二诗遗慎，廷和极称之，谓当以诗名世。举正德丁卯乡荐，不乐仕进，游于中原，师李献吉，友何仲默。及

归，与慎相唱和，学者称禺山先生，著有诗文行世。 李元阳，太和人，嘉靖丙戌进士，选庶常，官御史，遇

事敢言，如止荤承天，洁奸东朝等事，一时推重。巡按闽中，惩墨吏，礼文学，荐举看逸林富、马鸣衡等。息

驾承天，遂知荆州府，筑堤捍江，民皆德之。家居四十年，精研理学，与罗念庵、王龙溪等相印可。年九十，

无疾而终。所著有 《心性图说》，《中溪漫稿》，《存稿》、《艳雪台诗》等书行于世，《云南通志》亦其所修。

王廷表，阿迷人，性行停笃，凡有益于乡者，必昌言之。登正德甲戌进士，官刑部郎中，命勘宁夏台法之狱，

不避权贵，改四川金事，罢归，与杨慎唱和最多。著有 《钝庵读史删后诗集》，极为杨慎所推许。 胡廷禄，

左卫人，正德丁丑进士，任南户部郎中，与吕径野、邹东郭讲究正学，出为河南按察副使，归。所居负郭，足

迹不至公门，以篇什自娱，顾应祥与同榜，先后抚滇，未尝一见。所著书多散逸，杨异庵诛日:“庚桑深居，

泄柳闭户，城闰如林，竹松为伍。” 唐铸，中卫人，嘉靖丙戌进士，知定远县，严明果决，不避权势，行

取授御史，巡按湖广，政绩考最，转河南按察司金事，以件权要归。 吴愚，太和人，嘉靖庚子举人，官通

判，著作散佚。

      巫 FP- 洁 布左 人_曰*:田二、、、二‘- Y二，、 1寥露iz *二棍 铁 除且 闻 ，
      十 少占际 寻户移黔词:了火，异一庵谓:永乐间滇诗人，有平居陈郭。〕茎月古杨一清号坟汪粼壮匝::IMJ1 1,: ;

后来谁作风月主，七子同时张旗鼓。新都太史远投荒，0花傅粉何颠

狂，邮筒往来尽佳士，写韵楼自增辉光。苏四友，杨七子，两公门，一

辙耳。 余考《具庵集》云:吴高河尝以杨宏山、王钝庵、胡在轩、张半谷、李中溪、唐池南为杨门六
学士，以拟苏门泰、黄、晃、张、廖略云。余曰:得非于子而七乎?七子文藻，皆在滇云，一时盛事，余固

不敢当也。按:七子中惟吴高河从异庵学古字，张禺山为髻龄交，两人唱和诗最多，于六子亦皆有投赠之作，

论者以为皆异庵弟子，殆未之考也。

    清平官  段宗榜，南诏清平官。狮子国伐缅，缅求援于南诏，宗榜往援，南诏主老，子世隆幼，
权臣杨直颠有篡夺之志，宗榜虑之，因齐军河尾，统矢失期，立斩其将，即直颠子也。既人缅，败狮子国兵，

缅王酬以金宝，不受，惟取佛舍利归，至腾越，闻南诏主死，直颠篡位，乃遗书曰:“主崩子幼，闻公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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