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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彰化縣永靖鄉、埔心鄉、員林鎮地區具有特殊的閩南語腔調，本文以空間分析的方法，

蒐集研究區世居宗族資料和歷史背景，分析此地的族群結構，並探討的族群空間分布、信

仰祭祀圈以及族群關係。 

    根據資料統計，研究區內的世居宗族主要來自潮州府饒平縣、漳州府詔安縣及平和

縣，來到本地之後，在分布上呈現潮州府佔居研究區中部與西南部，漳州府佔居東北部的

狀況，具有明顯的地緣性色彩。在族群結構上，客家宗族數略高於閩南族群，在空間分布

上有同音系社群聚集的現象，員林鎮東部為漳州閩，永靖、埔心鄉中部則是以潮州閩為主。

本研究區主要姓氏張姓、黃姓、陳姓，具有同姓聚集的狀況，其他姓氏也有這樣的狀況，

具有強烈的血緣性，而這些世居宗族的族群關係，在地緣上由近到遠、由親至疏，建構出

本地族群的空間分布。本地的主要廟宇信仰祭祀圈因族群、原鄉祖籍而有所不同，如溪湖

霖肇宮與潮州移民、大村五通宮與黃姓宗族、永安宮與七十二聯庄組織等，本文從歷史上

的大型分類械鬥事件以及當時的族群關係來分析祭祀圈結構，以釐清當地族群互動的時間

與空間變遷。 

    在族群分類上，研究區原鄉的饒平縣、詔安縣、平和縣和南靖縣等是閩客交界帶，透

過地名和現在的語言界線，判斷研究區世居宗族的族群屬性，並從清代的械鬥中瞭解族群

關係的變化。在彰化平原上，本研究區是粵人比例最高的地區，但並不是因為粵人較閩人

晚到或是本地自然環境差而被迫選擇之地，且在清代的文獻中，「粵人」和「客人」並非

和現在所說的「客家人」同義。另外本地有相當多的「福老客」族群，本文探討了幾個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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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被認為是福老客的指標，並且嘗試釐清這些指標與福老客的相關性。 

    整體而言，本研究區目前幾乎是閩南語優勢區，歷史上出現過的潮汕話、詔安客話、

饒平客話已經所剩無幾，但還有殘留一些語音在日常生活中，而地區性的大廟也可以從祭

祀圈範圍看出族群意識的影響。 

 

關鍵詞：彰化、福老客、閩南、客家、族群、空間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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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pecial accents of Southern Min are observable in Yongjing, Puxin and Yuanlin region, 

Changhua County. With spatial analyses, the study accumulates raw data about native 

patriarchal clans and their historical background, analyzes the structure of the ethnic groups, and 

discusses spatial distribution characteristics, religious sphere, and relationships among those 

ethnic groups. 

    Based on statistics, native patriarchal clans in the region are mainly from Raoping county 

in Chaozhou prefecture, Shaoan and Pinghe county in Zhangzhou prefecture. The migrants from 

Chaozhou prefecture stay in central and southwest of the region. On contrary, those from 

Zhangzhou prefecture reside in Northeast part. This phenomenon reflects strong regional 

relations. As to the structure of ethnic groups, the number of Hakka clans is slightly higher than 

that of Southern Min clans. The communities with similar accents tend to aggregate: Minnan 

from Zhangzhou lives in the east part of Yuanlin region, Changhua County; Minnan from 

Chaozhou lives in the central part of Yongjing and Puxin region. The main clans in the region 

also stay together with the same family such as Zhang’s, Huang’s, and Chen’s family; other 

ethnic groups do too, showing strong ties of blood. The native patriarchal clans shape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this area based on the ancestral home and blood relationship. The religion sphere 

is different because of ethnics and ancestral homes such as Lin-Zhao Temple and Chaozhou 

people in Xihu region, Wu-Tong Temple and Huang’s clan in Dacun region, Yong-An Temple 

and “Seventy-Two villages” (A unity for defense). The study analyzes the structure of the 

religious sphere with massive violent conflicts and ethnic relationships at that time to clarify the 

change of interactions between each ethnic group.  

    For ethnic category, the ancestral home such as Raoping, Shaoan, Pinghe, Nanjing County 

was the transitional region of Southern Min and Hakka. From place names and recent language 

boundary, the characteristic of ethnic groups in Yongjing, Puxin, and Yuanlin region can be 

inferred. Besides, the change of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ethnic groups is available through 

observations of violent conflicts in Qing Dynasty. In the region on Changhua plain, Cantonese is 

the major ethnic group, not because Cantonese arrived in Taiwan later than Min-nan people d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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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 Cantonese was forced to stay in the poorer land. The definition of “Cantonese” and “Hakka” 

in the documents written in Qing is not equivalent to that of Hakka now. Moreover, several 

“Hoklo-Hakka” groups live in the region. The study indicates many signs of Hoklo-Hakka, 

trying to clarify their correlation with Hoklo-Hakka. 

    In sum, Southern Min is almost a dominant dialect in the region. Other dialects such as 

Chaoshan dialect, Shaoan-Hakka, Raoping-Hakka are nearly extinction. Nevertheless, some 

accents remain. The significant temples of the region reflect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the ethnic 

groups in the area.    

 

Key words: Changhua, Hoklo-Hakka, Southern Min, Hakka, Ethnic groups, Spatial distrib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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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臺灣的閩南話口音在不同地方腔調各異，形成具有地方特色的口音，在彰化縣永靖、

埔心、員林地區，具有特殊的閩南語腔調「永靖腔」，常被外地人調侃「永靖枝仔冰，冷

冷硬硬。」此乃是因為「永靖腔」習慣將目前臺灣閩南語優勢腔的高鼻音韻母/-ing/發音成

/-eng/中鼻音韻母，如永、靖、冰、冷、硬、英、頂等字，為何這個地區會形成迥異於臺

灣閩南語優勢腔的發音方式，是否受到其他族群影響，或是跟祖籍來源有關，值得深究。 

 

    永靖、員林、埔心地區目前通行的語言除了國語之外以閩南語為主，幾乎沒有使用客

語的跡象，過去學界或是一般民眾對於使用閩南語的族群，皆認為其祖籍地應來自福建，

而使用客語的族群來自廣東，邱彥貴與吳中杰（2001）歸咎於清代當時的省籍觀念與分類

方式，認為在清代由於臺灣大半的時間是歸福建管轄，又客家族群大部分來自廣東，因此

客家就全數被模糊成自廣東而來。到了日治時期，日本政府也沿用此種區分方式，在戶籍

的種族欄中將本島人（亦即臺灣人，但不包含高山族與平埔族）大致區分為「福」與「廣」

兩種類別，此即意味他們即是閩南與客家，此種官方分類逐漸成為一般通行的觀念。（許

世融，2011a；2011b）這樣的觀念延伸至今日，使一般大眾仍有「祖先來自廣東即是客，

說客家話」、「祖先來自福建即是閩，說閩南話」的觀念。到了後期，發現除了臺灣常見的

海陸、四縣這些比較優勢的客家族群之外，原來福建省渡海來臺的移民當中，也有來自漳

州的客家人，如來自平和縣、南靖縣或是詔安縣，但又忽略了這些地方有客家也有閩南族

群，過度簡化「祖籍詔安即詔安客」、或是忽略了廣東的閩南族群，認為「祖籍饒平即饒

平客」1等認知。永靖、員林、埔心地區有相當多數的宗族，祖籍皆是來自饒平、平和、

詔安這些閩客交界帶，因此這樣混淆的情形更是普遍。 

 

    另外，在宗教信仰上面，「三山國王」常被當成客家人的鄉土神（祖籍神），而彰化平

原上有許多三山國王，但講客家話的族群卻很少，因此可成為彰化平原有「福老客」的證

                                                 
11 臺灣客家話大致可分為：四縣、海陸、大埔、饒平、詔安，合稱「四海大平安」，另有永定、長樂腔等較少人使用
的客家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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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 

「（前略）……三山國王是客家人的守護神，有三山國王的地方，必然是客家人的居住的，

或曾經居住過的地方，至少彰化平原是如此。……。（後略）」（曾慶國，1997：17） 

但是這樣的論點是否能成立？三山國王真的是客家族群的鄉土神（祖籍神）嗎？ 

 

    本文依上述幾個思考概念，在「永靖腔盛行區」的特色之下，針對閩、客族群的「分

布」、「族群關係」與「族群認同」進行研究，故本文的研究目的為： 

1. 調查研究區世居宗族的族群結構。 

2. 分析研究區閩、粵祖籍及閩、客族群空間分布的特色。 

3. 釐清研究區地方廟宇信仰祭祀圈對應其祖籍與族群關係。 

4. 探究研究區的族群認同與臺灣開發史上「客」的意涵及族群關係。 

 

 

第二節 文獻回顧 

 

一、福老客 

    彰化平原上族群眾多，除了一般認知上的閩南族群外，這幾年較廣為人知的「福老客」

在彰化平原上也佔了一席之地。「福老客」一詞最早是林衡道（1963）提出，林氏在彰化

員林附近發現許多本地居民的祖籍是來自廣東潮州的饒平，加上信仰和習俗，應該是屬於

客家後裔，但卻使用閩南話，對客家話無所悉，因此稱這些人為「福老客」，意指「福老」

化了的「客家」人。福老客的議題，之後陸續有研究者做其他的探討，如邱創進（2002）、

賴志彰（2004）等。另外，吳中杰（1999）除了對於全臺的福老客的分布和語言做研究，

也提出了一點：臺灣因為閩南人具有人數的優勢，因此客家人被福老化的趨勢比較普遍而

明顯，但是有少數客家優勢區，也存在著閩南人被「客家化」的現象，稱這群人為「客福

老」。徐貴榮（2000）從原鄉族群關係、來臺人數、經濟、通婚等探討臺灣福佬客形成原

因與目前客家年輕族群使用客語情形；另外韋煙灶與曹治中（2008）提出「半福老客」這

個名稱，專指新豐、新屋、觀音、楊梅等祖籍粵東，操偏漳腔口音閩南話及海陸腔客話兩

種語言的社群，其母語為閩南話，長久受海陸客影響而逐漸客化。上述的研究確立了「福

老客」、「客福老」等族群的定義，也提供了早期族群互動的資料，研究者可得到初步概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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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認知。 

 

二、宗族來源與特性 

    對研究區單一或數個姓氏宗族作探討的，如湯熙勇（1986）探討員林和永靖陳姓家族

的發展史；巫德箕（2000）探討巫姓的源流以及在臺灣的分布還有客屬巫姓福老化的過程；

吳正龍（2005）從族譜、碑文、文獻和田野調查，針對員林鎮挖仔和菜公堂的家族族群屬

性進行分析；巫仁和（2007）探討埔心鄉的武舉人黃耀南與其黃氏家族；吳正龍與陳淑君

（2008）使用歷史學和語言學研究方法探討員林地區饒平張姓移民的語言和融合；陳維杰

（2008）針對員林鎮三塊厝地區的江姓宗族分析其福佬客的特質；洪麗雯（2010）對彰化

地區的游姓宗族做調查。這些調查提供研究者宗族的祖籍、分布及語言等基本的資料，在

做族群的分類時，可藉此判斷其族群屬性。 

 

三、族群互動 

    地理學者在新竹地區的閩客族群空間研究，對於臺灣粵籍移民裔的族群歸屬與方言群

分類的調查，已經獲得具體的研究成果，如葉佳蕙（2010）調查新竹縣新豐鄉紅毛港地區

發現，在以泉州府同安縣移民裔占絕對優勢，但周邊的廣東移民裔所講的閩南話卻是偏漳

州口音，由於兼通閩、客雙語，故被當地泉州裔閩南人稱為「半福老客」，這群半福老客

分布的空間區位，位於閩客族群分布的交接地帶，做為緩衝空間。李科旻與韋煙灶（2014）

研究清代鳳山溪閩客族群空間分布與互動，認為閩客族群在移居臺灣後延續與原鄉相似的

環境，並且形成「閩南人少近山，客家人不濱海」的地理分布。陳嘉旻與韋煙灶（2014）

針對清末北埔隘墾區的移民結構做研究，發現隘墾區雖然空間分布較混雜，但仍具有一定

的血緣和地緣關係。頭前溪上游的橫山、芎林地區在清代的開發，呂展曄與韋煙灶（2014）

認為拓墾多為有力宗族主導，因此血緣、地緣性濃厚，依拓墾時間不同，主要的拓墾宗族

也不一樣，乾隆之前以海陸客為主，道光之後以四縣客為主。 

 

    針對彰化平原的族群關係研究，有謝英從（1991）從史學的觀點探討永靖的發展歷程，

並且以田野調查的方式蒐集相關資料，探討永靖開發歷程和社群形成；張瑞和（1995）從

永靖鄉的概況、傳說、血緣團體和地方仕紳做全面性的概論；賴志彰（1998）從民居特色、

語言、生活習慣的觀點調查彰化彰化八卦山山腳路的聚落，認為這一帶狀聚落為福老客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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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所居；郭伶芬（2002）探討福佬客的形成過程並且分析清代彰化平原閩客關係，並從此

瞭解移民社會的變遷；賴閔聰（2003）從員林地區的開發、族群關係、信仰等研究當地福

老客族群，使用碑文、墓碑、族譜等資料進行分析，探討員林地區福老客族群的姓氏及原

鄉祖籍及福老化的成因；王嘉棻（2007）探討漳、泉、客籍移民在彰化平原上的互動和信

仰；陳雍模（2008）從永靖地區的入墾談起到永靖建街，並且探討本地族群分類械鬥和聯

庄組織。謝英從（2010）從世居臺南的吳郡山家族探討其與彰化平原的開發和租業問題，

以及對彰化平原開發的貢獻。涂文欽（2010）從語言調查的結果及信仰探討彰化縣粵籍族

群的分布，並且釐清粵籍移民並非即為客家人的觀念；許世融（2011a）利用量化統計數

字及地理資訊系統（GIS）繪製廿世紀上半葉客家族群在彰化平原分布及其變遷狀態。 

 

    上述其他地區清代臺灣開發的族群研究，提供了本研究在研究方法上的幫助，而彰化

地區的族群研究提供本研究區族群發展與互動，並且有較詳盡的調查，可彌補研究者在田

野調查上資料的不足。 

 

四、祭祀圈與族群關係 

    在祭祀圈和族群關係的研究方面，許嘉明（1993）對於彰化平原上的族群關係和宗教

活動有深入的探討，包含枋橋頭天門宮和永靖永安宮的七十二聯庄組織、溪湖霖肇宮、彰

化南瑤宮及其祭祀活動和族群關係都有詳細的研究。郭伶芬（2007）提出彰化縣的三山國

王是屬於潮州客籍信仰，因逐漸福老化而淡化，且受周圍族群影響而代入了玄天上帝信

仰。曾慶國（1997）詳細的研究了彰化的三山國王廟，並且對溪湖荷婆崙霖肇宮的歷史和

祭祀圈變遷和周遭的族群關係做深入的探討。邱彥貴（1992）對於三山國王是否為客家祖

籍神的信仰提出一些討論，包含在廣東原鄉的信仰族群和臺灣的潮州福老移民以及早期閩

粵族群的分類方式等。葉佳蕙（2010）提到新竹紅毛港池和宮供奉的池府王爺祭祀圈和與

義民廟祭祀圈完全不互相重疊，並與族群分布空間一致，池和宮祭祀圈的村里為閩籍優勢

區，而義民廟祭祀圈則是粵籍優勢區。這些研究可以看出清代主要廟宇祭祀圈的範圍，與

宗教之外的功能，並且從信仰圈的變遷和神明的特性瞭解本地的省籍/族群勢力的消長與

互動。 

 

五、族群歸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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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清代移民的省籍族群歸屬方面，過去的籍貫的劃分迷思已經開始打破，如范佐勤

（2008）提出的澄清，而近年來對於福建、廣東的族群和方言分布，學術界已逐漸有較正

確的認識，司徒尚紀（2001）認為廣東省從文化的觀點可分為三區：廣府文化區-粵語、

客家文化區-客家語、閩南文化區-閩南語。莊初昇、嚴修鴻（1994）調查福建省閩客過渡

帶，提出福建省龍岩市的新羅區西部與永定縣東部、漳州市的南靖、平和、雲霄、三縣的

西部與詔安縣北部，是屬於閩南話、閩西客家話、粵東客家話的交界地帶；黃恒秋（2000）

透過實地訪查，發現上杭部分客家與畲族的關係密切，閩西的客家話從寧化、上杭等，經

過永定，到了平和、南靖等雙方言區，族群認逐漸淡化，向強勢的福老文化靠攏，且認為

「客家」的形成是近兩百年才確立的；許時埌（2005）認為饒平縣的客家人現在約占全縣

人口的 22%，主要分布在饒平縣北部山區的上善鎮（已併入上饒鎮）、上饒鎮、饒洋鎮、

新豐鎮、九村鎮（已併入饒洋鎮）、建饒鎮和中部山區的東山鎮、漁村鎮（已併入東山鎮），

清代部分移民到臺灣後雖然人數逐漸壯大，但風俗、習慣、語言卻逐漸福老化；潘家懿與

鄭守治（2010）則針對粵東地區的閩南語分布，以及不同的方言區進行詳細的調查；吳中

杰（2012）詳細研究漳州南靖、平和縣客語區和漳州一些客語的飛地，並調查其客語的特

色和臺灣漳州客移民的語音結構，另外也排除了清代客家移民包含雲霄縣的說法。在饒平

客的研究上，饒四海（1990）對於臺灣的饒平客家人來臺時間、分布、語音和習俗提出了

一些看法，而徐貴榮（2008）針對台灣饒平客話的音韻進行詳細的探討。 

 

    從原鄉地方志來做語言區的劃分，平和縣志（1994）描述：「平和縣的方言可分為閩

南方言和閩南客話兩種，大多數人講閩南話，少數與永定、饒平、大埔毗鄰的鄉、村，如

長樂、九峰等地才講客家話。」可見平和縣大部分為閩南話區，只有在西邊的鄉鎮靠近饒

平縣北部和大埔縣才是客家話區。但是「平和縣的客話既不同於閩西長汀的客家話，也跟

廣東省梅縣一帶的客家話有一定的區別。」平和客話和閩西客話及廣東客話並不相同，而

閩南話的共同性較高，平和縣內的閩南話可以互相溝通。「平和縣的閩南話以縣關小溪鎮

為代表，...這些地方的閩南話可以互相交際，只是腔調和個別詞語上有些區別。」而饒平

縣的部分也是屬於閩客交界帶，其方言分布，饒平縣志（1994）：「中部、南部包含黃岡、

錢東、海山、柘林、高堂、聯饒、東界（已併入所城）、浮山、浮濱、新墟、樟溪、三饒

等鎮均說閩方言系統的饒平潮汕話，使用人口 60多萬，約佔全縣人口的 80%。」可以看

出饒平縣南部約 3/4 的地區皆是屬於閩南話區，且人口佔了八成，而客家區的分布：「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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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靠近大埔縣（純客家話地區）、平和縣（閩方言、客家方言兼有地區）的上善、上饒、

饒洋、九村、建饒等鎮以及新豐鎮的大部分鄉村、韓江林場的食飯溪村、漁村等地均說客

家方言系統的饒平客家話，使用人口 17萬多，約佔全縣人口的 19%。」另外還有雙方言

地區包含，部分是以說潮汕話為主，而兼說客家話，如新豐鎮的部分村落；少數地區以說

客家話為主，而兼說潮汕話，如東山鎮的部分村落。這種雙方言地區的人口，只佔全縣的

人口 1%左右。 

 

    以上這些資料，對於本研究區的族群劃分有相當的重要性，尤其使在閩客交界區的宗

族，可以藉由以上這些資料，判斷出其族群歸屬是屬於閩南或是客家族群，而在雙方言區

的閩客勢力消長過程，也可幫助研究者還原清代渡臺時期的語言方部概況，減少以現在的

方言分布去歸納族群歸屬的誤差。 

 

 

第三節 研究方法 

 

本研究使用大量族譜資料、訪談耆老、祠堂（公廳）中的宗族沿革誌及祖塔墓誌、村

廟廟誌、網路檢索、相關研究報告與地方文史文獻、並比對地圖等，以這些方式來取得研

究所需的「世居宗族」樣本。 

 

1. 世居宗族定義 

    「受訪者本人向上推三代即是定居本聚落的宗族；或該宗族在本地已經超過 120 年

（即臺灣割讓日本前的清末）」，清末屬於農業社會，世居宗族會循血緣與原鄉地緣關係而

分布，不會像現在，受遷徙頻繁而產生過多的交錯混淆；在研究操作上，世居宗族樣本取

自「歷史文獻」的部分會以田野調查加以過濾，原因是因為歷史文獻通常對於「開基拓墾

者」與「先驅拓墾者」未加以釐清。「先驅拓墾者」是指最早進入當地拓墾的移民；「開基

拓墾者」則是指定居當地且留下來開枝散葉的居民，往往成為當地的世居宗族，而「先驅

拓墾者」則未必，他們有可能留下來、遷居他處或是返回祖籍地（韋煙灶、張智欽，2004），

如果沒有弄清楚兩者的差別，容易造成資訊處理上的混淆。也就是說，本研究所要蒐集的

世居宗族資料，是一直定居在當地的宗族，而非歷史文獻上記載的土地請墾者或入墾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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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世居宗族調查的空間單元基準 

    臺灣堡圖上的小字聚落位階很接近於臺灣地區聚落地理研究所定義的「自然村」，是

構成清末臺灣社會的基本空間單位（施添福，1993）。可根據這個論點，設定以自然村作

為調查與作圖的最小空間單元。自然村範圍界定在臺灣中、南部平原區（如研究區），由

於聚落發展的時間較早，而且平原上地勢開闊，在田調時不難判定，臺灣堡圖及內政部出

版的鄉鎮行政區域圖上的地名資訊，以及田野訪查均可輔助判釋。因此，在同一村里中，

若是同一開基組派下的分布，包含兩個以上的聚落，就算兩個以上的資料，如埔心鄉芎蕉

村黃端雲派下分布在頂厝、下厝、大厝內，這樣屬於三筆資料。 

  

 

 

 

 

 

 

 

照片 1-1  埔心鄉大華村巫氏族譜                    照片 1-2  永靖鄉湳墘村 邱姓族譜 

照片來源：2013/07/08攝於埔心鄉大華村            照片來源：2011/10/08攝於永靖鄉湳墘村 

 

 

 

 

 

 

 

 

 

        照片 1-3  永靖鄉乾巽宮碑                               照片 1-4  員林鎮圳安宮廟史 

    照片來源：2011/10/10攝於永靖鄉東寧村                  照片來源：2013/07/10攝於員林鎮南東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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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族譜資料的運用 

    族譜（照片 1-1、1-2）資訊的運用是本研究取得世居宗族樣本最重要的工具，族譜是

記載氏族淵源、文化與傳承的典籍，被視為「血統證明書」。閩、粵人修譜原則往往有攀

龍附鳳的現象（林瑤棋，2007；引自林雅婷，2011）。臺灣漢人的修譜，在姓氏源流部分

仍免不了有虛構的嫌疑，但對於祖籍地以及遷臺後的家族史有詳盡的交代的族譜，若是連

在大陸原鄉前幾代的遷徙史都有記載，或者回到原鄉後與當地的祖譜比對一致，則表示這

些族譜的可信性極高。除了族譜資料外，祖堂（公廳）、宗族祖塔墓誌、廟史碑文（照片

1-3、1-4）等也是參考依據。另外，本研究所蒐集的世居宗族祖籍地資料必須詳細到鄉鎮

以下，才具有比對的價值。 

 

4. 網路檢索與 GPS定位及 GIS軟體的運用 

    把田野調查或是文獻所得的資料放到地圖當中，以分析其空間區位特性，基本上以村

里為單位，但要達到這樣的空間尺度，除了地圖比對外，網路檢索、GPS定位及 GIS軟體

的運用，也是很重要的研究工具，而族譜資料常是手抄本（如照片 1-2），可能會有筆誤，

而墓誌中記錄的祖籍地名，往往因為時間久遠而消失於地圖上，因此網路檢索成為重要的

調查工具。 

 

5. 地圖比對與繪製主題地圖 

（1） 比對「閩、客語歷史方言分區圖」 

    利用韋煙灶（韋煙灶等，2009；韋煙灶，2011）繪製的「閩、客語歷史方言分區圖」

與最近語言學者所劃定的粵東閩語方言分布作閩、客式地名的比對，這種約 1/50 萬的小

比例尺地圖所列舉的地名，應不只當地人使用而是屬於遠近馳名的地名，且所謂的「閩、

客式地名」通常是較具本土性的地名，較少經過雅化，而且地名起源較早，反而能對應到

本研究所需的閩客歷史方言分區。原鄉普遍存在單姓聚落，從這些聚落現在的規模多在百

人以上至數千人來看，清代時的閩、粵地區閩、客方言分布情形與現今差異有限，因此可

還原當時的閩客空間分布狀況。 

 

（2） 以繪製主題圖來呈現語言與祖籍空間結構的地圖操作方式 

    係將點狀資料轉化成面狀資料，樣本數愈多則愈具備空間歸納的合理性，在調查與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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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操作上，以微觀的調查方式，將聚落空間由小而大逐漸建構成一個完整的拼圖。田野訪

查及文獻所得到的宗族樣本祖籍地資料，利用地圖比對及網路檢索，比對出世居宗族祖籍

之現今村里在地圖上的位置。其次，利用上述研究成果將研究區的世居宗族分類其方言群

屬性加以分類，以觀察研究區在拓墾初期族群分布可能的空間結構。因受限於蒐集的宗族

數量，以及研究區的村里性質，世居宗族統計資料必須另做處理，如員林鎮的市區多外來

人口，在田野調查中較難訪談到世居資料，而且市區的村里劃分因人口快速成長而變動，

村里數愈來愈多，因此而就算從文獻中找到當地的世居宗族，也難以歸類在哪一個村里。

為了解決這個問題，研究者根據臺灣堡圖和日治時期大正九年的行政區劃分的員林街的十

個村里：光明、中正、中山、和平、新興、仁美、民生、東和、黎明、惠來視為同一單位，

東瓦磘厝兩里（新生、三義）視為同一單位，三條圳庄的十七份四里（三多、三信、三愛、

三橋）和三條圳四里（三和里、仁愛里、忠孝里、三條里），各為一單位；上述這些在資

料操作上調整的村里，員林街十里因為是市區，村里切割過於零碎，世居宗族資料難以分

類，東瓦磘厝兩里直到戰後才有許多外來人口移入，在 1951才分成新生、三義兩里，十

七份四里和三條圳四里，到了大正九年各分屬十七份小字和三條圳小字，在外來人口愈來

愈多的狀況下，直到 2001年才各分成四個里，因此上述這幾個村里在世居宗族統計上，

採特殊的計算方式。 

 

 

 

 

 

 

 

           照片 1-5  漳州市平和縣大溪鎮                 照片 1-6  漳州市詔安縣霞葛鎮 五通宮 

      照片來源：2014/01/25攝於平和縣大溪鎮             照片來源：2014/01/25攝於詔安縣霞葛鎮 

 

（3） 赴原鄉以建立更清晰的原鄉地理環境認識與感知 

    與指導教授及新竹教育大學中文系陳淑娟教授等，於 2012年 7月 6-12日赴經閩南，

赴粵東考察；2014年 1月 22-26日，與指導教授等赴研究區原鄉漳州市區、雲霄縣、漳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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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詔安縣、東山縣、平和縣等地考察，以補文獻資料的不足及比對原鄉族群與語言分布，

並且以期能建立對本研究更清晰的原鄉地理環境認識與感知（照片 1-5、1-6）。 

 

 

第四節 研究區概況 

 

一、自然環境  

    彰化縣人口約 130 萬，位於臺灣中西

部，東邊以八卦台地與貓羅溪和南投縣相

鄰，西邊為台灣海峽，南邊以濁水溪與雲林

縣為界，北邊以大肚溪與臺中市相隔，地形

上包涵八卦台地與彰化平原。本文選定永靖

鄉、埔心鄉、員林鎮為研究區（圖 1-1），此

三鄉鎮在位置上相鄰，位於彰化縣中部偏東

地區，彰化平原的地勢與八堡圳溪流流向相

同，由東南向西北緩降。員林鎮約 26公尺，

永靖鄉、埔心鄉平均約 20公尺，因濁水溪沖

積平原地下水豐富，地下水位離地面甚近，

致使永靖鄉內較低窪的地區有湧泉現象。2 

本研究區的氣候屬副熱帶季風氣候，夏季西 

南風盛行，全最暖月均溫為 28°C，最冷月為 

19.4℃，年平均溫度約 23℃，冬季為乾季，吹東北季風，降雨量以 8 月降雨量最多，其次

為 6月，年平均雨量約 1,400毫米，相對溼度為 77％。3 

 

二、行政沿革 

    清康熙 23年（1684），臺灣併入清朝版圖後，分一府三縣，本研究區屬諸羅縣大武郡

牛社，此時彰化縣尚有二林社、馬之遴社、半線大肚社（高拱乾，1695/1960）等，此時

                                                 
2 彰化縣環境保護局（1993）：《彰化縣環境資訊》，彰化縣環境保護局。 
3 國家圖書館-臺灣概覽，2014.05.20瀏覽，網址：http://twinfo.ncl.edu.tw  

圖 1-1  研究區位置圖 

圖片來源：作者自繪。全文中的圖片，來源若無特別交代者，

全為自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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諸羅縣轄里四、社三十四，可見當時本研究區漢人人數少，未形成大型聚落。雍正元年

（1723），臺灣增設彰化縣與淡水廳，分成一府四縣一廳，本研究區改隸彰化縣；雍正 5

年（1727），本研究區大部分屬燕霧保及大武郡保；雍正 12 年（1734），增設澎湖廳，

彰化縣大武郡保分為「大武郡東保」及「大武郡西保」（余文儀，1764/1962）。從行政

區變遷來看，本研究區人口已有顯著增加。 

 

    乾隆 5年（1740），彰化縣下轄十保，燕霧保的員林仔庄和大武郡保的崙仔庄、陳厝

莊、油車店莊、火燒莊、濫港東莊、湳港莊、柴頭井莊皆屬於本研究區境內。乾隆 27 年

（1762），彰化縣行政區重新劃分後共計十六保，本研究區下有燕霧保的員林仔莊、東山

莊、大武郡東保的火燒莊和大武郡西保的埔心莊、湳港莊、吳鳳莊及水漆林莊。嘉慶 17

年（1812）臺灣增設噶瑪蘭廳，行政區分為一府四縣三廳，本區依舊屬彰化縣，全縣管轄

16保、1079街庄、47社；屬於本研究區的包含：燕霧上下保轄下員林街、菜園內、西莊

庄、車路口、圳頭厝、南平庄、大埔厝、東山庄、三塊厝、東勢庄、杉橋庄、大三角潭；

大武郡東西保轄下萬年莊、竹蔑店、三條圳、番仔崙、挖仔莊、湖水坑、泉州寮、林厝莊、

柴頭井、下垻莊、火燒莊、田中央、半路厝、太平莊、浮圳莊、觀地廳、同安宅、福興莊、

四塊厝、水漆林、羅厝莊、竹仔腳、湳墘莊、永靖街、大溝尾、湳底莊、湳港西、陳厝厝、

五汴頭、苦苓腳、崙仔莊、九分玲、太平前、徑口厝、梧鳳莊、坡腳莊、油車店、二抱竹、

大埔心、芎蕉腳、瓦磘厝、惠來厝；東螺東西保的崙仔尾、突後莊（周璽，1830/1962）。 

 

1. 永靖鄉 

    乾隆年間，永靖地區的崙子莊、陳厝莊、濫港東莊、湳港莊等出現在文獻紀錄中（劉

良璧，1742/1961），而嘉慶 18年（1813）在地建立街市，命名為永靖。清代臺灣大租調

查書：「...粵庄人週地密，趨赴各市維艱，眾意在關帝廳莊（圖 1-2）前置田一十六甲零，

建為市街...蒙縣主楊氏桂森錫與永靖嘉名... 」4。日治時代初期改為關帝廳，大正 9年（1920）

（圖 1-3），改為台中州員林郡永靖庄，設置永靖庄役場（址永靖大字內現在郵局對面地

址）所管轄九大字，行政區域分廿四保。1945年，改為台中縣員林區永靖鄉，1950年，

改為彰化縣永靖鄉至今。 

 
                                                 
4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3），《清代臺灣大租調查書》，臺灣文獻叢刊第 152種，頁 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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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埔心鄉 

    埔心地名在紀錄林爽文事件的《平臺紀事本末》中就曾出現：「既至鹿港，賊仍出擾

番婆莊、埔心莊5，皆焚之以去。」、「林湊，晉江人，於是招集泉人討賊，一時埔心、

二林各莊泉民前經降附林爽文者，皆願殺賊為義民。」而乾隆 60 年陳周全事變，在文獻

上亦有記載埔心地名：「周全遁至埔心莊，鄉民執以獻，餘黨以次就擒。」（丁紹儀，

1873/1957：88）林爽文事件發生在乾隆 59 年，陳周全事變在乾隆 60 年，由此可推測為

埔心成為最遲在乾隆末年就成為頗具規模的聚落。 

 

    雍正元年（1723）彰化設縣治，下轄十六堡，埔心鄉屬武西堡，以「大埔心」為最大

村莊（圖 1-2）。光緒末期，改為「台灣省彰化縣武西堡坡心區」。日治時期，大正 9 年

（1920）（圖 1-3）變更為台中州員林郡坡心庄，下轄八大字：坡心、瓦磘厝、太平、大

溝尾、舊館、羅厝、梧鳳、埤霞。戰後，民國 35 年（1946），實行村里制，改為台中縣

員林區坡心鄉（曾慶國，1993），改設 21村，民國 39年（1950）縣市實施地方自治，乃

正名為彰化縣埔心鄉至今。 

 

3. 員林鎮 

    員林街之名最早出現方志上是在乾隆 7年出版的重修福建臺灣府志（劉良璧，1742：

84）：「彰化縣：半線街（在縣治）...員林仔街（距縣治南三十里）」另外，乾隆 27 年

完成的《續修台灣府志》（余文儀，1774:74）記載：「燕霧內莊（距縣十五里）、上咳

咍莊（距縣十五里）、員林仔莊（距縣二十里）、東山莊（距縣二十里）．以上四莊，係

燕霧保界內。」從文獻中可知員林在乾隆初年已成為街市。員林於雍正年間隸彰化燕霧堡，

道光年間，現今所稱的員林地區應涵蓋燕霧上、下保，與大武郡東、西保的部分。（周璽，

1836）在清朝甲午戰爭戰敗割台之後，於大正 9 年（1920）（圖 1-3）變更為台中州員林

郡員林街，成為員林地區的市鎮中心。二次大戰後，國民政府接收台灣，初期改台中州設

臺中縣（轄區為今中彰投），員林街改為台中縣員林區員林鎮，此時的臺中縣政府

（1945-1950）駐地就位於員林鎮，於 1950年因地方自治改為彰化縣員林鎮至今。

                                                 
5
 此處的番婆莊指的是二林保番婆莊，埔心莊是大武郡西保埔心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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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  研究區明治 37年（1904）臺灣堡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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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3  研究區大正 9年（1920）行政區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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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世居宗族原鄉省籍、族群空間分布調查 
 

    目前研究區三鄉鎮蒐集的祖籍資料共 4301筆，其世居宗族省籍來源除了員林光明里徐

士聯派下來自江蘇省外，其餘皆來自廣東與福建兩省。若以州縣別來區分世居宗族，主要

來自漳州府與潮州府，又以潮州府所轄的饒平縣為最多數。各鄉鎮世居宗族來源的情形，

永靖鄉、埔心鄉、員林鎮皆以來自潮州府饒平縣為最多，為現行行政區區劃的潮州市饒平

縣。根據資料，其世居宗族分布具有明顯的地緣性與同姓聚居的特色。 

圖 2-1  清代臺灣漢人移民主要來源地行政區圖 

     圖片來源：韋煙灶、張智欽（2002） 

 

第一節  世居宗族之原鄉地緣性探討 

 

    研究區個別鄉鎮的世居宗族來源分布情形如下：永靖鄉世居宗族原鄉祖籍主要是潮州

                                                      
1
 本研究區世居宗族 430筆資料，其中有 31筆來自饒平縣但無法區分閩客、2筆來自漳州府平和縣無法區

分閩客，1筆來自漳州府無法區分閩客及縣、2筆來自福建無州府縣資料，完整資料共 394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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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饒平縣（表 2-1、2-2），佔 66.5%（105/158），其次為漳州府平和縣，佔 5.7%（9/158），

第三為汀州府永定縣（現為龍岩市永定縣）與漳州府南靖縣（現為漳州市南靖縣）並列，

各佔 5.1%（8/158），以州府來看，潮州府為最多數，佔 69.0%，其次是漳州府的 19.6%（表

2-3、2-4）。埔心鄉世居宗族原鄉祖籍來源地主要是潮州府饒平縣，佔 47.8%（445/92），

其次為漳州府詔安縣，佔 22.8%（21/92），第三為漳州府平和縣，佔 14.1%（13/92），比例

最高的州府為潮州府的 52.7%，第二的是漳州府，佔 41.9%。員林鎮世居宗族原鄉祖籍來

源地主要也是潮州府饒平縣，佔 38.4%（68/177），其次為漳州府詔安縣，佔 22.6%（40/177），

第三為漳州府平和縣，佔 19.2%（34/177），本鎮世居宗族來源比例最高的州府為漳州府，

佔 52.0%，其次是潮州府，佔 42.9%。 

 

    從以上資料可看出，不同鄉鎮的世居宗族原鄉來源，還是有些許的差異：永靖鄉饒平

籍世居宗族比例高達六成以上，其他的世居宗族皆不超過一成，位居二、三名平和、永定、

南靖的世居宗族比例也只有 5%左右而已，可見饒平籍在永靖鄉有絕對優勢（圖 2-2、2-3）。

另外，在研究區中比例不高的永定縣與南靖縣，在永靖卻居第三名，看似不太符合原鄉地

緣集中的狀況，但從原鄉地圖上看來，平和、永定、南靖三縣在地理位置上卻是相鄰的，

因此還是符合移民原鄉有地緣集中的推測。埔心鄉（圖 2-4、2-5）與員林鎮（圖 2-6、2-7）

的饒平籍世居宗族比例不若永靖鄉高，位居第二的漳州府詔安縣在兩鄉鎮皆佔兩成以上。 

 

    以研究區三個鄉鎮的世居宗族來源看來，原鄉祖籍集中在潮州府饒平縣，佔 50.8%

（217/427），超過半數以上，其次為漳州府詔安縣，佔 15.2%（65/427），第三為漳州府平

和縣佔 13.1%（56/427），前三名祖籍來源地就佔了共 79.2%，高達將近八成的比例，也就

是現行行政區的潮州市饒平縣、漳州市詔安縣、平和縣（圖 2-8、2-9）。除此之外，來自

其他縣的世居宗族，大多也來自饒平、詔安、平和附近的縣為主，因此統計州府別，潮州

佔了 55.1%（234/428），漳州佔 37.9%（162/428），兩府總計 92.5%，超過九成以上。詔安

縣與平和縣是福建省最南邊的兩個縣，西側就是廣東省，而饒平縣是廣東省最東邊的縣，

因此雖然分屬兩個省分，但此三個縣在空間上實為互相接攘，從中可看出研究區世居宗族

有地緣的集中性。本研究區的移民除了在原鄉有地緣的集中性外，移民到本地後，是否也

有同祖籍聚集的狀況，可以就世居宗族在研究區的分布來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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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研究區世居宗族祖籍地資料統計（清代-縣） 

祖 

籍 

行 

政 

區 

漳 

州 

府 

泉 

州 

府 

汀 

州 

府 

龍 

岩 

州 

興 

化 

府 

潮 

州 

府 

嘉 

應 

州 

小 

計 

漳 

浦 

縣 

平 

和 

縣 

南 

靖 

縣 

龍 

溪 

縣 

海 

澄 

縣 

長 

泰 

縣 

詔 

安 

縣 

南 

安 

縣 

安 

溪 

縣 

同 

安 

縣 

永 

定 

縣 

龍 

岩 

莆 

田 

縣 

饒 

平 

縣 

潮 

陽 

縣 

海 

陽 

縣 

大 

埔 

縣 

揭 

陽 

縣 

長 

樂 

縣 

鎮 

平 

縣 
 

永靖 3 9 8 6 0 1 4 2 0 2 8 0 0 105 0 1 3 0 3 3 158 

% 1.9 5.7 5.1 3.8 0.0 0.6 2.5 1.3 0.0 1.3 5.1 0.0 0.0 66.5 0.0 0.6 1.9 0.0 1.9 1.9 100.0 

埔心 0 13 1 3 0 0 21 0 0 1 0 1 0 44 3 0 1 1 0 3 92 

% 0.0 14.1 1.1 3.3 0.0 0.0 22.8 0.0 0.0 1.1 0.0 1.1 0.0 47.8 3.3 0.0 1.1 1.1 0.0 3.3 100.0 

員林 6 34 8 2 1 1 40 2 1 1 3 1 1 68 2 2 1 2 1 0 177 

% 3.4 19.2 4.5 1.1 0.6 0.6 22.6 1.1 0.6 0.6 1.7 0.6 0.6 38.4 1.1 1.1 0.6 1.1 0.6 0.0 100.0 

小計 9 56 17 11 1 2 65 4 1 4 11 2 1 217 5 3 5 3 4 6 427 

% 2.1 13.1 4.0 2.6 0.2 0.5 15.2 0.9 0.2 0.9 2.6 0.5 0.2 50.8 1.2 0.7 1.2 0.7 0.9 1.4 100.0 
資料來源：附錄一，全文中的表格與圖片，來源若無特別交代者，全為附錄一。 

 



18 

 

表 2-2  研究區世居宗族祖籍地資料統計（現行行政區-縣） 

祖 

籍 

 

 

行 

政 

區 

福建省 
 

廣東省 

總 

計 

漳 

州 

市 

莆 

田 

市 

泉 

州 

市 

廈 

門 

市 

龍 

岩 

市 

金 

門 

縣 

潮 

州 

市 

汕 

頭 

市 

揭 

陽 

市 

梅 

州 

市 

漳

浦 

平

和 

南

靖 

龍

海 

長

泰 

漳

州

市 

* 

華

安 

雲

霄 

詔

安 

東 

山 

莆 

田 

南

安 

安

溪 

廈 

門 

龍 

岩 

市 

永 

定 

金 

門 

饒 

平 

潮 

州 

市 

汕 

頭 

市 

**  

揭 

西 

揭 

東 

揭 

陽 

市 

***  

五

華 

蕉

嶺 

大

埔 

永靖 3 9 8 2 1 3 1 0 4 0 0 2 0 2 0 8 0 105 1 0 0 1 2 3 3 0 158 

% 1.9 5.7 5.1 1.3 0.6 1.9 0.6 0.0 2.5 0.0 0.0 1.3 0.0 1.3 0.0 5.1 0.0 66.5 0.6 0.0 0.0 0.6 1.3 1.9 1.9 0.0 100.0 

埔心 0 13 1 1 0 2 0 0 21 0 0 0 0 0 1 0 1 44 0 3 0 1 0 0 3 1 92 

% 0.0 14.1 1.1 1.1 0.0 2.2 0.0 0.0 22.8 0.0 0.0 0.0 0.0 0.0 1.1 0.0 1.1 47.8 0.0 3.3 0.0 1.1 0.0 0.0 3.3 1.1 100.0 

員林 6 32 8 3 1 0 0 2 34 6 1 2 1 1 1 3 0 68 2 2 1 0 0 1 0 2 177 

% 3.4 18.1 4.5 1.7 0.6 0.0 0.0 1.1 19.2 3.4 0.6 1.1 0.6 0.6 0.6 1.7 0.0 38.4 1.1 1.1 0.6 0.0 0.0 0.6 0.0 1.1 100.0 

小計 9 56 17 11 1 2 65 4 1 4 217 5 3 3 5 4 6 11 2 1 427 2 2 4 6 3 427 

% 2.1 12.6 4.0 1.4 0.5 1.2 0.2 0.5 13.8 1.4 0.2 0.9 0.2 0.7 0.5 2.6 0.2 50.8 0.7 1.2 0.2 0.5 0.5 0.9 1.4 0.7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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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  研究區世居宗族祖籍地資料統計（清代-府） 

   祖籍 

行政區 

福建省 廣東省 
其他 總計 

漳州府 泉州府 汀州府 小計 潮州府 嘉應州 小計 

永靖鄉 31 4 8 43 109 6 115 0 158 

％ 19.6 2.5 5.1 27.2 69 3.8 72.8 0 100 

埔心鄉 39 2 0 41 49 3 52 0 93 

％ 41.9 2.2 0.0 44.1 52.7 3.2 55.9 0.0 100.0 

員林鎮 92 4 3 99 76 0 76 2 177 

％ 52.0 2.3 1.7 55.9 42.9 0.0 42.9 1.1 100.0 

小計 162 10 11 183 234 9 243 2 428 

％ 37.9 2.3 2.6 42.8 54.7 2.1 56.8 0.5 100.0 

 

 

表 2-4  研究區世居宗族祖籍地資料統計（現行行政區-地級市） 

    祖 

    籍 

行 

政 

區 

福建省 廣東省 

金 

門 

縣 

總計 
漳 

州 

市 

莆 

田 

市 

泉 

州 

市 

廈 

門 

市 

龍 

岩 

市 

小計 

潮 

州 

市 

汕 

頭 

市 

揭 

陽 

市 

梅 

州 

市 

小計 

永靖 31 0 2 2 8 43 106 0 3 6 115 0 158 

% 19.6 0.0 1.3 1.3 5.1 27.2 67.1 0.0 1.9 3.8 72.8 0.0 100.0 

埔心 39 0 0 0 1 40 44 3 1 4 52 1 93 

% 41.9 0.0 0.0 0.0 1.1 43.0 47.3 3.2 1.1 4.3 55.9 1.1 100.0 

員林 92 1 3 1 4 101 70 2 1 3 76 0 177 

% 52.0 0.6 1.7 0.6 2.3 57.1 39.5 1.1 0.6 1.7 42.9 0.0 100.0 

小計 162 1 5 3 13 184 220 5 5 13 243 1 428 

% 37.9 0.2 1.2 0.7 3.0 43.0 51.4 1.2 1.2 3.0 56.8 0.2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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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  永靖鄉世居宗族來源比例圖（現行行政區-縣） 

 

 

 

 

 

 

 

 

 

 

 

 

 

 

圖 2-3  永靖鄉世居宗族來源比例圖（現行行政區-地級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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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4  埔心鄉世居宗族來源比例圖（現行行政區-縣） 

 

 

 

 

 

 

 

 

 

 

 

 

 

 

圖 2-5  埔心鄉世居宗族來源比例圖（現行行政區-地級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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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6  員林鎮世居宗族來源比例圖（現行行政區-縣） 

 

 

 

 

 

 

 

 

 

 

 

 

 

 

圖 2-7  員林鎮世居宗族來源比例圖（現行行政區-地級市） 



23 

 

 

 

 

 

） 

 

 

 

 

 

 

 

 

圖 2-8  研究區世居宗族來源比例圖（現行行政區-縣） 

 

 

 

 

 

 

 

 

 

 

 

 

 

 

圖 2-9  研究區世居宗族來源比例圖（現行行政區-地級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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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區世居宗族分布之原鄉與新鄉地緣關聯性探討 

 

一、以省籍區分 

    研究區三鄉鎮個別來看：永靖鄉除了同安村和五福村是福建籍優勢區，其餘各村皆是

廣東籍優勢區，而福建籍世居宗族比例為 27.7%（44/159），廣東籍為 72.3%（115/159），

以宗族數來說也廣東籍佔絕對多數（圖 2-10）。大體而言埔心鄉的西北部為福建籍優勢區，

東南為廣東籍優勢區，中間有若干村里為過渡帶，較為特殊的是新館村為福建籍優勢區，

但卻沒有和西北邊的福建優勢村里，如埤腳等村里在空間上連成一片，而是孤立在廣東優

勢村里中，以宗族比例來說，福建籍世居宗族比例為 44.7%（42/94），廣東籍為 55.3%

（52/94），廣東的世居宗族略佔優勢（圖 2-11）。員林鎮的福建籍優勢區在本鎮的東部和

北部，廣東籍優勢區在西南部，其中出水里為閩粵勢力相當的村里，以地圖的空間分布來

看，福建籍佔的村里面積大於廣東籍，而世居宗族比例：福建籍 56.5%（100/177）、廣東

籍 42.9%（76/177），也是福建籍世居宗族比例較為優勢（圖 2-12）。 

 

    綜觀研究區三鄉鎮的省籍分布大部分呈現空間的連續性，福建籍與廣東籍各據一方，

少有混雜的現象。福建籍世居宗族佔居研究區東部與北部，廣東籍在中部與西南部，中間

有些村里則是福建與廣東勢力相當，成為過渡地帶，只有少數幾個福建籍的村里落在廣東

籍優勢區域中。以地圖上的空間分布而言，廣東籍的世居宗族分布範圍較廣，約佔 3/5強，

福建籍約佔 2/5（圖 2-16）；以比例而言，研究區福建籍世居宗族比例為 43.3%（186/430），

廣東籍為 56.5%（243/430）也大約是 2：3的比例。 

 

二、以州府區分 

    永靖鄉世居宗族來源在州府的空間分布上呈現跟省籍完全吻合的狀況：同安和五福村

為漳州府優勢區，其餘皆是潮州府優勢區（圖 2-13）。埔心鄉的世居宗族來源的空間，大

致上呈北部為漳州府優勢區，南部為潮州府優勢區，中間為均勢區，只有兩村例外，一是

義民村，為嘉應州優勢；一是新館村，位在埔心鄉南部卻是漳州府優勢區（圖 2-14）。員

林鎮的北半部為漳州府優勢區，南半部為潮州府優勢區，新生、三義二里為均勢區，新生、

三義兩里在以省籍區分時是屬於福建優勢區，但以州府區分卻變成各州府均勢區，乃是因

為新生、三義兩里共只有三筆世居宗族資料，各來自潮州、漳州、泉州，因為在歸納省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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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福建 2筆，廣東 1筆，屬於福建優勢，而歸納州府時，則無優勢州府，才會有這樣的

差異，而這些均勢村里都是一邊與漳州優勢區接攘，一邊與潮州優勢區接攘，從圖中可看

不同州府優勢區在空間分布上的連續性（圖 2-15）。 

 

    綜合三個鄉鎮，除了少數如埔心鄉義民村為嘉應州優勢，埔心鄉新館、永靖鄉同安、

五福三村里本身為漳州優勢卻被潮州優勢村里所包圍，研究區的世居宗族來源呈現北漳州

南潮州，中間為過渡帶的趨勢（圖 2-17）。 

 

三、饒平裔世居宗族分布 

    研究區三個鄉鎮饒平裔世居宗族優勢區分布大致與潮州府籍分布相同，饒平籍分布也

有相當的空間連續性，分布在研究區西南半部，與潮州府分布的不同在於員林街十個里、

埔心鄉舊館、芎蕉村、大華村、東門村、永靖鄉四芳村（圖 2-18）。埔心鄉舊館、芎蕉村、

大華村、東門村在州府分布為漳州和潮州均勢區，各佔 50%，因為在饒平裔優勢區的分布

圖上，只要大於等於 50%，即是屬於饒平裔優勢區。員林街中山里曾傳經派下和光明里余

日華派下兩家族皆來自潮州府海陽縣，永靖鄉四芳村魏烏龍派下來自潮州府揭陽縣，使得

員林街十里與四芳村屬潮州府優勢區卻非饒平裔優勢區。由此可知，研究區的世居宗族潮

州府的移民中，由饒平縣佔大多數，但也有少數來自潮州府其他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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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0永靖鄉世居宗族祖籍來源分布特色（省籍） 

 

 

 

 

 

 

 

 

 

 

 

 

 

 

圖 2-11  埔心鄉世居宗族祖籍來源分布特色（省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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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2  員林鎮世居宗族祖籍來源分布特色（省籍） 

 

 

 

 

 

 

 

 

 

 

 

 

 

 

圖 2-13  永靖鄉世居宗族祖籍來源分布特色（州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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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4  埔心鄉世居宗族祖籍來源分布特色（州府） 

 

 

 

 

 

 

 

 

 

 

 

 

 

 

圖 2-15  員林鎮世居宗族祖籍來源分布特色（州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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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6  研究區世居宗族祖籍來源分布特色(省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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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7  研究區世居宗族祖籍來源分布特色(州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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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8  研究區世居宗族祖饒平裔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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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區族群分布之空間分析 

 

一、閩客族群定義 

1.閩客語言分類 

    研究區的世居宗族大部分來自閩南與粵東，根據林雅婷（2010）的福建閩、客歷史方

言分區圖（圖 2-19）與粵東閩、客歷史方言分區圖（圖 2-20）和福建省現今閩、客方言分

區圖（圖 2-21）、粵東閩南話分布圖（圖 2-22）顯示，福建省泉州市漳州市區、漳浦、龍

海、長泰、華安、東山等縣為純閩南話區；平和縣西部約 1/4、詔安縣北部 1/2、南靖、雲

霄縣、龍岩市區的西部一小部分為客語區，其餘為閩南話區；永定縣大部分為客語區，唯

有南部有一小部分是閩南話區。廣東省的潮州市區、汕頭市、揭陽市區、揭東區、榕城區

大部分為閩南話區（潮汕話），揭西縣、梅州市為客家話區，而潮州市饒平縣則是南部 3/4

閩南話區、北部 1/4客家話區。在閩南話與客家話的交界處存在著閩客雙方言區，而清代

至今，客家話區有往內退縮的現象，這與強勢閩南話擴張有關（林雅婷，2012） 

 

2.閩客方言口音分類 

    閩南話：漳州音系（漳州市）、泉州音系（泉州市）、潮汕系（潮州市海陽、揭陽市與

汕頭市；饒平縣北部與揭西縣西北半部屬於客家話區）、福老音系（海豐縣、陸豐市與汕

尾城區）。 

 

    客家話：四縣音系、海陸音系（海豐與陸豐的內陸山區；陸河全境及揭西五雲及上砂

兩鎮，目前陸河縣全境加上五雲及上砂，相當於清代陸豐縣吉康都的範圍）、大埔音系、

饒平音系、詔安音系、揭揚（揭西）音系、豐順音系、上杭音系（永定與上杭等）、武平

音系。2 

 

3.閩客族群認定 

    依據研究區祖籍來源，以及其所操的口音差異，將福建、粵東的閩南族群分為 4個主

要音系社群：閩南話漳州音系簡稱「漳州閩」（以下同）、泉州閩、潮州閩、海陸閩。客家

族群分成 5個主要音系社群：四縣音系（簡稱「四縣客」，以下同）、海陸客、大埔客、潮 

                                                      
2
 閩西的客家次方言分類係依據王秀斌主編（2008）書中所列的分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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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9  福建閩、客歷史方言分區圖 

圖片來源：林雅婷（2012）   

 

 

 

 

 

 

 

 

 

 

 

 

 

圖 2-20  粵東閩、客歷史方言分區圖    

         圖片來源：林雅婷（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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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1  福建省現今閩、客方言分區圖 

       圖片來源：林雅婷（2012）  

 

 

 

 

 

 

 

 

 

 

 

 

 

圖 2-22  粵東閩南話分布圖（不含惠博小片） 

 圖片來源：林雅婷（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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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饒平客、漳州-詔安客，現今臺灣客委會認定的 5 種臺灣客家話口音分類，普遍說法為

「四海大平安」；另有永定客、漳州客—平和、漳州客—南靖 3種。 

 

    研究區世居宗族的族群認定，藉由比對其原鄉祖籍地所在的位置來大致可以確認。若

是祖籍地位於閩客交界地帶的世居宗族，較難確認其閩、客族群屬性，若能掌握宗族在原

鄉所使用的母語，即可加以判定。在漳州四縣雙方言區（詔安、雲霄、平和、南靖）閩、

客族群雙方往交際需使用共通語言，因為漳屬四縣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均在閩南話區，

因此可推斷漳屬四縣雙方言區的居民，一般以客家話為母語（莊初昇、嚴修鴻，1994；引

自林雅婷，2012）；粵東饒平縣新豐、東山及新塘等鎮，揭東縣玉湖、龍尾、新亨、桂嶺、

白塔等鄉鎮，揭西縣城河婆鎮以北的鄉鎮以及普寧市里湖鎮的雙方言區內，居民內部交際

也使用客家話（葉國泉、羅康寧，1999；引自林雅婷，2012）。 

 

    另一方面，族譜上如有詳細記載世居宗族在原鄉更早的遷徙史，也可確認閩客交界地

帶宗族的族群屬性，如：來自閩、粵的閩南語區→閩、客話交界地帶（雙方言區）→臺灣，

視為閩南族群；來自閩、粵的客語區→閩、客話交界地帶→臺灣，視為客家族群，如埔心

鄉涂姓的祖籍為饒平縣烏嶺鄉（今饒平縣東山鎮湖嶺村），其遷徙路線為泉州府→漳浦縣

→詔安縣→饒平縣黑（烏）嶺鄉，遷居詔安之前的祖籍地皆為純閩南話區的再加上其祖籍

地地名的形、音變異過程3，均可推測該涂姓宗族屬閩南族群（韋煙灶等，2012）。 

 

二、族群結構 

    根據表 2-5 的統計，研究區三鄉鎮世居宗族族群個別的情形是：永靖鄉以潮州閩

（32.8%，42/128）、饒平客（30.5%，38/128）、漳州-龍巖閩（17.2%，22/128）為主體，

閩客比例為 53.1%比 46.9%，閩南族群略多於客家。埔心鄉以潮州閩（30.3%，27/89）、詔

安客（23.6%，21/89）、饒平客（20.2%，18/89）、漳州-龍巖閩（12.4%，11/89）為主體，

閩客比例為 44.9%比 55.1%，客家族群比例較高。員林鎮以饒平客（27.7%，49/177）、漳

州-龍巖閩（27.7%，49/177）、詔安客（17.5%，31/177）、潮州閩（13.0%，23/177）為多，

                                                      
3
 饒平東山鎮位於閩、客話交界地帶，閩南話｢湖｣/oo

24
/的發音與烏/oo

44
/十分相似，客話則唸成/fu/。將｢

烏｣以字意而改寫為｢黑｣（客話｢黑｣唸成/het/，｢烏｣唸成/vu/）。從地名字意及發音研判該宗族的原鄉位於饒

平的閩南話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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閩客比例為 42.9%比 55.9%，客家族群比例較高。整體來看，研究區三鄉鎮族群結構以饒

平客（26.9%，106/394）為最多，其次是潮州閩（23.4%，92/394），第三是漳州-龍巖閩（20.8%，

82/394），第四為詔安客（13.7%，54/394），其他族群除了漳州客（5.8%，23/394）外，皆

未超過 5%；客家族群佔 52.8%，閩南族群佔 46.7%，客家族群稍多於閩南族群。 

 

    閩客方言社群在三個鄉鎮的比例有所差異，差異較明顯的社群如潮州閩在永靖鄉與埔

心鄉比例高達 32.8%與 30.3%，皆是最大的方言社群，但在員林鎮卻只有 13.0%，佔第四

位；漳州-龍巖閩在員林鎮是最大的方言社群裡，比例為 27.7%，但是在永靖鄉和埔心鄉卻

只佔了 17.2%和 12.4%；詔安客在埔心鄉比例高達 23.6%，員林較少為 17.5%，但在永靖

鄉詔安客只有 1.6%，差異相當大。在其他較少數的方言社群，除了饒平客之外的潮州客，

在永靖鄉零資料，四縣客在員林零資料，永定客在埔心零資料。在研究區中三鄉鎮中，族

群比例差異較小的為饒平客，在永靖鄉、埔心鄉、員林鎮分別佔了 30.5%、20.2%、27.7%。 

 

    以研究區村里的各方言社群分布來看，本研究區世居宗族比例最高的饒平客，在個鄉

鎮的村里空間關係上，除了員林鎮以大饒里比例為 100%，強度往四周逐漸減弱，呈現空

間連續性之外（圖 2-25），永靖鄉（圖 2-23）與埔心鄉（圖 2-24）的饒平客整體並無明顯

集中趨勢，只有小區塊的聚集，像是永靖的東半部和埔心鄉的南部東邊經口、太平一帶和 

西邊的羅厝村為饒平客比例較高之區域。再以 

研究區整體三鄉鎮來看大致集中在研究區中部

偏南的地區（圖 2-29）。綜觀本區的饒平籍世居

宗族其閩客的比例，可見表 2-6，永靖鄉饒平籍

世居宗族裡，客籍佔 37.1%，閩籍佔 62.9%；埔

心鄉客籍佔 43.9%，閩籍佔 56.1%；員林鎮客籍

佔 67.1%，閩籍佔 32.9%，永靖鄉與埔心鄉饒平

閩佔饒平籍世居宗族高達六成以上，但員林鎮

則相反，饒平客比例為饒平閩的兩倍以上，研

究區三鄉鎮的饒平籍世居宗族閩客比例則分別

是饒平客 48.4%，饒平閩 51.6%，以饒平閩的世 

居宗族數較為優勢。                       

 
饒平客 饒平閩 饒平籍 

永靖鄉 39 66 105 

% 37.1 62.9 100.0 

埔心鄉 18 23 41 

% 43.9 56.1 100.0 

員林鎮 49 24 73 

% 67.1 32.9 100.0 

小計 106 113 219 

% 48.4 51.6 100.0 

表 2-5  研究區各鄉鎮市世居宗族饒平籍閩客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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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鄉鎮閩客族群的分布上，永靖鄉的閩南族群優勢位居本鄉中間，客家族群被閩南族

群切成兩個部分（圖 2-26），對照饒平客裔比例分布圖（圖 2-23），可以看出在東邊的部分

為饒平客世居宗族比例較高的地方，而西邊的客家優勢區竹子、福興兩村，從資料可看出

此地跟研究區其他村里比較，顯示有較高的永定客方言社群。埔心鄉的閩南族群分布在本

鄉中部和靠近員林的三個村里（瓦中、瓦北、瓦南），客家族群在北部與南部連成一片，

有空間的連續性但沒有完全的連在一起（圖 2-27），北部（埤腳等村）的優勢客家屬於漳

州的詔安客為主，南部（太平等村）是以潮州的饒平客為主（圖 2-24）。員林鎮的閩客族

群分布上，可分為兩個部分，客家族群在西部，閩南族群在東部，但西部的閩南族群中有

一個區塊為客家優勢區（鎮興等三里），且在交界處有一些過渡的村里（湖水等三里），使

得東部的閩南族群的空間分布並未完成整個面狀的連續（圖 2-28）。綜合三個鄉鎮來看，

依舊有同族群聚居的現象，閩南族群在研究區東部及永靖、埔心的中部，其餘為客家世居

宗族優勢區，居間有閩客均勢的村里作為過渡地帶，相當具有空間的連續性（圖 2-30）。 

 

    透過統整世居宗族祖籍資料、統計表及主題地圖來，可以發現研究區世居宗族有以下

特色： 

1.以省籍來區分，本研究區整體廣東籍世居宗族大於福建籍世居宗族，以空間分布而言具

有相當的空間連續性，廣東籍佔居研究區中部與西南部，福建籍佔居東北部。 

 

2.以州府區分，潮州府世居宗族佔本研究區超過一半以上，其次為漳州府籍，世居宗族數

超過三成，潮州府與漳州府籍就佔了所有世居宗族的九成以上，潮州府與漳州府雖分屬不

同省分，但實際上為相連地區，而在仔細探究州府之下的縣，以饒平縣、詔安縣、平和縣

為最多數，三縣加起來超過七成的比例，此三縣在原鄉也是相鄰地區，可見移民的原鄉具

有集中性。從原鄉到本地的分布，潮州府佔居研究區中部與西南部，漳州府佔居東北部，

與省籍分布大約一致，其中潮州府饒平縣的世居宗族佔了五成以上，分布位置在研究區中

部與西南部，具有空間連續性。至於在統計地圖中，形成漳州府飛地的埔心鄉新館村、永

靖鄉同安村、五福村，則可能是因為早期為吳郡山家族入墾彰化平原時購買的墾地，吳郡

山家族渡台祖為吳錫泰，原鄉為福建省漳州府龍溪縣，移民台灣在台南落腳，後代在水漆

林莊與湳港西莊購置租業，設館收租，水漆林莊為現在永靖鄉的同安宅、湳墘及埔心鄉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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館、舊館一帶（謝英從，2010：40），湳港西則是永靖五福、港西村。因此才會在埔心鄉

新館村、永靖鄉同安村、五福村形成漳州人優勢的村里。 

 

3.以閩客方言社群的分布來看，客家世居宗族數超過五成，略高於閩南世居宗族，閩南族

群在研究區東部及永靖、埔心的中部，其餘為客家世居宗族優勢區。客家族群中的各音系

社群分布：饒平客分布在研究區中部偏南的地帶。詔安客分布在埔心鄉與員林鎮西北部、

永定客在主要在永靖福興、竹子村；平和客在永靖五福村、埔心鄉的油車村、員林鎮東部

的浮圳、鎮興等里。閩南族群以潮州閩最多，分布在永靖鄉的中部地區，區隔開東邊的饒

平客與西邊的永定客，埔心的中部偏南地區還有舊瓦磘厝三村，也都是潮州閩優勢區；漳

州閩主要在員林的東北部一帶，《重修鳳山縣志》中提到「潮屬之潮陽、海陽、揭陽、饒

平數縣與漳、泉之人語言聲氣相通，而潮屬之鎮平、平遠、程鄉三縣則又有汀州之人自為

守望，不與漳、泉之人同夥相雜...」表示潮州閩南人（潮汕話）與漳、泉閩南人的語言是

比較相近的，在溝通上沒有問題，而鎮平、汀州等則和閩南人難以溝通，這些方言社群在

在研究區中都有同語言聚集的現象，但以研究區不算大的區域面積中，社群方言有這麼多

樣性，實屬罕見。各祖籍世居宗族就語言的相容性而言，相鄰縣分，即使山地橫亙，只要

有隘口可通，往來不成問題，因此饒平、詔安兩地的客家話口音相容性較高，相對容易溝

通。莊初昇與嚴修鴻（1994）在研究漳屬四縣客家話時就發現，平和客家話與饒平客家話

相容性頗高 （韋煙灶等，2012）。以本研究區而言，屬永定客的永靖福興、竹子村江姓宗

族可能因為語言口音差異較大就和同屬客家族群的饒平客相隔較遠，而埔心油車村和的員

林鎮東部平和客就可以與詔安客與饒平客族群混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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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6  研究區各鄉鎮市世居宗族祖籍地資料所顯示的族群結構 

 
漳州客 饒平客 詔安客 潮州客 四縣客 永定客 海陸客 小計 

漳州- 

龍巖閩 
潮州閩 

泉州- 

永春閩 
海陸閩 小計 其他 總計 

永靖鄉 5 39 2 0 6 8 0 60 22 42 4 0 68 0 128 

％ 3.9 30.5 1.6 0.0 4.7 6.3 0.0 46.9 17.2 32.8 3.1 0.0 53.1 0 100.0 

埔心鄉 6 18 21 1 3 0 0 49 11 27 2 0 40 0 89 

％ 6.7 20.2 23.6 1.1 3.4 0.0 0.0 55.1 12.4 30.3 2.2 0.0 44.9 0 100.0 

員林鎮 12 49 31 4 0 3 0 99 49 23 4 0 76 2 177 

％ 6.8 27.7 17.5 2.3 0.0 1.7 0.0 55.9 27.7 13.0 2.3 0.0 42.9 1.1 100.0 

總計 23 106 54 5 9 11 0 208 82 92 10 0 184 2 394 

％ 5.8 26.9 13.7 1.3 2.3 2.8 0.0 52.8 20.8 23.4 2.5 0.0 46.7 0.5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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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3  永靖鄉饒平客裔比例分布圖 

 

 

 

 

 

 

 

 

 

 

 

 

 

 

圖 2-24  埔心鄉饒平客裔比例分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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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5  員林鎮饒平客裔比例分布圖 

 

 

 

 

 

 

 

 

 

 

 

 

 

 

圖 2-26  永靖鄉閩客分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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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7  埔心鄉閩客分布圖 

 

 

 

 

 

 

 

 

 

 

 

 

 

 

圖 2-28  員林鎮閩客分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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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9  研究區饒平客裔比例分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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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30  研究區閩客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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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世居宗族分布的血緣性與其民間信仰 

 

第一節  研究區三大姓分布之空間分析 

    清代來臺灣的漢人移民過程中，除了原鄉地緣關係外，同姓宗族也扮演著重要的角

色，通常同姓宗族會共同開墾並聚集居住，具有濃厚的血緣色彩。以研究區三鄉鎮而言，

永靖鄉世居宗族數最多為陳姓（表 3-1），佔全鄉 19.5%（31/159）；埔心鄉為黃姓，佔全鄉

24.5%（23/94）；員林鎮為張姓，佔全鄉 28.8%（51/177）。其中永靖鄉世居宗族姓氏並沒

有明顯優勢的姓氏，居首位的陳姓宗族數未超過兩成，其餘宗族數較多的姓氏包含邱姓

11.3%（18/159）、劉姓 9.4% 

（15/159）、詹姓 7.5%（12/159）

等；員林和埔心就有明顯的優勢

姓氏，員林世居宗族最多的張 

姓 加 上 次 多 的 黃 姓 14.7%

（24/177）就佔了全鎮宗族數的四

成以上；埔心鄉世居宗族最多的

黃 姓 加 上 次 多 的 張 姓 20.2%

（19/94）也佔了約四成五的比

例。以整個研究區而言，最大姓

為張姓，佔了 18.6%（80/430），

其 次 為 黃 姓 ， 佔 了 12.6%

（54/430），第三為陳姓，佔了 8.4%（36/430）。以空間上來說，這三個姓氏各村里佔 50%

以上絕對優勢的分布範圍，以張姓分布最廣，主要在研究區中部員林溝皂等 9 里和埔心的

瓦中等 4 村以及永靖鄉的浮圳村，共 14 村里；黃姓絕對優勢村里有埔心鄉埤腳等 5 村及

員林的大峰里，共 6 村里；陳姓優勢區只有集中在永靖鄉的獨鰲及永南兩村。 

 

一、張姓  

    研究區最多世居宗族數的張姓，大部分來自潮州府饒平縣，張姓可分成三派：坑邊、

馬崗、葵坑；其中坑邊來自潮州府饒平縣上饒坑邊鄕（今潮州市饒平縣上饒鎮上善坑前管

理區坑邊村），奉張盛德（1306-1377）為肇基始祖，張盛德從黃竹塘遷居饒平縣烏石鄉，

     姓氏 

行政區 
張 陳 黃 三姓小計 總宗族數 

永靖 10 31 5 46 159 

% 6.3 19.5 3.1 28.9 
 

埔心 19 3 23 45 94 

% 20.2 3.2 24.5 47.9 
 

員林 51 2 26 79 177 

% 28.8 1.1 14.7 44.6 
 

小計 80 36 54 170 430 

% 18.6 8.4 12.6 39.5 
 

    表 3-1  研究區三大姓比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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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娶劉氏為妻，生衍昌、繼旺（創垂）、啟盛、名卿四子，分別創立上饒烏石、康濱、壩

上，浮濱洋尾等支派。員林地區坑邊派張姓隸屬張繼旺派下，第四世區分張開盛

（1479-1519）和張端肅（1481-？）兩大房系，前者員林地區稱坑邊大房，後者員林地區

稱坑邊二房（吳正龍、陳淑君，2009：7）。馬崗來自潮州府饒平縣元歌都馬崗鄉（今潮

州市饒平縣三饒鎮馬崗村），葵坑來自饒平縣元歌都蓮塘社葵坑鄉（今潮州市饒平縣新豐

鎮上葵村），大致來說員林鎮以坑邊派為主、埔心鄉以馬崗派為主，其分布有同派聚集的

現象（表3-2）。 

 

    以張姓宗族比例最高的員林 

鎮大饒里（100%）來看，其張姓

宗族有張永（應）和派下、張子

華派下希遠希強房、張文敞派

下、張友經派下、張宗維派下，

張永和張子華同屬坑邊大房10世

祖、張文敞和張友經是坑邊大房

11世，張宗維為坑邊二房12世。

舊三條圳庄四里（三條、三和、

仁愛、忠孝），張姓比例達

66.7%，張姓宗族包含張雲從派

下、張娘生派下、張特徽派下、

張文熜（濟魁）派下、張日明派

下；張雲從、張文熜和張特徽為坑邊二房11世，張娘生為坑邊二房14世、張日明也屬於坑

邊二房。除此之外，張姓世居宗族達87.5%的員林鎮溝皂里、達80.0%的中央里，其張姓來

源也都是坑邊派，且以坑邊二房為主，其他張姓主要為坑邊派的還有振興和崙雅兩里。埔

心鄉的張姓坑邊派世居宗族，大部分分布在經口和太平一帶，主要是張嚴泉（坑邊二房6

世）和張廣宇（坑邊二房12世）派下。永靖鄉只有東寧村張厝的張姓宗族為坑邊派（圖3-1）。 

 

    馬崗派主要集中在埔心鄉的瓦中、瓦北、瓦南村一帶，瓦中有張侃直、張榜士、張詔

音派下溫實/剛烈房，其中張侃直為馬崗11世，張榜士為馬崗10世，張詔音也是馬崗10世， 

    派別 

行政區 
坑邊 馬崗 葵坑 其他 總計 

永靖 1 0 2 7 10 

% 10.0 0.0 20.0 70.0 100.0 

埔心 8 11 0 0 19 

% 42.1 57.9 0.0 0.0 100.0 

員林 40 10 1 0 51 

% 78.4 19.6 2.0 0.0 100.0 

小計 49 21 3 7 80 

% 61.3 26.3 3.8 8.8 100.0 

     表 3-2  研究區張姓世居宗族三大派別比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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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3-1  研究區三大姓及張姓世居宗族三大派分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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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實為其二房、剛烈為四房子孫；瓦北有張詔音派下美器房（七房）及張剛直派下（9世），

瓦南有張榜士及張詔音派下時得房（六房）。員林鎮的馬崗派主要分布於崙雅里、出水里、

湖水里一帶。宗族數較多的有出水里張慶蒼派和張鳳裕派下，皆為馬崗11世；崙雅里庄肚

底有張邦直（9世）和張瀛德派下（11世），尾厝有張廷耀派下（12世）等。至於永靖鄉，

在目前蒐集到的世居宗族資料裡，並沒有馬崗派的分布。饒平張姓另外一支葵坑派，在本

研究區的宗族較少，在埔心鄉完全沒有資料，而在永靖鄉有兩個宗族，一是東寧村的張本

源派下（9世），一是崙子村的張三十郎派下。員林鎮則只有大明里的張本吉（源）派下。 

 

    埔心鄉和員林鎮的張姓世居宗族，在目前蒐集到的資料裡都是來自潮州府饒平縣三個

派別之下，只有永靖鄉除了此三派之外，還有來自其他地區的張姓宗族。浮圳村的張姓比

例達57.1%，全部都來自饒平縣霞霸鄉，也就是現今的潮州市饒平縣新塘鎮下壩管區，包

含了張敦和、張敏直派下、張剛義派下，皆不屬於前述的三派張姓。永北村的張炳棟派下

則來自嘉應州鎮平縣興福鄉，現在是梅州市蕉嶺縣長潭鎮興福村，在族群屬性上屬於四縣

客。同仁村的張平忠派下原鄉市潮州府饒平縣信寧都樟溪社（潮州市饒平縣樟溪鎮），另

一宗族張坤岳派下來自饒平，但沒有更詳細的資料可以歸類。 

 

二、黃姓 

    黃姓是埔心鄉世居宗族比例最高的姓氏，而埔心鄉的黃姓宗族原鄉也具有較高的一致

性，大部分來自漳州府詔安縣二都龍乾堡，也就是現在的漳州市詔安縣霞葛鎮五通村，族

群屬於詔安客。埔心鄉只有兩筆宗族資料原鄉不是詔安縣：一是芎蕉村黃玉璋派下，來自

潮州府饒平縣元歌都瓜園社營前（潮州市饒平縣上饒鎮營前村），屬饒平客；另一筆是埔

心村的黃尚蛾派下，來自潮州府饒平縣烏洋鄉1（饒平縣新塘鎮烏洋村），屬潮州閩。其

餘都是詔安縣霞葛五通村的黃姓家族，比例最高的村里為埤腳村、埤霞村、梧鳳村、二重

村，黃姓宗族比例高達100%，血緣及地緣性相當強烈，包含了黃英哲（11世）、黃聆渡

（13世）、黃利舟（10世）、黃玉友（15世）、黃金水（16世）、黃學孔（13世）、黃端

雲（12世）派下江水房、黃秀芳（11世）、黃平侯（13世）派下等。 

 

                                                      
1
 2013年 1月 31日研究者在埔心鄉進行田野調查時，此地黃姓受訪者表示其祖先來自廣東饒平東錢，可

能為現在饒平縣錢東鎮之誤，與文獻資料中所載饒平縣烏洋鄉不符，故在此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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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員林鎮的黃姓宗族祖籍來源雜異性相對高出埔心許多，黃姓超過50%的村里只有大峰

里，其中只有黃紀（11世）和黃國席（13世）派下是來自詔安縣霞葛鎮，其餘兩個黃姓宗

族，一是黃邱端順派下，是來自潮州府大埔縣（今梅州市大埔縣）的潮州客，另一是來自

漳州府龍溪縣（漳州市區或龍海市或華安縣）的黃乘輿派下，族群屬性是漳州閩。其他黃

姓宗族比例較高的村里還有東北里，兩個黃姓宗族，一是來自詔安縣霞葛鎮的黃定謀（9

世）派下，一是來自漳州府平和縣的黃敦直派下。其餘來自詔安縣霞葛鎮黃姓宗族還有源

潭里的黃端雲派下、南興里的黃昇（始祖）派下、南平里的黃博明（11世）派下、鎮興里

和南東里的黃紀派下、湖水里的黃端雲、黃通派下。來自潮州的的黃姓尚有來自潮州府饒

平縣小榕社斗香裡（今潮州市饒平縣浮山鎮東洋村）黃可六派下，其後代分布於中央、振

興、崙雅三里；林厝里的黃姓和中正里的黃國良派下皆來自潮州府饒平縣港墘鄉（潮州市

饒平縣黃岡鎮港墘村），族群分類皆屬潮州閩。另外中東里黃春景派下則是來自漳州府平

和縣心田鄉，也就是現在的漳州市平和縣坂仔鎮心田村，屬於漳州閩族群。從員林鎮的黃

姓世居宗族分布可以看出，其主要集中在員林鎮的東邊八卦台地一帶和西北靠近埔心的村

里，有一定的空間連續性，就算是原鄉祖籍不同的黃姓，也有與同姓聚集的現象。 

 

    永靖鄉的黃姓比例較低，只佔了3.1%，也沒有村里是黃姓宗族優勢區。其中來自漳州

府詔安縣霞葛鎮的只有竹子村的黃乳祖派下，是從埔心鄉羅厝村遷居本地。來自潮州府的

有東寧村黃美世派下，祖籍為饒平縣；敦厚村黃峭派下是來自潮州府揭陽縣溪邊鄉（今揭

陽市揭東縣登崗鎮溪邊村），族群分類為潮州閩。其他黃姓還有同仁村的黃敦成派下，祖

籍為漳州府平和縣武伯鄉百倍堡石繩社，現行行政區為漳州市平和縣國強鄉，族群分類為

漳州閩，另外還有一個五福村黃姓宗族只知祖先來自福建省，先在溪湖鎮定居再搬到本

地，無法判別族群屬性。以上五個黃姓宗族祖籍來源皆不相同，從分布上也沒有空間規律

性，這和埔心鄉和員林鎮的黃姓世居宗族呈現空間連續性分布有很大的差異。 

 

三、陳姓 

    陳姓世居宗族比例最高的是永靖鄉，其中又以港西村和獨鰲村為最，港西村陳姓佔世

居宗族數的83.3%，獨鰲村佔了66.7%。港西村的陳姓祖籍來源地主要為兩個地方，一個是

潮州府饒平信寧都樟溪社廠埔鄉（潮州市饒平縣樟溪鎮廠埔村），一個是潮州府饒平縣可

塘埔鄉大榕社（潮州市饒平縣浮濱鎮大榕村），族群屬性皆屬於潮州閩。來自樟溪鎮廠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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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的有陳日瑞、陳美中、陳振成、陳聲榮、聲照兄弟、陳輝吉派下，其中陳聲榮、聲照兄

弟後代在本村建有陳氏家廟繩武堂。來自浮濱鎮大榕村的有陳智可、陳名舉、陳慶鏞派下，

其中陳智可為陳名舉叔父，陳智可後代於1820年建餘三館，現為縣定古蹟。港西村另一陳

姓世居宗族為瓦厝底的陳剛直派下，其祖籍為漳州府金浦縣（漳州市漳浦縣），從原鄉遷

居澎湖，再渡海到嘉義大林，最後定居本地，族群屬性為漳州閩。獨鰲村陳姓有陳剛直、

陳名舉、陳守盈、陳信直、陳順良派下。其中陳守盈、陳信直祖籍為潮州府饒平縣，無法

確定所屬方言族群；陳剛直來自漳州府詔安縣邦奇鄉（漳州市詔安縣四都鎮奇材村），為

漳州閩；陳名舉來自饒平縣可塘埔鄉大榕社，陳順良祖籍則是樟溪社廠埔鄉。除了上述幾

個陳姓宗族，湳墘村尚有來自漳州府平和縣的陳樹亭派下，同仁村有來自潮州府饒平縣小

榕社斗香裡（潮州市饒平縣浮山鎮浮山村）的陳秀美派下，同安村陳勤美派下，則是來自

潮州府海陽縣秋溪陼嶺頭鄉（今潮州市潮安區），五汴村的陳悅綸派下祖籍則是嘉應州鎮

平縣東風嶺（今梅州市蕉嶺縣），祖籍各不相同，在本地的空間分布上，大部分位在永靖

鄉的西半部，但竹子村除外，沒有陳姓世居宗族分布。 

 

    埔心鄉與員林鎮陳姓世居宗族數量不多，各只佔了3.2%和1.1%，埔心鄉有陳姓陳元盛

派下泰誠房，分布於舊館和東門兩村，祖籍為漳州府龍溪縣庄北鼎金，為現在的漳州市區

或漳州市華安縣，方言族群為漳州閩。另有一宗族為陳彩派下，祖籍為福建，分布於新館

村。員林鎮源潭里有陳懷德派下，來自漳州府漳浦縣錦湖，在現在的漳州市漳浦縣赤湖鎮

錦湖（前湖村一帶）；出水里有陳公媽派下，漳州府詔安縣，族群皆歸類在漳州閩。陳姓

宗族在本研究區明顯的集中在永靖鄉的部分村里，除了同宗族同鄉聚集，也有同姓比鄰而

居的情形。 

 

 

第二節  其他重要姓氏分布之空間分析 

 

    除了前一節所述本研究區的三大姓氏外，不同村里內也有各自優勢的姓氏的世居宗族

分布，本研究基於現有資料數量限制，故採取樣本數30%為相對多數，找出各村里優勢姓

氏，並且畫出其分布圖，來探討各姓氏的空間分布特性（圖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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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分布跨三個村里 

1.詹姓 

    詹姓主要分布在永靖鄉光雲村、湳港村、新莊村。光雲村舊厝為詹時謹派下（光裕堂）、

學仔底為詹其來派下、戲館為詹名催派下、菁仔宅詹石淀派下，詹其來和詹名催皆由舊厝

詹時謹派下分出，建雲川居及廣福堂，祖籍為潮州府饒平縣元歌都三饒鄉（潮州市饒平縣

饒洋鎮）光雲村名由來便是取自光裕堂及雲川居，而詹石淀祖籍為潮州府饒平縣。湳港村

為詹明達和詹舜仁派下，詹明達祖籍為潮州府饒平縣上饒堡西瓜園（潮州市饒平縣饒洋

鎮），詹舜仁來自潮州府饒平縣元歌都（潮州市饒平縣）。新莊村有詹剛義派下和詹君謀

派下，詹剛義祖籍潮州府饒平元歌都西門烏石山鄉（潮州市饒平縣新塘鎮烏石山村），詹

君謀來自潮州府饒平縣元歌都（潮州市饒平縣）。詹姓世居宗族皆是來自潮州府饒平縣，

在族群分類上為大部分為饒平客。 

 

2.邱姓 

    比例最高的村里為永靖鄉的瑚璉村，有邱華循、邱及喜、邱連玉、邱文仲派下，邱華

循來自潮州府饒平縣土垻子鄉（饒平縣新豐鎮下葵村上壩（原九村鎮併入新豐鎮），為饒

平客家人，邱及喜、邱連玉也來自饒平，但族群屬性不詳，邱文仲原鄉為嘉應州鎮平縣（梅

州市蕉嶺縣），為四縣客。新莊村有邱伯順派下，祖籍漳州府詔安縣二都秀篆鎮（漳州市

詔安縣秀篆鎮），為詔安客，邱華喜派下原鄉在潮州市饒平縣上饒鎮鎮區，為饒平客。湳

墘村邱馬秋派下原鄉潮州府饒平縣五誌嶺(為五祉嶺之誤)，現為潮州市饒平縣浮濱鎮，族

群屬性為潮州閩。永靖邱姓人口較多，佔全鄉11.3%，但其原鄉來源與所屬族群較多元，

分布也較分散。 

 

3.江姓 

    員林鎮江姓世居宗族比例較高的是鎮興里，有江曾廣、江東興、江純直、純朴派下，

江曾廣來自汀州府永定縣金豐里大溪鄉（龍岩市永定縣大溪鄉大溪村）、江東興派下在原

鄉由汀州府永定縣高頭遷至漳州府平和縣大溪榕林（漳州市平和縣大溪鎮江寨村榕林）再

渡海來台，江純直、純朴來自漳州府平和縣新安里葛布大溪江寨（漳州市平和縣大溪鎮江

寨村），渡台後居芬園鄉崙仔尾再遷到本地。浮圳里也是屬江東興派下，在本里分布甚廣，

包含圳仔東、圳仔西、學仔邸，而江啟隆派下居涵頭，但沒有祖籍資料。員林鎮同樣來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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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溪鎮江寨村的宗族還有東和里的江玉山派下、三條里江紐派下，皆屬於漳州客。 

 

    永靖鄉江姓最多的在福興村和竹子村一帶，以福興村比例較高，屬江在振派下，原鄉

是汀州府永定縣金豐里高頭鄉（龍岩市永定縣高頭鄉），竹子村有江洪俊、江何攀、江漢

中派下，皆來自汀州府永定縣金豐里高頭鄉，屬於永定客，有相當高血緣和地緣集中性。 

 

二、分布跨兩個村里 

1.劉姓 

    永靖鄉崙子和五汴村的劉性比例最高，崙子村屬劉剛毅、劉一書、劉可輝派下，五汴

村屬劉剛毅派下和另一劉性宗族。劉剛毅和劉可輝祖籍是潮州府饒平縣石井鄉（潮州市饒

平縣饒洋鎮石井），屬於饒平客；劉一書和五汴村另一劉姓宗族屬漳州府南靖縣施洋墟枋

頭鄉（漳州府南靖縣書洋鎮），屬漳州閩。另外光雲和東寧村還有一支劉姓宗族，屬劉澄

江派下，來自潮州府饒平縣牛皮社（潮州市饒平縣上饒鎮），屬饒平客。 

 

2.林姓 

    員林鎮南東里林姓宗族，分屬林順德、林東山、林善派下，林順德、林東山祖籍為

漳州府平和縣龍頭社（漳州市平和縣安厚鎮龍頭村），在南東里圳岸腳建有圳安宮，主

祀由原鄉帶來的媽祖2。林善祖籍漳州府詔安縣五都坑底（漳州市東山縣康美鎮康美村），

皆是屬於閩南族群。和永靖鄉永北村的林文秀派下祖籍漳州府趙蔡縣（漳州市長泰縣），

屬漳州閩；林應翔派下來自潮州府饒平縣，族群屬性不詳。員林林姓大多來自平和縣或

是屬詔安五都的東山縣，永靖鄉林姓來源較廣，有來自漳州府平和縣白葉鄉（漳州市平

和縣國強鄉白葉村）林敦成、林先仲、林宏濟派下的漳州閩南族群，也有來自潮州府饒

平縣浮山鄉（饒平縣浮山鎮）林裕美派下和饒平縣上饒鎮的林大滿家族，分別屬於潮州

閩與饒平客。埔心鄉的林姓世居宗族極少，只有兩筆資料，皆來自平和縣白葉鄉。 

 

3.賴姓 

    員林鎮賴姓世居宗族皆來自漳州府平和縣心田（漳州市平和縣坂仔鎮），佔村里比例

計較高的為舊地名十七份的三橋里等四里，分屬賴樸園和賴華俊派下，屬漳州閩南人。永

                                                      
2
 2013年 7月 10日田野調查。 



53 

 

靖鄉福興村賴姓分成賴寬裕派下的下崁賴和賴質裕（振榮）派下的頂崁賴，下崁賴來自漳

州府平和縣心田，頂崁賴原鄉是潮州府饒平縣弦歌都牛皮社上坪鄉（潮州市饒平縣上饒鎮

山前村），屬於饒平客。 

 

4.曹姓 

    康熙年間曹何慈發從漳州府平和縣安厚梧坑發攜四子入墾東山地區，其後裔廣布員林

鎮東北、中東、南東等里，另有其他同樣來自安厚梧坑的曹姓移入本地，曹姓比例最高的

為東北里和中東里，包含曹朝鎮、朝前、朝宰派下、曹文益、文貴派下，曹朝鎮、朝前、

朝宰皆是曹何慈發後代，員林鎮其餘曹姓也全都來自平和縣安厚梧坑，族群屬性為漳州閩。 

 

三、分布單一村里 

5.周姓 

    永靖鄉永南村周姓分布有周厝、北畔周、中周，皆是周達義和堂弟敏義派下，祖籍為

潮州府饒平縣元歌都嶺腳社西埔鄉，遷至七藍鄉玉皮社（今潮州市饒平縣上饒鎮南周村）

後渡海來台後居田尾鄉柳樹湳，再遷居本地，族群屬性為饒平客。本村另有南畔周，為周

莊派下，原鄉為漳州府南靖縣南門鄉大橋頭（今漳州市南靖縣靖城鎮），為漳州閩。 

 

6.胡姓 

    崙美村的胡姓有胡怡見派下和胡議平派下，皆來自潮州府饒平縣大榮社堡員溪鄉（潮

州市饒平縣浮濱鎮五祉管理區大榕村），族群為潮州閩。胡怡見家族為最早入墾崙美村者，

其他同姓家族依附之，埔心鄉油車村安定堂胡剛藝派下也是來自饒平縣大榮社堡員溪鄉，

但遷至當地不足120年，因此資料不列入世居宗族統計。 

 

7.徐姓  

    埔心鄉義民村徐姓宗族有徐天福、徐立德、徐康禮派下，皆來自嘉應州鎮平縣（梅

州市蕉嶺縣）屬於四縣客。埔心鄉另一徐姓宗族徐協光派下來自潮州府饒平縣海山石頭

鄉（潮州市饒平縣海山鎮石頭村），族群屬於潮州閩，後代居住在仁里及太平村，與其

他潮州世居宗族聚集而非與來自嘉應州的同姓宗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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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吳姓 

    埔心油車村的吳賓派下廣布頂庄、港仔畔、下庄、西畔、店仔等聚落，另外同村還

有吳純直、吳禹義派下恭政房，除了吳禹義派下來自潮州府饒平縣，吳賓與吳純直皆來

自漳州府平和縣車田鄉，也就是現今的漳州市平和縣大溪鎮龍崗村車田，此地目前仍為

客語區，可推測此吳姓宗族屬於漳州客。 

 

9.游姓 

    員林鎮大埔里游姓世居宗族數佔所有本里宗族數的 100%，包含游捷居、游友朋、

友明、友豪派下、游景山、游宗賜、游進忍、游維將、游文佈、國鋦派下，皆來自漳州

府詔安縣二都秀篆埔坪堡（漳州市詔安縣秀篆鎮埔坪村），屬於詔安客，其分布上血緣

及地緣都有顯著集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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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  研究區重要姓氏分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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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族群、宗族分布之空間分布結構與民間信仰祭祀圈之關聯性分析 

 

    不同的族群移民通常會從原鄉帶來不同的信仰，建立起自己的祭祀圈，而地方上的廟

宇也往往成為一地的社會、經濟、精神中心，因此從研究區清代的主要廟宇及信仰祭祀圈

分布，應可大略和當時的宗族、族群分布互相對照，反應清代的族群互動和其地緣與血緣

關係。 

 

一、溪湖鎮荷婆崙霖肇宮-三山國王 

    霖肇宮為主祀三山國王的廟宇，位於彰化縣溪湖鎮中山里大溪路1段636號，相傳明神

宗萬曆14年，廣東潮州府揭陽縣河婆鎮弟子,馬義雄和周榆森相約渡海來台，攜帶故鄉霖

田祖廟『勒封三山國王』香火，渡海在鹿港登岸後，到達本地後顯示神蹟，因而建廟3。

廟史所記明神宗萬曆14年，荷蘭人尚未來台，年代可能有誤，但其來源及過程還是很有參

考性。三山國王祖廟位於潮州府揭揚縣河婆（今廣東揭陽市揭西縣河婆鎮）霖田祖廟，屬

於客家話區，三山國王信仰沿榕江向下游的閩南話（潮汕話）區散布。在饒平縣，包括位

於閩南話區和饒平客話區，每個鄉鎮均有三山國王廟。在粵東的三山國王分布也是閩、客

族群區均有，且大部分位於潮州府，因此三山國王可視為潮州府籍人士的普遍信仰（韋煙

灶，2013）。 

     

    溪湖鎮中山里舊名三塊厝，由霖肇宮沿革看來，此地在開墾初期有粵人所居，但目前

此地為泉州人後代，原因是清代分類械鬥常常發生，本地原是族群交界處，因不敵泉人勢

力，因此霖肇宮淪陷，此地變成泉人優勢區。在乾隆47年，三塊厝被泉人攻陷後，廟裡的

神尊便被移往其他地方（曾慶國，2011：91）。大王角角頭廟為霖興宮，祭祀圈範圍包含

埔心鄉舊館等五村及永靖鄉湳墘等共八個村里（圖3-3）；二王角為溪湖鎮東溪里巫厝和

埔心鄉芎蕉村楊庄和永靖鄉獨鰲、敦厚兩村，角頭廟為肇霖宮；三王角範圍包含埔心鄉羅

厝村、永靖鄉竹子等四村里，再加上田尾鄉的海豐等三村里，共八個村里，角頭廟在海豐

村的沛霖宮；祖牌角在埔心鄉芎蕉村，角頭廟為霖鳳宮。另有神農大帝角，範圍為溪湖鎮

中山里，也是舊三塊厝庄，角頭廟為澤民宮，主祀蕭府千歲，此角頭是1988年才加入（曾

慶國，2011：77）。 

                                                      
3
 霖鳳宮沿革概略史（2008），頁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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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3  霖肇宮祭祀圈 

資料來源：霖肇宮碑〈荷婆崙霖肇宮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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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4  五通宮祭祀圈 

資料來源：《五通宮史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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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大村鄉五通宮-五顯大帝 

    五通宮位於大村鄉新興村大溪路24號，沿革記載：明末清初時黃姓祖先攜帶的五顯大

帝屘王金像從福建漳州府詔安縣官陂鄉五通村（今漳州市詔安縣霞葛鎮五通村）渡海來

台，經由鹿港上岸，輾轉到埤腳庄落腳，後在本地顯現神蹟，之後興建廟宇祭祀。五通宮

所在地原本屬於埤腳（霞）庄，之後行政區變遷，才改劃為大村鄉所轄。 

 

節錄《五通宮史略》所記載其由來如下： 

    「據祖家大陸「五通宮」宮史記載，第一分靈之台灣埤腳「五通宮」五顯大帝是來自

福建省詔安現官陂鄉五通村，於清末由黃姓十二世祖奉請神尊渡海來台，經由鹿港登陸而

落腳於埤腳，‧‧‧鹿港與埤腳僅距約八公里之路程，據聞當時由福建省詔安縣來台散佈

在府城、鹿港和艋舺等地之黃姓後裔為數不少，尤其鹿港、溪湖之中竹里，埔心鄉之梧鳳、

菜寮、二重湳等地為最，後來黃姓之後裔為慎終追遠，懷念故土，相繼引用故鄉之地名同

名以資紀念，諸如詔安巷、五通北路、五通南路、五通西路等門牌之取用，此乃是三百年

前福建漳州詔安縣等祖先移民開發台灣所留下的記號。」 

 

    五通宮其祭祀圈橫跨大村鄉、員林鎮、埔心鄉、溪湖鎮等四鄉鎮，各角頭輪流值年爐

主，以不同帝別劃分祭祀區域（圖3-4）： 

大帝：由菜寮（埔心鄉埤腳村菜寮）、梧鳳（埔心鄉梧鳳村）、中竹里（溪湖鎮中竹里）。 

二帝：由二重湳（埔心鄉二重村）。 

三帝：由新興村（大村鄉新興村）。 

四帝：由加錫（大村鄉加錫村）、大崙（大村鄉大崙村）、員林（湖水里）。 

五帝：由埤腳（埔心鄉埤腳村）、埤霞（埔心鄉埤霞村）。 

 

三、永靖鄉永安宮與七十二聯庄 

    永安宮位於永靖鄉永靖街41號，創建於嘉慶18年（1813年），在永靖街建街完成後建

立，建街所留下的古文書記載： 

「三山國王護國庇粵之神，宜建廟崇祀，茲議街中留廟基一所，左右基各兩間，立為費祀，

此議。...」（張瑞和，2011：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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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廟中主祀三山國王，從古文書中可看出，此廟為粵民所建，傳說中香火來自台中市石

岡區，俗稱石崗仔的荷婆崙三山國王廟，因當時永靖有人到東勢角做工，覺得當地神明靈

驗，因此求得香火回家供奉，後塑金身供奉。永安宮的實際祭祀範圍為永東、永西兩村，

也就是永靖街的範圍（許嘉明，1993:175），而王爺出巡的範圍包含：永安宮→永靖街→

關帝廳→同安宅→湳港西→曾厝崙→南路厝→鎮平→目宜庄→小紅毛社→大紅毛社→浮

圳→湳港舊莊→湳港新莊→陳厝厝→新厝仔→崙子→九份下→五汴→瑚璉→永安宮（許嘉

明，1993:180）。其中包含了永靖鄉17村里，涵蓋全鄉的東半部（圖3-5）。 

 

 

 

 

 

 

 

 

 

 

 

 

 

 

圖3-5  永安宮祭祀圈 

 

    清代分類械鬥頻繁，本地粵籍居民與漳州籍居民為抵抗勢力較大的泉州籍，因此聯

合起來以求自保，粵籍以永安宮為代表，漳州籍以枋橋頭天門宮為代表，組成七十二聯

庄（圖 3-6），以對抗泉人。天門宮位於社頭鄉橋頭村媽祖廟街 43 號，廟中主祀媽祖，

是地方上的信仰中心。此七十二聯庄包含八個群體，廣布田尾鄉、田中鎮、社頭鄉、名

間鄉、員林鎮、秀水鄉、大村鄉、永靖鄉、埔心鄉。與本研究區較相關的是大二媽、武

西二媽、太平媽、湳雅大二媽，其在本研究區內的祭祀圈分布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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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二媽（武東大二媽）：林厝莊、柴頭井、下豹厝（林厝里）、番仔崙（崙雅里）、挖仔莊

（振興里）、梧鳳莊（梧鳳村）、石姑婢（大明里）、萬年莊（萬年里）。 

 

武西二媽：陳厝厝莊（永靖鄉永興、東寧村）、五汴頭（永靖鄉五汴村）、崙仔莊（永靖

鄉崙仔村）、詹厝厝莊（員林鎮中央里）、九份下莊（永靖鄉光雲村）、浮圳莊（永靖鄉浮

圳村）、湳港新莊（永靖鄉新莊村）、湳港舊莊（永靖鄉湳港村）、福興莊（永靖鄉福興村）、

湳墘莊（永靖鄉湳墘村）、竹仔腳莊（永靖鄉竹子村）、大饒莊（員林鎮饒平、大明等里）、

溝皂莊（員林鎮溝皂里）、田中央莊（員林鎮中央里）、員林打石巷（員林鎮光明里）、庚

口厝莊（埔心鄉經口村）、瓦磘厝莊（埔心鄉瓦北、瓦中、瓦南村、員林鎮三義里、新生

里）。 

 

太平聖三媽：太平前後莊（埔心鄉太平村）、瑚璉莊（永靖鄉瑚璉村）、關帝水尾莊（永

靖鄉永南、永北村）、永靖莊（永靖永東、永西村） 

 

湳雅大二媽：埤腳（埔心鄉埤腳、埤霞村）、大埔心莊（埔心鄉東門、埔心、義民等村）、

大溝尾莊（埔心鄉大華及仁里村）、二重湳莊（埔心鄉二重村）、油車站莊（埔心鄉油車村）、

新館莊（埔心鄉新館、南館村）、舊館莊（埔心鄉舊館村）、羅厝莊（埔心鄉羅厝、芎蕉村）、

同安宅莊（永靖鄉同安、同仁村）、四塊厝莊（永靖鄉四芳村）、東勢館莊4。 

 

    綜合以上三個主要的祭祀圈，參照本地居民的祖籍、族群屬性，大致可歸納出幾個現

象： 

1.粵人（或稱潮州人）在本研究區的信仰中心之一的霖肇宮，因閩粵對抗（泉人與潮人）

後屈居下風，因而使霖肇宮所在地成為泉人勢力範圍，再從其他資料來看：溪湖鎮東溪里

巫厝為半泉客、溪湖鎮三塊厝東南邊有一地名「鬼仔墩」因為埋著械鬥而亡的先民骸骨無

人耕作、芎蕉村發生過漳泉拼、竹子村與崙仔腳（溪湖鎮頂庄里）居民發生糾紛差點演變

成械鬥、五顯大帝在械鬥時在中竹里顯靈使得泉人退兵這些事件（曾慶國，2011：91-92），

可推斷出泉人與粵人的族群分界線大致上從溪湖鎮中竹里-東溪里巫厝-芎蕉村-竹子村的

                                                      
4修改自許嘉明（1993）：彰化平原福佬客的地域組織。頁 181-183。另外，東勢館莊可能為永靖鄉湳墘村

東勢館，待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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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線。 

 

2.五通宮祖廟所在地福建漳州市詔安縣霞葛鎮五通村，目前依然是黃姓居民佔大多數，並

且使用詔安客語，對照大村鄉五通宮的祭祀圈，為原鄉詔安縣黃姓比例佔優勢村里，因此

五通宮可視為來自漳州詔安霞葛黃姓的宗族廟，就連離五通宮距離相對較遠的員林鎮湖水

里，也有黃端雲、黃通派下兩個世居宗族，因此湖水里也在五通宮祭祀範圍內。 

 

3.霖肇宮和永安宮皆是主祀三山國王的廟宇，但是來源不相同，比對其祭祀圈，甚少重疊。

霖肇宮在研究區內的祭祀圈中，包含了埔心鄉的西南部和永靖鄉的西半部；永安宮主要祭

祀圈在永靖街（永東、永西村），王爺出巡繞境範圍在永靖鄉的東半部，只有同仁和同安

村重疊。再對照研究區世居宗族祖籍來源分布特色（州府）和閩客分布圖，可以看出埔心

鄉西南部和永靖鄉全境大多屬潮州人優勢區，但埔心西南部和永靖鄉的西半部是閩南人優

勢區，而東半部是客家人優勢區，由此推測研究區內霖肇宮偏向潮州閩南人的信仰，而永

安宮偏向潮州客家人的信仰。兩間廟宇信仰圈重疊的兩村中，同安村是漳州人優勢區，同

仁村漳州人比例也佔了四成，這兩村客籍較少，只有同安村的魏魁生派下是客籍族群，而

且是來自漳州府南靖，不是來自潮州府。推測村內的潮州閩南人可能傾向霖肇宮的王爺信

仰，而村內的漳州閩南人基於永安宮與天門宮七十二聯庄之故，使得兩村也在永安宮王爺

出巡的範圍內。 

 

4.永安宮與天門宮七十二聯庄範圍涵蓋了研究區的永靖、埔心鄉全境和員林鎮西南部，對

照研究區世居宗族祖籍來源分布特色（州府）和閩客分布圖，可以發現七十二聯庄涵蓋了

研究區大部分潮州府優勢區和埔心的漳州客優勢區，其中也包含了霖肇宮的祭祀圈，以空

間分布和居民祖籍特性來看，可以看出清代漳州籍與潮州籍移民聯合對抗西邊強大的泉州

籍移民的族群關係。 

 

5.研究區範圍內，除了七十二聯庄之外，祭祀圈範圍比較大的還有東山鎮興廟，廟址在南

東里山腳路40號，主神為輔順將軍李伯苗，又稱為馬舍公，嘉慶18年由三塊厝江得意購買

土地捐獻建廟。其祭祀圈範圍為東山庄與三塊厝庄，包含現在的東北、中東、南東、西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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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峰、鎮興、浮圳共七村里。5這些村里均為漳州人優勢區，來自漳州府世居宗族比例皆

有六成以上，東北里與中東里甚至為100%，至於族群屬性部分，鎮興與大峰兩里客籍較

佔優勢，其餘皆是閩南族群優勢區。從資料上來看，鎮興廟為東山與三塊厝漳州人共同信

仰，與閩客族群分類關係較小（圖3-7）。 

 

    員林街上歷史較悠久的廟宇為主祀三山國王的廣寧宮和主祀媽祖的福寧宮，廣寧宮座

落於光明里中正路360號，建於清雍正4年（1726），組織主要有大王會、二王會、三王會。

大王會範圍主要分部於田中央、溝皂等地，二王會在員林街內，三王會分布在員林東南區

（賴閔聰，2003），廣寧宮媽祖（大媽）也一樣歷史悠久，設有聖母會。福寧宮建立年代

尚不確定，但至遲應不超過道光28年（1848），可能由鹿港街舊祖宮（天后宮）分香而來

或是由原鄉帶來媽祖，暫厝舊祖宮後再到員林街，先至廣寧宮後，福寧宮興建後二媽才移

到福寧宮。此兩間廟宇為員林街信仰中心，也與彰化南瑤宮媽祖會和大甲鎮瀾宮有相關

性，南瑤宮進行遶境活動時，經員林會夜宿廣寧宮與福寧宮；大甲鎮瀾宮的遶境路線來回

均會在福寧宮停留（林澤田總編，2010：592）。 

 

    員林街因為為街市，世居宗族組成較複雜，但潮州人還是佔了55%，漳州人有35%，

其餘還有永定客江姓家族和江蘇省海州府東海縣（今江蘇省連雲港市區或東海縣）徐士聯

派下。由兩座廟宇的沿革可以看出，員林街一開始以粵人（潮州人）為多數，後閩人（漳

州人）漸漸移入，建立自己的信仰中心。其餘村里有些廟宇原本是私人性質，如主祀媽祖

的如賴姓的三橋里玉天宮、出水里泉州寮吳姓宗族聖后宮，玄天上帝信仰有三條里張姓家

族的震華宮，但後來逐漸發展成庄頭廟（林澤田總編，2010：592）。

                                                      
55

 研究者 2013年 3月 15日田野調查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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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6  天門宮七十二庄祭祀圈（永靖、員林、埔心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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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7  研究區主要廟宇祭祀圈（鎮興宮祭祀圈為研究者 2013/07/08 田調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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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臺灣開發史上「客」的意涵及族群關係 
 

第一節 清代臺灣移民之閩客族群歸屬認定之探討 

 

    過去學界對於閩客的研究從「閩南人皆是從福建而來，而客家皆自廣東而來」的觀念，

自「福老客」一詞出現後，又有「祖籍詔安即詔安客」、「祖籍饒平即饒平客」甚至是漳州

的南靖、平和、詔安、雲霄、漳浦縣都視為客家區（羅肇錦，1998：174），或是把本研究

區的潮州人都視為饒平客（賴閔聰，2003）的情況。清代原鄉的所講的語言，跟現在不一

定相同，但地名會保留下來，地名的閩客用字不同，如「厝」與「屋」等。因此以閩、客

式地名為指標所作出的閩、客歷史方言分界線，可以當作族群的分界。 

 

    從地圖上來看（圖 4-1），潮州市饒平縣閩式地名可以從沿海一直到三饒、新豐與新塘，

以面積比例，饒平縣閩南區大約是佔 3/4，客家區約佔 1/4，分析研究區的世居宗族資料，

來自饒平縣的宗族閩客比約 1：1，並非所有饒平裔宗族皆是所謂的饒平客，但跟原鄉饒

平縣的面積相比，饒平客區的移民到本研究區的比例確實比閩區高。因此研究區原鄉祖籍

來自饒平縣三饒以南的宗族，如無證據顯示渡臺之初在原鄉說的是客家話，則皆視為潮州

閩南人，所操語言為潮汕話。永靖鄉港西村著名古蹟餘三館的陳智可派下，祖籍是饒平縣

浮濱鎮大榕村；建有陳氏家廟的陳聲榮、聲照兄弟派下來自潮州市饒平縣廠埔村，這兩個

家族的原鄉從地圖上來看，浮濱鎮和樟溪鎮離閩客地名界線還有一大段距離，因此視為閩

南人，研究區來自浮濱的宗族除了永靖的陳姓還有部分邱姓宗族，如湳墘村邱章仁（應魁）

派下、邱馬秋派下，另外崙美村和福興村的胡姓宗族以及永靖、埔心鄉的巫姓宗族也都是

來自饒平的浮濱鎮。永靖鄉有許多宗族來自饒平縣浮山鎮，此地從地名的閩客界線來看，

與浮濱鎮相鄰，因此也屬於閩區，祖籍浮山的世居宗族崙子村的曾剛義派下、光雲村的林

恩玉派下、東寧村的楊孔玉派下、同仁村的林裕美派下、陳秀美派下、福興村的邱文鳳派

下等；埔心鄉來自浮山鎮的世居宗族有仁里村的曾娘興派下，員林鎮有黃可六派下，族群

分類屬於潮州閩南人。研究區永靖鄉永南村周達義派下、邱文建派下、竹子村邱九恩派下，

員林鎮張姓坑邊派、惠來里朱天壽/天海派下，埔心鄉芎蕉村黃玉璋派下、羅厝村邱信義

派下等皆來自饒平縣上饒鎮；永靖鄉崙仔底詹文靜派下、劉可輝派下、五汴村劉剛毅派下、

光雲村詹時謹派下、永西村邱華元派下、 竹子村劉忠鹿派下、劉廷弼派下，埔心鄉經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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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  饒平縣閩客方言界線 
圖片來源：韋煙灶（2014）臺灣饒平裔原鄉之歷史語言

及地理意涵探討（排版中） 

 

圖 4-2  詔安縣閩、客歷史方言界線與現代閩、客方言界線 
圖片來源：韋煙灶（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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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4  南靖縣閩客方言界線 

圖片來源：韋煙灶提供（未發表） 

 

圖 4-3  平和縣閩客方言界線 
圖片來源：韋煙灶提供（未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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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的劉鎮派下，員林鎮林厝里詹肇熙派下等，祖籍皆是饒平縣饒洋鎮；永興村邱華春派下

來自饒平建饒鎮，饒平縣的上饒、饒洋、建饒皆是屬於客區，這些世居宗族視為饒平客。 

 

    漳州市詔安縣（圖 4-2）的閩南區和客家區的面積比例大約是 1：1，永靖鄉竹子村、

埔心鄉埤腳、埤霞、梧鳳、二重村、員林鎮大部分的黃姓宗族，大部分來自詔安縣霞葛鎮，

湖水里鍾順德/昭德派下來自詔安縣官陂；永靖鄉新莊村的邱伯順派下、員林鎮源潭里、

大埔里游姓宗族及江癸派下來自詔安縣秀篆；詔安縣霞葛、官陂、秀篆在地圖上在詔安縣

的北半部，是屬於客家區，經研究者到原鄉考察證實這項推論。永靖鄉獨鰲村陳剛直派下，

來自詔安縣四都鎮奇材村，屬於閩南話區。員林鎮溝皂里林世彰派下、南東里林善派下，

祖籍為詔安縣五都坑底城，現在是漳州市東山縣康美鎮，東山縣為一海島，目前已有道路

與大陸相連，在地圖上推斷及實地考察1皆可歸類為閩南話區。 

 

    漳州市平和縣（圖 4-3）西邊 1/4為客語區，東半部 3/4為閩南區，研究區祖籍為平和

縣的世居宗族，比例達 12.3%，永靖鄉五福村高煌派下，埔心鄉油車村吳賓派下，員林鎮

鎮興里江曾廣派下、東和里江玉山派下、鎮興里江東興派下、江純直、純朴派下、三條里

江紐派下等都來自平和縣大溪鎮，此地在地名的劃分上屬於客語區，實地考察的結果也證

實大溪鎮上講的是客家話；永靖鄉永興村下崁賴賴寬裕派下、員林鎮三橋里的賴樸園派下

東北里賴振宗派下、南平里賴華俊派下等來自漳州市平和縣坂仔鎮心田村；員林鎮南東里

林順德派下來自平和縣安厚鎮龍頭村、東山曹姓來自平和縣安厚鎮大坑村梧坑，埔心鄉仁

里村的林姓來自平和縣國強鄉白葉村，皆屬於閩南話區。 

 

    漳州市南靖縣（圖 4-4）全境大部分為閩南語區，只有在西邊一小部分為客語區，本

研究區的劉姓宗族，包含永靖鄉崙子村劉一書派下、永興村劉一玉員林鎮黎明里劉一符派

下、員林鎮大明里劉一選派下來自書洋鎮田中村，永靖鄉永南村南畔周周莊派下、四芳村

大門巷盧姓宗族祖籍皆是靖城鎮，書洋鎮區及靖城鎮在圖上分布皆是閩南語區；永靖鄉獨

鰲村魏日光派下祖籍梅林鎮屬於客語區，比較特殊的是瑚璉村莊厝莊姓宗族祖籍奎洋鎮，

韋煙灶根據元代南靖縣的永豐里與居仁里的地圖以及莊英章的說法，推論南靖縣奎洋鎮為

                                                 
1 2014年 1月 22日-26日赴中國漳州地理實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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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語區2。 

 

    漳州府除了上述的詔安縣、平和縣、南靖縣外，其餘如漳浦、龍溪、海澄、長泰等縣

皆視為閩南語區，來自漳浦的有永靖鄉港西村瓦厝底陳剛直派下、五福村蒲媽賜派下（杜

潯鎮）、崙子村王卷派下、員林鎮源潭里康舜忠派下（佛曇鎮）、 陳懷德派下（赤湖鎮）、

新興里石仕行派下（赤湖鎮）、出水里趙若美派下（湖西鄉趙家堡）。永靖鄉同仁村王寬讓

派下、埔心鄉吳錫泰派下、南平里馮公派下、大峰里黃乘輿派下祖籍皆是龍海縣，為現在

的漳州市區或龍海市縣或華安縣，長泰的世居宗族數量較少有永靖鄉永北村林文秀派下、

和平里盧仕通派下等。來自雲霄的宗族只有員林鎮振興里的何欣、何育派下和大峰里吳腹

興派下。而泉州府南安、安溪、同安縣，潮州府的潮陽縣、海陽縣為閩南區，嘉應州鎮平、

長樂縣、潮州府大埔縣、汀州府永定縣全部視為客區。 

 

 

第二節 研究區清代械鬥與族群互動之探討 

 

    乾隆 51年（1787） 林爽文事件中，埔心鄉曾被林爽文部下率眾攻打，而林爽文（祖

籍漳州府平和縣坂仔店）起事最後也引發了閩粵與漳泉械鬥，林爽文事件原為天地會問

題，引發漳州人的反抗，泉人、粵人起而對抗。當但泉、粵人聯手攻下被漳人所佔之彰化

城後，卻大舉屠殺漳人，刺激其他漳人起而投入反抗軍，凡泉人莊舍，全部焚盡，泉人被

迫避難於鹿港，泉粵對立，埔心庄在粵民極力抵禦較沒有損害，但其他粵籍村莊幾全被焚

毀，此次分籍械鬥中，泉州人聯合粵人對付漳州人，各地粵莊受漳州人的攻擊而受害嚴重。 

 

「縣城內衙署及民房被賊焚毀無剩，村莊被焚者甚多，惟由鹿港至埔心數庄，仍保無失。」

3 

    乾隆60年（1795）發生陳周全事變，陳周全祖籍泉州府同安縣，其趁臺灣米價飛漲時

率眾起事（郭伶芬，2002）起事地點為荷包崙，即荷婆崙，當地的粵人怕遭受霖肇宮三山

                                                 
2 元代奎洋鎮所屬的居仁里跟鄰近的永豐里呈現交錯的分布，推斷奎洋鎮在元代尚未漢化，而永豐里則已經
進入漢文化地域。而莊英章教授表示約 20年到南靖縣奎洋鎮調查莊姓聚落，發現他們仍然有人家中使用客
語的情形。 
3《臺案彙錄庚集》，臺灣文獻叢刊 200，卷 1，頁 104-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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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王遭受波及，便將廟裡神像帶往武西堡其他地方逃難（謝英從，2010），霖肇宮神像是

在什麼年代被移到其他角頭廟尚有疑問，但從歷史上的是件可以推測，陳周全為泉州人，

起事地點選在荷婆崙，表示此地在乾隆60年應該已經是泉人優勢區。 

 

    道光6年（1826），因睦宜莊（田尾鄉）偷竊豬隻引起的衝突，最後擴大為閩粵械鬥。 

 

「道光六年丙戊夏四月，閩粵奸民分類械鬥。先是東螺保睦宜庄賊匪李通等因竊黃文潤豬

隻起釁，互相鬥狠。自是各處匪徒，趁機散布謠言謂是閩粵分類，庄民聞風蠢動，各處搬

徙，罪徒乘勢紿黨劫掠，集眾焚殺。員林一帶粵人，紛紛搬入大埔心庄及關帝廳等處，堅

守抵禦。而小庄居屋被焚過半」（周璽，1830/1962：383）。 

 

    在械鬥過程中包含瓦磘厝、大埔心庄、芎蕉腳庄、永靖街、陳厝厝庄、萬年庄、柴頭

井、火燒庄、鎮平庄皆曾被放火焚燬（郭伶芬，2002）。員林鎮在這一次械鬥中嚴重受創，

粵人紛紛搬埔心和永靖。但此次嚴重的械鬥結果，使得粵人分布範圍大為縮小，粵民大部

分集中至埔心、永靖附近。 

 

    同治元年（1862）發生戴潮春（祖籍福建省漳州府龍溪縣）事件，此案本為北路協副

將夏汝賢向戴勒索不成，引發民變，但也演變成漳泉械鬥，有部分粵籍也加入戴營，最後

戴潮春在武西堡經廩生邱萃英勸降後投降被殺，在此事件中，永靖、埔心一帶粵莊損毀，

連永靖永安宮亦遭波及受損。粵籍陳義方是永靖餘三館的陳德耀的孫子，他自組漳粵聯軍

協助清兵平亂有功，事後欽加軍功五品頂戴，兼理武西堡總理。廩生邱萃英前後勸降成功，

因功賜五品藍翎及候選訓導一職（郭伶芬，2002）。從戴案中可看出，此時期的族群關係

中，漳人戴潮春與粵莊關係密切，以致最後是在武西堡藏匿後投降，而協助清廷的陣營裡

陳義方也是粵人，組成漳粵聯軍，而非與泉人組成泉粵聯軍，對抗漳人戴潮春集團，可以

推測當時彰化平原上的粵人與漳人關係較佳。 

 

    從這些大型械鬥民變中可看出，從乾隆年間到同治年間，在漳泉械鬥時，粵人扮演的

角色。彰化地區泉人勢力最強，其次為漳州人，粵人勢力不及漳泉，在漳泉械鬥中，為確

保粵莊安全，必須與另一族群合作，在林爽文起事時，與泉人一起對抗漳人，但除了埔心



72 
 

之外其餘粵莊受創慘重，而後幾次械鬥也使得永靖、員林、埔心受到或大或小的損害，也

使得粵人為了自保而聚集，咸豐11年（1861）左右，為了使地方能夠免於械鬥之苦，成立

天門宮七十二聯庄（謝英從，2010），以確保當地族群的和諧共存。 

 

   從本文第三章中得知，本研究區粵籍世居宗族閩客比例約1：1，且從永靖街建街過程

可以看出，當時的族群認同非現在所謂的「客家」認同，而是「潮州」、「粵人」認同： 

 

「茲予等粵莊人週地密，趨赴各市維艱，眾議在關帝廳莊前置田一十六甲零，建為街市。」

4 

 

    上述建街古文書指出本地粵人人數眾多，但沒有自己的街市可以貿易，因此決議在關

帝廳（永靖）建立粵人的街市。分成六股，第一股為竹子腳邱姓（邱懷德派下）第二股社

頭湳底劉澄江派下、第三股陳德耀（陳智可派下）、第四股崙仔尾胡世俸（胡怡見派下）、

第五股田中央、大饒、瓦磘厝張正三公組織、第六股社頭湳底邱學班（丘成實派下）。（張

瑞和，2011）第一股為邱姓為饒平客、第二股劉澄江為饒平客、第三股陳德耀為饒平閩、

第四股胡世俸為饒平閩、第五股張正三公若為大饒張姓應為坑邊派，為饒平客，第六股丘

成實祖籍饒平，無法判斷閩客。從此資料可看出，永靖建街全部都是由潮州饒平籍組成，

包含閩南人與客家人。這樣的情形在清代並非特例，桃園大溪一份的〈合約管業契字〉，

內容摘要如下： 

 

「同立合約管業契字人李火德、李金興、李炳生、廖廷穩、呂蕃調、林本源... 坐落土名

海山保大嵙八張犁店仔街伯公廟背，... 一議：公置埔業，各人各出工本起蓋行店屋字，

或瓦或茅；倘異日要移別處，創大基業，要將店屋退賣他人，須要漳人承頂，不得另賣別

州別府等人。此係公議定規，不得移易，批照。... 嘉慶十八年二月 日」5 

 

    李炳生與林本源是契約中較引人注意的部分，李炳生出生於海山堡大嵙崁，李氏來台

的始祖為李善明，祖籍漳州府詔安縣秀篆鄉大坪村，為漳州客，其三子李騰芳於同治4年

                                                 
4《臺灣私法物權編》，臺灣文獻叢 150，頁 500。 
5《臺灣私法物權編》，臺灣文獻叢刊 150，卷 4，頁 1463-14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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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5）中舉，聲望猶在炳生之上，所以李炳生在月眉蓋的大厝又稱為「李騰芳古厝」。

林本源家族，也就是板橋林家，祖籍為漳州府龍溪，族群分類屬漳州閩，契約中提到若他

日要移往他處，要將店屋賣給他人，只能賣給「漳州人」，不得賣與別州別府，這個案例

雖是臺灣北部的族群狀況的情形，但也因此可以推測出，清代移民社會的時空背景下，「州

府認同」大於所謂的「閩客認同」（羅烈師，1996）。 

 

    另外羅肇錦（1998、2003）提出漳泉械鬥實屬閩客械鬥，漳州是客，泉州為閩，因語

言不同而起衝突，而潮州來台者皆是客屬，潮州閩沒有來台，所以沒有留下潮汕話的痕跡，

但根據資料統計，研究區中的漳州閩還是較漳州客為多（閩21.1%，客5.4%），而潮州閩的

比例也不算少數（23.5%），只略少於饒平客（27.1%）族群，所以這樣的論述在本研究區

是很難成立的。 

 

 

第三節 臺灣客家與福老客研究之回顧與商榷 

 

一、清代文獻中的「客」 

    粵人在本研究區屬優勢族群，但與漳泉為鄰在彰化平原上又屈居弱勢，在族群交流中

逐漸喪失自己的語言，在本區的潮州閩南人已經不會講潮汕話，而饒平客與詔安客也成為

了所謂福老客。從清代文獻中回顧，文獻所記載的客或是粵，不盡然是現在所謂的客家人。 

 

    康熙雍正年間完書的幾本縣志和書籍提到關於「客」、「客莊」，如《諸羅縣志》提到

「佃田者，多內地依山之獷悍無賴下貧觸法亡命，潮人尤多，厥名曰客；多者千人、少亦

數百，號曰客莊．朋比齊力，而自護小故，輒譁然以起，毆而殺人、毀匿其尸...」（周鍾

瑄，1718/1962：136）文中提到潮州人被稱為客，其所住村莊被稱為客莊，常因為小事而

與人起爭執，並且鬥毆殺人等。 

 

    《臺灣縣志》言：「臺無客莊（客莊，潮人所居之莊也．北路自諸羅山以上、南路自

淡水溪而下，類皆潮人聚集以耕，名曰客人，故莊亦稱客莊．每莊至數百人，少者亦百餘，

漳、泉之人不與焉．以其不同類也），比戶而居者，非泉人、則漳人也；盡力於南畝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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暇則入山伐雜木，車至邑中，價多者盈千、少者不下數百．無生事、無非為，俗之厚也，

風斯隆矣！」（陳文達，1720/1961：57）從這段文字看來，當時的臺灣縣（約臺南鹽水溪

到高雄二仁溪間的區域）沒有客莊，客莊分布在嘉義以北和高屏溪以南的地區，而此地稱

的客莊是潮州人的村莊，漳州和泉州移民不跟他們混居但比鄰而居，風俗淳樸。 

 

    藍鼎元《平臺紀略》：「臺民素無土著，皆內地作奸逋逃之輩，群聚閭處，半閩半粵。

粵民全無妻室，佃耕行傭，謂之「客子」，每村落聚居千人、百人，謂之客莊」（藍鼎元，

1723/1958：67）稱台灣沒有土著，皆是從福建和廣東的移民，廣東移民沒有妻室，稱為

客子，其村落稱為客莊。 

 

    以上這些描述臺灣「客子」、「客莊」的敘述，可以看出，「客」這個稱謂有時指的是

「粵人」、有時指的是「潮人」、有時稱「廣東饒平、程鄉、大埔、平遠等縣」的移民，並

沒有統一的說法，但除了《臺灣縣志》認為這些對於這些潮人（客人）「無生事、無非為，

俗之厚也，風斯隆矣」外，其他對於不管是粵人或是潮人的敘述多是負面看法。黃秀政

（1979）論述清代的械鬥事件中，也提到了清初所謂「客子」係指粵人，因以閩人為主體，

因此以「粵」為「客」，且關於「客子」的敘述常帶有輕蔑之意，如鳳山縣志：「...而客

人由夥；好事輕生，健訟樂鬥，所從來舊矣。」藍鼎元在《與吳觀察論治臺灣事宜書》中

敘述：「客莊居民，朋比為黨，睚眦小故，輒嘩然起爭，或毆殺人匿滅其屍。...」此乃因

臺灣原為福建的其中一府，而清初治臺時，採取分化族群政策之故。 

 

    這種負面的描述到了乾道光隆時期，還是出現在方志當中，如《重修福建臺灣府志》：

「南路淡水三十三莊，皆粵民墾耕．辛丑變後，客民（閩人呼粵人曰「客仔」）與閩人不

相和協；再功加外委數至盈千，奸良莫辨．習拳勇，喜格鬥，倚恃護符以武斷於鄉曲．保

正、里長，非粵人不得承充而庇惡掩非，率徇隱不報...」指出朱一貴事件後，閩粵不合，

而客民善格鬥，常常包庇惡人，對於「客民」的描述還是語帶批評。 

 

    《福建通志臺灣府》提到：「急水溪以下，距郡治不遠，俗亦頗同．自下加冬至斗六

門，客莊（俗稱粵人所居曰客莊）漳泉人相半，稍失之野，然近縣，故畏法．斗六以北，

客莊愈多，雜諸番而各自為俗...」（陳壽祺，1829/1960：208）這段敘述描述從雲林斗六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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北，客莊較斗六以南多，但這裡的客莊，指的是粵人（廣東人）所居的村莊。 

 

    更詳細的說法：「廣東饒平、程鄉、大埔、平遠等縣之人，赴臺傭僱佃田謂之「客子」，

每村落聚居千人或數百人，謂之「客莊」．客莊居民，朋比為黨，睚眥小故，譁然起爭，

或毆殺人匿滅其屍．健訟，多盜竊...」（陳壽祺，1829/1960：217）這裡的客莊居民大部分

來自廣東饒平、程鄉、大埔、平遠等縣，即現今的潮州市饒平縣、梅州市梅縣、大埔縣、

平遠縣，梅州市梅縣、大埔縣、平遠縣皆是以客家人為主的地區，但是饒平閩客參半，若

此處的「客子」是以地區來區分，應包含了饒平的閩南人（主要為潮汕話區），文中描述

這些「客子」喜歡成群結黨、常起爭執，但《福建通志臺灣府》成書於康熙年間，經過多

次重修，因此這裡對於「客子」的描述可能是延續康熙時期。 

 

    但清末後光緒年間成書的《恒春縣志》對於「客」的描述已逐漸轉變為中性的敘述：

「民居曰莊，番居曰社．有所謂客莊；客人者，皆粵人也。...其閩籍者，則不繫以客，亦

不與番同處云。」(陳文緯，1894/1960：9) 

 

《鳳山縣采訪冊》敘述：「土客風俗，宜究其異同也．臺灣本無土著，生番即其土著．然

自閩之漳泉、粵之惠潮嘉，自內地徙居，歷年已久，悉成土著．而臺地所稱客莊者，乃指

粵人所居而言，是閩又以粵為客矣．其土風不同，俗尚互異。」以及「客子循溪而逐北（客

子指粵人，以其籍隸廣東，與我閩有主客之分也）」 

 

    上述這兩段文字都只是在描述族群的差異，指出漢人的聚落稱為莊，原住民聚落稱為

社，而客莊則是粵人所居，閩籍居民不與粵人和原住民混居，臺灣原本的土著指的是原住

民，但是漢人遷臺已久，也變成了土著，之所以有「客」的稱呼，是因為閩稱粵為客，風

俗習慣也不相同。因此可以判斷，從清初到清末，所謂「粵人」、「客人」與現今所稱的

「客家人」並不能劃上等號，粵人可包含來自廣東的客家人、潮汕人、閩南人等，並非專

指現在通稱的客家人，也不包含來自福建的客家人。 

 

二、日治時期祖籍調查 

    日治時期昭和元年（1926）對全台所做的祖籍調查顯示員林街漳州府比例69.2%，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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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府55%，福州府22%，但以目前蒐集的祖籍資料，並沒有來自福州府的世居宗族；坡 

 

表4-1：日治時期祖籍調查 

種
別
人
口 

     

（
百
人
）  

市
街 

福建省 廣東省 

其 

他 
合計 

泉州府 漳 

州 

府 

汀 

州 

府 

龍 

巖 

州 

福 

州 

府 

興 

化 

府 

永 

春 

州 

計 

潮 

州 

府 

嘉 

應 

州 

惠 

州 

府 

計 安

溪 

同 

安 

三 

邑 

員林街    173   22   195 55   55  250 

%    69.2   8.8   78 22   22  100.0 

坡心庄    26      26 103 7  110  136 

%    19.1      19.1 75.7 5.1  80.9  100.0 

永靖庄    70  50   31 151 12 10  22  173 

%    40.5  28.9   17.9 87.3 6.9 5.8  12.7  100.0 

資料來源：臺灣總督府官防調查課編印，《臺灣在籍漢民族鄉貫別調查》 

 

心庄的潮州府比例75.7%，漳州府19.1%，嘉應州5.1%，族群組成成分和目前的調查是一

致的，但比例上當時的潮州府籍人士數量較現在的宗族調查（52.7%）高出許多；永靖庄

的部分比員林街和埔心鄉差異更大，現在的宗族調查，潮州府籍世居宗族佔69%，但當時

卻是只有6.9%，而當時龍巖州比例高達28.9%，永春州竟也有17.9%的比例，目前卻找不

到一筆永春州世居宗族的資料。以粵人街市之姿出現的永靖街，出現這樣的族群結構實在

是不合常理，目前所蒐集的資料上也未有祖籍龍巖州、永春州的宗族，從1926年到現在短

短不到一百年間，在記錄上並未找到這期間有族群大規模遷居他處的資料，清代的方志中

也沒有提到此地有如此多的永春與龍巖州移民，就算是研究者在蒐集資料或田野調查中有

所誤差，也不應該有這樣大的差異，這一點尚待後續研究加以釐清。 

 

三、漳泉客之空間分布研究 

    許嘉明（1973）指出清代臺灣以泉州人來的最早，人數也最多所以佔有靠海的平原，

漳州人較晚且人數略少於泉州所以在近山的平原，而人最少又最晚到的客家人就只好在丘

陵台地邊緣等邊陲地帶，就算是在平地的部分也是其他人不要的地方。學界早期的論述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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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漳人先來，粵人後到之說，戴炎輝（1979）認為隨鄭氏渡臺者多是泉州人，而後隨施琅

征臺者多是漳州人。粵籍（客家）於台灣初入清朝版圖時，被禁止渡臺，到康熙末年因禁

令逐漸鬆弛才漸增。從其論述也可以看出，粵人與客人幾乎是同義詞，但是鄭氏滅亡之後，

鄭氏官民返回原鄉，留下的漢人人數相當的少（許嘉明，1993），又恢復成荒蕪狀態，而

施添福也引史料說明，隨施琅征臺者，漳州人並不多於泉州人。而後看康熙23年，臺灣納

入清帝國，頒布三條渡台禁令： 

 

「一、渡臺者，先給原籍地方照單，經分巡臺廈兵備道稽查，臺灣海防同知查驗，始許渡

臺；偷渡者嚴處。 

二、渡臺者，不准攜眷；既渡者，不得招致。 

三、粵地屢為海盜淵藪，以積習未脫，禁其民渡臺。」（伊能嘉矩，1928：770） 

 

    其中渡台禁令的第三條是被認為粵人（或客人）較漳泉居民晚到臺灣的原因，但是韋

煙灶（2013）指出，明代粵東衛所軍戶及其族裔，在明朝覆亡之際，於政治立場及情感上，

應是傾向於鄭成功的。因此「終將軍施琅之世，嚴禁惠、潮之民，不許渡臺。蓋惡惠、潮

之地素為海盜淵藪，而積習未忘也。琅歿，漸弛其禁，惠、潮民乃得越渡。」（余文儀，

1764/1962：452）主要是禁止粵東的閩南人渡臺，而不是粵東客家人，只是一併被禁而已，

因為粵東客家人的居住地基本上不靠海而且距離海邊尚有數十公里，不太可能是「海盜淵

藪」。並且，康熙中葉施琅死後，禁令逐漸廢弛，至雍正後至雍正年間始解禁，才有大批

豪族巨室進入彰化平原，從事墾殖工作（賴閔聰，2003）。從這些論述來看，泉漳移民先

隨鄭成功移入臺灣，但鄭氏覆亡後大部分鄭氏軍民返回原鄉，康熙年間臺灣併入清廷版

圖，卻限制很多，尤其是廣東移民在被禁止之列，這常被解釋為客家人較晚到臺灣，佔據

比較差的地區，但禁令限制的主要是粵東的閩南人，如此說來漳州與汀州的客家人也非在

禁令之內。而後不久施琅去世，潮惠移民漸多，雍正年間粵人平亂有功6，正式開放渡台

禁令。因此康熙中葉，潮州移民便陸續來到台灣，而本地世居宗族資料，也很少早於康熙

年間，且潮州籍移民並不晚於其他州府移民，此時的彰化平原為開墾地依然還很多7，因

                                                 
6 「康熙辛丑，朱一貴為亂。始事，謀自南路粵莊中。繼我師破安平，甫渡府治，南路粵莊則率眾先迎稱為
義民。粵莊在台，能為功首，亦為罪魁。今始事謀亂者既已伏誅，則義民中或可分別錄用，以褒向義。加

以嚴行保甲，勤宣聖諭，使食毛踐土之眾，一其耳目，齊其心志，則粵民皆良民也。何以禁哉？」黃叔璥，

《臺海使槎錄》，臺灣文獻叢刊第 4種，頁 92。 
7 「臺北彰化縣，地多荒蕪，宜令民開墾為田，勿致閒曠。」陳漢光，〈臺灣移民史略〉，《台灣文化論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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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客家人後到而只能往更山區或荒地從事開墾，或選擇適應與融入漳泉移民（王嘉棻，

2007：24）的說法，在此無法驗證。 

 

    客家移民常被認為較為弱勢，因此聚居的地方是漳泉族群不要的地方，自然環境差，

如許嘉明（1993）認為永靖鄉湳港為沼澤地，是濁水溪流出山地的漫流區，難以開墾。賴

閔聰（2003）認為泉州人口最眾，來臺時間也較早，泉人早已佔據沿海港口與平原，漳州

人則據八卦山邊平原；來臺時間最晚，人數也最少的客家人只得選擇員林以南、濁水溪以

北的荒埔開墾，在兩百多年前本區是地勢低平、排水不良之沼澤地，早期濁水溪主流東螺

溪的漫流地，為彰化平原最劣質的墾地，主要分部於埔心、永靖、田尾、社頭、員林和竹

塘等地。而王嘉棻（2007）論述客家人因為勢力單薄，不像漳泉成群結社，且大多的地區、

容易開墾的土地已成為漳泉的地盤，於是只能尋找零星的空地或為他人所棄的荒地，這些

地區分布於員林以南、濁水溪以北，所以客家人在彰化的分布也多呈現零星的分布，但其

中又以埔心鄉擁有最多的客裔居住，成為彰化最典型的客家庄。 

 

    但根據1898年戊戌大水災與聚落變遷圖顯示，埔心、永靖、員林皆不在東螺溪漫流的

範圍，反而是泉人所居的溪湖、北斗等地受大水衝擊而使聚落改變，這雖然是日治初期的

水災，但以歷史上濁水溪擺動的範圍來看，大致在現在的舊濁水溪和舊虎尾溪之間（張瑞

津，1983），而本研究區三鄉鎮皆不在此範圍內。而永靖湳港、湳底等有「湳」的地名，

的確是代表此地為沼澤，但不是因為濁水溪漫流之故，而是因為本研究區位於濁水溪沖積

扇平原中央，地下水豐沛且水位高，而產生湧泉之故，湧泉使土質鬆軟，質土，排水情形

不完全，適宜種植水稻。8而員林鎮沿縣道137，也就是山腳路是八卦台地山腳湧泉帶，因

此員林鎮東邊的村里，水源不虞匱乏，也是發展農耕的好地點，而且在溝谷之中，背山面

平原，防禦性也很高；再從宗族勢力來說，不管是詔安客的埔心黃姓、永定客的永靖江姓、

饒平客員林張姓，皆是兄弟、同宗族人一起來台，就算來台時間不一，也是會依靠同姓血

緣宗族聚居，這在彰化平原的開墾上，不論閩客皆有此現象，如員林東山漳州閩的曹姓宗

族，也有後到族人依附先開墾的宗親之情形，且從本研究區客籍宗族分布也可得知，客籍

移民並非在分布在員林鎮以南的地方。清代粵籍移民因人數的弱勢，在後來漳泉強大的勢

                                                                                                                                                            
中華文化出版事業委員會，1953，頁 65。 
8〈農林廳彰化縣農地利用綜合規劃報告〉，《員林鎮志》，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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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之下，的確是放棄了部分原本開墾或定居的地方，而集中到永靖、埔心一帶，但並非一

開始就因為渡台時間較晚之故。 

 

 

 

 

 

 

 

 

 

 

 

 

 

 

 

 

 

 

圖4-5  1898年戊戌大水災與聚落變遷圖 

資料來源：張素玢（2014） 

 

四、研究區的福老客論述 

    福老客最早是林衡道在田野調查中發現，員林的張姓、埔心的黃姓家族都是由粵東移

民，但現在已不會說客家話，因此認為他們被福老人同化，稱之為「福佬客」。（林衡道，

1962）而謝英從（1991）的調查，提出永靖地區的漢人97%是粵籍，而來自潮州府饒平縣

者更佔全鄉的79%。曾慶國（2011）也提出永靖鄉、埔心鄉客籍人口佔80%，員林鎮有50

％，王嘉棻（2007）將日治時期的調查，分成漳、泉、客籍，把潮州府、惠州府、嘉應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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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歸類於客，忽略了廣東省的福老人，過於簡化。 

 

    而在福老客的研究中，三山國王常被認定是客籍移民的指標，曾慶國（1997）認為至

少在彰化平原上，三山國王是客家人的守護神，有三山國王的地方，必然為客家人的居住

地或曾經住過的地方，如花壇鄉三家春有三山國王廟，因此就把三家春當成客裔分布區，

但事實上，本地三山國王廟主要信仰人口為當地顧姓居民，其祖籍為泉州府同安縣，並非

客家人。許嘉明（1993）和王嘉棻（2007）認為三山國王為客家人所奉祀的鄉土神，如果

在某地見到三山國王廟的蹤跡，該地一定現在或是過去有客家族群，張瑞和（2011）則認

為三山國王是潮州客的守護神。但目前愈來愈多的研究指出，三山國王並非屬於客籍的信

仰，而是粵籍或是潮州人的信仰。韋煙灶（2013）提出粵東的三山國王廟分布閩、客族群

區均有，包含閩南與客家族群，且以位於潮州府者佔多數。而邱彥貴（1992）也提出，粵

東方志所記載的三山國王廟在潮州的分布區，福老人大於客家人，且福老人在此地的時間

也較早，有部份地區的客家人是不信奉三山國王的，而三山國王會與客家連結，是清代方

志的「粵民」，直接被當成「客家人」所致。黃子堯（2004）也認為有客家人的地方，未

必都有三山國王廟，而三山國王也是潮汕人的信仰，並不能證明有三山國王廟的地方就有

客家人。 

 

    賴志彰（2004），針對彰化八卦山腳的調查列了數個福老客的指標，包含了環境、村

落型態、建築空間、地名、多神信仰、習俗、語音稱謂等。其中村落型態為血緣性聚居者

為福老客，其舉出的例子為員林的林順德家族，但林順德祖籍漳州府平和縣龍頭社，為閩

南話區，並非客家人，而同族聚居在彰化平原上並不罕見，如李厝、粘厝、曾厝等皆是血

緣聚落。文中指出地名上福老客習慣用「厝」、「寮」、「宅」來稱呼聚落，但不只彰化平原，

臺灣許多地方都有這樣的地名，且「厝」、「宅」皆是閩氏地名，如台中市清水區吳厝、金

門縣金沙鎮后宅等、嘉義縣布袋鎮後壁寮等，實難以成為判斷福老客的依據。在信仰上，

文中敘述福佬客習慣祭拜自然神，如「榕樹公」、「樟樹公」，家宅四周會有「有應公廟」

或「百姓公廟」等，但臺灣處處皆有「石頭公」或是「大樹公」等信仰，而臺灣早期是移

墾社會、械鬥頻繁，「有應公廟」這類無主孤魂的廟宇在村落附近，也是非常常見。除了

上述的指標之外，文中也列出了測試自己是否為福老客的條件，其中第一點「家裡的祖先

牌位是用好幾層去堆疊，或是將神牌位單獨供奉成立一個神明廳。」在金門縣家廟或是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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祠也是這樣的情形；其中第三點「家裡主持家務大計者為女性。」似乎跟個別家庭習慣關

係較大，與是閩是客較無關係，賴志彰（1998）提出，在清代移墾時期，福佬客家族的女

性常扮演重要角色，如帶領子孫渡海來臺等，但其舉的例子之一：員林鎮南邊田頭的賴姓，

並非福老客，而是來自漳州平和心田的福老人，難以當作證據；在文章中另一個福老客的

特色是「重功名與頭銜」，但如同前面所舉的金門縣的家廟和宗祠，也都掛滿了功名的匾

額，但金門人非福老客，且文中提到的林世彰家族，祖籍漳州府詔安縣五都坑底城，目前

行政區為漳州市東山縣康美鎮，東山縣為一海島，本地是一個閩南話區，並非客屬。第四

點「家中的「天公爐」放在屋外圍牆，或屋外獨立支柱上。」常是被拿來判定客家的依據，

因為台灣的閩南人一般是懸於樑上，但研究者在詔安縣官陂鎮看到的天公爐是懸於樑上

的，但此地為客語區，不知是否為地區性的差異？尚待後續研究釐清。而第九點「祖籍是

廣東省、福建漳州靠山地區，包括平和縣、南靖、詔安或汀州等。」和第十一點「如果你

是廣東籍的移民，家裡從未聽聞過客家話，許多祭祀行為、生活習慣皆與福佬人沒什麼差

異者，便是第一代的福佬客」。這樣的敘述是把平和、南靖、詔安縣和廣東省的移民全簡

化成客家地區，忽略了廣東和漳州平和、南靖、詔安的閩南族群。 

 

    在田野調查中，有些客家後裔稱呼叔叔為阿叔（/shu/、/shuk/或/suk/、/su/）、伯父為

阿「伯」（/pak/），而閩南人稱叔叔為阿叔（/cik/或/ciak/）、稱伯父阿伯（/peh/），這也是

可以判定客家的依據，如埔心鄉埔心村許厝的許先生（65 歲，2013.01.31 訪），雖沒有

聽過祖父、父親講客語，但是他對叔叔的稱謂為阿叔（/suk/）、伯父的稱謂為阿伯（/pak/），

而祖父也認為第一代來台的祖先為客家人，對照宗族資料，許姓先祖來自饒平縣上饒鎮，

為客語區，因此可以印證其祖先為客家人。員林鎮溝皂里張世昌先生（58歲，2013.07.03

訪）自認為客家人，其叔叔的稱謂為阿叔（/suk/）、伯父的稱謂為阿伯（/pak/），出示族譜

資料為坑邊派張永和派下，為饒平客。但埔心瓦中村的張先生（81歲，2013.02.05訪）稱

伯父的稱謂為阿伯（/peh/），叔叔為阿叔（/cik/或/suk /），他表示當地叔叔的叫法兩種都很

常見，因而混用，族群認同為閩南人，祖籍饒平，對照宗族資料瓦中村張姓為馬崗派，在

原鄉已是閩南語區，族群分類為潮州閩；大華村的吳先生（80歲，2013.07.07訪）表示祖

先來自福建漳州平和，稱謂上為阿叔（/cik/）、阿伯（/peh/），自稱「福老人」，並且將二

唸成 /nonn/，為漳州與潮州閩南腔的共同唸法。員林鎮三橋里賴耀松先生（90 歲，

2013.07.03訪）講話口音帶漳州腔，如腔調的腔，其唸成腔/khionn/，不是常聽到的的臺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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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勢腔之「腔」/khiunn/的唸法，而客語將「腔」唸成/khiong/，另外，他在稱謂上阿叔

唸法為/cik/、阿伯唸/peh/，表示祖先來自平和縣心田的閩南人。從田野訪談中可以看出，

當地居民雖目前操閩南語，但若是客家宗族通常聽過家中父執輩表示自己為客裔，且

在稱謂上會保留一些客家用法，雖然有部分客裔目前的族群認同是閩南人，但還是會

表示自己的祖先為客家人。另外有部分客家論述，認為稱呼母親為阿「姨」（/i/），也是

客家後裔的證據（陳維杰，2008：190），但在彰化平原上，這是相當普遍的稱呼，可

能是早期避諱稱謂而不稱母親之故，且福建省漳州市雲霄縣到廣東省揭陽市惠來縣的

沿海各縣也是有這樣的用法（葉高華，2010），因此不足以當作判斷的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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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 
 

    研究區三鄉鎮－永靖鄉、埔心鄉、員林鎮的閩南話在外地人耳裡聽起來有一種特殊的

腔調，被稱為永靖腔，而這個地區在林衡道提出「福老客」一詞後，此地的族群組成和族

群關係逐漸被關注。本研究蒐集到的世居宗族祖籍地資料共 430 筆，經過統計世居宗族主

要來自潮州府饒平縣、漳州府詔安縣及平和縣，高達將近八成的比例；且來自漳州府和潮

州府的世居宗族數佔全部資料的九成以上，可見本研究區的清代移民原鄉有濃厚的地緣

性。而這些潮、漳移民來到本地之後，在分布上呈現潮州府佔居研究區中部與西南部，漳

州府佔居東北部的狀況，而其中潮州府饒平縣的世居宗族佔了五成以上，分布位置在研究

區中部與西南部，呈現漳州移民與潮州移民各佔一區的分布狀況。 

 

    在族群結構方面，客家世居宗族數超過五成，略高於閩南世居宗族，閩南族群在員林

鎮東部及永靖鄉、埔心鄉的中部，員林鎮東部為漳州閩，永靖、埔心鄉中部則是以潮州閩

為主；客家世居宗族優勢區中，員林鎮西南部到永靖鄉東部這個區域，是以饒平客為主，

永靖鄉西邊兩個村是永定客，埔心鄉北部到員林鎮西北邊則是詔安客的優勢區，員林的大

峰和鎮興里主要的客家族群來自漳州，而振興里則是漳潮參半，有同音系社群聚集的現

象。在清代移民社會中，本研究區的方言社群組成相對複雜，研究區三鄉鎮土地面積大約

是 81.6 平方公里，佔整個彰化縣面積不到一成，社群方言有這麼多樣性，實屬罕見，可

能跟饒平、詔安、平和的客家話相容性高，族群間尚可溝通有關。 

 

    世居宗族的主要姓氏前三大分別是張姓、黃姓、陳姓，其中以張姓分布最廣，主要在

員林鎮溝皂等9里和埔心鄉的瓦中等4村以及永靖鄉的浮圳村，共14村里；黃姓絕對優勢村

里有埔心鄉埤腳等5村及員林的大峰里，共6村里；陳姓優勢區只有集中在永靖鄉的獨鰲及

永南兩村。張姓可分成三派：坑邊、馬崗、葵坑；大致來說員林鎮以坑邊派為主、埔心鄉

以馬崗派為主，而葵坑派在本研究區的宗族較少，

在永靖鄉有兩個宗族、員林鎮只有一個宗族。以整

體研究區而言，坑邊派數量較為優勢，並且集中在

研究區的中心位置，馬崗派散佈在坑邊派的周圍，

而永靖鄉張姓宗族大部分是此三派之外。埔心鄉的

黃姓宗族大部分來自漳州府詔安縣二都龍乾堡，員

林鎮的黃姓宗族祖籍來源雜異性相對高出埔心許

多，除了來自詔安的黃姓，尚有來自潮州府大埔

縣、饒平縣、漳州府龍溪縣、平和縣等不同音系社

群的黃姓，但其在研究區的居住地上也有同姓聚集

的趨勢。陳姓世居宗族的集中性相當明顯，永靖鄉港西村陳姓佔世居宗族數的83.3%，獨

圖 5-1  世居宗族空間分布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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鰲村佔了66.7%，但這些陳姓世居宗族祖籍各不相同，大部分位在永靖鄉竹子村以外的西

半部村里，除了上述三大姓之外，其餘姓氏的世居宗族也有同姓聚集的現象。由上述敘述

可以得知，本研究區的世居宗族的族群關係，從同宗、同姓、同語言到同州府區分親疏遠

近，由近到遠、由親至疏，建構出本地族群的空間分布（圖5-1）。 

 

    研究區的祭祀圈中，粵人（或稱潮州人）信仰中心之一的霖肇宮，因閩粵對抗（泉人

與潮人）後而使霖肇宮所在地成為泉人勢力範圍，再從其他資料來看，可推斷出泉人與粵

人的族群分界線大致上從溪湖鎮中竹里-東溪里巫厝-芎蕉村-竹子村的連線。永靖永安宮和

霖肇宮皆是主祀三山國王的廟宇，但是來源不相同，其祭祀圈也甚少重疊，對照其祭祀圈

範圍和族群空間分布，可以推測在研究區內霖肇宮偏向潮州閩南人的信仰，而永安宮偏向

潮州客家人的信仰。永安宮與天門宮組成的七十二聯庄範圍涵蓋了研究區的永靖、埔心鄉

全境和員林鎮西南部，對照研究區世居宗族祖籍來源分布特色（州府）和閩客分布圖，可

以發現七十二聯庄涵蓋了研究區大部分潮州府優勢區和埔心的漳州客優勢區，其中也包含

了霖肇宮的祭祀圈，以空間分布和居民祖籍特性來看，可以看出清代中後期漳州籍與泉州

籍移民聯合對抗西邊強大的泉州籍移民的族群關係。另外在七十二聯庄範圍內，位於大村

鄉和埔心鄉交界處的五通宮可視為來自漳州詔安霞葛黃姓的宗族廟，其祭祀圈範圍包含附

近的黃姓世居宗族聚集村里，就連距離相對較遠的員林鎮湖水里因有來自詔安的黃姓世居

宗族，也在祭祀圈範圍內。在七十二聯庄之外，員林鎮東山鎮興廟祭祀圈內的村里均為漳

州人優勢區，另外在員林街上，從主祀三山國王的廣寧宮和主祀媽祖的福寧宮的沿革可以

看出，員林街一開始以粵人（潮州人）為多數，後閩人（漳州人）漸漸移入，建立自己的

信仰中心。 

 

    本研究區世居宗族原鄉中，有很大的比例來自於閩客交界的地方，如饒平縣、詔安縣、

平和縣和南靖縣。現在的時空背景和清代移民時以不相同，因此藉著地名這個「語言活化

石」來判定，本研究區的世居宗族來自閩南區或是客家區。饒平縣的閩南區面積和客家區

比例大約是佔 3：1，研究區的世居宗族，來自饒平縣的宗族閩客比約 1:1，饒平客區的移

民到本研究區的比例比閩區高。詔安縣的閩南區和客家區的面積比例大約是 1：1，研究

區來自詔安縣霞葛、官陂、秀篆的宗族屬客家人，而來自詔安縣四都鎮、東山縣康美鎮屬

閩南人，經研究者實地考察可證實這項推論。平和縣西邊 1/4 為客語區，東半部 3/4 為閩

南區，研究區有部分世居宗族來自平和縣大溪鎮，屬客家人；而來自坂仔鎮、安厚鎮、國

強鄉等宗族則屬閩南人。南靖縣全境大部分為閩南語區，只有在西邊一小部分為客語區，

因此來自靖城鎮、書洋鎮田中村的為閩南，梅林鎮、奎洋鎮為客家。漳州府漳浦、龍溪、

海澄、長泰等縣、泉州府、潮州府的潮陽縣和海陽縣皆是為閩區，嘉應州鎮平、長樂縣、

潮州府大埔縣、汀州府永定縣皆視為客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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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代臺灣械鬥不斷，本研究區較大的械鬥有乾隆年間林爽文事件、陳周全事件，道光

年間李通等竊豬事件引起的械鬥，同治年間戴潮春事件，這些事件對於不同族群間的關係

和分布都造成了影響，從這些大型械鬥民變中可看出，從乾隆年間到同治年間，在漳泉械

鬥時，粵人確保粵莊安全，必須與另一族群合作，而幾次械鬥也使得永靖、員林、埔心受

到或大或小的損害，使得粵人為了自保而聚集，為了使地方能夠免於械鬥之苦，成立天門

宮七十二聯庄，以確保當地族群的和諧共存。在當時的族群認同上，原鄉「州府」的認同

大於現在所謂「閩客」的認同，而文獻中的粵人、「客人」與現今所稱的「客家人」並不

能劃上等號，這其中也包含了來自粵東的福老人。 

 

    在彰化平原的族群結構上，粵人人數居泉漳之下，部分研究者認為這是受到渡臺禁令

和先來後到的順序影響，而客籍移民相對閩南移民而言較弱勢，勢力單薄不若漳泉移民家

族龐大，只能佔自然環境較差的土地。但是從文獻中可以發現，粵人或是客家族群到彰化

平原的時間並不比其他族群晚，而永靖、埔心、員林地區雖是地下水位高而有湧泉，產生

了排水不良之沼澤地，但比起其他地區如溪湖、北斗等地受東螺溪洪水衝擊而使聚落改變

的災害程度，很難算是自然環境不佳，而員林的山腳路一帶，為八卦台地山腳湧泉帶，因

此員林鎮東邊的村里，水源不虞匱乏，也是發展農耕的好地點，這裡也有不少客家世居宗

族定居。再從宗族勢力來說，不論閩客，皆是兄弟、同宗族人一起來台，就算來台時間不

一，也是會依靠同姓血緣宗族聚居，所以客家人勢力單薄導致居住地環境較差這點，在本

研究區無法成立。清代粵籍移民因整體人數的弱勢，在後來漳泉強大的勢力之下，的確是

放棄了部分原本開墾或定居的地方，而集中到永靖、埔心一帶，但並非隻身渡臺或是渡臺

時間較晚之故。 

 

    員林地區是福老客研究的起源地，福老客族群的發現，讓之後的研究者相繼投入福老

客的研究中，相繼提出了福老客的特性、指標和論述。因為本研究區的福老客原鄉多來自

於饒平縣、詔安縣和平和縣，因此部分研究者將祖籍饒平縣和詔安縣的世居宗族皆是為福

老客，甚至連南靖、雲霄、漳浦縣都視為客家區。也有研究者把潮州府、惠州府、嘉應州

全歸類於客，忽略了廣東省的福老人。在福老客的認定上，三山國王常被認定是客籍移民

的指標，但目前愈來愈多研究認為，三山國王並非屬於客籍的信仰，而是粵籍或是潮州人

的信仰，本研究區主要的三山國王廟（如霖肇宮）的祭祀圈，也符合這樣的推論。在田野

調查中，有些客家後裔稱呼叔叔為阿叔（/shu/、/shuk/或/suk/、/su/）、伯父為阿「伯」（/pak/），

而閩南人稱叔叔為阿叔（/cik/或/ciak/）、稱伯父阿伯（/peh/），這是可以判定客家的依據，

但是稱呼母親為阿「姨」（/i/），在彰化平原上，這是相當普遍的稱呼，可能是早期避諱

稱謂而不稱母親之故，因此不足以當作判斷的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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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

政

村 

自然村 世居宗族 
祖籍地舊地名(含定居祖籍前

的遷徙路徑) 

祖籍地之現今行政區及渡

台之後的遷徙路徑 

遷台年份及本

地開基年份 
資料來源 備註 

崙

子

村 

曾厝 
001 曾(剛義派

下) 

潮州府饒平縣坪洋 

【潮州閩】 

潮州市饒平縣浮山鎮坪洋

村→員林東山→本地 
 

1.謝英從(1991)，《永靖：一個彰化平原的

鄉鎮社區發展史》，中國文化大學史學研

究所碩士論，頁 59-70。 

2.張瑞和(1995)《永靖鄉土資料研究集》，

永靖鄉公所，頁 283。 

 

詹厝厝 
002 張(三十郎

派下) 

潮州府饒平縣元歌都蓮塘社葵

坑鄉烏石樓 

【潮州—饒平客】 

潮州市饒平縣上饒鎮→新

竹州中壢郡平鎮庄北勢(今

平鎮市北勢) →本地 

 張氏族譜 
開基祖張兆追暨其次兄

之次子朝添。 

詹厝厝 
003 王(卷派

下) 

漳州府漳浦縣 

【漳州閩】 
漳州市漳浦縣 乾隆中葉 《員林鎮志》(2010)，頁 681。  

崙仔底 
004 詹(文靜)

派下 

潮州府饒平縣元歌都三饒鄉 

【潮州—饒平客】 
潮州市饒平縣饒洋鎮    

 
005 詹(君期派

下) 

潮州府饒平縣元歌都 

【潮州—饒平客】 
潮州市饒平縣三饒一帶 康熙年間 張瑞和(1995)，頁 274。  

九分下 
006 朱(世學派

下) 

潮州府饒平縣元歌都老虎坑 

【潮州—饒平客】 

潮州市饒平縣上饒鎮埔中

村埔坪 
乾隆初葉 

1.謝英從(1991)，頁 59-70。 

2. 莊序平主編(1972)，《朱莊嚴氏大族

譜》。 

3.張瑞和(1995)，頁 282。 

1.渡臺祖朱世學為饒平

17 世祖(屬平和縣礎溪

房)。 

2.九份下地跨五汴與崙

子兩村。 

3.祖堂：沛國堂 

水尾

(劉厝) 

007 劉(剛毅派

下) 

潮州府饒平縣石井鄉 

【潮州—饒平客】 

潮州市饒平縣饒洋鎮石井

→崙子、鎮平(田尾鄉)、竹

子村→本地 

 

1.謝英從(1991)，頁 59-70。表十：永靖鄉

居民來源抽樣調查表。 

2.張瑞和(1995)，頁 276。 

 

水尾

(劉厝) 

008 劉(一書派

下) 

漳州府南靖縣施洋墟 

【漳州閩】 
漳州市南靖縣書洋鎮鎮區  張瑞和(1995)，頁 277。  

水尾

(劉厝) 

009 劉(可輝派

下) 

潮州府饒平縣石井鄉 

【潮州—饒平客】 

潮州市饒平縣饒洋鎮石井

→崙饒路旁三合院 
 張瑞和(1995)，頁 277。  

土地公

埔 
010 賴 

潮州府饒平縣弦歌都牛皮社上

坪鄉 

【潮州—饒平客】 

潮州市饒平縣上饒鎮山前

村→永興村頂坎賴→本地 
 

彰化縣永靖鄉客家聚落生活環境資源調

查研究計畫期末報告書，頁 15 
 

附錄一：研究區世居宗族的祖籍地資料－永靖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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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汴

村 

陳厝 
011 陳(悅綸派

下) 

嘉應州鎮平縣東風嶺 

【四縣客—鎮平】 
梅州市蕉嶺縣 乾隆年間 張瑞和(1995) 渡台祖陳悅綸為 18 世祖 

五汴頭 012 劉姓 
漳州府南靖縣施洋墟枋頭鄉 

【漳州閩】 
漳州市南靖縣書洋鎮    

五汴頭

(意善

巷) 

013 劉(剛毅派

下) 

潮州府饒平縣石井鄉 

【潮州—饒平客】 
潮州市饒平縣饒洋鎮石井  2011/10/10 訪五汴劉宅。  

余厝 014 余 
潮州饒平縣 

【饒平】 
二林鎮→本地  

彰化縣永靖鄉客家聚落生活環境資源調

查研究計畫期末報告書，頁 15 

與瑚璉余姓同宗 

下邳堂 

光

雲

村 

舊厝 
015 詹(時謹)

派下 

潮州府饒平縣元歌都三饒鄉金

場 

【潮州—饒平客】 

潮州市饒平縣饒洋鎮水南

村 

約 1750 年渡臺

定居本地。 

1.詹春光、廖德福主編(1972)，頁系 112。 

2.光裕堂祖先牌位。 
光裕堂 

學仔底 
016 詹(其來)

派下 

潮州府饒平縣元歌都三饒鄉 

【潮州—饒平客】 
潮州市饒平縣上饒鎮 約 250 年前 

詹氏家廟 

彰化縣永靖鄉客家聚落生活環境資源調

查研究計畫期末報告書，頁 14 

雲川居，由舊厝分出 

戲館 
017 詹(名催派

下) 

潮州府饒平縣元歌都 

【潮州—饒平客】 
潮州市饒平縣上饒鎮  

苗栗縣卓蘭鎮詹氏宗詹氏族譜編輯委員

會編(1972)，《詹氏族譜》(張瑞和) 
廣福堂，由舊厝分出 

菁仔宅 
018 詹(石淀派

下) 

潮州府饒平縣 

【潮州—饒平客】 

潮州市饒平縣→竹塘→本

地 
 

彰化縣永靖鄉客家聚落生活環境資源調

查研究計畫期末報告書，頁 14 
 

頂劉厝

(港墘

厝) 

019 劉(澄江派

下) 

 

潮州府饒平縣牛皮社 

【潮州—饒平客】 

潮州市饒平縣上饒鎮→社

頭鄉湳底→光雲村劉厝

巷、浮圳、上厝劉(五汴意善

巷)、舊社(社頭鄉)、員林 

康熙年間 
彰化縣永靖鄉客家聚落生活環境資源調

查研究計畫期末報告書，頁 15 

渡台祖劉澄江為 8 世祖 

孝思堂 

下劉厝 

020 劉(澄江派

下) 

 

潮州府饒平縣牛皮社 

【潮州—饒平客】 

潮州市饒平縣上饒鎮→社

頭鄉湳底→光雲村劉厝

巷、浮圳、上厝劉(五汴意善

巷)、舊社(社頭鄉)、員林 

康熙年間 
彰化縣永靖鄉客家聚落生活環境資源調

查研究計畫期末報告書，頁 15 

渡台祖劉澄江為 8 世祖 

孝思堂 

後壁田

(林厝) 

021 林(恩玉派

下) 

潮州府饒平縣軍埔鄉 

【潮州閩】 

潮州市饒平縣浮山鎮軍埔

村 
   

瑚

璉

村 

學仔底 
022 邱(華循派

下) 

潮州府饒平縣土貝(垻)子鄉 

【潮州—饒平客】 

潮州市饒平縣新豐鎮下葵

村上壩(原九村鎮併入新豐

鎮)→彰化縣深坑子塗庫(地

點不詳)→田尾里仁村三十

張犁→本地 

乾隆 21~22 年 

1.賴振興、賴銘鍵主編(1987)，頁 50-51、

系 1。2.張瑞和(1995)，頁 270-271。3.邱

美都(2005)：《瑚璉草根永靖心》，彰化：

彰化縣文化局，頁 1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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柑仔宅 
023 邱(及喜派

下) 

潮州府饒平縣 

【饒平】 
潮州市饒平縣  

彰化縣永靖鄉客家聚落生活環境資源調

查研究計畫期末報告書，頁 16 
 

邱厝 
024 邱(連玉派

下) 

潮州府饒平縣 

【饒平】 
潮州市饒平縣 乾隆年間 

彰化縣永靖鄉客家聚落生活環境資源調

查研究計畫期末報告書，頁 16 
 

邱厝(7

鄰) 

(竹角) 

025 邱(文仲派

下) 

嘉應州鎮平縣 

【四縣客—鎮平】 
梅州市蕉嶺縣  

彰化縣永靖鄉客家聚落生活環境資源調

查研究計畫期末報告書，頁 16 
 

邱厝(8

鄰) 

026 邱(清秀派

下) 

嘉應州長樂縣 

【四縣客—長樂】 
梅州市五華縣 嘉慶年間 

彰化縣永靖鄉客家聚落生活環境資源調

查研究計畫期末報告書，頁 16 
 

江厝 
027 江(子遠派

下) 

潮州府饒平縣 

【饒平】 
潮州市饒平縣   位於忠實第旁 

吳厝巷 028 吳 
漳州府龍溪縣 29 都蔡墘社 

【漳州閩】 

漳州市龍海市角美鎮蔡店

村→臺南市中西區→本地 
 

1.謝英從(1991)，頁 59-70，表十：永靖鄉

居民來源抽樣調查表。 

2.張瑞和(1995)，頁 284。 

 

渡台祖不詳，與湳墘村

東勢館相近，約有十五

戶。 

余厝 
029 余(學明派

下) 

潮州府饒平縣  

【饒平】 

潮州市饒平縣→二林鎮舊

趙甲→本地 
 

謝英從(1991)，頁 59-70，表十：永靖鄉

居民來源抽樣調查表。 

因永靖土肥、謀生易而

遷來，共約二十戶。 

莊厝 030 莊 
漳州府南靖縣龜洋 

【漳州客—南靖】 

漳州市南靖縣奎洋鎮→竹

塘鄉→本地 
 

彰化縣永靖鄉客家聚落生活環境資源調

查研究計畫期末報告書，頁 17 
天水衍派 

永

興

村 

余厝 031 余 
潮州府饒平縣 

【饒平】 

潮州市饒平縣→二水鄉鼻

子頭→本地 
 張瑞和(1995)，頁 283。  

下崁賴 
032 賴(寬裕派

下) 

漳州府平和縣心田鄉 

【漳州閩】 

漳州市平和縣坂仔鎮心田

村→大村鄉貢旗村→本地 
 

1.賴國民主編(1968)，《賴姓大族譜》，頁

186， 

2.族裔賴同志口述。(張瑞和) 

渡台祖賴寬裕為 11 世

祖，本地開基祖賴龍為

12 世祖。 

稱下崁賴。約 40 戶，平

和堂 

頂崁賴 
033 賴質裕(振

榮)派下 

潮州府饒平縣弦歌都牛皮社上

坪鄉 

【潮州—饒平客】 

潮州市饒平縣上饒鎮山前

村→嘉義縣溪口→本地 
 

1.張瑞和(1995)，頁 178。 

2.彰化縣永靖鄉客家聚落生活環境資源

調查研究計畫期末報告書，頁 13。 

日治時期長輩會說客語 

劉厝

(湳

底、竹

圍仔) 

034 劉(一玉)

派下 

漳州府南靖縣枋頭鄉書洋社 

【漳州閩】 

漳州市南靖縣書洋鎮區→

社頭鄉湳底→本地 
 

彰化縣永靖鄉客家聚落生活環境資源調

查研究計畫期末報告書，頁 14。 
芳慶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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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厝 
035 邱(華春派

下) 

潮州府饒平縣水口社名闊嘴廳

開基堯山 

【潮州—饒平客】 

潮州市饒平縣建饒鎮 乾隆年間 張瑞和(1995)，頁 185。 

渡台祖邱華春為 23 世

祖，10 世祖於饒平縣水

口名闊嘴廳開基堯山有

祠 

遠山堂 

鄭厝 036 鄭 
潮州府饒平縣大巷店仔口 

【饒平】 
潮州市饒平縣  

彰化縣永靖鄉客家聚落生活環境資源調

查研究計畫期末報告書，頁 13 
渡台祖不詳 

東

寧

村 

 037 鄭 
潮州府饒平縣 

【饒平】 
潮州市饒平縣   

渡台祖不詳，族譜、公

媽牌於劉、楊二姓械鬥

時被焚，據稱與永興村

鄭姓同 

張厝 
038 張(本源派

下) 

潮州府饒平縣元歌都蓮塘社葵

坑鄉烏石樓 

【潮州—饒平客】 

潮州市饒平縣新豐鎮下葵

村烏石樓→員林鎮柴頭井

→本地 

 張瑞和(1995)，頁 187。 
渡台祖為 9 世 

三合堂(總堂號清河堂) 

張厝 039 張姓 
潮州府饒平縣上饒坑邊鄉 

【潮州—饒平客】 

潮州市饒平縣上饒鎮坑邊

村→員林柴頭井→本地 
 張瑞和(1995)，頁 275。  

楊厝 
040 楊(孔玉派

下) 

潮州府饒平縣小榮(應為榕之

誤)社 

【潮州閩】 

潮州市饒平縣浮山鎮東洋

村 
乾隆末期 

彰化縣永靖鄉客家聚落生活環境資源調

查研究計畫期末報告書，頁 13 

日治時有長輩用客語交

談 

黃厝

(土地

公巷) 

041 黃(美世派

下) 

潮州府饒平縣 

【饒平】 
潮州市饒平縣 乾隆末期 

彰化縣永靖鄉客家聚落生活環境資源調

查研究計畫期末報告書，頁 13 
楊孔玉與黃美世為連襟 

劉厝 
042 劉(澄江派

下) 

潮州府饒平縣牛皮社 

【潮州—饒平客】 
潮州市饒平縣上饒鎮 康熙年間渡台  13 世到本地(浮圳) 

浮圳頭 
043 詹(剛義派

下) 

潮州府饒平元歌都西門烏石山

鄉(疑先遷至新竹新埔鎮) 

【潮州—饒平客】 

潮州市饒平縣新塘鎮烏石

山村 
 

1.彰化縣永靖鄉客家聚落生活環境資源

2.調查研究計畫期末報告書，頁 12 

張瑞和(1995)，頁 274。 

 

浮

圳

村 

大埤仔

腳 

044 張(敦和派

下) 

潮州府饒平縣霞霸鄉 

【潮州閩】 

潮州市饒平縣新塘鎮下壩

管區→社頭張厝→本地 
康熙末期 

1.彰化縣永靖鄉客家聚落生活環境資源

調查研究計畫期末報告書，頁 12 

2.浮圳乾巽宮興建委員會(1993)：〈乾巽宮

建宮沿革〉。 

3.張瑞和(1995)，頁 275。 

 

南畔 
045 張(敏直派

下) 

潮州府饒平縣霞霸鄉 

【潮州閩】 

潮州市饒平縣新塘鎮下壩

管區→社頭鄉張厝→南投

彰南路四段 →本地 

 

1.彰化縣永靖鄉客家聚落生活環境資源

調查研究計畫期末報告書，頁 12 

2.浮圳乾巽宮興建委員會(1993)：〈乾巽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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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宮沿革〉。 

3.張瑞和(1995)，頁 275。 

四分仔 
046 張(敏直派

下) 

潮州府饒平縣霞霸鄉 

【潮州閩】 

潮州市饒平縣新塘鎮下壩

管區→社頭鄉張厝→南投

彰南路四段 →本地 

 

1.彰化縣永靖鄉客家聚落生活環境資源

調查研究計畫期末報告書，頁 12 

2.浮圳乾巽宮興建委員會(1993)：〈乾巽宮

建宮沿革〉。 

3.張瑞和(1995)，頁 275。 

 

土地公

巷 

047 張(剛義派

下) 

潮州府饒平縣霞霸鄉 

【潮州閩】 

潮州市饒平縣新塘鎮下壩

管區→員林大饒→本地 
 

1.彰化縣永靖鄉客家聚落生活環境資源

調查研究計畫期末報告書，頁 12 

2.浮圳乾巽宮興建委員會(1993)：〈乾巽宮

建宮沿革〉。 

3.張瑞和(1995)，頁 275。 

15 世張瑞連遷本地 

鴨椆

(條)巷 

048 顧(忠選派

下) 

泉州府同安縣 

【泉州閩】 

廈門市→花壇三家春→本

地 
 

1.彰化縣永靖鄉客家聚落生活環境資源

調查研究計畫期末報告書，頁 12 

2.訪乾巽宮 80 餘歲顧老先生。 

3.張瑞和(1995)，頁 284。 

 

邱厝 
049 邱(啟明派

下) 

潮州府饒平縣 

【饒平】 

潮州市饒平縣→社頭鄉埤

斗→本地 
 

彰化縣永靖鄉客家聚落生活環境資源調

查研究計畫期末報告書，頁 12 
 

陳厝 050 陳 
潮州府饒平縣 

【饒平】 
潮州市饒平縣  

彰化縣永靖鄉客家聚落生活環境資源調

查研究計畫期末報告書，頁 12 
早期有參加繩武堂秋祭 

湳

港

村 

竹巷 
051 詹(明達

派下) 

潮州府饒平縣上饒堡西瓜園 

【潮州—饒平客】 

潮州市饒平縣饒洋鎮八爪

洋村瓜園寨→竹塘→本地 

雍正年間渡

臺。 

1.詹春光、廖德福主編(1972)：《詹氏族

譜》，臺中：創譯出版社，頁系 69。 

2.張瑞和(1995)，頁 274 

渡臺祖詹明達又名春

團為饒平 14 世祖。 

祖堂：(6 世)詹孔興祖

祠。 

湳港 
052 詹(舜仁

派下) 

潮州府饒平縣元歌都 

【潮州—饒平客】 
潮州市饒平縣  張瑞和(1995)，頁 274。  

 053 余姓 
潮州府饒平縣 

【饒平】 
潮州市饒平縣  張瑞和(1995)，頁 283。  

邱厝 
054 邱(伯順派

下) 

漳州府詔安縣二都秀篆鎮庵前

村乾霞樓 

【漳州—詔安客】 

漳州市詔安縣秀篆鎮→八

德市→本地 
 

彰化縣永靖鄉客家聚落生活環境資源調

查研究計畫期末報告書，頁 11 

11 世邱伯順渡台 

16 世番燦、青番遷本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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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壁竹

圍仔 

055 詹(剛義派

下) 

潮州府饒平元歌都西門烏石山

鄉 

【潮州—饒平客】 

潮州市饒平縣新塘鎮烏石

山村 
 

彰化縣永靖鄉客家聚落生活環境資源調

查研究計畫期末報告書，頁 12 
 

詹君謀

祖祠堂 

056 詹(君謀派

下) 

潮州府饒平縣元歌都 

【潮州—饒平客】 

潮州市饒平縣→湳港村→

本地 
 

彰化縣永靖鄉客家聚落生活環境資源調

查研究計畫期末報告書，頁 12 

14 世詹瓊瑤隨鄭成功來

台 

光耀堂 

田頭仔 
057 邱(華喜派

下) 

潮州府饒平縣上饒堡 

【潮州—饒平客】 

潮州市饒平縣上饒鎮鎮區

→田尾小紅毛社→本地 
 

1.張瑞和(1995)，頁 272。 

2.蔡涵卉(2010)，頁 2-5。 
慶餘第 

永

北

村 

挖仔街 
058 張(炳棟派

下) 

嘉應州鎮平縣興福鄉 

【四縣客—鎮平】 

梅州市蕉嶺縣長潭鎮興福

村(原興福鎮境)→埔心大埔

心南門→本地 

乾隆中期 張瑞和(1995)，頁 275。  

關帝廳 
059 林(文秀派

下) 

漳州府趙蔡(長泰諧音別字)縣 

【漳州閩】 
漳州市長泰縣 康熙 

1.謝英從(1991)，表十：永靖鄉居民來源

抽樣調查表。 

2.張瑞和(1995)，頁 278。 

渡台祖為 10 世祖，13 世

祖林文秀，生於乾隆十

年。 

埔心仔

底 

060 林(應翔派

下) 

潮州府饒平縣 

【饒平】 
潮州市饒平縣 康熙末年 

彰化縣永靖鄉客家聚落生活環境資源調

查研究計畫期末報告書，頁 8 

渡台祖為 12 世林應翔，

傳 13 世祖林文林 

王厝 
061 王(實剛)

派下 

潮州府饒平縣 

【饒平】 

潮州市饒平縣→大村鄉擺

塘→本地 
 

謝英從(1991)，表十：永靖鄉居民來源抽

樣調查表。 
約五十戶。 

水尾 
062 邱(鴻恩)

派下 

潮州府饒平縣元歌都烏石角 

【潮州—饒平客】 

潮州市饒平縣上饒鎮二善

村烏石崗→社頭鄉→本地 

康熙元年渡台 

咸豐四年 

彰化縣永靖鄉客家聚落生活環境資源調

查研究計畫期末報告書，頁 8 

24 世邱國居、國牆遷本

地 

西門腳 063 陳(喜沅) 
漳州府平和縣 

【漳州】 

漳州市平和縣→埔心鄉二

重湳→本地 
 

彰化縣永靖鄉客家聚落生活環境資源調

查研究計畫期末報告書，頁 8 
陳喜沅祭祀公業 

永

西

村 

永靖街 
064 邱(華元派

下) 

潮州府饒平縣廈屋城 

【潮州—饒平客】 
潮州市饒平縣饒洋鎮下屋) 

約乾隆中葉渡

臺。 

賴振興、賴銘鍵主編(1987)，頁 53、系

32。 

渡臺祖邱華元為丘烋派

下 23 世祖。 

 
065 林(廷封派

下) 

潮州府饒平縣 

【饒平】 
潮州市饒平縣  

林汀州主編(1969)，頁廣 29；人 167；索

26。 

渡臺祖林廷封為饒平 15

世祖。 

永

東

村 

東門

(邱厝) 

06 邱(華循派

下) 

潮州府饒平縣土貝子鄉 

【潮州—饒平客】 

潮州市饒平縣新豐鎮下葵

村上壩(原九村鎮併入新豐

鎮)→彰化縣深坑子塗庫(地

點不詳)→田尾里仁村三十

張犁→本地 

乾隆 21~22 年 
彰化縣永靖鄉客家聚落生活環境資源調

查研究計畫期末報告書，頁 7 
邱華循三子國琔遷入 

後街 067 詹姓 
漳州府龍溪縣仙都 

【漳州閩】 

漳州市華安縣仙都鎮市後

村 
 張瑞和(1995)，頁 2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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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8 劉(萬池派

下) 

饒平縣元歌都揚康鄉 

【潮州閩】 

潮州市饒平縣新豐鎮揚康

村 
 張瑞和(1995)，頁 277。 

渡臺祖劉萬池為饒平揚

康 19 世祖。 

永

南

村 

邱厝

(下厝

底) 

069 邱(文建派

下) 

潮州府饒平縣烏石角 

【潮州—饒平客】 

潮州市饒平縣上饒鎮二善

村烏石崗村 
乾隆中葉 

1.賴振興、賴銘鍵主編，《河南堂邱氏大

族譜》。 

2.張瑞和(1995)，頁 154。 

3.裔孫邱煥火先生口述 

4. 邱文建公祭祀公業管理委員會

(2008)：《河南堂—邱文建公派下員族

譜》，頁 27。 

1.有記為窄厝底，本處根

據聲調判斷為下厝

底」。祖堂：積善堂(永西

路 177 巷 4 弄 7 號)。2.

渡臺祖邱文建為丘烋派

下 21 世祖。 

周厝 

070 周 (達義

派下) 

(敏義派下) 

汀州府永定茅畲→潮州府饒平

縣原高郡(元歌都之誤)嶺腳社

西埔鄉→七藍鄉玉皮社 

【潮州—饒平客】 

潮州市饒平縣上饒鎮南周

村→田尾鄉柳樹湳→本地 
 

1.周三合族親會(1998)：《周三合祖譜》(新

竹縣湖口鄉)，頁 54-68。 

2.張瑞和(1995)，頁 284。 

3.彰化縣永靖鄉客家聚落生活環境資源

調查研究計畫期末報告書，頁 8 

達義與敏義(日銹)是堂

兄弟，約有十六戶。 

北畔周 

071 周 (達義

派下) 

(敏義派下) 

汀州府永定茅畲→潮州府饒平

縣原高郡(元歌都之誤)嶺腳社

西埔鄉→七藍鄉玉皮社 

【潮州—饒平客】 

潮州市饒平縣上饒鎮南周

村→田尾鄉柳樹湳→本地 
 

1.周三合族親會(1998)：《周三合祖譜》(新

竹縣湖口鄉)，頁 54-68。 

2.張瑞和(1995)，頁 284。 

3.彰化縣永靖鄉客家聚落生活環境資源

調查研究計畫期末報告書，頁 8 

達義與敏義(日銹)是堂

兄弟，約有十六戶。 

中周 

072 周 (達義

派下) 

(敏義派下) 

汀州府永定茅畲→潮州府饒平

縣原高郡(元歌都之誤)嶺腳社

西埔鄉→七藍鄉玉皮社 

【潮州—饒平客】 

潮州市饒平縣上饒鎮南周

村→田尾鄉柳樹湳→本地 
 

1.周三合族親會(1998)：《周三合祖譜》(新

竹縣湖口鄉)，頁 54-68。 

2.張瑞和(1995)，頁 284。 

3.彰化縣永靖鄉客家聚落生活環境資源

調查研究計畫期末報告書，頁 8 

達義與敏義(日銹)是堂

兄弟，約有十六戶。 

劉厝 073 劉 

潮州府饒平縣元高都浮殿社石

井鄉走草洋背屋 

【潮州—饒平客】 

潮州市饒平縣饒洋鎮石井 不詳 
彰化縣永靖鄉客家聚落生活環境資源調

查研究計畫期末報告書，頁 7 
 

陳厝 

074 陳(表彰派

下) 

(雜青派下) 

潮州府饒平縣可塘埔鄉店仔口

庄 

【潮州閩】 

潮州市饒平縣浮濱鎮  
謝英從(1991)，表十：永靖鄉居民來源抽

樣調查表。 
 

陳厝 
075 陳(雜青派

下) 

潮州府饒平縣大樹鄉 

【饒平】 
潮州市饒平縣  

謝英從(1991)，表十：永靖鄉居民來源抽

樣調查表。 
 

南畔周 
076 周(莊派

下) 

漳州府南靖縣南門鄉大橋頭 

【漳州閩】 
漳州市南靖縣靖城鎮  

彰化縣永靖鄉客家聚落生活環境資源調

查研究計畫期末報告書，頁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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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

西

村 

園內角 
077 陳(日瑞派

下) 

潮州府饒平縣大榕社綿雍寨→

信寧都樟溪社廠埔鄉 

【潮州閩】 

潮州市饒平縣樟溪鎮廠埔

村 
乾隆末 

1.陳結、陳有義(1983)，《穎川堂園內陳氏

族譜》。 

2.園內陳鴻圖先生口述。(張瑞和) 

繩武堂 

 
078 陳(美中派

下) 

潮州府饒平信寧都樟溪社廠埔

鄉 

【潮州閩】 

潮州市饒平縣樟溪鎮廠埔

村 
 張瑞和(1995)，頁 268。 

渡臺祖美中為饒平 9 世

祖。 

 
079 陳(振成派

下) 

潮州府饒平信寧都樟溪社廠埔

鄉 

【潮州閩】 

潮州市饒平縣樟溪鎮廠埔

村 
 張瑞和(1995)，頁 269。  

田墘角 
080 陳(智可派

下) 

福建→(1323 年入粵)潮州府饒

平縣可塘埔鄉大榕社 

【潮州閩】 

潮州市饒平縣浮濱鎮大榕

村→淡水→本地 

康熙年間(應

為康熙 50 年左

右)渡臺。 

(饒平大榕陳氏)17、18 世孫(1984)：〈永靖

陳氏餘三館沿革〉。 

1.渡臺祖陳智可為饒平

大榕 10 世祖，與陳兄從

賢、弟指日聯袂渡臺。 

2.餘三館建於 1820 年。 

 

陳厝 
081 陳(名舉派

下) 

潮州府饒平縣可塘埔大榕村 

【潮州閩】 

潮州市饒平縣浮濱鎮大榕

村 
康熙年間 

1.彰化縣永靖鄉客家聚落生活環境資源

調查研究計畫期末報告書，頁 9 

2.張瑞和(1995)，頁 269。 

陳智可為渡台祖名舉叔

父 

田尾溪

畔 

082 陳(聲榮派

下) 

潮州府饒平縣廠埔鄉眠雍寨 

【潮州閩】 
潮州市饒平縣廠埔村 

康熙年間(應

為康熙 50 年左

右)渡臺定居

本地。 

張瑞和(1995)，頁 268。 
聲榮、聲照兄弟及其兄

弟叔孫(陳氏家廟) 

田尾溪

畔 

083 陳(聲照派

下) 

潮州府饒平縣廠埔鄉眠雍寨 

【潮州閩】 
潮州市饒平縣廠埔村 

康熙年間(應

為康熙 50 年左

右)渡臺定居

本地。 

張瑞和(1995)，頁 268。 
聲榮、聲照兄弟及其兄

弟叔孫(陳氏家廟) 

 
084 陳(輝吉派

下) 

潮州府饒平信寧都樟溪社廠埔

鄉 

【潮州閩】 

潮州市饒平縣樟溪鎮廠埔

村 
 張瑞和(1995)，頁 268。 

渡臺祖陳輝吉為饒平 9

世祖。 

 
085 陳(慶鏞派

下) 

潮州府饒平縣可塘埔大榕村 

【潮州閩】 

潮州市饒平縣浮濱鎮大榕

村 
 張瑞和(1995)，頁 268。 

渡臺祖陳慶鏞為饒平 9

世祖。疑陳慶鏞即陳心

勇。 

羅厝 
086 羅(登高派

下) 

潮州府鐃平縣黃仙堀社官田鄉 

【潮州閩】 

潮州市饒平縣三饒鎮官田

村→臺中東勢→本地 
乾隆末葉 

1.羅安鎮(2010)：〈羅府登高公派下系統

圖〉。 

2.訪 64 歲羅先生。 

利用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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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厝 
087 魏(儉正派

下) 

汀州永定縣古竹堡黃竹煙福盛

樓 

【永定客】 

龍岩市永定縣古竹鄉黃竹

煙村 
道光六年 張瑞和(1995)，頁 282。 

魏宅成美公堂。 

永定古竹鄉黃竹煙地近

南靖縣，能通閩南話。 

瓦厝底 
088 陳(剛直派

下) 

漳州府金浦縣 

【漳州閩】 

漳州市漳浦縣→澎湖→嘉

義大林→本地 
 

彰化縣永靖鄉客家聚落生活環境資源調

查研究計畫期末報告書，頁 9 
 

五

福

村 

高厝角

(後高) 

089 高(煌派

下) 

汀州府蓮花石壁→汀州府平和

大溪社烏頭鄉 

【漳州客—平和】 

三明市石壁鎮→省漳州市

平和縣大溪鎮→嘉義縣柴

頭港→本地 

雍正年間 1981《高氏祖譜》  

20 世遷汀州府平和大溪

社烏頭為始祖，渡台祖

為 14 世。 

愷元祠堂 

田仔

(前高) 

090 高(煌派

下) 

汀州府蓮花石壁→汀州府平和

大溪社烏頭鄉 

【漳州客—平和】 

三明市石壁鎮→漳州市平

和縣大溪鎮→嘉義縣柴頭

港→本地 

雍正年間 1981《高氏祖譜》  

20 世遷汀州府平和大溪

社烏頭為始祖，渡台祖

為 14 世。 

愷元祠堂 

 
091 陳(聲榮或

聲照派下) 

潮州府饒平縣廠埔鄉眠雍寨 

【潮州閩】 

潮州市饒平縣廠埔村→田

尾溪畔→本地 
 

張瑞和(1995)《永靖鄉土資料研究集》，

永靖鄉公所。 
 

林厝角 
092 林(敦成派

下) 

漳州府平和縣白葉鄉金聲樓 

【漳州閩】 

漳州市平和縣國強鄉白葉

村 
雍正年間 

1.林汀州主編(1969)，頁 89。 

2.張瑞和(1995)，頁 278。 
 

蒲厝 
093 蒲(媽賜派

下) 

漳州府漳浦九都杜潯堡沙碙鄉 

【漳州閩】 

漳州市漳浦縣杜潯鎮→清

水鎮→本地 
1709 年渡臺。 張瑞和(1995)，頁 181、284。 河東堂 

湳田

(角)(庄

尾角) 

094 邱姓 

潮州府饒平縣五誌嶺(為五祉

嶺之誤) 

【潮州閩】 

潮州市饒平縣浮濱鎮(併五

祉鄉)五祉管理區五祉村 

約 1760 年渡臺

(據渡臺公生

1710 年，卒

1784 年；渡臺

媽生 1740 年，

卒 1790 年推

算)。 

余益興(2005)，頁 196-197。 

1.渡臺祖為丘烋派下 23

世祖(華字輩)。 

2.祖堂：河南堂。 

 095 黃 福建【福建】 福建省→溪湖鎮→五福村   江夏堂 

湳

墘

村 

內厝 
096 涂(義直派

下) 

泉州府→漳州府漳浦縣→詔安

縣→(明朝初年)潮州府饒平縣

黑嶺鄉 

【潮州閩】 

潮州市饒平縣東山鎮湖嶺

村→二林鎮萬興華崙里→

本地 

道光 18 年開基 

1.余益興(2005)，頁 206-207。 

2.曾慶國主編(1993)：《埔心鄉志》，彰化：

埔心鄉公所，頁 151。 

3. 彰化縣永靖鄉客家聚落生活環境資源

調查研究計畫期末報告書，頁 18。 

 

東勢館 
097 吳(錫泰派

下) 

漳州府龍溪縣蔡墘社 

【漳州閩】 

漳州市龍海市角美鎮蔡店

村→臺南市中西區忠義路

明永曆 16 年

(1662)隨鄭軍

1.彰化縣永靖鄉客家聚落生活環境資源

調查研究計畫期末報告書，頁 18 

9 世吳錫泰隨鄭成功入

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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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7 巷內→本地 渡臺。 2.謝英從(1991)，頁 59-70，表十：永靖鄉

居民來源抽樣調查表。 

11 世吳文漢與兄文清、

文海為永靖埔心一帶的

墾戶，後僅存文清的郡

山館。 

下湳墘 
098 邱章仁(應

魁)派下 

潮州府饒平縣五誌嶺(為五祉

嶺之誤) 

【潮州閩】 

潮州市饒平縣浮濱鎮(併五

祉鄉)五祉管理區五祉村 

約康熙末年渡

臺。 

1.賴振興、賴銘鍵主編(1987)，《河南堂邱

氏大族譜》，頁 23。 

2.彰化縣永靖鄉客家聚落生活環境資源

調查研究計畫期末報告書，頁 18 

 

陳厝 
099 陳(樹亭)

派下 

漳州府平和縣 

【漳州】 

漳州市平和縣→埔心鄉二

重湳→員林鎮三角潭→本

地 

 
彰化縣永靖鄉客家聚落生活環境資源調

查研究計畫期末報告書，頁 19 
 

湳田仔 
100 邱(馬秋派

下) 

潮州府饒平縣五誌嶺(為五祉

嶺之誤) 

【潮州閩】 

潮州市饒平縣浮濱鎮(併五

祉鄉)五祉管理區五祉村 
約乾隆年間 

1.張瑞和(1995)，頁 272。 

2.湳田邱姓生庚簿。 

3.彰化縣永靖鄉客家聚落生活環境資源

調查研究計畫期末報告書，頁 19 

渡台祖不詳，為「國」

字輩，康熙年間出生，

邱馬秋遷本地。 

巫厝 
101 巫(玄儒派

下) 

潮州府饒平縣元高(歌之誤)都

大榕社五節嶺 

【潮州閩】 

潮州市饒平縣浮濱鎮五祉

管區大榕村→埔心新館→

本地 

康熙中葉 

1.巫永福主編(1984)：《平陽之光：臺灣巫

氏宗親總會十週年紀念會刊》，臺北：臺

灣巫氏宗親會，頁 44。 

2.張瑞和(1995)，頁 284。 

3.蔡涵卉(2010)：《彰化縣潮州人聚集的音

樂團體調查研究》，南華大學民族音樂系

碩士論文，頁 2-5。 

4.彰化縣永靖鄉客家聚落生活環境資源

調查研究計畫期末報告書，頁 19 

 

 102 余 
潮州府饒平縣 

【饒平】 
潮州市饒平縣  

謝英從(1991)，《永靖：一個彰化平原的

鄉鎮社區發展史》，中國文化大學史學研

究所碩士論文。 

 

同

仁

村 

東畔 
103 林(先仲派

下) 

漳州府平和縣白葉鄉大湖社金

城樓 

【漳州閩】 

漳州市平和縣國強鄉白葉

村 
乾隆初年 

1.謝英從(1991)，表十：永靖鄉居民來源

抽樣調查表。 

2.張瑞和(1995)，頁 278。 

傳說與黃敦成一同渡台 

東畔 
104 黃(敦成派

下) 

漳州府平和縣武伯鄉百倍堡石

繩社 

【漳州閩】 

漳州市平和縣國強鄉 乾隆初年 
彰化縣永靖鄉客家聚落生活環境資源調

查研究計畫期末報告書，頁 18 
 

半路厝 
105 林(裕美派

下) 

潮州府饒平縣浮山鄉 

【潮州閩】 

潮州市饒平縣浮山鎮浮山

村→同仁、敦厚 
康熙末年 

1.謝英從(1991)，表十：永靖鄉居民來源

抽樣調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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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張瑞和(1995)，頁 278。 

半路厝 
106 陳(秀美派

下) 

潮州府饒平縣浮山鄉 

【潮州閩】 

潮州市饒平縣浮山鎮浮山

村 
 

1.彰化縣永靖鄉客家聚落生活環境資源

調查研究計畫期末報告書，頁 17 

2.陳國川主編(2004)：《臺灣地名辭書--卷

十一彰化縣》，南投：國史館臺灣文獻

館，頁 746。 

 

土崙腳 
107 張(坤岳派

下) 

潮州府饒平縣 

【饒平】 
潮州市饒平縣  

彰化縣永靖鄉客家聚落生活環境資源調

查研究計畫期末報告書，頁 18 
 

大宅 
108 張(平忠派

下) 

潮州府饒平縣信寧都樟溪社泗

芳樓 

【潮州閩】 

潮州市饒平縣樟溪鎮→員

林火燒庄→本地 
乾隆初年 

1.彰化縣永靖鄉客家聚落生活環境資源

調查研究計畫期末報告書，頁 18 

2.張瑞和(1995)，頁 275。 

渡台祖張平忠為 9 世祖 

燕翼堂 

王宅 
109 王(寬讓派

下) 

漳州府龍溪縣牛角尾 

【漳州閩】 

漳州市薌城區或龍海市或

華安縣→玉山巷→本地 
 

彰化縣永靖鄉客家聚落生活環境資源調

查研究計畫期末報告書，頁 18 
 

同

安

村 

西畔巷 

110 林(宏濟

(族譜寫成宏

齊)派下) 

 

漳州府平和縣大湖社白葉鄉金

城樓 

【漳州閩】 

漳州市平和縣國強鄉白葉

村 
康熙末葉 

1.林汀州主編(1969)：《林氏世大族譜》，

彰化：興文出版社，頁漳 91。2.張瑞和

(1995)，頁 278。 

渡臺祖林宏濟(齊)為平

和 12 世祖。渡臺祖兄弟

3 人為平和 11 世祖，分

居本地與田尾打廉村、

埔心新館村。 

西畔巷 
111 陳(勤美派

下) 

潮州府海陽縣秋溪陼嶺頭鄉 

【潮州閩】 

潮州市潮安區→國姓鄉長

流村→本地 
 

彰化縣永靖鄉客家聚落生活環境資源調

查研究計畫期末報告書，頁 17 

11 世渡台 

12 世陳剛烈遷本地 

玉山巷

(溝仔

東、王

厝) 

112 王(寬讓派

下) 

漳州府龍溪縣牛角尾(土犀) 

【漳州閩】 

漳州市薌城區或龍海市或

華安縣 
 

族裔王信雄先生口述。(張瑞和) 

張瑞和(1995)《永靖鄉土資料研究集》，

永靖鄉公所。，頁 200 

約有三十戶，聚落在玉

山巷盡頭的三合院。 

田墘 
113 陳(秀美派

下) 

潮州府饒平縣小榕社斗香裡

五房屋 

【潮州閩】 

潮州市饒平縣浮山鎮浮山

村→員林鎮大饒里→本地 
 

彰化縣永靖鄉客家聚落生活環境資源調

查研究計畫期末報告書，頁 17 
 

中宅 
114 魏(魁生派

下) 

漳州府南靖縣 

【漳州客—南靖】 
漳州市南靖縣  

彰化縣永靖鄉客家聚落生活環境資源調

查研究計畫期末報告書，頁 17 
 

四

芳
下尾 

115 胡(如上派

下) 

潮州府饒平縣 

【饒平】 
潮州市饒平縣  

彰化縣永靖鄉客家聚落生活環境資源調

查研究計畫期末報告書，頁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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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 田頭仔

(胡厝) 

116 胡(如上派

下) 

潮州府饒平縣 

【饒平】 
潮州市饒平縣  

彰化縣永靖鄉客家聚落生活環境資源調

查研究計畫期末報告書，頁 19 
 

陳厝 
117 陳(秀美派

下) 

潮州府饒平縣小榕社斗香裡

五房屋 

【潮州閩】 

潮州市饒平縣浮山鎮東洋

村→員林鎮大饒里→本地

→員林鎮大饒里→本地 

 張瑞和(1995)，頁 269。 

渡台祖陳秀美為 10 世

祖。 

因稻穀被割，生活困

難，而從員林鎮大饒遷

至同仁村半路厝與四芳

大門巷一帶 

盧厝 
118 盧(伯忠派

下) 

泉州府同安縣(張文記為饒平

縣，本處依族譜為準) 

【泉州閩】 

廈門市或金門縣 康熙末葉 

1.盧俊華(1972)：《盧氏大族譜》，臺中：

創譯出版社，頁系 75、人 186-187、索

12-13。 

2.姜盧紀氏族譜編輯委員會(1976)：《姜

盧紀氏族譜》，頁人 57。。3.張瑞和

(1995)，頁 283。 

彰化縣永靖鄉客家聚落生活環境資源

調查研究計畫期末報告書，頁 19 

渡台祖盧伯忠為 14 世

祖，生於康熙 35 年。 

范陽堂，近六十戶。 

 

大門巷 119 盧姓 

漳州府南靖縣盧橋頭黃庵廟

後 

【漳州閩】 

漳州市南靖縣靖城鎮鄭店

村盧橋頭 
 

姜盧紀氏族譜編輯委員會(1976)，頁人

54。 
大門巷 8 號。 

傅厝 
120 傅(創垂派

下) 

泉州府南安 

【泉州閩】 
泉州市南安市 康熙末葉 

1.謝英從(1991)，表十：永靖鄉居民來源

抽樣調查表。 

2.張瑞和(1995)，頁 284。 

 

魏厝 
121 魏(烏龍派

下) 

潮州府揭陽縣溪墘厝庄  

【潮州閩】 

揭陽市榕城區或揭東縣或

揭西縣→永靖鄉獨鰲村→

本地 

乾隆前期 

1.謝英從(1991)，表十：永靖鄉居民來源

抽樣調查表。 

2.彰化縣永靖鄉客家聚落生活環境資源

調查研究計畫期末報告書，頁 19 

3.張瑞和(1995)，頁 282。 

獨鰲原有公厝遭焚毀，

六房兄弟分散各約有廿

五戶。 

獨

鰲

村 

庄肚 
122 陳(剛直派

下) 

漳州府詔安縣邦奇鄉 

【漳州閩】 

漳州市詔安縣四都鎮奇材

村→二林鎮埤腳→本地 

約康熙末年、

乾隆初渡台 
張瑞和(1995)，頁 269。 福後堂 

圳腳 
123 朱(色相/

色順/色顯/色

嘉應州長樂縣竹圍埧鄉 

【四縣客—長樂】 
梅州市五華縣 

1756 年渡臺定

居本地。 

1.新竹市朱姓宗親會(1999)：《朱姓大族

譜》，頁 140-143、329。 

約有四○戶。 

渡臺祖朱色相等為長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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茂兄弟派下) 

 

2.張瑞和(1995)，頁 282。 

3.謝英從(1991)，表十：永靖鄉居民來源

抽樣調查表。 

13 世祖。 

 

庄肚 

124 朱(色相/

色順/色顯/色

茂兄弟派下) 

 

嘉應州長樂縣竹圍埧鄉 

【四縣客—長樂】 
梅州市五華縣 

1756 年渡臺定

居本地。 

1.新竹市朱姓宗親會(1999)：《朱姓大族

譜》，頁 140-143、329。 

2.張瑞和(1995)，頁 282。 

3.謝英從(1991)，表十：永靖鄉居民來源

抽樣調查表。 

約有四○戶。 

渡臺祖朱色相等為長樂

13 世祖。 

 

圳腳 
125 陳(名舉派

下) 

潮州府饒平縣可塘埔大榕村 

【潮州閩】 

潮州市饒平縣浮濱鎮大榕

村→田尾鄉西畔村→→本

地 

乾隆年間 
彰化縣永靖鄉客家聚落生活環境資源調

查研究計畫期末報告書，頁 23 

15 世陳福遷本地 

屬慶豐堂陳木苑派下 

圳腳 
126 魏(日光派

下) 

漳州府南靖縣梅壠總 

【漳州客—南靖】 
漳州市南靖縣梅林鎮 乾隆年間 

1.彰化縣永靖鄉客家聚落生活環境資源

調查研究計畫期末報告書，頁 23 

2.張瑞和(1995)，頁 282。 

 

 
127 陳(守盈派

下) 

潮州府饒平縣  

【饒平】 

潮州市饒平縣→埤頭鄉後

何厝→本地 
乾隆年間 

謝英從(1991)，表十：永靖鄉居民來源抽

樣調查表。 

因崩溪損及田園從埤頭

遷至當地 

溪埔 
128 陳(信直派

下) 

潮州府饒平縣 

【饒平】 

潮州市饒平縣→武西保小

紅毛社庄→本地 
乾隆年間 

1.謝英從(1991)，表十：永靖鄉居民來源

抽樣調查表。 

2.彰化縣永靖鄉客家聚落生活環境資源

調查研究計畫期末報告書，頁 22 

本姓蕭，遷入本地改姓

陳，附於陳木苑派下 

溪埔 
129 陳(順良派

下) 

潮州府饒平縣廠埔村 

【潮州閩】 

潮州市饒平縣樟溪鎮廠埔

村 
乾隆年間 

彰化縣永靖鄉客家聚落生活環境資源調

查研究計畫期末報告書，頁 23 
 

三角仔 
130 陳(順良派

下) 

潮州府饒平縣廠埔村 

【潮州閩】 

潮州市饒平縣樟溪鎮廠埔

村 
乾隆年間 

彰化縣永靖鄉客家聚落生活環境資源調

查研究計畫期末報告書，頁 23 
 

敦

厚

村 

下崁 131 劉姓 
潮州府饒平縣 

【饒平】 

潮州市饒平縣→柴頭井→

本地 
 

彰化縣永靖鄉客家聚落生活環境資源調

查研究計畫期末報告書，頁 22 
 

頂崁 
132 林(大滿派

下) 

潮州府饒平縣浮山鄉新甯高都

扶陽寨和陽樓 

【潮州—饒平客】 

潮州市饒平縣上饒鎮 康熙末葉 

林金山(1985)《林氏大宗譜》，臺灣省各

姓歷史淵源發展研究會，頁 217。 

林汀洲(1969)《林氏大族譜》，頁廣八。 

(張瑞和) 

林汀洲(1969)《注明林斂

灩(1619~)渡台，林大滿

為斂灩祖父。 

 

頂崁 
133 王(寬讓派

下) 

漳州府龍溪縣牛角尾(土犀) 

【漳州閩】 
漳州市龍海市  張瑞和(1995)，頁 200。  

頂崁 
134 陳(登仕派

下) 

潮州府饒平縣 

【饒平】 
潮州市饒平縣 乾隆年間 

彰化縣永靖鄉客家聚落生活環境資源調

查研究計畫期末報告書，頁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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頂崁 
135 陳(剛直派

下) 

漳州府詔安縣邦奇鄉 

【漳州閩】 

漳州市詔安縣四都鎮奇材

村→二林鎮埤腳→本地 

約康熙末年、

乾隆初渡台 

1.張瑞和(1995)，頁 269。 

2.〈村情概況〉，《漳州市-诏安县-四都镇-

奇材村》(網路文，2013.0720 瀏覽) 

3.彰化縣永靖鄉客家聚落生活環境資源

調查研究計畫期末報告書，頁 22 

 

黃厝 
136 黃(峭派

下) 

潮州府揭陽縣溪邊鄉 

【潮州閩】 

揭陽市揭東縣登崗鎮溪邊

村 
 

彰化縣永靖鄉客家聚落生活環境資源調

查研究計畫期末報告書，頁 22 
 

崙

美

村 

胡厝底 
137 胡(怡見派

下) 

潮州府饒平縣大榮社堡員溪鄉 

【潮州閩】 

潮州市饒平縣浮濱鎮五祉

管理區大榕村 
雍正年間 

1.陳甲木主編(1970)，《媯內五姓大族

譜》，頁 25，台中。 

2. 張瑞和(1995)，頁 176。 

3.巫和仁(2005)：《油車穴傳奇》，彰化：

彰化縣文化局，頁 123-124。 

渡台祖胡怡見為 13 世

祖，子世俸參與建立永

靖街，為最早入墾崙美

村者，其他同姓家族依

附之。 

安定堂 

庄頭 
138 陳(登仕派

下) 

潮州府饒平縣 

【饒平】 

潮州市饒平縣→敦厚村→

本地 
乾隆年間 

彰化縣永靖鄉客家聚落生活環境資源調

查研究計畫期末報告書，頁 21 
 

庄頭 
139 魏(烏龍派

下) 

潮州府揭陽縣溪墘厝庄 

【潮州閩】 

揭陽市榕城區或揭東縣或

揭西縣→永靖鄉獨鰲村→

獨鰲、四塊厝、崙仔尾，於

崙美、四芳 

乾隆前期 

1.謝英從(1991)，表十：永靖鄉居民來源

抽樣調查表。 

2.彰化縣永靖鄉客家聚落生活環境資源

調查研究計畫期末報告書，頁 19 

3.張瑞和(1995)，頁 282。 

 

江厝 
140 江(濱演派

下) 

汀州府永定縣金豐里高頭鄉 

【永定客】 
龍岩市永定縣高頭鄉 乾隆年間 

1.張瑞和(1995)，頁 279。 

2.余益興(2005)，頁 200。 

3.彰化縣永靖鄉客家聚落生活環境資源

調查研究計畫期末報告書，頁 21 

 

石分仔 
141 胡(議平派

下) 

潮州府饒平縣大榮社堡員溪鄉 

【潮州閩】 

潮州市饒平縣浮濱鎮五祉

管理區大榕村 
 

1.張瑞和(1995)，頁 281。 

2.巫和仁(2005)，頁 123-124。彰 

3.化縣永靖鄉客家聚落生活環境資源調

查研究計畫期末報告書，頁 22 

 

福

興

村 

下田頭

仔 

142 江(在振派

下) 

汀州府永定縣金豐里高頭鄉 

【永定客】 
龍岩市永定縣高頭鄉  

1.張瑞和(1995)，頁 279。 

2.余益興(2005)，頁 200。 

渡臺祖江在振為永定高

頭 19 世祖。 

尾厝 
143 江(在振派

下) 

汀州府永定縣金豐里高頭鄉 

【永定客】 
龍岩市永定縣高頭鄉  

1.張瑞和(1995)，頁 279。 

2.余益興(2005)，頁 200。 

渡臺祖江在振為永定高

頭 19 世祖。 

庄肚 
144 江(在振派

下) 

汀州府永定縣金豐里高頭鄉 

【永定客】 
龍岩市永定縣高頭鄉  

1.張瑞和(1995)，頁 279。 

2.余益興(2005)，頁 200。 

渡臺祖江在振為永定高

頭 19 世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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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5 胡(達盛派

下) 

潮州府饒平縣大榮社黃坑鄉 

【潮州閩】 

潮州市饒平縣浮濱鎮五祉

管理區大榕村 
 雍正年間渡臺。 張瑞和(1995)，頁 281。 

莊頭

(陳

厝、塗

厝) 

146 陳(純善派

下) 

潮州府饒平縣 

【饒平】 

潮州市饒平縣→溪湖鎮→

本地 
 

陳甲木主編(1970)，《媯內五姓大族譜》，

台中。 

渡台祖陳純善為 8 世祖。 

居住於福興國小東側。 

頂田頭

仔 

147 劉(元德派

下) 

潮州府饒平縣 

【饒平】 

潮州市饒平縣→社頭石頭

公→本地 
 

彰化縣永靖鄉客家聚落生活環境資源調

查研究計畫期末報告書，頁 20 
12 世渡台 

埔尾 
148 邱(文鳳派

下) 

潮州府饒平縣元歌都下寨 

【潮州閩】 

潮州市饒平縣浮山鎮下寨

村 
康熙或雍正 

1.彰化縣永靖鄉客家聚落生活環境資源

調查研究計畫期末報告書，頁 20 

2.張瑞和(1995)，頁 272。 

22 世渡台分布中肚巷 

渡臺祖邱九恩為丘烋派

下 22 世祖。 

竹

子

村 

楊厝 
149 楊(方宇派

下) 

漳州府長泰縣後庵→(明正德

年間)泉州府南安縣經善里 28

都雲(蔗之誤)頭→仁德里 25 都

夾(洽之誤)水頭鄉珠山之下 

【泉州閩】 

泉州市南安市東田鎮藍溪

村蔗頭→南安市美林街道

李西村洽水頭→溪湖鎮北

勢里北勢尾→本地 

約乾隆初年以

前渡臺。 

1.楊篤恭編(1976)：《溪湖楊姓敦素公衍派

大族譜》，頁 19。 

2..張瑞和(1995)：《永靖鄉土資料研究

集》，彰化：永靖鄉公所，頁 282。 

3.余益興(2005)：《疼惜咱竹子腳》，彰化：

彰化縣文化局，頁 22、202。 

4.彰化縣永靖鄉客家聚落生活環境資源

調查研究計畫期末報告書，頁 20 

1.渡臺祖楊方宇為南安 9

世祖。 

2.祖堂：四知堂。 

3.楊姓分布於 1、2、3 鄰。 

4.江姓出嗣給溪湖楊

姓，後遷回 

劉厝 
150 劉(忠鹿派

下) 

潮州府饒平縣石井鄉浮殿社 

【潮州—饒平客】 
潮州市饒平縣饒洋鎮石井  

彰化縣永靖鄉客家聚落生活環境資源調

查研究計畫期末報告書，頁 20 
14 世劉忠鹿 15 世劉性善 

 
151 劉(廷弼派

下) 

永定縣(饒平縣之誤)石井鄉 

【潮州—饒平客】 
潮州市饒平縣饒洋鎮石井 

推測約乾隆前

期渡臺。 

1.張瑞和(1995)，頁 276。2.余益興(2005)，

頁 21-22、200。 

1.渡臺祖劉廷弼(諡剛

毅？)為饒平石井 15 世

祖(傳字輩)。2.劉姓分布

於 4 鄰。3.祖堂：彭城堂。 

江厝 

(南畔) 

152 江(洪俊派

下) 

 

汀州府永定縣金豐里高頭鄉 

【永定客】 
龍岩市永定縣高頭鄉 乾隆前期 

1.張瑞和(1995)，頁 279。 

2.余益興(2005)，頁 21-22、198-199。 

3.訪員林鎮鎮興里江演義先生(68 歲)。 

4.謝英從(1991)，表十：永靖鄉居民來源

抽樣調查表。 

渡台祖江洪俊生於雍正

七年，卒於乾隆十四年 

江厝 

(庄頭) 

153 江(何攀派

下) 

 

汀州府永定縣金豐里 

【永定客】 

龍岩市永定縣高頭鄉→員

林東山(南畔江) →本地 
乾隆年間 

1.余益興(2005)，頁 21-22、197。 

2.彰化縣永靖鄉客家聚落生活環境資源

調查研究計畫期末報告書，頁 21 

1.渡臺祖江河攀為永定

高頭 19 世祖。2.祖堂：

濟陽堂。3.本支江姓稱為

南邊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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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厝 

(北畔) 

154 江(漢中派

下) 

汀州府永定縣高頭鄉金豐里半

徑甲東山大路下 

【永定客】 

龍岩市永定縣高頭鄉東山  

1.余益興(2005)，頁 21-22、199。 

2.彰化縣永靖鄉客家聚落生活環境資源

調查研究計畫期末報告書，頁 21 

1.渡臺祖江漢中為永定

高頭 18 世祖。2.祖堂：

濟陽堂。3.本支江姓稱為

北邊江) 

邱厝

(頂厝) 

155 邱(九恩派

下) 

潮州府饒平縣烏石角 

【潮州—饒平客】 

潮州市饒平縣上饒鎮上角

村 

雍正、乾隆年

間渡台 

該族裔族譜家藏本，及鄉民代表邱沛澤

先生口述。(張瑞和) 

彰化縣永靖鄉客家聚落生活環境資源調

查研究計畫期末報告書，頁 20 

渡台祖 23 世邱懷德、章

泰 

湳尾仔

(余厝) 

156 余(銅鐘派

下) 

潮州府饒平縣 

【饒平】 
潮州市饒平縣 

按所傳輩分推

測，渡臺應已

超過 180 年。 

1.張瑞和(1995)，頁 283。 

2.余益興(2005)，頁 22、204。 

3.謝英從(1991)，表十：永靖鄉居民來源

抽樣調查表。 

1.余銅鐘為渡臺開基 2 世

祖。2.余姓分布於 14 鄰。

3.余益興(2005)稱呼叔叔

為阿/su/，故可推測該宗

族為客底。 

黃厝 
157 黃(乳祖派

下) 

漳州府詔安縣二都二都隆(龍

之誤)乾堡深邱(丘)裡 

【漳州—詔安客】 

漳州市詔安縣霞葛鎮五通

村深丘裡→埔心羅厝村→

本地 

 

1.張瑞和(1995)，頁 280。 

2.余益興(2005)，頁 22、203。 

3.賴志彰編(1994)，頁 286。 

1.埔心羅厝村黃姓祖籍

為詔安五通。2.祖堂：江

夏堂。3.黃姓分布於 10

鄰。 

 
158 涂(義直/

性直派下) 

泉州府→漳州府漳浦縣→詔安

縣→(明朝初年)潮州府饒平縣

黑嶺鄉 

【潮州閩】 

潮州市饒平縣東山鎮湖嶺

村→二林鎮萬興華崙里→

本地 

約乾隆中葉渡

臺，約 1838 年

遷居本地。 

1.余益興(2005)，頁 206-207。 

2.曾慶國 (1993)，頁 151。 

1.渡臺祖涂性直為饒平

12 世祖。2.祖堂：豫章

堂。 

 
159 周(隆壽派

下四房裔孫) 

汀州府永定茅畲→潮州府饒平

縣原高郡(元歌都之誤)嶺腳社

西埔鄉→七藍鄉玉皮社 

【潮州—饒平客】 

潮州市饒平縣上饒鎮南周

村→田尾柳鳳村→田尾海

豐崙→本地 

康熙 57 年

(1700)以前渡

臺，推測約

1833 年以前定

居本地。 

1.周三合族親會(1998)：《周三合祖譜》(新

竹縣湖口鄉)，頁 54-68。 

2.余益興(2005)，頁 207-208。 

1.渡臺祖不詳但至少在 9

世祖以前已渡臺。2.設有

周隆壽公業，周隆壽為

饒平開基祖。3.祖堂：汝

南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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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

政

村 

自然村 世居宗族 
祖籍地舊地名(含定居祖籍

前的遷徙路徑) 

祖籍地之現今行政區及

渡台之後的遷徙路徑 

遷台年份及本

地開基年份 
資料來源 備註 

埤

腳

村 

菜寮 
001 黃(英哲

派下) 

漳州府詔安縣二都六(龍之

誤)乾保江寨甲徑口社 

【漳州—詔安客】 

漳州市詔安縣霞葛鎮五

通村 
 

1.賴志彰編(1994)：《彰化民居》，彰

化：彰化縣立文化中心，頁 285。 

2.曾慶國主編(1993) ,《埔心鄉志》，

彰化縣埔心鄉公所，頁 129。 

3.黃振琅主編(1989)：《(埤腳)五通

宮史略》，彰化：五通宮管理委員

會，頁 38。 

1.渡臺祖黃英哲為詔安

龍乾保 11 世祖。 

2.祖堂：江夏堂。 

3.大村新興村五通宮五

顯大帝之大帝祭祀角

頭。五通宮子廟五龍

宮。 

 
002 黃(聆渡

派下) 

漳州府詔安縣二都隆(龍之

誤)乾堡深邱(丘)裡 

【漳州—詔安客】 

漳州市詔安縣霞葛鎮五

通村深丘裡 
 

1.賴志彰編(1994)，頁 288。 

2.涂文欽(2010)：〈粵籍移民在彰化

縣的分佈及其語言特色〉，《台灣的

語言方言分佈與族群遷徙工作坊

(苗栗場)》，苗栗：聯合大學。 

3.曾慶國主編(1993)，頁 129。 

1.渡臺祖黃聆渡為詔安

龍乾保 13 世祖。 

2.地名命名為五通北

路、五通西路、五通南

路以紀念原鄉五通。 

湳底 
003 黃(利舟

派下) 

漳州府詔安縣二都龍乾堡 

【漳州—詔安客】 

漳州市詔安縣霞葛鎮五

通村 

約康熙末年渡

臺定居本地。 

1.中華綜合開發研究院應用史學研

究所總編(2010)：《員林鎮志》，彰

化：員林鎮公所，頁 668。 

2.黃振琅主編(1989)，頁 26、38。 

1.本鄉黃姓多屬詔安五

通二世三房黃文遠派

下，渡臺祖黃利舟為詔

安五通 10 世祖。 

2.埤腳村為新興村五通

宮五顯大帝之五帝祭祀

角頭。 

附錄一：研究區世居宗族的祖籍地資料－埔心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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埤

霞

村 

埤霞前

(頂厝) 

6.黃(玉友派

下) 
漳州府詔安縣二都龍乾堡 漳州市詔安縣霞葛鎮五通村 約 1816 渡臺定居本地

 

004 黃(聆渡

派下) 

漳州府詔安縣二都隆(龍之

誤)乾堡深邱(丘)裡 

【漳州—詔安客】 

漳州市詔安縣霞葛鎮五

通村深丘裡 
 

1.賴志彰編(1994)，頁 288。 

2.涂文欽(2010)。 

3. 曾慶國主編(1993)，頁 129。 

1.渡臺祖黃聆渡為詔安

龍乾保 13 世祖。 

2.地名命名為五通北

路、五通西路、五通南

路以紀念原鄉五通。 

湳底

(中厝) 

005 黃(玉友

派下) 

漳州府詔安縣二都龍乾堡 

【漳州—詔安客】 

漳州市詔安縣霞葛鎮五

通村 

約 1816 渡臺

定居本地。 
曾慶國主編(1993)，頁 128-129。 

渡臺祖黃玉友為詔安龍

乾保 15 世祖。 

埤霞後

(後壁

厝) 

006 黃姓 
漳州府詔安縣二都龍乾堡 

【漳州—詔安客】 

漳州市詔安縣霞葛鎮五

通村 
 曾慶國主編(1993)，頁 128-129。 

五座厝包含埤霞大字黃

姓五個角頭：頂厝、田

中央厝、中厝、下店厝、

後壁厝。 

湳底

(下店

厝) 

007 黃姓 
漳州府詔安縣二都龍乾堡 

【漳州—詔安客】 

漳州市詔安縣霞葛鎮五

通村 
 曾慶國主編(1993)，頁 128-129。  

 
008 黃(金水

派下) 

漳州府詔安縣霞葛鄉 

【漳州—詔安客】 
 道光年間 曾慶國主編《埔心鄉志》，1993。  

 
009 黃(學孔

派下) 

漳州府詔安縣二都六乾保江

寨甲涇口社 

【漳州—詔安客】 

漳州市詔安縣霞葛鎮五

通村→西螺→彰化南瑤

宮南→員林番仔崙→溪

湖竹圍仔→本鄉二重→

本地 

乾隆 22 年渡

台 
曾慶國主編《埔心鄉志》，1993。  

梧

鳳

村 

田洋仔 

010 黃(端雲

派下江水

房) 

漳州府詔安縣二都隆(龍之

誤)乾堡深邱(丘)裡 

【漳州—詔安客】 

漳州市詔安縣霞葛鎮五

通村深丘裡→溪湖鎮中

竹里(梧鳳庄竹圍仔) 

1744 年渡臺，

1786 年遷居本

地。 

1.曾慶國主編(1993)，頁 139。 

2.黃振琅主編(1989)，頁 38。 

3.《員林鎮志》，(2010)，頁 668。 

1.黃渡臺祖端雲為詔安

霞葛五通 12 世祖，4 子

江水(號郡記)為本地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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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祖，5 子皆獲功名。 

2.祖堂：衍慶堂(五賢路

105 號)。黃郡記祭祀公

業。 

3.本村在清代時竹筏可

通鹿港。 

4.鳳梧村與中竹里為大

村新興村五通宮五顯大

帝之大帝祭祀角頭。 

二

重

村 

莊尾 
011 黃(秀芳

派下) 

漳州府詔安縣二都隆(龍之

誤)乾堡 

【漳州—詔安客】 

漳州市詔安縣霞葛鎮五

通村→鹿港登陸→本地 
雍正 6 年 

1.曾慶國主編(1993) ， 《埔心鄉

志》，頁 125。 

2.黃振琅主編(1989)，頁 38。 

1.渡臺祖黃秀芳為為詔

安龍乾保 11 世祖。 

2.大村新興村五通宮五

顯大帝之二帝祭祀角

頭。 

二重湳 
012 黃(聆渡

派下) 

漳州府詔安縣二都隆(龍之

誤)乾堡深邱(丘)裡 

【漳州—詔安客】 

漳州市詔安縣霞葛鎮五

通村→埤霞→本地 
 1.賴志彰編(1994)，頁 288。 

渡臺祖黃聆渡為詔安龍

乾保 13 世祖，渡臺後定

居埤霞，分支定居本

地。 

莊內 
013 黃(平侯

派下) 

漳州府詔安縣二都隆(龍之

誤)乾堡 

【漳州—詔安客】 

漳州市詔安縣霞葛鎮五

通村 
乾隆年間 曾慶國主編(1993)，頁 126。 

1.渡臺祖黃平侯為詔安

龍乾保 13 世祖，攜父黃

心奇骨灰渡臺。 

2.祖堂：江夏堂。 

圳仔腳 
014 黃(學孔

派下) 

漳州府詔安縣涇口鄉涇口村 

【漳州—詔安客】 

漳州市詔安縣霞葛鎮五

通村徑口城→西螺→彰

乾隆 22 年渡

台 
曾慶國主編(1993)，頁 126。 

1.在閩南及粵東黃姓聚

落「涇口/徑口」之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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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南瑤宮南→員林番仔

崙→溪湖竹圍仔→本地 

乃取自南昌涇口，故堂

號也作南昌堂。 

2.渡臺祖黃孔學為詔安

五通 13 世祖。祖堂：南

昌堂(磘鳳路 3 段 564

號)。 

庄頭

(南邊

厝) 

015 黃(學孔

派下) 

漳州府詔安縣涇口鄉涇口村 

【漳州—詔安客】 

漳州市詔安縣霞葛鎮五

通村徑口城→西螺→彰

化南瑤宮南→員林番仔

崙→溪湖竹圍仔→本地 

乾隆 22 年渡

台 
曾慶國主編(1993)，頁 126。  

芎

蕉

村 

洋仔庄

(楊子

庄) 

016 黃(玉璋

派下) 

潮州府饒平縣元歌都瓜園社

營前 

【潮州—饒平客】 

潮州市饒平縣上饒鎮營

前村 

約清乾隆年間

渡臺定居本

地。 

1.施添福總纂(2004)：《臺灣地名辭

書․卷 11：彰化縣(下)》，臺灣省

文獻會。 

2.賴志彰編(1994)，頁 290。 

1.黃渡臺祖玉璋為饒平

上饒 12 世祖。 

2.祖堂：熾昌堂。 

洋仔庄

(楊子

庄) 

017 呂(志

達、為美派

下) 

潮州府饒平縣埔頭鄉 

【潮州閩】 

潮州市饒平縣湯溪鎮居

豪村 
 

盧俊華主編(1967)：《呂姓大宗譜》

臺中：呂姓大宗譜編輯委員會，頁

人 250、系 24。 

渡臺祖呂志達/為美兄

弟為饒平 12 世祖。 

頂厝 

018 黃(端雲

派下黃江水

房) 

漳州府詔安縣二都隆(龍之

誤)乾堡深邱(丘)裡 

【漳州—詔安客】 

漳州市詔安縣霞葛鎮五

通村深丘里→鹿港上岸

→梧鳳庄竹圍仔(今溪湖

鎮中竹里)→梧鳳村→本

地 

1744(或記

1743)年渡

臺，1786 年遷

至現址。 

1.曾慶國主編(1993)，頁 139。 

2.賴志彰編(1994)，頁 290。 

1.黃渡臺祖端雲為詔安

霞葛五通 12 世祖，4 子

江水(號郡記)之 5 子皆

獲功名。 

2.祖堂：衍慶堂。黃郡

記祭祀公業。 



 
 

111 
 

下厝 

019 黃(端雲

派下黃江水

房) 

漳州府詔安縣二都隆(龍之

誤)乾堡深邱(丘)裡 

【漳州—詔安客】 

漳州市詔安縣霞葛鎮五

通村深丘里→鹿港上岸

→梧鳳庄竹圍仔(今溪湖

鎮中竹里)→梧鳳村→本

地 

1744(或記

1743)年渡

臺，1786 年遷

至現址。 

1.曾慶國主編(1993)，頁 139。 

2.賴志彰編(1994)，頁 290。 
 

大厝內 

020 黃(端雲

派下黃江水

房) 

漳州府詔安縣二都隆(龍之

誤)乾堡深邱(丘)裡 

【漳州—詔安客】 

漳州市詔安縣霞葛鎮五

通村深丘里→鹿港上岸

→梧鳳庄竹圍仔(今溪湖

鎮中竹里)→梧鳳村→本

地 

1744(或記

1743)年渡

臺，1786 年遷

至現址。 

1.曾慶國主編(1993)，頁 139。 

2.賴志彰編(1994)，頁 290。 
 

 

021 謝(承業

派下日泰

房) 

漳州府南靖縣→潮州府饒平

縣元歌都橫溪 

【潮州閩】 

潮州府饒平縣新豐鎮橫

溪→安平登陸→斗南→

東門村→本地 

乾隆初年渡

臺。 
曾慶國主編(1993)，頁 145。 

渡臺祖謝日泰為饒平 12

世祖，隨母尋父兄入墾

本地。 

羅

厝

村 

 
022 張(希格

派下) 

潮州府饒平縣上饒坑邊鄕 

【潮州—饒平客】 

潮州市饒平縣上饒鎮上

善坑邊村 
 

1.賴閔聰(2003)。 

2.《員林鎮志》(2010)，頁 663。 

渡臺祖張希格屬饒平邊

坑二房 11 世祖。 

庄頭 
023 邱(信義

派下) 

潮州府饒平縣烏石鄉 

【潮州—饒平客】 

潮州市饒平縣上饒鎮上

善坑邊村→羅厝村→本

地 

推測約在康熙

末年渡臺定居

本地。 

1.賴振興、賴銘鍵主編(1987)：《河

南堂丘邱大族譜》，嘉義：嘉義縣

丘邱姓宗親會，頁系 48。 

2.曾慶國主編(1993)，頁 140。 

渡臺祖邱信義(號美珍)

為為丘烋(ㄏㄠ㇀)派下

21 世祖。 

庄尾 
024 邱(信義

派下) 

潮州府饒平縣烏石鄉 

【潮州—饒平客】 

潮州市饒平縣上饒鎮上

善坑邊村→羅厝村→本

地 

推測約在康熙

末年渡臺定居

本地。 

1.賴振興、賴銘鍵主編(1987)：《河

南堂丘邱大族譜》，嘉義：嘉義縣

丘邱姓宗親會，頁系 48。 

2.曾慶國主編(1993)，頁 140。 

渡臺祖邱信義(號美珍)

為為丘烋(ㄏㄠ㇀)派下

21 世祖。 



 
 

112 
 

後壁厝 
025 黃(金水

派下) 

漳州府詔安縣二都二都隆

(龍之誤)乾堡深邱(丘)裡 

【漳州—詔安客】 

漳州府詔安縣霞葛鎮五

通村深丘裡 

嘉慶末年入墾

本地。 
賴志彰編(1994)，頁 286。 

1.渡臺祖黃金水為霞葛

五通 16 世祖。 

2.祖堂：繼呈堂。 

 026 羅姓 
漳州府 

【漳州】 
漳州市  曾慶國主編(1993)，頁 155。 渡臺祖為漳州 21 世祖。 

舊

館

村 

張厝 

027 張(謙和

派下張珠

房) 

潮州府饒平縣三饒馬崗鄉 

暫歸【潮州閩】 

潮州市饒平縣三饒鎮馬

崗村→義民村→本地 

約 1760 年渡

臺。 
半山客(2012b)。 

渡臺祖張謙和為三饒馬

崗 10 世祖；開基祖為

15 世祖張珠。 

蔡厝 
028 蔡(葉派

下純善房) 

潮州府潮陽縣 

【潮州閩】 

汕頭市潮陽區或潮南區

或汕頭市區→鹿港登陸

→埔鹽廍子村→本地 

約 1730 年初

渡臺，約乾隆

中葉入墾本

地。 

1.曾慶國主編(1993)，頁 149。 

2.蔡涵卉(2010)：《彰化縣潮州人聚

集的音樂團體調查研究》，南華大

學民族音樂系碩論，頁 2-5。 

渡臺祖蔡葉為潮陽 9 世

祖，本地開基祖蔡純善

為 11 世祖。 

 

029 陳(元盛

派下泰誠

房) 

漳州府龍溪縣庄北鼎金 

【漳州閩】 

漳州市區或漳州市華安

縣→鹿港登陸→竹山鎮

板寮→本地 

雍正年間攜 2

子渡臺，約

1760 年遷居本

地。 

曾慶國主編(1993)，頁 137。 

渡臺祖陳元盛為龍溪 10

世祖，長子留居竹山板

寮，次子泰誠遷居本

地。 

田洋仔 
030 黃(平候

派下) 

漳州府詔安縣二都隆(龍之

誤)乾堡 

【漳州—詔安客】 

漳州市詔安縣霞葛鎮五

通村→二重村→本地 

乾隆年間渡

臺。 
曾慶國主編(1993)，頁 126。 

渡臺祖黃秀芳為為詔安

龍乾保 13 世祖。 

南

館

村 

 
031 蔡(葉派

下純善房) 

潮州府潮陽縣 

【潮州閩】 

汕頭市潮陽區或潮南區

→鹿港登陸→埔鹽廍子

村→舊館村→本地 

約 1730 年初

渡臺，約乾隆

中葉入墾本

地。 

曾慶國主編(1993)，頁 149。 

渡臺祖蔡葉為潮陽 9 世

祖，本地開基祖蔡純善

為 11 世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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頂萳墘

(邱厝) 
032 邱姓 

潮州府饒平縣烏石角 

【潮州—饒平客】 

潮州市饒平縣上饒鎮二

善村烏石崗 
 蔡涵卉(2010)，頁 2-5。 祖堂：河南堂。 

新

館

村 

吳厝 
033 吳(春滿

派下) 

漳州府平和縣 

【漳州閩】 
漳州市平和縣 乾隆年間 曾慶國主編(1993)，頁 139。 

渡臺祖吳春滿為平和 10

世祖。公廳：延陵堂(大

明路 267 號)。 

福佬 

 
034 吳(錫泰

派下) 

漳州府龍溪縣 29 都蔡墘社 

【漳州閩】 

漳州市龍海市角美鎮蔡

店村→臺南市中西區忠

義路 147 巷內→本地 

明永曆 16 年

(1662)隨鄭軍

渡臺。道光年

間遷入本地。 

1.謝英從(2010)：《臺南吳郡山家族

發展史—以彰化平原的開發為中

心》，南投：國史館臺灣文獻館，

頁 91。 

2.曾慶國主編(1993)，頁 139。 

吳錫泰為渡臺 1 世祖，

家族世居今臺南市。吳

文清在水漆林(今新館

村)設立吳郡山租館。 

林厝

(公館

底) 

035 林姓ㄒ 

漳州府平和縣白鶴/hoh/(應

為葉/hioh/之誤)鄉 

【漳州閩】 

漳州府平和縣國強鄉白

葉村 
清朝 

1.曾慶國主編(1993)，頁 147。 

2.林汀州主編(1969)：《林氏世大族

譜》，彰化：興文出版社，頁漳 91。 

渡臺祖兄弟 3 人為平和

11 世祖，分居本地與田

尾打廉村、永靖同安

村。 

涂厝

(魚池

底) 

036 凃(義直

派下長德

房) 

泉州府→漳州府漳浦縣→詔

安縣→(明朝初年)潮州府饒

平縣黑嶺鄉 

【潮州閩】 

潮州市饒平縣東山鎮湖

嶺村→二林鎮萬興華崙

里→本地 

約乾隆中葉渡

臺，1838 年遷

居本地。 

1.曾慶國主編(1993)，頁 151。 

2.蔡涵卉(2010)，頁 2-5。 

1.渡臺祖凃義直/性直為

饒平 12 世祖，本地開基

祖凃長德為義直派下 14

世祖。 

2.祖堂：南昌堂。 

陳厝 
037 陳(彩派

下) 

福建 

【福建】 
福建省 嘉慶年間 曾慶國主編(1993)，頁 138。 生於乾隆 53 年 

楊厝 
038 楊(志武

派下) 

漳州府平和縣小溪鄉和尚林 

【漳州閩】 

漳州市平和縣小溪鎮和

尚林→鹿港登陸→員林

明崇禎 6 年

(1633)渡臺，
曾慶國主編(1993)，頁 148。 

渡臺祖楊志武為平和小

溪和尚林 8 世祖。渡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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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饒里→本地 不久入墾本

地。 

早於鄭成功入臺 20 餘

年，具有區域開發的指

標意義。 

羅厝 

039 羅(岡(疑

「剛」之誤)

直派下) 

潮州府大埔縣 

【潮州客—大埔】 

梅州市大埔縣→田尾鄉

打廉村→本地 

約 1760-1790

年之間渡臺。 

1.曾慶國主編(1993)，頁 155。 

2.蔡涵卉(2010)，頁 2-5。 

渡臺祖羅剛直為大埔 12

世祖，本地開基祖為 13

世祖。 

油

車

村 

謝厝

(四甲

內) 

040 謝(承業

派下日助

房) 

漳州府南靖縣→潮州府饒平

縣元歌都橫溪 

【潮州閩】 

潮州府饒平縣新豐鎮橫

溪→義民里→本地 

乾隆初年渡

臺。 
曾慶國主編(1993)，頁 145。 

1.謝日助隨父渡臺為饒

平 12 世大房祖。 

2.祖堂：寶樹堂。 

胡厝 
胡(剛藝/剛

義派下) 

潮州府饒平縣員溪鄉大榮社

堡黃坑鄉 

【潮州閩】 

潮州市饒平縣浮濱鎮五

祉管理區大榕村→角樹

腳(埔鹽角樹村)→小三角

潭(大村新興村)→大埔心

西畔(黃厝村)→本地 

雍正末年渡

臺，1911 年遷

居本地(定居

不足 120 年，

資料僅做對照

用)。 

1.張瑞和(1995)，頁 281。 

2.巫和仁(2005)，頁 20、123-124。 

1.渡臺祖胡剛藝/剛義為

饒平大榮社 13 世祖。 

2.祖堂：安定堂。 

頂庄 
041 吳(賓派

下) 

漳州府平和縣車田鄉 

【漳州客—平和】 

漳州市平和縣大溪鎮龍

崗村車田 

1749 年渡臺定

居本地。 

1.巫和仁(2005)：《油車穴傳奇》，彰

化：彰化縣文化局，頁 17-38。 

2.曾慶國主編(1993)，頁 139。 

1. 據巫(2005)渡臺祖吳

賓為平和車田 14 世

祖，吳福為其子。 

2. 曾慶國主編(1993)，

吳福、吳賓為兄弟 

3.據巫(2005)的調查，油

車店分為：頂庄、下庄、

港仔畔、七甲洋、四甲

內、胡厝、橋頭洋、魚



 
 

115 
 

池腳 7 個角頭。 

港仔畔 
042 吳(賓派

下) 

漳州府平和縣車田鄉 

【漳州客—平和】 

漳州市平和縣大溪鎮龍

崗村車田 

1749 年渡臺定

居本地。 

1.巫和仁(2005)：《油車穴傳奇》，彰

化：彰化縣文化局，頁 17-38。 

2.曾慶國主編(1993)，頁 139。 

 

下庄 
043 吳(賓派

下) 

漳州府平和縣車田鄉 

【漳州客—平和】 

漳州市平和縣大溪鎮龍

崗村車田 

1749 年渡臺定

居本地。 

1.巫和仁(2005)：《油車穴傳奇》，彰

化：彰化縣文化局，頁 17-38。 

2.曾慶國主編(1993)，頁 139。 

 

西畔 
044 吳(賓派

下) 

漳州府平和縣車田鄉 

【漳州客—平和】 

漳州市平和縣大溪鎮龍

崗村車田 

1749 年渡臺定

居本地。 

1.巫和仁(2005)：《油車穴傳奇》，彰

化：彰化縣文化局，頁 17-38。 

2.曾慶國主編(1993)，頁 139。 

 

店仔 
045 吳(賓派

下) 

漳州府平和縣車田鄉 

【漳州客—平和】 

漳州市平和縣大溪鎮龍

崗村車田 

1749 年渡臺定

居本地。 

1.巫和仁(2005)：《油車穴傳奇》，彰

化：彰化縣文化局，頁 17-38。 

2.曾慶國主編(1993)，頁 139。 

 

下庄 
046 吳(純直

派下) 

漳州府平和縣車田鄉 

【漳州客—平和】 

漳州市平和縣大溪鎮龍

崗村車田 

約 1749 年定

居本地。 
巫和仁(2005)，頁 17。 

1.渡臺祖吳純直為平和

車田 10 世祖。 

2.祖堂：延陵堂。 

 
047 黃(學孔

派下) 

漳州府詔安縣涇口鄉涇口村 

【漳州—詔安客】 

漳州市詔安縣霞葛鎮五

通村徑口城→西螺→彰

化南瑤宮南→員林番仔

崙→溪湖竹圍仔→本鄉

二重→本地 

乾隆 22 年渡

台 
曾慶國主編(1993)，頁 127。 詔安南昌堂 

橋頭洋 
048 吳(禹義

派下恭政

潮州府饒平縣 

【饒平】 
潮州市饒平縣 

約 1850-60 年

間遷居本地。 

1.巫和仁(2005)，頁 19。 

2.吳金璋編(1993)：《臺灣吳氏族

渡臺祖為饒平 11 世祖

姓名不詳，開基祖吳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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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 譜》，彰化：讓德社會福利慈善基

金會暨彰化縣吳姓宗親會，頁 201。 

應/禹義(儀)為饒平 12 世

祖。 

二抱竹 
049 賴(祝善

派下) 

漳州府平和縣百步保武百鄉

龍潭甲碧嶺社 

【漳州閩】 

漳州市平和縣國強鄉碧

嶺村→大村茄苳村→本

地 

約 1785 年渡

臺。 

1.巫和仁(2005)，頁 132。 

2.賴志彰編(1994)：《彰化民居》，彰

化：彰化縣立文化中心，頁 109。 

渡臺祖為平和碧嶺 16

世祖。 

 050 蘇姓 
龍巖州龍巖縣 

【龍岩閩—歸漳州閩】 
龍岩市新羅區(分類漳州) 

定居本地超過

120 年。 
 

墓碑祖籍：龍林(應為龍

巖之誤)。龍巖之標準唸

法為 ling24-na24。 

埔

心

村 

徐厝 051 徐 
饒平→苗栗銅鑼→本地 

【饒平】 
潮州市饒平縣 清朝中葉 曾慶國主編《埔心鄉志》，1993。  

黃厝 

(西門

外) 

052 黃(尚蛾

派下) 

潮州府饒平縣烏洋鄉 

【潮州閩】 

潮州市饒平縣新塘鎮烏

洋村 
乾隆年間 曾慶國主編《埔心鄉志》，1993。 

十三世來台 

江夏堂 

許厝 053 許文丙 
潮州府饒平縣石龜村麻竹坑

【潮州—饒平客】 

潮州市饒平縣上饒鎮上

善麻竹坑→臺南登陸→

南投縣草屯鎮→永靖永

興村陳厝厝→本地 

雍正年間渡台 曾慶國主編《埔心鄉志》，1993。 

十一世文丙來台 

十四世許右宗、右枝、

右葉兄弟居本地 

 
054 薛(東派

下) 

潮州府吉祥縣(揭陽之誤)赤

鼻鄉 

【潮州閩】 

揭陽市揭東縣埔田鎮長

富嶺村 
乾隆年間渡臺  

渡臺祖薛東(諡敦朴)為

揭陽赤鼻 10 世祖。 

義

民

村 

徐厝 
055 徐(天福

派下) 

嘉應州鎮平縣文居鄉黃田頭

下屋 

【四縣客—鎮平】 

梅州市蕉嶺縣蕉城鎮黃

田頭 
 

徐元通主編(1993)：《徐氏大族

譜》。臺中：臺光文化出版社，頁

系 16。 

渡臺祖徐天福為鎮平 18

世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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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6 徐(立德

派下) 

嘉應州鎮平縣平原鄉 

【四縣客—鎮平】 
梅州市蕉嶺縣  徐元通主編(1993，頁系 34。 

渡臺祖徐立德為鎮平 13

世祖。 

 
057 徐(康禮

派下) 

嘉應州鎮平縣興福鄉 

【四縣客—鎮平】 

梅州市蕉嶺縣三圳鎮興

福 
 

徐真福編(2005)：《探玄公傳世系

譜》，頁 442。 

渡臺祖徐康禮為鎮平 16

世祖。 

謝厝 

058 謝(承業

派下日助

房) 

漳州府南靖縣→潮州府饒平

縣元歌都橫溪 

【潮州閩】 

潮州府饒平縣新豐鎮橫

溪 

乾隆初年渡臺

定居本地。 
曾慶國主編(1993)，頁 145。 

渡臺祖謝承業為饒平橫

溪 11 世祖攜長子謝日

助渡臺。 

 
059 張(謙和

派下) 

潮州府饒平縣三饒馬崗鄉 

暫歸【潮州閩】 

潮州市饒平縣三饒鎮馬

崗村 

約 1760 年渡

臺定居本地。 
半山客(2012b)。 

渡臺祖張謙和為三饒馬

崗 10 世祖。 

東

門

村 

陳厝 

060 陳(元盛

派下泰誠

房) 

漳州府龍溪縣庄北鼎金 

【漳州閩】 

漳州市區或漳州市華安

縣→鹿港登陸→竹山鎮

板寮→本鄉舊館→本地 

雍正年間攜 2

子渡臺，約

1760 年遷居本

地。 

曾慶國主編(1993)，頁 137。 

渡臺祖陳元盛為龍溪 10

世祖，長子留居竹山板

寮，次子泰誠遷居本地

(國義巷 15 號)。 

 
061 楊(志武

派下) 

漳州府平和縣小溪鄉和尚林 

【漳州閩】 

漳州市平和縣小溪鎮和

尚林→鹿港登陸→員林

大饒里→本地 

明崇禎 6 年

(1633)渡臺，

不久入墾本

地。 

曾慶國主編(1993)，頁 148。 

1.渡臺祖楊志武為平和

小溪和尚林 8 世祖。 

2.祖堂：弘農堂。 

3.為彰化縣目前已確認

渡臺最早的宗族。 

謝厝 

062 謝(承業

派下日泰

房) 

漳州府南靖縣→潮州府饒平

縣元歌都橫溪 

【潮州閩】 

潮州府饒平縣新豐鎮橫

溪→安平登陸→斗南→

義民村→本地 

乾隆初年渡臺

定居本地。 

1.曾慶國主編(1993)，頁 145。 

2.蔡涵卉(2010)，頁 2-5。 

謝日泰為 12 世二房

祖，祖堂：寶樹堂。聚

落位於村境北方國義路

200 巷一帶(6-7 鄰)。 

江厝 063 江姓 
潮州府饒平縣 

【饒平】 
潮州市饒平縣  蔡涵卉(2010)，頁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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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華

村 

吳厝 
064 吳(春滿

派下) 

漳州府平和縣 

【漳州閩】 
漳州市平和縣 乾隆年間 曾慶國主編(1993)，頁 139。 

渡臺祖吳春滿為平和 10

世祖。公廳：延陵堂(大

明路 267 號)。 

福佬 

巫厝 

065 巫(樂、

勤實兄弟派

下 

潮州府饒平縣元高都(歌之

誤)都大榕社五節嶺 

【潮州閩】 

潮州市饒平縣浮濱鎮五

祉管區大榕村→鹿港登

陸→溪湖巫厝→械鬥退

居本地 

乾隆年間渡

臺，嘉慶年間

定居本地。 

1.巫永福主編(1984)：《平陽之光：

臺灣巫氏宗親總會十週年紀念會

刊》，臺北：臺灣巫氏宗親會，頁

102。2.曾慶國主編(1993)，頁 153。 

2.張瑞和(1995)：《永靖鄉土資料研

究集》，彰化：永靖鄉公所，頁 284。 

3.蔡涵卉(2010)：《彰化縣潮州人聚

集的音樂團體調查研究》，南華大

學民族音樂系碩論，頁 2-5。 

1.渡臺祖巫樂及勤實(似

為諡號)兄弟為饒平 12

世祖。 

2.祖堂：永源堂。 

仁

里

村 

曾厝

(十二

甲角) 

066 曾(娘興

派下) 

潮州府饒平縣彭(坪之誤)洋

祖下搨(或記溪)秧 

【潮州閩】 

潮州市饒平縣浮山鎮坪

洋村 

約 1775-1800

年間渡臺定居

本地。 

2.曾慶國主編(1993)，頁 152。 

3.曾水詔、林金山主編，(2001)：《曾

氏族譜》，臺中，臺灣省各姓淵源

研究學會，頁系 206。 

十四世曾娘興來台 

詹厝 067 詹姓 

潮州府饒平縣西門社烏石山

鄉 

【潮州—饒平客】 

潮州市饒平縣新塘鎮烏

石山村→苗栗卓蘭→本

地 

清朝中葉 

1.詹春光、廖德福主編(1972)：《詹

氏族譜》，臺中：創譯出版社，頁

系 54。 

2.曾慶國主編《埔心鄉志》，1993。 

 

 068 林姓 
漳州府平和縣白鶴鄉 

【漳州閩】 

漳州府平和縣國強鄉白

葉村 
清朝 曾慶國主，1993，頁 154。。 十一世來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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涂厝角 
069 涂(隆生

派下) 

潮州府饒平縣黑嶺鄉 

【潮州閩】 

潮州市饒平縣東山鎮湖

嶺村 

雍正年間入本

地。 

1.曾慶國主編(1993)，頁 139。 

2.施縈潔 2012/01/20 訪談。 

3.蔡涵卉(2010)，頁 2-5。 

1.渡臺祖凃隆生為饒平

12 世祖。祖堂：豫章堂。 

2.東山鎮位於閩、客話

交界地帶，閩南話｢湖｣

/oo24/的發音與烏/oo44/

十分相似，客話唸成

/fu/。將｢烏｣以字意而改

寫為｢黑｣(客話｢黑｣唸

成/het/，｢烏｣唸成/vu/。

從地名的字意及發音研

判為閩南話。浮山鎮東

洋村屬閩南話區。 

 
070 徐(協光

派下) 

莆田(明萬曆年間)→潮州府

饒平縣海山石頭鄉 

【潮州閩】 

潮州市饒平縣海山鎮石

頭村→銅鑼鄉→本地 

乾隆年間渡

臺。 

1.曾慶國主編(1993)，頁 141。 

2.蔡涵卉(2010)，頁 2-5。 

渡臺祖徐協光為饒平 12

世祖，14 世祖遷居本

地。 

瓦

中

村 

 
071 龍(朝漢

派下) 

潮州府澄海縣 

【潮州閩】 
汕頭市澄海區 乾隆年間 曾慶國主編(1993)，頁 155。 

1.渡臺祖龍朝漢為澄海

11 世祖。 

2.公廳：武陵堂。 

內厝底 

(貢生

底) 

072 張(侃直

派下) 

潮州府饒平縣三饒馬崗鄕 

暫歸【潮州閩】 

潮州市饒平縣三饒鎮馬

崗村 

雍正末年渡臺

定居本地。 

1.曾慶國主編(1993)，頁 132。 

2.半山客(2012b) 

渡臺祖張侃直(諱儒林

為三饒馬崗 11 世祖。13

世張載移居瓦中村。 

 
073 張(榜士

派下) 

潮州府饒平縣三饒馬崗鄕 

暫歸【潮州閩】 

潮州市饒平縣三饒鎮馬

崗村→瓦南村→本地 

約 1720 渡臺

定居本地。 

1.曾慶國主編(1993)，頁 134。 

2.賴志彰編(1994)，頁 283。 

渡臺祖張榜士(號獅，謚

守義)為三饒馬崗 10 世

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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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4 張(詔音

派下剛烈/溫

實房) 

潮州府饒平縣三饒馬崗鄕 

暫歸【潮州閩】 

潮州市饒平縣三饒鎮馬

崗村 

雍正末年渡臺

定居本地。 

1.曾慶國主編(1993)，頁 134。 

2.半山客(2012b) 

渡臺祖張剛烈為三饒馬

崗 11 世祖。 

 
075 許(尊老

派下) 

泉州府同安縣金門→澎湖 

【泉州閩】 

金門縣→澎湖→鹿港→

員林→本地 

推測約道光年

間渡臺定居本

地。 

曾慶國主編(1993)，頁 145。 
渡臺祖許尊老為金門 19

世祖。 

瓦

北

村 

 
076 龍(朝漢

派下) 

潮州府澄海縣 

【潮州閩】 
汕頭市澄海區 乾隆年間 曾慶國主編(1993)，頁 155。 

1.渡臺祖龍朝漢為澄海

11 世祖。 

2.公廳：武陵堂。 

頂厝 

077 張(詔音

派下美器

房) 

潮州府饒平縣三饒馬崗鄕 

暫歸【潮州閩】 

潮州市饒平縣三饒鎮馬

崗村 

約乾隆時期渡

臺定居本地。 

1.曾慶國主編(1993)，頁 134。 

2.賴志彰編(1994)，頁 281。 

張詔音為三饒馬崗 10

世祖，渡臺祖實為 11 世

祖張溫實、勤智(無傳)、

剛烈、時得、美器等房。

張氏家廟：追遠堂。 

 078 張姓 
潮州府饒平縣上饒坑邊鄕 

【潮州—饒平客】 

潮州市饒平縣上饒鎮上

善坑前管理區坑邊村 

約乾隆時期渡

臺定居本地。 

1.賴志彰編(1994)，頁 282。 

2.蔡涵卉(2010)，頁 2-5。 
祖堂：長源堂。 

九兄弟 
079 張(剛直

派下) 

潮州府饒平縣三饒馬崗 

鄕暫歸【潮州閩】 

潮州市饒平縣三饒鎮馬

崗村 

約雍正末年渡

臺定居本地。 
賴閔聰(2003) 

渡臺祖張剛直為三饒馬

崗 9 世祖。傳到 14 世有

9 房，稱九兄弟。 

瓦

南

村 

公厝 
080 張(榜士

派下) 

潮州府饒平縣三饒馬崗鄕 

暫歸【潮州閩】 

潮州市饒平縣三饒鎮馬

崗村 

雍正年間渡臺

定居本地。 

1.曾慶國主編(1993)，頁 134。 

2.半山客(2012b)。 

渡臺祖張榜士(號獅，謚

守義)為三饒馬崗 10 世

祖。 

 
081 張(永

(應)和派下) 

潮州府饒平縣上饒坑邊鄕 

【潮州—饒平客】 

潮州市饒平縣上饒鎮上

善坑前管理區坑邊村 

康熙末年渡

臺。 

1.《員林鎮志》，頁 663。 

2.賴閔聰(2003)。 

渡臺祖張永和為上饒 10

世祖，本地所傳為張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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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二子。 

 

082 張(詔音

派下時得

房) 

潮州府饒平縣三饒馬崗鄕 

暫歸【潮州閩】 

潮州市饒平縣三饒鎮馬

崗村 

雍正末年渡臺

定居本地。 

1.曾慶國主編(1993)，頁 134。 

2.半山客(2012b)。 

渡臺祖張時得為三饒馬

崗 11 世祖。 

經

口

村 

東畔厝 
083 張(嚴泉

派下) 

潮州府饒平縣上饒鎮坑邊村 

【潮州—饒平客】 

潮州市饒平縣上饒鎮上

善坑前管理區坑邊村 
乾隆年間 曾慶國主編，1993，頁 94。 

坑邊派 

十一世來台 

西畔厝 
084 張(嚴泉

派下) 

潮州府饒平縣上饒鎮坑邊村 

【潮州—饒平客】 

潮州市饒平縣上饒鎮上

善坑前管理區坑邊村 
乾隆年間 曾慶國主編，1993，頁 94。 

坑邊派 

十一世來台 

公厝後 
085 張(嚴泉

派下) 

潮州府饒平縣上饒鎮坑邊村 

【潮州—饒平客】 

潮州市饒平縣上饒鎮上

善坑前管理區坑邊村 
乾隆年間 曾慶國主編，1993，頁 94。 

坑邊派 

十一世來台 

經口厝

(東邊

厝) 

086 張(廣宇

派下) 

潮州府饒平縣上饒坑邊鄕 

【潮州—饒平客】 

潮州市饒平縣上饒鎮上

善坑前管理區坑邊村 

乾隆年間渡

臺，定居本

地。 

1.曾慶國主編(1993)，頁 134。 

2.賴閔聰(2003)。 

3.陳利成(2008)：《經口之春》，彰

化：彰化縣文化局，頁 220-221。 

1.渡臺祖張廣宇為饒平

邊坑 11 世。 

2.張氏家廟｢長源堂｣建

於 1874 年(經口路 72

號)，奉張巖泉為共祖。 

經口厝

(西邊

厝) 

087 張(剛直

派下朴實

房) 

潮州府饒平縣三饒馬崗鄕 

暫歸【潮州閩】 

潮州市饒平縣三饒鎮馬

崗村→瓦北村→本地 

遷居本地已逾

200 年。 

1.半山客(2012b)：〈祖籍饒平三饒馬

崗鄉張氏遷彰化埔心員林各派〉，

《饒平客家網友交流基地》(網路)。 

渡臺祖張剛直為三饒馬

崗 9 世祖，10 世祖張朴

實。 

劉厝 
088 劉(鎮派

下) 

潮州府饒平縣石井 

【潮州—饒平客】 

潮州市饒平縣饒洋鎮石

井 
 

1.曾慶國主編(1993)，頁 142。 

2.陳利成(2008)，頁 27。 

渡臺祖劉鎮為饒平 10

世祖。與永靖光雲村劉

姓意善堂同祖。 

太

平

前庄

(鳥巢) 

089 張(嚴泉

派下) 

潮州府饒平縣上饒鎮坑邊村 

【潮州—饒平客】 

潮州市饒平縣上饒鎮上

善坑前管理區坑邊村 
乾隆年間 曾慶國主編，1993，頁 94。 

坑邊派 

十一世來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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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 
 

090 張(廣宇

派下) 

潮州府饒平縣上饒坑邊鄕 

【潮州—饒平客】 

潮州市饒平縣上饒鎮上

善坑前管理區坑邊村 
 

1.賴閔聰(2003)。 

2.《員林鎮志》(2010)，頁 663。 

渡臺祖張廣宇屬饒平邊

坑 12 世祖。 

太平店

仔口 

091 邱(信義

派下) 

潮州府饒平縣烏石鄉 

【潮州—饒平客】 

潮州市饒平縣上饒鎮二

善村烏石崗→羅厝村→

本地 

推測約在康熙

末年渡臺。 

 

1.賴振興、賴銘鍵主編(1987)：《河

南堂丘邱大族譜》，嘉義：嘉義縣

丘邱姓宗親會，頁系 48。 

2.曾慶國主編(1993)，頁 140。 

渡臺祖邱信義(號美珍)

為為丘烋(ㄏㄠ㇀)派下

21 世祖。 

後庄

(賊霸

厝) 

092 徐(協光

派下) 

莆田(明萬曆年間)→潮州府

饒平縣海山石頭鄉 

【潮州閩】 

潮州市饒平縣海山鎮石

頭村→銅鑼鄉→本地 

乾隆年間渡

臺。 

1.曾慶國主編(1993)，頁 141。 

2.蔡涵卉(2010)，頁 2-5。 

渡臺祖徐協光為饒平 12

世祖，14 世祖遷居本

地。 

 
093 劉(一玉

派下) 

漳州府南靖縣施洋墟枋頭鄉 

【漳州閩】 

漳州市南靖縣書洋鎮鎮

區→永靖永興村→本地 

乾隆年間渡

臺，約清末移

居本地。 

1.莊吳玉圖(1992)，頁系 85。 

2.曾慶國主編(1993)，頁 142。 

3.張瑞和(1995)，頁 277。 

渡臺祖劉一玉為南靖書

洋芳山派 11 世祖，父為

劉天聘。17 世祖遷居本

地。 

 
094 劉(鎮派

下) 

潮州府饒平縣石井 

【潮州—饒平客】 

潮州市饒平縣饒洋鎮石

井 
 曾慶國主編(1993)，頁 143。 

渡臺祖劉鎮為饒平 12

世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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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

政

村 

自然村 世居宗族 
祖籍地舊地名(含定居祖

籍前的遷徙路徑) 

祖籍地之現今行政區及

渡台之後的遷徙路徑 

遷台年份及本

地開基年份 
資料來源 備註 

源

潭

里 

大三角

潭 

001 黃(端雲派

下) 

漳州府詔安縣二都隆(龍

之誤)乾堡深邱(丘)裡 

【漳州—詔安客】 

漳州市詔安縣霞葛鎮五

通村深丘里→鹿港上岸

→梧鳳庄三塊厝竹圍仔

(今溪湖鎮中竹里)→埔心

梧鳳村→本地 

乾隆 9 年

（1744），1786

年遷至現址。 

1.曾慶國主編(1993)，頁 139。 

2.賴志彰編(1994)：《彰化民居》，

彰化：彰化縣立文化中心，頁

290。 

3.《員林鎮志》(2010)，頁 668-669。 

來台祖黃端雲屬於黃久

隆文遠派下 12 世裔孫。 

 
002 康(舜忠派

下) 

漳州府漳浦縣浮南僑(應

為佛曇橋之誤) 

【漳州閩】 

漳州市漳浦縣→彰化市

→社頭許厝埔(寮)→本地 
 

劉松壽，〈閩南人在員林(下)〉，

《台灣源流》，第十七期，頁 31。 

渡臺祖康舜忠為漳浦 13

世祖。 

 

 
003 詹(瓊瑤派

下) 

潮州府饒平縣元歌都三

饒鄉 

暫歸【潮州—饒平客】 

潮州市饒平縣三饒鎮一

帶 

康熙末年渡臺

定居本地。 

詹春光、廖德福主編(1972)，頁系

105。 

1. 開基祖為 13 世詹永

堡，渡臺祖詹瓊瑤(時字

輩，諡剛裕)為饒平 14 世

祖。派下許多子孫遷往永

靖鄉湳港村。 

2.原為大三角潭第一姓，

祖堂：河間堂。 

王厝 004 王(卷派下) 
漳州府漳浦縣 

【漳州閩】 

漳州市漳浦縣→永靖崙

子村詹厝厝→本地 

約乾隆中葉渡

臺，乾隆末年

遷居本地。 

《員林鎮志》(2010)，頁 681。 

1.渡臺祖王卷為漳浦 14

世祖。 

2.祖堂：太原堂。 

陳厝 
005 陳(懷德派

下) 

漳州府漳浦縣錦湖 

【漳州閩】 

漳州市漳浦縣赤湖鎮錦

湖(前湖村一帶) 

約 1708-18 年

間渡臺。 

陳國川主編(2004)：《臺灣地名辭

書--卷十一彰化縣》，南投：國史

館臺灣文獻館，頁 315。 

渡臺祖陳懷德(也有稱陳

水德)為漳浦赤湖 12 世

祖。 

附錄一：研究區世居宗族的祖籍地資料－員林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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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厝 
006 游(國鋦派

下) 

詔安二都秀篆 

【漳州—詔安客】 

漳州市詔安縣秀篆鎮埔

坪村 
乾隆中葉 《員林鎮志》(2010)，頁 676。 

王游 

派下分居三潭 

巷、惠明街。 

吳厝 007 吳(國派下) 
潮州府潮陽縣 

【潮州閩】 

汕頭市市區或潮陽區或

潮南區 
乾隆 33 年 《員林鎮志》(2010)，頁 676。 

開基祖為 11 世祖吳宗

顯，渡臺祖吳國為潮陽 13

世祖吳國(又名昭善)，17

歲渡臺。 

大三角

潭 

008 張(端肅派

下) 

潮州府饒平縣上饒坑邊

鄕 

【潮州—饒平客】 

潮州市饒平縣上饒鎮坑

前管理區坑邊鄕 
 《員林鎮志》，2010，頁 662-663。 

坑邊二房 

日明派下 

 

江厝

(三潭

巷) 

009 江(癸派下) 

漳州府詔安縣二都秀篆

埔坪保江屋 

【漳州—詔安客】 

漳州市詔安縣秀篆鎮埔

坪村→西東里→本地 
不詳 《員林鎮志》，2010，頁 671。 

1.員林開基祖江癸(字子

端)為秀篆埔坪 9 世祖，11

世江陣承江千(9 世祖，諡

友德)，本地開基祖為 12

世永愛。 

2.祖堂：濟陽堂。 

大

埔

里 

大埔厝

(門樓) 

010 游(捷居派

下) 

漳州府詔安縣二都秀篆

埔坪堡東昇樓(或記文興

樓) 

【漳州—詔安客】 

漳州市詔安縣秀篆鎮埔

坪村→大村鄉和平村犁

頭厝→本地 

乾隆年間 

1.賴志彰編(1994)，頁 160。 

2.陳仕賢(2006)：《彰化縣古蹟與

歷史建築導覽手冊》，彰化縣立文

化局，頁 183。 

3.《員林鎮志》(2010)，頁 674-675。 

屬清游，游捷居為 12 

世，同來族人另有遷居宜

蘭冬山、台北中和與南勢

角 

 

011 游(友朋、

友明、友豪派

下) 

漳州府詔安縣二都秀篆

埔坪堡文興樓 

【漳州—詔安客】 

漳州市詔安縣秀篆鎮埔

坪村 

乾隆初葉渡臺

定居本地。 
《員林鎮志》(2010)，頁 674-676。 

1.游氏族譜編輯委員會

(1988)：《台灣游氏族

譜》，臺中：臺灣省各姓

淵源研究學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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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員林鎮志》(2010)，頁

674。 

 
012 游(景山派

下) 

漳州府詔安縣二都秀篆

埔坪堡文興樓 

【漳州—詔安客】 

漳州市詔安縣秀篆鎮埔

坪村 

乾隆初葉渡臺

定居本地。 
《員林鎮志》(2010)，頁 674-676。 

1.游氏族譜編輯委員會

(1988)。 

2.《員林鎮志》(2010)，頁

674-675。 

 
013 游(宗賜派

下) 

漳州府詔安縣二都秀篆

埔坪堡文興樓 

【漳州—詔安客】 

漳州市詔安縣秀篆鎮埔

坪村 

乾隆初葉渡臺

定居本地。 
《員林鎮志》(2010)，頁 674-676。 

1.游氏族譜編輯委員會

(1988)。 

2.《員林鎮志》(2010)，頁

674-675。 

崙仔厝 
014 游(進忍派

下) 

漳州府詔安縣二都秀篆

埔坪堡文興樓 

【漳州—詔安客】 

漳州市詔安縣秀篆鎮埔

坪村 
康熙末年 

劉松壽，〈拓殖員林鎭〉，《台灣源

流》，27、28 期合訂（台中，2004 

年 9 月），頁 56~75。 

何金賜主編，《台灣游氏族譜》，

頁 24，72-73，78-79。 

第六世游宗寶（保）為始

祖，第 11 世游進忍首先

入墾 

庄內底 
015 游(維將派

下) 

漳州府詔安縣二都秀篆

埔坪堡磜下 

【漳州—詔安客】 

漳州市詔安縣秀篆鎮埔

坪村→大村北勢庄→本

地 

乾隆 34 年 

1.何金賜主編，《台灣游氏族

譜》，頁系 114-117，140-141。 

2.《員林鎮志》(2010)，頁 676。 

王游 

 
016 游(文佈、

國鋦派下) 

漳州府詔安縣二都秀篆

埔坪堡磜下 

【漳州—詔安客】 

漳州市詔安縣秀篆鎮埔

坪村 
乾隆中葉 

1.何金賜主編，《台灣游氏族

譜》，頁系 114-117，140-141。 

2.《員林鎮志》(2010)，頁 676。 

王游，10 世游文佈、12

世游國鋦渡台 

南

興

里 

南平庄 
017 楊(元良派

下房) 

漳州府 

暫歸【漳州閩】 
漳州市 

約 1800 年左

右渡臺。 

1.《員林鎮志》(2010)，頁 680。 

2.邱美都(2006)，頁 46-47。 

1.渡臺祖為漳州 12 世

祖，皆玉為 13 世祖。 

2.祖堂：弘農堂。3.本鎮

的外省籍人士大部分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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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該里 

南平庄 018 黃(昇派下) 

興化府莆田→(廣東南雄

岡州？→？→)漳州府詔

安縣二都隆(龍之誤)乾堡

陳坑 

【漳州—詔安客】 

漳州府詔安縣霞葛鎮五

通村陳坑 

1743 年前後渡

臺定居本地。 

1.黃振琅主編(1989)：《(埤腳)五通

宮史略》，彰化：五通宮管理委員

會，頁 38。 

2.邱美都(2006)：《濁水溪平原的

員林—穿越南平庄》，彰化：彰化

縣文化局，頁 36-39。 

1.黃昇為詔安五通黃姓始

祖。 

2.祖堂：江夏堂。 

3.南興與南平為大村新興

村五通宮五顯大帝之四

帝祭祀角頭。 

南

平

里 

楊厝 
019 楊(元良派

下) 

漳州府 

暫歸【漳州閩】 
漳州市 1800 年 

1.《員林鎮志》(2010)，頁 680。 

2.邱美都(2006)，頁 46-47。 

開基祖為 12 世楊元良，

來台祖為 13 世楊皆玉。 

與埔心弘農堂派系相近 

下庄 
020 黃(博明派

下) 

漳州府詔安縣龍（隆）乾

保二都陳坑 

【漳州—詔安客】 

漳州府詔安縣霞葛鎮五

通村陳坑→溪湖三塊厝

竹圍仔 

1743 年 

1.《員林鎮志》(2010)，頁 668-669。 

2.黃振琅主編(1989)，頁 38。 

3.邱美都(2006)，頁 36-39。 

1.渡臺祖黃博明為詔安五

通 11 世祖。12 世黃端雲

渡台，與湖水坑同宗 

2.祖堂：江夏堂。 

 021 張姓  
饒平縣三饒鄉馬崗鄉 

暫歸【潮州閩】 

潮州市饒平縣三饒鎮馬

崗村→埔心瓦窯厝→廣

寧廟虎頭門→本地 

 
邱美都《穿越南平庄》，2006，頁

44 
 

馮厝 022 馮(公派下) 

漳州府海澄縣石碼與海

澄一帶 

【漳州閩】 

漳州市龍海市石碼鎮與

海澄鎮一帶→鹿港馮厝

(今稱謝厝)→和美→彰化

市八卦山下→本地 

1790 年左右渡

臺。 

1.邱美都(2006)，頁 32-35。 

2.《員林鎮志》(2010)，頁 682。 

1.渡臺祖馮公

（1742-1797）。 

2.祖堂：聖和堂，奉祀馮

氏祖先和馮厝媽祖。 

3.堂號始平 

賴厝 
023 賴(華俊派

下) 

漳州府平和縣心田鄉 

【漳州閩】 

漳州市平和縣坂仔鎮心

田村→大村大橋村→本

約 1720 年代

渡臺，清末定

1.心田賴氏淵源志編委會

(1994)：《心田賴氏淵源志》。 

1.渡臺祖賴華俊為平和心

田 11 世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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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居本地。 2.《員林鎮志》(2010)，頁 677。 

3.邱美都(2006)，頁 40-43。  

2.祖堂：德昌堂。 

新

生

里 

員林街

(竹篾

店) 

024 張(娘生派

下) 

潮州府饒平縣上饒坑邊

鄕 

【潮州—饒平客】 

潮州市饒平縣上饒鎮上

善坑前管理區坑邊村 
 《員林鎮志》(2010)，頁 663。 

開基祖張娘生為上饒坑

邊 14 世祖。 

三

義

里 

惠來街 
029 游(國鋦派

下) 

漳州府詔安縣二都秀篆 

【漳州—詔安客】 

漳州市詔安縣秀篆鎮埔

坪村 
乾隆中葉入墾 

1.何金賜主編，《台灣游氏族

譜》，頁系 114-117，140-141。 

2.《員林鎮志》(2010)，頁 676 

王游，10 世游文佈、12

世游國鋦清初渡台 

員林街

(竹篾

店) 

030 洪姓 
泉州府同安縣 

【泉州閩】 

廈門市或金門縣→？→

本地 

定居本地超過

150 年。 

洪氏族譜編纂委員會(1964)：《洪

氏族譜》，彰化：新生出版社，16

章人事簡介 150-151。 

 

和

平

里 

員林街 
025 盧(仕通派

下) 

漳州府長泰縣青洋社 

【漳州閩】 

漳州市長泰縣坊洋鎮青

陽村(該村為盧姓聚居之

地) 

約康熙末年渡

臺。 

盧俊華(1972)：《盧氏大族譜》，臺

中：創譯出版社，頁系 54、人

180、索 10-11。 

渡臺祖盧仕通為長泰 11

世祖。 

中

山

里 

員林街

(竹廣

市) 

026 黃(日高派

下) 

漳州府詔安縣 

暫歸【漳州—詔安客】 
漳州市詔安縣或東山縣  《員林鎮志》(2010)，頁 668。 

渡臺祖黃日高為詔安 14

世祖。 

菜園內 
027 江(涵和派

下) 

汀州府永定縣高頭鄉 

【永定客】 

龍岩市永定縣高頭鄉→

永靖竹子村竹仔腳→本

地 

 《員林鎮志》(2010)，頁 671-672。 

北山房派下第 19 世裔;./0

孫，渡臺祖江涵和為永定

高頭北山房 19 世祖，本

地開基祖江懷良為 24 世。 

菜園內 
028 曾(傳經派

下) 

潮州府海陽縣 

【潮州閩】 

潮州市湘橋區或潮安縣

→員林廣寧宮廟口→本

地 

嘉慶到道光年

間 
《員林鎮志》(2010)，頁 681。 

渡臺祖曾傳經為海陽 22

世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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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

來

里 

惠來厝 
031 張(正一派

下) 

潮州府饒平縣上饒坑邊

鄕 

【潮州—饒平客】 

潮州市饒平縣上饒鎮上

善坑前管理區坑邊村→

大饒→本地 

1797 年渡臺。 
1.賴閔聰(2003)。 

2.《員林鎮志》(2010)，頁 663。 

渡臺祖張克寧為張正一

派下 14 世祖傳子梯雲、

景星、月明、日通、武西、

天泉、滿堂等 7 房。 

 

 
032 詹(時埰派

下) 

潮州府饒平縣元歌都三

饒鄉 

暫歸【潮州—饒平客】 

潮州市饒平縣三饒鎮一

帶→竹塘鄉九塊厝→本

地 

 

詹春光、廖德福主編(1972)：《詹

氏族譜》，臺中：創譯出版社，頁

系 61、人 205。 

渡臺祖詹時埰為饒平 15

世祖。 

打石巷 

033 朱(天壽/天

海派下) 

饒平客 

潮州府饒平縣上饒埔坪

區黃沙坑(老虎坑)朱厝樓 

【潮州—饒平客】 

潮州市饒平縣上饒鎮埔

中村埔坪 

1727 年渡臺定

居本地。 

1.新竹市朱姓宗親會(1999)：《朱

姓大族譜》，頁 180、329。 

2.《員林鎮志》(2010)，頁 679。 

渡臺媽朱絅文妻郭氏為

饒平 16 世祖，攜二子天

壽(又名子慶)與天海(又

名子漢)渡臺。 

溝

皂

里 

 
034 張(永(應)

和派下) 

潮州府饒平縣上饒坑邊

鄕 

【潮州—饒平客】 

潮州市饒平縣上饒鎮上

善坑前管理區坑邊村→

埔心瓦窯→大饒火燒庄

→本地 

1720 年渡臺，

1722 年遷居大

饒火燒庄。 

1.賴閔聰(2003)。 

2.《員林鎮志》(2010)，頁 663。 

3.吳正龍、陳淑君(2009)。 

4.邱美都(2007)，頁 72。 

1779 年立張氏家廟有慶

堂位於溝皂巷 9 號，主祀

饒平邊坑 4 世祖張端肅及

5 世鎮江 1865 年成立鎮江

田業。 

 
035 張(輯徽派

下) 

潮州府饒平縣上饒坑邊

鄕 

【潮州—饒平客】 

潮州市饒平縣上饒鎮上

善坑前管理區坑邊村 

約 1840 年渡

臺定居本地。 

1.賴閔聰(2003)。 

2.吳正龍、陳淑君(2009)。 

3.《員林鎮志》(2010)，頁 663。 

1.渡臺祖張輯徵屬饒平邊

坑 11 世祖。 

2.祖堂：有慶堂張氏家

廟。 

 
036 張(高陽派

下) 

潮州府饒平縣上饒坑邊

鄕 

【潮州—饒平客】 

潮州市饒平縣上饒鎮上

善坑前管理區坑邊村 
 

1.賴閔聰(2003)。 

2.蔡涵卉(2010)，頁 18。 

渡臺祖張高陽屬饒平邊

坑 13 世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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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7 張(實者派

下) 

潮州府饒平縣上饒坑邊

鄕 

【潮州—饒平客】 

潮州市饒平縣上饒鎮上

善坑前管理區坑邊村 
 

1.賴閔聰(2003)。 

2.邱美都(2007)，頁 72。 

3.《員林鎮志》(2010)，頁 663。 

渡臺祖張實者屬饒平邊

坑 11 世祖。 

 
038 張(特徽派

下) 

潮州府饒平縣上饒坑邊

鄕 

【潮州—饒平客】 

潮州市饒平縣上饒鎮上

善坑前管理區坑邊村 
 

1.賴閔聰(2003)。 

2.邱美都(2007)，頁 72。 

3.《員林鎮志》(2010)，頁 663。 

渡臺祖張特徽(卓徽)屬饒

平邊坑 11 世祖。 

 
039 張(孟浩派

下) 

潮州府饒平縣上饒坑邊

鄕 

【潮州—饒平客】 

潮州市饒平縣上饒鎮上

善坑前管理區坑邊村 
 賴志彰編(1994)，頁 154。 

渡臺祖張孟浩屬饒平邊

坑 14 世祖。祖堂清河堂。 

 
040 林(世彰派

下) 

漳州府詔安縣五都坑底

城(目前改名康美城)樓外 

【漳州閩】 

漳州市東山縣康美鎮康

美村→梧棲港登陸→本

地 

乾隆初年 《員林鎮志》(2010)，頁 672。 13 世林善來台 

中

央

里 

後壁厝 
041 張端肅派

下 

潮州府饒平縣上饒坑邊

鄕 

【潮州—饒平客】 

潮州市饒平縣上饒鎮上

善坑前管理區坑邊村 
 《員林鎮志》，2010，頁 662。 

坑邊二房 

張日明、應華、誠者派下 

頭前厝 
042 張(宗壯/宗

總派下) 

潮州府饒平縣上饒坑邊

鄕 

【潮州—饒平客】 

潮州市饒平縣上饒鎮上

善坑前管理區坑邊村 
 

1.賴閔聰(2003)。 

2.《員林鎮志》(2010)，頁 663。 

渡臺祖張宗壯/宗維/宗總

屬饒平邊坑 12 世祖。 

田中央

巷 

043 張(永(應)

和派下) 

潮州府饒平縣上饒坑邊

鄕 

【潮州—饒平客】 

潮州市饒平縣上饒鎮上

善坑前管理區坑邊村→

埔心鄉瓦南村(瓦窯)→大

饒里(火燒庄)→本地 

1720 年渡臺，

1722 年遷居大

饒火燒庄。 

1.賴志彰編(1994)，頁 154。 

2.《員林鎮志》(2010)，頁 663。 

渡臺祖張永和為上饒坑

邊 10 世祖，本地開基祖

為 11 世張海業(文藏，永

和三子)。 

田中央

巷 

044 黃(可六派

下) 

潮州府饒平縣小榕社斗

香裡 

【潮州閩】 

潮州市饒平縣浮山鎮東

洋村→社頭埤斗→本地 
康熙末年 

1.邱美都、楊銘欽(2007)，頁 33。 

2.《員林鎮志》(2010)，頁 669。 

3.黃氏大族譜編輯委員會編，《黃

六房黃秀坤移住中央里

田中央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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氏大族譜》（彰化：輿文出版社，

1973）。 

詹厝厝 
045 張(旺徽派

下) 

潮州府饒平縣上饒坑邊

鄕 

【潮州—饒平客】 

潮州市饒平縣上饒鎮上

善坑前管理區坑邊村 
 

1.賴閔聰(2003)。 

2.《員林鎮志》(2010)，頁 663。 

渡臺祖張旺徽屬饒平邊

坑 11 世祖。 

三

多

里 

      
原本是農田，所以沒有世

居宗族。 

三

信

里

  

十七份 046 賴姓 
漳州府平和縣心田 

【漳州閩】 

漳州市平和縣坂仔鎮心

田村 
 

102.07.03 訪問賴耀松(90 歲)表示

十七份賴姓分水頭與水尾，賴姓

祖籍為漳州心田 

 

三

愛

里 

      
原本是農田，所以沒有世

居宗族。 

三

橋

里 

 047 江(癸派下) 

漳州府詔安縣二都秀篆

埔坪保江屋 

【漳州客】 

詔安縣秀篆鎮 不詳 

江垣提供，《江氏族譜》（手抄本）。 

邱美都《員林三塊厝》，2009，頁

19 

來台祖不詳 

12 世江永生與居源潭里

江永愛為兄弟 

 
048 賴(樸園派

下) 

漳州府平和縣心田【漳州

閩】 

漳州市平和縣坂仔鎮心

田村 
乾隆中葉 

賴兩提供，〈大村賴氏家譜〉（中

研院台史所藏，1993）。 
 

風鼓手 
049 賴(華俊派

下) 

漳州府平和縣心田【漳州

閩】 

漳州市平和縣坂仔鎮心

田村→大村大橋村→本

地 

清初 

1.《員林鎮志》，2010。 

2.賴亞里製，〈員林鎮三橋里賴公

世錦派下家譜〉  

11 世祖賴華俊攜帶 13 

世賴宗蓉渡台，為平和心

田 11 世祖，晚清時期部

分遷本地，世錦為 14 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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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

美

里 

員林街 
050 張(運昌派

下) 

潮州府饒平縣上饒坑邊

鄕 

【潮州—饒平客】 

潮州市饒平縣上饒鎮上

善坑前管理區坑邊村 
 

1.賴閔聰(2003)。 

2.《員林鎮志》(2010)，頁 663。 

渡臺祖張運昌屬饒平邊

坑 12 世祖。 

新

興

里 

 
051 石(仕行派

下) 

漳州府漳浦縣月嶼社 

【漳州閩】 

漳州市漳浦縣赤湖鎮月

嶼村→社頭張厝村→本

地 

17360 年渡

臺，約 1830

年遷居本地。 

1.廖慶章編(1971)：《石氏族譜》。 

2.《員林鎮志》(2010)，頁 682。 

渡臺祖石名歲(父石仕行)

為漳浦 11 世祖；本地開

基祖為 13 世石文龍。 

光

明

里 

余厝 
052 余(日華派

下) 

潮州府海陽縣 

【潮州閩】 
潮州市潮安縣或湘橋區  

林澤田總編《員林鎮志》，2010。

-第 18 世余瑞坤口述 

10 世祖遷來本 

地，至今已傳至 21 世 

員林街 
053 徐(士聯派

下) 

江蘇省海州府東海縣 

【其他】 

江蘇省連雲港市區或東

海縣 
1767 年渡臺。 

徐悅堂主編(1984)：《徐氏大宗

譜》，臺北：徐氏大宗譜編印館，

頁 600。 

渡臺祖為江蘇海州府東

海縣 14 世祖。 

中

正

里 

東勢庄 
054 賴樸園派

下 

漳州府平和縣心田 

【漳州閩】 

漳州市平和縣坂仔鎮心

田村→大村→本地 
乾隆中葉 《員林鎮志》(2010)，頁 678。  

員林街 
055 黃(國良派

下兆賢房) 

潮州府饒平縣港墘鄉南

門內 

【潮州閩】 

潮州市饒平縣黃岡鎮港

墘村 
 

1.黃哲門編(1994)：《黃氏族譜》。 

2.莊吳福主編(1969)：《黃氏大族

譜》，臺中：創譯出版社，頁系

94、96。 

渡臺祖黃國良為饒平 13

世祖。長子兆慶北遷楊

梅，次子兆賢留居員林下

林仔街。 

黎

明

里 

 
056 劉(一符派

下) 

漳州府南靖縣施洋圩後

田保劉厝 

【漳州閩】 

漳州市南靖縣書洋鄉田

中村→田中鎮劉厝→本

地 

 楊緒賢(1980)，頁 213。  

朱厝 
057 朱(天壽/天

海派下) 

潮州府饒平縣元歌都嶺

腳社黃沙坑上饒朱厝樓 

【潮州—饒平客】 

潮州市饒平縣上饒鎮埔

中村埔坪 

雍正 5 年

（1727） 

莊序平主編，《朱莊嚴氏大族譜》

（台中：台中朱莊嚴姓宗親會，

1974），頁 58-59。 

第 16 世祖絅文之妻郭貞

靜攜子朱天壽、朱天海來

台 

員林街

(埆頭

058 張(正一派

下) 

潮州府饒平縣上饒坑邊

鄕 

潮州市饒平縣上饒鎮上

善坑前管理區坑邊村→
1797 年渡臺。 

1.賴閔聰(2003)。 

2.《員林鎮志》(2010)，頁 663。

渡臺祖張克寧為張正一

派下 14 世祖傳子梯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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厝) 【潮州—饒平客】 大饒→本地 3.林衡道，〈員林張姓克寧公派下

的系譜〉頁 14-15。 

景星、月明、日通、武西、

天泉、滿堂等 7 房。 

民

生

里 

員林街

(埆頭

厝) 

059 張(克寧(鵬

程)派下) 

潮州府饒平縣上饒坑邊

鄕 

【潮州—饒平客】 

潮州市饒平縣上饒鎮上

善坑前管理區坑邊村→

大饒→本地 

 《員林鎮志》(2010)，頁 663。 北邊第一市場其餘農地 

四平街 
060 詹(時謹派

下) 

潮州府饒平縣元歌都三

饒鄉 

暫歸【潮州—饒平客】 

潮州市饒平縣三饒鎮一

帶 
 

詹玉柱、詹仁道主編，《詹氏族

譜》，彰化縣詹氏宗親會發行，

1993，頁 16-19。 

18 世(二房)其森後代 

東

和

里 

高厝 061 高姓 
漳州府平和縣大溪 

【漳州客】 
漳州市平和縣大溪鎮 乾隆 

施添福，《台灣地名辭書》卷 11，

頁 271。 

高醮榕提供，《高氏族譜》（自印

本）；高健三編，《渤海高氏族譜》

（台北：高氏族譜編纂委員會，

1965），頁 68-76。 

渤海堂 

大東門 
062 江(玉山派

下) 

漳州府平和縣大溪江寨 

【漳州客】 

漳州市平和縣大溪鎮江

寨村 
 《員林鎮志》(2010)，頁 671。 

渡臺祖江玉山為大溪江

寨 13 世祖。 

大

明

里 

庄尾 
063 張(本吉派

下) 

廣東省饒平縣元歌都蓮

塘社葵坑鄉烏石樓 

暫歸【潮州—饒平客】 

潮州市饒平縣新豐鎮上

葵村烏石樓 
康熙末年 

1.賴閔聰（2003）。 

2.邱美都(2007)，頁 117。 

3.蔡涵卉(2010)：《彰化縣潮州人

聚集的音樂團體調查研究》，南華

大學民族音樂系碩士論文，頁 18。 

4.《員林鎮志》(2010)，頁 664-665。 

1.渡臺祖張本吉，在員林

鎮志記為張本源。 

2.張氏家廟：追遠堂(葵坑

派所使用的堂號，1908

設)。 

大路畔 
064 張(宗維派

下) 

潮州府饒平縣上饒坑邊

鄕 

【潮州—饒平客】 

潮州市饒平縣上饒鎮上

善坑前管理區坑邊村 

康熙末年渡

臺。 
吳正龍、陳淑君(2009)。 

坑邊二房 

渡臺祖張宗維屬饒平邊

坑 12 世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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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笱埤

庄 

065 張(永(應)

和派下) 

潮州府饒平縣上饒坑邊

鄕 

【潮州—饒平客】 

潮州市饒平縣上饒鎮上

善坑前管理區坑邊村 

康熙末年渡

臺。 

1.吳正龍、陳淑君(2009)。 

2.《員林鎮志》(2010)，頁 663。 
 

半路厝 
066 劉(一選/一

符)派下 

漳州府南靖縣施洋圩後

田保劉厝 

【漳州閩】 

漳州市南靖縣書洋鎮田

中村→田中鎮劉厝→本

地 

乾隆年間 

1.莊吳玉圖(1992)，頁 79-81。 

2.《員林鎮志》(2010)，頁 190。 

3.劉守金等編，《彭城堂劉氏大宗

譜》（桃園：百族姓譜社，1987），

頁 206-213。 

第 11 世祖劉一選，芳山

堂和芳文堂公廳。 

圳尾仔 
067 劉(一奎派

下) 

漳州府南靖縣施洋圩 

【漳州閩】 

漳州市南靖縣書洋鎮→

社頭鄉橋頭村→本地 
 《員林鎮志》，2010，頁 190。  

大

饒

里 

火燒庄

南門外 

068 張(永(應)

和派下) 

潮州府饒平縣上饒坑邊

鄕 

【潮州—饒平客】 

潮州市饒平縣上饒鎮上

善坑前管理區坑邊村→

埔心鄉瓦南村(瓦窯)→本

地 

康熙 59 年

（1720） 

《員林鎮志》，2010，頁 663。 

《萬年火燒庄》，頁 44 

坑邊大房 

張剛直、張應和、張文敞 

張姓比例 78.8% 

1797 年有義堂派下 14 世

張鵬程來台，講潮州話 

火燒庄 

069 張(子華派

下希遠、希強

房) 

潮州府饒平縣上饒坑邊

鄕 

【潮州—饒平客】 

潮州市饒平縣上饒鎮上

善坑前管理區坑邊村 

1720 年渡臺定

居本地。 

1.吳正龍、陳淑君(2009)。 

2.邱美都(2007)：《萬年火燒庄》，

彰化：彰化縣文化局，頁 28。 

3.《員林鎮志》(2010)，頁 663。 

1.渡臺祖張子華(諡剛直)

為上饒坑邊 10 世祖，返

原鄉未歸，至其孫張希

遠、張希強時渡臺至火燒

庄發展。 

2.張氏宗祠：有義堂(1902

設立)。 

火燒庄 
070 張(文敞派

下) 

潮州府饒平縣上饒坑邊

鄕 

【潮州—饒平客】 

潮州市饒平縣上饒鎮上

善坑前管理區坑邊村 

1720 年渡臺定

居本地。 

1.吳正龍、陳淑君(2009)。 

2.《員林鎮志》(2010)，頁 663。 

渡臺祖張文敞為上饒坑

邊 10 世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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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燒庄 
071 張(友經派

下) 

潮州府饒平縣上饒坑邊

鄕 

【潮州—饒平客】 

潮州市饒平縣上饒鎮上

善坑前管理區坑邊村 

1720 年渡臺定

居本地。 

1.吳正龍、陳淑君(2009)。 

2.《員林鎮志》(2010)，頁 663。 

渡臺祖張友經(諡剛儉)為

上饒坑邊 10 世祖。 

 
072 張(宗維派

下) 

潮州府饒平縣上饒坑邊

鄕 

【潮州—饒平客】 

潮州市饒平縣上饒鎮上

善坑前管理區坑邊村 
 

1.賴閔聰(2003)。 

2.《員林鎮志》(2010)，頁 663。 

渡臺祖張宗維屬饒平邊

坑 12 世祖。 

三

和

里 

三條圳 
073 張(雲從派

下) 

潮州府饒平縣上饒坑邊

鄕 

【潮州—饒平客】 

潮州市饒平縣上饒鎮上

善坑前管理區坑邊村 
 

1. 賴閔聰(2003)：《員林的福佬

客》，臺北：政治大學民族研究所

碩士論文。 

2. 中華綜合發展研究院應用史

學研究所(2010) ：《員林鎮志》，

彰化縣員林鎮公所，頁 663。 

渡臺祖張雲從屬饒平邊

坑 11 世祖。 

仁

愛

里 

員林街 
074 張(娘生派

下) 

潮州府饒平縣上饒坑邊

鄕 

【潮州—饒平客】 

潮州市饒平縣上饒鎮上

善坑前管理區坑邊村 
 

1.賴閔聰(2003)。 

2.《員林鎮志》(2010)，頁 664。 

渡臺祖張娘生屬饒平邊

坑 14 世祖。 

忠

孝

里 

員林街

(埆頭

厝) 

075 張(特徽派

下) 

潮州府饒平縣上饒坑邊

鄕 

【潮州—饒平客】 

潮州市饒平縣上饒鎮上

善坑前管理區坑邊村 

康熙末年入墾

本地。 

1.賴閔聰(2003)。 

2.《員林鎮志》(2010)，頁 663。 

渡臺祖張特徽(又名卓徽)

屬饒平邊坑 11 世祖。 

 
076 張(張(文熜

(濟魁)派下)) 

潮州府饒平縣上饒坑邊

鄕 

【潮州—饒平客】 

潮州市饒平縣上饒鎮上

善坑前管理區坑邊村 
 

1.賴閔聰(2003)。 

2.《員林鎮志》(2010)，頁 664。 

渡臺祖張文聰為上饒 11

世祖屬饒平邊坑。14 世張

元養遷居本地。 

三

條

里 

江厝、

新厝 
077 江(紐派下) 

漳州府平和縣大溪社榕

林樓 

【漳州客—平和】 

漳州市平和縣大溪鎮江

寨榕林→水上鄉大堀村

竹仔腳→鎮興里三塊厝

→本地 

康熙年渡臺，

1752 年遷居鎮

興里三塊厝，

再遷本地。 

1. 賴志彰編(1994)：《彰化民

居》，彰化：彰化縣立文化中心，

頁 147。 

2.洪桂己總編(1989)，頁 334。許

慶陽堂總祠 

渡臺祖江紐(諡篤厚，父江

包，又名弼)為平和大溪

14 世祖，生 9 子，公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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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姬、3.江宏霖編（2003）：《濟

陽江氏族譜》（手抄本）；江炎進

提供，〈鴻溪台灣衍派沿革誌〉。 

江九合。）。江包與江東

興為兄弟 

張厝 

078 張(端肅派

下) 

(應隆派下) 

潮州府饒平縣上饒鄉坑

邊村 

【潮州—饒平客】 

潮州市饒平縣上饒鎮上

善坑前管理區坑邊村→

埔心→本地 

  

坑邊二房 

12 世到三條圳庄。雲

從、日明派下 

 
079 張(文熜(濟

魁)派下) 

潮州府饒平縣上饒坑邊

鄕 

【潮州—饒平客】 

潮州市饒平縣上饒鎮上

善坑前管理區坑邊村 

1775 年渡臺定

居本地。 

1.賴閔聰(2003)。 

2.邱美都(2007)，頁 81。 

3.《員林鎮志》(2010)，頁 664。 

渡臺祖張文聰為上饒 11

世祖，長子宗堌留守原

鄉，攜宗墒、宗坦、宗增

三子渡臺。1791 年向賴祿

購水田七分為屋地，逐漸

發展。13 世勤福派下留居

本地。 

 080 江鄭姓 
漳州府龍溪縣 

【漳州閩】 

漳州市市區或龍海市或

華安縣→埤頭鄉新庄村 
 

1.賴志彰編(1994)，頁 149。 

2.洪桂己總編(1989)，頁 334。 

1.為埤頭鄉鄭葛所傳，鄭

葛與妻陳氏育有 3 子，鄭

葛死後，妻攜 3 兒改嫁江

鈕，三子均更姓為江。 

2.祖堂：慶豐堂。 

 
081 許(江遊派

下) 

泉州府南安縣 

【泉州閩】 
泉州市南安市  

許化周主編(1969)：《許氏大族

譜》，臺中：臺光文化出版社，頁

系 129。 

開基祖許江遊為南安 17

世祖。 

萬

年

里 

萬年 
082 張(文熜派

下) 

潮州府饒平縣坑邊鄉 

【潮州—饒平客】 

潮州市饒平縣上饒鎮上

善坑前管理區坑邊村→

三條圳庄田中央→萬年 

乾隆 40 年

（1775） 
邱美都，《萬年火燒庄》，頁 81 

11 世張文熜（諱濟魁）來

台 

張端肅派下，有慶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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圳心 
083 呂(如璋派

下) 

汀州府上杭縣→永定縣

金豐里→漳州府南靖縣

施洋社龍潭樓 

【漳州閩】 

漳州市南靖縣書洋鎮呂

厝村→社頭湳雅→本地 

康熙末年渡

臺，1730 年呂

如璋再攜 6 子

渡臺。 

1.盧俊華主編(1967)：《呂姓大宗

譜》臺中：呂姓大宗譜編輯委員

會，頁系 11。 

2.《員林鎮志》(2010)，頁 682。 

渡臺祖呂如璋，屬書洋開

基祖呂良簠派下 10 世

祖，生 6 子：欣、興、理、

質、來、冬，本地開基祖

為呂質派下的 17 世呂石。 

榕仔腳

（松仔

腳） 

084 張(宗社派

下) 

潮州府饒平縣上饒坑邊

鄕 

【潮州—饒平客】 

潮州市饒平縣上饒鎮上

善坑前管理區坑邊村 
 

1.賴閔聰(2003)。 

2.《員林鎮志》(2010)，頁 663。 

渡臺祖張宗社屬饒平邊

坑 12 世祖。 

劉厝 
085 劉(志樂派

下) 

漳州府南靖縣施洋圩 

【漳州閩】 

漳州市南靖縣書洋鎮→

浮圳里圳仔頭→本地 
 

張碧霞《東山保》，2009，頁 96。 

《員林鎮志》，2010，頁 186。 

九世劉志樂《東山保》 

和社頭湳雅劉姓同源《員

林鎮志》， 

溝外 
086 詹(義友派

下) 

潮州府饒平縣元歌都三

饒鄉 

暫歸【潮州—饒平客】 

潮州市饒平縣三饒鎮一

帶 

康熙末年渡

臺。 

1.詹春光、廖德福主編(1972)，頁

序 42、系 104、人 251-261。 

2.賴志彰(1997)，頁 40、65。 

1.詹志道與義友兄弟一起

渡臺，義友無傳，由詹志

道獨子信烈承嗣，而後分

為兩支派。 

2.祖堂：義友公宗祠。 

西

東

里 

浮圳仔

尾 

087 張(謙和派

下) 

潮州府饒平縣三饒馬崗

鄉 

暫歸【潮州閩】 

潮州市饒平縣三饒鎮馬

崗村→埔心義民村→本

地 

 
1.《員林鎮志》，2010。 

2.賴閔聰(2003)。 
十五世球耳遷本地 

浮圳仔

尾 

088 黃(日高派

下) 

漳州府詔安縣 

暫歸【漳州—詔安客】 

漳州市詔安縣或東山縣

→中山里竹廣市→本地 
 《員林鎮志》(2010)，頁 668。 

1.渡臺祖黃日高為詔安 14

世祖，本地開基祖黃江松

為 16 世。 

2.祖堂：江夏堂。 

後白鷺

鷥厝 

089 林(世彰派

下) 

漳州府詔安縣五都坑底

城(目前改名康美城)樓外 

漳州市東山縣康美鎮康

美村→梧棲港登陸→本
乾隆初年 《員林鎮志》(2010)，頁 672。 與南東里林厝同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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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漳州閩】 地 

 090 江(癸派下) 

漳州府詔安縣二都秀篆

埔坪保江屋 

【漳州—詔安客】 

漳州市詔安縣秀篆鎮埔

坪村 
不詳 江垣提供，《江氏族譜》（手抄本）。 

來台祖不詳 

12 世江永愛遷居源潭里 

內湖仔 091 張姓 

潮州府饒平縣三饒馬崗

鄉 

暫歸【潮州閩】 

潮州市饒平縣三饒鎮馬

崗村 
 賴閔聰(2003)。  

浮

圳

里 

浮圳 
092 賴(樸園派

下) 

漳州府平和縣心田→大

村→本地 

【漳州閩】 

漳州市平和縣坂仔鎮心

田村 
乾隆中葉  本里大部分為江姓 

圳仔頭 
093 劉(志樂派

下) 

漳州府南靖縣施洋圩 

【漳州閩】 
漳州市南靖縣書洋鎮  張碧霞《東山保》，2009，頁 96  

圳仔東 
094 江(東興派

下) 

汀州府永定縣高頭→漳

州府平和縣大溪榕林 

【漳州客—平和】 

漳州市平和縣大溪鎮江

寨村榕林→鎮興里東山

三塊厝→本地 

1744 年渡臺。 

1.江煌輝(1996)：《江東興公族

譜》，彰化：江東興公支譜編輯

會。 

2.2011/10/09 訪江演義先生(68

歲)。 

1.平和大溪榕林 13 世祖

江東興妻劉氏攜五子三

孫渡臺。 

2.祖堂：長庚(tiang kenn)

堂，為大房所居。 

圳仔西 
095 江(東興派

下) 

汀州府永定縣高頭→漳

州府平和縣大溪榕林 

【漳州客—平和】 

漳州市平和縣大溪鎮江

寨村榕林→鎮興里東山

三塊厝→本地 

1744 年渡臺。 

1.江煌輝(1996)：《江東興公族

譜》，彰化：江東興公支譜編輯

會。 

2.2011/10/09 訪江演義先生(68

歲)。 

 

學仔邸 
096 江(東興派

下) 

汀州府永定縣高頭→漳

州府平和縣大溪榕林 

漳州市平和縣大溪鎮江

寨村榕林→鎮興里東山
1744 年渡臺。 

1.江煌輝(1996)：《江東興公族

譜》，彰化：江東興公支譜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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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漳州客—平和】 三塊厝→本地 會。 

2.2011/10/09 訪江演義先生(68

歲)。 

劉厝 

097 劉(延魁派

下) 

  

潮州府海陽縣溪口鄉

(1376 年)→饒平縣揚康鄉 

【潮州閩】 

潮州市潮安縣磷溪鎮溪

口一村~五村等地→饒平

縣新豐鎮揚康區 

康熙末年渡

臺。 

1.劉天楨(1997)：《新竹縣枋寮雙

堂屋：瑞閣家乘》，頁 59。新竹：

劉學悟祭祀公業管理委員會。 

2.劉永富(1962)：《劉氏宗譜》，頁

67-102。 

渡臺祖劉延魁為饒平新

豐楊康 12 世祖。 

鎮

興

里 

黃厝 098 黃(紀派下) 
漳州府詔安縣五通鄉 

【漳州—詔安客】 

漳州市詔安縣霞葛鎮五

通村 
乾隆年間 《員林鎮志》(2010)，頁 667。 11 世祖黃紀 

江厝 
099 江(曾廣派

下) 

汀州府永定縣高頭→金

峰鄉里大溪村(應為金豐

里大溪鄉) 

【永定客】 

龍岩市永定縣大溪鄉大

溪村→彰化市犁頭店街

→本地 

道光 6 年

（1826） 

1.賴閔聰(2003)。 

2.《員林鎮志》(2010)，頁 671。 

開台祖江曾廣永定高頭

江八郎公派下北山房第

23 世子孫 

與永靖鄉竹子村江姓同

宗 

 
100 江(東興派

下) 

汀州府永定縣高頭→漳

州府平和縣大溪榕林 

【漳州客—平和】 

漳州市平和縣大溪鎮江

寨村榕林→浮圳→本地 

1744 年渡臺定

居本地。 

1.江煌輝(1996)：《江東興公族

譜》。 

2.賴志彰(1997)，頁 60。 

1.本地為江東興派下四房

所居。 

2.祖堂：長庚堂。 

 
101 江(純直、

純朴派下) 

漳州府平和縣新安里葛

布大溪江寨 

【漳州客—平和】 

漳州市平和縣大溪鎮江

寨村→芬園鄉崙仔尾→

本地 

乾隆年間 

1.賴志彰(1997)，頁 40。 

2.《員林鎮志》(2010)，頁 670-671。 

3. 施添福，《台灣地名辭書》，卷

11，頁 306。 

「種德堂」及「永德堂 

江潛(諡純直)/雄(是純朴)

兄弟為大溪江寨 17 世

祖，後返祖籍，子江日昇

續留。 

高厝 
102 高（純直派

下) 

漳州府平和縣大溪 

【漳州客—平和】 
漳州市平和縣大溪鎮  

1.《員林鎮志》(2010)，頁 677。 

2.陳國川主編(2004)，頁 339。 

第 5 及 15 鄰 

開台祖乃 14 世高純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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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號「平和」 

 103 石(光派下) 

龍岩縣長塔(1950 年左右

劃歸南靖縣書洋鎮)→漳

州市南靖縣永豐里吳宅

社 

【漳州閩】 

漳州市南靖縣船場鎮梧

宅村→田中鎮→南投縣

名間鄉→本地 

康熙末年渡

臺。 

1.廖慶章編(1971)：《石氏族譜》。 

2.《員林鎮志》(2010)，頁 682。 
 

崙

雅

里 

庄肚 
104 張(端肅派

下) 

潮州府饒平縣上饒坑邊

鄕 

【潮州—饒平客】 

潮州市饒平縣上饒鎮坑

前管理區坑邊鄕 
 《員林鎮志》，2010，頁 662-663。 

坑邊二房 

日明派下 

崙雅里張姓比例 77.8%，

黃姓 13.7%。 

 
105 張(愈者派

下) 

潮州府饒平縣上饒坑邊

鄕 

【潮州—饒平客】 

潮州市饒平縣上饒鎮坑

前管理區坑邊鄕 
 

1.《員林鎮志》(2010)，頁 663。 

2.賴閔聰(2003)。 

渡臺祖張愈者屬饒平邊

坑 11 世祖。 

 
106 張(應棟派

下) 

潮州府饒平縣上饒坑邊

鄕 

【潮州—饒平客】 

潮州市饒平縣上饒鎮坑

前管理區坑邊鄕 
 

1.《員林鎮志》(2010)，頁 663。 

2.賴閔聰(2003)。 

渡臺祖張應棟屬饒平邊

坑 11 世祖。 

庄肚底 
107 張(邦直派

下) 

潮州府饒平縣三饒馬崗

鄉 

暫歸【潮州閩】 

潮州市饒平縣三饒鎮馬

崗村 

約康熙年間渡

臺，乾隆、嘉

慶年間定居本

地。 

1.《員林鎮志》(2012)，頁 665。 

2.張碧霞(2006)：《濁水溪平原的

員林—番仔崙的鹹酸甜》，彰化：

彰化縣文化局，頁 105。 

3.吳正龍-員林地區饒平張姓分佈

與語言-張永鑫先生提供，《饒邑

堂張氏族譜》(手抄本，1983)。 

馬崗派九世張邦直，饒邑

堂公廳 

 108 張(瀛德派 潮州府饒平縣三饒馬崗 潮州市饒平縣三饒鎮馬 約乾隆、嘉慶 1.《員林鎮志》(2012)，頁 665。 馬崗派十一世張瀛德、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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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 鄉 

暫歸【潮州閩】 

崗村 年間渡臺定居

本地。 

2.張碧霞(2006)：《濁水溪平原的

員林—番仔崙的鹹酸甜》，彰化：

彰化縣文化局，頁 105。 

3.吳正龍-員林地區饒平張姓分佈

與語言-張永鑫先生提供，《饒邑

堂張氏族譜》(手抄本，1983)。 

二世張清書派下 

崙仔底 109 黃可六 

潮州府饒平小榮社厝斗

香里 

【潮州閩】 

潮州市饒平縣浮山鎮東

洋村→社頭鄉埤斗村→

本地 

康熙末葉 
張碧霞《番仔崙的鹹酸甜》2006，

頁 105 

開台祖為第 13 世祖黃可

六 

江夏堂（崙安堂五顯大

帝） 

尾厝 
110 張(廷耀派

下) 

汀州府寧化縣寨頭鄉中

琴堡→饒平縣三饒鄉馬

崗 

暫歸【潮州閩】 

福建省三明市寧化縣曹

坊鄉寨頭→潮州市饒平

縣三饒鎮馬崗村→鹿港

→本地 

乾隆 25 年

（1760） 

1.《員林鎮志》(2010)，頁 665。 

2.張碧霞(2006)，頁 105。 

馬岡派 

祖先張廷耀為齒德派下

第 12 世 

振

興

里 

挖仔 

111 林(周正/周

智兄弟派下) 

潮州閩 

潮州府饒平縣元歌都→

宣化都(今饒平柘林灣東

北岸到省界，北到新墟

鎮，南抵海岸)段上社四壁

嶺 

【潮州閩】 

潮州市饒平縣新墟鎮潘

段村四壁嶺 

約康熙末年渡

臺定居本地。 

1.林汀州主編(1969)：《林氏世大

族譜》，彰化：興文出版社，頁廣

36。 

2.《員林鎮志》(2010)，頁 672。 

林周正、林周智與張文

懇、張蘭仲、張世盛、何

勸、林秀茂、張卓(特)徽

等於乾隆年間，合股拓墾

挖仔庄。，分布於振興

里、出水里以及南投水

里。 

 
112 黃(潛善派

下) 

漳州府詔安縣 

暫歸【漳州—詔安客】 
漳州市詔安縣  邱美都、楊銘欽(2007)，頁 288。 

1 渡臺祖黃潛善為詔安 9

世祖(黃潛善為北宋末名

臣，被奉為詔安黃氏共

祖，本處頗存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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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祖堂：詔邑第。 

牛埔 
113 張(端肅派

下) 

潮州府饒平縣上饒鄉坑

邊村 

【潮州—饒平客】 

潮州市饒平縣上饒鎮上

善坑前管理區坑邊村 

道光十二年

(1832) 
《員林鎮志》，2010，頁 664。。 

十三世張孔壘開墾，稱大

厝內張 

水路巷 

114 謝(盛德派

下) 

漳州閩 

龍巖州 

【漳洲閩—龍巖】 

龍岩市新羅區→挖仔→

本地 

乾隆年間渡

臺。 
《員林鎮志》(2010)，頁 664。 

渡臺祖謝盛德為龍岩 12

世祖。 

 

犁壁山 
115 張(如和派

下) 

潮州府饒平縣上饒坑邊

鄕 

【潮州—饒平客】 

潮州市饒平縣上饒鎮上

善坑前管理區坑邊村 
乾隆年間渡臺 

1.陳國川主編(2004)，頁 359。 

2.《員林鎮志》，2010，頁 666。。 

 

坑邊派，開基主 9 世張如

和，康熙年間出生 

 116 張(仲派下) 

潮州府饒平縣烏石莊牛

肚社 

【潮州—饒平客】 

潮州市饒平縣上饒鎮西

片管區武石→(今湖水里)

→本地 

 《員林鎮志》(2010)，頁 666。 

來台祖 13 世張仲又名張

康)娶本地曹砌之女曹話

為妻，移居本地 

 
117 曹(文)誨派

下) 

漳州府平和縣安厚梧坑 

【漳洲閩】 

漳州市平和縣安厚鎮大

坑村梧坑→員林鎮東山

→本地 

乾隆中葉渡

臺，不久定居

本地。 

1.邱美都、楊銘欽(2007)，頁 292。 

2.2011/10/09 訪江演義先生(68

歲)。 

3.《員林鎮志》(2012)，頁 673。 

1.渡臺祖曹(文)誨為平和

梧坑 10 世祖。 

2.祖堂和邑堂或譙國堂。 

何厝 

118 何(欣、何

育派下) 

 

漳州府平和縣雲霄(1798

年分三縣之地設雲霄

廳，但以平和縣分出為多)

洋美鄉石勤 

【漳洲閩】 

漳州市雲霄縣馬鋪鄉洋

(楊)美村 
康熙末葉 

1.賴志彰(1997)，頁 23、62。 

2.邱美都、楊銘欽(2007)：《百果

山的春天》，彰化：員林鎮公所，

頁 285。 

11 世何欣與何 

育兄弟 

沈厝 119 沈(炎派下) 
漳州府詔安縣秀篆 

【漳州—詔安客】 
漳州市詔安縣秀篆鎮 

1835 年渡臺定

居本地。 

1.《員林鎮志》，2010，頁 681。 

沈樹篁編，《梅塘堂沈氏族譜》（自

渡臺祖沈炎為詔安秀篆

15 世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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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本，1988），頁 100-107。 

翁厝 120 翁(抱派下) 
興化府莆田縣 

【其他—莆田】 

莆田市市區(原莆田縣範

圍) 
道光年間 《員林鎮志》(2010)，頁 681-682。 

1.渡臺祖翁抱。 

2.祖堂：興郡堂。 

大厝內 
121 張(子永(朱

永)派下) 

潮州府饒平縣武石鄉 

【潮州—饒平客】 

潮州市饒平縣上饒鎮西

片管區武石→溝皂→本

地 

約於乾隆年間

渡臺，約於

1780 年遷居本

地。 

1.吳正龍、陳淑君(2009)：〈員林

地區饒平張姓分佈與語言特色〉

《台灣的語言方言分佈與族群遷

徙工作坊論文集（南部場）》，臺

中：臺中教育大學臺灣語文學

系。 

2.賴閔聰(2003)。 

3.《員林鎮志》(2010)，頁 663。 

4.賴志彰(1997)，頁 40、62。 

1.渡臺祖張子永為饒平上

饒烏石 10 世祖，同二子

文兆、文懇渡臺，張文懇

於乾隆年間，和林周正、

林周智、張蘭仲、張世

盛、何勸、林秀茂、張卓

徽等，合股拓墾挖仔庄。 

2.13 世祖張孔壘於 1832

年以張文墾公號向番仔

崙社番購得挖仔庄土

地，｢東至後路之牛埔，

西至前洋水溝，南至黃家

私人道路，北至張家道路

｣，建祖厝與宗祠，稱為

「大厝內張」。 

新厝 
122 張(金寨派

下) 

潮州府饒平縣清河邑馬

崗鄉 

暫歸【潮州閩】 

潮州市饒平縣三饒鎮馬

崗村 
 《員林鎮志》，2010，頁 665。 12 世張金寨 

菜公堂

(大邸) 

123 黃(可六派

下) 

潮州府饒平縣小榕社斗

香裡 

【潮州閩】 

潮州市饒平縣浮山鎮東

洋村→社頭埤斗→本地 
康熙末年 

1.賴志彰(1997)，頁 40、63。 

2.邱美都、楊銘欽(2007)：《百果

山的春天》，彰化：員林鎮公所，

鎮興宮座標：

120/35/52.423/57/4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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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 33、288。 

3.《員林鎮志》(2010)，頁 669。 

 124 黃(紀派下) 
漳州府詔安縣五通鄉 

【漳州—詔安客】 

漳州市詔安縣霞葛鎮五

通村 

乾隆年間渡

臺。 
《員林鎮志》(2010)，頁 680。 

渡臺祖黃紀(諡燕平)為詔

安五通 11 祖渡臺。 

大崙坑 
125 黃(邱端順

派下 

潮州府大埔縣 

【潮州客—大埔】 

梅州市大埔縣→埔心芎

蕉腳→本地 
 《員林鎮志》，2010，頁 669。 建有江夏堂 

東

北

里 

南邊田

頭 

126 賴(振宗派

下) 

漳州府平和縣心田鄉 

【漳洲閩】 

漳州市平和縣坂仔鎮心

田村→大村鄉美港村(田

洋村)→本地 

康熙年間 《員林鎮志》，2010，頁 678。 開台祖為 13 世賴振宗 

圳岸腳 
127 黃(定謀派

下) 

漳州府詔安縣二都龍乾

堡 

【漳州—詔安客】 

漳州市詔安縣霞葛鎮五

通村 

約康熙末年渡

臺定居本地。 
賴志彰編(1994)，頁 160。 

渡臺黃定謀為詔安 9 世

祖。祖堂江夏堂(山腳路 6

段 90 弄 254 號)。 

坑仔北 
128 曹 (師貴派

下) 

漳州府平和縣安厚梧坑 

【漳洲閩】 

漳州市平和縣安厚鎮大

坑村梧坑 
康熙中葉 

1.李乾朗、廖倫光(2010)：《彰化

縣歷史建築曹氏開台祖塋調查研

究暨修復計畫案》，彰化：彰化縣

文化局。 

2.賴志彰(1997)，頁 50。 

3.《員林鎮志》(2010)，頁 672。 

4.《員林鎮志》，2010。 

長房朝鎮、三房朝前 

 
129 曹(文益、

文貴派下) 

漳州府平和縣安厚梧坑 

【漳洲閩】 

漳州市平和縣安厚鎮大

坑村梧坑 

約道光年間渡

臺定居本地。 

1.《員林鎮志》(2010)，頁 674。 

2.李乾朗、廖倫光(2010)。 

1.渡臺祖曹文益/文貴兄

弟為平和梧坑 10 世祖。 

2.創堂號永利堂。 

廟仔後

(林厝) 

130 林(順德派

下) 

漳州府平和縣龍頭社 

【漳洲閩】 

漳州市平和縣安厚鎮龍

頭村 
乾隆中葉 

1.賴志彰(1997)，頁 39、53。 

2.陳國川主編(2004)，頁 327。 

渡臺祖林順德(林賢)為平

和 12 世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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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厝 
131 黃(敦直派

下) 

漳州府平和縣 

暫歸【漳州閩】 
漳州市平和縣 乾隆末葉 

1.賴志彰(1997)，頁 51。 

2.陳國川主編(2004)，頁 327。 

3.《員林鎮志》，2010，頁 668。 

12 世祖黃敦直妻吳迅偕

子黃質朴於來台 

中

東

里 

門樓內 
132 曹(朝鎮派

下) 

漳州府平和縣安厚梧坑 

【漳洲閩】 

漳州市平和縣安厚鎮大

坑村梧坑→員林北東里

山腳→本地 

康熙中葉 《員林鎮志》(2010)，頁 673。 

金鳳堂屬於曹應祿長房

朝鎮派下第 11 世士振

（1786-1842)所建 

大厝底 
133 曹(朝宰派

下) 

漳州府平和縣安厚梧坑 

【漳洲閩】 

漳州市平和縣安厚鎮大

坑村梧坑→員林東山庄

→本地 

康熙中葉 《員林鎮志》，2010，頁 673。 

曹應祿四房 

修德堂，朝宰房廷聰派下

第 10 世曹文風所建 

 
134 黃 (春景派

下) 

漳州府平和縣心田鄉 

【漳洲閩】 

漳州市平和縣坂仔鎮心

田村→大村黃厝村→本

地 

 
劉松壽(2000)：〈閩南人在員林〉，

《臺灣源流》，16 期，頁 67。 
 

南

東

里 

 
135 詹(時謹派

下) 

潮州府饒平縣元歌都三

饒鄉 

暫歸【潮州—饒平客】 

潮州市饒平縣三饒鎮  

詹玉柱、詹仁道主編，《詹氏族

譜》，彰化縣詹氏宗親會發行，

1993，頁 16-19。 

十八世(三房)運通後代 

圳岸腳 
136 林(順德派

下) 

漳州府平和縣龍頭社 

【漳洲閩】 

漳州市平和縣安厚鎮龍

頭村 
乾隆中葉 

1.林汀州主編(1969)：《林氏世大

族譜》，彰化：興文出版社，頁漳

43。 

2.賴志彰(1997)，頁 40。 

3.《員林鎮志》(2010)，頁 672。 

4.南東里「圳安宮廟史」 

10 世林順德（林賢）遷

台，第 16 世林闇由東北

里移居此地與地方江姓

和黃姓，以家宅奉祀的天

上聖母為主神，籌建「圳

安宮」 

江厝 
137 江(純直、

純朴派下) 

漳州府平和縣新安里葛

布大溪江寨 

【漳州客—平和】 

漳州市平和縣大溪鎮江

寨村 
乾隆初年 《員林鎮志》，2010，頁 670。 

1.種德堂 

2.南東、浮圳兩里 

3.渡臺祖江潛(諡純直)/雄

(是純朴)兄弟為大溪江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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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世祖，後返祖籍，子江

日昇續留。 

東山

(山腳) 

138 江(國光派

下) 

汀州府永定縣 

【永定客】 
龍岩市永定縣 

嘉慶年渡臺定

居本地。 
賴志彰編(1994)，頁 159。 

渡臺祖江國光為永定高

頭 22 世祖。 

 
139 林(東山派

下) 

漳州府平和縣龍頭鄉 

【漳洲閩】 

漳州市平和縣安厚鎮龍

頭村 

1807 年渡臺定

居本地。 

1.林汀州主編(1969)，頁漳 83。 

2.吳成偉(1985)：〈東山振興廟沿

革誌〉。 

渡臺祖林直(林東山)為平

和 12 世祖。 

 
140 曹(士交派

下) 

漳州府平和縣安厚梧坑 

【漳洲閩】 

漳州市平和縣安厚鎮大

坑村梧坑 
 李乾朗、廖倫光(2010)。 

渡臺祖曹士交為平和梧

坑 7 世祖曹應祿兄曹應愈

之曾孫。 

林厝 141 林(善派下) 

漳州府詔安縣五都坑底

城樓外 

【漳洲閩】 

漳州市東山縣康美鎮康

美村→梧棲港登陸→本

地 

乾隆初年 

1.林汀州主編(1969)，頁漳 41。 

2.賴志彰(1997)，頁 22、40、53-54。 

3.《員林鎮志》(2010)，頁 672。 

1.渡臺祖林善為東山康美

13 世祖。 

2.(屬林世彰派下，山腳路

4 段 37 巷 308 號。 

黃厝、

麻羅凍 
142 黃(紀派下) 

漳州府詔安縣五通鄉 

【漳州—詔安客】 

漳州市詔安縣霞葛鎮五

通村→鎮興里黃厝→本

地 

 

吳正龍，〈彰化福佬客之研究－員

林鎮挖仔與菜公堂聚落的調查〉

《客家文化研究通訊》第 7 期

（2005 年 4 月），頁 33。 

鎮興里黃厝遷入 

大

峰

里 

阿寶坑 143 黃(紀派下) 
漳州府詔安縣五通鄉 

【漳州—詔安客】 

漳州市詔安縣霞葛鎮五

通村 
乾隆年間 

吳正龍，〈彰化福佬客之研究－員

林鎮挖仔與菜公堂聚落的調查〉

《客家文化研究通訊》第 7 期

（2005 年 4 月），頁 33。 

11 世祖黃紀 

 
144 黃(國席派

下) 

漳州府詔安縣二都龍乾

堡 

【漳州—詔安客】 

漳州市詔安縣霞葛鎮五

通村 
 《員林鎮志》(2010)，頁 667-668。 

渡臺祖黃國席為詔安縣

霞葛五通 12(應為 13)世

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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井仔坑 
145 吳(腹興派

下) 

漳州府平和縣烏石坑 

【漳州閩】 

漳州市雲霄縣和平鄉烏

石坑 
 《員林鎮志》，2010，頁 667。 

來台祖為第 13 世吳腹

興，部分派下移居宜蘭羅

東、南投謝寮和花壇白沙

坑。 

大崙坑 146 江姓 

漳州府平和縣新安里葛

布大溪江寨 

【漳州客—平和】 

漳州市平和縣大溪鎮江

寨村 
 《員林鎮志》，2010，頁 670。。 與南東里江姓種德堂同 

大崙坑 147 吳(國派下) 
廣東省潮州府潮陽縣 

【潮州閩】 

汕頭市市區或潮陽區或

潮南區 
乾隆 33 年 《員林鎮志》，2010，頁 676 

開基祖為 11 世祖吳宗

顯，渡台祖 13 世吳國 

大崙坑 
148 黃(邱端順

派下) 

潮州府大埔縣 

【潮州客—大埔】 
梅州市大埔縣  《員林鎮志》(2010)，頁 669。 黃邱端順為渡臺媽。 

麒麟坑 
149 黃(乘輿派

下) 

漳州府龍溪縣 

【漳州閩】 

漳州市區或龍海市縣或

華安縣→桃園、新竹→員

林東山麻羅凍→本地 

二百多年前來

台 
《員林鎮志》(2010)，頁 669。 

渡臺祖黃乘輿(又名丁

財)。 

湖

水

里 

饒厝 
150 饒(念二郎

派下) 

嘉應州長樂縣 

【潮州客—長樂】 
梅州市五華縣  

1.《員林鎮志》(2010)，頁 681。 

2.陳國川主編(2004)，頁 364。 

1.渡臺祖饒讚奎為長樂 15

世祖，本地開基祖饒傳梅

為讚奎 5 子。 

2.祖堂：平陽堂。 

 
151 黃(端雲派

下) 

漳州府詔安縣二都隆(龍

之誤)乾堡深邱(丘)裡 

【漳州—詔安客】 

漳州市詔安縣霞葛鎮五

通村深丘里→鹿港上岸

→梧鳳庄三塊厝竹圍仔

(今溪湖鎮中竹里)→埔心

梧鳳村→本地 

1743 年渡臺。 
1.邱美都、楊銘欽(2007)，頁 255。 

2.《員林鎮志》(2012)，頁 668-669。 

1.黃渡臺祖端雲為詔安霞

葛五通 12 世祖，4 子江水

(號郡記)之 5 子皆獲功名。 

2.祖堂：江夏堂。黃郡記

祭祀公業。 

 152 許(登派下) 
泉州府南安縣 

【泉州閩】 
泉州市南安市 乾隆初葉 

劉松壽，〈閩南人在員林(下)〉，

《台灣源流》，第十七期，頁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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坑仔內 153 黃(通派下) 

漳州府詔安縣龍（隆）乾

保二都陳坑老屋下馬子

屈 

【漳州—詔安客】 

漳州市詔安縣霞葛鎮五

通村陳坑→湖水坑龍船

窩→本地 

 

1769 年渡臺。 

 

林澤田總編《員林鎮志》，2010。 

黃英傑主編，何兆欽彙編，台北

黃氏宗親會黃氏大宗譜編輯部編

纂，《黃氏大宗譜》（台北：台北

黃氏宗親會黃氏大宗譜編輯部，

1974），頁系 101-102；黃奮飛，《黃

氏根源》（桃園：大新印刷，

1982），頁 370-371。 

13 世祖黃國帖、黃國查

兄弟隨母渡台 

（湖水里黃姓人口約 1/2） 

下宅內 154 黃(通派下) 

漳州府詔安縣龍（隆）乾

保二都陳坑老屋下馬子

屈 

【漳州—詔安客】 

漳州市詔安縣霞葛鎮五

通村陳坑→湖水坑龍船

窩→本地 

 

1769 年渡臺。 

 

林澤田總編《員林鎮志》，2010。 

黃英傑主編，何兆欽彙編，台北

黃氏宗親會黃氏大宗譜編輯部編

纂，《黃氏大宗譜》（台北：台北

黃氏宗親會黃氏大宗譜編輯部，

1974），頁系 101-102；黃奮飛，《黃

氏根源》（桃園：大新印刷，

1982），頁 370-371。 

13 世祖黃國帖、黃國查

兄弟隨母渡台 

（湖水里黃姓人口約 1/2） 

坑尾 155 黃(通派下) 

漳州府詔安縣龍（隆）乾

保二都陳坑老屋下馬子

屈 

【漳州—詔安客】 

漳州市詔安縣霞葛鎮五

通村陳坑→湖水坑龍船

窩→本地 

 

1769 年渡臺。 

 

林澤田總編《員林鎮志》，2010。 

黃英傑主編，何兆欽彙編，台北

黃氏宗親會黃氏大宗譜編輯部編

纂，《黃氏大宗譜》（台北：台北

黃氏宗親會黃氏大宗譜編輯部，

1974），頁系 101-102；黃奮飛，《黃

氏根源》（桃園：大新印刷，

1982），頁 370-371。 

13 世祖黃國帖、黃國查

兄弟隨母渡台 

（湖水里黃姓人口約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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坑仔內 
156 張(誌心/國

財派下) 

潮州府饒平縣三饒馬崗

鄉風度堂 

暫歸【潮州閩】 

潮州市饒平縣三饒鎮馬

崗村 

約 1760 年渡

臺。 

1.邱美都、楊銘欽(2007)，頁 257。 

2.《員林鎮志》(2010)，頁 665。 

1.渡臺祖張誌心/國財為

三饒馬崗 10 世祖。 

2.祖堂：清河堂。 

吳厝 157 吳(曰派下) 

漳州府詔安縣梅村鄉(梅

村城為梅洲城之另稱，梅

洲鄉為詔安吳姓大本營) 

【漳州閩】 

漳州市詔安縣梅洲鄉梅

洲城 

康熙末年渡臺

定居本地。 

1.邱美都、楊銘欽(2007)，頁 46、

256。 

2.陳國川主編(2004)，頁 363。 

3.《員林鎮志》(2010) 

1.渡臺祖吳曰為詔安梅洲

城 12 世祖。 

2.祖堂：延陵堂。 

許厝 
158 許(德彰派

下) 

漳州府詔安縣 

【漳州閩】 
漳州市詔安縣或東山縣 康熙年間 

《員林鎮志》，2010，頁 681。 

 

開基祖許德彰為詔安 12

世祖。 

開台祖為 13 世 

的許違賢 

林厝 159 林(應派下) 
漳州府詔安縣 

【漳州閩】 
漳州市詔安縣或東山縣  《員林鎮志》(2012)，頁 673。 

渡臺祖林應為詔安 12 世

祖。 

 
160 鍾(順德/昭

德派下) 

漳州府詔安縣二都官陂

山腳庄 

【漳州—詔安客】 

漳州市詔安縣官陂鎮(疑

為山下村) 
1701 年渡臺。 

鍾昆金(？)：〈祖先的追尋〉。(廖

寄彰先生提供) 

渡臺祖鍾順德、昭德為詔

安二都官陂 12 世祖。官

陂鍾姓因與張廖姓爭奪

水源而遷居詔安三都港

頭鄉。 

 
161 曹(悅生派

下) 

漳州府平和縣安厚梧坑 

【漳州閩】 

漳州市平和縣安厚鎮大

坑村梧坑 
 《員林鎮志》(2012)，頁 674。 

渡臺祖曹悅生為平和梧

坑 8 世祖。 

出

水

里 

泉州寮 
162 吳(伯惠派

下) 

泉州府安溪 

【泉州閩】 
泉州市安溪縣 乾隆 

《員林鎮志》(2010)，頁 676。 

吳木城提供，〈吳氏系譜〉（自印

本）；《吳氏生庚簿》（手抄本）。 

2006 年《出水里 

電話聯絡簿》統計張姓近

五分之二，散佈在後壁

厝、大丘園、大湖底、泉

州寮，還有 4、7、9、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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鄰，其他陳姓 13-15 鄰、

謝姓 9 鄰、楊邱 10 

鄰、吳 12 鄰居多。 

泉州寮 

 

163 陳(公媽派

下) 

 

漳州府詔安縣 

暫歸【漳州閩】 
漳州市詔安縣 乾隆末葉 

邱美都 楊銘欽《探索泉州寮-百

果山的春天》2007，頁 54 

11 世唐山陳公媽，12 世

陳朴（1732-1789），推估

道光年間 14 世陳壇入墾

泉州寮 

泉州寮 
164 張(慶蒼派

下) 

潮州府饒平縣元歌都馬

崗鄉 

暫歸【潮州閩】 

潮州市饒平縣三饒鎮馬

崗村→崙雅里→本地 
乾隆 《員林鎮志》(2010)，頁 665。 馬岡派 

後壁厝 
165 張(鳳裕派

下) 

潮州府饒平縣三饒馬崗

鄉曲江樓三耀堂 

暫歸【潮州閩】 

潮州市饒平縣三饒鎮馬

崗村曲江樓→經澎湖→

員林東門→本地 

乾隆 
1.邱美都、楊銘欽(2007)，頁 193。 

2.《員林鎮志》(2010)，頁 665。 

渡臺祖張鳳裕(諡懋勉)為

三饒馬崗 11 世祖，無傳

過繼長兄子菓珍為子。2-3

鄰。 

大丘園

(大內

底) 

166 張(鳳裕派

下) 

潮州府饒平縣三饒馬崗

鄉曲江樓三耀堂 

暫歸【潮州閩】 

潮州市饒平縣三饒鎮馬

崗村曲江樓→經澎湖→

員林東門→本地 

乾隆 
1.邱美都、楊銘欽(2007)，頁 193。 

2.《員林鎮志》(2010)，頁 665。 
 

 
167 趙(若美派

下嗣水房)姓 

漳州府漳浦縣趙家城 

【漳州閩】 

漳州市漳浦縣湖西鄉趙

家堡→鹿港登陸→臺中

大肚→彰化市→社頭石

頭公坑→本地 

 
1.賴志彰(1997)，頁 82。 

2.《員林鎮志》(2010)，頁 665。 

「天水堂」，後因趙姓入

贅「清河堂」，乃改堂號

為「河水堂」。 

柴風 168 謝姓 

泉州府佛寺山(洛陽橋東

西塔邊)→漳州府漳浦縣

赤湖後雄 

【漳州閩】 

漳州市漳浦縣赤湖鎮→

二水→本地 
 《員林鎮志》，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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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厝 
169 游(文佈)派

下) 

漳州府詔安縣二都秀篆

埔坪堡 

【漳州—詔安客】 

漳州市詔安縣秀篆鎮埔

坪村→大埔里大埔厝→

本地 

乾隆中葉 《員林鎮志》(2010)，頁 676。 
王游，10 世游文佈，12

世游華遷居出水坑 

林

厝

里 

 
170 高(敦瑟派

下) 

漳州府平和縣大溪 

【漳州客—平和】 
漳州市平和縣大溪鎮  

1.林厝里《渤海高氏族譜》。 

2.《員林鎮志》(2010)，頁 677。 

3.高健三編，《渤海高氏族譜》（台

北：高氏族譜編纂委員會，

1965），頁 68-76。 

渡臺祖高敦瑟為平和大

溪 11(原記 29 為上杭始祖

算起)世祖。 

柴頭井 171 劉姓 

漳州府南靖縣施洋墟後

田保劉厝 

【漳州閩】 

漳州市南靖縣書洋鎮田

中村 
 

1.劉松壽(2000)，頁 54。 

2.賴志彰(1997)，頁 23、40。 

3.邱美都、楊銘欽，《探索泉州寮

- 百果山的春天》，頁 224。 

此地多屬雜姓 

社頭、火燒庄的劉厝同宗 

 

172 盧(崇德派

下) 

 

1.潮州府林(霖之誤)田都

竹橋社 

2.潮州府饒平縣林田 

【潮州客】 

1.揭陽市揭西縣 

2.潮州市饒平縣新墟镇左

牙管區林田樓 

 

1.《員林鎮志》(2010)，頁 682。 

2.蔡涵卉(2010)，頁 30。 

3.盧氏大族譜編輯委員會編，《盧

氏大族譜》（台中：創譯出版社，

1972），頁系 36-37。 

1.渡臺祖盧崇德為揭西或

饒平 12 世祖。 

2.部分田中鎮內灣里 

 
173 張(端肅派

下) 

潮州府饒平縣上饒坑邊

鄕 

【潮州—饒平客】 

潮州市饒平縣上饒鎮上

善坑前管理區坑邊村 
 《員林鎮志》(2010)，頁 663-665。 

坑邊二房 

宗簡、日明、應華派下 

 
174 張(宗奠派

下) 

潮州府饒平縣上饒坑邊

鄕 

【潮州—饒平客】 

潮州市饒平縣上饒鎮上

善坑前管理區坑邊村 
 

1.賴閔聰(2003)。 

2.《員林鎮志》(2010)，頁 664。 

渡臺祖宗奠屬饒平邊坑

二房 12 世祖。與張宗簡

似非兄弟、近親。 

詹厝 
175 詹(肇熙派

下) 

潮州府弦歌都瓜園社西

瓜園鄉 

潮州市饒平縣饒洋鎮瓜

園寨村 
康熙末葉 

1.賴志彰(1997)，頁 65。 

2. 《員林鎮志》(2010)，頁 678。 

開台祖為詹志道，堂號

「河間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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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永靖鄉、埔心鄉、員林鎮世居宗族族譜資料由韋煙灶與施縈潔在 2011-2014 年共同調查。 

【潮州—饒平客】 

烏樹下 176 黃姓 

潮州府饒平縣港墘鄉南

門內 

【潮州閩】 

潮州市饒平縣黃岡鎮港

墘村→社頭埤斗→詹厝

厝→本地 

 

1.莊吳福主編(1969)：《黃氏大族

譜》，臺中：創譯出版社，頁系

94、96。 

2.賴志彰(1997)，頁 23。 

祖堂：江夏堂。 

 

烏樹下 
177 劉(寧廳/寧

賀/寧真派下) 

潮州府海陽縣溪口鄉

(1376 年，今潮安縣磷溪鎮

溪口一村~五村等地)→饒

平縣揚康鄉 

【潮州閩】 

潮州市饒平縣新豐鎮揚

康區 

雍正年間渡臺

定居本地。 

劉永富(1962)：《劉氏宗譜》，頁

67-102。 

渡臺祖劉寧廳/寧賀/寧真

為饒平新豐楊康 11 世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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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周隆壽公業合約書(節錄自周三合族譜，頁 54-66) 

 

饒平祖先     朝湧 立 

祖先居住福建省寧化縣石壁後歷代始祖，宗貴周公住在汀州府上行縣墳墓甲山庚向墳中有

拾弍塊火磚子，墳前有一個古潭，隔有三十步腳，然宗貴公生下十一子，移居永定縣，第

七房大七郎隆萬公移來廣東省大埔縣，五郎輋大坪居住，第十郎隆富公移居福建省永定縣

茅輋，第八房大八公隆壽公移居廣東省潮州府饒平縣嶺腳社西埔鄉，傳始祖十一公移居七

藍鄉開創基業建立組祠，請明師廖碧峩先生起造「丁」山向癸兼。 

竊思 

人稟天氣之氣生居覆載之內，有祖宗亦猶木之有本，水之有源，本固葉茂，源遠流長，理

自然也。溯我 

始祖隆壽公十一公永旺始居饒平，創立篤祜堂，於七藍衍派四房長房失傳，次房移居潮陽，

惟三四兩房分居唐臺二地，所以同心恊力，歛金共建置臺地彰化縣關帝廳庄嘗業由來久矣，

蓋欲慎終追遠可以少補，祖需於萬一云迨至同治丙寅，舊業置新嘗存舌置換金簿，共襄厥

舉重修祀典，至公立簿鬮分定規，永遠和氣，免致竹林等異日爭長競短，有鬩牆之鬪，願

我子子孫孫永遵約簿勿替，引之則天必昌厥后香燈在先，人妥而後，人福也是，以為序 

同治丙寅年葭月下浣穀旦十一世孫   敬抄人名抄錄開列於左 

旭才  廷芸  漢明  世慎  文昇 

振孝  永安  先及  文標  宜尊 

雲山  家聲  動者  奕昌  岩然 

惟一  雲蒼  世習  家志  文會 

世達  常餘  惟藏  世閏  奕豐 

沐皇  惟王  居兩  廷珍  世荷 

玉衡  雲岐  旭榮  廷憲  廷受 

世陶  廷壐  旭蛟  皙南  世卓 

有蘭  鳳至  世赤  肇慶  雲清 

家科  乾立  雲煥  杏友  家慎 

世恩  家孟  肯堂  乃文  世瑞 

奕巨  世祺  雲秀  靜宇  世雄 

國宰  家玟  奕涉  實發  家校 

世經  相友  有畧  奕彩  家瑾 

奕正  汝寧  品登  日峻  維蕃 

世魁  家鳳  奕鴻  乃綱  龍章 

九揚  世鎮  世禔  世良  家韻 

世遜  汝讚  品上  惟廣  乃積 

世錄  有耀  國勷  奕盈  家瑢 

世接  廷爵  奕隆  作祉  肇先 

國興  世岐  文嵩  雲亮  儒璠 

家瓚  國全  家亮  世郁  世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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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槐  作順  常威  世援  家賢 

國綉  文岩  世卷  乃琮  家就  國鰲 家 

家第  世發  家卯  世滿  趙璧  家桃 家 

家讀  國器  家現  維盛  家仁  家經 家 

家添  世英  世礽  益友  國天  國賡 家 

家成  世竭  家鳳  世愷  家挾  起騰 家 

蘭輝  家饒  德雄  家極  家彰  廣湖 

家拔  世宗  家彥  世謨  家瑚  家拱 

家造  世宰  世蔭  世業  家蘭  國下 

家斌  常欽  世禧  國平  家博  家璋 

家贈  朝英  親章  家泰  家舜  家燕 

家(王屋)  家寶  家甸  家德  家寬  國壁 

 

同治丙寅年葭月念捌日  爰請 

公親邱(傳誥 國魯 連陞) 平公 鬮分定今將鬮受田額租粟 

額 

開列于左 

一丙寅年承買水田漆林庄塗天祖等水田壹叚並帶竹圍樹木在內，業主經丈壹甲七分正作四

六均分。 

一唐地叔姪鬮受坐田陸分零捌厘正，每年共載大小租粟貳拾參石零貳斗滿正，扣除大租粟

車工水圳粟外仍存實小租粟壹拾柒石零捌升滿正。 

永為七藍篤祜堂香灯 

一台地叔姪鬮受坔田壹甲零貳厘正每年共載大小租粟參拾四石零捌斗滿正，扣除大租粟車

工水圳粟外仍存實小租粟貳拾五石零陸斗。 

貳升滿正永為台地公費。 

此田價參佰大員正大契並上手契共參紙，存國瑞手內仝立合約鬮分字人周國 

  

仝姪礼京等，有承上祖隆壽公十一公派下三四兩大房分居唐臺二地，叔姪同心協力共建置

番婆庄周厝崙水田四甲餘歷年掌管無異，迨至同治數年間，天年擾亂因田園報荒難以收成

目擊心傷慘不勝言，茲值唐地叔姪前來經收無口所收，叔姪相議甘愿將此周厝崙番婆庄之

嘗田變賣，得銀參百元正轉首承買水漆林庄塗天祖等水田壹叚並帶竹圍樹木在內坐址本庄

南勢洋四至界址載在大契內，明白業主經丈共田壹甲柒分正價銀三佰大元正，週年共載大

小租粟伍拾捌石滿正，每年配納大 

 

租粟壹拾五石零參斗正車工水圳在內    等恐日後子孫爭長競短致傷和氣，於是 

 

唐台叔姪相議心愿將此田額均分，爰請工親平斷做四六均分，立約定規此係二比甘愿各無

反悔，故立鬮分字二紙一樣，唐台各執一紙，各安各業不得橫霸僥吞，異日瓜瓞綿綿螽斯

蟄蟄豈不美哉，恐無憑合約有憑立合約鬮分字存照。 

岳 逢辛   

瑞 國迎 

岳  

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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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批明唐地叔姪鬮受做田陸分另捌厘正每年共載大小租粟貳拾參石零貳斗滿正，扣除大租

粟車工水圳粟外，尚存實小租粟壹拾柒石零捌升滿正，永為篤祜堂香燈祭祀，每年交付國

瑞收存，如唐地叔姪有執稅來臺，經收租粟年清年欵不敢短欠亦不敢僥吞，倘歷年不能前

來經收，銀存貯無利，若有唐地三四兩房子孫來台無憑照者，僅可借銀貳元掃費算地之額

將租粟扣除名字登賬列明不得藉端滋事，批照。 

一批明臺地叔姪鬮受坔田壹甲零貳厘正每年共載大小租粟參拾四石零捌升滿正，扣除大租

粟車工水圳粟銀外仍存實小租粟貳拾五石陸斗貳升正，永為臺地祭祀公費其每年租粟交付

國迎掌管至公無私不得生端滋事。 

批照 

一批名根契並上手契共參紙交國瑞執掌，若要觀看不得刁難批照。 

一批明此田租倘欲風水損壞就佃人均問第恐此田若有洗番多少作四六均攤所批是實。 

一批明酌議六年分谷額以為稅契價銀四六均出，若存之銀亦作四六均分批照。 

公親  總理   邱國魯 

仝    局長   邱傳誥 

   代書人 邱連陞 

 

同治五年葭月  日仝立合約鬮分字人周國岳 

                                    瑞 

                                  國迎 

                              仝姪 礼京 

同治丁卯年起至庚午年止 

    修理王宮 

    設醮抽分 

    稅 紅 契 

    田 店 欠 

一應在外扣除外實銀三拾貳員叁角正 

     礼韶己巳年去佛銀貳元 

     礼內庚午年土月去船租掃費五元五角 

     又河 辛未年正月廿七日○佛銀○元 

       內                       十 

     礼烈辛未年五月廿三日○佛銀○元       合○銀貳拾○ 

                          十 

     辛未年早冬收谷○石出米艮○元 

     礼烈叔姪四人來台掃費○銀○元 銀○元內扣○ 

同治辛未年五月廿二日市收過山仔下庄 

     礼嵩收來佛銀叁元 

     又來淨錢壹千文 

     礼嵩辛未晚冬收來谷銀叁元 

     又來銀捌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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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處思倫公祭田肚兜坵雞皮坵下埻子巷樓田 

     一處篤生公祭田山下上坵 

     一處礼生公祭田山下竹路坵竹頭下塘闕 

 

周隆壽公業合約本 

大正九年舊曆十一月廿七日經眾相商議定經政府丈明甲數列明于左 

    明治四十三年七月十五日保存登記 

    武西堡同安庄土名湳墘 

    一三一番畑  四分九厘三毛 

    一三二番建  四厘八毛五絲 

    一三三番田  壹甲六分六厘九毛 

    一三五番畑  三分二厘 

    一三六番田  二分二毛 

                   公業 周隆壽 

東螺東堡打簾庄土名柳樹湳一百四十四番地 

            右管理人周安 

    一批○甲數照前記四六均分不得異議○批 

    一批明唐地年年應得拾分之四分永為西埔篤 

    怙兩堂香灯祭祀其每年四分之租金倘有不 

    足管理人一力賠○足數不得異言倘唐地○人 

    來台向取交付管理人取存貼利立批 

    一批明台地每年應得拾分之六分扣除納租付物 

 

以外仍有金永為隆壽公祭祀費用交管 

理人料理至公無私立批 

○○○○○○○新設立傳兩本一樣各持一本為照 

          右管理人周安持一本為照 

          立會人周霖河持一本為照 

大正九年舊曆拾一月廿七日設立 

台中州北斗郡田尾庄字柳樹湳一四四番地 

            右管理人周安 

新竹州新竹郡湖口庄字長岡嶺四七番地 

            立會人周霖河 

新竹州苗栗郡公館庄○山五三二番地 

            立會代筆人周廷龍 

新竹州大湖郡南湖庄五八五番地 

            立會人周琳水 

台中州北斗郡田尾庄字柳樹湳一四三番地 

            立會人周廷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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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論文寫作的過程中，謝謝研究所同學們的幫助：洪哆啦/承鈞、游牧笛/下巴學弟、

小毛、莊立宏協助我解決一些疑難雜症，學妹雅婷和韋老師指導的學長們的論文提供了我

研究的方法，學生昶皓和堂妹宛妤幫我解決了英文摘要的問題，沒有你們就無法順利完成

我的論文。 

    在研究所就學期間，謝謝明倫高中給我可以進修的機會，也謝謝因為論文發表時幫我

代課或調課的同事們；此外，在師大修課時和在水文室時一起玩(？)的同學們：蔡璿、又

閮、宜蕾學姊、郁嘉、婉婷等，謝謝你們帶給我歡樂的研究所時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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