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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溪县人物志》专辑



编者按：本期为新县志《人物志》(送审稿)专辑。人物

志是县志的重要组成部分，设有人物传、人物录、人物表、英名

录和台港海外乡亲名人录五章。按详今略古编纂方法，收录自

小溪场以来至1990年这一千多年中各方人物3400多人。依照历

来通例，以收本籍人为主，兼收一些曾在安溪建功立业较有影

响的外县籍人物。人物传和人物录不受级另lj、职务限制，着重收

录那些有杰出贡献、地位重要、社会知名度较高的各方代表人

物，也收录了极少数罪大恶极、阻碍社会发展的反面人物；人

物表收录具有一定级别、职务职称、学位的人员；英名录收录

为创建和保卫人民共和国而献身、并经省人民政府批准追认的

，烈士。

志中立传人物循修志惯例，注重史实，据事直书，不作评

论，寓褒贬于记叙之中。材料取自有关史志、文书、档案、

谱牒、碑刻、墓志铭等以及当事人和有关人士提供的可靠资

料，不一一注明出处。

本志由县志编辑陈伯中主编，王伯兰、谢明孝副主编并由

县志总编林园、副总编林辉标、县志审稿委员会委员周碧梧、

泉州市志委编辑杨清江审稿。

本志资料自19 86年起陆续收集，经历了近七年时间，得到

县内外有关单位和人士的大力支持和帮助，特别是在外乡‘亲如
． 1 ，



北京林夏水及同乡会诸同志，南京黄龙星，武汉柯云林，福州温

海树、柯德育、林明良、陈火金、林阳发及诸同乡，厦门傅火

树、白巨耀、刘连发、李子平、张良兴，漳州林昆祥、张启

明、陈元波及诸同乡，泉州王松柏、林德良，三明黄水庚、许

贵祺等同志为资料收集提供各种支持和帮助；芸志委林辉标、

陈灿祥、陈拱、王培贤、林美珍、陈奕基及官桥陈清杰等同志，

为收集资料做了大量工作；县民政局、侨办、对台部、党史研

究室等单位也为人物志编写提供信息和帮助；在此一并致谢!

由于编写人物志时间跨度长，涉及人物多、地域涉及国内

外，加上资料不足，特别是在外地工作和港台同胞、海外侨胞

可入表的人物各种情况变化大，虽经我们尽力收集也难以周

全，可能缺漏较多，敬请读者指正补充，并将意见告诉我们，

以便正式定稿时修改充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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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人物传

(以生年为序)

廖 俨 詹敦仁 詹 jj} 释普足 张 读 林仲应洋 陈 宓

李 大 李 森 黄 钏 詹仰庇 李懋桧 林嗣环 李日媪

陈迁鹤 林 孺 谢宸荃 李光地 李光坡 唐桂生 邓启元

陈万策 王士让 李清植 李清芳 魏 荫 宫献瑶 潘思光

李清时 林建猷 陈 圣 林朝阳 高选锋 陈浚芝 李传别

李金水 官光厚 刘治国 林辂存 高 义 谢济川 林桂清

杨汉烈 杨学良 李爱黄 陈丙丁 庄希泉 叶采真 陈 铮

钟铭选 柯进来 林庆年 叶道渊 刘梧桐 李昭言 沈清江

庄惠泉 吴吟世 郭 节 刘 由 林师柴 林泗水 谢复三

陈凤伍 王兆畿 李纯青 陈仲琪 傅有智 曾 奎(女)莫 耶(女>

林水芸 李良电p 叶振汉 王仲谋 李景昀 陈宗基 林锦山

白巨森 吕振山 郭 宗



廖 俨

廖俨，字端庄，民尊长官。原籍河南光州汝南，生于唐武宗会昌五年(845)

正月初二。乾符二年(87 5)考中榜眼及第。官至银青光禄大夫、检点太子宾客兼

国子监祭酒、御史中丞、上柱国。他为官清正，勤政爱民。因唐四镇节度使梁王

朱温、于天佑末(907)篡位，弑唐昭宗及哀帝，深为愤慨，遂于后梁开平三年

(909)避乱入泉州，隐于小溪场(今安溪)。

小溪场位于晋江西溪上游，隶南安县，百姓闯知廖俨是前朝忠良，德望夙著

，，遂奉为长官，故民H有“未有安溪县，先有廖长官”之说。廖俨率民除暴，招

集流民，开垦山地，布施教化，颇著功绩。上司曾欲赐土地，他自认为“无功于

民，轻易受业，天理不显，民心不顺”，敬谢不受。

在唐中和四年(884)，小溪场有父老姓安名宁，善捕虎，为民除害，乡入崇

敬。廖俨任长官时，于治所东南三里(今城厢镇圆宅村埔埒)建“灵著庙”，塑

像以祠。

廖俨于宋太祖建隆三年(962)／＼月十五日卒。后人思廖俨功绩，塑其像置于

“灵著庙”，与安宁同祀．并在县署内建廖公祠崇祀。乾隆二十二年(1 7 57)知

县庄成重建‘廖公祠’于县署头门内西端。1 990年后迁建于东岳庙西旁。

曝俨墓在永安里埔埒乡，土名“乌鸦墓”。安溪县人民政府于1 985年1 ol公

布列为县第一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谢明孝)

詹 敦 仁

詹敦仁，字君泽。生于后梁乾化四年(91 4)。先世河南光州固始人。祖父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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缵随王审知入闽，任前锋兵马使，后退居仙游县植德山下．父詹世隆，兵曹录事

参军．敦仁幼受家学，早岁曾上书劝闽王王昶入贡朝廷，其文才受到王昶赏识。

王昶请他参决军机大事。敦仁鄙薄王昶杀父夺位，坚辞不就，并赋诗一首以明其

志，诗题是《劝王氏入贡，宠予以官，作辞命篇》，诗日： “争霸图王事总非，

中原失统可伤悲。去来宾主如邮传，胜负干戈似局棋。周粟纵荣宁忍食，葛庐频

顾漫劳思!江山有待归须早，好向鹪林择一枝。”不久，移居泉州城北泉山(又

称清源山)，杜门不出。

南唐灭闽(945)，留从效任清源军节度使，据有漳、泉二郡。敦仁和留从效

过往甚密，留从效邀他当属官，敦仁力辞不获，于是求监南安县小溪场。敦仁上

任，看到这里山川雄壮，人物夥繁，便具文申请设县，略谓： “土沃人稠，舟航

可通，若益以邻界，因今之地，可以置县”。果得批准，并增割南安近地，取名

清溪(宋宣和三年[1 1 21]改为安溪)，敦仁即为首任县令，时在后周显德二年

(9 55)。

敦仁欣赏小溪场场址(今安溪县城)“三峰玉峙，一水环回，黄龙内顾以骧

腾，朱凤后翔而飞翥”的风光，便选为县治。

是年冬，敦仁利用农隙，征调城郊民众每人服役三天，和轮值休息的戍卒，共

同兴建县衙，整顿市容，至次年十月竣工。施工期间，敦仁曾赋《督役筑县廨，

悯劳而作》一诗： “喜闻禾稼恰登场，何事官工土木忙?辛苦一年方幸息，役劳

三日得无妨?未师陶令好栽菊，且学召公初种棠。皤腹于思宁免诮?不须执朴课

程章”。

敦仁为政，德惠居多，邑人“荷畚执筐，各安职业。”他重视文教，在《初

建清溪县记》中，写有“地华人质，业儒者寡⋯⋯日教之，令固不敢不勉，而从

令之教，尔邑之人，当交相劝勉，以副令之愿望。”谆谆劝导，语重心长．但他

不乐当官，在任一年多，便推荐闽王审知孙王直道继任。

敦仁爱县西佛耳山清静僻远，卸任后卜筑定居，名其宅日“清隐”。王直道

屡次请他参与政事，敦仁均予婉谢，并作诗遗王直道：“令尹来呼莫奖嘉，已甘林

下作生涯。新添编户一氓数，自是耕农-ff姓家。”宋太平兴国二年(977)去世，

所著有《清隐集》。

安溪民众怀念敦仁，曾为立生祠。到宋成淳三年(1 265)，乡绅林济川等殆

其生平事迹，申请颁赐庙号；八年(1 27 2)，敕赐庙号“灵惠”，并封敦仁为



“靖惠侯”。敦仁所居之里，后人以留从效通信中，有“崇待笃信”之句，名之

日“崇信”，即现在的祥华乡多卿一带。

(王伯兰)

詹 封E

詹诽，号凤山山入，人称年德居士，安溪县崇信里多卿乡(今祥华乡美西村

人)，约生于后汉乾萜三年(950)。父詹敦仁。詹习}生长于书香世家，从小就受

到很好的家庭教育，有文学修养，尤长于诗。

宋王朝建立(960)后，闽地漳泉二郡仍为陈洪进所管领。陈洪进因形势所

迫，心不自安，于乾德元年(963)，即遣使朝贡。开宝八年(975)江南平，陈洪

进遣子入贡。太平兴国二年(977)八月，陈洪进上京朝觐。詹习}与陈洪进有姻戚

关系，他审时度势，与功曹刘昌言力劝陈洪进纳士归宋。先前礼部尚书潘承佑

(南安人)曾经劝说，陈洪进不从。詹刊}复劝，由于言辞恳切，陈洪进深受感动，

于太平兴国三年(978)四月决意归宋，并嘱詹诽代撰《献地表》于太宗。太宗看完

表，欣慰地说： “漳泉的百姓，可以免受损失了。”

陈洪迸献地归宋后，改为武宁军节度、同平章事，留京师奉“朝请”，极力

推荐詹51t-．,＼朝做官。但他无意功名，对洪迸的推荐，力辞不就。作《追和秦憩君

辞荐之韵上陈侯乞归凤山》诗云：

谁言悦口是甘肥， 独酌鹅儿瞰翠微。

蝇利薄于青纸扇， 羊裘暖甚紫罗衣。

心随倦鸟甘栖宿， 目送征鸿远奋飞。

击壤太平朝野客， 凤山深处觉生辉。

陈洪迸读其诗后，不再勉强。詹习}遂归隐凤山，时人称他为凤山山人。

詹习}著有诗集。后人论其诗： “观其感慨激愤之作，可谓形于象．至旷达豪

纵，又见其洒然出尘之姿。、”惜诗集有佚。《全唐诗》、《安溪县志》和《泉州府

志》等书均有收录其诗文。



人．

南宋咸淳八年(1 27 2)，度宗皇帝追封詹诽为靖贞侯，元配李氏为慈顺夫

释普 足

(谢明孝)

释普足，俗姓陈。人称“清水祖师”．乐仁宗庆历七年(1047)正月初六日，

生于永春县小岵乡。幼年出家于大云院，持斋戒杀，诵习经忏。及年长法明，乃

结庵高泰山。听说大靖山明禅师道行圆满，普足进山参拜为师。普足在大靖山有

年，聆受佛教大、小乘妙谛，深有领悟．辞归时，明禅师授以法衣，嘱他今后行

事，需以利物济民为志。普足初归高泰山，不久，移居麻章庵，多次募款，修迤

桥梁数十处，还广施医药，辄著奇效。每遇亢旱，便为人设坛祈雨，恳诚感人，

众口争传其效应，由是名声大著。

元丰六年(1 083)，清溪(今安溪)大旱，崇善里(今蓬莱镇)人刘光锐，

素仰普足道行高深，率众迎请莅乡祈雨。普足来时，住张岩之石官。据传，翌日

设坛，果沛甘霖，乡人大悦，恳请长期驻锡。普足爱慕蓬莱风景幽雅，欣然应

允。于是乡人集资，在张岩开辟草莱，构屋数椽，供其居住。普足见是处石泉清

冽，因改名为“清水岩”。该地系刘公锐家产，公锐感服普足道行，遂将原张岩

之山林田地，悉数拨充寺业。刘光锐后被立为檀樾主。

普足驻锡清水岩，当年便募款建造通泉桥、谷口桥。十年之后(1 093)，又

建成汰口桥。他的医道高明，为．了方便乡人就医，便于山下洋中，募建亭阁l

座，名日“洋中亭”，经常在亭中义诊施药。他还不辞辛劳，远游汀州、漳州所

属各县，为人治病驱疫，甚著效验。岩寺本较简陋，他和徒弟杨道、周明等，三

度修茸扩展，芷在周围广植竹木，十余年间，蔚然成荫。

建中靖国元年(1 1 01)五月十三日，普足在清水岩坐化。远近闻知，云集瞻

礼。生前他曾以后事嘱刘光锐，谓“形骸外物，漆身无益。”乡人为葬岩后，运

石甓塔，名目“真空塔”，并以沉香木刻像供岩殿中。政和三年(1 1 1 3)，知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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棘浩然为他立传。

普足生前广行善事，身后百姓顶礼崇奉，香火旺盛。南宋隆兴二年(1164)

至嘉定三年(1 21 o)数十年间，曾4次获得封号，每次敕赐2字，计得8字，即

“昭应、广惠、慈济、普利”，并加“大师”二字称号。①

九百年来， “清水祖师”的事迹，在安溪及毗邻地区广为流传，享誉极高，

成为这一带民众信奉的主神。历年外迂的民众，常携“清水祖师”香火，前往当

地奉祀。台湾、东南亚一带，安溪乡亲、侨胞集中的地区，大都建有“清水祖

师”庙宇，有的建筑模式完全仿效原寺，祀典极为隆重。

注①：根据勘牒引录的宋代有关条例，有“道释有灵应，合加封号者并加大

师二字”、 “每加二宇，至八字止。”、 “宜加封官爵、封号、庙额者，州具事

状，保明申转运司”等条文。其承办单位“转运司”，又有“本司委邻州躬亲询

究到；再委别不干碍官勘实保奏”等语。查安溪县4次申请，都由县父老具状，

经泉州府、福建转运司，层层上报至礼部，再由礼部批交太常寺，转福建转运司

办理。这4件牒文，分别载明：曾派漳州府龙溪县主簿方品、福建转运司财计官

赵不紊、永春县主簿黄惯、莆田县丞姚馑、漳浦县主簿周鼎以、仙游县主簿韩淤、

长泰县尉何葆等人勘实。其中黄惯、姚馑、周鼎以三人，还各申报： “躬亲前去

安溪清水岩，呼集地头乡宿、保甲口口口等覆实‘前后祈祷，惠利及民’”这类

勘实过程，并写上“功迹显著，惠及于民，载在祀典，不系淫祠”的按语。牒文

均有参知政事、右丞相等人签押。

(王伯兰、)

张 读

张读，字圣行。宋治平三年(1066)，生于晋江张林，后移居安溪县永安里

埔埒乡L现城厢员宅村)。童年入泮，后进太学。绍圣四年(i097)32y，以太学上

舍生参加考试，登进士第，为安溪建县后的第一个进士。

张读初任福州教授，后调任河南颍昌府法曹参军，深得知府范纯礼的赏识与



器重，声誉日隆．。不久，选调入朝编修《国朝会典》。他记挂着家中年逾90的老

父，为便于养亲，申请调动，遂改任泉州通判。末几，调诸王府任直讲。但仍以

奉养老父为由，再次申请，改知兴化军。靖康元年(1126)，国家动荡不安，士

兵骄恣。一天，士兵闹哄哄的齐集庭下，要求额外补贴。张读沉着应付，严词训

斥，指出利害关系，众皆感服，并供出首乱分子。张读严办主犯，安定全郡。

张读理学造诣深，学识丰富，才华过人，与陈璀(字莹中，福建沙县人)友

善，从仕后，和李之仪(字端叔，山东无棣人)、李鹰(音至，字方叔，陕西华

州入)同为苏辙门客。苏轼去世，苏辙作东坡墓铭，独请张读一阅，他看完说：

“这篇文章，妙尽东坡一生，但恐仇人复藉此歪曲诬蔑，不如刮磨掉。难道没有

这篇铭，万世之后，人们便不知有个苏东坡吗?”苏辙听了觉得有道理。

南宋建炎二年(1 1 28)，高宗下令近臣举荐贤人。中书舍人黄唐传举荐张

读。张读被召见。他以身体不好为由，不肯接受官职，遂退隐乡居。晚年常居晋

江。

张读工文辞，闽中碑碣多出其手，润笔收入，接济贫困的亲友，家中无盈余

积蓄。南宋绍兴十五年(1 145)辞世，李郦哭以诗，有“累日／t_生甑，经年肘见

衿”之语。卒后，追赠尚书，入祀乡贤祠。

嘉熙中(1237)，知县赵崇栗闻知张读有孝行，故居在永安里笔架山前埔遣手

桥西，即把永安里标表为“曾子里”。张氏祖宇有匾日：“忠臣”、 “孝子”、

“理学名臣”和“理学名儒。”

其子张满进，以讲习明经著名，自居在坊东市(今凤城)，其后分居厚坡墩

头、新康大坪。

(谢明孝)

陈 宓

陈宓，宇师复，一作思复，号复斋，莆田人。约生于南宋绍兴三十年(1 l 60)，

父陈俊卿，孝宗时丞相。陈宓早岁拜理学大师朱熹为师长，又拜著名学者黄千为



师。受父荫，历任泉州南安盐税、主管南外睦宗院等职。

嘉定三年(121 0)，陈宓任安溪知县。他看到这里地僻无药，居民信巫尚

鬼，便于这年冬，在县衙大门边设“惠民药局”，聘医生诊治并制药。他写《惠

民药局记》，略谓长民使民有疾无医，何以为心乎?此举民命所系，不应计较赢

利。次年，在县衙西南附近建屋14问，名日“安养院”，收容那些贫病的肩挑苦

力，取废寺团租及“惠民局”的药，免费供应；病愈裹粮送行；不幸死亡，便棺

葬之。他慨叹此事没-Ha匕h早办，为罪已多。这年还在县前开辟1条一宇路，树立2

座坊表(非石料)，东表日“兴仁”，西表日“和义”，同时辟地修筑东街和西

街，还在县衙右畔，创设印书局，刊印《司马温公书议》、《唐人诗选》等书。

在修建县衙大厅时，自作上梁文，有“伏愿土梁之后，时和岁丰，民淳俗厚。春

风百里，总鸡栖犬卧之乡；午日一庭，无雀角鼠牙之患”之句，为人民作了良好

的祝愿。县西常沿渡上，前任知县杨绳祖建l座木桥。嘉定六年(1 213)，陈宓把

它改为石址木梁，桥上盖屋46间，邑人刻石日“陈公桥。”陈宓觉得这样做褒扬

自己，掩盖前人美德，把石碑推落溪中，改名“凤池桥”。

县有“经总制钱”的税款，人民本已苦于负担，府里还要增收补解钱，以供

军食。陈宓作《辩经总制补解钱》，向上级申辩。文章说本县地瘠民贫，又末实

行经界之法，逃产者随处都有，原本缴纳的“经总制”额，年有常数，如不至短

缺， 已属万幸，那堪增收“补解”钱呢!军队是保卫民众的，如果让民众刻骨剥

髓来供应军需，那就本末倒置，养爪牙而害腹心了。经此申辩，终于得到豁免，

人民额外负担得以缓解。

县吏依惯例呈进各色不系上供的钱，说： “这些钱请老爷自行取用，这是老

例啊!”陈宓正色道： “入县便是官钱，作为私有，便成赃物了 这一个‘例’

字，败坏了多少贤士大夫啊!”立即下令把这些钱归入县库。他还取废寺的上等

碉为“赡学田”，生员数由30人增至40人，促进文教事业发展。

陈宓审案认真细致。一天，有个名叫陈严一的，自断左手次指，来县诬告是

被其兄之子砍断的。宓觉得可疑，叫他重演当时持刀断指的情形，立即反驳

说： “按照这个样子，其余各指，都会受伤，怎么仅断一个指头呢?分明是你自

家砍断，反来诬告的啊!”陈严一当场屈服，再拜说： “老爷神明啊!”回家后

琛自愧悔，还好好地照料侄儿．

陈宓治县，关心民瘼，尽力而为，县民深为感念，不称他县令，而亲切地尊



称。复斋先生” 他离任后，县民为建生祠于凤池桥旁。

嘉定七年(1014)，陈宓入监进奏院，不久，迁军器监簿。后出知南康军，

是年歉收，奏蠲免赋额十之九。改知南剑州，岁大旱疫，奏免逋赋十数万。移知

漳州，未行请致仕。

宝庆二年(1226)，除直秘阁，主管崇禧观。宓拜祠命而辞职名，诏进职一

等致仕。未几去世，家无余财，库无余帛。端平初(1 234)，赠直龙图阁。

林仲麟

林仲麟字景仲，安溪依仁里(今莲美村)人，生于宋乾道九年(1 173)。绍

熙五年(1 1 94)，在太学考试得第一。秉性忠直，为人称道。这年，孝宗去世，

光宗病弱，知枢密事赵汝愚与外戚韩币宅胄定议，奏请太皇太后，立嘉王赵扩为

帝，是为宁宗。庆元元年(1 1 9 5)，汝愚任右丞相。其时韩咿宅胄阴谋夺权，擢用

其党将作监李沐为右正言，诬奏宰相赵汝愚擅权。赵汝愚引退，韩佗胄不肯罢。

休，将赵汝愚窜逐永州。仲麟-9林宏中、张道、周端朝、蒋傅、徐范等6入伏阀

上书日： “去岁人情惊疑，变在朝夕，当时假非汝愚出死力定大议，虽百李沐，

罔知攸济。当国家多难，汝愚位枢府，本兵柄，指挥操纵，何向不可?不以此时

为利，今上下安恬，乃独有异志乎?”韩∞宅胄大怒，坐以不合上书之罪，将仲7

麟6人放逐500里外编管。仲麟编管昆陵。时称“庆元六君子”。

开禧三年(1207)，韩节宅胄诛死。嘉定元年(1 208)，有旨褒录庆元上书

杨宏中、林仲麟等6人。七年，仲麟登甲戍科特奏名，官终广东都府参军。黼
五年(1 245)去世，赠忠谏大夫。墓在铁峰山左。《福建通志》作宁德入。误。

(王伯兰)



李 大

李大，安溪县兴一里上卿乡(今尚卿乡新楼村虎骑头)人，生于元至顺

(1 330—l 332)年间。幼失怙，家境贫寒，母子相依为命，靠租种财主的田地度

日。

李大天资聪颖，胆略过人。他挑租谷给财主，每被凌辱，气恨难消。一天，

财主的管家上门迫讨租谷，耀武扬威，如狼似虎。李大怒火中烧，压抑不住，打

死管家，丢尸悬崖。其母愁眉锁眼，担心大祸临头，忧郁成疾，旋亡。财主报官

府，派人查访缉捕甚紧。他痛失老母，又恨财主恶毒，于是一不做二不休，聚穷

双手刃财主全家，漏夜焚烧财主的房屋，发泄内心的愤恨。

至正十一年(i 35i)江淮流域红军起义。福建各地农民军蜂起响应。李大闻

知，深受鼓舞，设寨招兵买马，竖旗起义。是年攻入县城，且进取长泰县等。十

四年(I 354)夏七月，李大联合南安吕光甫起义军攻下泉州，八月派部属刘广仁

等带军进攻仙游，捕杀达鲁花赤(蒙古语，即县长)倒刺沙。

同年，长汀罗良，为保护其身家性命，开仓发谷，招集地主武装，联合官军

共同镇压农民起义军。李大军败，单骑至蓝田朝天山下，自刎身亡。墓在灶坑村

将军山。

(谢明孝)

李 森

李森，字俊茂，号朴庵。安溪感化里(今湖头镇)人，明洪武三十一年(1 398)

出生。

李森先世豪富，有田数万亩，年收谷数十万担；山林百来片，出木数千万

·14·



棵；僮仆近百入。他继承祖业，复经营盐铁，收益更丰，于是核计全年收入，拨

出谷物数千担，另行窖藏。凡亲友及里中贫人嫁娶病葬以至遭火遭盗的，便从那

儿取出资助。人们有急事需款，他都随时赈给，那些无力还款的，他便把借条烧

掉。明天顺年间，他响应朝廷诏令，献出5000石谷子赈饥，又献3000石以助边

防，朝廷旌表他为。尚义”，赏赐文绮2件。

李森慷慨捐资，兴办不少公益事业。湖头溪的马上滩、渊滩，巨石阻塞，水

从石罅流出，无法通航。正统年间(1436一一1449)，他雇工凿使深广，从此水

运直通，湖头便成为内安溪各乡物资的集散地，日滋繁荣。正统六年(144I)，

捐资建建口桥；天顺四年(1460)，陆续捐建龙津、凤池等25座桥，还建莆田的

江口桥，为安溪的交通航运事业作出重大贡献。他还捐建清溪宫、狮子岩、县衙、

县学等十几所；佐修泉州府府衙、学宫、东岳行宫、玄妙观；又将木材浮海，远

运福州，助修芝山寺。

李森平时训练家僮习武。天顺年间，邓茂七军，攻入泉州、安溪，他带领敢

死士抵抗，俘其首领百余人，并招抚余众。因功授漳州九龙镇巡检，不久，调为

安溪源口巡检。永春、德化知县缺席，监司署他代理，后也代理过安溪知县。在

任均多惠政。

天顺七年(1463)，建口桥被水冲垮，李森前往察看，伤感成疾，终于不

起，享年65。

李森乐义好施，终身不懈，生前即誉满全省，‘后来清代人著的《东崖杂记》，

还曾称引赞叹。其子孙称他为。旌义公”，清康熙年间，其裔孙李光地以李森献

谷赈饥及弭平邓茂七军的事迹上奏．圣祖赐“急公尚义”匾额。

(王伯兰、

黄 钏

黄钏，字珍夫，安溪县人，生于明正德七年(I 51 2年)。6岁丧父，由寡母

抚养成长。自小勤奋攻读。嘉靖十六年(I 537)考中举人，历官至浙江温州府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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