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科进士（5名）

黄一道 正德十六年（阳）辛巳科殿试金榜二甲第35名

黄一 道， 字唯夫， 号月溪， 广东揭阳县蓝田上阳（现丰顺县汤南
镇）人， 约生于明成化（1466～1488）年间。明弘治十七年甲子（1504年）中
举人， 明正德十六年辛巳科（1521）二甲三十五名进士。（注：本科于正
德十五年（庚辰）会试后， 因明武宗南巡， 殿试未及举行， 次年二月武宗
段， 至世宗接位后方举行殿试。 因此本科也称庚辰科）。授户部主事，
奏革官吏掠取百姓之弊端。嘉靖初，上奏章分条陈述

“

大礼仪
”

（
“

疏
议大礼仪

”

系指明世宗嘉靖帝登基不久， 困其生父兴献王称号问题引
起的 一 场政治斗争）。嘉靖十二年（1533）出知福建兴化府， 任上办教
育， 察民情， 清积案， 主持修复宁海桥中二门， 而最大的 功绩是重修
镇海堤。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镇海堤创建于唐宪宗元和八年（813）， 它抗击台
风、暴雨、海潮、 洪水， 是青田南洋平原形成的基本保障， 也直接关系到
南洋平原自然衬百姓的生命财产安全。因此官府、百姓每年都需增修加固
海堤。明洪武二十年（1387），江夏侯周德兴为了防倭、防海盗， 竟下令拆
除镇海堤堤石，移建平海卫城与甫禧所城，此后堤身柔土无法抗御海潮、
洪水等侵袭， 造成海堤小修、大修， 年年修。志书记载：洪武三十年

4仨 (1397年）海堤溃决， 海水淹至壶公山山脚， 南洋九万亩农田受淹、三年绝
丁�VJ. j 收。至嘉靖十二年叫黄一道任兴化峭的百余年间， 南洋平瞅瞅

』A 吞没、浸淹达八次之多，农田绝收， 百姓苦不堪言。

也 黄一道到任后， 当年即率众蹦蹦筑
“

天、地、元、黄
”

四石矶，
』 在土海堤外面用巨木杂竹为槌， 内填塞乱石，上叠石护堤， 基本上解决了

'1� －， 溃堤之困。一道成为青田人心中的治水英雄， 民感其德， 为他立生祠、勒
.• 

石志其功德。后被劫罢归， 寓居揭阳西门内。

a 一 一道雅好书法， 书学赵孟；曾书写《太学》、 《圣经》， 叫人刻在明
飞；二F 伦堂门板上， 甫人称赞他的书法雄健古朴。有《季雨南桥记》、 《登黄岐

山》等传世。在揭阳宣化街， 旧有
“

奕世青云
”

坊， 专为一道父子而立。
卒祀揭阳乡贤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