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字詞解釋出自漢典 

范應鈴字旂叟，豐城人。方娠，大父（祖父，官？）
1夢雙日照庭，應鈴生。稍

長，厲志于學，丞相周必大2見其文，嘉賞之。開禧元年，舉進士，調永新尉。 

 

本段首講述范應鈴成長的一些軼事。於南宋寧宗開禧元年，西元 1205 年，

中進士。 

 

縣當龍泉、茶陵溪峒之衝，寇甫平，喜亂者詐為驚擾，應鈴廉得主名，捽而

治之。縣十三鄉，寇擾者不時，安撫使移司兼郡，初奏弛八鄉民租二年，詔下如

章。既而復催以檢核之數，應鈴力爭，不從。即詣郡自言，反覆數四，帥聲色俱

厲，應鈴從容曰：「某非徒為八鄉貧民，乃深為州家耳！民貧迫之急，將以不肖

之心應之，租不可得而禍未易弭也。」帥色動，令免下戶。既出令，復徵之，應

鈴歎曰：「是使我重失信於民也。」又力爭之，訖得請，民大感悅。有大姓與轉

運使有連，家僮恣橫厲民，應鈴笞而繫之獄。郡吏庭辱令，應鈴執吏囚之，以狀

聞。 

 

講述范應鈴擔任永新縣尉時，前面在說明地方剿匪、為八個鄉的庶民爭取民

租兩年且如實照給，倒數六句講述對於自己的下屬以及地方強豪，若有犯法之事

都一視同仁的給予懲處。本段重點是 How，范應鈴如何在初當縣尉時便保有為

官的高遠德行。 

 

調衡州錄事，總領3聞應鈴名，辟為屬。改知崇仁縣，始至，明約束，信期

會，正紀綱，曉諭吏民，使知所趨避。然後罷鄉吏之供需，校版籍之欺敝，不數

月省簿成，即以其簿及苗稅則例上之總領所，自此賦役均矣。夙興，冠裳聽訟，

發擿如神，故事無不依期結正，雖負者亦無不心服。真德秀4扁其堂曰「對越」5。

                                                      
1
 祖父。 

大父未死而有二十五孫。——《韓非子·五蠹》 
2
 周必大(1126-1204)，字子充，一字洪道，紹 興 二 十 年 (A.D1150)， 第 進 士 ， 曾 任 徽 州 司

戶 參 軍 、 太 學 錄 及 左 相 等 職 ， 嘉 泰 元 年 御 史 施 康 年 談 劾 他 ， 說 其 私 植 黨 羽 ， 被 拔

左 相 等 官 ， 實 際 上 是 韓 侂 冑 集 團 與 周 必 大 等 人 的 政 爭 。  
3
 統領；統管。 

a. 統領；統管。漢，楊惲《報孫會宗書》：“總領從官，與聞政事。”南朝梁，劉勰《文心雕

龍·書記》：“是以總領黎庶，則有譜籍簿録。” 宋 朱淑真 《春歸》詩：“東君總領鶯花處，

浪蝶狂蜂不自來。” 清 劉大櫆 《乞同裡捐輸以待周急引》：“大約出白金在一斤上下，豐

者至二斤，嗇者至三兩二兩，使一人總領，牟利取息，而以其息待用。” 

b. 漢代光祿勳的別稱。 清 梁章钜《稱謂錄·光祿寺》：“案：兩漢官制，自光祿、太中、中

散、諫議等大夫及謁者、僕射、羽林郎、郎中、侍郎，五官、武賁、左右等中郎將，奉車、

駙馬二都尉，車、戶、騎三將，並屬光祿勳，故有總領之稱。” 
4
 真德秀，字景元，南宋名臣，慶 元 五 年 (A.D1200)登 進 士 第 ， 曾 任 南 劍 州 判 官 、 太 學

正、禮 部 侍 郎、戶 部 尚 書 等 職。史 書 說 他「 奏 疏 無 慮 數 十 萬  言，皆 切 當 世 要 務 ，

直 聲 震 朝 廷 。 」 可 見 其 處 理 政 事 之 能 力 十 分 優 秀 。  
5
 



將代，整治如始至。歲杪6，與百姓休息，閣債負，蠲ㄐ
ㄩ
ㄢ

7租稅，釋囚繫，恤生瘞死，

崇孝勸睦，仁民厚俗之事，悉舉以行，形之榜揭，見者嗟歎。調提轄文思院，幹

辦諸軍審計，添差通判撫州，以言者罷，與祠。丁內艱8，服除，通判蘄州。 

 

前十七句在講述范應鈴調任崇仁知縣後，如何在人事、官文書、財政上改革

崇仁縣政務。接著描述訴訟審判上，不僅有判案能力，又能使人心悅折服。厚愛

人民，給予經濟、財稅、刑獄種種的福利照顧。調任諸軍審計、撫州通判，最後

前往蘄州任通判。與前面一樣，重點是 How，范應鈴在地方任知縣時，種種有

德的施政及審判事跡。以及 Where，到哪裡任官，任官多久則不詳。 

 

時江右峒寇為亂，吉州八邑，七被殘燬，差知吉州，應鈴慨然曰：「此豈臣

子辭難時耶？」 即奉親以行。下車，首以練兵、足食為先務，然後去冗吏，覈

軍籍，汰老弱，以次罷行。應鈴洞究財計本末，每鄙榷酤興利，蘄五邑悉改為戶。

吉，舟車之會，且屯大軍，六萬戶，人勸之榷9，應鈴曰：「理財正辭，吾縱不能

禁百姓羣飲，其可誘之利其贏耶？」永新禾山羣盜嘯聚， 數日間應者以千數。

應鈴察過客趙希邵有才略，檄之攝邑，調郡兵，結隅保，分道擣其巢穴，禽之，

誅其為首者七人，一鄉以定。贛叛卒朱先賊殺主帥，應鈴曰：「此非小變也。」

密遣諜以厚賞捕之。部使者劾其輕發，鐫一官10。間（閒）居六年，養親讀書，

泊如也。起廣西提點刑獄，力辭，踰年乃拜命。既至，多所平反，丁錢蠧民，力

奏免之。 

 

                                                                                                                                                        
a. 猶對揚。答謝頌揚。 

《詩·周頌·清廟》：“濟濟多士，秉文之德；對越在天，駿奔走在廟。”王引之《經義述聞·毛詩

下》：“‘對越在天’與‘駿奔走在廟’相對為文。‘對越’猶對揚，言對揚 文 武 在天之神

也……揚、越一聲之轉。”漢 班固《典引》：“亦猶於穆猗那，翕純皦繹，以崇嚴祖考，殷薦

宗配帝，發祥流慶，對越天地者。”宋 蘇轍 《論明堂神位狀》：“今者皇帝陛下對越天命，

逾年即位。” 

b. 指帝王祭祀天地神靈。 

晉 劉琨《勸進表》：“臣聞天生蒸人，樹之以君，所以對越天地，司牧黎元。”《宋史·禮志

二》：“當愁慘之際，行對越之儀，臣等實慮上帝之弗歆。”《續資治通鑒·元泰定帝泰定四年》：

“天子親祀郊廟，所以通精誠，逆福釐，生蒸民，阜萬物，百王不易之禮也。宜講求故事，

對越以格純嘏。” 
6
 指年末。 

《禮記·王制》：“塚宰製國用，必於歲之杪，五穀皆入，然後制國用。” 鄭玄 注：“杪，末也。”

後謂年底為歲杪。宋 葉適 《朝議大夫秘書少監王公墓誌銘》：“ 贛 廣 間，常以歲杪販鹽。” 黃

遠庸 《歲暮餘聞》：“歸時適值歲杪，乃記此殘斷之新聞，以還償此臘尾餘日之筆墨舊債。” 
7
 除去，免除：～除。～免。 

8
 即丁憂。亦稱丁家艱。 

《晉書·周光傳》：“ 陶侃 微時，丁艱，將葬，家中忽失牛而不知所在。”宋，邵伯溫《聞見前

錄》卷四：“初以秘書丞 呂 公 大忠 為副使，命下， 大忠 丁家艱，詔起復未行。”明，陳恂 

《餘庵雜錄》卷下：“及臨期，徐丁艱不入闈，而 夏 於是科獲雋。”清孔尚任《桃花扇·鬨丁》：

“ 魏 党暴横之时，我丁艰未起，何曾伤害一人。” 
9
 專賣：～貨。～場（徵收專賣稅的交易場所）。～稅（專賣業的稅）。 

10
 削去官職。 

http://gj.zdic.net/archive.php?aid-2438.html


任吉州知縣，不僅要處理民政，還要剿匪，並能以奇謀擊敗匪類，本段重點

是 Where 在哪裡任官以及 Which 范應鈴碰到哪些地方的問題:有財務、民生、匪

亂、刑獄等。 

 

召為金部郎官，入見，首言：「今以朝行暮改之規橅，欲變累年上翫下慢之

積習；以悠悠內治之敝政，欲圖一旦赫赫外攘之大功。」又曰：「公論不出於君

子，而參以逢君之小人； 紀綱不正於朝廷，而牽於弄權之閹寺。」言皆讜直，

識者韙之。遷尚左郎官，尋為浙東提點刑獄，力丐便養，改直祕閣、江西提舉常

平，併詭挾三萬戶，風采凜然。 

 

被召回中央任官:金部郎官。能直言不諱，剛正不阿，後轉調浙東提點刑獄，

併詭挾三萬戶不清楚，但應是不受朝廷控制的三萬戶籍，可能指財稅。Where

到哪裡任官 Which 做官時做過哪些重要的事情。 

 

丁外艱 11，服除，遷軍器監兼尚左郎官，召見，奏曰：「國事大且

急者，儲貳為先。陛下不斷自宸衷，徒眩惑於左右近習之言，轉移於

宮庭嬪御之見，失今不圖，姦臣乘夜半，片紙或  從中出，忠義之士

束手無策矣。」帝為之動容。屬鹽法屢變，商賈之贏，上奪於朝廷之

自鬻，  下奪於都郡之拘留；九江、豫章扼其襟喉，江右貧民終歲食

淡，商與民俱困矣。應鈴力陳四害，願用祖宗入粟易鹽之法。  

 

向 皇 帝 上 奏，認 為 皇 帝 身 邊 之 人 小 人 多，表 達 願 為 朝 廷 效 犬 馬 之

勞。又 看 到 當 時 的 食 鹽 銷 售 的 問 題，當 時 的 鹽 商，要 將 鹽 運 至 江 西 ，

必 經 過 九 江、豫 章 兩 地，這 兩 個 大 郡 都 會 拘 留 鹽 船，收 取 過 路 的 費 用 ；

當 時 鹽 價 一 袋 就 要 一 千 貫，再 被 這 些 地 方 的 政 府 居 留、索 取 利 潤，運

鹽 的 成 本 增 加，商 人 的 利 潤 折 損；人 民 買 到 鹽 的 價 格 也 變 高，因 此 才

會 說 是 「商與民俱困矣」。 12
Where 到 哪 裡 任 官 ； What 做 了 哪 些 官 ；

How 如 何 解 決 朝 廷 財 政 、 經 濟 的 問 題 。  

 

授直寶謨閣、湖南轉運判官兼安撫司。峒獠蔣、何三族聚千餘人，

執縣令，殺王官，帥憲招捕，逾年不至，應鈴曰：「招之適以長寇，

亟捕之可也。」即調飛虎等軍會隅總討之，應鈴親臨誓師，號令明壯，

士卒鼓勇以前，禽蔣時選父子及兇渠五人誅之，脅從者使之安業，未  

一月全師而歸。授直煥章閣，上疏謝事，不允；擢大理少卿，再請又

不允。一旦籍府庫，核簿書，處決官事已，遂及家務，纖悉不遺。僚

                                                      
11

 舊指父喪或承重祖父之喪。唐 楊炯《後周青州刺史齊貞公宇文公神道碑》：“公少丁外艱，

州黨稱其孝。”《林則徐日記·道光十九年元月十四日》：“﹝ 張浦雲 ﹞署 開平 化州 ，去年

丁外難歸。 
12

梁庚堯，《南宋鹽榷──食鹽產銷與政府控制》(台北:台大，2010)頁 180-181 



屬勸以清心省事，曰：「生死，數也，平生學力， 正在今日。」帥別

之傑問疾，應鈴整冠肅入，言論如平常，之傑退，翛然而逝。  

 

轉 任 湖 南 通 判 兼 安 撫 司，剿 平 匪 亂，晚 年 轉 任 大 理 少 卿，一 樣 能

改 革 時 政 。 Where 在 哪 任 官 ； Whcih 范應鈴面對的問題有那些，他如何處

理。 

 

應鈴開明磊落，守正不阿，別白是非，見義必為，不以得失利害

動其心。書饋 13不交上官，薦舉不徇權門，當官而行，無敢撓以非義。

所至無留訟，無滯獄，繩吏不少貸，亦未嘗沒其貲，曰：「彼之貨以

悖入，官又從而悖入之，可乎？」進脩潔，案姦贓，振樹風聲，聞者

興起。家居時，人有不平，不走官府，而走應鈴之門；為不善者，輒

相戒曰：「無使范公聞之。」讀書明大義，尤喜左氏春秋，所著有西

堂雜著十卷，斷訟語曰對越集四十九卷。徐鹿卿 14曰：「應鈴經術似兒

寬，決獄似雋不疑，治民似龔遂，風采似范滂，理財似劉晏，而正大

過之。」人以為名言。  

 

史 書 最 後 對 此 人 的 評 價，以 及 他 此 生 的 一 些 軼 事，都 是 積 極 正 面

的 故 事。徐 鹿 卿 把 他 比 做 北 宋 的 名 官，認 為 此 人 是 當 世 真 正 的 賢 良 人

才 ， 看 到 這 真 的 會 小 感 動 。 What 史 官 、 後 人 如 何 評 價 此 人 ； Who 後

人 將 范 應 鈴 比 做 哪 些 名 官 。  

 

 

 

 

 

 

 

 

 

 

 

 

                                                      
13

 饋，禮物、酬餉，在此可能解釋成，范應鈴不會贈送禮物巴結上位者。 
14

 徐鹿卿，字德夫，隆興豐城人。博通經史，以文學名於鄉，後進爭師宗之。嘉定十六年，廷

試進士，有司第其對居二，詳定官以其直抑之，猶置第十。鹿卿居家孝友，喜怒不形，恩怨俱泯，

宗族鄉黨，各得歡心。居官廉約清峻，豪發不妄取，一廬僅庇風雨。所著有《泉穀文集》、奏議、

講義、《鹽楮議政稿》、《歷官對越集》，手編《漢唐文類》、《文苑菁華》，謚清正。見《宋史》〈列

傳第一百八十三〉 



 

 

 

永新尉４７６ 永新縣尉 

衡州錄事 《晉書‧職官志》始見。晉驃騎將軍以下及諸大將軍之不開府、不

擔任持節都督者，所屬掌管文書的屬員為錄事。各州的佐吏中也有

錄事。歷代多見設置，均為下級官吏。唐各州錄事秩從九品上，長

安等京縣錄事從九品下，余各縣錄事不入品。  

＊但不知此處指的是錄事抑或錄事參軍！  

總領４１７ 南宋官名。紹興十一年（ 1141）收諸將兵，改為御前軍，分屯諸處，

置淮東、淮西、湖廣總領，掌所在地諸軍錢糧並參預軍政。十五年

（ 1145）又置四川總領。總領財賦所簡稱總所，亦稱餉所，或稱餉

司。  

提轄文思院１８５ 文思院提轄官。文思院為官署名，隸工部。掌制造金銀犀玉工巧之

物，金采繪素裝鈿之飾，以供宮廷所需儀物、器仗、權量等物之用。 

通判撫州４６２ 宋為加強控制地方而置於各州、府，輔佐知州或知府處理政務，凡

兵民、錢谷、戶口、賦役、獄訟等州府公事，須通判連署方能生效，

並有監察官吏之權，號稱「監州」。  

通判蘄州４６２ 

知吉州４６０ 吉州知州。宋以朝臣充任各州長官，稱「權知某軍州事」，簡稱知

州。「權知某軍州事」，簡稱知州。權知 "意為暫時主管，「軍」指該

地廂軍，「州」指民政。  

廣西提點刑獄４４

３ 

提點刑獄屬路監司官，掌查一路之獄訟，後職務漸繁，兼管保甲、

軍器、河渠等事務。  

金部郎官１０８  

尚左郎官４３ （或為尚書左司郎中？）  

浙東提點刑獄４４

３ 

見上述  

直祕閣、江西提舉

常平１０７ ４４

６ 

直秘閣為庶官貼職。（管放置書籍的書庫？）  

提舉常平司，管常平（錢）、免役之政，後有兼領茶鹽司的狀況，

亦掌義倉、水利、役法、賑濟等事。  

軍器監兼尚左郎

官３３５  

掌戎器之政令  

直寶謨閣？１０

５  

直學士  

湖南轉運判官兼

安撫司５６４  

掌管一路軍事、民政。  

直煥章閣１０４  直學士  



職務 任內事蹟 

永新尉 a. 平寇 

寇甫平，喜亂者詐為驚擾，應鈴廉得主名，捽而治之。 

b. 弛租 

奏弛八鄉民租二年。 

c. 平判 

有大姓與轉運使有連，家僮恣橫厲民，應鈴笞而繫之獄。郡吏庭辱令，應鈴執吏囚之。 

知崇仁縣 a. 教化百姓 

明約束，信期會，正紀綱，曉諭吏民，使知所趨避。 

歲杪，與百姓休息，閣債負，蠲租稅，釋囚繫，恤生瘞死，崇孝勸睦，仁民厚俗之事，

悉舉以行，形之榜揭，見者嗟歎。 

b. 均賦役 

罷鄉吏之供需，校版籍之欺敝，不數月省簿成，即以其簿及苗稅 則例上之總領所。 

c. 平判 

冠裳聽訟，發擿如神，故事無不依期結正，雖負者亦無不心服。 

知吉州 a. 整兵備（禦寇） 

首以練兵、足食為先務，然後去冗吏，覈軍籍，汰老弱，以次罷行。 

b. 整財務戶口 

應鈴洞究財計本末，每鄙榷酤興利，蘄五邑悉改為戶。 

c. 平寇 

應鈴察過客趙希邵有才略，檄之攝邑，調郡兵，結隅保，分道擣其巢穴，禽之，誅其

為首者七人，一鄉以定。贛叛卒朱先賊殺主帥，應鈴曰：「此非小變也。」密遣諜以

厚賞捕之。 

金部郎官 

 

直言不諱 

言皆讜直，識者韙之。 

軍 器 監

兼 尚 左

郎 官  

a. 直言不諱 

召 見 ， 奏 曰 ：「 國 事 大 且 急 者 ， 儲 貳 為 先 。 陛 下 不 斷 自 宸 衷 ， 徒 眩 惑 於 左

右 近 習 之 言 ， 轉 移 於 宮 庭 嬪 御 之 見 ， 失 今 不 圖 ， 姦 臣 乘 夜 半 ， 片 紙 或  從

中 出 ， 忠 義 之 士 束 手 無 策 矣 。 」 帝 為 之 動 容 。  

b. 改革鹽法 

屬 鹽 法 屢 變，商 賈 之 贏，上 奪 於 朝 廷 之 自 鬻， 下 奪 於 都 郡 之 拘 留；九 江 、

豫 章 扼 其 襟 喉，江 右 貧 民 終 歲 食 淡，商 與 民 俱 困 矣。應 鈴 力 陳 四 害，願 用

祖 宗 入 粟 易 鹽 之 法 。  

直 寶 謨

閣、湖 南

轉 運 判

官 兼 安

撫 司  

平寇 

應 鈴 曰 ：「 招 之 適 以 長 寇 ， 亟 捕 之 可 也 。 」 即 調 飛 虎 等 軍 會 隅 總 討 之 ， 應

鈴 親 臨 誓 師，號 令 明 壯，士 卒 鼓 勇 以 前，禽 蔣 時 選 父 子 及 兇 渠 五 人 誅 之 ，

脅 從 者 使 之 安 業 ， 未 一 月 全 師 而 歸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