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杨之徐 康熙二十七年(1688） 戊辰科殿试金榜三甲第99名

杨之徐（1659-1731），字沛若，号慎斋，大埔百侯侯南人。康熙初

年，曾宣布废去八股，改以论策取士。之徐年仅10岁，即执笔为策论，挥

斥经史，究极古今，往往出语惊人。后来康熙又恢复八股，他也能应付自

如。十四岁县府道三试第一，入库为附生。17岁，中康熙十四年（1675）乙

卵乡试以书经中式第二十名举人，为同榜中年龄最小者。康熙二十七年

(1688) 29岁，中戊辰1斗金榜三甲第99名进士。

康熙三十四年（1695）乙亥年八月，赴任河南光山县知县。据民国《大

埔县志》载，之徐任光山知县期间，甫下车，即访询百姓疾苦，有利于民

者，尽行裁革，昕狱断讼，誓不受暮夜金，毋坠清白家风。在任期间，之

徐捐律修缮文庙，置义学；并延请同乡宿儒吴羔一同编修《光山县志》。

康熙三十七年(1698）戊寅，朝廷按例考核地方官员，上司爱其才，欲罗致

门下。之徐不愿攀附之，上司乃怀恨在心。适县里有两棍徒，横梗害民，

杨之徐将棍徒置之于法，上司藉以遂怨竟将之徐弹劫罢官，杨之徐处之泰

然，毫不芥蒂，赋归家园。

他罢官居家之后，杜门课子，赋诗作文以自娱，四壁萧然。
“

未尝一

日辍铅梁
”

，教育孩子
“

读圣贤书，当体验之身心日用间，寻取向上，勿

徒记诵章句为也
”

。又曰： “

做人须从孝佛起，异日居官，忠以事上，仁

以利用，许多事业，皆从此处出
”

。数十年中乐为乡村出力。百侯古称

叫」A
“

白喉
”

，之徐倡改
“

百侯
”

；康熙五十年（1711）辛卵年百侯好铺毁于

\17. 火，豪强起兼并之意，混争铺地，几至蚁斗，杨之徐出力止之，亲行丈

a考 量，通乡帖然。康熙五十五年（1716）募建
“

忠斯亭
”

于百侯马山之麓。

昂 之徐一生著述甚丰，有《企南轩诗文前后集》、 《企南轩编年录》、

《汇辑家珍》等著作。
156 杨之徐先娶妻吴氏，续娶饶氏，饶氏生三子攒绪、前面时、演时，均中

飞，v d扩进士，入翰林院。有
“

一腹三翰林
”

之佳话。

卒于雍正辛亥年(1731），享年73岁。



附：百侯
“

一腹三翰林
”

的故事一一饶氏对诗退挡轿

杨之徐之妻饶氏教子有方，
“

一腹三翰林
”

的事迹传闻全国。 乾隆皇帝

下圣旨召饶氏晋京朝见。 饶氏得皇帝赏赐荣归大埔， 途经江西卢陵， 见路旁竖
一大牌， 牌上写着

“

天下第 一村， 文官下轿， 武官下马
”

。 饶氏见这挡驾牌，

不下轿， 叫随行人员继续前进。 这时， 一群村民挡在路中， 其中有一老翁伸开

双手， 挡着饶氏的轿子， 说：
“

敞地隔河两宰相， 方圆五里三状元， 纵横十里

九进士！你是何方人氏？敢不下轿！
”

乡民接着齐喝：
“

下轿！下轿！
”

饶氏

镇定自若地掀开轿帘， 那位老翁看见轿内是个女的， 缓和了口气说：
“

恕仲、女

流之辈， 你如能根据我上面说的作出 一 首诗， 可免下轿过去。 ”饶氏沉思一

会， 胸有成竹地脱口吟诗： “隔河两岸各一天， 十里地方无关联， 各乡各姓不

同祖， 怎比妾身三翰院。
”

老翁听后惊问： “你的三个儿子都是翰林？
”

饶氏

从容答道：
“

对！我家在广东大埔百侯村。 我的丈夫杨之徐是进士， 我的三个

儿子都是翰林， 其中一个儿子任按察使。 我这次受皇上召见， 现经贵地回大

埔。
”

老翁拍掌惊呼：
“

失敬！失敬！我们早就听知广东大埔百侯
‘
一腹三翰

林
’

的天下奇闻！今天幸见老夫人！我们刚才多有冒犯！请恕罪！
”

罗溶 康熙四十五年(1706）丙戌科殿试金榜三甲第206名

罗潜（1661-1729）， 字映哲， 号徽五，枫朗坎下鼓子石下人。家贫力
学，性平易方正， 动循礼法。 弱冠食钱。康熙三十八年（1699）以书经中己

卵科乡试举人， 康熙四十五年（1706）中丙戌科金榜三甲第206名进士。 飞在
康熙五十六年(1717）春选授江南徐州萧县知县。 洁己爱民， 小吏无敢 3� 

舞弊者。 某年县内握虫肆虐， 罗泼组织民众灭虫救灾， 禁捕飞鸟蛙蛇， 以 附

天敌制虫， 次年即获丰收， 深得百姓拥戴。 丁西科分校乡试， 文武两门所
取多知名士。康熙六十年罗敝仕归椒， “民泣乞留者无数， 馈袍外更 J巳
为立遗爱碑。 ”归里后， 以著述自娱。 清雍正七年（1729）逝于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