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陈应联乾隆十七年（阳

陈应联（1727-1810）， 字子人， 号赤山，陈可绿之子、陈可奇之侄， 茶

阳梅林人。乾隆十七年（1752年）圭申恩科乡试以书经中第34名举人， 同年

中殿试金榜二甲第22名进士，时年26岁，任安徽南陵县知县，在任期间，

曾于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 主持重修扩大南陵城垣，修城楼8座。为官五

年余。 享寿84岁。

吴履和 乾隆二十六年（1761

吴履和（1699-1783）， 湖窘古城人。 康生，乾隆十八年（1753）葵西科乡

方式以礼记中第72名举人，乾隆二十六年（1761）辛巳科中三甲第llO名进

士， 归班佳选。 曾任山西曲阳县知县。履和中进士后曾为百侯南山张姓撰

《万石堂碑记》；大埔民国县志载， 湖寨五虎山穿龙案旧有文武阁， 其匾

额上所镑
“

湖山名胜
”

即为履和所书。

杨擂云乾隆二叫…酬殿啡叫田

_..t 

杨擂云（1723-7981）， 又名文恭， 乳名俊秀， 字步山， 号楠圃， 百侯

侯南人。生于雍正葵卵年（1723），擂云颖异， 7岁能文， 及长， 以孝友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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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祖父杨琼， 乐善好施， 家庭富裕， 族戚中有贫而好学者常助之， 遇乡飞叩平／旷

试、会试， 倾囊赠之不吝。乾隆二十一年（1756）丙子科乡试， 以易经中第



叫川

57名举人，乾隆二十六年（1761）辛巳恩科殿试金榜列三甲第23名。任甘肃
环县知县。会邑大饥，请赈，按户给领，民受实惠，当地群众称他为

“
清

白大令
”

。因不善事上官，罢职归乡。后甘肃省以谎报赈灾案，隶任者多
不得免受惩罚，擂云独守拙无累，有识之士贤之。

擂云卒于嘉庆戊午年（1798），享年76岁。
（《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作 “杨绪云 ” ）

饶崇魁 乾隆三十六年（1771）辛卵酬殿试金榜二甲第21

饶崇魁（1737-1776），字和恒，号探云，别号秀峰，茶阳城里人。饶
相第七世孙。崇魁治书经，15岁为邑库，乾隆二十七年（1762）食钱。 “首
拔，补康。举优施奖。三试冠军 ” 。乾隆三十三年（1768）戊子科乡试，由
康生以书以中第17名举人，乾隆三十六年（1771）辛卵恩科取二甲第21名进
士。授工部营缮司主事，同校顺天乡阁。后奉差兼督催所事。年40卒于
都。著有《探云轩文稿》、《水部诗集》。

饶庆捷 乾隆四十年（1775）乙未
科殿试金榜三甲第8名 翰林院检讨

＆ 饶庆捷（肌肌号曼唐，人称太史公，茶阳城内人，清乾隆三
十年（1765）拔贡生，当时学士翁方纲阅完饶的文章后，视他为天才，以后

g志 将 “拔冠全省朝考一等以知县用 ”
，是 “玉堂金马 ” 之类的非寻常人，乃

附 劝饶改任教职。饶庆捷遂任广东从化教谕。乾隆三十五年（1770）庚寅恩科
乡试，以礼记考列第五；乾隆四十年（1775）乙未科考取进士，列金榜三甲

飞 ！ 1�第8名，选翰林院庶吉士，散馆后授翰林院检讨。在馆供职十年，参与编
修《四库全书》，任缮书处分校官。

乾隆五十年（1785）翰林院、詹事府官员考试后因不为权贵所喜，列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