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科进士（12名）

蓝奎 北宋哲宗元站三年（1088）戊辰1斗

蓝奎（生卒年不详），字秉文、灿斗，蕉岭县蓝坊乡中村人。他从小聪

颖强记，记忆力特别好。他读过的书，无须再阅。因家贫无藏书，常到友

人处借阅，越宿即归还。有人问他能记住否？他将看过的书一一背诵，一字

不差。

蓝奎幼年，曾在蓝坊中村宝庆寺读书。稍长，在梅县东山大东岩读书

自习。大东岩环境幽雅，岩洞左侧有一天然石鼓，以石击之咚咚作响；岩

洞外形，好像一 口倒扣之釜。蓝奎乃题写
“
石釜灵响

”
四大字于岩壁上。

后人将其刻在大东岩洞门正顶，至今犹存。又在岩洞石璧上题写《读书东

岩》七绝一首，诗曰： 飞瀑悬帘动清响，依岩结屋称幽居；懒思身外无穷

事，愿读人间未见书。

北宋哲宗元站三年（1088），蓝奎赴京城沛京（今开封）会试，中进士，被

任命为文林郎、郡博士。 曾奉诏校文福州，其文章气节，朝野钦崇。

蓝奎晚年，回故乡讲学，人称
“
蓝夫子

”
。后人为了纪念他，以他的

姓为乡名，称
“
蓝坊乡

”
（1993年10月改称为

“
蓝坊镇

”
）。《镇平县志》

将 载： 蓝坊是奎而得名。 《石窟一征》载： 奎所居蓝坊，乡以姓

著。
”

清代康生江李才，蓝坊乡人，写有《咏蓝奎》诗赞
“
山水犹留姓氏

叫 叫 香，为开风气在文章。梅州首纪科名录，岂独蕉阳十二乡。”据《石窟一

川R- 征》载：
“
宋元拮三年有蓝奎登进士科，今蓝坊保庆寺，即奎当年读书授

、J 徒处。……然蓝氏后人无传。
”

当地相传，蓝奎的后人欺压穷人的手段极

l:., 为残忍。某年除夕前，徊户们密商同一天送柴草至蓝家，于除夕前夜点火

烧毁蓝家房舍。蓝坊乡蓝氏从此灭绝。黄香铁在《石窟一征》中对蓝奎不

被尊为乡贤发出疑问，与此传说有关。乾隆《镇平县志》在人物记载中，
Jι 把蓝奎列为

“
藤行类

”
，并有按语说：

“
续史氏日，旧志称奎为宋名进

士，实开邑文风之首，今程乡祀之，而镇平不祀，行将与邑之士大夫别
议，组豆之。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