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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晋江，山川毓秀历史悠久，人文蔚起骏杰辈出，荟萃成璀璨的晋江人物星群。

新编《晋江市志·人物》，因囿于篇幅，其中《人物表录》经省、市方志委认可

后，收录标准档次有所提高。但为了更广泛发掘晋江人才资源，保存晋江历史人

物档案，经晋江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研究，决定将新编《晋江市志》中的《人物

传》和按照原定标准收录的《人物表录》合并编纂为《晋江市人物志》，并独立成

书，与新编《晋江市志》同时出版。

《晋江市人物志》是晋江人物星群的缩影，辑录始于唐代以迄今朝的晋江知

名人物。其中，有政绩昭垂的政治家，有旗帜高标的思想家，有义无反顾的改革

家，有智勇兼备的军事家，有博学多才的史学家，有才华横溢的文学家，有励志

笃学的科学家，有开拓台湾的先驱者，有英勇善战的爱国将士，有反抗封建的革

命志士，有大办实业的华侨华人，有举善弘法的著名高僧，有献身革命的人民英

烈，有潜心钻研的科技尖兵，有日夜耕耘的辛劳园丁，有技艺精湛的民间艺人，

有成绩卓著的文化战士，有为国争光的体坛好手，有救死扶伤的白衣使者，有热

爱桑梓的海外赤子，有致力祖国统一的民主人士，有团结组织民众的群团领袖，

有无私奉献的劳动英模，有忠于职守的人民公仆等等。正是他们的思想，他们的

才智，他们的业绩，他们的风范，谱写了一千二百多年来晋江文明发展史的主旋

律。

《晋江市人物志》，是一份十分珍贵的人才档案资料，它的结集出版，对于研

究晋江历史，重振晋江雄风，服务今朝，垂范后世，都将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我们需要总结历史，更需要创造未来。衷心希望《晋江市人物志》成为一面

熠熠生辉的镜子，“藉人明史"，“扬善贬恶"，裨益当代，启迪后人，使晋江市有更

多的新人辈出，让晋江大地更加绚丽!

喜江专磊妻编囊委气0主善施永康晋江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主任
”～””、

季江市磊志编纛员会曼副主薏何锦龙晋江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第一副主任
“”～。

一九九三年十月



编辑说明

一、晋江人物荟萃。一方秀杰，前起后涌，自唐至今，一直独占泉郡鳌头。为了更好地宣传

晋江，激励当世，教育后代，联络海内外晋江籍同胞共同振兴晋江，特编辑《晋江市人物志》，

与《晋江市志》同时刊行。

二、《晋江市人物志》分人物传、人物表、人物录三卷。

三、人物传收录125名籍属晋江(1988年以前含今石狮市，下同)，在政治、经济、军事、文

化各领域分别作出一定贡献，具有重大影响的已故人物，同时收录8名籍隶他省市县曾在晋

江任职、寄寓、活动，对晋江有突出贡献的已故人物，编为129传，以传主卒年(个别不详者则

以生活年代插入适当位置)先后编列。

四、人物表广泛辑录各类有贡献有影响的古今人物，以备查考。计设历代职官表，现代民

主党派群团名表，科名表，历代仕外人物表，现代专业技术人员名表，华侨、华人、港、澳、台同

胞名人表等六种。

历代职官表，收录唐至清的县令、知县、达鲁花赤、县尹．民国时期的县长，新民主主义革

命时期第一、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中的中国共产党支部书记及其以上职务的人物，抗日战争时

期的中国共产党区委委员及其以上职务的人物，解放战争时期的中国共产党区委书记及其

以上职务的人物。新中国成立后的中国共产党晋江市(县)、镇(区、乡、场)委员会、晋江市

(县)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镇(乡)人大主席团，晋江市(县)、镇(区、乡)人民政府，中国

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晋江市(县)委员会，中国共产党晋江市(县)纪律检查委员会，以及晋江市

(县)人民武装部、晋江市(县)人民法院、晋江市(县)人民检察院等正科级以上职务的干部。

现代民主党派、群团名表，收录各民主党派主委，群众团体负责人。

科名表收录历代迸士(宋含特奏名)、举人。

历代仕外人物表，清及清以前收录至知县(文职)、千总(武职)及其以上职务的人物。民

国时期收录至县长及相当县长以上职务的人物，新中国成立以后收录至处级及相当处级以

上职务(含企事业单位)的人物。
。

现代专业技术人员名表，市内收录至中级职称及以上专业技术人员，市外只收录高级职

称专业技术人员。

华侨、华人、港、澳、台同胞名人表，收录近现代晋江籍华侨、华人、港、澳、台同胞中著名

社会活动家、专家学者、企业家、金融家、宗教界人士，以及对桑梓公益事业做过较大贡献的

人物。

五、人物录，设革命烈士英名录和英雄、模范、先进工作者名录二种。

革命烈士英名录，收录新民主主义革命以来晋江人在晋江和外地、外籍人在晋江为国捐

躯，为革命和建设事业牺牲，经省、军一级定论和公布的烈士，并按牺牲时间顺序排列。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单位表彰的英雄、模范、

量名称、引文注释、文体文风等编写规则，遵照《晋江市志》凡例及编写通则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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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一 人 物 传

晋江自建县以来，英才俊杰辈出，前后相望，灿若群星。唐代有开闽甲第的文学家欧阳

詹；宋代有勋猷彪炳政绩卓著的政治家曾公亮、梁克家、洪天锡，雄才大略的改革家吕惠卿，

学问渊博的史学家吕夏卿，著名学者曾性，诗人徐玑；明代有经术湛深的理学家陈琛，才华横

溢的古文学家王慎中，立朝鲠直不畏权贵的名臣庄际昌、黄克缵，书法巨匠张瑞图，争风突

浪、贾行海上的安平商人李寓西；清代有智勇双全的军事家施琅、吴英，独凛冰霜、廉介自持

的。天下第一清官”施世纶，中国目录学鼻祖、藏书家黄虞稷，东渡日本、弘扬佛学的高僧释木

庵，励志笃学的科学家丁拱辰，医药家吴亦飞，农民起义领袖蔡俭，科举时代福建末科状元、

教育家吴鲁，还有出类拔萃的著名回族诗人丁炜，史学家陈允锡，画家谢巩，金石学家陈檠

仁，武术家蔡玉鸣等；清末至中华民国，有桂华山等一批追随孙中山革命的志士仁人，有董云

阁、李子芳、沈尔七等一大批为新中国解放事业而英勇牺牲的革命烈士；中华人民共和国时

期，有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作出重大贡献的各条战线的优秀人物，如林惠祥、卢金钗、蔡

云腾、陈启紫、倪端仪、王兆惠等。晋江是著名的侨乡，台湾和香港、澳门同胞主要祖籍地之

一，在“三胞”中，有爱国爱乡的陈清机、李清泉、释宏船等一大批海外华侨，有开发宝岛的施

世榜、维护台湾主权的爱国志士蔡培火等晋江籍台湾同胞，有关心、支持祖国家乡四个现代

化建设的庄清泉等港澳同胞。还有千百年来在晋江任职、活动、生活过的，对晋江政治、经济、

社会作过重大贡献，产生重大影响的外籍人士，如五代的陈洪进，宋代的朱熹父子，明末清初

的郑成功、王承祖等。他们的道德、气节、政绩、学问、文章，各具特色，可风可范，可钦可敬。今

选取其中佼佼者立传，以卒年为序，荟萃成编。

欧阳詹

欧阳詹，字行周，唐天宝十四年(755)生于泉州晋江县潘湖(今池店乡潘湖村欧厝)。父曾

任博罗县丞，早逝。詹自幼性喜恬静，不与一般儿童嬉戏。雅好观览河山景色，常常流连于水

滨岩畔而忘返，每遇风月清晖，则长吟高啸，暮而居留。他勤学好问，遇有疑难问题，就虚心向

人请教，学有所得，铭刻于心，怡然自乐，数年间学业大进，操笔属词，均人所未到。

泉州土地肥沃，山泉禽鱼富饶，虽有能通文书吏事者，亦不肯远仕北方。在此风气影响

下，詹虽具文才，却无心科举功名，他与逸士罗山甫同隐潘湖，研究学问，又从灵源山道士蔡

明浚学修炼之术。

唐建中初(780—781)，故相常衮起为福建观察使。莅任后，倡导教育，奖掖文士。时泉州

刺史薛播荐引詹会见常衮，常衮接见之后，大为惊异。詹有所作，辄加赞赏，目为芝英。此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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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衮每有观游宴集必与詹同行。由是詹头角崭露，文声腾于江淮，达于京师。

当此之时，詹经常与林菹、林藻兄弟等士人往来于莆阳福平山。在“灵岩精舍”、“廷寿山

别业”、晋江龙首山“妙峰堂”、清源山赐恩岩石洞，及其外祖母家(南安高盖山。白云书室”)、

南安丰州孔子学、莲花峰，以及九日山延福寺等处，与入闽隐居山林的诗人秦系、故相姜公辅

辈交游论文，咏吟酬唱，声名更为远播。

贞元二年(786)，詹上京赴试。抵达长安后，为等待考期，数年之间，历游京师，周览秦川，

探访殷墟，所到之处，均有佳作，如谒关龙逢墓而作《怀忠赋》，谒茂陵乃撰《吊汉武帝文》，访

京师而有《曲江池记》。在此期间，广交名士俊杰，如韩愈、柳宗元和刘禹锡辈，并与韩愈结为

至交。贞元八年，春闱开科，詹高中进士第二，贾榜首，韩愈居三，李观、李绛、崔群、王涯、冯

宿、庾承宣诸名士联第同榜，皆天下英俊，故时人誉称为“龙虎榜”。闽中巍擢甲第自詹始。

是年五月，詹出都门荣归省亲，大光州闾，得到刺史席相的器重。

詹逗留泉州1年有余。九年正月饯裴参和于东湖，三月赴莆田吊孝子林攒，作《甘露

述》，归为席相、姜公辅作6---公亭记》，纪念席相及挂冠隐居南安九日山的故相姜公辅。秋七

月作《泉州刺史席公宴邑中赴举秀才于东湖亭序》，九月作《北楼记》，又作《六曹都堂记》。六

曹都堂建造于八年冬，刺史席相特留待詹为之作记。

九年秋冬返京师，十年应直言极谏试，没有录用，遂往西秦，同年回京师，十一年冬应宏

词科，试题为“片言折狱论”。詹反对把“片言折狱”作为美政，认为“以斯折狱”，小则严刑拷

打，肌肤受刑，大则性命丧于刑具，其结论是“片言不可用以折狱”。又不入选。直至十四年四

试吏部之后，始授国子监四门助教。詹任职后，以笃学荐贤为己任，如徐晦落第，在其勉励下

再试而高中，后任福建都团练观察处置使，官终礼部尚书，徐晦为此终生感荷。

十五年五月，詹前往同州，旋游太原。是年冬，好友韩愈以徐州从事来京，詹率其生徒跪

伏阙下，极力推荐韩愈任职位较高的博士之职，事虽未果，却见其荐贤之襟怀器度。史称唐代

自置助教一职，能举荐贤士者以詹为最。 、

詹尝游四川、湖广、山西和河南等地，以文会友，倡导古文运动，并于贞元十六年上书相

国郑余庆，以冀一展雄才，不意郑相公尚未批复，詹遽尔辞世。

詹既卒，李翱为之作诗，韩愈为写哀辞并亲笔写信通知崔群，崔群哀痛至极，徐晦闻丧更

是悲痛涕零。

詹柩扶归莆田，葬于广化寺侧释迦文佛塔阴。墓至今尚存。

詹嗣子二：长日愤，居南安，有文名；次日萌，居莆田：从子柜，开成三年(838)进士。时晋

江萧贞献太后降旨寻弟，里人萧本上京妄认希宠，柜通过泽潞节度使刘从谏辨质其伪，时人

称其气节。

詹所著有《四门文集》10卷，共收诗、赋、传、记、论、述、序、铭、颂、书、启诸门类计146

篇。后人李贻孙为序，谓其文精于理，切于情，宜司当代文柄，以变风雅，而诗名尤卓绝一时。

论者曾誉为濂洛关闽学派之祖。

陈洪进
～

陈洪进，字济川，泉州仙游(今属莆田市)人，后梁乾化四年(914)生。出身贫寒，少怀大



悉兵法，以才勇闻名乡里。青年时代即应募从军，为泉州散指挥使留从效

源军统军使。

宋建隆三年(962)，留从效卒后，洪进掌握泉州军政实权。不久，南唐后主李煜正式任命

洪进为清源军节度使、泉南等州观察使。时宋太祖赵匡胤平定泽州、潞州，起兵下扬州，准备

统一中国。洪进派人北上奉表，表示归顺。乾德二年(964)，太祖改清源军为平海军，授洪进

为平海军节度使、泉漳等州观察使，主持泉州军政事务。

五代十国，北方战乱，民众纷纷南下。泉州、晋江地处东南沿海，远离政治中心，相对稳

定，人口急剧增长。“泉州人稠山谷瘠，虽欲就耕无地辟。”为了解决耕地和粮食问题。洪进决

定筑埭围垦。

晋江南岸沿海是一片荒无人烟的海滩。洪进派遣家丁配合附近乡落的百姓共同开垦。他

们沿海岸筑起一道长3里的海埭，设立7个闸门，导引南浦诸水冲洗滩涂咸质，使方圆几十

里的荒滩变成蓄泄兼备的良田。海埭筑成后，洪进率先把自己的家族迁到那里定居。其地因

陈洪进首倡开发，后人为纪念他，遂称“陈埭”。

雍熙二年(985)，洪进病逝于开封，葬开封祥符县田村。旧时县城大门铺南岳庙专祀洪

进，今废。陈埭陈厝祠堂(在四境)奉洪进为开基始祖，年年香火不绝。

高惠连

高惠连，字公溥，晋江安平(今安海镇)人，生于北宋开宝五年(972)。其始祖高钢，唐末因

避乱自河南光州固始县迁徙入闽，初居福唐县(今福清县)怀邑凤岗。五传至高毕(字德润)，

即惠连祖父，官正议大夫。后周显德四年(957)，知平海军(治泉州)，因御海寇死节殉难，赐葬

晋江陶治山，于安平立祠。惠连随父高镒、伯父高镔徙居安平，以守祖茔。

惠连自幼聪敏过人，博学多才，与师友论文，晰理精辟明快，人皆服其警敏。后游庠州郡，

领乡荐。咸平二年(999)擢登甲科进士，初授宣教郎，任桂州州学教授。后转奉议郎，授龙阳

知县，颇著政绩，迁朝奉郎，升兵部郎中，赐绯衣银鱼袋。

大中祥符二年(1009)，惠连以朝奉大夫知泉州。后累官至广南西路诸州水陆计度转运

使，兼本路劝农使、轻车都尉。天禧二年(1018)，丁母忧守制。除服后，迁御史大夫，兼参赞转

运使。天圣元年(1023)，父高镒去世，御赐祭葬。服满晋京，复任巡抚广南西路御史大夫，兼

参赞机务尚书兵部侍郎，封渤海郡开国侯，赐紫金鱼袋。庆历元年(1042)，嫡配安氏亡故，乞

假扶柩回安平原籍安葬。假满回朝，奉旨摄掌兵部尚书政务。皇祜四年(1052)，惠连80岁，

以年高体衰致仕。

惠连毕生从政60多年，政绩斐然，积官至兵部尚书。时誉为“耆旧之英，皓儒之伯”。知

泉州军州事时，以州学旧址，基址卑下，每逢雨季，常被洪水浸潦。惠连为改善士子读书环境，

将州学迁往地势较高的育材坊，以避水潦。熙宁二年(1069)，著名政治家王安石在为惠连撰

写的墓志铭中称：“乃迁州学于育材坊，后岁贡裁得人，泉为多士，或以为兴学之所致也，士者

德之。”

惠连的嫡配夫人安氏，为北宋初徙居安平的贵胄安连济的长女，诰封太原郡夫人。有二

子三女。长女高良，配吕惠9即为正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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熙宁元年十一月，惠连卒于安平，葬南安三十六都虎头山一带，地名柑山(今属南安官

桥)。

吕 夏卿

吕夏卿，字缙叔，晋江人，生于宋大中祥符八年(1015)。夏卿自幼刻苦用功。‘‘日诵数千

言”，经常“闭门读书，亲朋罕见其面”。他喜欢搜集书籍，“博览强记，而于历代史尤该洽”。

景祜元年(1034)，夏卿第一次上京参加会试，虽未考取，却名震京师。当时，同安苏绅在

朝为官，见了他的试文稿后，很是赞赏，并拿给同僚们观阅，大鸣不平，愤慨地说：“安有文章

如此而不为时用者?”庆历二年(1042)，夏卿再次赴试，与其兄吕乔卿同举进士。初任广东端

州高安县主簿，不久升江苏江宁县尉。

时翰林学士欧阳修对夏卿的文才十分赏识和器重，曾作诗称赞夏卿：“去年柬书来上国，

欲以文字惊众人。驽骀群马敛足避，天衢让路先麒麟。”庆历五年，欧阳修和宋祁奉诏编修《新

唐书》，联名推荐他参加。皇祜元年(1049)，夏卿被命为编修，参加《新唐书》的编纂工作。《新

唐书》工程浩大，历时17年才完成。据清乾隆《泉州府志》载：“凡预载笔者，皆一时高选，前

后十余人，迁徙不常，惟夏卿与范镇自发凡讫于竣事。”欧阳修还请他往西京查阅校对唐、五

代的奏牍案簿，《新唐书》中的宗室、宰相两个世系表，就是他亲自反复校阅有关资料编成的。

同时，他又根据所掌握的大量资料，编纂《新书纪志传义例》，并“摘其中繁文阙误目”，编成

《唐书直笔新例》和《唐兵志》。他又搜集全国许多碑刻和历代氏族谱志，分别编成《唐文献信

考》，《古今系表》。由于他在中国的史学上做出不少贡献，《宋史》吕夏卿本传给予很高的评

价：‘‘夏卿学长于史，贯穿唐事，博采传记杂说数百家，折衷整比；又精通谱学，创为世系诸表，

于《新唐书》最有功云。”《新唐书》告成后，他即迁调直秘阁，同知礼院。

夏卿不但善于治史，而且对于国家政事也颇有见地。宋仁宗在选用大臣时，曾向他征求

治理国家的意见。他即向仁宗面陈“时务五事”，并说：“天下之势，不能常安，当于未然之前救

其弊，事至而图之，恐无及已。”他还向仁宗建议恢复兵屯制度，以为巩固边防的根本。他所提

策略和意见，受到仁宗的重视，都被采用。英宗即位后，夏卿改任史馆检讨，同修起居注、知制

诰。面对西、北二边境的安定问题，英宗征询夏卿的意见。夏卿恳切地回答说：“两朝不惜金

帛以和边，脱民锋镝之祸，古未有也。愿勿失前好。”

熙宁元年(1068)，夏卿调任兵部员外郎、知制诰，同修实录。，以“积劳致疾”请求安排闲

职。因而出任颍州知州。他赴任后，忽然生一种怪病，身体日渐缩小，死的时候竞象小孩。葬

惠安黄塘白岩山麓，今墓无存。 r

夏卿故居在县城城西睦宗院(今泉州市区西街旧馆驿)之西。人们在其附近建一座名为

“紫微坊”的石牌坊来纪念他。
”

曾公亮

曾公亮，字明仲，号乐正，晋江人，生于宋咸平二年(999)。刑部郎中曾会次子。

公亮出身于名宦世家，年轻时就很有抱负。乾兴元年(1022)，受父命奉表晋京祝贺仁宗

登基。仁宗授予大理评事。公亮立志从正途登官，不愿斜封，未赴调。天圣二年(1024)，高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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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甲进士第五名，即授越州会稽(今浙江绍兴)知县。

天圣六年，公亮在会稽为百姓兴修水利，治理镜湖。“民田镜湖旁，每患湖溢，公亮立斗

门，泄水入曹娥江，民受其利。”后因“坐父买田境中”，被贬谪为湖州监酒。

公亮在湖州呆了好几年才晋升为国子监直讲，后又改为诸王府侍讲。不久，他在年终的

考核中再得升迁，授集贤校理、天章阁侍讲。

庆历三年(1043)，升任天章阁待制，获赐金紫服饰。依旧制，待制不改服。仁宗亲自钦赐，

并说：“朕自讲席赐卿，所以尊宠儒臣也。”不久，再擢为知制诰兼史馆修撰。

庆历八年，宋仁宗召集知制诰、待制、谏官、御史等官员，议论朝政得失、兵农要务、边防

备御、将帅能否称职诸事。公亮上疏言事，。完堡栅、畜兵马；使主兵者久于其任，则夷狄不敢

窥边；取之得其要，任之尽其才，则将帅无患无人；损冗兵、汰冗官，则财用省；徭役不专在农，

则耕者劝。”皆取当时所需而便于施行者。

皇祜三年(1051)，公亮受命为翰林学士，判三班院。三班院掌管武官三班使臣的注拟、升

移、酬赏、荫补、封赠等事。时三班吏目品质低劣，到班办事，非赇谢不行。贵游子弟，多倚势

请谒。公亮整理公布朝廷前后章程，严格照章办理，使吏目无机可乘。同年，闽南一带灾害严

重，公亮查明实情，请减漳州、泉州、兴化军丁米，为家乡办了好事。

至和元年(1054)，因军事重镇郑州社会治安非常混乱，宋仁宗挑选公亮以端明殿学士衔

出知郑州。他一上任就大力“禁戢奸盗”，并“询访问里，为之除害兴利”，使郑州的社会治安大

为改观。《宋史》曾公亮本传载：“盗悉窜他境，至夜户不闭。尝有使客亡橐中物，移书诘盗，公

亮报：‘吾境不藏盗，殆从者之庾耳。’索之，果然。”于是，郑州百姓都誉称他为“曾开门”。不

久，复调入京为翰林学士，并知开封府。

嘉裙元年(1056)，公亮晋升为给事中、参知政事，加礼部侍郎，进而迁为枢密使。五年，以

职业兵“饱食坐，安以嬉”，耗费财政，实施裁减，重新编制图籍，全面掌握“四方兵数登耗，三

路屯戍多寡，地理远近。”

六年，拜吏部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公亮明谏文法，入朝为官近20

年，熟悉朝廷台阁典宪。首相韩琦经常上门请教。八年，仁宗病危，公亮与韩琦共定建储大事。

是年，密州(今山东诸城)民田中发现银矿，有小偷盗窃，被发觉后强行拿走。大理寺以“强

盗”论死，许多官员附议。公亮独持不可。认为银矿出产在山泽间，不是禁物，小偷虽然恃强

偷盗，但与明火执杖闯入民家抢劫有很大区别，罪不应死。刑部讨论“议如公言”。以前东州

地产金银，坐强取者多判死罪。自此案后，类似案件则无死者。

治平元年(1064)，英宗即位，公亮加中书侍郎兼礼部尚书，不久加户部尚书。有一回，契

丹使者来京，刚好宋英宗患病不能接见，委托公亮按例赐宴紫宸殿，可契丹使者不肯赴宴。公

亮责问辽国使者：“锡宴不赴，是不虔君命也。人主有疾，而必使亲I临，处之安乎?”使者不得

已，只好就席。
“

熙宁元年(1068)，神宗即位，加封公亮为门下侍郎兼吏部尚书，翌年进昭文馆大学士，累

封鲁国公。三年，公亮以年事已高，自请罢相；九月拜司空兼侍中，领河阳三城节度使、集禧观

使；四年，又起判永兴军。时庆卒叛乱，虽已伏诛，而余党漏网逃亡，自陕以西诸州军皆警备，

添兵加将，举措张惶，人·5-骚动。公亮泰然自若，一以静镇之。依旧坚持裁抑冗费。长安豪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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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造流言蜚语，散布说营卒埋怨减削军费，密谋在上元夜连结外兵为乱。永兴军一些人听信

谣言，惊恐不安。有人劝公亮上元之夜不要出游，公亮不以为然。是夜令全城张灯纵观。公

塞仍与部属欢宴观灯，竟夕没有发生士兵哗变。居永兴军一年，返回京师。熙宁五年，以太傅
■

致仕。

神宗即位后，锐意振刷政治，力图富国强兵。公亮极力举荐后起之秀王安石，说：“安石文

学器业自宜用”，“安石辅相才也”，“宜膺大任”。王安石实行变法时，他又鼎力支持，并遣其子

曾孝宽参其谋，因此横遭保守派的攻击和非难。

元丰元年(1078)，公亮逝世，葬于河南新郑县。神宗对于公亮的去世，极其悲伤，据《宋

史》记载：“公亮卒时，帝临哭，辍朝三El。赠太师、中书令，谥日宣靖，配享英宗庙庭。及葬，御

篆其碑首日‘两朝顾命定策亚勋之碑M。

公亮方厚庄重，沈深周密，历仕宋仁宗、英宗、神宗三朝，树立不少勋绩。公亮卒后，泉州

人民特将他的灵位奉祀于乡贤祠。

公亮平生著作很多，除参加编撰《新唐书》外，见于记载的还有《英宗实录》、《元日唱和

诗》、《勋德集》、《演黄帝所传风后握奇阵图》和《武经总要》。《武经总要》是公亮和端明殿学士

丁度于康定元年至庆历四年(1040—1044)承旨主编的一部兵书，共40卷，分前后两集，为中

国古代一部军事科学的百科全书。

公亮夫人陈氏，武信军节度陈尧咨之女。有子三：长孝宗，为军器少监；次孝宽，为枢密院

使、端明殿学士、吏部尚书；三子孝纯，少师。，

释法超

法超和尚，俗姓施，晋江安仁乡弦歌里浔海(今龙湖衙口)人。北宋明道年间(1032—

1033)通过试经入选出家，受比丘昙足戒后，游方越州，参清化寺志超和尚学经。学成归来住

北山寺参研藏经，日中一食，功行深满。后以亲老回乡孝养，在乡里建镇海塔及庵，静居住修。

平日事亲至孝，乡亲受其感化均能孝养父母。 -

法超居乡近海，属永宁支港，村民出入乡里都要涉渡浅海滩涂，每当冬月寒潮，行人手足

僵冻，几至皮脱肤裂。法超为解除乡人涉渡之苦，乃募资独建石桥于支港，全长800余尺，

130多间，并于桥头建造石塔，桥中构建凉亭6座，称为“悲济桥”。从此里人出入往来方便，

皆感荷法超的盛德。

法超事亲终老后，即托钵云游京师，此后又往潮州，住锡九侯山妙峰寺多年。元祜六年

(1091)八月，在同安梵天寺圆寂。
。

法超建造悲济桥，开宋代晋江僧人独资造跨海大桥的先河。此后，有宋一代，在晋江造桥

的热潮中，就有10多位出家僧人参与建造大小桥20多座，较大工程的名桥，几乎都有僧人

募资捐助或主董建桥事务。 。，

吕 惠卿

吕惠卿，字吉甫。宋明道元年(1032)，生于晋江县开建乡仁孝里西安村(今属安海镇)。父

吕踌。精明廉能，不畏权贵，历官光禄寺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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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卿主持监务期间，积极建议学校挑选贡举，应选通经术、谙政事的人主判大学，以有学

行艺术者为教授。自京师至诸州皆建学校，取以经义，策以时务，殿试专用策问。于是王安石

接受他的意见，罢停制举，整顿学校，从中央至地方，学官、教授全改由经过中书或国子监选

择的人充任。

惠卿判国子监期间，又与王安石之子、太子中允王毋同修《三经新义》，兼知谏院，为翰林

学士。当时新法正大力推行，保守派抓住河北推行青苗法时有强配现象，大加指责。神宗对

新法产生怀疑，发生动摇。王安石也因新法屡遭阻碍，称疾家居。惠卿担心新法中途夭折，一

面辨明得失’，一面发动监司、郡守，向朝廷奏明真相。神宗经过深思熟虑，决定继续推行新法，

支持王安石继续执政。

新法因触及大地主、大商人根本利益，所以越是执行，保守派的攻击就越是凶狠。熙宁七

年(1074)终于掀起一场全面围攻变法活动。枢密使文彦博上言“祖宗之法不可变”，首先发

难；接着参知政事冯京上疏说，四川I王小波之乱是因“市易法”而起；监安上门郑侠献所绘“流

民图”，把水旱灾害归于变法；司马光上疏请废新法等等。四月，神宗在太皇太后、皇太后及朝

野的压力下，罢王安石相，让王安石出知江宁府。拜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韩绛为宰相，惠卿仍参

知政事，遵行新法。王安石作书以贺，其《贺吕参政启》云：“窃闻明命登用大儒，是直夷夏之交

欢，岂特亲朋之私庆!”保守派则讽刺韩绛为“传法沙门”，吕惠卿为“护法尊神”。

惠卿不顾一切，坚持推行新法，如行“手实法”，设五等丁产簿，令民众自行申报财产，据

以纳税；又行“置将法”，开封、河北、京东西置37将，河东、秦凤、永兴置42将，加强防御。募

集灾民兴建农田水利，以工代赈。两法一行，谤讪立至。神宗对诸言事不实者分别查处，郑侠

遣英卅l编管，冯京罢参知政事，王安国罢崇文院校书。

熙宁八年二月，王安石复相，以其子王勇为龙图阁直学士。王男辞。惠卿劝神宗允其请。

殊不知原来王舅是假意推辞，结果弄假成真。王勇本来就受其叔王安国的影响，攻击新法，由

此更怨恨惠卿。八月，御史中丞蔡承禧罗织惠卿罪状上疏。惠卿自请居家待查，听候处理。王

舅趁机暗示御史中丞邓绾弹劾惠卿兄弟借秀州富民钱购买田地，与华亭县张若济以非法手

段牟利。惠卿因此被贬出守陈州。

华亭之事，经置狱讯问，不能成案。王雾背着王安石，私下与门下客吕嘉问、练亨甫共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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