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邱元遂 乾隆元年(1736）丙辰科殿试金榜三甲第97名

邱元遂（1712-1755），字体乾，号健庵，大埔县百侯镇侯南村人。生

于清康熙圭辰年（1712）。自幼聪颖异常，得舅父杨攒绪教导，年甫4岁，就

已读完《三字经》、 《千字文》、 《幼学琼林》、 《千家诗》等启蒙课

本，6岁能文，13岁考取秀才。被时任广东学使惠士奇称为神童。雍正十

年（1732）圭子科乡试以易经中式广东第25名举人。乾隆元年(1736）丙辰科列

金榜三甲第97名进士，
“

交部候选
”

，年25岁。

选授文林郎江西省建昌县（今江西永修县）知县，在任小心勤慎，洁己

爱民，境内晏然。乾隆九年（1744）甲子科任江西乡闹同考官。在他任职期

间，曾捐薪棒建成
“

修江书院
”

。因此，当地文风日盛。后以母老乞归，

回到家乡，协助家乡修祖祠，为始祖祠作序，创祀田（自捐银宣｛百元）等。

得乡人尊崇和信赖。卒于乾隆乙亥年（1755），年仅44岁！

元遂为官清正廉洁，故家中祖居破漏不堪，乏资修缮 0 元遂逝世后，

昔日江西修江书院之学子多己为官，困念其生前勤奋教诲、 一生为民之功

德，特集资为其在家乡（今侯南坪头）建
“

进士第
”

，名曰
“

幸修堂
”

，并

塑铸一邱元遂小型铜像，以为永远纪念。 其铜像一直流传后世，直至

1958年始被收购古董者购去。

元遂自幼颇得舅父母之喜爱。他逝世后，其舅父母为其外甥建一
“

进

士第
”

堂名曰：
“

厚基堂
”

。故两座进士第皆系别人所建。

邱元遂6岁时，他随父就读于邻乡。某日傍晚，有一老姐来访其父，

适父外出， 问何事？姐曰：
“

昨晚我女儿在家分娩，得一男孩，母子二人

均平安。要请你父代写一信给我外地之女婿，速寄款回来。
”

次日乡姬再

来，其父已在，姐重上述，父曰：
“

可。
” 正欲执笔，见桌上元遂己写好

一首打油诗，父看后笑对老姐曰： “我儿已给你写就，可将此诗寄出即

可。
”

诗曰：
“

岳母写信贤婿知，昨夜你要生娇儿；母子二人都安好，赶

快寄钱买鸡剧。
”

此事轰动乡曲，传为美谈。

9岁时受知于学使，学使见其年小聪明，应对自如，戏之曰： “一杯

水怎汲千层浪？
”

他即应曰：
“

半勺土能筑万里城。” 闻者皆惊异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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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次， 他在梅河古榕荫下游水， 把衣服放在岸上。 村人路遇见之， 故

意将他衣服挂在古榕树上， 因他，年小无法取下。 那人戏谓元遂曰：若你能

即景作一对， 我便为你取下。 元遂随即口诵 一对： “千年古树为衣架， 万

里长江作浴盆。
”

真可谓即景绝妙之对！

又 一 次， 外公面试其曰： “嫩豆初生， 合掌拜天求雨露。
”

元遂即

答： “老禾当割， 低头伏地怕风霜。
”

外公闻后， 赞赏不绝。

自是后， 长辈常以诗对相戏。 某日， 其舅特邀元遂赴宴， 舅母为其更

衣换新鞋， 故迟到。其舅已在门外等候， 见其来迟， 戏曰： “急水推沙粗

在后
”

， 其即对曰： “风车绞谷有先行。
”

已开宴， 元遂取汤， 因人小，

只能站在板凳上取。 其舅再戏曰： “鸭嬉余水， 尿药（即屁股）控控控上

夭。
”

元遂不示弱， 对曰： “羊枯上岗， 赫卵（即辛丸）拖拖拖落地。
”

大

家哄堂大笑， 赞不绝口！其舅暗赞其才之捷， 乃佯怒曰： “碗中鲤鱼， 何

能兴风作浪？！
”

元遂亦佯气曰： “盏上灯火， 可烧万里江山。
”

他13岁考秀才时， 看见路旁花朵甚美， 顺手摘了一 朵， 适遇主考官前

面走来， 他，不好意思地把花藏入袖口。 主考官笑曰： “小童生暗藏春

色
”

， 他即含笑对曰： “大宗师明察秋毫。
”

打锣报喜的人来了， 他还在

门口塘边与 一群小孩子玩烧窑的游戏， 他把手拍干净问： “是我的报锣子
么？”

杨必蕃 乾隆七年（1742）圭戌科殿试金榜二甲第76名

叫 u 杨必蕃（1707-1743）， 字椒谷， 号近堂。 百侯镇侯南人。杨之徐之

卜，r 孙， 其生父梦时将其过继给绍时为嗣子。

斗卢 必蕃幼而颖异， 过目成诵， 弱冠有文名。嗣母吴氏年二十丧夫， 期望

'1� －， 显扬之志甚切， 必蕃因此发愤攻书， 寝馈于唐宋大家。 雍正十年(1732）以
’ 

府试冠军。乾隆元年(1736）丙辰恩科乡试以易经中第31名举人。乾隆七年

164 (1742）圭戌科登金榜二甲第76名进士。 归原班佳选。 嗣母孀守三十余年及
飞，v d扩身见子成进士， 人威谓节孝之极云。杨必蕃性刚毅， 见义必为。 于乾隆葵

亥年(1743）抱疾郁郁而卒， 行年37岁。 怀才未展， 士林惜之。 生平著作未

付梓，藏于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