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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年盛夏，我去槐下书屋看望即将人医院治癌症的王子野先生，他的面容苍白微青，银发灰

枯，握手时失去了往日的力度。 ．

“老弟!。五年来我给你出了几大题目：创作些勇于自剖的杂文；发表论书籍艺术的专著，编好

《装帧家评传》；批评两三种古代名著今译的质量欠佳，你都推说水平低，其实是对老百姓缺少责任

感，才交了白卷。我不能原谅这种态度!今后要全力去耕耘!现在有一要事相托一．：．”他的呼吸

变得急迫了。 ，

t．

“‘王老少说话，好好休息，还有希望⋯⋯”’ ’

“莫用好话安慰我!最近读到马鞍山市踏实的无名学者万正中先生寄来的《徽州人物志》的部

分稿件，虽非尽善尽美，也是不折不扣的奇迹。全书近160万字，历时16年，查书几百种，全稿是他

在离休后，操持繁重的家务劳动之余完成的，堪称手、眼、脑三勤。，这长处恰好是你我所欠缺的j。中

国卧虎藏龙，甘于寂寞，在名利场之外苦干的精神比具体成果更可贵!(当然，无成果又何从体现

精神!)时代特别需要质朴无言的奉献者!我为此书题了扉页，九十高龄的钱君匐先生写了书名。

眼看我一去即是永别，虚耗岁月，未能写出像样东西，羞愧不已。请你看完书稿，代我作篇序文，聊

尽呐喊之责吧⋯⋯”他的眼角涌出泪花。

“稿子拜读，作序不够格⋯⋯”

“说真话是最充分的资格，闪光的事实用不着浮文藻饰。何况你们是老友⋯⋯”

“可是⋯⋯出版⋯⋯”

．“有胆识的出版家就在我们身边。敢不敢出这样的书对出版家是试金石。徽州商人在明清两

代把握过中国的经济命脉，仅仅四百年间的历史人物不下五千之众，超过几个大省两千年来的总人

数。其中培植、使用、积累、发现人才的规律有一定代表意义。美国人办了徽州研究所事出有因。

推动历史前进；合理利用科学、保护地球生态，都靠人的智慧和勇气，一万年后也是如此．．．⋯”他的

脸膛出现紫红，目光炯炯，最后一次握手很有力。

我终于有幸读了大部分书稿。全书共10卷，著录人物5399人，约160万字。

地域以原徽州府属之歙县、休宁、婺源、黟县、绩溪、祁门为主，亦酌收1949年后划属徽州的太

平县。时限上自先秦，下迄现代。按传主主要业绩分类列卷，以活动年代为序，有多种成就者侧重

一种，别类不作附见，避开繁碎，利于检索，全面反映南宋而后程朱理学昌盛，徽州成为“东南邹鲁”

的史实以及在经学、朴学、文、史、医、画、印、版画、建筑、刻书等领域取得的经世致用的璀璨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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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明清两朝长期主宰过中国大部经济命脉的徽商，用较多篇幅，力图把他们放回立体的历史环境中

去表述，肯定了这批商人在办学，发展经济，扶持绘画戏曲、建筑的功绩，同时不讳其局限。这部研

究徽学必备的工具书在著录人物时保存了原始文献，注明出处，便于查对。对一人数名，同名数人，

皆有令人信服的考订，称得起信、达。无法订正者则存疑，不妄议臆断。偶引前人评论，不苟同，不

苟异，以热情的冷峻作出抉择。至若对祖国文化遗产，极尊崇又不盲从，重乡土之情，而不以情障

目，作者狷介高洁、忘却得失的人品，就在纸背向我们会心而笑。

万事起头难，创意草创编一部大书，无论作者如何辛苦，失误在所难免。纵观全局，高屋建瓴，

条分缕析，纲举目张，还有许多工作留待来哲补缺，由深化而升华。

我与作者订交46年，1958年曾在合肥大蜀山南麓同住一间茅屋。五年共砚，饱享兄弟怡怡之

乐。他说话少而赤忱内蕴，律己尤严。我过20岁生日，他赠以鲁迅辑校的《唐宋传奇集》和夏衍改

编的剧作《复活》，后者是抗战时重庆再生纸所印，尤其珍贵，可惜皆毁于浩劫。凡遇评工资、救济

费，他从不申请，默坐一旁，以退让为乐，每起草总结等文件，彻夜挥毫，任劳任怨无倦容。。

我们有过围被倚墙对坐的长谈，各自回忆母亲勤朴慈爱，上一代人未能报国的艰辛，替古人流

过不平的热泪，也因秋雨绵绵农田受涝倾吐愧对盘中餐的不安。1958年之春，我们天天栽树，池塘

边田埂上同拉一辆车，一步一滴汗。有一回，车子下坡时未能刹住，他与车子几乎同归于尽。险境

一过，相视一笑，共享心电交流的友谊。眼下他虽有厚厚书稿，朴讷与昔无异，我们在中年以前有长

辈包办诸事，入老境后又乐于接受儿辈指导，终身都是龙套，未唱过一天主角，谈不上功绩。只是无

愧于自我的渺小。1987年秋，我曾请书家陈秀卿先生写一联给他：“素心观月思前哲．；赤膊著书赠

后人。”颇能反映老哥儿俩心意。草完此文，尤其想念不见此序的子野老人。什么时候能在太白楼

前共观一次长江潮呢?我的挚友⋯⋯

柯文辉+

1996年8月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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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文化，无论是物质的还是精神的，都是人类所创造j徽州文化也是二样，主要为徽州人所

创造。可以说，璀璨的徽州文化正是以徽州人物为经、徽州事件为纬相织而成的。

历史上的徽州，可谓人才渊薮，尤其明清两代几乎在人类文化的各个领域都涌现了大量、卓越

的徽州人物，许多领域还出现了令人惊叹的庞大人才群，如医学、刻工等领域还出现了数代传承的

家族人才链，真乃群星璀璨，争相闪烁。为此，人们有理由要求应有一部比较翔实的徽州人物辞典，

而实际上在学术研究和社会生活中也常因为遇到一些徽州人物需要查询，却没有这样一部工具书

而深感不便。
’ 一

●

当然，在以往的徽州各县以及徽州府志都设有人物卷，然而或许因为所选原则过窄过严，或是

受体例和篇幅的限制，抑或是许多人物生平难以厘清，所见诸志所收人物经常不能满足查询的需

要。于是长期以来便有了一些人对此的尝试和努力，以期能编出一部《徽州人物志》来。黄宾虹一

生直至九十高龄仍不放松对徽州人物的资料收集，所撰《歙故》收集了大量的徽州人物，其《黄山画

苑略》实开新安画苑立传之先路；因此当乡友葛又华撰《绩溪画家》时，老人提供了许多资料并撰序

言，以为倡导；晚年又常与叶少珊言叨，叶于晚年编出《新安画苑》，此离黄宾虹去世又四十多年矣。

与黄宾虹j心心相印之许承尧也自然深知徽州人物之关系事大，其《歙事闲谭》即有大量徽州人物之

实录，并于所任《歙县志》总纂时，于人物部分下力尤勤，也最具特色j黟县王立中和后来的版画家

周芜教授，以及近一二年来的张国标、徐学林等无不遍搜徽州刻工；还有洪芳度所撰之《新安医

家》、李济仁之《新安名医考》以及王乐匐等所从事的新安医家医籍考订，皆是难得的专业人物志。

深受黄宾虹、许承尧等前辈影响并秉承了徽州朴学传统之汪世清，所撰之《艺苑疑年丛谈》、《黄山

诗苑录》、《歙志人物生卒考》，更就徽州人物的考订下了精深功夫。俞剑华之《中国美术家人名辞

典》常有见录于《虹庐画谈》和《阿聪笔记》，即为黄宾虹和汪孝文之札记，所记多徽人徽事。。还有戎

毓明主编之《安徽人物大辞典》、何警吾主编之《黄山市近现代人物》、徐卫新之《黄llJ画人录》，以

及汪光泽之《绩溪书法家传略》等等，总之伴随着近代徽学滥觞之一百多年来，有志于此者多矣，所

得之成绩也大矣0“前人栽树，后人乘凉”，这些皆为万正中先生编纂《徽州人物志》提供了一定的

条件。然而“长江后浪推前浪，_浪更比一浪高”，’前人取得的成就，则为后来者树立了更高的要

求，30年来万先生所经受的千辛万苦无不因此而起。
‘ “

困难之一，徽州人物众多，名人荟萃，领域宽广，要想编成一部比较翔实之《徽州人物志》，首要

者全。先生一稿比一稿丰富j现在的第四稿已增至5000多人。当然，先生借助了不少前人的研究

成果，尤其是一些专业人物志。然而先生自然还要做更全面考察，尽其学术视野，作尽量的补充，不

妥者改之，缺漏者补之，“上穷碧落下黄泉”，才有今天之规模，才有如此之集大成者。虽不敢说绝

后，然而可谓空前矣。。．

困难之二，考释之难。当代人物，尚常有说不清的时候，何况成了历史，又何况有那么多的人物

都要尽量说得清楚。如宋代女作家朱淑真，《辞海》、《中国人名大辞典》、《中国美术家人名辞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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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不载“浙江海宁人”，就是比较权威的《四库全书》也以为朱淑真为“海宁女子”，对于其《断肠词》

前之《纪略》所称“文公侄女”，以为“朱子自为新安人⋯一-{JIl无兄弟著籍海宁，疑依附盛名之说”。

然而《四库》就没有想到除了浙江有海宁，徽州的休宁也曾称海宁，朱淑真为休宁之海宁，“朱熹侄

女”便好理解了。谭正璧主编的《中国文学家大辞典》对此则比《四库》谨慎，在以为朱淑真为“海

宁人”时，加有一注：“或云朱熹之侄女，则当为新安人。”万先生以严谨的考证，还朱淑真以徽州之

籍贯。还有本是同名的两位画家程璋，各种出版物皆混为一人，先生考证出一为嘉道间之歙县人，

字达人；一为民初休宁人，字瑶笙。如此等等，不一而足。然而就是这样一个个人物，他常以几年十

几年的心思，“才下眉头，却上心头”，找遍天下资料，并将考证简附于一些人物名下，以供阅者参

考，表现了他严谨的学术态度。．

面对万先生以30年晚境光阴捧出的《徽州人物志》，人们报以了热烈的掌声。然而先生有知，

古人云“智者千虑，必有_失”，这样一部涉及漫长时间、巨大空间、拥有5000多徽州人物的大书，

不可能没有错讹和疏漏，也不可能一蹴而就，但这毕竟为以后的进一步补充和修订打下了一个很好

的基础，经过以后的群策群力、集思广益，《徽州人物志》将会更臻完善。这便是老人一贯的心愿。

行笔至此，本可结束，但还有未了之话。在此不能不提到曾由亚东图书馆一名职员而于解放后

出任了全国出版局局长的绩溪人王子野。在他晚年，柯文辉向他介绍了万先生所编纂的这部大书，

他虽然与万氏素昧平生，但或许有着徽州文化尤其是徽州出版传统的文化背景，便拉近了距离，他

以敏锐的眼光和博大胸怀，以为这是一部徽州文化的扛鼎之作，应予支持，不仅答应为之作序，还题

书以赠，勉励有加。柯文辉者，万先生之难友。然而没有想到的是，该书一写30年，王子野未能等

及今天。但知音难求，这是万先生不能忘怀的一位人物。

其次，也不能不追述先生与徽州的_段因缘。上个世纪因为错划“右派”，他被下放到了休宁

溪口，从而得到了这里善良村民的照顾才大难不死j并留下了徽州大好山水和历史人文的美好印

象。正是这一缘故，在他办了离休，考虑如何安排晚年时，由此立下这一宏愿。30年来，踽踽独行，

孜孜不倦，无不因为这个“情”。如今又迎来了他的80华诞，可谓双喜临门。

，徽州有谚，“女婿为半子”。先生戏言：我岂是半子，乃徽州赤子也。盖先生夫人，一位徽商之

后，不过于近世却已衰微了。、 ．

·

．

赤子者，忠心也；赤子者，贫困也。先生每月以离休薪金的三分之一用来购买图书资料，加之纸

张、打印、灯油等费用，所耗不少。原来住楼上，不仅漏雨，还漏油。他说油滴在身上，衣服不足惜；

滴在书上，却让他心痛不已。陋室者，漏雨又漏油也。夫人身体不好，他常一边做饭一边看书，也常

将饭菜烧焦烧糊，于是便常听到夫人大喊，“书迷，饭糊了!”“书迷，菜焦了!”这便是他的生活写真。

．古人云：十步之内，必有芳草；十里之村，必有奇士。笔者得识先生，即生敬佩之情。窃以为先

生心怀大志，万劫不悔，岂不就是那荒原上的芳草、人群中的奇士?，

先生不善交际，一生谦让。王子野生前有诺，愿为其书作序，然而因病老未能兑现。先生知笔

者与汪世清有交，曾想代为求序，然而汪氏于数年前已归道山。或许因笔者于其书之关爱，转求于

予，笔者虽明知不配，但知先生至诚，不便逆拂，乃草此作，期以附在书后，有助于读者更多了解先
●

生，是为愿也。

鲍义来

2007年仲秋于合肥



凡 例

(一)徽州地处皖南山区，秦置黟、歙二县，晋改新安郡，唐置歙州，宋称徽州府。所收人物之地

域为原徽州府属之歙县、休宁、婺源、黟县、绩溪、祁门六邑，亦间收邻邑太平、旌德人士。

(二)所收人物之时限上自先秦，下迄现代。

(三)本书体例属于人物专志而非辞书，按传主的主要业绩分类列卷，按时序先后编排。共分

政事(含社会人士)、徽商、教育、文化、藏书刻书、学术(含新安理学、徽派朴学)、文学、绘画(含新安

画派)、版画(含徽派版画)、书法、篆刻、医学(含新安医学)、科技、徽墨、歙砚、名媛、流寓、释道等十

八卷。

(四)本书选收传主乃视某人之品德、功业、学行而定，侧重于学术文化方面。对众多仕宦、孝

友、列女从略，亦酌收个别品行不端之徒，惩恶扬善，以戒后者。

(五)文体为语体文，采用规范化简体字。纪年分别用帝王年号、中华民国年号(均括注公元纪

年)和公元纪年。地名沿用当时名称，尽可能括注其今名或今地域归属。

(六)传后附见引用书目，凡笔者过目之书，则直书对过目书引用；笔者未见之书，则加“引”字，

如“《明清徽商资料选编》引《重修古歙东门许氏宗谱》卷九”，以便读者查阅原始资料。

(七)历史文献屡经翻刻，难免偶有舛误，尤以姓名舛误为多。有因姓氏字形、字音相近，致误

汪为江、王者，误一人为两人者；有因更名或字号相混，致误一人为两人或误两人为一人者。凡类此

者，均予订正，对难以考证者，则姑存疑。为方便读者查阅，书后附有《人名索引》。

(八)徽州府县名称屡有变更，而徽人喜以古府、县名自署，如“新安”、“海阳”、“海宁”，故往往

被误释为外地人。凡类此者，亦予订正：’

(九)、婺源原属安徽，今属江西。鉴于该县自唐开元二十八年(740)建置以来直至中华民国的

千余年中，均隶属徽州，且历史文化与风土民俗相同，已成为徽州文化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故予

著录。

(十)、历史上因社会动荡或从仕从商，徽州先人多来自中原大族，而伴随着徽商的足迹，徽人

流富、入籍外地者亦众。凡外地迁入徽州的始迁祖，均注明其原籍，凡自徽州流寓、迁徙外地者，亦

注明其始迁祖年代及迁入籍。故凡确证其祖籍为徽州，且其后人至今对徽州故里仍具认同感者，亦

予收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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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锅秦末汉初人j世居新安祁门，祖籍

益阳(今属河南)。锅原为番阳令吴芮部将，秦

末，刑政苛暴，赋役繁重，民不聊生。秦二世元

年(公元前209)，陈胜、吴广率众起义于大泽

乡，锅随吴芮起兵响应。三年；吴芮命锅率百越

之兵，从刘邦伐秦，与刘邦军会师于胡阳(今河

南唐河胡阳镇)后，遂合攻析(今河南西峡)、郦

(今河南南阳西北)，二县降。后随项珊人函谷

关(今河南灵宝东北)，累建战功。

‘汉高祖元年(公元前206)，项羽自立为西

楚霸王，大封诸将帅，封番君吴芮为衡山王，又

以“番君将梅锅功多，故封十万户侯”。锅即其

封地(今祁门西乡)建城，称梅侯城，后简称梅

城。唐永泰(765—766)初，梅城遂为祁门县城

之别称，沿用至今。昔梅城有梅锅宅，在城东洞

元观；梅锅别墅，在旧东山书院；梅锅墓，建县后

在城南二里万安寺，今皆不存。旧有梅祠在万

安寺之左，元至正十二年(1352)夏毁于兵，次

年，大梁赵君来宰是邑，亟命重建，民欢趋之。

汪克宽为撰《汉故梅烈侯庙记》纪其事。[《史

记》卷七《项羽本纪》、《新安文献志》卷九十六

上、《祁门县志》(。1990：年版)]

汪文和 字国辅，东汉歙县人，祖籍颍川

(今河南禹县)。仕汉为龙骧将军。汉献帝建

安(196—219)间避乱渡江，不久微孙策表授
为会稽令，遂为江南汪氏始祖，子孙繁衍为新安

望族。卒后，葬于歙县邵石山(令浙江淳安境

内)。[《新安名族志》、《中国人名大辞典》、

《徽学通讯》_]
i

金奇(?一208) 东汉歙县人，山越首领，

率万户驻歙县安勒山。“山越”系越族的同种，

很早就散居在皖南及江、浙、赣一带，后因遭受

压迫，多避居山地，自耕自食，依山自保，故人称

“山越”。建安十三年(208)，吴国孙权遣威武

中郎将贺齐攻打山越，金奇率部抵御，兵败遇

害。贺齐击破山越后，遂以古歙县地析置始新、

新定、黎阳、休宁县。[《三国志·吴主传》、《安

徽人物大辞典》、《安徽历史述要》]

毛甘(?一208) 东汉歙县人，山越首领。

黄巾起义失败后，县内士族势力互相混战，毛甘

率万户屯乌聊山(今长青山)，建造歙县第一座

城池，后称毛甘故城：建安十三年(208)，吴国

孙权派贺齐攻打山越，毛甘率众抵御，于乌聊山

被吴军攻破时遇害。[《三国志·，吴主传》、《安

徽人物大辞典》、《歙县志》(,1995年版)]

．，陈仆(?一208) 东汉黟县人，山越首领。

41"与邑人山越首领祖山率众屯淋沥山。建安十

三年(208)，吴国孙权遣中郎将贺齐攻打山越，

陈仆与祖山率众居高临下，以巨石抗拒吴军，后

吴军从后山偷袭，终因寡不敌众；兵败遇害，其

部众七千余人，亦同时遭害。[《三国志·吴主

传》、《安徽历史述要》、《黟县志》(1989年版)，]

孔愉字敬康，晋会稽山阴(今属浙江绍

兴)人。惠帝末(306)，避乱人新安山中，改姓

孙氏，以耕读为事，信著乡里，遂为绩溪人。．建

兴初(313)，为丞相，以讨华轶功，封余不亭侯。

成帝(326—342)时，迁左仆射，出为会稽内史。

修复汉时旧陂，溉田二百余顷。在郡三年，乃营

侯山下数亩地为宅，草屋数间，弃官居之。卒谥

贞。以孔愉避居地，后人遂改称日“孔灵”．o

[《中国人名大辞典》、《徽学通讯》]

胡焱字子琰，东晋初绩溪龙川坑口人，原

籍青州濮阳。官至散骑常侍。大兴元『年

(318)，提兵镇歙州，民赖以安。朝廷赐之以田

宅，因家于新安。初居华阳镇，后以龙川山水清

丽，遂b筑川口周家马，名日坑口。卒葬紫金山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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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土名“常侍墓”。为绩溪龙川I胡氏之始迁

祖。传三十世裔孙日富，明成化进士，累官至户

部尚书。三十四世裔孙日宗宪，为抗倭名将，官

至兵部尚书。因此，世称“尚书胡”，以别于“明

经胡”和“金紫胡”，为绩溪三胡之一宗。[《新

安名族志》]

程元谭(?一322) 东晋沼水(今河北邯

郸一带)人，后定居歙县，为新安程氏之始祖。

大兴二年(319)，以镇东将军、襄州刺史持节新

安太守。在郡为良二千石，民爱怀之，受代请

留，竞不得去。永昌元年(322)，卒于新安官

署，朝廷赐宅于篁墩，子孙遂家于歙，元谭成为

新安程氏始祖。志称其墓在“今郡城西十里牌

驿路旁”。墓前有双石人，因号双石坟。郑玉

《重修忠烈陵庙记》云：“晋新安太守程元谭墓

在予所居贞白里中，今惟双石人可识，然沉沦土

中殆尽矣。：’[《新安’名族志》、《徽州社会科

学》、《中国人名大辞典》、《徽学通讯》卜

俞纵(?一约328) 东晋歙县人，祖籍河

间(今属河北)。曾任征西大将军。，永嘉

(307—313)中，随元帝渡江，遂居于新安之歙

县。成帝初(326)，为桓彝部将。咸和二年

(327)，庾亮征苏峻入朝，峻与祖约起兵反于历

阳(今安徽和县)。次年渡江，进军建康(今南

京市)，迁成帝于石头城。时纵守阑石，与苏峻

部将韩晃相遇，因众寡不敌，左右劝退守，纵不

从，日：“吾之不负桓侯；犹桓侯之不负国也。”

遂力战而死，以身殉职。追赠兴古太守。其子

孙遂定居于歙，纵为新安俞氏始迁之祖。[《新

安名族志》、《中国人名大辞典》、《安徽人物大

辞典》、《徽学通讯》]

’程茂 南朝齐：休宁黄墩人。永元

(499—501)中官郢州(治今湖北武昌)长史。

会梁武帝萧衍起兵襄阳，分兵围郢州城。。茂协

力拒守，并移书责梁武帝反正。诏以茂都督郢、

司(治今河南信阳)二州军事、郢州刺史。旋以

寡不敌众，援绝城降，义不受梁官而卒。子备j

官秘书少监；孙宝惠为新安郡仪曹掾；曾孙灵

洗，起兵助梁平侯景之乱，授谯州刺史，后归陈，

累官都督郢州刺史，封重安县公。

按：《中国人名大辞典》将程警、程灵洗，均

作“茂子”。今从《新安名族志》、《程氏统宗谱

辨》。[《南齐书》、《中国人名大辞典》、《新安

名族志》、《新安文献志》先贤事略上]

胡明星字太白，南朝梁黟县人。天监初

(502)为国子生。时有诏定正雅乐，选生徒数

十人，肄其声容，明星被选。乐成，授湘东王府

法曹参军，人为太学博士。值修《五礼》，仆射

沈约请五礼各置学士二人，举明星以自助，累迁

尚书祠部郎。八年春，高祖祀南郊，诏诸儒议

礼，明星与其事。九年视学，命皇太子及诸王皆

入学，以明星兼太子家令。十三年耕籍田，祀先

农，命明星奉引，深有礼容，高祖嘉之，拜通直散

骑侍郎，除秘书监，拜太常卿。高祖晚年崇尚释

氏，诏宗庙用牲牢有累冥福，宜皆以面为之，朝

野喧哗，以为宗庙去牲，乃是不复血食。明星等

上疏极谏，遂弃官归于黟横冈，时为普通三年

(522)。家居过黄姑墅，见郭外多荒田，里人称因

不通沟渠。明星侧然，亲探水源，倾资募工穿二

渠，约十里许，导城北溪水，逶迤而南溉民田千余

顷，岁岁有秋。卒后，乡人感其惠，立庙横冈j岁

时祀之，历代不废。渠名槐渠，为县最早的引水

工程，历一千六百余年，至今仍发挥灌溉效益，里

人受其惠，感其德。[《新安名族志》、《新安文献

志》卷八十七、《黟县志》(1989年版)]

闵纺南朝梁江西浔阳人，徙居于歙县之

岩镇。闵氏其先世出于费公子骞之后，至东汉

中平元年(184)，八州兵起，子翼因避乱南迁浔

阳。梁大通初(527)，子翼之后十传，自浔阳来

任歙令，时与太守徐搞(472—549)齐名，民怀

之，请留，竞不得去。太清元年(547)卒于县，

子孙遂家于歙西葛子桥，绂墓葬于桥西。[《新

安名族志》、《歙县志》(1995年版)]

程灵洗(514·568) 字元涤，南朝陈休宁

篁墩人。茂曾孙、警孙、宝惠子。以勇力闻，步

行日二百里，便骑善游。梁末侯景之乱，灵洗聚

众保乡里，攻复新安。梁元帝授灵洗都督新安

诸军事，、云麾将军、谯州刺史。承圣四年

(555)，陈高祖诛王僧辩，灵洗率部来援，力战

于石头(今南京市)西门，军不利，遣使招谕，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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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乃降，高祖义之。授兰陵太守，助防京口(今江

苏镇江)。平徐嗣徽，破王琳，击周迪，以军功迁

中护军，都督郢、巴、武三州诸军事、郢州刺史。

．光大元年(567)，湘州刺史华皎反，遣使招

诱之，灵洗斩皎使，朝廷嘉其忠，增其守备。时

北周拓拔定率步骑二万攻灵洗，灵洗据城固守。

及华皎退，乃出兵追击拓拔定，使其不得渡江而

率众降。复乘胜攻取北周沔州(今湖北汉阳)，

擒其刺史裴宽。以功进安西将军，改封重安县

公，增邑并前二千户。+翌年卒于州，终年五十

五。谥日忠壮。至宋，封忠烈王。

灵洗性严急，御下甚苛。而号令分明，能与

士卒同甘苦，故众亦以此依附。好播植，躬勤耕

稼，至于水陆所宜、刈获早晚，虽老农不能及。

伎妾无游手，并督之纺绩。。散用资财，亦不俭

。吝。+擅武术，著有《太极拳十五式》传世。[《陈

书》卷十、《新安名族志》、《新安文献志》卷六十

一、六十二上]

·程文季字少卿，南朝陈休宁篁墩人。灵

洗子，幼习骑射，多干略：果决有父风。年二十，

从父征讨，必前登陷阵，深为武帝所赏。官句容
令，迁通直散骑侍郎。天嘉二年(561)，授贞毅

将军、新安太守。尝随侯安都讨留异，时留异党

向文政据新安，文季率精甲三百，轻往攻之，大

破文政侄瓒，文政乃降。四年，文帝遣余孝填白

海道袭晋安，文季为之前军，所向克捷。陈宝应

平，文季战功居多，出为临海太守。寻命文季助

父镇郢城。光大二年(568)，灵洗卒，文季尽领

其众。。起为超武将军，助防郢州。徙豫章内史，

袭封重安县公。

尝随都督章昭达往荆州讨萧岿，尽焚其舟

舰。太建五年(573)随都督吴明彻北讨秦郡，

复攻克泾州、盱眙，围寿阳(今安徽寿县)，授谯

州刺史。九年(577)又随明彻北伐，于吕梁作

堰：旋兵败，为周所囚。十一年(579)’自周逃

归，至涡阳为边吏所执，送还长安，死于狱中。

追赠散骑常侍，降封重安县侯，邑一千户，以其

子衡袭封。其临事谨急，御下严整，前后所克城

，垒，率皆迮水为堰，土木之功，动逾数万。每置

阵役人，必先诸将，夜则早起，迄暮不休，军中莫

不服其勤干。每战恒为先锋，齐军深惮之，谓为

“程虎”。[《陈书》卷十、《新安名族志》、《新安

文献志》卷六十四l

蔺亮隋歙县人。开皇九年(589)，并黟、

歙人海宁，以隶婺州，遂废歙置新安镇。文帝爱

亮之勇，命将兵守之。炀帝淫虐，致大业之乱，

乡邑多赖亮保障，抚辑和洽，民恍然不识干戈之

苦，所植德于人甚厚。尝屯兵于浦口山上，乡人

呼其地为“蔺将军岩”。旧有祠宇，岁久芜圮。

明洪武二年(1369)，歙邑大旱，歙县主簿缪仲

礼以祷雨灵验，重建祠庙，名士唐桂芳为撰《歙

浦重建蔺将军亮庙碑》，并忆儿时见城西门有

蔺将军庙“金帽锦袍，挽弓以射河西五鬼山，，，

可以概见蔺将军拔山盖世之气。复为作《迎享

送神辞》三章，使老幼岁时歌之。其二章略云：

“有将军蔺氏，’当亡隋兮零氏+。凛英武兮捍乡

里，神之灵兮洒甘雨。”[《新安文献志》卷九十

六上、《中国人右大辞典》l-

汪华(586—649) 字国辅、英发，唐初歙

县登源汪村(今属绩溪)人。幼丧父母i寄食于

舅家，即以勇侠闻乡里。后应募为郡兵，以其英

武智勇，深得将士拥戴。时值炀帝荒淫无道，民

不聊生，农民起义军风起云涌。-华乘时发动兵

变，一举占据歙州，相继攻克宣、杭、睦、婺、饶六

州‘，“六州既辑，从者如云”。遂将新安郡治由

黟迁于休宁万安山古城岩，拥兵十万，建号称吴

王。义宁(617—618)中，徙郡治于歙县乌聊

山，并筑城池：

唐武德四年(621)，杜伏威部将王雄诞击

华，“华出新安洞口以拒雄诞，甲兵甚锐”。后

雄诞以赢弱诱战j伏兵据洞口，战至日暮，华兵

不得还，遂为所败。旋上表归唐，高祖嘉其义及

保障六州功，授以歙州刺史，封上柱国越国公，

使持节总管六州诸军事。七年(624)，奉诏晋

京，累迁白渠府统军、忠武将军、右卫秩福府折

冲都尉。贞观十八年(644)，太宗征辽，委华为

九宫留守。二十三年逝于长安。‘永徽三年

(652)，由其第八子俊扶棺回新安，葬于歙北云

岚山。乡人感其德，立祠庙祀之。[《新唐书》

卷二、《旧唐书》卷五十六附见《杜伏威传》、《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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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文献志》卷六十一、《新安名族志》]

程富唐初休宁海宁人。茂后裔。以勇力

闻乡里。随末大乱，富募乡兵据万安山古城岩，

推汪华为帅，扦御乡邑。旋汪华据有歙：宣、杭、

睦、饶、婺六州，称吴王，以富力居多。武德四年

(621)，富劝汪华归唐，使乡人免遭兵革之苦。

唐封汪华为越国公，以富为行军司马，封休宁县

侯。．乡人怀汪华之德，立庙祀之，富亦配食。

[《新安名族志》、《中国人名大辞典》、《休宁县

志》(1990年版)’]

程文英(?一728) 唐广宗新安(今河北

威县安新一带)人，祖籍新安休宁篁墩。五代

祖向(灵洗孙)，陈袭重安侯，隋萧县宰。四代

祖育，隋车骑将军。曾祖皆，隋涿郡主簿。、1_祖父

弘，唐安阳令。父大辨，唐泗水、六合二县宰，撰

《东征记》二卷，藏之秘省。文英初任徐城尉，

迁宋城，转栎阳簿。擢万年、长安二县尉，升左

台监察御史，迁魏州司马，因遭诬诋，左迁饶州。

不久，转任桂府长史。子昕，以文英受诬事谪崖

州舍城尉，在平岛民乱中战死。文英沉悲致疾i

积伤年余，于开元十六年(728)十月卒于官舍。

子皓、曜、曦等，并为才彦。平生为政宽仁清平，

人乐新政，俗劝古风。[《新安文献志》卷六十

二上]

方清(?一766) 唐开元、大历时歙县人。

农民起义军首领。宝应元年(762)，江南大饥，

疫病流行，人相食。．时元载当权，命追征天宝十

三年以来江淮欠纳或逃避租庸。官吏则不问是

否欠赋，见民有粟帛，即追取其半至十之八九，

时称“白著”。致使民不聊生，江南多处发生反

抗。清因时率歙州饥民揭竿而起，据黟歙险要

山区与官军对抗，农民军迅猛增至数万人。翌

年，清与广德义军首领陈庄、陈五会合，屯兵贵

池秋浦乌石山。永泰元年(765)，清率众进驻

石埭(今安徽石台)，并攻克歙州郡城，斩歙州

刺史庞浚，又于黟县赤山镇筑城设堡，置阊门

县。二年，朝廷派李光弼部将陈渭进剿，阊门大

豪吴仁欢率民团助攻偷袭，清凭险扼守，屡创官

军，然终以寡不敌众，战死于石埭城。[《中国

历史大事年表》、《徽州地区简志》]

吴仁欢(727—809) 字怀忠、世达，唐古

黟赤山镇(今属祁门)人。永泰元年(765)，仁

欢聚地方武装数千人，配合官府攻剿方清义军，

。歙州刺史孙公绰上奏其事，授朝散大夫、石州

(今山西离石)刺史。次年，仁欢以赤山镇赋役

繁杂不便，奏请建县，诏允划原黟县六乡及浮梁

县东北乡地置祁门县。知石州二年，以父母年

老乞回乡供职，朝廷恩准，给刺史俸，知祁门县

事，在任九年，百姓安居乐业。擢郑王府长史，

辞而不就，退隐于县西武陵原，与子动垦荒种

植。永和二年卒，享年八十余。葬于县西乌头

门，里人于武陵原建吴长史祠祀之。

至宋端拱初(988)，邑令张式鉴于旧祠栋

宇之规，质而且陋，因迁其祠于闾门溪之南，

“由是易茅茨为华屋，辟瞅隘为崇址”，以教民

报本。又为撰《唐故建县长史吴公任(仁)欢庙

碑》，复刻铭以纪功，激天下之慷慨。由乡贡进

士曹汝弼书篆额。[《中国人名大辞典》、《新安

文献志》卷九十六上、《祁门县志》(1990年

版)]
’

．+程日华(?一788) 本名华，德宗以其有．

功；赐名日日华。唐定州安喜人j祖籍新安休宁

篁墩。父元皓，事安禄山，为帐下将，颇称勇力。

归国后，授成德军节度使，授以易、定、沧三州。

时李惟岳将李固烈守沧州，孝忠令日华诣固烈

移交沧郡，固烈思将归真定，悉取沧州府藏，军

．人怒杀固烈，皆夺其财，并请日华权领州事，孝

忠以日华宽厚，遂假以刺史知沧州事。未几，朱

滔合王武俊谋叛，二盗迭欲取沧州，遣人游说又

加兵攻围，日华俱不从，乘城自固j久之，遣录

事参军李宇人关，向朝廷备陈日华“当盗之吻，

疲于矢石”。德宗深嘉之，拜日华御史中丞、沧

州刺史。后置横海军，以日华为使，寻加工部尚

书、御史大夫，赐名“日华·”，仍岁给义武军粮饷

数万。自是别为一使，孝忠唯有易、定二州而

已。贞元四年(788)卒，赠兵部尚书。[《新安

文献志》卷六十二上引《新唐书·程日华本

传》] ．

黄芮(?一．831)、唐歙县黄屯人。事亲以、

孝闻。建中初(780)，继母洪氏病，芮到股馈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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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愈。贞元中父卒，庐墓号泣，昼夜不绝声，庐

墓终身，墓侧产芝十四本，木连理者四。贞元十

年(794)，刺史卢公上其事，诏旌表间门，褒赏

贞节。大和五年卒。

黄氏先居黄屯，在丰溪南岸，芮葬其父于溪

北，且终身守父墓。子文赞每日必涉水看望，母

为免其子涉水过溪之劳，遂造一木船供赞越溪

探父，其地因名日“潭渡”，累世以来遂成为黄

氏家族聚居的村落。罗愿为撰《黄孝子芮传》。

[《新安文献志》卷六十四、《新安名族志》、《中

国人名大辞典》]

王仲舒(762—823) 字弘中，原籍并州祁

．人，徙家休宁篁墩。少孤贫，嗜学工文章，不应

乡举，客游江南，与杨凭、梁肃相交游。贞元中，

举贤良方正高第，超拜右拾遗。元和(806)初，

官职方郎中，知制诰，出为苏州刺史。穆宗每言

“仲舒之文，最宜为诰，有古风”。召为中书舍

人，旋授江南西道观察使。有惠政，尚义概，急

民废置，自为科条；初若烦密，久皆称便。长庆

三年卒于洪州，谥日成。夫人李氏携七子居宣

州船莲塘，以避黄巢之乱，徙居歙县篁墩。子

初、孙希羽，复迁歙之泽富。．[《新安名族志》、

《中国人名大辞典》、《中国文学家大辞典》]’

范传正(759—827) 字西老，唐顺阳(今

属河北)人。因仕于歙州，爱其风土，遂定居于

休宁博村，为休宁范氏之始祖。祖冬芬，于神龙

元年(705)任宣州太守j传正博学能文，贞元

十年(794)，以弘词高等成进士，授集贤殿校书

郎。历官歙、湖、苏三州刺史，政绩颇著。元和

三年(808)，主持修建越国公汪华庙堂。·十二

年，授宣歙观察使。与诗人李白有通家之好，将

李白墓由当涂龙山迁至青山并撰碑文。代还，

坐治第过制，宪宗薄之不用，改授光禄卿。十五

年(820)，以疾归隐于休宁博村j宝历三年卒，

享年七十。曾疏浚湖州河道，修筑上塘运河，使

芜城(今江苏扬州)与大运河相连接。著有《西

陲要略》三卷、《赋诀》一卷。[《徽州社会经济

史研究译文集》、《新安名族志》、《历代名人与

马鞍山》]

洪经纶唐大历、贞元时淮阳人，后徙家于

歙州婺源官源。建中(780—783)初，为河北黜

陟使，时北方割据势力，藩镇魏博节度使田悦与

成德节度使李维岳、淄青节度使李正己等相连

拒朝命，经纶以军符停罢魏州兵四万人，激成田

悦之叛，被罢职。后授太常少卿，左迁宣、歙观

察使，因家于婺源之官源，成为徽歙洪氏之始迁

祖。[《新安名族志》、《中国人名大辞典》]

程宗楚字子荆，唐末歙县人，其先人自歙

迁江西德兴。为忠壮公灵洗十七世孙。少事泾

原幕府，累官侍御史。懿宗朝，泾原军乱，宗楚

抚定之，擢留后。僖宗初，加节度使、检校刑部

尚书。黄巢乱；扈从人蜀，授副都统，率诸道兵

讨贼0中和元年(881)四月，都统郑畋率宗楚

等攻长安，巢军离城东撤，收复京师。巢军反

攻，大破唐军，宗楚战殁殉职，赠司徒。[《新安

文献志》先贤事略上、《中国历史大事年表》]

汪武(?一902) 唐末歙州婺源曹门人。

乾符(874—879)中，任歙州游奕使，镇婺源，为

婺源制置，屯弦高。中和元年(881)，歙州刺史

陶雅暴征赋税，民不堪命，武用家财于弦高买民
房建木栅城堡，立腰滩为营，率众抗拒暴赋。龙

纪初(889)，以战守功，杨行密录其绩，擢为节

度押衙，检校司空。天’复元年(901)，在弦高创

建城垣，于蚺蛇港首尾筑坝，使河水绕城三面而

去，并将县治由清华迁至弦高，制置婺源二十余

年，民无寇患。翌年，陶雅巡视婺源，借机报复，

武被处死，邑人念其功，立祠祀之，日汪司空庙。

[《新安文献志》卷九十六上、《中国人名大辞

典》、《婺源县志》(1993年版)]

查师诣·唐河内(治今河南沁阳)人。，至

师诣始从九江匡山药炉源徙宣城，转徙歙县篁

墩。官至游击将军、折冲都尉。三世日文徽，历

官工部尚书，徙休宁j弟文徵，官至歙观察使，居

婺源。[《新安名族志》]
’

程士庸字仲谦，唐末定州安喜(今属河

北)人，祖籍新安休宁篁墩。高祖皓i定州刺

史。曾祖日华，横海军使。祖怀直，归成王。父

执恭，更名权，邢国公。士庸壮即知名，州辟主

簿。旋为义武节度尚书王公绥聘掌书记，转定

州别驾。后因王公赴难京师，士庸遂退隐。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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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六年(881)十月卒于仁慈里宅，享年七十八。 汪处士台符传》纪其事功。[《新安文献志》卷

子岩、孙秀以其年十二月朔日，迁葬于博野先 八十七、《中国人名大辞典》]

茔。[《新安文献志》卷六十二上r 程岩唐末中山博野(今属河北)人，祖籍

夏元康唐末浙江会稽人，徙居休宁南门。 新安休宁篁墩，为忠壮公灵洗十三世孙，自七世

乾符(874—879)间，黄巢入宣州，犯浙东，士民 祖大辨徙中山博野。岩少事义武军节度使王处

外逃，时元康知苏州，改歙州刺史，募兵拒之。 直，为牙将。尝与晋将周德威、赵将王德明会三

随遇草寇毕鹞、查高、范珠、陈儒等继至，又率兵 镇兵于易水，败朱温，破刘守光。历官成德军都

力战，获免。居岁余，又闻董昌潜据于越；乃叹 知兵马使、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工部尚书兼御史

日：“遭此时世末，如之何矣。”遂还政，因家于 大夫、上柱国，封安定县开国伯。、

休宁之南门。[《新安名族志》] 时值唐之末季，方镇擅兵不复知有君臣之

程法字元功，唐末休宁海宁人。灵洗十四 义、上下之分。而义武一军，地狭人微，独依晋

世孙。乾符(874—879)．中，黄巢农民军至歙州， 以自立。岩当其时赞辅其主帅，以尊主复仇为

法聚众保土，被推为将，依东密岩筑寨，协力战 志。且能招抚流民，练武殄暴，养民救荒，不遗

守。景福二年(893)，淮南节度使杨行密遣将田 余力，使士驯业，农力穑，工就务，商通货，士民

颓临歙州，令人谕之。法日：“所以自保者，不欲 为之立勋德碑以颂之。[《新安文献志》卷六十

三百年太平民为贼虏耳；他又何求?”因献谋行 二上]
+

密，授为歙州同知兵马使、东密岩将兼马金岭防 胡昌翼唐末歙州婺源考水(今属江西)

拓事，金紫光禄大夫、检校右散骑常侍、御史中 人，原系唐哀帝李祝(904—907)之子。天祜四

丞、上柱国，兵声大振。弟湘、淘，子南节，皆预有 年(．907)唐亡，朱温建号后梁。时皇子流亡民

功，历任显职，子孙继镇，直至宋平江南。[《新 间，被在长安为仕的胡三公收留，带回故里婺源

安名族志》i《新安文献志》卷九十六上卜
‘

抚养，因改姓更名为胡昌翼。后唐同光三年

汪焕南唐时歙县人。南唐开国时登进士 (925)，应试中明经科进士，因不乐仕进，遂退

第。焕鉴于后主李煜佞佛无度，曾屡次上书死 隐乡里。曾捐资于朱源建桥，后人更名日太子

谏，后主不之罪，然所进之言终不能用。官终校 桥。子孙世以经学传，乡人习称“明经胡氏”。

书郎。．[《中N／',-名犬辞典》]
‘

后子孙繁衍，分别徙居于黟县、绩溪各地，代有

汪台符五代南唐时歙县人。博学能文， 闻人。[《新安名族志》、《婺源县志》(1993年

好王霸大略。唐末见天下方乱，力耕不出。南 版)]

唐先主辅政，移镇金陵，台符往上书，陈民间九 戴安守宁叔，五代南唐时休宁隆阜人，祖

患，大率以富国阜民为务。先主善之，而宋齐丘 籍毫州。祖扩，为兵马使。父寿，拜武翼郎，擢

嫉其才高，屡加诋訾j齐丘始字超回，台符贻书 中书舍人。保大(943—957)中，安历官银青光

诮之曰：“闻足下齐先圣以立名，超亚圣而为 禄大夫、检校国子祭酒兼监察御史、上柱国、饶

字1。”齐丘大惭，改字子嵩．o后使亲信诱台符乘 州太守。卒谥忠恭，赐葬乐平榔槟山。夫人廉

舟痛饮，夜塞其口，沉石城蚵坡矶下，先主闻而 氏先卒，葬歙县篁墩小练源a子奢，始迁于休宁

惜之。 ， 一 隆阜。安遂为休宁戴氏之始祖。[《新安名族

·．·异元(937—942)中，台符检校民田物产高’ 志》、《中国人名大辞典》]

下三等，科其均输为定制。又使民输粟请盐，罢 程羽 字冲远，宋中山博野(今河北蠡县)

其科借，商旅卖鬻则征之，过者则否。舟行无力 人，祖籍休宁篁墩。灵洗后裔，傲子。博学通

胜之税，郡县胥吏降而有限。数十年民得以小 经，擅词章之业。晋天福(936—942)进士，授

康，皆自台符发之。台符曾任馆驿巡官、九江巡。阳谷县尉，历虞乡、醴泉、新乡令，皆有政绩。人

使等小官，江南野史称为处士，罗愿为作《南唐 宋，太祖以其有劳绩，特迁秘书省著作郎，知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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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开封府判官。太宗即位，超授给事中，权知

开封府，出知益州。为政宽简，蜀人爱之。召

还，授礼部侍郎、文明殿学士，以宗伯之任选群

材，时谓得人。帝益知遇之，护从北狩。改兵部

侍郎卒。太宗闻言，惊悼日：“方将大用。”赠礼

部尚书、太子少师。所著文稿，散落殆尽，存五

七言诗二十六首，附载于《贻范集》。

羽为太宗所知遇，赐第京华。子希振遂自

中山博野迁居河南洛阳。希振次子通官黄州黄

陂县令；通长子垧，任殿中丞、太中太夫；垧子

颢、颐，俱为理学宗师，世称“二程’j。[《新安文

献志》卷六十二上、《中国人名大辞典》]

查文徽南唐歙州休宁西门人。保大二年

(944)，中主李璩遣文徽率部讨建州王延政，战

失利。三年，再遣文徽增兵讨闽，破建州，王延

政降，以功迁建州留后。时吴越钱弘假部据福

州，文徽领军攻克之。人城安抚民人时，陷伏中

被执，旋被遣归。交泰四年(961)，后主李煜继

位，文徽累官至枢密副使，后以工部尚书致仕。

子元方，仕宋为殿中侍御史，知泉州；孙道，宋端

拱进士，官至龙图阁待制。

文徽幼好学，能自刻苦，手写经史数百卷。

稍长，任气好侠，闻人困乏，虽不识必济之，家亦

因之贫困，不悔也。或遗以金帛，一夕盗入其家

尽取去，文徽不言，虽邻里不知。久之，盗败于

旁邑，移文讯验，人始知之，咸称其量。[《宋

史》卷二百九十六附见《查道传》、《新安文献

志》卷八十、《新安名族志》]

查陶(937—1006) 字大均，宋歙州休宁

北街人。道从兄。初仕南唐，以明法登科，补常

州录事参军。归宋后，诏大理评事试律学，历官

大理正、侍御史、权判大理寺。断宫仲禹锡讼陶

用法失当，陶抗辩得雪。旋知合州(今浙江临

海)。咸平五年(1002)，朱博为大理，议赵文海

罪不当，宰相请以陶代之。真宗日：“闻陶亦深

文，当加戒勖。”即迁秘书少监，判寺事。时杨忆

知审刑，陶屡攻其失，又命代之，赐金紫。陶持法

深刻，用刑多失中，前后坐罚金百余斤，皆以失

人，无误出者。景德三年(1006)卒，享年七十。

长子拱之，淳化三年(922)进士，官都官郎中；次

子庆之，为太子中舍人。[《宋史》卷二百九十六

附见《查道传》、《新安文献志》卷六十四]

许逖’字景山，宋初祁门人。父规，尝寓宣

州客邸，旁舍有金陵客患病，规为延医诊治。、客

病危时，以囊金百两付规，托以后事，遂卒于旅

邸。规为之棺殓，并以余金还死者家属，人称

长者。

逖少仕南唐，为监察御史。李氏国除，以族

北迁。人宋，献所作文，召试授汲县尉、冠氏主

簿。越二年，县民七百人诣京师，愿得逖为令。

迁秘书省校书郎，知县事。数上书论北边事，时

赵普为相，四方奏疏不可其意者，悉投二瓮中，

满辄出而焚之，独称逖为“能”。日：“其言与我

多合j”

·历太常丞，知鼎州，迁国子博士，奉使两浙、

江南，言茶盐利害、省州县之役，皆称旨。出知

兴元府，大修山河堰。堰水旧溉民田四万余顷，

世传为汉萧何所建。逖行坏堰日：“郧侯方佐

汉取天下，乃暇为此，以溉其农。古之圣贤有以

利人，无不为也。今吾岂惮一时之劳，而废古人

万世之利?：’乃率工徒，躬治木石。石坠伤其左

足j逖益不懈j堰成，岁谷大丰，得嘉禾十二茎

以献。

．历官京西转运使，司封员外郎，赐金紫。徙

知扬州。扬州多世家，子弟往往倚权贵，恃法得

赎，出入里巷为不法。逖捕其甚者，笞之日：

“此非吏法，乃吾代汝父兄教也。”子弟羞愧自

悔，稍就学问，为善人，风俗大化。任满得疾，卒

于高邮。好学；尤喜孙吴兵法。欧阳修为作

《宋司封员外郎许公逖行状》，日：“其孝谨闻于

其族’，其信义著于友，其材能称于其官，是可书

于传。”[《新安文献志》卷八十、．《新安名族

志》] ．

’

．

张谔字昌言，宋初歙县漳潭人。初仕南

唐秘书丞，通判鄂州(今湖北武昌)。宋师南

伐，谔与州将许昌裔商议归款，太宗劳赐良厚，

授赞善大夫。乾德三年(965)蜀平，选知阆州a

太平兴国(978—984)间，授四川转运副使。先

是，土人罕习舟楫，乃取峡江中竞渡者给漕运之

役，覆舟常十之四五。谔建议置威棹军，专管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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