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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成立以来，在高举爱国主义旗帜，建设两个文明的同时，为挖

掘史料，抢救史瓣做了一定的工作。除每年出版《番禺县文史资料'(现已出版六期)外j

还出版了《禺山兰桂》；获得县内外各方面人士和华侨，港澳乡亲的关注与支持。今除继续

筹办《番禺县文史资料》第七期外，本着研究史料的精神，特委托本会委员何品端同志，编

纂一本反映我县历代著述概况的史料，作为《禺山兰桂》的姐妹篇，以餐读者。

本书编纂之际，得县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的支持，列为。番禺县志丛书”之一，定名

‘番禺县书目志》_‘⋯一
’‘ ⋯

i

番禺一地，h远在先秦时期，已是岭南都会。秦，汉以来，既是县治，郡治，更是全国重

要趵外贸港市。其间南北交往，东西汇合，与省内各县一道，创造了灿烂的岭南文化。历代

邑人的著述，就是这灿烂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我县自东汉以来，著述代不乏人，明清两朝，尤为兴盛，时至今日，毫不减弱。著述历

史，长达·千九百多年，作者八百多人，著述一千九百多种， 。文化之乡”，其名有自。

其中较古的，如汉杨孚《异物志>，晋王范《交广春秋》和黄恭《十三州记》，元陈大震

<南海志》，明郭柒《粤大记》和清初屈大均‘广东新语：》，都成了岭南的重要文献。有极

高的学术价值。面明代的前后。南园五子。，邑人占了四名。他们打破明代全国诗坛的沉

寂，卓立在南园艺苑之中，《临清集》，《雪篷集：}，《易庵集》．《驾部集》和《南园五

先生诗》，以及屈大均《翁山涛外》，成了骚人瑰宝，南国奇葩。张诩、何廷矩，王渐逵，

拣维顺、陈其具的理学著述，李昴英，韩上桂、叶衍兰，汪琮，沈世良，汪兆铨的诃学著

作，陈澧，侯康，何若瑶，李光廷，赵齐婴，徐灏的学术论著，吴道镕《广东文征》，叶恭

绰《全清词钞》，以至当代邑人的众多科学著作、文艺著作，可谓缤纷满目，各呈异采。

本书为了反映我县历代著术轮廓，是以时代为脉络，书名为纲目，作者为单元，方志为

体裁。其中重要著作及作者，作简要介绍。但由于对代久远，加以兵燹离乱，敖失之书达百

分之九十以上，只有用间接的方法加以考核，其中能引用权威著述或名人序跋以说明问题

的．都尽可能加以引用。错漏和讹误的地方必然很多，深望指正。

本书出版时，承蒙县政协常委港澳委员吴妇‘源先生赞助，特表谢意l

番禺县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一九八九年三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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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一。i述

邑人著书，历史悠久，汉，晋以下，代不乏人，至明，．清两代，更为兴盛， ；．．·

岭南入最早的著述，为《隋书·经籍志》所载的杨孚《异物志》(注1)。杨孚是本县

下渡头村人，活动于东汉章帝及和帝两朝(公元76—10s年)；因此邑人著作的历史，约起子．

公元76年，至今已历一千九百多年，计作者八百多人；著作书目一千九百多种。 ：。

杨孚《异物志》，含《南裔异物志》’《交赡鼻物志》移，《裕海水土记》，皆以志书形

式，记载当地物产、风土和人事，为岭南开创修志的先河。继面有晋代王范《交广春秋》和黄

恭<十三州记》，宋代李昴英《南海志》，元代陈大震《南海志》和张诩《崖山志》，明代王

渐逵《岭南耆旧传》和郭案《粤大记》，清初屈大均《广东新语》等，均成岭南史志的要籍-

清代邑人修志更盛，直到民国时期。还有吴道镕《海阳县志》，葬锋《番禺县古坝乡志》。

有史以来，举凡修纂省志、府志、县志，均有邑人参与其事，面邑人于外地为官者，亦热心为当

地修志，·如郭桑《四川通志》和《夔州府志》，韩上桂《定州志略，和《雷州府志》等等。

邑人著作另一特点，是重视乡邦文化的搜辑工作。较早的有屈大均《广东文集》，。计i+

百余卷，特在广州筑文选楼从事搜辑工作。后因篇幅浩大，无力印行，7便从中辑出《广东文1

选》舀十卷刻印，其它如陈大震≮南海乘文集》，黎遂球《南园五先生诗选》，。凌腾龙《岭．

南文献摘要》．王隼《岭南诗纪>，黄登《岭南五朝诗选》，许玉彬和沈世良《粤东词钞'，

杨永衍《粤东词钞续辑》．以至民围时期吴道镕的《广东文征》等等a ．．： ，

邑人最早的集部著作，是载于《隋书·经籍志》的晋代黄整《黄整集》。黄整是著《十

三燃记)黄恭的族子。《番禺县志》蜕她。为平越司马，博洽文词，有集十部”。此后，唐

代郑愚《郑愚集》，宋代孔元勤《孔元勤诗文集'。李昴英《文溪存稿》，明初何子海《百

川集》等等，数量甚多。清代以后，随着岭南经济的发展，印刷业特别精良，邑人自刻或由

其门人，后人刻印的文集、诗集或诗文集之多，更不可胜数。 ··

：

县内居民，多数是中原移民，大都修有族谱，以记其先祖居地及南移路线。清代学者，·

甚重谱牒之学，有‘家乘犹国史’之说。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亦歹JJ谱牒一门。事

县旧县志的《艺文志》亦收族谱书目。县内最早族谱为唐代何鼎《通儒续系》。何鼎为沙湾

何族远祖，任容，管二州经略使，以老乞归而修此族谱。续后著名的有宋末张镇孙《张状元

家谱》(注2)，明代蒙安《番禺蒙氏家谱》，清初屈大均《闫史》等等。此类族谱，初期

多以钞本出现，至涛末民初，才逐步有粼印本。今省中山图书馆亦有部分收获。

本县历向诗风甚盛，素有。粤人好歌”之称。典籍中记载最早邑人作诗的，为西汉张买。

张买为本县百越族人，在汉惠帝时为大中大夫， 。侍游苑池，鼓裎为越讴以讽”。 。越讴’

没有留存，尚留存又最早的是东汉杨孚《异物志》中的四言诗(洼3)，屈大均就有我粤。诗

始于杨孚”之说。我县诗风因之历千百年面不衰， 本志录有不少诗集或诗文集书目足可为

证-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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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宋以前邑人著述不多，教失也不少。甚厨与本省本县有关面嚣邑人著述的也多有数

失，如陆贾《南越行记》．范琼《交州先贤传》、顾徽《广州记》、郑熊《番禺杂记》、冯

拯《番禹纪异》，王德琏《番禺记》等等。

宋、明理学大盛，直接影响本县。特别是明代世称白沙先生的陈献章，以陆九渊。心即

理”为宗旨的理学，起予新会，影响全国。邑人不少是他的弟子或再传弟子，《广东新语》

也说。东粤理学大昌4。沙湾王渐逵为湛善承门人，郾自沙螅再传弟子，长期讲学于粤秀。明

代邑人自然也多理学著作，如为自沙弟子的，有张诩《东所文集》和《自沙遗言纂要》，何

廷矩《礼意大全》、1为再传弟子的有王渐逵《读易记》， 《四书迩言t》·、《大学义略》和

《洛澄学志》，’陈维顺《天关讲学录》，陈其具《恩诚日录》和《讲易疑义》，‘以及刘格

《性搅》．《致知说》，陈溺《心性学宗》等等。
’ · t

明代崇尚理学，诗坛较为沉寂。但本县与岭南一道，既有探求理学的一面，还确‘诗风特

‘盛的另一面。自元末起，邑人黄哲，李德、赵介和香山孙簧，南海王佐等，已在本县广州抗

风轩结南园诗社，世称。南园前五子。，开创了明清两代番禺县以至全省诗歌繁荣局面，随

着而有粤洲草堂，天山草堂，西台精会．坡山社等诗社的诞生，面《南园五先生诗》集，也

，多次蕊刻。南园诗社亦屡废屡兴。对至民国前夕，邑人粲鼎芬，1李启隆、吴道镕、汪兆铨等，

还发起重开。后南园诗社。．诗集的刻印，更见其盛了。

清代，本县诗歌创作持续发展。邑人王隼辑选了《岭南三大家诗选》之后，屈大均就誉

为“岭南三大诗人”之一J他的《道援堂诗集》和《翁山诗外》，被推为”学者之诗”而闻

名全虽。请末民初的粱霸芬．也被推为。岭南四家。之一。当时活跃于本罢的重要诗社，有

鹤洲草堂，碧玲珑馆、万松园、听松园，寄园、海山仙馆、杏林庄诗社等。邑人张维屏的听

松园和寄园，为广东诗人经常雅集之所，张维屏就成了当时广东诗坛的领导人物。他的《圜朝

诗人征略》，选辑了有清～代的诗作并有诗人小传，很得梁启超的擢许。诗集的刻印之盛，自

不待言。更有以一姓西出诗集筠，勉g石桥谢西待存》，《番禺黎氏诗选》j《番禺潘氏译

略》。石楼村为拟定《石楼八景》而征诗，得七千多首，由张维屏评定等第刻印成集。明末

清初，更在员冈海云寺出现了以本邑僧人函是为首的一群诗僧，《海云禅藻》一书便是这群

诗僧的诗歌选集，集中诗僧大多数为本邑人士。，

宋代李昴英《文溪诃》，为我县最早的词集，到清代，县中词坛更盛。涛初屈大均《骚

屑》，为我县涛代第一部词集，据邑入叶恭绰《全清词钞》载，在清代宵词集西世的邑人，

数达四十八位。清道光年问，邑人许玉彬更结越台词社，每月集会赋词并刻词集，第～集名

《越台箫谱》o相继而起的有花田词社．诃林词社。浙江谭献辑《粤东三家词》，三家都是

邑人，即沈世良，叶衍兰和汪琮。谭献是清代词学宗师，此集一出，沈世良等便有。粤东三

家”之豫。其他耍玎张维屏《听松庐诃钞》、仪克中《剑毙诃》，、陈澄《忆扛南馆坷》．潘飞

声《说剑堂词》，-汪兆铨《苌楚轩词稿》等，都是邑人词集中重要之作。
’

词人多是涛人，许多还是书画家，有些还著有画论，篆刻等书。清末民初汪兆镛《岭南

画征略》，更是岭南的重要文献6 一· 、t’
’

清捷是个经史考据之学约全盛肘期，本县也不例外，出现很多学术著作。粱启超《中国

．近三年学术史》中，提虱邑人侯康的史学著作，有《补后汉书艺文志》、《补三国艺文志》、。

《补晋书艺文志)和‘三国志补注’，都是重要之作。面陈澧《东塾读书记>，与顾炎武<日

·。2；··



知录》相仿，为子．史的评论巨著。其实，邑人对二十四史，也傲了许多技，洼、扑的工夫。

地理方面，《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提到邑人李光廷《汉西域图考》，认为。考证有得

者颇多”。也提到陈澧《水经注西南诸水考》，认为。郦氏当时，滇黔之地沦于爨谢，故注

记东北诸水详而确，西南则略面讹。{鸵?·补而纠之i‘惫本书诸家中最为别裁”。其实，邑人
对郦道元《水经洼》中温水和报水方面：以至西商诸永，特多著述以纠误。

《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毪强弱邑入陈澧《切韵考》，是‘除对于切韵本身严密研究发

明外，⋯⋯对于切韵学发达的历史叙述得详瞻而有体要”。陈澧的成就是多方面的，他的著

作，和屈大均、林伯桐、张维屏等人一样，多得很难统计。就数量而言，我县清代作者几达

明代的三倍，著作书目为明代的三倍以上。

一是嫡以后，随着瑟中出先生效是主革命，弱盗会串邑人，右7耘悬漱蛰著作出魏’姆黄

小配《洪秀全演义》．《陈开演义》等小说和《五日风声》。《直日风声》还被认作是最早

的报告文学，是最快地反映三月甘九日的广州黄花冈起义详情的。其它如古应芬《孙大元帅

东征记》，潘达微《声声泪》剧本，胡汉民《三民主义的连环性》和《总理全集》，朱执信

《兵的改造与其心理》：《关于三民主义》和《朱执信文存》等等。都反映了资产阶级民主

。笮命时期的革命思潮。 ：，t 、

’ 。‘· 。‘

在艺术方面，出现了邑人高剑父，高奇峰，，陈树人等。岭南三大画家”的画论和画集，

出现了邑人何柳堂．何与年，何少霞等。沙湾何氏三杰”的广东音乐创作歌曲集。t特剔是抗

日战争时期，出现了邑人冼星海的抗日救亡歌曲集，和伟大的《黄河大合唱》等歌曲与乐章。

建圉屠，’邑入敖处各逮，扶事各自的工作，这对收集邑久的著作发生了困难。近，几年

+。。来．县政协很重视联系敦处外地邑人中的学者专家，-才有部分著作为邑人所知，得以收集而

陈列于县图书馆巾。一 ．。；t
·．． ，， ．．一一．．．。．·。’。

“

． 清代中叶以后，邑人的科学著作渐多，如李明彻《圜天图说》，．陈泰燧《觎轮磨碓图
说》。凌步芳《重学津邋》、《杜德美割园术通义》、《积分初学题说妻、《微积初学详说》·≯

何嚷然更在清同治九年，与美国人合译英人韦而司《化学初阶》， 《广东风物志》说他“是

中国直接据西方化学原著译成中文的第一人”。建国以后，邑人科学技术著作更星繁荣景象。

如何炳林《离子交换树脂》和《离子交换的制备及其性能的测定》， 为研究高分子的现代

尖端科学著作，陈兴业《计算机系统性能评价》是现代科技重要著作，为国内外所重视；踪

永莼《络合滴定》，为研究近舀午年发展起来的科学著作，其饱如何杰《英汉矿业辞典》，

脓赞林《蔬菜裁培学》、《广州蔬菜品种志》，何炳材《船舶防损与救护》，吴嘉麟《化学

过程自控原理及应用》等等，都有极高的科学和技术价值。

李匡武《中国逻辑思想史资料选编》， 《形式逻辑》，谭全基《古汉语修辞学资料汇

编》，《文贼研究》。关世雄《成人教育的理论与实践》，襄方捧《明代粮长熬度》，张家

驹《两宋经济重心南移》等等，都有极高的学术价值。

麦华三的书法论著，关良的画集，凌叔华、陈残云，黄佐临等人的小说，或敲文，剧本

都是有很高的水平，在国内外影响颇大。总之，建同后，邑人的著作，是多方面地，向科学

技术和更高的层次上发展着的，

一：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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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裔异物志(又名《异物志》) 杨擘

(小传)杨孚，字孝元，下渡头村(今

广州河南)人。约活动予东汉章帝及和帝

两朝问。汉章帝朝举贤良。拜议部，詹任

临海太守。屈大均有。广东之诗，其始予

(杨)孚乎”之说。

“南裔”指广东。《广东新语》有。。广-．

东居天下之南、故目南中”亦日南裔”。。‘：

据同治《番禺县志》(即《李志》·以下

简称《李志》)。 。耐南海、交趾刺史，夏

则巡行诸郡，冬则还大府表奏，举刺不法。

其后竟珍献，孚乃著《南裔异物志》，

枚举物性灵悟，指名异品，以讽切之’。

·4-‘

代

本书翔实记载作者所知的岭南动植物和矿

物，屈大均称它。词旨古奥，搜辑之亦可

为广东之权舆”。现有南海曾钊辑本。

交娴异物志(又名《交趾异物恚》>

杨竽

《李恚》认为以上两书都是记载广州

物产。书名皆载于《隋书·经籍志》。

临海水土记(又名《南海水土记》)

杨霉

书目载于《广州先贤传》。《李志》：

。及为临海太守，复著《南海水土记》，

世服(杨)孚高识，不徒博雅’·· ‘



亚
日．

交广春秋(又名《交广二州春秋》)

． 王范

(小传)王范(注4)约为三国至晋

韧人。在三国的吴国孙皓肘，闭户不出。

郭马乱广州，逐刺史徐旗，王范跟徐旗避

难。晋平吴国后，刺史熊睦推荐他为广州

大中正。

’本书是第一本交州、广州的历史。

‘广东新语》：‘。史称其事赡词密．谓交

广之有纪载自(王)范始”。《李志》t

。河内司马彪号博学，著《九州春秋》盛

行于时。(王)范闻之，见其略于岭服，乃

菟罗百粤典故，为书名<交广春秋》’，

在晋武帝太康八年(287)上表献上。<三

国志·吴书》有。广州大中正王范上《交

广二州春秋》8的纪载。郭桑《右江大志

序》。。王范《交广春秋》富百粤事典故

甚析’，可惜此书很早已散佚。

十三州记(又名《交广记》) 黄恭

(小传了黄恭．字义仲，为刺史邓岱

记室参军，甚得器重。后转任封山令。察
孝廉，为著作郎。

《广东新语》。 。以王(范)氏《交

广春秋》多所遗漏，乃为《交广春秋》补

遗a 7其论尹牙、丁茂，朱崖令女， 皆以

<左史春秋》为断，后复为’《十三州记》。

世以其书与杨孚《南裔异物志》，《临海

水土记》并传”。又说“若王范．黄恭诸

人，笃好著书，属粹比事，多以春秋为

名，此其继往开来之功，诚吾粤人文之大

黄整集(10卷，叉名《平越司马黄整集》)

黄整

(小传)黄整，黄恭的族子。史载他

为平越司马，博洽工文诃。

本书《隋书·经籍志》有日，可算为

本县有记载鲸最早集部著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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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愚集

唐

郑愚

(小传)郑愚，唐文宗朝进士，任秘

书省校书郎，累迁尚书郎。唐懿宗时，任

桂，管观察使，三年后代蔡京为岭南西道

节度使，以功召为礼部侍郎。唐僖宗时出

镇南海，拜尚书左仆射。

《郑愚集》书名载于《遂初堂书目》

及《李志·艺文志》内。他的诗现见于

《万首唐人绝句》和《粤涛搜逸》中，本

集早已散佚。

通儒续系 何鼎

(小传)何鼎，唐宣宗大中初进士，

堪著作郎，迁泷州司马。深为节度使李迢

·6。·

礼重，累迁容，管=州经略使，后以老乞

归番禺。《南汉书》说他。有文名，治所

部，多惠政，尤善星历”，为本县沙湾何

族远祖。

本书为《沙湾何氏宗谱》的较早期族

谱，是续唐何昌期居本省山阳县通儒坊

时，所修的《通儒世系》的续集。《沙湾

何氏宗谱》载； “(何鼎)乃取(何)楷

袒以前三十八代本支宗系，修续宗谱”，

是我县叮考出的最早族谱。

广州刺史碑(12卷) (佚名)

《李志》引已亡侠的《隋书·艺文

志》说有不署撰写人的十二卷《广州刺史

碑》。



五j代(南‘汉)

五代时◆我县是刘隐所建立的南汉小朝庭，所以，番禹县有些方志也以南汉作朝代。

钟左丞文 钟允章

(小传)钟允章，南汉高祖乾亨迸

士，累迁中书舍人。中宗刘晟时，拜工部

郎中，知制诰。后主刘张时，升尚书左丞，

参政事。后被诬谋反冤死。《南汉书》说

饱。素淹博，能文辞’。

史称南汉无文，只有钟允章和钟有章

兄弟以文名。《广东新语》。 。钟左丞允

章，番禺人，南汉刘晟喜其才思敏捷，诰

命碑记，多命为之。， 《南汉书》说。

。允章文恩敏捷，援笔立成，词藻灿漫。

每撰进，无不称旨。。集已忙佚，现在只

存他的《云华御室记》一篇。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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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元勋诗文集 孔元勋

(小传)孔元勋，唐尚书孔癸毙(音逵)

后裔。孔癸竞为岭南节度使时，即家番禺。孔

元勋于宋绍兴初中进士，授迪功郎、连州

教授。后知封州，朝散大夫。转知新州，

声誉更隆，但未及重用即去世。本县“慕

德里”就是因为他的祖父孔戴、父亲孔粹’

和弟弟孔元凯都有善政和贤德面得名的。

‘《李志》：，元勋能文章，工诗，清

劲沉蔚，类其为人，集藏于家”(注S)。’
．

省斋文集 ：’n ．、 曾。槐

(小传)曾槐，字仲卿，宋孝宗淳熙

进士，高要尉，改知归善县。因治理丰湖

(今惠州西湖)有成绩，帝令中书记名升

擢，监进奏院。宋孝宗嘉泰年问，校文春

官，继任司农寺簿兼大府丞，知桂阳军、

朝奉大夫。平生从周必大，杨万里游，广

州人荐他“文学行义，斗南一人”o

《李志》说他“幼能文，经史皆手

编”。

桂水续集 曾槐

《李志》： ”(曾槐)刚介不与时俯

仰，故仕止郡守，官止正郎。著有《省斋

文集》，《桂水续集》”。

文溪存稿(20卷) 李晶英
。

(小传)李昴英(1201—1257)，字

俊明，晚号文溪。宋宁宗嘉定年解元，宋

·8·

理宗宝庆年探诧。授汀州推官，囟功进太

学正。迁著作郎兼屯田郎．后升大中丞兵

部郎中。宋理宗淳佑问赴京，弹劾大臣范

钟，史嵩之及吴知古。并几次抗疏，弹

劾和揭露史嵩之的罪恶。宋理宗淳佑问，

荐直宝阁江西提刑兼知赣州，后召回，授

大宗正卿兼国史编修，宝录院检讨。弹劾

权臣贾似道，丁大全以后，直声动天下，一

进太常卿右史，兼权吏部右侍郎，升龙图

阁待制吏部侍郎、加中大夫，封番禺开国

男。晚年隐居广州文溪，因以为号。

集为元至元阀门人李春叟所辑。《四

库全书总目》： 。凡奏稿杂文122篇，诗词

125首。明成化中重刻，陈献章为之序。

其文质实简劲，如其为人。诃问有粗俗之

语，不离宋格，面骨力道劲，亦非靡靡之

音，盖言者心声，其刚直之气有自然不掩

者矣。。陈献章序。 。今观其先世文溪先

生遗稿，初涉其流，渺茫汪洋，若江河之

奔驶，而又好为生语，险怪百出，读者往

往惊绝，或至不能以句，以谓文溪直文耳。

徐考其实，则见其重内轻外，难进而易

退。蹈义如弗及，畏利若懦夫，卓乎有以

自立，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盖亦庶几乎

吾所谓浩然而自得者矣。然后置书以叹

日。 ‘嗟乎，此文溪所以为文也’”。今

《粤十三家诗文钞》有《李文溪文集》，

为本县保存较早的集子。

文溪词(1卷) 李昴英

<四库全书总目>s 。其词集本分为



=卷，此本合为一卷，字句舛谬非一，亦不

及集本完善”。本书收词30首。李昴英擅

填词，词风峻健，近辛弃疾一派，有人称

他为”词中射雕手”。《全宋词》，《花

庵词选》、《词品》、《词综》等都选收

他的诃作，是岭南较旱又较出名的词人o
，

南海志(15卷) ，李昴英等

《文溪集》收有李昴英《南海志序》

一文。当时知广州军的方大琮，与李昴英

等，在宋理宗淳裙年间，按四十年前陈岘

《南海志》加以重修。他们“乃视故府，

延问老人，分授以凡例，使各以其见闻

述，然后合而参订是正焉”(注6)。

历法(1卷) (佚名)

乾隆《番禺县志》(即《任志》，以

下称《任志》)认为是宋人撰，由番禺县

刻印。

敬斋医法(1卷) (佚名)

《任志》定为宋人撰，由番禺县刻印。

张翔泰诗文集

(小传)张翔泰，

孙父。为人抗节高迈，

易疏勰

诗疏解

张翔泰

号仲南，状元张镇

肆力诗酒。

张翔泰

张翔泰

两书已侠，《李志》据族潜引出。

归正集 梁观国

(小传)梁观国，字宾卿，为大学士

致堂先生胡寅的学生。胡寅是主张北伐，

力反秦桧的名臣，梁观围亦力排异端。

《广东新语》， 。宋则梁先生观国，

有《归正》一书，谓苏氏父子所为文，‘出

入禅谛，饰以纵横，非有道者之言，胡待

制寅亟称之’。

壶教(1 5卷) 梁观国

。。壶，音。困8，指闺闱。‘《广东新

语》： “《壹教》者，宋南海(郡名)人

梁观国所撰，凡十五卷。授其女弟为师，

使训闻巷童女，以守礼法”。据《中国人

名大辞典》，梁观圈是番禺人(注7)。

议苏文

编正丧礼

东坡年谱(1卷)

梁观国

梁观国

芏宗稷

(小传)王宗稷(音即)，字伯言，

五羊人。

《四库全书总目》： 。自记称绍兴庚

申随外祖守黄州，到郡首访东坡先生遗

迹，甲子一周矣。思诸家诗文皆有年谱，

独此尚阙，谨编次先生出处大略，叙其岁

月先后为年谱云云。今刻于《东坡集》

者，即此本也”。清代学者查慎行补注苏

轼诗集时，对此年谱作了纠正，但不失为

第一手资料。

名臣害行录 张镇孙

(小传)张镇孙(1235—1278)，字

鼎卿，号越溪，龙尾村人。宋度宗咸淳年

状元，授秘书监正字，迁校书郎，通判婺

(音务)州。宋恭帝德裙元年，元兵陷京

师，张镇孙回广州。宋端宗即位，举为

帅。张镇孙聚各乡兵民，在谢村，石壁间

的烟管冈，与都统凌震分兵二路，以图恢

复。后诏为龙图阁待制，广东剃置使，兼

经略安抚使，第二年克广州。曾与元兵大

·9。



战于广州海珠，城破被擒。押送京师时，

在大庾途中自杀殉国。后人将其回广卅所

居泰通里改名。状元坊。。

《名臣言行录》是《李志》据族谱引

出。 ．

见面亭集(16卷) 张镇孙

为张镇孙诗文集。 《张氏世谱》；

·10·

。先是，童谣日。 ‘河南人见面，广州状

元见’。河南，谓婀前大江所面乡落也。

有司因构‘见面亭’以俟之’。1

四书析义

张状元家谱

张镇孙

张镇孙

为张镇孙族谱，书目载于黄佐《广

东通志》。 ．



蘧翁山判

兀
外套
∥ 亭

陈大震

7，C小传_)陈大震(注8)，字希声。

宋理宗宝枯进士，博罗主簿，升长乐令。一

以文辞敏捷，政事宽厚称，调蕲(音其)

州广济县。因功改奉议郎，参静江帅府。

宋凄宗成淳间权知雷州，转朝奉大夫，升

全州守。守城与元兵力战，不支，自劾罢

归番禺。宋亡不仕，常深衣广袖，自号蘧

(音渠)觉先生，立灵位以待死。

《蓬翁山判》为陈大震知雷州时所著

的判案汇集。《李志》： “有妇与夫杀养

母以盗诉者，大震怪其诃色，一问俱服，

州人以为神。在郡二年，判语数百人，刻

之，号《蘧翁山判》”。

南海志(20卷，原名《南海县志》)
．

， 一陈大震

今人考定， 。县。字是后人所加，并

定名为。元大德《南海志》”。宋亡后，

陈大震归隐不仕，元朝的廉访使陆厚，邀

请他出来与教授吕桂孙共同编写广问一路

的南海志。陈大震《南海志序》； “《南

海志》从来久废⋯⋯仅有嘉定、淳梧二

本，首尾残缺。淳稿迄今，五十年矣。大

元混一区字，亘古所无，长城外不知几万

里，皆入版图⋯⋯即旧志增之。若尽去其

旧，则三百年前事不能详知矣”。近发现

《南海志》残本，仅存第六卷至第十卷共

五卷，很为国内学者重视。广州史志学会

已排印发行i残本中保留了宋元时期珠江

三角洲大量史料，其中许多是关于番禺县

的，已成海内珍本。

蘧觉集 陈大震

代
·‘j。’

：；i；
6‘

为文集，《李志》： 。(陈大震)老

不释卷，为文典雅，郡有大著述，必以属

之。文集数十卷，今不存”。， 。
+啼!

南海乘文集

黄岐张氏易(10卷)

陈大震

张复札

’．。‘(小传)张复札(1300一1361)．，字

礼庭，黄歧角(今黄阁镇)人。祖张埒

(音鄂)·于札园生张一飞而迁黄阁。’张

垮通《周易》，会萃各家之说加以折衷，

士大夫都推崇他为宗伯，号。黄歧张氏

易。”张一飞传其子张彬甫和张邻甫。张

复礼是张彬甫子，宗承家学，更为精粹，

能阐述《易》学大义过千言，出入于程，

朱学派之间，成一大家。子孙后为增城

人。·

黄佐《广东通志》。 。(本书)复礼

撰，盖专门家学，讲授相承，至复礼在元

季乃述面为书耳。。阮元《广东通志》；

“彬甫生复礼，《易》学尤精，发为大

蛾张氏之《易》，自宋已闻”。

蒙氏族谱(1册) (佚名)

为元代人纂，民国年间有抄本。蒙氏

在宋代有蒙甄，精《礼记》，后代多以家

学显名。宋与义《宋朝蒙氏族谱序》：

。宋神宗元丰年间，念四承务偕其念五
念六由江右雩都贸易两粤，后各卜居。念

四则居韶仁恩村里清化乡，为公之鼻祖，

念五则居五羊河南水大草坊，为艮翁之鼻

祖”。又云： “蒙氏之源，源予河东，流

于江淮，⋯⋯番禺之蒙族皆始子念四承务

也”。
：“

·11·



临清集(又名《临清轩集》) 赵‘介

(小传)赵介(1343--1389)，字伯

贞，捕属A。年十三，四便善作诗，年长

后，更博通群籍，旁及诸子。与孙簧(音

文)．王佐、李德、黄哲予元末在广州南园

锗诗社，并称。五先生’，世称。南园前五

子’，与。吴下四杰’、 。闺中十才子”

同时蜚声宇内。“五子。甚得何真敬重。

后四先生皆出任明朝官职，独赵介闭户读

书，以元遗民自居，并筑。临清轩”。明

太祖洪武间，被同乡诬告押解京师，获释

后，在返粤途中病死于南昌。后以子赵纯

显贵，追赠为监察御史。 一

《临清集》是其子御史赵纯整理刻

印。陈琏序： “虽出入汉魏盛唐诸大家闻

(音悃)奥，而尤究心三百篇之旨。以故

所作，出乎性情，正乎礼义，有关世教，

读之可以见其志，固非世之绚彩色声响者

所能及也”。

雷蓬集(12卷)
‘‘

黄。哲

(小传)黄哲(?一1375)，字庸

之，世代为广州荔湾著姓，有。黄荔湾’

之称，亦。南园前五子’之一。元末朱元

璋起兵时，李善长、张昶、汪广洋都推荐

他，因而受任翰林典佥。明太祖洪武初，

知东阿县，后升东平府通翔。因上疏触怒

朱元璋，但以有政绩面得释回乡。后起复

为东阿通判，又因失误而被判死。

《雪蓬集》为黄哲诗集。黄哲性爱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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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结庐白云山，往来于罗浮，峡山，南

华之间。又曾度庾岭，过洞庭，适燕弃。

北上时，常倚篷听雪，回乡筑。听雪篷

轩”，人称。雪篷先生’。此集为其子黄

德舆所辑。 ，．

易庵集(10卷) 李德

(小传)李德，字仲修，号采真予。

负逸才，博览群籍，尤善《诗》，《书》，

亦。南园前五子。之一。明太祖洪武初，

荐明经，授洛阳典史，历南阳，西安两府

幕官。后以老乞改汉阳义宁教谕，退休后

卒子家，是“南园前五子”中，唯一没被

害死的。

李德为诗效李白、李贺，力追古作。

晚年究心宋儒洛，闻之学，时人称。理学

必从李德”。

百川集 何子海

[小传]何子海(1327--1379)，字

百川，沙湾入。少得家传之学，治《尚

书》，以至子史百家。明太祖洪武初进

士，授将仕郎，为邳(音皮)州雎(音虽)

宁县丞，后升永康县丞，大有政声。

‘<李志》； 。进士博学能诗，尝拟

《秋风》三迭．清婉沈蔚。有《百川集》

行世’。何文涵序：’其见于政事也，练

而达，其发为文章也，和而平。彼传志徒

以词人且之．是犹未足以尽公者也”。

成趣园集 何子海



‘沙湾何氏宗谱》， 。秩满升永康邑

丞，登仕郎，一时名流如翰林编修朱濂．

参知政事天台陶侃，典籍孙簧辈，成称美

之，以叙其政事，文载在志传，有《成趣

园》诸集传于世’。

何氏源宗谱 何子海，何志一

此谱上追东汉何颓《浈阳水木记》，

唐何昌期《通儒世系》，宋何鼎《通儒续

系》及《南雄谱系》，并参以《东莞大份

何氏族谱》而成。

=董集 董匡，董睡

《小传》董匡，董匿(音翼)，‘兄弟

二人，为举人董殉(音苟)子。董匡字宗辅，

明成祖永乐间举人，累官贵州道监察御

史，潜心《易经》，善草篆隶书。董睡字

宗志，亦明成祖永乐举人，金罗l{}训导。后

兄弟=人同于明成祖永乐十六年中进士，

皆有才名，人称。番禺二董”。

自见集 麓匡．董曛

以上两书，似为手稿藏于家，未有行

世。

番禺蒙氏家谱(1卷) 蒙安

宋濂序。。安之先，齐人，秦时(蒙)

恬，(蒙)毅兄弟俱仕，被信任。后皆死

扶苏之难，其子女散处天下甚众，⋯⋯番

禺之蒙，始于有宋讳甄者， 自北方来广

婀'遂家番禺之海阳里”。按。蒙甄至蒙

安为第八代。本书续元代《蒙氏族谱》。

黄郎中集(10卷) 黄裳

(小传)黄裳，字迪吉，少从李锋

(音韦)游，通经善文诃，有学识。明太

祖洪武举人，入太学。明成祖永乐初为政

和知县，后以文学，政事荐开礼部主事，

历官至刑部郎中。

政和县志 黄裳等

黄裳任政和县知县时，能恤民荒，并

‘与典史郭斯廑(音勤)修县志。

金诚诗集(又名《金诚之诗集》)

金诚

(小传)金诚，字诚之，广州右卫籍

人。明成祖永乐解元，中进士后，任工部

主事，转刑部主事。

《李志》： 。(金诚)以疾乞归，牡

迹公门，怡情山水，诗文纯雅，有集行于

时”。

黎宗冕诗文集 黎秉』廷

(小传)黎秉埏(音延>，字宗冕(音

免)。明成祖永乐举人，柳州训导，转惠

安伯(为惠安太后兄)教谕。《李志》说

他工诗文。

宪宗实录 涂璃

(小传]涂(音徒)瑞(1448--1493)，

字邦样，弱冠即著声县内。明宪宗成化解

元，成化十三年探花，授翰林院编修，后

升修撰。

《宪宗实录》成于明孝宗宏治三年，

是记明第九代皇帝朱见深的行事。涂瑞在

才学、书法，仪表上都很突出，有。涂翰

兰妙”之称。《李志》说他。为文汪洋浩

濡(音决)，成一家言”。

东窗集

东庄诗集

(小传)涂瑾，

涂瑞

涂瑾

涂瑞从弟，有才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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