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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凡修地方志者，都喜称誉自己的家乡为"文献名邦" 。 福清市地

僻海隅，亦称"海滨邹鲁"，唐代以前，曾经是经济、文化、交通落

后的区域，自公元 699 年立县以来"江山代有才人出"。 从唐文宗

太和四年 (830 )出了第一位进士林简言，到清光绪二十九年

(903) 的 1067 年间，应试中式举人的有 1446 人，中进士的有 768

人。另据不完全统计，有贡生 386 人，监生 175 人，荐辟 234 人。

武科有武进士 41 人，武举人 178 人，荐辟 14 人 。 总计(不完全统

计)福清古代有功名的人物，共有 3242 人 。 有 304 人，留下著作

726 部， 16983 卷 。 其中古代哲学 96 部，政论 20 部，诗歌 203 集

(799 人、 3248 首诗作) ，古典小说 3 部，美术、音乐、书法 21 部，

文学评论 21 部，戏曲 3 部，史学论著 30 部，天文地理历法 5 部，

参修方志 18 部，主修方志、谱乘 61 部，军事研究 7 部，医、农、

教育 6 部，杂记、游记 15 部，民俗考析 10 部，金石、铭文研究文

集 1 部，宗教教义阐释、语录 27 部，综合类文集 181 部 。 单举人进

士而言，平均每科(通常是三年一科)有 3. 6 名举人， 2. 16 名进士，

以明为例，当时全国县级建制在 1000 个左右，每科进士在 240-300

名之间，即以 300 名计，每科三县才平均 1 名进士，我县中进士的

平均数是全国的 5. 25 倍。更难得的是，自南宋乾道三年 (166) 到

咸淳四年 (268) 的 102 年间，同榜中 10 名以上进士的有 10 科，

其中淳桔元年 (241)和咸淳四年 (1268) 两科，各中进士 16 名，

北宋仁宗嘉桔四年 (1059) 林希、林旦、林邵和林颜四兄弟同榜得

中高魁，这在当时，不能说不是我县的莫大荣誉 。 过去福清民间流

传本县"有宰相，没有状元"，其实不然，且不说宋朝状元黄定的家

乡一都原属永泰，把他挪来，自有"掠美之嫌"，其实，王宗石、林

合两人系特科状元，只因《县志)) ((选举志》没有收录，邑人多不知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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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已 。 而南宋孝宗淳熙十一年 (184) 甲 辰武科， 我县林瞟中了武

状元，也是事实，只是封建社会素来尚文轻武， ((宋史 》 和地方志均

不立传，以致后人不甚了解。但到了清乾隆年间，在锦屏山下，还

可见到他的坟墓，林瞟三任刺史(广西柳州、梧州和广东潮州) ，也

算是"地方大员" 。 文科还有榜眼和探花，清乾隆二年 (737) 林枝

春中甲科第二名，就是榜D~ ;北宋哲宗元符三年 (100) ，林遭中进

士第三名，世称"探花郎"。

这些科甲出身的士人，他们后来担任封建国家各级政权中的官

吏，内有中枢执政大臣(相当正副宰相级) 7 人，他们是:五代同

平章事翁承赞，宋代枢密使戴庆炯、同知枢密院事林希、黄祖舜，

参知政事黄洽、陈贵谊，明代内阁首辅叶向高 。 中央六部九卿 19

人，其中较著名的有宋代兵部侍郎林栗，明代兵部尚书林荣、户部

尚书林正亨、户部侍郎王克复、兵部侍郎林汝费、都御史夏伸，清

代兵部尚书林起龙等 。 相当于省级的所谓"地方大吏"有 31 人，其

中著名的有唐代刺史林简言、林荷，明代布政使何宜、林正茂、翁

世经、施鹏、陈璧，按察使夏裕、余梦鲤、林茂槐，清代巡抚李蘸

等 。 武职将军级以上著名的有明代骤骑将军郭遇卿，元代行省平章

(总领一省军政)陈友定，清代提督黄有才和张忠等 4 名正副总

兵官 。

他们中的多数人，所受教育主要是孔孟儒学，多将先哲的"民

为邦本"思想和忠君观念融为一体。 如明初兵部尚书林荣，当朱元

璋大杀功臣时，他劝谏说"虚己纳谏，无杀戮太过"，结果被贬任，

任洒州知州 6 年"理怨抑，抚凋擦，兴学劝农"为地方百姓做了

许多好事。 陈仕贤任杭州知府时"一切利病兴革，行之不避权贵"，

太监以市舶司名义勒索民财，仕贤"据法抗论"升都御史，巡按湖

广时，发现楚王府大兴土木，强迫山民砍伐木料，仕贤以"水旱灾

民力不支"为由，为民请命"以固根本"。

每当朝中出现权臣乱政，他们又多能不顾个人安危，挺身而出

与之抗争 。 如南宋时林栗，以一个举子的身份，在考进士撰文应试

中"策语侵秦栓"，以致落第"沉没十九年"，但他不改初衷，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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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宗时，外放任湖州知州，向皇帝"隆辞"时，上疏说"今天下大

势，元气虽存，邪气尤盛"，结果又得罪当权大臣，被罢官 8 年。

当天下丧乱，权臣谋叛，军阀割据，国家分裂时，他们又能深

明大义，维护统一，不为权位所诱。清康熙年间，耿精忠与吴三桂

勾结叛乱，史称"三藩之乱"国家陷入重新分裂的危险，耿精忠为

拉拢人心，布告在籍官员出来任伪职，时夏晋告假在家，不出应召，

"抗志远遁" 。 耿精忠派兵缉拿不得，拘捕其家属进行要挟，夏晋不

为所动 。 同时代人陈魁宇，拒绝为耿精忠"助饷"逃匿山林，不为

所污 。 后来康熙平定叛乱，他们亦名留青史。

"修身齐家" "治国平天下"的道德修养，使不同时代具有不同

内涵的"德才兼备"要求，在他们身上得到应验，如南宋时官至参

知政事(副宰相)的黄洽，为人光明磊落，一生"在家不欺亲，任

官不欺君，明里不欺人，暗里不欺鬼神"。有人劝他建置房地产，他

回答说，我于国没有建功立业，怎能先顾营私?祖上留有旧屋，可

以蔽风雨就满足了。蒲尧仁于宋乾道年间任泰和知县，廉洁无私。

不仅坚持"不以口腹累人"，且常将自己的傣薪救济贫民，从不想为

自己积储资财，深受县民爱戴。后来县衙失火，民众出资修复，不

使尧仁为难，离任时，县民见其清苦，赠钱赠物，尧仁一概不收。

除了勤政和廉洁自律外，他们中有的还能从长治久安着眼"以

史为鉴"总结历史教训11 。 如林简言所处的时代，是唐王朝进入衰败

的五代残唐前夕，他据此写了 《汉武封禅论》一文，对汉武帝一生

作了全面而深刻的剖析，说汉武凭借"文景之治"所积蓄的国力，

抗击匈奴，开疆拓土，使汉家天下出现了兴盛局面。但晚年好大喜

功，耗费大量民力去封泰山，禅梁父，为自己歌功颂德，致使汉王

朝从兴盛的顶峰跌落下来，从此一颇不振。这篇文章被时人争相传

诵，引起强烈反响 。

与一切事物都有两面性的规律一样"尊王攘夷"的民族主义，

孕育着各代爱国主义者。一旦出现外族人侵、山河破碎的时刻"国

家兴亡，匹夫有责"成了号召各阶层人民抵抗外侮的巨大精神力量，

统治层的抗战派也迅速形成。如南宋时奸臣汤思退与金兵签订《隆

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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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和议 )) ，林颖闻知后，不顾自己人微(当时只是一介书生)言轻，

率同诸生员"伏阙攻之"。考进士时"廷对"策论中提出"复境土、

斥权幸"的大胆主张，任太常博士后，建议"筑城唐、邓，为河、

汉藩篱;屯兵海、酒，为江、淮保障;出师襄、蔡，以峻秦、楚;

分兵商、汝，以图陕、洛"等十二策，终生以抗金收复国土为己任 。

明朝郭遇卿，少年时即"负韬略"倭寇进犯福清，他率领民军杀敌

身先士卒，亲手杀了倭兵头目，受到戚继光的器重，后来随戚家军

北上到门，抗击蒙古的骚扰"提兵擦崖，立功白羊峪，出塞七十

里"因功授守备 。 他从实战中总结，写了 《车战六议 》 等兵书，为

军事学做出贡献 。

自孔子创私人办学以后，吾邑先贤们致力于地方教育事业，为

育贤才不遗余力 。 北宋神宗元丰年间邑人提举游冠卿率先献地建学

宫，始立县学，后继者陈仕贤、郭文祥、李白煤等多次扩建，使县

学规模不断扩大和完善 。 同时带动了各乡村兴建书院和社学，自宋

至清，计有龙江书院、明德书院、闻读书院、石塘书院、兴库书院、

双施书院和文在书院以及龙山社学、 t霍英社学等数十个书院和社学 。

他们兴学的艰辛历程，是十分感人的。如龙江书院，始建于北宋，

中间经受了自然灾害，朝廷只准一县一学宫的限制以及多次战火的

破坏 。 海口人掌与觉弃家资 50 万重建 。 镇东卫指挥戴煌和陈洪千里

迢迢上京请求批准保留书院，多番辛劳奔走致戴煌病死北京，陈洪

在京等待 10 年之久才获准 。 以及徐敦白、贾思恭、林有台等地方人

士为兴复龙江书院到处奔走呼号，清兵攻战海口，海口兵民为保卫

书院而进行的一场惨烈大战，最后全部壮烈牺牲等事迹，至今人们

仍铭记不忘 。 这些学校，历经千年，培养了数以万计的各方面人才 。

南宋时林亦之、陈藻、王苹终生致力教授生徒，不图仕进，邑人称

为"三先生"后人多处建祠纪念 。 此外，还有著名的诗人兼诗评家

敖陶孙、高若虎，林鸿和 3 岁即能诵诗的"奇童"蔡伯倚，音乐家

林持、陈杰、刘说，天文学家林昌言，史学家戴膺、陈康，专精草

书、人称"草圣"的郑腾云，画家商梅、林泳，善于画马的郑克刚

和专长古松图的周文靖以及创黄粟宗的高僧隐元禅师等，均从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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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凡例

一、本书定名《福清科名录))，易"选举"为"科名"，以与当

代的民主制"选举"相区别 。

二、本书选用的资料，唐至明末，以清乾隆 《 福清县志 》 为底

本，清代以无名氏的 《福清选举志 》 为底本，分别以省志((( 福建通

志 )) (( 八闽通志 )))、府志(明正德、万历，清乾隆三部 《 福州府志》

和 《 三山志 》 等)为参阅互补、修订。

三、近年各姓氏所重修的族谱、家谱中所列科名人物，在各方

志中找不到有记录印证者，暂不录入。

四、各族谱中出现"雍进士" "乡进士"等名号，在各科举类的

古代典籍中，无此名号，则暂不收入本书。

五、书中出现父子、兄弟、叔佳不同籍者，皆因迁居所致，依

原志书所载为依据，不予随意更改。更多的科名人物，出生地不明，

因力量不及，未能全部调查准确，暂阙如，以待后学补阙。

六、书中出现的"某县学中"或"府学中"皆系科名人的学籍

不同 。 即福清人在闽县县学读书，即为"闽县学中"。以此类推之。

七、因资料不全，本书难免有遗漏。更因历史原因，如洪武朝

因状元犯罪，与状元同科进士的名录全部被注销，不予登录，乡试

也有此类事 。 因此，现存 《选举志 》 也多有遗漏，只好待以后考证

清楚再补阙 。

八、各方志中出现姓名各异，目前尚无法定取舍，取异说并存

以待考 。

九、各方志中原稿脱字者，一时无法核实，以"口"号代之。

十、如读者发现本书有错漏和不完善之处，希提出补正资料和

建议，以备将来修订之用 。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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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例

一、本书定名《福清科名录))，易"选举"为"科名"，以与当

代的民主制"选举"相区别 。

二、本书选用的资料，唐至明末，以清乾隆 《 福清县志 》 为底

本，清代以无名氏的 《福清选举志 》 为底本，分别以省志((( 福建通

志 )) (( 八闽通志 )))、府志(明正德、万历，清乾隆三部 《 福州府志》

和 《 三山志 》 等)为参阅互补、修订。

三、近年各姓氏所重修的族谱、家谱中所列科名人物，在各方

志中找不到有记录印证者，暂不录入。

四、各族谱中出现"雍进士" "乡进士"等名号，在各科举类的

古代典籍中，无此名号，则暂不收入本书。

五、书中出现父子、兄弟、叔佳不同籍者，皆因迁居所致，依

原志书所载为依据，不予随意更改。更多的科名人物，出生地不明，

因力量不及，未能全部调查准确，暂阙如，以待后学补阙。

六、书中出现的"某县学中"或"府学中"皆系科名人的学籍

不同 。 即福清人在闽县县学读书，即为"闽县学中"。以此类推之。

七、因资料不全，本书难免有遗漏。更因历史原因，如洪武朝

因状元犯罪，与状元同科进士的名录全部被注销，不予登录，乡试

也有此类事 。 因此，现存 《选举志 》 也多有遗漏，只好待以后考证

清楚再补阙 。

八、各方志中出现姓名各异，目前尚无法定取舍，取异说并存

以待考 。

九、各方志中原稿脱字者，一时无法核实，以"口"号代之。

十、如读者发现本书有错漏和不完善之处，希提出补正资料和

建议，以备将来修订之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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