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章 員林福佬客的家族  

第一節  員林福佬客的家族概述  
員林的拓墾者諸姓依據潘英的研究為：張、詹、江、曹、劉、黃、梁、朱、

游、吳、盧、石、蔡、高等姓。1員林鎮的福佬客住民，人數極多，姓氏複雜2、

歷來研究皆稱其祖籍大多為廣東潮州饒平3，然筆者分析本鎮族譜、宗譜與家譜

之後，發現亦有相當比例的漳州客屬及少數閩西客屬4。根據本鎮耆老張耀北表

示：員林的張、江、許、石、詹等姓，皆為「客底」。5溝皂張吉永稱：員林地區

都是客底的。6賴昭呈指出：員林包括下列族姓均屬客籍人士：「三條江家」、「溝

皂張家」、「挖宅黃家」、「大埔游家」、「大饒張家」、「挖宅江家」等。7三塊厝曹

黃河指出曹、黃姓皆為客底。8吳中杰的研究指出員林有饒平：張、黃、盧、朱、

劉，潮陽蔡，陸豐梁9，蕉嶺劉10、吳、詹11，平和大溪江，詔安秀篆游、黃等客

家家族。 
員林的客裔主要分部於本鎮東區、南區12，13即大饒(舊稱火燒莊，與分籍械鬥有

                                                 
1潘英著，〈第三章台灣中部拓殖史與族系姓氏〉，《台灣拓殖史及其族姓分布研究》，台北：南天

書局。2000，頁 342。 
2 何謂姓氏？說文：「姓，人所生也，‧‧‧因以生為姓。」表示姓為血緣關係，又，鄭樵通志：

「姓所以別婚姻。」表示姓與外婚制或進親不婚制的關係。至於氏，鄭樵曰：「氏所以別貴賤，

貴者有氏，賤者有名無氏。‧‧」詳見陳紹馨，〈姓氏‧族譜‧宗親會〉，《臺灣的人口變遷與

社會變遷》，台北：聯經出版事業公司，1979，頁 406。 
3 (一)「員林一帶陳姓、邱姓、詹姓、劉姓、胡姓、吳姓、徐姓、曾姓、謝姓、涂姓、江姓‧‧‧

等近百個姓氏，大多來自饒平，少數來自相鄰地區，均於清朝中葉以前陸續入墾，世居自今。」

曾慶國，《彰化縣三山國王廟》，彰化縣立文化中心，1996，頁 371。 

(二)行文中的粵籍居民或客家人，是指祖籍來自地為廣東省，原本操客家方言的居民。由於這

些客家居民已經福佬化，故稱之為福佬客。許嘉明，〈彰化平原福佬客的地域組織〉，《中央研

究院民族學研究所集刊》，第三十六期，1973，頁 165。  

(三)「‧‧‧今之彰化縣境內的客家居民，很顯然的，祖籍潮州的所謂福佬客佔了絕大多數。」

許嘉明，〈彰化平原福佬客的地域組織〉，《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集刊》，第三十六期，1973，

頁 169。 
4賴志彰在調查彰化八卦山山腳路的傳統民居時，發現其中多為福佬化的客家族群。詳見賴志彰，

《彰化八卦山山腳路的民居生活》。彰化：彰化縣立文化中心，1997，頁 20。 
5 張耀北，歷任廣寧宮主委，2004年 2 月 27 日訪談紀錄。 
6 張吉永，世居溝皂，正泰中藥房負責人。張吉永稱：「員林到處都叫 a22  i44(母親)、a22 suh12(叔

父)‧‧‧，都是客家人！」2004年 3 月 5 日於溝皂之訪談紀錄。 
7詳見賴昭呈，《咱的故鄉─員林─員林地區社區資源、居民文化需求調查之研究》，員林鎮公所，

1998。 
8三塊厝，2004/3/5 訪談紀錄。 
9吳氏引用錯誤，來自廣東惠州府者：陸豐縣，松崗公派下：康熙五十年，梁文開、文舉兄弟入

墾今彰化員林，其後北上，轉墾桃園中壢，其弟文滔隨後亦來臺尋兄，同墾於中壢。見楊緒賢，

《台灣區姓氏堂號考》，台北：台灣新生報社，1980 五版，頁 299。 
10 查無資料，疑有錯誤。詳見楊緒賢，《台灣區姓氏堂號考》，台北：台灣新生報社，1980 五版，

頁 213。 
11員林詹姓屬饒平縣詹伯善支脈(康熙末葉，詹志道入墾今彰化員林)，並無嘉應蕉嶺者。見楊緒

賢，《台灣區姓氏堂號考》，台北：台灣新生報社，1980 五版，頁 284。 
12張耀北，2004/2/27 訪談紀錄。 



關，今大饒、大明里)、柴頭井(林厝里)、番仔崙(今崙雅、振興里)、田中央(溝皂、
中央里)、三條圳(三條、三和里)、東山(南東、中東、北東、西東里)、三塊厝(浮
圳、鎮興、大峰里)等地。其中潮州府(饒平客)集中於本鎮南區田中央(溝皂、中
央里)與大饒(舊稱火燒莊，與分籍械鬥有關，今大饒、大明里)等地，與埔心鄉瓦
窯村毗鄰。本鎮東區則為漳州人(包括漳州閩南人與漳州客家人14)集中區，即柴
頭井(林厝里)、番仔崙(今崙雅、振興里) 三條圳(三條、三和里)、東山(南東、中
東、北東、西東里)、三塊厝(浮圳、鎮興、大峰里)等地。其餘各地則散布漳州福
佬人。 
下列員林諸姓考，主要以各姓氏族譜、宗譜以及家譜為主要考據基礎15，兼

以參考楊緒賢氏所編之《台灣區姓氏堂號考》作為輔證資料。 

【表 11】員林的十大姓 

姓氏 張  黃 江 陳 林 劉 曹 賴 游 李 
%  18.3 12.4  8.5 5.4 4.3 4.3 4.2 3.5 3.1 2.8 

 

資料來源：陳紹馨、傅瑞德(合著)，〈台灣人口之姓氏分布：社會變遷的基本指
標〉，台大法學院，1956。 

張姓： 
為本鎮第一大姓。16主要分佈於本鎮萬年(今萬年里)、田中央(溝皂、中央里)

與大饒(舊稱火燒莊，與分籍械鬥有關，今大饒、大明里)、番仔崙(今崙雅、振興

里)等地。主要祖籍為廣東省潮州府饒平縣、大埔縣，少數為漳州府籍。 

一、廣東潮州府： 
康熙末葉，張剛直及張應和、張文敞叔姪等，入墾員林。張有經、張侃直入

墾員林與埔心。雍正年間，張儒林入墾員林。乾隆初葉，張布強、張希遠等先後

入墾員林。至嘉慶年間，續有張鵬程入墾。17 

                                                                                                                                            
13曾慶國，《三山國王》，頁 22。 
14例如三塊厝江厝。 
15根據族譜文獻研究學者廖慶六氏所稱：「族譜與方志，都是中國最具代表性之地方史料各有其價

值。利用族譜之資料，可以補正史與方志之不足：例如，蕭國健就認為，族譜記載各姓之世系

傳統、及其移動與事蹟，而各族分房子孫之活動與事功‧‧‧林天蔚也指出，方志之研究重點

在「地」，族譜之研究重點在「人」。‧‧」廖氏也肯定族譜於「家族尋根」上的價值，稱：「利

用族譜可以尋根溯源，因為族譜就像醫個人的血統證明書，靠它可以找到血緣與地緣之源頭。」

詳見廖慶六，《族譜文獻學》，台北：南天書局有限公司，2003，頁 249-250。 
16張姓的家族史與分布將於本章第二節詳述，在此不再贅述。 
17張永勳編，1976，《清河堂馬岡派族譜》，渡臺祖保直公派下。張永勳提供，藏於本鎮惠來里中

山路八之二四號。張廷芳，《克寧公派下系譜》，張廷芳藏於本鎮民生路一五六號。張嘉政 

1984，《康濱族譜》，廣東省饒平縣張姓祖居手抄本，十九世裔孫張嘉政翻印(返鄉尋根蒐集而

來)。 



二、福建漳州府： 

(一)漳埔縣：崇禎年間，漳州府漳浦縣張隱(張百萬)遷居今白沙，據傳拾獲黑

金，頓成鉅富，後裔分傳彰化縣員林鎮。
18 

(二)平和縣：張某(名不詳)，於清朝移居員林鎮百果山湖水坑(今湖水里及出水

里)、番仔崙(今崙雅、振興里)、柴頭井(今員林鎮林厝里)、火燒庄(今大饒、大明
里)、田中央(中央里)、溝皂里、萬年里。

19 

黃姓： 

一、福建漳州府 

(一)詔安縣：雍正年間，黃盛漳入墾員林。20 

1.東山黃宅江夏堂，開基祖為九世黃哲謀，清末自福建省漳州府詔安縣秀篆入墾

員林，定居於東山現址。 
2.東山挖仔黃姓天化堂載：「十一世祖黃某，(名字年代不詳)，自福建省漳州府詔

安縣，遷彰化縣燕霧下堡東山；十四世祖黃秋桐，再遷燕霧下堡挖仔(今鎮興里

山腳路二段)。」 
 

(二)平和縣：乾隆末年，平和縣十二世黃敦直，與妻吳迅帶子黃質朴入墾員林，

定居餘山腳路，建黃宅江夏堂，已傳二十餘戶。」
21 

二、廣東潮州府饒平縣： 
開臺祖：康熙末葉，黃可久、黃實賢入墾員林及台中石岡。22開臺祖為第十三世

祖黃可久，有六大房子孫傳家，其中大房黃秀倫分布於出水里、崙雅里、南平里、

林厝里、振興里，即山腳路一帶。而五房黃秀美族支分布於菜公堂23。 

                                                                                                                                            
《張姓世系表》(手抄本)，年代不詳，張嘉政先生提供。張鴻章，1894，光緒二十年版，《永思

堂張氏族譜》，渡臺祖保直公派下。張永勳提供，藏於本鎮惠來里中山路八之二四號。另見，

楊緒賢，《台灣區姓氏堂號考》，台北：台灣新生報社，1980 五版，頁 197。 
18楊緒賢，前引書，頁 196。另見國立中央圖書館台灣分館《尋根探源》，1992，頁 44。 
19據員林鎮員水路二段昇發理髮店店東早年張姓鄰居所稱。詳見劉松壽，〈閩南人在員林〉，《台灣

源流》，第十六期，頁 58。 
20楊緒賢，前引書，頁 191。另見林再復編《閩南人》，台北：三民書局，1996，頁 628。 
21賴志彰著，《彰化八卦山山腳路的民居生活》，彰化：彰化縣立文化中心出版，1997，頁 51。 
22楊緒賢，前引書，頁 192。 
23詳見賴志彰著，1997，頁 63。 



    綜言之，黃姓分布於本鎮湖水坑湖水里、出水里、大峰里、大峰坑24以及東

山25等地，員林部分黃姓自大村鄉黃厝庄26遷來27。 

江姓： 

一、福建省汀州府永定縣： 

開臺祖：不詳派別：清康熙末葉(1702-1722)，江涵和入墾今員林。28派下江詒謀

來臺任教於東山庄曹家私塾，教導曹家子弟，時稱「文秀才」。曹家感念其恩德，

乃獻三塊地予江家，得以建立「詒謀堂」。 

二、福建漳州府平和縣： 

開臺祖： 

(一)江肇元派下(平和縣大溪鎮江寨村榕林樓)29：雍正年間，江包入墾員林。乾隆

初年，江潛、江雄兄弟、十三世祖江東興妻劉氏率子講、曉、札、調、親五兄弟

與三孫(五子三孫)30、江玉山等入墾員林。 
(二)不詳派別：乾隆年間，江篤厚入墾員林。31 
江姓堂號有濟陽、淮陽、六桂等。員林鎮的西東里、鎮興里、三條里、浮圳里、

東北里、中東里、南東里多屬濟陽派；而中東里、南東里、鎮興里及鄰近的永靖

鄉少數福建汀州永定縣祖，屬淮陽派。以濟陽為多。 
員林鎮江姓堂號為： 
(一)、福建省漳州府平和縣譜系：種德堂、東山堂、長庚堂、慶陽堂、慶豐堂、

慶春堂、餘慶堂。 
(二)、福建省汀州府永定縣譜系：詒謀堂。32 
 
                                                 
24根據本鎮詩人兼書法家黃鏡之子黃鳴謙稱：「福建省漳州府詔安縣十二世黃國席，入墾彰化員林

鎮百果山湖水坑湖水里、出水里、大峰里、大峰坑，分佈彰化社頭鄉；彰化埔心鄉埤霞村；南

投縣埔里鎮；台中霧峰鄉。」詳見劉松壽，〈閩南人在員林〉，《台灣源流》，第十六期，頁 67。 
25員林鎮東山黃宅江夏堂，開基祖黃哲謀(九世)，清末，自福建省漳州府詔安線，遷至員林東山

定居。詳見許雪姬、賴志彰編《彰化民居》，彰化：彰化縣立文化中心出版，1994，頁 160。 
26根據彰化糧食管理局黃春先生言：「我先祖由大村黃厝庄，遷至員林鎮東山。」黃厝庄開基祖為

黃春景。詳見劉松壽，〈閩南人在員林〉，《台灣源流》，第十六期，頁 67。 
27黃厝庄開基祖為黃春景,來自福建漳州平和縣。詳見賴志彰，前引書，頁 47。 
28楊緒賢，前引書，頁 258。 
29根據江振睦先生提供之《江東興公族譜》載：江東興公祖厝為平和縣大溪江寨。 
30鎮興廟主委江振睦先生所言。 
31楊緒賢，前引書，頁 257-258。 
32資料來源：江世凱總編輯，江蓮耦執行編輯 1991，《江九合公族譜》，江九合公族譜編輯委員會

出版。江輝煌總編輯，江聰祥、江聰火、江福深、江銀木編輯，1996，《江東興公族譜》，祭祀

公業江東興出版。江查某編，1937，《濟陽堂(汀州府永定縣)江氏族譜》，本鎮光明路三號江查

某藏。 

江憲本編，1949《江九合公族譜》，本鎮三條巷二號江家收藏。江查某編《涵和公派江氏族譜》 

1977，藏於本鎮光明街三十九號。江元泼、江登甲編，1926，日昭和元年，《員林江氏族譜》(手

抄本)，江元泼藏於本鎮員東路三十四號。 



陳姓： 

廣東潮州府饒平縣： 
乾隆初葉，廣東潮州府饒平縣陳聲榮入墾彰化田尾，部分子嗣遷居員林33。 

林姓： 

福建省漳州府 

一、平和縣龍頭社：乾隆末葉，林直、林監入墾。34 

開臺祖：林闇自平和縣龍頭社，遷至今員林南東里浮圳路 155巷 43號現址，見

圳安宮。35開臺公為林順德(十二世祖)、林朴直，渡臺年代不詳，入墾今員林東

北里。36 

二、詔安縣康美：乾隆初葉，林善入墾員林。37 

開臺祖：開臺祖林善，於清乾隆初業，自福建省漳州府詔安縣康美，遷至員林鎮

南東里山腳路 4 段 37 巷 308 號現址，建世彰堂。38員林林姓祖厝世彰堂，位於本

鎮東南里山腳路。39 

劉姓： 

一、廣東省潮州府饒平縣：劉巨淵分派楊康房：康熙末葉，劉延魁入墾

員林。雍正年間，劉寧廳入墾今員林。
40 

二、福建省漳州府南靖縣施洋圩後田保劉厝(今書洋鄉田中村)：劉

一符入墾今彰化員林。41分佈於黎明里、大饒(今大明里)。 
    員林劉姓主要分佈於：柴頭井(今林厝里)彭城堂、浮圳里劉厝，黎明里，大

饒(今大明里)。42 

                                                 
33楊緒賢，前引書，頁 181。 
34楊緒賢，前引書，頁 185。 
35賴志彰，前引書，頁 40。 
36賴志彰，前引書，頁 39。 
37楊緒賢，前引書，頁 185。另見，林再復編《閩南人》，台北：三民書局，1996，頁 625。 
38賴志彰著，1997，頁 54。 
39員林林姓清代科舉題名錄：林貢生孚選，屬林世彰堂，祖籍詔安縣，住員林東南里山腳路。詳

見賴志彰著，《彰化八卦山山腳路的民居生活》，彰化：彰化縣立文化中心出版，1997，頁 22、

40。 
40劉永富，1962，《劉氏宗譜》，作者自印，頁 67-102。另見，楊緒賢，前引書，頁 214。 
41楊緒賢，前引書，頁 213。 
42詳見劉松壽，〈閩南人在員林〉，《台灣源流》，第十六期，頁 54。 



 

曹姓： 

福建漳州府平和縣梧鄉(梧坑)：清康熙中葉，曹何慈發率子孫入墾員

林。43 
開臺祖媽：根據《曹氏族譜》44員林曹姓開臺祖媽─曹何慈發(七世祖曹應祿之

妻)，於康熙中葉(二十一至三十一年間)，率四子自福建漳州府平和縣梧鄉(梧
坑)，遷至員林東山，據說後來長子與父親返回唐山，留下三大房族親繼續拓墾。 
後有： 
一、曹庭顯派下，曹文益公，渡臺年代不詳，建永利堂於本鎮東北里山腳路六段

東北巷 186號。 
二、曹庭鳳大房曹朝鎮支脈，渡臺年代不詳，建金鳳堂，於今中東里山腳路 5
段 196巷 22號。 
三、曹庭鳳第三子曹 oo，渡臺年代不詳，建譙國堂，於今東北里山腳路六段 254
巷 90 弄 25號。 
四、曹庭鳳第四子曹朝宰支脈，渡臺年代不詳，建榮德堂，於今中東里山腳路五

段 140巷 19號。現有二十多戶，二百餘人。 
  

賴姓： 

福建漳州府 

平和縣(原為詔安縣)45 

開臺祖： 
五十一世長子賴卜隆，遷福建省漳州府平和縣心田鄉，為心田房開基祖。46員

林賴姓主要來自大村鄉，多分佈於三橋里。各渡臺祖47分述如下： 
1.渡臺祖賴景春、賴景祿、賴完48，於康熙末年，應大墾首施世榜到漳、泉兩府

                                                 
43楊緒賢，前引書，頁 322。 
44曹黃河先生提供，曹容敬編《曹氏族譜》，目前藏於本鎮東山三塊厝牛埔頭曹黃河家中。謹致謝

忱。 
45心田房原為詔安官陂人：五十五世賴廷顯，居福建漳州府詔安縣官陂，生五子，次子賴卜英及

五子賴卜羅仍居詔安外，長子賴卜隆，遷居平和心田鄉；三子賴卜芳，移居平和葛竹鄉；四子

賴卜茂，徙居平和安厚鄉，各為當地之開基祖。 
46心田賴氏淵源志編委會，《心田賴氏淵源志》，1994。 
47漳州府平和縣心田房：康熙末葉賴完入墾今彰化大村。雍正年間賴棟直、賴珍明、賴錠等縣後

入墾今大村。乾隆初葉，賴樸園入墾今大村，其後傳衍，為當地望族。見楊緒賢，《台灣區姓

氏堂號考》，台北：台灣新生報社，1980 五版，頁 243。 
48楊緒賢，前引書，頁 243。 



招佃戶，率族人來墾。49 
2.渡臺祖十四世賴某，遷彰化大村鄉大湖底，十七世賴清遠再遷至大村鄉黃厝莊
「五房田頭」(今十六鄰二十四號現址)。 
3.渡臺祖十六世賴祝善(乾隆戊寅正月生，逝於道光庚寅十二月，西元

1758-1830)，自福建省漳州府平和縣武百鄉龍漳甲(「甲」疑為「里」之筆誤)碧
嶺社，遷至大村鄉茄苳路。50 
4.渡臺祖十四世賴樸園，於清乾隆初，入墾彰化大庄(今大村鄉)。51 
5.開臺祖十三世賴振宗，於清康熙年間，由鹿港上岸，逕往田洋(今大村鄉田洋
村)。傳至賴文明，復遷至港墘厝(今大村鄉港尾大溝墘)定居，生四子，其中一子
名賴江，再遷至大村鄉黃厝庄南。因位於五房田頭賴厝之南，故名「南邊田頭」，

今南邊田頭「馨德堂」現址。52 
6.清雍正年間，賴棟宜、賴珍明、賴錠等，先後入墾大村鄉。53 
 

游姓： 

福建漳州府詔安縣秀篆埔坪堡文興樓：  

開臺祖：54 

(一)冬至公十一世游進忍，於清康熙中葉，自漳州府詔安縣二都秀篆埔坪堡文興

樓，遷至員林大埔里輪仔厝。 
(二)冬至公派下十五世游阿端，於清聖祖康熙中葉渡臺，定居於本鎮大埔厝，後

遷至台中北屯舊社。 
(三)冬至公派下十一世游進會公，於清康熙中葉渡臺，定居於本鎮大埔厝。 
(四)冬至公派下十一世游進榮公傳游成悅，傳游宗廉(六房公、清明公)，於康熙
時渡臺，入墾員林。 
(五)十二世游捷居公偕長子游升察、次子游升武、三子游升湯以及四子游升滿，
於清乾隆初葉渡臺，遷至員林大埔厝與大村鄉山仔腳犁頭厝。 
(六)十二世游友朋、游文明、游友豪，十四世游景山，於清乾隆初葉渡臺，定居

於員林大埔厝。 
(七)四五郎派下游宗賜55，於清乾隆初葉渡臺，定居於員林大埔厝。 
(八)游秀夫，於清乾隆初葉渡臺，遷至員林大埔厝，後遷至南投縣埔里鎮。 

                                                 
49根據大村鄉賴景春祖祠─垂榕堂之記載。 
50詳見許雪姬、賴志彰編《彰化民居》，彰化：彰化縣立文化中心出版，1994，茄苳路賴宅段。 
51許雪姬、賴志彰編，前引書，茄苳路賴宅段。 
52詳見許雪姬、賴志彰編，前引書，南邊田頭賴宅段。另見，賴國民編，台灣《賴氏大族譜》，1966。 
53楊緒賢，前引書，頁 243。 
54游氏族譜編輯委員會，《台灣游氏族譜》，1988，台中：台灣省各姓淵源研究學會。 
55楊緒賢，前引書，頁 283。 



(九)秀篆公派下，游員外信忠無嗣，撫養好友王念八之子王先益為養子，其孫由

國錫渡臺，入墾員林。 

李姓：非世居姓56。 

 

詹姓： 

廣東省潮州府饒平縣元歌都三饒鄉 
廣東省饒平縣詹肇熙派下，詹伯善支脈，詹志道57，於康熙年間(一六六二至

一七二二年)，遷至臺灣府彰化縣燕霧堡(今員林鎮)。58 
清代，詹氏族人渡海來臺者，以詹肇熙派下居多。‧‧‧(2)詹伯善支派：

康熙末葉，詹志道入墾今彰化員林。59詹氏的堂號有三：渤海堂、河間堂、繼述

堂。        
員林詹姓據彰化縣詹氏宗親會所發行的《詹氏族譜》60所載：其祖籍為廣東

省潮州府饒平縣元歌都三饒鄉，後遷至員林，渡臺祖共計二十六位：時謹公、時

埰公、時盛公、時達公；剛義公、剛直公；松德公、武時公、文靜公、義友公、

明達公、鴻儀公、來清公、孔也公、奮樸公、來夫公、熙星公、高山公、朴正公、

春來公、行次公、伯珪公、純朴公、維居公、舜明公、天昭公。分述如下： 

(一)渡臺祖時謹公派下 

傳至廿二世詹國、詹位、添龍、添虎；廿三世雪堂、雪洲；啟修、

啟超；啟華、啟源、啟造(曾任員林鎮長)；芳雄、啟賢(曾任衛生署
長)；傳芳、傳銘；廿四世基宏、耀明、耀仁、耀宗、宜軒。 
廿二世孫振榮(住本鎮三義里莒光路)，有子登雲、登興、登焜。 
廿四世瑞亨，住本鎮三和里建國路一帶。 
十八世其森、十九世顯然、廿世壹志、廿一世德成，成有四子：玉

柱、金永、金南、木川。 
十八世(二房)其森；十九世長遠；二十世捷三；二十一世德寬、德寬
公有七子：益善、益宗、益謙、紹宗、孟宗、萬宗、秋宗；孫：建

裕、健琳、健新、健界、國賢。分布於本鎮民生里四平街一帶。 

 
 

渡臺祖 

時謹公 

派下 

十八世(三房)運通，十九世顯城、二十世詹前、二十一世詹筆，詹筆
傳敏志、敏俊。分布於本鎮東山南東里山腳路一帶。 

                                                 
56李鴻儒，《世界李氏宗譜》第一輯，台北：世界李氏宗親總會宗譜纂修委員會，1977，頁 236-260。 
57詹伯善支脈：康熙末葉，詹志道入墾今彰化員林。楊緒賢，《台灣區姓氏堂號考》，台北：台灣

新生報社，1980 五版，頁 284。 
58洪敏麟編《重修台灣省通志》卷三，《住民志》，〈地名沿革篇〉，台灣省文獻委員會發行，1995。 
59楊緒賢，前引書，頁 284。 
6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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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料來源： 

詹玉柱、詹仁道主編，《詹氏族譜》，彰化縣詹氏宗親會發行，1993。 

(二)開臺祖時埰公：自廣東省潮州府饒平縣元歌都三饒鄉遷臺，傳十七世詹  

實(忠信)、十八世其城、十九世詹龍、廿世詹上、廿一世詹補、廿二世寬茂、廿

三世璟昆、秉宗。 
詹氏主要分部於本鎮惠來里、仁美里、林厝里、出水里、三和里、黎明里、

新生里、三義里、三橋里、東南里、東合里等里。
61 

石姓 

福建省漳州府 

(一)漳浦縣 

開臺祖： 

一、開臺祖石仕行(第十世)，由福建省漳州府漳浦縣月嶼社渡臺，遷至今彰化縣

社頭鄉，十一世石名歲、十二世石志誠、十三世石文龍遷入員林今中正路一帶，

為員林石氏始祖。 

其世系為：十世石仕行→十一世石名歲→十二世石志誠→十三世石文龍→十四世

石根公、石瑞祿公；石根公傳二子：石春公、石南公；石瑞錄公傳三子：石看公、

石順天公、石永助公→十五世石春公傳三子：石連仔、石老慶、石老得；石南公

傳三子：石字、石連富、石五賜→十六世石平和、石樹和→十七世：石麥、石杏、、

石明拮、石城發、石福生等→十八世石昭麟‧‧等→十九世石桂蘭‧‧等。另有

二房石瑞祿公於此不贅。 

現子孫分布於新興街、正興街、員東路南、中山路西側、員林國宅南側、林森路

和成功路交界處、和平東路、實中北側、靜修路自來水廠附近、員水路東門橋、

員水路百姓公附近、西勢尾等地。62 

二、開臺祖石日郡，於清乾隆元年(1736年)，由福建漳州府漳浦縣，入墾彰化社

頭鄉，後裔部分遷至員林。63 

三、開臺祖石井，於清乾隆三年(1738年)，由福建漳州府漳浦縣，入墾彰化社頭

鄉，後裔部分遷至員林。64 

 

(二)龍溪縣 

                                                 
61同前註。 
62廖慶章編《石氏族譜》，1971年出版。 
63李林昌編，《九九峰起伏漳浦史》，鷺江出版社，1993，頁 157。 
64李林昌編，前引書，頁 157。 



開臺祖：開臺祖石博敏，於清嘉慶年間(1796-1820年間)，由福建漳州府龍溪縣，

遷入員林。
65 

(三)南靖縣 

開臺祖：石光於康熙末年渡臺，遷至彰化縣田中鎮，再遷南投縣名間鄉，部份

後裔遷至員林東山一帶。
66 

    其世系為： 

十世石光→十一世石泉→十二世石煥傳五子(石心婦、石番、石牛、石貫世、石

新發)→十三世石華→十四世石烈生→十五世石心婦生三子(石東德、石土、石有

枝)→十六世石東德傳二子，即十七世石金茶、石阿桂→十六世石土傳六子，即

十七世石俞堅、石俞敦、石俞寬、石金甫、石愈偉、石愈恭→十七世石俞堅傳石

正宣(十八世)→石俞敦傳十九世石振宗 

吳姓 

一、廣東嘉應州鎮平縣(今蕉嶺縣) 

開臺祖：康熙年間，吳三霖入墾今員林。67 

二、福建省泉州府 

(一)同安縣 

開臺祖： 

(1)石潯九十五代吳光盤(十二世)，自福建省泉州府同安縣入墾鹿港，分傳彰化

市、員林鎮、溪湖鎮、埔心鄉。部分後裔遷來員林。 

(2)石潯九十六代吳楊陣(十三世)、吳揚運、吳揚匱兄弟，自福建省泉州府同安縣

遷入鹿港同安寮(今福星鄉同安村)，部分後裔遷來員林。 

(二)晉江縣 

開臺祖： 

(1) 吳南明，自福建省泉州府晉江縣，入墾彰化花壇鄉，子孫分布彰化市、員林

鎮、秀水鄉。 

(2)吳可必、吳錦、吳籶、吳益燦、吳美、吳清華等，先後自福建省泉州府晉江縣

來臺，入墾鹿港，子孫分佈台中、彰化市、溪湖鎮、員林鎮。 

                                                 
65楊緒賢，前引書，頁 337。另見林再復，前引書，頁 661。 
66廖慶章編《石氏族譜》，1971年出版。 
67楊緒賢，前引書，頁 210。 



吳全篆自福建省泉州府晉江縣，入墾鹿港，子孫部分遷來員林。 

(三)南安縣 

開臺祖：泉州府廿七都古蒼鄉吳啟衷公派，吳世海公分支，入墾彰化秀水鄉，部

分子嗣遷來員林。 

(四)安溪縣 

開臺祖： 

(1)泉州府安溪人吳神祐，入墾彰化秀水鄉，子孫遍及花壇、員林。 

(2)泉州府安溪人吳旺，遷彰化縣，子孫遍佈員林、埔心、社頭。 

三、福建省漳州府 

(一)龍溪縣 

開臺祖： 

(1)漳州府龍溪縣吳訪、吳純直，入墾彰化田尾鄉，子孫遍及員林、社頭。 

(2)漳州府龍溪縣吳文漢，入墾彰化永靖鄉，子孫分布埔心、員林。 

(二)平和縣(烏石坑) 

開臺祖： 

(1)漳州府平和縣吳復興、吳朴直，入墾員林。 

(2)漳州府平和縣吳荼，遷彰化市，子孫部分來員林。 

(三)詔安縣 

開臺祖：吳夢連遷來彰化市，子孫分布彰化縣和美、員林兩鎮。
68
 

(資料來源：吳金璋編〈吳氏宗親渡臺拓墾〉，《台灣吳氏族譜‧九》，彰化吳姓宗

親會發行，1993 年。) 
 

翁姓 

福建省漳州府詔安縣： 

開臺祖：清道光年間，開臺祖翁實生自福建省漳州府詔安縣渡臺，入墾員林東山

挖仔。第六世翁明建挖仔翁姓增盛堂。族譜為第七世翁庚生所撰。翁姓堂號：興

郡。69 

                                                 
68 以上資料見於吳金璋編〈吳氏宗親渡臺拓墾〉，《台灣吳氏族譜‧九》，彰化吳姓宗親會發行，

1993。 
69許雪姬、賴志彰編，前引書，頁 157。 



何姓 

福建省漳州府平和縣雲霄洋美鄉石勤 

開臺祖：員林何姓開臺祖何欣，自福建省漳州府平和縣雲霄洋美鄉石勤，開臺祖

為十一世何欣與何育兩堂兄弟，於康熙末年來臺拓墾，入墾今振興里山腳路二段

一帶，建和邑堂(位於振興里山腳路二段四四六巷十八號)。70據說後來何育無子

嗣，乃由何欣四子何成公過繼，並遷居榕樹下，由於族親頗眾，於是有「何厝」

舊地名。71 

許姓 

一、福建省泉州府南安縣 

開臺祖：雍正年間，許僯入墾今彰化、員林。乾隆初葉，許登入墾今員林。72分

布於湖水坑湖水里。73 

二、廣東省潮州府饒平縣 
開臺祖：嘉慶年間，許學乾。74廣寧宮內後殿，供奉一木牌祿位，上書：「興建廟

宇緣首許諱學前祿位」。 

康姓 

福建省漳州府漳浦縣浮南僑 

開臺祖：開臺祖為十三世康舜忠派下，自福建省漳州府漳浦縣浮南僑來臺，遷彰

化市，再遷社頭鄉清水岩附近許厝埔，三遷員林源潭里。
75
 

高姓 

福建省漳州府平和縣大溪鎮
76
 

                                                 
70詳見許雪姬、賴志彰編，前引書，頁 40。 
71何兆欽主編，《廬江河氏族譜》，台北：何氏宗親會，1981，頁 52。 
72楊緒賢，前引書，頁 223。 
73 據員林地政事務所許主任稱：「其先祖自泉州府南安縣，遷來彰化員林三角潭(今源潭里)；再

遷湖水坑湖水里今有二、三十戶。」見劉松壽，〈閩南人在員林(下)〉，《台灣源流》，第十七期，

頁 31。 
74 林衡道認為員林鎮的許、邱兩姓至少其一部分為粵東客家移民。林衡道，〈員林附近的福佬客

村落〉，《台灣文獻》第十四卷第一期，頁 156。 
75 源潭里康筆偉所言，詳見劉松壽，〈閩南人在員林(下)〉，《台灣源流》，第十七期，頁 31。 
76開臺祖二十九世高敦瑟之第四十世孫高永康提供《渤海高氏族譜》，稱祖籍為福建省漳州府平和

縣大溪鎮。(二十九世)高敦瑟(開臺祖)─(三十世)德環─(三十一世)隆成─(三十二世)念尪─(三

十三世)卜鄒─(三十四世)純正‧‧‧─(四十世)永康。高永康目前住林厝里。 



開臺祖：雍正年間，高敦瑟入墾今彰化員林；乾隆中葉，高樸直入墾今員林。77 

其世系為： 

    東溪→三三郎(汀州府上杭縣開基祖)→清節→原二郎→傳六子：念一郎、念

三郎(為廣東潮州府豐縣湯坑開基祖)、念二郎、念四郎、念五郎、念六郎(為福建

汀州府石壁鄉開基祖)即二十世→二十一世天慶→二十二世友元→二十三世光→

二十四世玉輝→二十五世顯→二十六世萬顒→二十七世涼朴→二十八世語棟→

二十九世高敦瑟(開臺祖)→三十世德環→三十一世隆成→三十二世念三→三十

三世卜鄒→三十四世純正→三十五世忠直→三十六世助→三十七世珍→三十八

世紹厚→三十九世(長)有文、(二)有成、(三)有為、(四)玉賽、(五)玉仁→四十世

高永康78→ 

 

朱姓 

廣東省潮州府饒平縣： 

開臺祖：清雍正三年(1727年)，沛國堂朱姓第十世開臺祖79，自潮州府饒平縣來

臺。80 

蕭姓 

福建省漳州府南靖縣書洋鄉外坑 

開臺祖：四世蕭奮公(書山堂)，自福建省漳州府南靖縣書洋鄉外坑、后厝、田中、

上坪遷彰化田中鎮頂潭里，再遷至社頭鄉。員林主要以書山堂長房、次房子孫為

主。
81
 

 

呂姓 

福建省漳州府南靖縣 

開臺祖：開臺祖呂如璋(呂良簠派下)，清乾隆末，自福建省漳州府南靖縣來臺，

一遷彰化縣社頭鄉，再遷今員林萬年里。82 

                                                 
77楊緒賢，前引書，頁 267。 
78渤海高氏族譜世系表。 
79渡臺祖子慶、子漢公。見朱有治抄寫，《沛國朱氏族譜二房分》，日大正四年，朱正安藏於本鎮

黎明巷五號。另見朱明道抄錄，《沛國堂掌房祖簿》，日大正十二年，朱錦戊藏於本鎮惠來街

36 號。 
80根據 1995年 2 月 7 日朱光平訪談紀錄。詳見許常惠編，《彰化縣音樂發展史》─〈田野調查─

員林鎮〉，彰化縣立文化中心出版，1997。 
81林添福編，書山《蕭氏族譜》，蕭氏宗親會 1990 出版。 
82楊緒賢，前引書，頁 261。 



 

魏姓 

福建省漳州府南靖縣山城圩 

開臺祖：開臺祖魏康公，於清乾隆年間，自福建省漳州府南靖縣山城圩，渡臺至

臺中潭仔墘(今臺中潭子鄉)，再遷至今彰化縣大城鄉，三遷今彰化縣二林鎮，四

遷今彰化縣員林鎮，至今二十世。83 

楊姓 

福建省泉州府南安縣夾水頭 

開臺祖：楊敦素公派下，其先祖由福建省漳州府長泰縣城東門後庵「猛虎跳牆

穴」，遷南安縣夾水頭。開臺祖為楊敦素公派下楊正發公，乾隆之前，渡海至台

灣嘉義縣布袋港。乾隆初，其裔楊力曹，遷至彰化溪湖鎮。乾隆末，楊士琬、楊

士琴、楊士丕、楊士代、楊力慧，率子楊文爽，先後入墾今彰化溪湖鎮；嘉慶二

十五年，楊萬片、楊萬爪、楊萬接、楊萬夏等入墾溪湖鎮84。85 

盧姓 

廣東潮州府饒平縣 

開臺祖：康熙末葉，盧剛直入墾今彰化員林。86 

邱姓 

一、福建省漳州府詔安縣 

渡臺祖：邱德彰公(伯順公派下)，自福建省漳州府詔安縣渡臺，一遷今桃園縣八

德鄉，二遷今彰化縣大村鄉，三遷彰化縣員林鎮，四遷彰化縣永靖鄉新莊村(永

靖鄉東南方)87。 

二、廣東省潮州府饒平縣
88
 
89
 

                                                 
83花松村，《台灣人從哪裡來》，台北：中一出版社，1986，頁 225。 
84楊篤恭編，《溪湖 楊敦素公大族譜》，楊氏宗親會出版。(年代不詳)。 
85花松村，《台灣人從哪裡來》，台北：中一出版社，1986，頁 162。 
86楊緒賢，前引書，頁 297。 
87詳見張瑞和著，《永靖鄉土資料研究集》，彰化：永靖鄉公所發行，1995，頁 272。 
88道光末葉，廣東省惠州饒平縣名儒邱海渡台在文昌祠內以「興賢社」之名自設私塾「興賢書院」，

授徒燕霧、武東、武西三堡學子，開啟員林文風。並將授課所得束脩用於整修興賢書院，且置

學田七甲餘，以學租（學田租金收入）設獎學金以勵後進。  
89見邱秀強總編輯，《廣東省饒平縣邱氏來臺祖作立公派下家譜》，台北：作立公派下宗親會，1990，



蔡姓 

廣東潮州府潮陽縣 

開臺祖：道光初年，蔡生入墾今彰化員林。90 
 

謝姓 

福建省泉州府安溪縣
91 

梁姓 

廣東省惠州府陸豐縣 

陸豐縣的梁文開、粱文舉兄弟來初墾92。 
 
 
 
 
 
 
 
 
 
 
 
 
 
 

【表 12】員林十大姓族源考 

 張  黃 江 陳 林 劉 曹 賴 游 李 

                                                                                                                                            
頁 84-99。邱秀強編，《河南堂邱氏源流誌略》，台北：河南堂文獻社，1973，頁 13-14。另見，

文昌祠管理員黃春旺，編有邱海族譜一份，明載他們的祖籍在粵東饒平。林衡道，〈員林附近

的福佬客村落〉，《台灣文獻》第十四卷第一期，1963，頁 156。 
90楊緒賢，前引書，頁 217。 
91本鎮耆老劉松壽先生所言。 
92張義清編，《員林鎮志》，彰化：員林鎮公所，1990，頁 25。 



佔員林全

部人口

(%) 

 18.3 12.4  8.5 5.4 4.3 4.3 4.2 3.5 3.1 2.8 

 
 
 
 

祖籍 

(一)廣

東潮州

府饒平

縣93、惠

來縣。 

(二) 

福建省

漳州府 

漳浦、

平和縣 

(一)廣

東潮州

府饒平

縣 

(二) 

福建漳

州府詔

安秀篆 

(一)福建

汀州府永

定縣94 

(二)福建

漳州府平

和縣95 

廣東

省潮

州府

饒平

縣 

(一)
福建

漳州

府平

和

縣、

詔安

縣、

(二)
少數

為福

州籍
96 

(一)廣

東潮州

府饒平

縣 

(二)福

建漳州

府南靖

縣 

(三)少

數為福

州籍。97

福建

漳州

府平

和縣 

福建

漳州

府平

和縣 

福建

漳州

府詔

安縣

秀篆 

漳州

府平

和縣 

分 

布 

情 

形 

田中

央、萬

年、番

仔崙、

挖仔、

惠來厝

柴頭

井、湖

水坑新

興里南

平三條

三條

圳、南

平番仔

崙三塊

厝大崙

坑南

平、大

埔厝中

央里萬

年里林

厝里

三塊厝、 

大崙坑、 

東山、源潭

里三條里

林厝里(柴

頭井) 

源潭里

中央里

林厝里

(柴頭

井湖水

坑 

林厝

里(柴

頭井) 

湖水

坑、東

山、南

東里

柴頭

井、湖水

坑、三塊

厝一堡

東山、番

仔崙、湖

水坑、

三條圳

(三橋

里) 新

興里大

埔厝東

山三堡

(東北

里) 

大埔

厝、源潭

里 

湖水坑 

散居 

                                                 
93 一、《永思堂張氏族譜》，渡臺祖保直公派下，張鴻章編，光緒二十年版。張永勳提供，藏於本

鎮惠來里中山路八之二四號。 

二、《清河堂馬岡派族譜》，渡臺祖保直公派下，張永勳編，民國六十五年版。張永勳提供，藏

於本鎮惠來里中山路八之二四號。 

三、《克寧公派下系譜》，張廷芳藏於本鎮民生路一五六號。 
94 一、《濟陽堂將視族譜》，江查某編，昭和十二年版。江查某藏於本鎮光明路三十九號。 

二、《涵和公派下江氏家譜》，江查某編，民國六十六年，江昭財藏於本鎮光明路三十九號。 
95 一、《鴻溪「種德堂」江氏族譜》(渡臺祖純直公、純朴公)，江元健編於咸豐六年，江有勇藏

於本鎮山腳路一八六號。 

二、《江九合公族譜》，江憲本校對於民國三十八年，江纉松藏於本鎮三條巷二號。 

三、《員林江氏家譜》(渡臺祖厚樸公)，江登甲、江元泼編於昭和十年，江元泼藏於本鎮員東

路三十四號。 
96 根據筆者員林東山古墓區田調資料。 
97 筆者東山古慕區田調資料。 



里林厝

里(柴

頭井) 

(柴頭

井) 湖

水坑東

山三堡 

   
 

【表 13】員林其餘姓氏族源考 (一) 

 詹  石 吳 翁 何 許 康 高 朱 蕭 

 
 
 
 
 
 
 

祖籍 

廣東

省潮

州府

饒平

縣 

福建

漳州

府漳

浦

縣、龍

溪

縣、南

靖縣 

一、廣東

嘉應州

鎮平縣

(今蕉嶺

縣) 

二、福建 

(一) 

福建泉

州府同

安、晉

江、南安

縣。 

(二) 

福建漳

州府龍

溪、平和

縣烏石

坑。 

(三) 

福建漳

州府詔

安縣。 

福建

省漳

州府

詔安

縣 

福建

省漳

州府

平和

縣雲

霄 

(一) 

福建省

泉州府

南安縣

(二) 

福建省

漳州府

南靖縣

(三) 

廣東

省潮

州府

饒平

縣 

福建

省漳

州府

漳浦

縣 

福建

省漳

州府

平和

縣 

廣東

省潮

州府

饒平

縣98 

福建

省漳

州府

南靖

縣 

分布情

形 
大三角

潭(今

新興里 大崙

坑、源潭

 番仔崙 湖水坑  東和

圳、三塊

口庄(黎

明里) 

大埔厝

                                                 
98 一、《沛國朱氏族譜二房分》(渡臺祖子慶、子漢公)，朱有治編，朱正安提供，日治大正四年，

藏於本鎮黎明巷五號。 

二、《沛國堂長房祖簿》(渡臺祖子慶、子漢公)，朱明道編，朱錦戊提供，日治大正十二年，藏

於本鎮惠來街三六號。 

 



源潭里

林厝里

(柴頭

井)) 

里林厝

里(柴頭

井)湖水

坑、大峰

里 

厝大埔

厝三條

里 

 

【表 14】員林其餘姓氏族源考(二) 

 呂  魏 楊    盧    鄭    邱    馮   蔡 謝 梁 

祖籍 
福建

省漳

州府

南靖

縣 

福建漳

州府南

靖縣 

福建省

泉州府

南安縣

(原漳州

府長泰

縣人) 

廣東

省潮

州府

饒平

縣 

廣東

省潮

州府

縣惠

來

縣。少

數為

漳浦

縣。99

(一)福
建省漳

州府詔

安縣 
(二)廣
東省潮

州府饒

平縣 

福建漳

州府龍

溪縣 

廣東省

潮州府

縣惠來

縣 

福建

省泉

州府

安溪

縣 

廣東

省惠

州府

陸豐

縣 

分布

情形 
萬年

里 
大埔厝 南平

里、大

明里

(半路

厝) 湖
水坑 

南平

里 
惠來

厝 
 三條圳
林厝里

(柴頭
井) 

南平

里 
三條圳 林厝

里(柴
頭井) 
湖水

坑 

散居 

 
綜觀員林地區主要的世居住民祖籍，可歸納為：主要來自福建、廣東兩省，

其中福建省以漳州最多；少數為泉州，由於人數較少，被略而不計100；而汀州人

數最少，不見於官方統計。101廣東省者，以潮州府最多，嘉應府人數相對較少，

亦不見於官方統計資料。102潮州移民者以饒平為主，幾乎來自絃歌都，亦即為客

                                                 
99 根據筆者於本鎮東山古墓區田調資料。 
100台灣總督府官防調查課所作「台灣在籍漢民族鄉貫別調查」中，由於員林地區的泉州人人數不

足五百人，略而不計。詳見台灣總督府官防調查課編印，《台灣在籍漢民族鄉貫別調查》，昭和

元年(1926)調查，昭和三年(1928)出版。 
101台灣總督府官防調查課所作「台灣在籍漢民族鄉貫別調查」中，由於員林地區的汀州人人數不

足五百人，略而不計。詳見台灣總督府官防調查課編印，《台灣在籍漢民族鄉貫別調查》，昭和

元年(1926)調查，昭和三年(1928)出版。 
102台灣總督府官防調查課所作「台灣在籍漢民族鄉貫別調查」中，由於員林地區的嘉應州人人數

不足五百人，略而不計。詳見台灣總督府官防調查課編印，《台灣在籍漢民族鄉貫別調查》，昭

和元年(1926)調查，昭和三年(1928)出版。 



屬103。 
員林主要的拓墾姓氏104祖籍為：張：主要為饒平；詹：饒平；江：主要為漳

州、少數為汀州；曹：漳州；劉：主要為饒平，少數為漳州南靖以及福州；黃：

饒平、詔安；梁：廣東省惠州府；朱：饒平；游：漳州；吳：嘉應州、漳州，少

數為泉州；盧為饒平；石為漳州漳浦；蔡：廣東潮州府潮陽縣；高：漳州府平和。 
員林世居諸姓若以祖籍地區分，可歸納為：一、福建省者：(一)漳州府(1)平和縣：
江、林、曹、賴、吳、何、高，(2)詔安縣：游、黃、林、吳、翁、邱，(3)南靖
縣：劉、蕭、呂、魏，(4)漳浦縣：石、康。(二)泉州府：吳、許、楊、謝。(三)
汀州府：江。(四)福州府：劉、林。二、廣東省者：(一)潮州府(1)饒平縣：張、
黃、盧、朱、劉、陳、詹、許、邱。(2)潮陽縣：蔡；(二)惠州府：陸豐縣：梁；

(三)嘉應州：蕉嶺：吳。 
若以羅肇錦的客屬標準：康熙年間來台的客家人以來自汀州府的閩西客(包

括永定、上杭、武平、長汀、寧化)；以及來自漳州府的漳州客(包括南靖、平和、
詔安、雲霄、漳浦)，及來自潮州府的饒平客(包括饒平、大埔、豐順、揭揚)為主
105。加以分類之： 
閩西客：江(汀州永定)。 
漳州客： 
劉、蕭、呂、魏、石(南靖)。 
江、曹、賴、吳、何、高(平和)。 
游、黃、林、吳、翁、邱(詔安)。 
石、康(漳浦)106 
饒平客：張、黃、盧、朱、劉、陳、詹、邱、許。 
其他客屬： 
海陸客

107
：惠州陸豐梁。 

四縣客
108
：嘉應蕉嶺吳。 

                                                 
103吳中杰，《台灣福佬客分布及其語言研究》，國立台灣師範大學華語文教學研究所碩士論文，

1999，頁 7。 
104員林主要的拓墾姓氏為：張、詹、江、曹、劉、黃、梁、朱、游、吳、盧、石、蔡、高等姓。

詳見潘英著，〈第三章台灣中部拓殖史與族系姓氏〉，《台灣拓殖史及其族姓分布研究》，台北：

南天書局。2000，頁 342。 
105 本文採用羅肇錦的分類。詳見羅肇錦，〈台灣客家話失落的現象〉，《台灣源流》，第十四期，

史蹟源流社出版，頁 124。此外，羅氏進而指出清康熙、雍正、乾隆年間來臺的客家人，以南

靖、平和、詔安為主要祖籍縣，漳浦、雲霄為次要縣。詳見〈「漳泉鬥」的閩客情結初探〉，《台

灣文獻》第四十九卷第四期，1998，頁 178。 
106筆者以為漳州客多分布於南靖、平和與詔安等縣山區，漳浦、雲霄靠海，客屬相對較少，因此，

員林祖籍漳浦者石、康二姓其客屬身分仍有待商榷。另見福建師範大學莊初升、巖修鴻於 1992

至 1993年間的調查，現在漳州地區還說客語或閩客雙語的地點包含南靖縣的梅林、書洋。平

和縣的長樂、崎嶺、九峰、國強、大溪；雲霄縣下河、和平、常山；詔安縣秀篆、官陂、霞葛、

金溪(今名紅星)、太平。詳見莊初升、巖修鴻。〈漳屬四縣閩南話語客家話的雙方言區〉，《福

建師範大學學報》，福州：福建師範大學。1994，頁 81-87。 
107 海陸客為祖籍海豐、陸豐者。 
108 四縣客主要包括梅縣、興寧、五華、平遠、蕉嶺。 



以祖籍認定者，饒平客屬多來自絃歌都客屬區，最無疑義109而惠州陸豐梁，

由於台灣惠州移民絕大多數來自吉康都，為純客家區110，是故列為客屬；至於較

具爭議之漳州客屬111識別問題，其中祖籍詔安縣秀篆、官陂、霞葛者112；南靖縣

書洋、梅林者；平和縣大溪者應為客屬無誤113，其他祖籍漳州者其客屬身分仍有

待商榷。由於漳州地區福佬客頗眾，有鑒於目前中國大陸漳州閩語區內客屬後裔

辨識困難，本文將再輔以信仰、語言以及返鄉尋根活動等文化指標作為佐證，例

如將汀州詒謀堂江姓列為閩西客屬的另一分類依據為：黃雪貞的分類標準114，嘉

應蕉嶺吳亦適用於該分類；再佐以詔安客的鄉土神五顯大帝信仰。習俗方面：另

再以稱呼女性先祖的「孺人」(i11 ngin11)稱謂，作為輔證客家身分的參考依據。

其他佐證客屬的文化指標將於下列各章詳述。 

 

 

【表 15】員林福佬客簡表 

         廣東省            福建省 
惠州

府 
嘉應

州 
潮州府 漳州府 

汀州

府 
 

陸豐

縣 
鎮平

縣

(今
蕉嶺

縣) 

惠來

縣 
大埔

縣 
潮陽

縣 
饒平縣 平和縣 詔安縣 南靖縣 漳浦縣 永定

縣 

                                                 
109吳中杰，《台灣福佬客分布及其語言研究》，國立台灣師範大學華語文教學研究所碩士論文，

1999，頁 6。另外，潮州府饒平縣為廣東最東端的縣份，其地理環境為狹長的河谷，北半部為

客語區，南半部為福佬語區。除了新竹、豐原、高雄右昌零星發現有饒平福佬移民外，臺灣一

般祖籍饒平者，幾乎全為來自北半部的客屬。 
110 林倫倫，1996，《廣東閩方言研究》，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 
111 根據羅肇錦的研究，他認為漳州來台的大都是客家人。羅肇錦，〈漳汀客家調查記〉，《客家文

化通訊》創刊號，1998，頁 112。 
112 根據戴炎輝於 1950年代在大村鄉的調查報告，其中載：「據賴慶先生的指教，近鄉的波心，

埤下；梧鳳，二重湳均為客庄(客家鄉)，且多為黃姓。本鄉的大崙里原前也是客庄，黃、游姓

就是客屬。他說：我幼時常常聽見了大崙的老人們講客家話。現在已受閩南籍的同化，語言、

風俗完全是一樣的。」詳見戴炎輝，〈台中縣大村鄉調查報告〉，《台灣文化》，1950，頁 43-44。

又註：大村鄉緊鄰員林鎮，員林鎮內游、黃二姓多源自大村鄉。 
113 見吳中杰，〈臺灣漳州客家分佈與文化特色(下)〉，《臺灣源流》第二十二期，2001，頁 131。 
114 黃雪貞認為若祖籍為嘉應、汀州各縣，則為客家。詳見黃雪貞，〈永定(下洋)方言詞彙〉，《方

言》，1983，頁 148-160，220-240，297-304。 



梁 吳   蔡 張、黃、

盧、朱、

劉、陳、

詹、邱、

許 

江、林、

曹、賴、

吳、何、

高 

游、黃、

林、吳、

翁、邱

劉、蕭、

呂、魏、

石 

石、康 江 

 

             【表 16】 員林主要拓墾姓氏祖籍考 

姓氏 張  詹 江 曹 劉 黃 梁 朱 游 吳 

 
 
 
 

祖 

籍 

主要為

(一)廣

東潮州

府饒平

縣、惠

來縣。 

少數為

(二) 

福建省

漳州府 

漳浦、

平和縣 

廣東

省潮

州府

饒平

縣 

主要為

福建漳

州府平

和縣， 

少數為

福建汀

州府永

定縣 

 

福建

漳州

府平

和 

主要為

(一)廣

東潮州

府饒平

縣 

少數為

(二)福

建漳州

府南靖

縣 

(一)廣

東潮州

府饒平

縣 

(二) 

福建漳

州府詔

安秀篆

廣東

省惠

州府

陸豐

縣 

廣東

省潮

州府

饒平

縣 

福建

漳州

府詔

安秀

篆 

廣東嘉

應州鎮

平縣(今

蕉嶺縣)

(一) 

福建泉

州府同

安、晉

江、南安

縣。 

(二) 

福建漳

州府龍

溪、平和

縣烏石

坑。 

(三) 

福建漳

州府詔

安縣。

姓氏 盧  石 蔡 高 
祖籍 廣東

省潮

州府

饒平

縣 

福建

漳州

府漳

浦

縣、龍

溪

縣、南

靖縣 

廣東

省潮

州府

潮陽

縣 

福建

省漳

州府

平和

縣 



 
 

【表 17】員林人口祖籍分布表 

      廣東省            福建省 

 

泉
州
府 

          祖籍 
    人數(百人) 
調查年代 
 

潮
州
府 

嘉
應
府 

惠
州
府 

安
溪 

同
安 

三
邑

漳
州
府 

汀
州
府 

龍
巖
州 
福
州
府 

興
化
府 

永
春
州 

昭和元年(1926)
末 

    55      173   22   

資料來源：台灣總督府官防調查課編印，《台灣在籍漢民族鄉貫別調查》，昭和元

年(1926)調查，昭和三年(1928)出版。 
註：員林地區的福州人，今日已難尋覓，徒留廣寧宮三山社福州會一祭祀組織名，

以及「南平」(今南平里，福州府南平縣墾民誌之)地名。 
 

 

 

 



【圖 4】員林的福佬客民族成分示意圖 

              (作者自繪) 

 

 

 

 

 



【表 18】各里世居姓分布概況 
東和里 居民以高厝、江厝為主要聚落群。 

新興里 主要居民以石姓、張姓、賴姓居多。 
南平里 里內居民以張、馮、楊、盧、黃等姓居多。張在四鄰、黃在

五鄰。 
源潭里 居民姓氏以游、江、吳、王、陳等姓為多。居民姓氏以游、

江、吳、王、陳等姓為主。游厝：第一、十鄰，江厝屬第二

鄰，吳厝屬第四、九鄰，王厝屬第六鄰，陳厝屬三、五、七、

八鄰。 
大埔里 本里依姓氏分布，游姓約佔 62%，黃姓約佔 30%，其它為蕭、

賴、高、魏等姓。 
三條里 本里有江厝(最多)、張厝、邱厝、高厝、蔡厝、蔣厝等主要聚

落群。 
三和里 黃厝為主要聚落。 
三橋里 其中以姓賴居多，係從前大村鄉之住民遷入。 
中央里 居民以張姓為多，清乾隆初年遷入，以清河為郡號，自張永

和公以來以有義堂為號。約佔本里人口數約八成，主要分部

於本里二、三、四、六、七、八、九、十、十二等鄰。其他

較多之姓氏有陳姓、黃姓。陳姓以第五鄰，黃姓以第十一鄰

為主要分佈地。田中央西南的「詹厝」，因住民多詹姓而得名。

溝皂里 居民多廣東省潮州府饒平縣張姓。 
大饒里(火燒庄) 張姓為主。 

大明里(半路厝) 本里居民劉姓約占 40%，張姓約占 30%，少部分為楊、潘姓。
萬年里 以張、羅、呂、黃、鍾五大姓氏為主。本里聚落群分為第一、

二、三、四、五、六鄰土稱萬年底。羅厝:係羅氏居民之聚落，

行政區隸屬本里第七鄰。 

崙雅里 張姓居民佔多數。 
振興里 居民以張、曹、雷、黃、何、沈等姓居多。 
林厝里(柴頭井) 居民以吳、陳、江、張、林、劉、黃、詹、謝、邱姓較多。

出水里(湖水坑第

三保) 

本里以張姓佔大多數，其次為陳、楊、黃、謝、游、趙、劉、

林等姓。 
湖水里 居民姓氏以黃、張、許、吳、曹、林、饒、游等姓為主，於

大峰里 黃姓佔大部分，江、吳次之。 
鎮興里 里民以江姓、高姓、黃姓居多。黃厝：黃姓居民之聚落，位

於本里一鄰。江厝：江姓居民之聚落，居民約兩百多戶，隸



屬本里第二、三、四、六、七、八、九、十、十一、十二鄰。

另圳岸腳第十八鄰亦為江姓聚落群。高厝：係高姓居民之聚

落，位於本里第五、十五鄰。 
浮圳里 居民以江姓為主，其次為劉姓。 
西東里 林姓最多，黃姓其次，其他有賴、張姓。 
南東里 本里居民以江姓、林姓居多。  

本里聚落群有： 
牛埔頭：雜姓聚落。 
黃厝：第五、六鄰。 
江厝：本里最大聚落，位於第七、八、九、十、十一、十二、

十三鄰。 
林厝：第十四、十五、十九鄰。 
圳岸腳：以圳安宮為中心之聚落，以江、林姓居多。 

中東里 本里居民原世居均姓曹。  
東北里 居民大部份姓曹約佔一半以上，其次為林、黃、賴。 

本里聚落： 
廟仔後：皆林姓，位於第一、三鄰。 
黃厝：大多為黃姓，位於屬第三、四鄰之一部。 
圳岸腳：曹黃各半，屬第二鄰。 
九戶：皆曹姓，屬第十鄰。 
坑仔北：多姓曹，屬第十三、十四、十五鄰。 
賴厝：皆為賴姓，屬第十六、十七鄰。 

                       
資料來源：員林鎮志115。 

                                
 
                   
 
 
 

 

 

 

                                                 
115 頁 26-44。 



第二節  員林張姓的家族史及其發展(饒平客) 

員林鎮內第一大姓為張姓，其中絕大部分祖籍為廣東省潮州府饒平縣116，其

地位也最為顯著117。張姓家族主要分布於本鎮南部的大饒里118、大明里、溝皂里
119、萬年里、林厝里、中央里等地，十之八九都姓張120，各村落多設有家廟、祖

厝、宗祠、公廳之類，顯見為饒平客家籍張姓之血緣聚落121或曰「一姓村」122。 

張姓對於員林的開發貢獻卓著，今本鎮員林公園旁地藏庵123邊殿之「萬善同歸」

靈碑上，留有清道光十一年(1832)之「饒邑太學張卓徽勒石」一文。 

 
 

                                                 
116張姓祖籍廣東饒平，居員林鎮第一大姓。同上註。 
117該鎮南部的大饒里、大明里、溝皂里、萬年里、林厝里、中央里等地，村落住民，十之八九都

是姓張‧‧‧。林衡道，〈員林附近的福佬客村落〉，《台灣文獻》第十四卷第一期，頁 153。 
118員林鎮大饒里俗稱火燒莊，原為大埔縣、饒平縣移民所形成之客裔聚落。火燒庄一名由來有二

說，其一為閩粵械鬥之說：據當地耆老說明：清代閩粵械鬥，村莊遭燒燬，故稱「火燒庄」。

因火燒(ｈwｅ ｓｉｏ) 之音不吉，後取饒代燒，雅化為大饒。道光版彰化縣誌，提到道光六

年〈一八二六年〉閩粵分類械鬥，火燒庄兩度受水沙連保閩人陳月中，江愿荼毒，由此可知，

火燒庄早期在西元一八二六年前，即已出名。其名稱來源為乾隆五十一年〈一七八六〉林爽文

案，粵人依附泉人攻打漳州人〈林爽文所組天地會以漳州人為主〉，引起漳州人大開殺戒，除

泉州人莊舍被焚外，對粵人更是「銜恨入骨每遇騷擾，該處粵莊慘毒更甚」，屬於客家人散庄

的火燒庄，更難逃荼毒，並且被燒出名被稱為火燒庄。 

    其二為地理風水之說：根據廣寧宮張耀北主委稱：因社頭枋橋頭天門宮的媽祖廟，開兩個「火

窗」面向火燒庄，因此此庄常遭祝融火光之災，住民不堪其擾。後來某日經由一路過的地理師

指點，於王爺宮(廣寧宮)加祀「水德星君」，以水剋火，祝融乃息。 

其三為諧音說：彰化縣內有兩處「火燒庄」，埔鹽鄉的火燒庄已改稱「好修村」取其諧音。

員林南側的火燒庄則改為大饒里，不但取其形似，並且說明當地的住民是來自廣東省大埔縣與

饒平縣，以示不忘本。 

           其四為盜賊說：有一賊首曾卜居此地，每逢官兵前來圍剿，便放火燒村，逃逸他處，至官兵

開拔而去後，又回來重建家園，習以為常，故稱為火燒庄。語出火燒庄耆老張紹榕，詳見林衡

道，〈員林附近的福佬客村落〉，《台灣文獻》第十四卷第一期，1963，頁 154。 

綜上所述，筆者認為：火燒庄顧名思義，這座村庄曾被燒過，或是曾多次被燒過。這是因為

台灣移民早期閩粵械鬥，漳泉械鬥等分類械鬥的引起。早期火燒庄是饒平縣客家人張姓為主的

拓墾區，客家人在這片濁水溪沖積扇上開墾，屬散庄性質，人數較少，如遇大規模械鬥迫於形

勢，例如：道光六年所發生的閩粵械鬥，使粵籍居民紛紛遷往大埔心和關帝廳，原先的分布範

圍大為縮減，並有一部分的粵民遷往葫蘆墩、東勢角籍苗栗一帶。由於經常要棄家逃難到永靖

關帝廳或埔心瓦瑤厝等粵人集中區避難，留下的屋舍經常被燒毀，此即火燒庄命名由來。 
119 據溝皂張吉永先生解釋「溝皂」地名之由來，稱：水溝閩南音為水漕，由漕訛傳為「皂」，

沿用至今。 
120 據林衡道研究：本鎮南部的大饒里、大明里、溝皂里、萬年里、林厝里、中央里等地，十之

八九都姓張。詳見林衡道，〈員林附近的福佬客村落〉，《台灣文獻》第十四卷第一期，1963，

頁 153。 
121詳見林衡道，〈員林附近的福佬客村落〉，《台灣文獻》第十四卷第一期，1963，頁 153。 
122根據林美容的分類：一姓村為一村中有一優勢姓，且其比例在百分之五十以上者，為一姓村。

詳見林美容，《鄉土史與村庄史─人類學者看地方》，台北：臺原出版社，2000，頁 284。 
123根據廟祝賴武聰稱：地藏庵前身為「大眾爺廟」又稱「有應公」或「百姓公」，位於今地藏庵

左側。其沿革為：乾隆年間，員林曾發大水災，氾濫溢流，導致荒埔無名屍骨流出，曝屍荒野，

街上張姓仕紳倡言將枯骨聚而祀之，在墳上立「萬善同歸」碑，再建廟祭拜。初為一竹管搭建

之草寮。2004/03/05 於地藏庵訪談紀錄。 



                     【圖 5】饒邑太學張卓徽勒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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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縣志》亦載：張顯謨，字卓徽，粵之饒平人。壯歲偕兄渡臺服賈得貲，

即為父償債。其怡怡有足多者。嘗寓員林，購街後曠地為義塚，並倡建大眾廟，

里人頌之。‧‧‧124其碑文最初是由廣東省饒平縣張卓徽於乾隆丙戌年(1766 年)
所刻記，後經道光壬辰年(1832 年)，以及同治丙寅年(1866 年)，兩度重新刻墓誌

銘。言及張卓徽購地置東山義塚，倡建義塚之義舉。可見清乾隆年間，張姓在員

林街肆上，已經佔有顯著地位，形成鄉紳階級。 
 

一、張姓派別 
員林張姓入墾最早，淵源也最深。員林張姓依其世系，主要可分三派，分別

為：坑邊、馬岡及葵坑三派，其中以坑邊派來臺人數較盛。根據各派族譜，整理

如下： 

(一)坑邊派 

員林張姓入墾始自康熙末葉(1720)，張剛直及張應和、張文敞叔姪等，入墾
員林。其中張剛直(子華)屬饒平坑邊大房公，其世系如下：開盛─振江─正三─
松溪─國佐─仲昭─子華─。子華公為十世，因受當時渡臺三禁，不准攜家眷來

臺影響，子華公仍歸大陸，後其孫希強(宗力)，希遠(宗永)，陸續在乾隆初葉入

                                                 
124周璽，《彰化縣志》，頁 26。 



墾員林，並定居下來。 
張應和(永和)亦為饒平坑邊大房公，其世系為：開盛─溫恭─創(蒼)洲─德

風─心畫─肇南─應和─良者。應和公的子孫張良慶、張清柳兩人均當過員林鎮

長，張清元族為華豐橡膠董事長125。 
張應和公之子良者公，於員林南區建石鼓(笱)埤，據傳說因有人寄放五擔葉

子籠未取，發現籠裡盡為白銀而致富，於是購買一百零四甲農田，部分捐給應和

公祭祀田。康熙末葉，派下張有經、張侃直也入墾員林與埔心。張有經亦為坑邊

大房公，其世系為：開盛─振江─正三─松溪─擎臺─淡昭─次潘─有經─希恭。 
嘉慶年間，張鵬程入墾員林。張鵬程也是饒平坑邊大房公，其世系為：開盛─振

江─正一─弘野─德居─吉臣─應青─文琰─宗啟─孔綿─鵬程(克寧)。 

(二)馬岡派 

張侃直(儒林)則為饒平馬岡派始祖唐養公(惇德)四子忠義公(埔心鄉瓦瑤村
之祖)派下第十一世孫，其渡臺後定居於武西堡瓦瑤厝庄。 
馬岡派番仔崙渡臺祖為齒德公十二世孫廷燿(寬柔)，其世系為：唐養─齒德

─誠朴、果毅─莘野─希傑─必元─文善─翰誦─之僑─慶楊─廷耀─誠榮。 
馬岡派出水之祖為八世文惠公，其世系為：唐養─齒德─誠朴、果毅─莘野─希

傑─必元─文惠。文惠公曾孫弘裕公來臺時無娶妻，由長房媽福公過繼一男(即
果珍公)為後嗣。 

(三)葵坑派 

   其祖祠在大明里追遠堂(第四公墓西側)，據張向善先生提供族譜，屬廣東省

元歌都蓮塘社葵坑鄉烏石樓，其世系為：念三─四十─敦德─剛逸─春(清)溪─
貞格─明瑄─待查─本源─友直─敖信。其祭祀公業為張尊德，管理人張昭男，

共八大房，本身為房長的張向善稱，其派下分布在火燒庄，房長為張炳煌，社頭

眉土，以及永靖永興陳厝厝、詹厝厝等。 
員林地區的張姓祖祠，除大明追遠堂(葵坑派)之外，火燒庄(大饒)有坑邊派大房
公有義堂，溝皂有坑邊二房公有慶堂 
    綜觀整個員林饒平張姓的家族開拓史，可遠溯至開基太始祖肇基公(元大德
丙午年)派下，至四世開盛公(明成化十五年)，為張姓坑邊派大房始祖，其弟端肅
公為坑邊派二房始祖126。清康熙末葉以降，該長房與二房派下陸續渡海來臺，定

居於員林。其中大房派下主要聚居於「火燒庄」(今大饒里)以及大明、中央里等

                                                 
125 張嘉政總編輯，《彰化縣張姓宗親會成立大會特刊》，彰化：張姓宗親會發行，1995，頁 8。 
126 根據永(應)和公派下第十七孫張尚爐先生說明坑邊派由來：明朝第三世祖金絮(榮)公羅氏孺人

生下二子，長子為開盛公，次子為端肅公。由於家境貧寒，父母忍痛欲將次子鬻人，開盛公知

悉後，將其弟藏於稻草堆中，承養人遍尋不著，只得放棄。其後開盛公懇求父母留下端肅公，

雙親於焉始准。兄弟手足情深，並克盡孝道。端肅公後來甚至為其兄為媒，促成婚姻美事。後

來開盛公生下二子，長男振江公(大三公)，次男溫恭公，與其弟端肅公分為兩支，俗稱大房公、

二房公，各傳派下，子孫瓜瓞綿綿。 



里，少數在溝皂里；二房派下主要聚居於溝皂以及萬年、中央里一帶，少數分部

於林厝。本鎮其他各里張姓，亦多屬這兩房派下。 
    坑邊二房子嗣在員林一帶分布詳細如下127： 
十一世部分： 
實者公、特徽公：萬年溝外、員林街一帶。 
輯徽公：溝皂、太平。 
旺徽公：田中央。 
愈者公、應棟公：番仔崙。 
誠者公：田中央。 
希格公：羅厝庄、東山庄。 
雲從公：三條圳。 
子永公：百果山大厝地。 
卓徽公：太平。 
日明公：大三角潭。 
 
十二世部分： 
宗簡公：柴頭井。 
運昌公：三角店、員林街。 
廣宇公：經口厝、太平。 
 
另外十世祖應華公派下，十二世部分： 
宗奠公：柴頭井。 
宗壯公、宗總公：田中央。 
宗社公：萬年庄。 
宗維公：今饒明國小南側。 
 
十世祖應隆公派下： 
十三世勤福公：三條圳、員林街。 
十四世元養公：萬年庄、員林街。 
十四世娘生公：員林街。 
 
十三世高陽公：溝皂。 
十三世孔簽公：員林街。 

二、張姓主要世系 

 
 
                                                 
127 張良榮老師提供。 



               【表 19】 肇基公派下世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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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20】  振江大三─正一公應青派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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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21】  克寧公派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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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太始祖派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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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料來源：張嘉政先生提供所藏之張姓族譜手抄本，僅致謝忱。 

三、員林張姓與地方發展 
張姓大房派下主要聚居於「火燒庄」(今大饒里)以及大明、中央里等里，少

數在溝皂里；二房派下主要聚居於溝皂以及萬年、中央里一帶。其中大房以火燒

庄、二房以溝皂分布為最集中，呈現一(單)姓村的現象128。  
「火燒庄」(今大饒里)位於本鎮南部，東鄰萬年里，西接溝皂里，南毗大明

里，北接民生里。日本時代為台中州員林郡員林街大饒一堡。大饒即今彰化縣員

林鎮大饒里、大明里二里。在員林南南東, 道光十二年彰化縣志稱為火燒庄, 原
居民多廣東客家人, 可能發生閩粵械鬥曾遭燒燬而得名。大饒之南有「大路畔」, 
再南為「半路厝」。為清河堂第九世遷入繁衍至今。大饒張姓族人早期移居新竹、

苗栗等客家區者為數不少，是故新竹縣竹東、關西等地住民，至今每年仍回員林

掃墓。
129火燒庄(大饒里)張氏家廟有義堂，俗稱大房祖厝，日本時代擁有八十餘

甲祭田，現仍保有四甲餘之田地，以供祭祀之需。 
溝皂昔作溝漕在員林西南，在八堡圳支流大饒排水溝南岸成東西向狹長帶

狀，地名因排水而得名。溝皂里位於本鎮南區，東以員集路與大饒里為鄰，西以

中山路與埔心鄉瓦瑤村為鄰，南毗中央里，北以八堡圳與黎明里為鄰，為一平原

地形。本里人口數約三千餘人，清代舊名為廣興村。里中最早寺廟為廣興堂，於

大正初年由張紹書先生興建，主祀觀音佛祖、天上聖母、三山國王，近年來又增

祀玄天上帝。溝皂的張氏家廟「有慶堂」，俗稱二房祖厝，於每年正月十三日舉

行祭典。 

(一)張姓宗親會籌備經過 

民國八十三年(1994)十月八日彰化縣張姓各宗親召開了「彰化縣張氏宗親會

籌備座談會」，會後彙整資料項彰化縣政府申請籌設，並於同年十一月十四日函

准在案。發起人與宗親於民國八十四年(1995)三月十日假彰化縣工業會會議室召
開「發起人暨第一次籌備會」。 

                                                 
128林美容，〈一姓村、主姓村與雜姓村─台灣漢人聚落型態的分類〉，《台灣人的社會與信仰》，自

立晚報文化出版部，1993，頁 35。 
129林衡道，〈員林附近的福佬客村落〉，《台灣文獻》第十四卷第一期，頁 154。 



「發起人暨第一次籌備會」在張清元宗長出面號召及主持下，有各宗親族長

計二十七人與會，會議中薦舉張慶祥、張長森、張順昌、張養民、張老建、張向

善、張萬福、張三江等宗長為籌備委員。同年八月八日於員林高中大禮堂舉行「彰

化縣張姓宗親會成立大會」。130 
 

(二)張姓家族與地方發展 

張姓大房派下來臺最早：清康熙末葉〈1720〉廣東省饒平縣客家人張剛直〈子

華〉及張應和、張文敞叔姪、張友經等入墾火燒庄一帶，並定居今大饒、大明里

現址。但直到一百八十年後的明治三十五年(1902)，員林街區長張紹乾發起集資

修築開盛公派下家廟，後決議由張紹乾董其事，擇吉興工，當年落成。昭和十一

年(1936)，由張明華發起改建，共推在民國九年至二十一年曾四度擔任員林街長

的張清華為主事，同年竣工。 
開拓火燒庄的張剛直〈子華〉其孫張希遠，希強於乾隆初葉再回來火燒庄開

墾，屬於「國佐」系統，其後裔人才輩出，如彰源公司董事長張炳耀，縣農會理

事長張炳得兄弟，高雄市政府秘書長張俊彥，前員林鎮代表會主席張尚炎，前公

路局段長張炳煌，台隆集團董事長張俊雄，前員信理事主席張朝，張友經屬「擎

台」系統，張應和屬「蒼州」系統，其子張良者因得五擔葉仔籠白銀之意外財，

購地一百零四甲，部分捐給公業，並修築石笱埤圳，其後裔也人才輩出，如上市

公司華豐輪胎董事長張湖、張清元，總經理張瀛洲，前員林鎮長張良慶、張清柳，

川崎機械董事長張良村，前縣議員張炳相。至於張應和姪子張文敞為其弟張盛客

長子，後裔有門樓底秀才張日宗，前員林鎮公所戶政課長張尚法，縣農會代表張

吉利等。131             

【圖 6】有義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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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張嘉政總編輯，《彰化縣張姓宗親會成立大會特刊》，彰化：張姓宗親會發行，1995，頁 12。 
131 張姓宗親會張嘉政先生提供資料。 



  

(三)張姓家廟祭祖 

大饒里張氏家廟，俗稱大房祖厝，每年正月十二日舉行祭典，成為慣例。族

老稱早期祭後尚有宴會、戲劇表演等節目，日本時代以後漸廢。祭典情形為：首

先各派下百餘人，一律身著長袍馬褂齊聚於家廟後，由行祭之「通」、「引」擔任

司祭，進行祭祀：全體族親肅立，主祭就位後，便放炮、打鼓，並按照順序進行

獻酒、奉茶、跪拜等各種儀禮，最後以燒金、鳴砲而結束祭典。會後，並進行「分

肉」，將供祖的豬肉切割分發各派下族親。此項分肉，全成由司祭「引」一手執

行，旁人不可插手。有義堂改建後，仍以每年正月十二日祭祀日，殺豬頭數曾達

十餘頭，派下員領豬肉，熱鬧非凡，用意在於聯繫親族感情，直至民國七十年代

才逐漸式微。 
 
以下列舉有義堂張姓祭祖祝文： 

              【圖 7】有義堂張姓祭祖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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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員林江姓的家族史及其發展(汀州客、漳州客) 

江氏為員林鎮的第三大姓，多居住於本鎮東區一帶。員林江姓諸派下主要為

漳州客，其中詒謀公派下為閩西客(汀州客)，為員林福佬客所僅見，殊為特別。 
綜觀彰化縣江氏祖多宗東峰公，以百零九世曄公（號八郎）為入閩始祖，三世祖

鐸拾八郎公之長男百八郎移居福建汀州府永定縣高頭鄉金豐里，是為高頭開基

祖，永靖洪俊公派下出於此；三世祖鐸拾八郎公之六男為百十三郎公，其五男千

五郎公則遷居漳州府平和縣（新安里葛布）大溪榕林江寨開基建祠，立譜而為一

世祖，是為平和開基始祖江肇元，員林啟隆公、純直公、東興公、九合公等派下

系出於此。 

一、江姓各開臺祖派下： 

(一)東興公 

     東興公始於平和開基二世祖萬四公派下第十三世祖。西元 1744 年（乾隆 9
年）十三世祖妣劉氏烈勤隨五子三孫來台，於燕霧下堡三塊厝庄牛埔頭築屋而

居，長男厚樸公（名講）、次男質直公（名曉）、三男江三公（名札）今已絕嗣、

四男樸直公（名調）、五男江五公（名親至十六世無傳因舉外甥為嗣，至今單傳）

後因山洪淹沒舊居，而各自覓地棲身，遂無祖厝。開基媽後葬於犁壁山頂之薑母

山上，迄今猶存。 

(二)九合公 

九合公亦始於平和二世祖萬四公派下第十三世祖江包公與江東興為兄弟（次

男、四男）。康熙末，江包公偕族親共三人渡臺，於嘉義水上鄉江竹子腳墾荒，

才數十日即死而葬於此，嗣後，其二族親返祖居遇大浪時，求江包公庇祐而許諾：

將送一子為江包公續香火。數年後再度來台，果然攜八歲十四祖江鈕認墓為父，

且做工度日。江鈕公三十歲時，來員林投奔鎮興庄東興公，並以親房叔姪相稱。

雖做工而略有積蓄，惟年已五十猶未成家，適有東螺西堡新庄鄭氏婦陳勤善新

寡，因媒成婚，陳勤善么子鄭耀雲亦隨母嫁而冠江姓，為江鈕公之養子，嗣再生

江文彩、江河漢二子；三兄弟建業有成，傳家有道，子侄九人雖自成家猶合伙共

食，並將家業由九人均分，且留一部份為江九合、江慶陽祭祀公業，設學堂以教

育子弟，傳習家風；派下約千餘人，族人江讚禹、江火社，皆曾任員林鎮長。現

任派下祭祀公業理事長：江榮基（彰化縣江氏宗親會常務理事），會計：江蓮耦

（彰化縣江氏宗親會副總幹事）。 

 (三)啟隆公 

啟隆公派下其始有六房，各有房長，今約五十戶。雖有公田（祖業），但管

理人已亡故，此後已無人做主。無族譜可考，子孫也多無法詳言祖先事，但依老



輩上推其輩分，似與九合公、純直公、東興公同祖，亦約同時來台，所居與東興

公同庄。 

(四)純直公 

純直公始於平和開基二世祖萬三公派下第十七世祖江暹，乾隆初來台後，再

返故居奉父親純直公、叔父純朴公渡海來台，世居燕霧下堡東山鎮興庄「種德堂

祖厝」現址（員林鎮南東里山腳路東山國小前），祖廳歷史約二百多年，間有翻

修，仍屬磚造雙翹脊閩南式五落正身，與純朴公後代緊鄰而居。純直公派下約三

百多戶，頗重視教育，曾捐地廉售供東山國小設校，今有江東容博士任職於國科

會。前任祭祀公業管理人江汝德現任彰化縣江氏宗親會監事，現任管理人江坤賢

為員林鎮南東里里長。 

 (五)純朴公 

純朴公派下，初入墾芬園崙仔尾，後來部分子孫移居員林鎮鎮興里江厝現址。 

(六)江詒謀公 

來自汀州府永定縣的江詒謀公派下，初為大村鄉貢旗村私塾教師，繼則轉任

東山曹家為西席，曹家為報恩而獻予三塊地，祖厝「詒謀堂」所在地即其中之一，

為三落的三合院建築。 

(七)江純直公(江潛) 

  其後裔分布在南東里江厝。清乾隆初年，十七世祖江昇先行來台，之後再回

大陸原鄉帶父親(江純直)前來。江純直乃福建省漳州府平和縣人，屬江萬三公之

後，育有四子，其中老大江振宗無傳，老二江炎回唐山，老三江昇無傳，而由老

四之二子廣辰繼承，老四江餘慶育有六子，其中第二房最旺，其餘皆不多，又以

大房、五房最少。由於族親人數眾多，整個聚落是由龐大的種德堂及永德堂聚落

群所構成，種德堂前還有一個佔地 2-3分大的魚池。種德堂，位江厝的北邊，乃

江餘慶之六大房族親所居住，由於人數眾多，發展成為一個五落正身的大宅邸。 

(八)江東興公 

  其派下子孫俗稱薑母山江。清乾隆九年，江東興妻劉魏娘率同講、曉、札、

調、親五個兒子，偕江潛、江雄二兄弟一同入墾三塊厝，剛來時，母子皆替黃秋

堂幫傭、牽牛，幾經奮鬥有成，在員林浮圳、三塊厝一帶置有相當多的田園。 
  長庚堂位山腳路東邊，三段 220巷，乃江東興派下二房子孫所住。屋前昔有
墨盤硯石兩個深淺不一的池子，後填平作為豬舍，今已成廢壚。整個建築為單院

落左五右二護龍規模，屋前有內外兩重埕，正身大廳內有觀音媽漆仔、觀音佛像

及祖先牌位。左側護龍，每個護龍入口都建有牌樓，以作為入口。 

(九)江詒謀公 



  其後裔分布在鎮興里江厝，俗稱竹仔腳江，開台祖江詒謀乃福建省漳州府永

定縣人。清乾隆中葉江詒謀來台入墾，最初先到大村貢旗教書，之後又轉往員林

東山曹家任西席，教導曹家子弟，其後曹家為感念報恩，乃獻三塊地給江家，現

有房宅即為其中之一，堂號「詒謀堂」，位員林山腳路三段 150巷，為前後三大
院落，左三右四護龍規模之合院組群。 

(十)江純朴公 

  其後裔分布在鎮興里江厝，山腳路三段 234巷，開台祖為十四世江純朴，福
建省漳州人，清朝雍、乾年間入墾芬園鄉崙仔尾，後來有一部分子孫遷到現今地

址。 

(十一)江九合公 

  其後裔分布在三條街東側，昔稱田尾，由於早期江姓祖厝周圍種滿莿竹，引

來許多白鷺鷥在此停留，因又名白鷺鷥厝。江九合公乃福建省漳州府平和縣人，

開台祖江包(又名江弼、江百郎)和江東興公同為兄弟，於康熙時期來台拓墾，首

先在嘉義縣水上鄉竹仔腳庄落腳，之後其養子江鈕(又名江篤厚)於乾隆十八年遷

至東山庄江厝，共有九孫，因名江九合公。江鈕初到東山之時，靠做工度日，其

養子江鄭耀雲因理財有方，於是另到三條圳購地建屋，即今祖厝慶陽堂。132 

二、員林江姓世系表： 
主要根據江世凱總編輯，江蓮耦執行編輯《江九合公族譜》及濟陽十三世《江

東興公支譜》，表列如下：  
                              
 
 
 
 
 
 
 
 
 
 
 
 
 

                                                 
132 以上各派下資料由彰化江姓宗親會提供。 



【表 23】濟陽堂 
世

別 
一世 二世 三世                  四世 

長
男 

 

次
男 

參
男 

肆
男 

伍
男 

陸
男 

姓

名 

江
百
四
郎
、
祖
妣
邱
氏 

江
百
五
郎
、
馬
氏
四
娘 

江
百
七
郎
、
戴
氏
八
娘 

江
百
八
郎
、
周
氏
二

娘 江
百
九
郎
、
黃
氏
三

娘 江
百
十
郎
、
何
氏
七

娘 江
百
十
一
郎
、
胡
氏

九
娘 

江
百
十
二
郎
、
陳
氏

十
娘 

江
百
十
四
郎
、
蔡
氏

四
娘 

江
百
十
五
郎
、
唐
氏
十
娘 

住

址 

先
住
福
建
汀
州
府
寧
化
縣
石
壁
村
，
後
遷
至
汀

州
府
上
杭
縣
勝
運
里
綿
九
礤 

 

遷
福
建
省
汀
州
府
永
定
縣
金
豐
里
大
溪
甲
寨

下 汀
州
府
永
定
縣
高
頭 

廣
東
潮
州
府
海
陽
縣
戀
州
郡
小
靖
龍
窟
坪 

廣
東
潮
州
府
大
埔
縣
清
遠
郡
胡
廖
村 

廣
東
潮
州
府
饒
平
縣
絃
歌
郡
三
饒
村
，
分
住
福

建
省
汀
州
府
永
定
縣
金
豐
里
陳
東
坑
水
尾 

福
建
省
汀
州
府
永
定
縣
金
豐
里
陳
東
坑
水
尾 

福
建
省
漳
州
府
南
靖
縣(

今
平
和
縣
大
溪
莒
溪

竹
籬
頭) 

福
建
省
漳
州
府
南
靖
縣(

即
今
平
和
縣
莒
溪
塚

下) 

 
資料來源：《江九合公族譜》，頁 78-79。 

                        
 
 
 
 
 
 
 
 
 
 
 
 



【表 24】江百十四郎派下五男表 

世
別 

     

五
世         

姓
名 

江
千
一
公
、 

劉
氏
十
娘 

江
千
二
公
、 

周
氏
十
娘 

江
千
三
公
、 

李
氏
十
娘 

江
千
四
公
、 

郭
氏
四
娘 

江
千
五
公(

江

肇
元
公)

、
鄭
氏

四
娘 

住
址 

新
寨
屋 

福
建
省
漳
州
府
南
靖

縣
清
寧
里
河
頭 

瓦
窑
下 

福
建
省
漳
州
府
南
靖

縣
清
寧
里
河
頭 

福
建
省
漳
州
府
平
和

縣
新
安
里
葛
布
大
溪

江
寨
村
榕
林
樓 

 
資料來源：《江九合公族譜》，頁 79。 

       【表 25】漳州府平和縣江世始祖江肇元(江千五公)派下 

世
別 

一
世
祖 

二 三 四 五 六 七 八 九 

姓
名 

江
千
五
公(

江
肇

元
公)

、
鄭
氏
四
娘 

江
萬
四
公 

江
紉
肇
公 

江
丕
紹
公 

江
恢
緒
公 

江
端
毅
公 

江
默
庵
公 

(

次
子)

江
西
墅

公 江
純
雅
公 

附
註 

  (

大
六
郎)

妻
陳
溫
惠 

(

小
七
郎)

妻
黃
慈
懿 

(

十
五
郎)

妻
鄭
溫
惠
、
吳
氏

三
娘
、
邱
氏
九
娘
等
三
人
。 

(

十
九
郎)

妻
葉
慈
勤
、
朱
真

順
等
二
人 

(

念
六)

妻
曾
貞
淑
、
陳
五
娘

等
二
人
。 

(

寶
庵)

妻
范
貞
慈
、
嚴
婉
順

等
二
人
。 

二
公
府
君
妻
曾
氏
淑
慎 

十 十
一 

十
二 

江
文
勤
公 

江
端
嚴
公 

江
在
躍
公 



江
二
公133 

二
公
妻
曾
氏
溫
惠 

(

純
慎)

江
大
公 

 
資料來源：江世凱編《江九合公族譜》，頁 81-86。江輝煌編《江東興公族譜》，
頁 93。 

                    【表 26】員林江姓渡臺祖考 

世
別 

十
二
世 

            

江
在
躍 

十
三
世 

(

長
子)
江
琠 

(

次
子)

江
東
興(

江

軌)

，
妻
劉
魏
娘(

開
臺

祖
妣) 

(

三
子)

江
應
科 

   (

四
子)

江
弼(

江
包) 

  

  

員
林
江
九
合

公
始
祖
江

紐
、 

江
篤
實 

(

五
子)

江
親 

(

四
子)

江
調 

(

三
子)

江
札 

(

次
子)

江
曉 

(

長
子)

江
講 

十
四
世 
江
旺 

江
興 

江
科 

江
五
公 

樸
質
公 

江
三
公 

質
直
公 

元
樸
公 

江
余 

江
只 

(

子)

江
河
漢(

又
名

江
步
月) 

(

子)

江
文
彩 

(

養
子)

江
鄭
耀
雲 

                                                 
133 江輝煌編《江東興公族譜》，頁 93。 



十
五
世 

   

江
長
盛 

江
長
海 

江
壬
癸 

江
火
炎 

江
娘
送 

江
娘
養 

江
娘
華 

江
娘
允 
江
娘
愛 

  

十
人 

一
五
三
人 

絕
嗣 

一
八
三
人 

二0

九
人 

 

   

  

分
布
於
本
鎮
的
三
條

里
、
鎮
興
里
、
南
東
里
、

計
五
五
九
人(

一
九
九
一

年
資
料)

。  

江
九
合
公
江
鈕
子
孫
主
要
分
布
於
本
鎮

的
南
東
里
、
東
北
里
、
西
東
里
、
浮
圳

里
、
鎮
興
里
、
三
條
里
等
七
里
。 

江
九
合
公
十
八
世
孫
計
二
十
六
人
；
十

九
世
孫
五
十
三
人
；
二
十
世
孫
三
四0

人
；
二
十
一
世
孫
計
五
一
五
人
；
二
十

二
世
孫
五
一
六
人
；
二
十
三
世
孫
五
十

四
人
，
共
計
一
五0

四
人
。(

註
：
一
九

九
一
年
資
料) 

 
十
二
世 

  

十
三
世 

(

五
子)
江
諫 

(

六
子)

江
輯 

江
晚 

江
達
方 

江
寬
厚 

江
員 

十
四
世 

  (

長)

江
濟 

(

二)

江
寢(

來
臺) 

(

三)

江
眾(

來
臺) 

(

四)

江
盛 

十
五
世 

   

 
                   



【表 27】員林江姓開臺祖祖籍考 

漳州平和縣江姓渡

臺祖 
(一)、八世江純質(十三世江東興、江包高祖之大伯) 
(二)、十三世江晚。 
(三)、十三世江東興之妻劉魏娘(開臺祖妣)。 
(四)、十四世江九合公(江鈕，又名篤實)。 
(五)、建餘慶堂、鎮興堂之渡臺祖(待考)。 

汀州永定縣江世渡

臺祖 
(一)汀州永定縣人江涵和。 
(二)汀州府永定縣人江國光。 

 

三、員林江氏祖厝： 

(一)詒謀堂：起建者江詒謀，祖籍福建省汀州府永定縣。祖厝現址位於本鎮鎮興

里(舊名三塊厝)山腳路三段一百五十巷一號。134其渡臺祖為二十二世江國光，清

仁宗嘉慶年間來臺，先居於本鎮東山江厝(今員林南東里)，再遷居三塊厝(今員林

鎮鎮興里，詒謀堂即建於鎮里里)；後牽至員林挖仔(即振興里山腳路)。135 

(二)江宅：渡臺祖八世江純質，乃十三世江東興與江高祖的大伯，清初(年代不

詳)，由漳州平和縣來臺，落地於本鎮山腳路四段三十七巷一九六號至二三八號

現址。 

(三)大內底江宅：渡臺祖八世江純質，乃十三世江東興與江高祖的大伯，遷於本

鎮山腳路四段三十七巷一九六至二三八號現址。 

種德堂：渡臺祖八世江純質，遷於本鎮山腳路四段三十七巷一八 0至一八二號現

址。136 

(四)餘慶堂(又名振興堂)：渡臺祖不詳，自稱祖籍為福建省漳州府平和縣，牽至

彰化縣燕霧下堡，今本鎮鎮興里山腳路三段一一六巷十二號現址。 

(五)東山長庚堂：渡臺祖妣十三世江東興之妻劉魏娘率五子三女，偕同鄉江潛、

江雄兩恩公，於清高宗乾隆初，自祖籍福建省漳州府平和縣新安里葛布(即今漳

州市平和縣大溪鄉江寨村榕林樓)，遷至本鎮山腳路三段二二 0巷三號。 

(六)慶陽堂：又名白鷺鷥屋，(江)九合堂。渡臺祖十四世江九合公又名江鈕、江

篤實，乃十三世江包又名江弼、江百八郎之養子，於清高宗乾隆時，自祖籍福建

省漳州府平和縣新安里葛布(即今漳州市平和縣大溪鄉江寨村榕林樓)，遷至本鎮

鎮興里山腳路，再遷燕霧下堡員林街三條圳庄，今本鎮三條里三條街一九四巷十

                                                 
134詳見賴志彰著〈彰化八卦山山腳路的民居生活〉，《八卦山麓多護龍多院落民宅基本資料》，

1997，彰化：彰化縣立文化中心出版。 
135詳見許雪姬、賴志彰編〈挖仔江家〉，《彰化民居》，彰化：彰化縣立文化中心，1994，頁 195。 
136以上三段資料，詳見於賴志彰編〈八卦山山麓多護龍多院落民宅基本資料〉，《彰化八卦山山腳

路的民居生活》，彰化：彰化縣立文化中心，1997。 



三號，亦為昔日江九合公子孫讀書進德之學堂。137 

(七)慶豐堂(江九合公之頂四合)：起造人為十八世江鴻勛，乃江九合公江鈕，江

篤實養子江鄭耀雲之長子江娘愛之孫，乾隆年間，自福建省漳州府平和縣新安里

葛布(即今漳州市平和縣大溪鄉江寨村榕林樓)，遷至本鎮三條圳舊址，即今三條

里三條街慶豐堂現址。 

(八)豐春堂：建造人十九世江國厚，乃江九合公江鈕養子江鄭耀雲(十五世)之曾

孫(十八世)江鴻根之子。自稱渡臺祖為江九合公江鈕，於乾隆年間，自祖籍福建

省漳州府平和縣新安里葛布(即今漳州市平和縣大溪鄉江寨村榕林樓)，遷至本鎮

三條圳，即今三條里二段二七三巷慶春堂現址。 

四、江氏宗親會及祭祀公業概況： 

彰化縣江姓宗親會成立於民國九十年四月十四日，會址位於員林鎮成功東路

327 號，由現任立委江昭儀(員林鎮竹仔腳人)138擔任會長。參與籌劃推動以迄成立

者，除了員林的江氏宗族九合公、純直公、東興公、啟隆公派下各子孫代表外，

也有來自永靖鄉福興村東峰公支下的洪俊公派下族親代表。 

在江九合公祖厝的宗親大會上，宗親推薦各派下代表，計有理事長：江昭儀；

常務理事：江榮基、江柏東、江重榮、江炎進；理事：江錦田、江仕用、江信發、

江銀樹、江再郎、江錫慈、江瑞演、江保廉、江如考、江茂行；常務監事：江有

新；監事：江錫、江汝德、江信利、江吉存。並且通過會務人事案，總幹事：江

福深；副總幹事：江蓮耦；會計：江泉暮等各支派的宗親代表。 

           至於江東興派下祭祀公業之成立，肇始於 1996年由 20 世子孫江煌輝收集資

料、拜訪族親，而與 21 世子孫江福深（現任派下理事）、江炎進（現任派下管理

人）召集大、二、四房正式成立江東興派下祭祀公業，每年春分，派下祭祀公業

必以祭田收益，會集六百戶子孫以祭祀先人。 江氏祭祀公業訂定每年春分之日舉

行「渡台開基祖東興媽祭祀三獻大典」，其儀式遵循古禮，參與子孫高達數百人，

分主祭者（依族氏最高輩份者擔當），陪祭者為執事人員（俗稱禮生）並有各房

代表（稱為房長），均著青色禮袍進行春季祭典，其儀式歷時約兩個半小時，禮

成後家族並於墓園前廣場聚餐，以凝聚宗族向心力與增進族親間感情139 

資料來源：  

(一)、江世凱總編輯，江蓮耦執行編輯《江九合公族譜》，1991，江九合公族譜編輯委員

會出版(本鎮三條街一九四巷十二號)。 

(二)、江輝煌總編輯，江聰祥、江聰火、江福深、江銀木編輯，《江東興公族譜》，1996，

                                                 
137江世凱總編輯，將蓮耦執行編輯《江九合公族譜》，江九合公族譜編輯委員會出版，1991，頁

23。 
138本屆立法委員江昭儀為永靖東峰公派下，而在其父時遷至員林，另派下子孫江重榮則當選為彰

化宗親會常務理事。永靖東峰公派下第 20 世洪俊公約於同治年間來台，祖厝位於永靖鄉福興

村永福路 2 段 540 號，仿廟宇式建築。子孫繁衍，多居於永靖鄉福興村、竹子村、崙美村、柳

鳳村約三百多戶。每年農曆 10 月 21 日由每戶派一名代表參與祭祀，當天並有誦經團祝壽。其

祭祀公業名下有公田 11 公頃餘，管理人今為江談言、江煙、江勳。 
139根據渡台開基祖東興媽祖墳的管理人江炎進先生所言。 



祭祀公業江東興出版，(本鎮員東路一段一七四巷二號)。 

(三)、清咸豐六年，漳州府平和縣江元健編，《鴻溪種德堂江氏族譜》，收藏於本鎮山腳

路一八六號江有勇先生家中。 

(四)、昭和十二年(1937)江查某編濟陽堂(汀州府永定縣)江氏族譜，本鎮光明路三號江查

某藏。 

(五)、民國三十八年，江憲本編《江九合公族譜》，本鎮三條巷二號江家收藏。 

(六)、民國六十六年，江查某編《涵和公派江氏族譜》，藏於本鎮光明街三十九號。 

(七)、江元泼、江登甲編，日昭和元年，《員林江氏族譜》(手抄本)，江元泼藏於本鎮員

東路三十四號。 

 

 

 

 

 

 

 

 

 

 

 

 

 

 

 



第四節  游姓的家族史及其發展(詔安客) 

員林游姓渡臺祖主要為冬至公派下，計有：冬至公十一世游進忍，於清康熙

中葉，自漳州府詔安縣二都秀篆埔坪堡文興樓，遷至員林大埔里輪仔厝。冬至公

派下十五世游阿端，於清聖祖康熙中葉渡臺，定居於本鎮大埔厝，後遷至台中北

屯舊社。冬至公派下十一世游進會公，於清康熙中葉渡臺，定居於本鎮大埔厝。

冬至公派下十一世游進榮公傳游成悅，傳游宗廉(六房公、清明公)，於康熙時渡

臺，入墾員林。十二世游捷居公偕長子游升察、次子游升武、三子游升湯以及四

子游升滿，於清乾隆初葉渡臺，遷至員林大埔厝與大村鄉山仔腳犁頭厝。十二世

游友朋、游文明、游友豪，十四世游景山，於清乾隆初葉渡臺，定居於員林大埔

厝。四五郎派下游宗賜，於清乾隆初葉渡臺，定居於員林大埔厝。游秀夫，於清

乾隆初葉渡臺，遷至員林大埔厝，後遷至南投縣埔里鎮。秀篆公派下，游員外信

忠無嗣，撫養好友王念八之子王先益為養子，其孫由國錫渡臺，入墾員林。140 

                 【表 28】捷居公派下各房簡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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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林游氏祖厝與宗祠： 

一、廣平堂游氏大宗祠(冬至公總祠)：本鎮員大路 2 段 59 巷 129弄 31 號。 

二、廣平堂游捷居公祠：本鎮員大路 2 段 46 巷 52弄 125 號。 

三、廣平堂游宗賜公分祠：本鎮員大路 2 段 59 巷 270 號。 

四、廣平堂游維將公公祠：本鎮大埔里三潭巷 2號。 

五、廣平堂游維將公分祠：本鎮員大路 2 段 128 巷 13 號。 

 

在此舉廣平堂捷居公祠堂為例，摘錄其宗祠內沿革記如下： 

                                                 
140游氏族譜編輯委員會，《台灣游氏族譜》，1988，台中：台灣省各姓淵源研究學會。 



溯吾渡臺祖十二世東連公自捷居，原居福建省漳州府詔安縣二都秀篆東昇

樓，於乾隆初年與眾親族冒險犯難，乗船渡海東來；初居台灣府彰化縣燕霧下堡

犁頭厝拓荒，為改善生計再尋平原良地，遂移徙同下堡圓林仔大埔厝，篳路藍縷，

開拓田園，興建祠宇及住宅一大落，俗稱「門樓底」，淳厚有為，締造基業，福

蔭子孫。另同來親族分赴至宜蘭冬山(祠堂東興堂，意取東渡興隆)或來台北中和

南勢角，各自發憤圖強，均有高度成就，令人欣慰。 

光復後台灣經濟蓬勃發展，物資、精神生活顯著提昇，又逢犁頭厝祖產經六

年有餘交涉，圓滿收回，子孫感念先祖厚德載福；時禎樵提議所得資金，將舊有

祖祠改建二層鐵筋樓房，蒙受各派下員同感而敦促建成新祖祠，永遠奉祀紀念，

經於民國七十三年農曆十一月初七落成，美輪美奐，告慰先靈，是日地方首長、

仕紳及中和親族遠道蒞臨參加慶典，緬懷祖德，場面盛大，熱鬧非凡，久久難忘。 

祖祠祭祀，視各房祭辰日自由祭拜，旅居外地親族者一率定清明、重陽大祭拜團

聚晤敘。今後願吾族一派繼續發揚慎終追遠、敦親睦族之精神，唯是所企盼也。 

       廣平堂代表人 十八世  大房  梨仔 

                            次房  禎道 

                            三房  禎樵 

                            四房  錫鍼      裔孫游禎樵 拜識 

          中華民國七十七年三月 

 

【圖 8】廣平游氏大宗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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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即冬至公總祠，地址位於員林鎮員大路 2 段 59 巷 129弄 31 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