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马基彦 乾隆四十六年（1781）辛丑武科进士

马基彦，原名马有光，生于乾隆七年圭戌岁（1742），卒于乾隆四十八
年葵卵岁(1783），五华县河东镇油田下陶村蜡下人，乾隆三十三年（1768）戊
子武科举人，四十六年（1781）辛丑科武科进士。其故居原有进士匾 一 块，
在文革期间被废，其使用关刀 一把，现下落不明。

黄斌全 乾隆五十五年（1790）庚戌武恩科进士

黄斌全，长乐县城学角头黄屋（今五华华城镇镇村学宫白虎侧）人。
乾隆五十一年（1786）丙午科武举人，乾隆五十五年（1790）庚戌武恩科进士。
官四川中军守备。

曾琼啡
乾隆五十五年(1790）庚戌科
武殿试金榜 一 甲第2名 武榜眼

构 曾琼到�（l阳创5）宇荣锦号宝圈今五华县棉洋镇洛阳日围人。

.. 1 五华（古称长乐），自j青朝晚期开始就有一首这样的民谣流传至今： “长乐
l；芷

地方唔（不）会输源源米谷载下州M(
... ' ' . 元榜眼渥（我）正有。”说的是五华县籍人在清代乾隆至道光年间出有两名

d� 水师提督魏大斌、李南馨和武科状元李威光，而榜H良（武科进士 一 甲第二
附 名）指的就是曾琼珠。

清乾隆二十三年（1758），曾琼珠出生于山乡农家，幼喜读书习武，尤
♂仁以弓马见长。19岁为武科邑库生。乾隆五十一年(1786）赴省乡试中武科举

人。乾隆五十五年（1790）考取武科进士，殿试钦点榜眼，钦授殿前蓝领侍

卫。历任江西下历都司、九江游击、河南卫辉营参将，河南中军府中军大



将，i告封四州
“

武义都尉
”

（正三品）。

曾琼珠仕途三十年，为官清正廉明，在河南军府任职期间，被朝廷委

任为乡试考官。上任伊始，开封府内有位巨贾为让其子在乡试中举，以补

富而不贵之不足，便特派管家携带重金到看考官家登门行贿，被曾琼排拒

绝，并对那位管家说：
“

看考之责，应是量才拔萃，让有真才实学、技高

艺精者为国效劳。万不可昧心做事，卖官蕾爵，中饱私囊，被不学无术之

辈钻了空子。
”

并要管家转告：
“

本官奉命行事，拔优入选，贵子弟能否

考取就看其本人的才学和武技了！
”

管家满面羞怯，只好收回贿金回去禀

报。

曾琼啡于道光八年（1828)71岁时辞官归里，在乡筑居
“

耕读馆
”

。返

乡时，除了随身简单行李和平日节衣缩食剩下的一千多银元外，只穿着粗

布衣服回到家乡。

他回到家乡后，了解到村里学校经费来源极为困难。用带回来的银元

购买良田，全部捐赠给学校作学田尝产，田产收入补学校经费不足。他平

日生活十分俭朴，经常谆谆教育家人：万不能因图横财而不义，要勤俭持

家，耕读传家。并以
“

耕为本，读为先，敦孝行，乐性天，和党族，敬师

贤
”

等语立为家训，留传后代。

他在乡里是位高德厚望的长者，但从不居功自傲，炫耀自己。当他年

高81寿辰之时，一再叮嘱家人，一不发请柬；二不摆酒宴。届期天一亮，

他便上山与知心的樵夫农友在幽静的林间旷野聊天去了。而乡邻们闻知他

的大寿日期，却纷纷备礼登门。他的儿子则受托出来一一辞谢，说：
“

家

父有嘱，惨淡之年，理应俭朴，庆寿从简，请拿回寿礼。我仅代表家父感

谢大家的深情厚意！
”

招呼他们吃顿便饭即送行。 飞在曾琼诽刚回乡时，乡邻亲友常称他为
“

榜眼爷
”

，他叫族内人论辈份 』

相称，族外人直呼
“

老伯
”

。因此，他在村 中开设的小铺店名就叫
“

老 l� ＇ 

伯
”

。他经商讲信义、求薄利，乡邻都乐于光顾，并常在店中聚友聊天或

向人传授武技。他还自撰店联云：
“

不近山林不近市，半为生意半为

情。
”

此联道出了他在乡里悠然度过晚年的景况。

（廖炳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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