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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天培 乾隆十三年川8）戊辰跚地榜第三甲二十四名

杨天培（1721-1773），字孟瞻，号西岩，百侯侯南人。 生于康熙辛丑

年（1721), 4岁成孤儿。 自少颖异，及长，博览群书，文章词赋，卓然名

家。乾隆九年（1744）甲子科乡试， 由康生以书经中第25举人。乾隆十三年

(1748）戊辰科考取进土，殿试三甲第24名，
“

归原班佳选
”

，时年24岁。

后需次入都，授贵州石肝府龙泉县（今贵州省铜仁市凤冈县）知县，龙

泉是石肝属邑，与思南、平越（今贵州省福泉市）交界，羊矿杂外，土风兼

具楚蜀。 天培悉心抚治，不敢与殊俗相轻。乾隆二十四年（1759）乙卵任黔

省乡试同考官，所得皆知名士。性淡泊，其除吟咏外，无其他嗜好。 宦迹

所至，喜游名山水，以寄其兴。在都与名公卿诗赋往来无虚日。 龙泉为官

时，常焚香独居一室，声色玩好、功名利禄均无动于心，亦不肯委婉以事

上官，且苦其束缚，自请改教归里，受聘主持龙湖书院，不久补授惠州府

学教授。在任修文庙，教乐舞，养士做人，彬彬有苏湖风。

天培工于诗，著有《西崖文稿》、《西岩诗钞》行世，另有《奇姓

录》、《方言录》、《杨氏谱系考》、《潮雅拾存》、《西岩集唐稿》、

《西岩集杜稿》等。 亦是汉乐演奏名家，为清代大埔汉乐代表人物。乾隆

葵巳年（1773）卒，卒年52岁。

注：苏湖风：指苏湖教法的风格。 又名
“

分斋教学法
”

，是北宋教育

家胡暖在苏州、湖州二地办学之新教法，反对当时盛行的重诗赋歌律的学

风，提倡经世致用的实学。在世界上教育史首创分科教学制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