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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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被免职。乾隆五十一年旅居淤沪，受聘于乡人会馆理事。乾隆五十二年

(1787）， 朝廷征讨台湾， 命庆捷运送江川米（江苏、江西、 四川产的大

米）50万石到福建， 由吴淤出海；又调福建、广东大船千艘。 总督李侍尧发

函饶庆捷负责此项事务。乾隆五十五年（1790）， 皇帝巡游到山东， 瞻仰泰

山， 拜渴孔府， 饶庆捷特进献《集文选诗》十首和《东巡雅》十二章。 得

皇帝召试， 看完饶献的诗文后，对内阁大臣说： “诗尚不荒，可仍在翰林

（供职）
”

。 次日， 即授饶为内阁中书舍人， 与散馆诸臣同授职务， 重登仕

途。 当年适值乾隆帝80大寿， 饶进献《八旬万寿颂》十九章五征， 《重念

颂》五章。 饶60岁时以年老请求致仕回乡， 掌教于端溪、越秀两书院。 嘉

庆九年（1804）， 大埔知县洪先焘编修县志，特聘饶庆捷主理此事。

杨中龙 嘉庆元年(1796）丙辰科殿试金榜三甲第30名

杨中龙（生卒年不详）， 号北海， 百侯侯南人。 少空腹读书， 所作制

艺， 有名家功力。 嗜酒， 善长书法，有求书法者， 约以酒换之。 尝语之

曰： “善藏之， 勿候予到馆阁中，欲求不可得也
”

。

乾隆五十七年(1792）圭子科乡试， 由康生以《春秋》中第15名举人，

乾隆六十年(1795）乙卵恩lt斗会试考取贡士，嘉庆丙辰年（1796）殿试登三甲第

30名进士，授内阁中书舍人。 曾任会试同考官，后出任浙江衡州府同知。

政声文誉，藉藉人口，著有《北海文稿》梓行与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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