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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客家人來台，爭相橫渡黑水溝，險象環生的留下「六死三留一回頭」的情

景。客家先人的《渡台悲歌》更流傳於大陸及台灣民間。 

 

勸君切莫過台灣，台灣恰似鬼門關，千個人去無人轉，台灣所在滅人山 

客頭說道台灣好，賺銀如水一般了，口似花娘嘴一般，親朋不可信其言 

涓定良時併吉日，出門離別淚連連，告別門親併叔祖，直到橫江就搭船 

上了船來尋店歇，客頭就去講船錢，各人現銀交過手，錢銀無交無上船 

到了台灣正知慘，…………………… 

天下耕田用腳踏，台灣耕田用手耙，走盡江湖毋識見，恰似烏龜上石灘 

雙手用耙腳用箭，…………………… 

一有病痛就等死，愛請先生又無錢，死到草竇無人問，出心之人草蓆捲 

絕呀絕時天呀天，不該信人過台灣，台灣之人好辛苦，長山之牛好清閒 

登時出門想千萬，毋知送命過台灣，台灣此係滅人山，千百人去無人還 

歸家講著台灣好，就係花娘婊子言，叮嚀叔姪併親戚，切莫信人過台灣 

每有子弟愛來者，打死連棍丟外頭，一紙書音句句實，並無一句係虛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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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二 00 二年三月首次懷著遊子歸鄉的心情返回祖籍。在這之前、內心就不斷問自

己究竟是華人？中國人？台灣人？廣東人？還是客家人？但始終無法說服我自己成

為其中一支族群，也許是這裡的環境讓我抓不住個歸宿、或是詩人個性使然吧。 

 

     三月底、結束上海的半導體展覽，獨自搭機前往深圳，再轉乘臥舖巴士。12 小

時後、抵達大埔縣縣城（湖寮鎮）已經是晚上八點半，接我的親戚已經候我許久、短

暫的打嘴鼓，250 年的時空籓籬，無形間在彼此熟悉的語言、及又驚又喜的情緒下，

縮短了彼此的距離。 

 

     第二天、我們包車前往心中的答案。約三小時、經過祖先離開故鄉的韓江渡船

頭。瞇上眼、嘗試幻想先祖在船上遙望岸上漸漸消失的家人情景。一種不成功、便成

仁的感覺便油然湧上心頭。回過神，我心中的故鄉已佇立在我眼前，嗨! 高陂鎮、桃

花村、尖山，你好。 

 

     在桃花村這二天，除了前往來台祖 儒俊公，父親 (明揚公) 及祖父 (俊秀公) 的

墓園行禮外，還在村落裡到處走走。離開之前參觀了素有白瓷之鄉的高陂鎮瓷器。 

 

     與鄉親們聊天的過程中，我心裡竊喜著我們並未因文化大革命而喪失族譜及祠

堂，至少我們不需要用口傳歷史的方式保存歷史。 

 

在梅州機場裡，巧遇研究客家文化的劉學東先生 (五華人)，他的一席話＂ 研究

客家文化、不為什麼、只是為子孫們負責＂ ，也就這樣我腦海裡浮現了為家族寫歷

史的念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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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的客家劉系: 

 

    客家語系主要形成於唐宋年間，因政治環境之動盪而造成的大規模的遷徙。至明

末清初，又因土地貧瘠、人口增加等問題而再度形成內陸遷移（廣西、四川）和海洋

遷移（東南亞、台灣、美洲大陸）。 也因此客家語系是為名副其實的日不落民族。 
 
     最早渡台的劉姓客家人是福建汀州府的劉國軒將軍。劉國軒將軍是於康熙元年

（西元 1661 年）隨鄭成功部隊撤退台灣。當然也可能在更早前，於明嘉靖四十二年

（西元 1563 年）隨客家海盜林乾道進入台灣的劉姓部屬。 
 

劉姓為台灣第八大姓，其中有很大的比例是為客家族群，而在眾多的客家劉系

譜牒中，劉開七和劉學箕是所有共同的祖先。 
 
 
 
 
 
 

劉開七、字三郎、號仁創、生於宋、原籍福建汀州寧化石壁人。官任潮州都總

領兵，宋寧宗嘉定元年 (西元 1208 年)，率兵前往興寧岡背剿匪時陣亡。因任職於廣

東、所以從福建寧化遷居廣東潮州、嘉應州 (今梅州市) 等處立業。去世後葬於嘉應

州興寧縣。 開七公娶夫人龔氏、黃氏、生子一人、名叫劉廣傳。 

  

       開七公祠堂 (廣東劉愛民提供)               

  1      75     131    132     133      134      135      136      137   

監明 邦 梅 富山 國泰 

     (漢高祖)         福高 子翬 怦   學箕  (客家福建南靖劉系始祖) 

                      春田 宗臣 貴盛 龍   開七 (客家廣東劉系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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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劉廣傳、字幷、號清叔、生於宋寧宗嘉定元年 (西元 1208 年)。宋理宗端平二年 

(西元 1235 年)，27 歲時 廣傳公高中進士。任會昌尉職、數年後平風鶴之驚、晝夜不

寧的堠寇之亂，調為辰州判官。再升為江西贛州府瑞金縣縣令 (一說為任贛州府太

守)。任職期間勤政愛民、築城建學、平定山民叛亂、政績顯著，被加任終奉郎的官銜。

去世後葬於江西瑞金縣。 

 

    廣傳公娶夫人馬氏、楊氏、共有 14 個兒子。這 14 房子孫、後來又各自遷往江南

各省立業開基。 廣傳公並仿黃氏客家始祖黃峭山當年作詩送別子孫的壯舉，是故也

作一首劉氏宗詩； 

 

                 駿馬騎行各出疆、任從隨地立綱常， 

               年深外境皆吾境、日久他鄉即故鄉， 

               早晚勿忘親命語、晨昏須顧祖爐香， 

               蒼天佑我卯金氏、二七男兒共熾昌。 

 

 

廣傳公墓 (廣東劉愛民提供)          

  廣傳公的 14 房子孫； 

 

第一房  巨源公，官南康府事，生八子，後裔於廣東興寧縣，福建永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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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裔在台開墾事績，一六一代  劉文科於乾隆五年 (西元 1740 年)自福建永定

縣溪南里大阜田背鄉遷移至嘉義大湖寮開基。後人稱大湖寮劉。 

 

第二房  巨湶公，官湖南寶慶府事，生八子，後裔於廣東梅縣，印尼，台灣造橋、龜

山。(俗稱大湶派) 

 

後裔在台開墾事績，一五七代  劉大郎於乾隆三十五年 (西元 1770 年)自廣東

省大埔縣車田鎮九仔畲楓樹坑遷移至淡水縣錫口莊港 (今台北市松山區)。 後

再遷往桃園縣大溪及新竹縣的關西和芎林。 

 

後裔在台開墾事績，一五三代  劉乃恭於乾隆五十五年 (西元 1790 年) 與其

他鄉親自廣東省平遠縣小拓鄉渡海來台。初居台北小加吶，後移龜崙舊路坑 

(今桃園縣龜山鄉舊路村) 。道光十二年 (西元 1832 年) ， 長子劉萇學因閩粵

械鬥舉家自龜山遷移到新竹縣竹北二堡石岡仔 (今新竹縣關西鎮石光里)，並

創「劉泰和」商號，富甲一方。次子劉蘭學則移至新竹縣竹東鎮。三子劉藻

學於械鬥中失蹤。 

 

第三房  巨汌公，官成都內江縣事，生二子，後裔於廣東興寧縣。 

 

第四房  巨淵公，官浙江寧波制置副將，生八子，後裔於廣東饒平縣，福建上杭， 

浙江，台灣桃園、芎林、豐原市、彰化社頭、嘉義竹崎、民雄。 (俗稱 

石井派或楊康派，子裔為劉系之最。為台灣知名作家龍瑛宗和前桃園縣 

縣長劉邦友及前國代劉顯原之元朝始祖) 。 

 

後裔在台開墾事績，一五八代  劉延轉、劉延臼、劉延楹於乾隆二十年 (西元

1755 年) 隨母詹氏自廣東饒平縣楊康鄉渡海來台，由竹塹府鹽水港 (今香山內

湖里) 上岸。 劉延轉於乾隆四十六年 (西元 1781 年) 轉往新埔鎮枋寮開墾，

後代稱其為双堂屋開基祖。劉延楹轉往楊梅壢水流東 (今楊梅鎮東流里) 開墾

定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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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新埔雙堂屋          

後裔在台開墾事績，一五九代  劉傳老於乾隆年間 (另一說為嘉慶七年，西元

1802 年) 隨兄長自廣東饒平縣石井鄉中央厝渡海來台，遷移至竹塹堡九芎林

街高梘頭紙寮窩 (今芎林鄉文林村)。 紙寮窩因劉氏祖先在此造紙而得名，窩

內居民大多數為劉姓，故形成單一姓聚落。 

 

新竹芎林 傳老公祠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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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裔在台開墾事績，一五三代  劉文瑞於康熙年間自廣東饒平縣元歌都牛皮

社山前渡海來台。初居台北府新莊山下 (今台北縣五股市)，長孫劉朝震再遷

往竹塹堡鹹菜甕店子岡 (今關西鎮北山里) 開墾。 

 

       後裔在台開墾事績，一五六代  劉澄清於隆十五年 (西元 1750 年)自廣東饒平

縣深圳鄉嶺腳社渡海來台。初居台北府新莊塔寮坑，再遷中壢楊梅一帶開墾。 

 

       後裔在台開墾事績，一五六代  劉名榮攜長子劉廷長及次子劉庭偉於乾隆年

間自廣東饒平縣嶺腳社城下鄉渡海來台。劉廷長初墾於斗六鎮大崙（今斗六

市崙峰里）後因開墾不易及族群不睦，隨父返回廣東。劉庭偉於打貓堡江厝

店（今嘉義縣民雄鄉）繼續開墾。數年後，劉廷長的長子劉玉崗再次渡台，

隨叔父劉庭偉定居於樸子樹腳（今嘉義縣民雄鄉義橋）。 

 

嘉義民雄 玉崗公祠堂       

第五房  巨海公，官雲南轉運使，生九子，後裔於廣東中山、順德、東莞，江西 

興國，南海保昌。 

 

第六房  巨浪公，官進士雲南雲陽縣縣事，生九子，後裔於廣東梅縣、大埔、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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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新加坡，馬來西亞，台灣中壢、芎林、竹東。(俗稱大埔派，為芎 

林開墾太祖劉承豪之元朝始祖) 

 

巨浪公墓 (廣東大埔劉天良兄弟提供)      

第七房  巨波公，官浙江衢州判官，生四子，後裔於廣東梅縣，江西贛州、瑞金。 

 

第八房  巨漣公，官知安慶府事，生八子，後裔於廣東興寧縣、惠州，台灣。 

 

後裔在台開墾事績，一五三代  劉世賢於乾隆年間攜眷與岳父范俊福自廣東

省紫金縣南嶺約樟田鄉渡台於竹塹城 (今新竹市) 赤土崎十八尖山下。 後再

遷往鹹菜甕下橫坑尾湳田 (今關西鎮新力里) 開墾。 

 

後裔在台開墾事績，一五二代  劉益鳳於乾隆三十六年 (西元 1771 年)  與弟

劉益賢 (來台後失蹤) 隨鄉親自廣東省揭陽縣分水寨渡海來台。後定居於新埔

街田心仔庄。 

 

第九房  巨江公，官廣西太平府事，生七子，後裔於廣東龍川，江西豐城。 

 

第十房  巨滙公，官湖廣寶慶府事，生五子，後裔於江西南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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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房  巨河公，官翰林學士及山西提學使，生六子，後裔於廣東平遠，台灣 

苗栗公館、中壢、關西、東勢、萬巒、潮州。(俗稱平遠派，為前立 

法院院長劉闊才之元朝始祖)。 

 

後裔在台開墾事績，一五四代  劉偉芳係於乾隆五十二年 (西元 1787 年)，

由廣東省嘉應州鎮平縣八輪車（現蕉嶺縣招福鄉三峻墟）渡海來台開墾屏東

縣萬巒鄉及潮州。 

 

屏東萬巒 偉芳公祠堂  

後裔在台開墾事績，一五四代  劉懷莞與弟劉懷家係於乾隆年間，由廣東省

嘉應州平遠縣東石鄉梅子謝七斗李渡海來台，初開墾於台中東勢，後再遷往

苗栗公館尖山。(有父子舉人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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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苗栗公館 懷莞公後裔父子舉人祠堂 

後裔在台開墾事績，一五二代  劉雲麟，於乾隆五十六年 (西元 1791 年) 自

嘉應州平遠縣小拓鄉竹子坑渡台。先定居於淡水，後遷至桃澗堡龜崙老路坑 

(今桃園縣龜山鄉舊路村) 。子 劉君保和劉君恩後因閩粵械鬥，分別再遷往

龍潭坡烏樹林庄 (今龍潭鄉烏林村) 及關西鎮石岡。 

 

第十二房  巨漢公，官兵馬司，生四子，後裔於廣東大埔、陸豐，福建寧化，印 

尼，香港，苗栗西湖，龍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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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裔在台開墾事績，一五四代  劉恩寬，於乾隆二十五年 (西元 1760 年) 自

惠州府陸豐縣吉康鄉都暮村蘇坪塞經潮州渡海。始於台中府苗栗縣西湖庄四

湖開基立業。俗稱苗栗西湖劉屋。 

 

苗栗西湖 恩寬公祠堂 

第十三房  巨浩公，官貴州提刑，生六子，後裔於貴州城內，廣西爵州，福建汀 

州。 

 

第十四房  巨深公，官都指揮使，生二子，後裔於湖南順天，江西臨江。 

      

 一五三代劉茂燕，隨鄭成功北伐圍攻南京城，死於戰役中，鄭成功收復台灣

後，為撫恤陣亡將士之後，開始將各遺族送往台灣安置。 劉茂燕的妻子蔡

氏和獨子劉球成也隨同由福建漳州府平和縣大埤鄉渡海遷台。 劉球成之後

裔曾於四年前組團前往祖籍地尋根，由於事隔三百多年，當年的客家劉系也

多因與福佬械鬥而紛紛遷往其他地區，當地的劉姓宗親人數不到約一百人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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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與柳營劉姓一萬人以上的人口有很大的差別。(據當地劉氏耆老之敘述，

他們只知是為劉廣傳的某一房後裔，但對於是否為客家人之認同是極為冷淡) 

 

 

台南柳營 茂燕公祠堂       

     另一客家劉氏祖先為宋理學家 劉學箕，字習之，自號種春子，隱居不仕，又號

方是閒居士，福建崇安縣人。生卒年不詳。他是理學家及文學家、有《方是閒居士小

稿》二卷，宋詞三十餘首。述懷詞學辛棄疾，筆力雄健；景物詞則較口語化，自然流

暢。後裔於廣東大埔、陸豐，福建彰州、台灣石岡、東勢、彰化社頭、員林。 

 

後裔在台開墾事績，一五九代  劉元龍於康熙五十年 (西元 1711 年)，由潮

州府大埔縣高陂鎮烏塔村遷入嘉義柳子坑，後又轉往台中石岡土牛開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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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中石岡 元龍公後裔之祠堂 (其他都因 921 地震倒塌)        

後裔在台開墾事績，一五七代  劉天極於康熙三十九年 (西元 1700 年)，由

福建省漳州府南靖縣書洋鄉田中村渡海來台，先居於嘉義縣民雄鄉，後因該

地開墾不易。子  劉一籌於雍正五年 (西元 1700 年)，再遷往彰化縣社頭鄉

湳雅村開墾立基。 

  

彰化縣社頭 天極公祠堂       

     又有一說 (按譜牒)，近代的客家劉系之祖先為漢朝開基劉邦後裔中山靖王 劉

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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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不可能任務的芎林墾闢始祖 ~~ 劉承豪 

 

     一五二代  劉承豪生於雍正二年 (西元 1724 年)，卒於乾隆五十五年 

(西元 1790 年) 壽六十七，謚剛義，原藉廣東省潮州府大埔縣高陂鎮桃花村。為劉氏

廣東大埔始祖 巨浪公第十四世子孫。【據新竹縣誌人物志記載】 

 

承豪公生長於大陸、氣慨天然、且書香繼世，儒素為風、才識超群。於乾隆十

六年 (西元 1751 年) 與二弟承英公、承燕公強渡黑水溝於紅毛港上岸，後暫居此地

勘查人文，經歷山川險境、千萬辛苦、考察開墾土宜天候。經三年深謀遠慮及籌劃，

回原籍奉親攜眷，豪情振翅東來。 

 

 

新竹新豐鄉紅毛港外海  

二弟承英公、承燕公隨父兄渡台，專心協助開墾大業，直到家道擴張，才覺婚

期已過。並常將個人婚姻大事拋於腦後，只以家族事業為圭臬，甚至常以「兄弟之子，

可以主後」為藉口的精神，實在令人佩服。死後合葬於九芎林打磚窩，民國 80 年移

至芎林赤柯寮祖塔。 

山河交織之血汗拓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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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乾隆十九年 (西元 1754 年)，承豪公攜眷再次渡海來台，因颱風而改由安平港 

(今台南市安平漁港) 上岸，再費十餘天從台南府走回至竹塹城 (今新竹市) 。 承豪

公的父親 儒俊公剛開始執教於竹塹城周府。 承豪公志在開墾土地，次年邀弟 承英

公與 承燕公共同前往六張犁、九芎林等地拓墾。 

 

九芎林原為泰雅族原住民之傳統生活狩獵領域，因此地遍滿九芎樹故稱其為九

芎林。此一帶森林蔽日，原住民兇悍固守、逍遙化外，開墾時處處隱藏著各種危機，

多有激戰、死傷慘重，困難殊多，只為生存而奮鬥。 

 

東西快速道路遠眺飛鳳山下的芎林 

      乾隆二十七年 (西元 1762 年)，淡水廳同知 胡邦翰，實施開荒，將土牛界 (漢

人與原住民之分界線) 外尚未開墾之地，全部開放領墾。 

 

乾隆三十年 (西元 1765 年)， 承豪公由六張犛前往新埔鎮枋寮開墾，並與當時

惠州府陸豐縣大墾戶 彭開耀 (其後裔現今大部分居住於芎林、竹東、北埔等地) 一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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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開墾六甲山之野 (上，下枋寮)。 開墾期間由於當地原住民不斷侵略騷擾，以致

開墾大業極不順利。 

 

      乾隆四十年 (西元 1775 年)， 承豪公先與林供寰、林體魁 (二林為竹北林家，

也是前縣長林光華之祖先) 合作開墾六張犁及九芎林之交界地 (今芎林下山和竹北

六家一帶)。 

 

芎林下山與竹北東海一帶平原 (前水圳為下山陂圳) 

乾隆五十年 (西元 1785 年)， 承豪公獨自向通事什班申請墾批開拓員山仔溪

北犁頭山隘 (今芎林上下山平原一帶) 。 (現芎林劉世偉先生保存有竹塹社通事什

班、平埔族頭目斗限比抵及眾番所立給之佃批字據)。當時 承豪公召閩粵佃戶共十八

戶隨同前往。 

 

乾隆五十年 (西元 1785 年)， 承豪公等完成灌溉用之下山陂圳。 

 

乾隆五十一年 (西元 1786 年)，台灣暴發林爽文事件原本是單純的反清事件。

但由於林爽文部屬軍紀散漫到處殺人掠奪，搶割稻穀，強搶民女等種種不法行為，北

部客家人也因此而心生不滿。六張犁地區 (今竹北六家地區) 首當其衝。林先坤、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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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雲、劉朝珍、錢茂祖等人，集結客家人，組織義民軍，援清抗敵，保鄉衛土，奮勇

堅守六張犁、員山仔，並會同清援軍夾擊林爽文部隊，收復竹塹城。義民軍並隨清軍

南下追擊，協助清廷平定叛軍。雖無歷史記載 承豪公有實際參與，從當初與其開墾

的重要伙伴裡 (林先坤、陳資雲、劉朝珍等) 不難發現他們之間的密切關係，以及共

同捍衛家園的心情，因此 承豪公或多或少都有出資出力的參與。 

 

     
新竹新埔義民廟   

乾隆五十二年 (西元 1787 年)， 承豪公再次向竹塹社通事什班申請墾批，並邀

姜勝智與其他佃戶再深入至九芎林街附近開墾 (現今廣福宮前崁下之平原，至今該平

原之地主大多仍為劉姓和姜姓)。 

 

乾隆五十二年 (西元 1787 年)，設九芎林官隘 (屬於竹塹堡縣東廂) 。該年由

通事什班與官隘隘首 里益公、護助隘首何俊長和佃首姜勝智等，在埤塘窩 （今芎林

鄉大矽谷社區西北臨新埔鎮寶石里處）北方駐守並與原住民發生多次激烈交戰。經數

次激戰，終於克服原住民之侵犯，並讓佃戶們除去心中恐懼，安心耕種。 

 

乾隆五十三年 (西元 1788 年)， 承豪公與姜勝智和通事什班先後建公館於九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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林街，昔日稱公館街 (為今日之芎林鄉文昌街)。同年，淡水廳正式將竹塹城九芎林

一帶歸為屯租田，並任命 承豪公為墾首與姜勝智為佃首。劉氏公館並同時為九芎林

之行政所在處 (性質同為今日之鄉公所，目前已拆除重建 )。姜勝智公館為處理佃租

開墾事宜之場所。 

 
劉承豪公館 (今上大劉祠堂) 

乾隆五十四年 (西元 1789 年)， 承豪公與姜勝智等完成灌溉用之高梘頭圳及石

壁潭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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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梘頭圳聯接之九芎林溪   

乾隆五十五年 (西元 1790 年)，當規模初展，業務方興，正擬重施餘力，深達

四偶，墾成大業之時，惜英年早逝，乃留三子繼續 承豪公未完成之遺業。 

      

承豪公有三子里益、伯益、請益皆進取勇敢，再招集同為佃戶十餘人協同姜勝

智，晝夜辛勤冒險邁進，斬荆莿、枕槍炮，流血流汗苦戰經年，九芎林街一帶逐漸開

墾完成 (現今芎林村及文林村) 。後又與其他墾戶續進埤塘窩、倒別牛、五股林、石

壁潭、猴洞、鹿寮坑、員山仔、竹東二重埔和三重埔、中水坑、山豬湖、橫山大肚、

關西下橫坑等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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頭前溪遠眺猴洞、鹿寮坑 

     一日原住民趁三兄弟出莊洽談開墾事宜，大舉侵襲，包圍公館，焚毀建物，妯

娌三人奮勇抵抗，被圍三日堅守堡寨，毫無懼色。三兄弟聞訊從竹塹城討來救援，由

外進攻、連天血戰、直到突破原住民之火線始得解圍，原住民落荒而逃，在驚惶逃竄

時原住民頭目之戰盔和槍枝用火龍索圈掉落於戰場。妯娌三人，皆為巾幗鬚眉，淡水

廳官吏事聞之後，論功行賞皆授職義勇，並給文憑證明，今尚珍藏於劉家。並授 里

益公為首任九芎林總理 (按新竹縣文獻記載首任九芎林總理是為 承豪公，但族譜載是

為 里益公)，制定章程，並執掌頭前溪溪北一方公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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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住民槍械之配備 

 
原住民頭目之戰盔 

     嘉慶年間，九芎林街更加迅速發展，進而成為頭前溪中上游一帶最大的市街，

九芎林與竹塹城之間的道路及渡船頭也成為竹塹城進入內山的重要道路。嘉慶中葉，

樹杞林（竹東）地區，雖已開墾，但仍屬草創，人口又不多，且墾戶多為九芎林移入，

所以竹塹城內山主要商業活動是仍以九芎林最為繁榮。九芎林也是淡水廳竹塹城以外

最早成街道的新興市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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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道光四年 (西元 1824 年) 九月，三兄弟及其後裔分家，而逐漸形成日後的三

大房。 里益公 (俗稱上大劉，主祀 儒俊公與 承豪公、承英公、承燕公之神主牌)、

伯益公 (因人丁不望而售予陳家)、請益公 (俗稱下大劉) 。 

 

 

 

 

 

 

 

 

下大劉祠堂 

      道光九年 (西元 1829 年)，第四任九芎林總理 劉長亮，響應淡水廳興建竹塹

城建築城垣 (今竹市東門城及護城河一帶)，出錢出力。 

 

 道光十四年 (西元 1834 年)，淡水廳同知 李嗣鄴於閩粵械鬥亂後，擬以開墾

事業，來融合異族情感，又深知一山不容二虎的道理，所以刻意分別將劉氏與姜氏的

明揚公派下: 

儒俊公 承豪公 ---------   里益公 (俗稱上大劉) 

       承英公 (無子嗣)    伯益公 (人丁不望) 

      承燕公 (無子嗣)    請益公 (俗稱下大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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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力區域就此作個區分，並責成該劉氏與姜氏宗親互相支援其開墾事業。於是諭示粵

人姜秀鑾 (姜勝智之姪孫) 和閩人周邦正，共組金廣福。里益公、伯益公、請益公承

父訓前往協助開墾北埔、寶山、峨眉、大隘及苗栗山區等地。 

 
曬柴  

     九芎林義渡，為九芎林至二重埔、樹杞林各莊，咸豐年間設，為當時最重要之

渡船口岸。光緒十九年 （西元 1893 年），紳士鄭獻瑞、彭殿華、劉仕樑等倡捐置買

義田，年收租榖四十三石，每年除給渡夫工食榖四十石外，尚賸三石存作修船、修路

諸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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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渡 (掃瞄自芎林國小 100 週年紀念刊)   

     同治元年（西元 1862 年），九芎林街區遭受水患，嚴重受創。而此時樹杞林（竹

東）一帶的墾拓早已逐漸完成，內山一帶的交易重心自然轉移至竹東，芎林原有的商

業領導地位因此而由竹東所取代。 

 

文昌街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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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芎林等六莊義倉。同治六年（西元 1867 年），署同知 嚴金清諭派生員魏纘

唐、廩生劉仁壽和董事五品軍功劉仕統、林希賢、林蔚華、羅在田、曾清機、鄭家茂

等共同籌設九芎林義倉供給清朝政府使用。 

 

      自九芎林開墾至同治年間，地方人士相信由麻竹窩至赤柯寮岡間之山脈為護鄉

護土的龍脈。其間有原住民和一些閒雜人等曾企圖影響九芎林地區的發展，故多次嘗

試破壞，鄉民都及時發現適時阻止，地方官員因此上書建碑嚴禁。 

     

     奉憲示禁碑文內容如下; 

 

     【署臺灣北路淡水總捕分府、加五級、紀錄十八次嚴，為。 

    曉諭嚴禁事本年五月二十五日，據竹北一堡九芎林莊生員魏纘唐、墾戶金

廣福（即姜榮華）、職員劉嵩山 (即劉仕統)、吳殿華、監生詹國和、莊耆鄭家

茂、吳金準暨股鋪戶人等稟稱：『一保九芎林等莊自開闢以來，時近百年。其

來龍發祖，原由麻竹窩至赤柯寮岡過一小脈，由是層巒疊嶂，始分枝幹。先年

擇於公館街崇祀文昌帝君及國王聖母，所以一保地方聚而居者不下數千家，葬

為墳者不僅幾千穴。前嘉慶二十餘年，有棍徒將赤柯寮龍脈欲為斬鑿，時幸姜

秀鑾、錢茂祖阻止。不料本年五月間，突有豪強又將赤柯寮龍脈擅行斬鑿，經

該莊紳耆人等踴躍力阻，始行停止。生等即將斬破處所僱工修補，備禮祭賽，

安鎮龍神。誠恐日後又被穿鑿，則神明之宮壇廟宇被其害者難言，民間之家□

墳墓受其傷者莫測。自此龍脈分出，該地並金廣福等處無論大小龍脈以及砂手

關闌等處，每多射利之徒，在人屋場風水架斬索銀。非蒙嚴禁，貽害匪輕』。

據此，除批示外，合行出示嚴禁。為此，仰閤保紳耆、總董，居民諸色人等知

悉：汝等須知地脈有關，凡有附近居民不許私行開闢掘毀，斬鑿龍脈，致有貽

害。自示之後，倘敢故違，定即嚴拿究辦，決不姑寬。各宜懍遵毋違！特示。

遵。 

 

    同治六年七月二十九日給。承鄭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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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治八年（西元 1864 年），劉瓊明妻范太夫人於二十六歲喪夫，即獨自扶養二

個兒子，終生未嫁，勤儉治家。長子劉仕統為五品軍功，協辦義勇及經辦地方事屋物。

孫劉仁壽為秀才，於鹹菜甕（今關西鎮）教授學堂。福建巡撫吳梁上憲奉旨封范太夫

人【欽褒節孝】牌匾。 

 

劉范太夫人【欽褒節孝】牌匾     

       

      同治末年，劉仕統攜三子劉仁台、劉仁壽、劉仁杞由九芎林遷往鹹菜甕湖肚（今

關西鎮東山里）車路坑開墾。 

 

光緒十年（西元 1884 年）六月，法軍侵略基隆。九芎林各莊聚眾義士前往基隆

協助劉銘傳之清軍抵禦法軍進犯，但節節敗退。次年（西元 1885 年），法軍佔領台灣

超過二分之一土地，二月中法議和，三月二日解除台灣封鎖。 

 

     光緒十三年（西元 1887 年），九芎林第六任總理貢生 劉仕樑與秀才 劉仁壽回

祖地廣東省大埔縣桃花村祭祖並手抄族譜及贖回祖堂背公業以做為日後祭祖之基金。 

 

光緒二十一年（西元 1895 年），由李鴻章與伊藤博文於日本簽訂馬關條約，中

國割讓台灣全島及所有附屬各島嶼、澎湖群島與遼東半島予日本。日據初期因九芎林

街曾經於同治元年（西元 1862 年），遭受水患，嚴重受創，重建甚慢，所以借劉氏家

祠為臨時街役場辦公 (另一說為日軍欲從樹杞林及竹塹城進入九芎林時，遭遇九芎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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莊莊民極力反抗，造成日軍死傷慘重以至嚴重延誤日軍接管時間。當日軍正式進駐九

芎林之時，一氣之下便火燒九芎林街) 。劉氏宗親在此同時積極暗地參與唐景崧及中

法越南之役劉永福將軍的台灣民主國運動（當時參與之餉單，現存於芎林劉世偉先

生）。明治二十三年（西元 1897 年）十二月，建築芎林街役場辦公廳，屬新竹縣樹杞

林（竹東）辦務署所轄。劉仁超於二十四歲時即出任日本時代首任九芎林區區長。 

 

     民國三十四年﹝西元 1945 年﹞，日皇裕仁接受盟國波茲坦宣言，於八月二十五

日接受投降，結束第二次世界大戰。劉德炃出任國民政府芎林庄接管委員及首位官派

鄉長。 

 
50 年前的芎林 (攝於廣福宮前下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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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化人心的教育和宗教及文化事業 

【廣福宮】 

由於墾戶戶數逐漸增加，為求墾戶有精神的依賴及聚集的場所。 承豪公與姜勝

智不忘故鄉三山國王神靈顯示保佑，便與地方紳士集資建廟，定名為廣福宮，即廣澤

福佑之意。於嘉慶四年（西元 1799 年）建築完成。並為新竹地區最早的三山國王廟。 

 

重建後的廣福宮 

咸豐二年 (西元 1852 年) ，即將錢什班所山場公館之位置及劉長亮加施地基 6

尺捐募九芎林各庄經理人黃克昌、何俊享、徐元華、劉維翰 (劉朝珍之後裔)、劉仕統、

姜殿魁、林賢德、葉杯思、鄭家寶、劉珍亮等鳩資建築。 

 

咸豐五年 (西元 1855 年) ，有先人黃克昌、劉維翰、劉仕統開設中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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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福宮中元   

光緒二十一年（西元 1895 年）農曆六月十六日，被日軍燒毀，至光緒二十四年

（西元 1898 年）有經理人林學源、劉仕樑、劉仕確、陳貴進、林文勝、劉仁超、徐宏

春、劉朝品、姜紹清、劉仕祥等，不辭跋涉辛苦籌資重建，復興祭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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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福宮中元   

     【三山指的是廣東潮州地區的獨山、巾山和明山。三山國王就是廣東潮州地區

的地方保護神。據清同治三年的《廣東通志》稱，獨山、巾山和明山三山對峙，「有

神三人出巾山之石穴，自稱昆季，受命於天鎮三山，託靈於王峰之界石，廟食一方」。

鄉民遂於巾山之麓置祠合祭，水旱疾疫，有禱必應。宋太祖趙匡胤開基以後，劉鋹拒

命，王師南討，潮守侍監王某訴於神，天果然雷電以風，助王師之討伐，劉鋹兵敗，

南海以平。宋太宗征太原時，在城下見金甲神三人，操戈駛馬，衝鋒在前。凱旋後，

觀三金甲神 在城上。人以潮州三山神奏告太宗。宋太宗即詔封明山神為清化盛德報

國王，巾山神為助政明肅寧國王，獨山神為惠威宏應豐國王。也為大多數台灣客家人

之信仰中心。】 

       

【新埔劉氏家廟】 

 

新竹新埔劉氏家廟 (目前列為國家三級古蹟) 

     同治三年（西元 1864 年），新埔、關西、芎林等地區的劉姓族人 (劉世和、劉

榮光、劉萬湧、劉廷章、劉家玩、劉仕樑) 共同籌資興建家廟，至同治六年（西元 18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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年）四月落成於現在的新埔鎮和平街上。主祀為劉姓共同始祖漢高祖  劉邦的祖父  

劉榮 (七十三代) 及歷代始太高曾祖神位，目前是由劉榮公嘗祭祀公業管理。藉同宗 

(始於  開七公) 與同籍的地緣關係 (故鄉廣東和它鄉新竹) 而組成的家廟，是早期移

民社會的特色如同廣東會館之性質，同時也反映出客家移民在移墾初期為求生存與防

禦的目的。 

 

【文林閣】 

九芎林地區昔時文化隆盛，文人簇出，光緒二年（西元 1876 年），文人志士劉

仕樑、林學源、彭殿華、鄧兆熊、邱學德等發起創建廟宇，奉祀文昌帝君，開設學堂，

從事教育，為當時鄉人教讀之所，鄉人自認為地方學宮。定名為文林閣，乃取「人文

蔚起，多士如林」之義。當時除新竹縣治外，粵人鄉村文風，唯九芎林最盛，私塾竟

達二、三十所。文林閣日後也為芎林國中及芎林國小的籌設盡心盡力。 

 

【關西文昌祠】 

     光緒元年（西元 1875 年），由秀才 劉仁壽和書生 吳壬華倡議興建文昌祠。並

於光緒八年（西元 1882 年）興建完成，主祀文昌帝君及孔子等。 

 

【代勸堂】 

光緒十八年 (西元 1892 年) ，由地方仕紳楊福來、鍾逢源、劉仁超等感於飛鳳

山上，氣勢磅礡，宛如地靈人傑之仙境，故倡議建廟。代勸堂主祀關聖帝君、孚佑帝

君與司命真君等神。因以其代天勸化，降福濟世，故稱其為「代勸堂」。  

 

【芎林國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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芎林國小操場和文文林閣 (掃瞄自芎林國小 90 週年紀念刊) 

     民國前十四年 (西元 1898 年)，九芎林公學校奉準設立。成立初期僅有日本校

長  小林三次郎和漢文教師  劉仁鋉二人辦理校務，並借民舍教學。光復後改名為芎

林國民小學。劉仁鋉後來出任第二任九芎林區區長。劉代典負責設計第九十週(西元

1989 年) 年紀念鐘塔。 

 

【存仁院】 

光緒二十六年（西元 1900 年），劉德光等仕紳於九芎林創設復善堂。翌年，改

組為「存仁院」，以勸化事業為目的，並作貧民救濟事業，舉辦施藥、治療、衣食等

救濟事業，至大正十二年改組為財團法人組織，是為日治時代芎林地區最重要的民間

社會事業機構。 

 

【芎林國中】 

     芎林初級中學於民國三十五年 (西元 1946 年）8 月設立，成立之初由湯天才、

劉德灝、蘇仁湘等負責籌辦。並於同年 11 月借芎林國小舉行開學典禮，次年 12 月遷

移至現在新鳳村校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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忠孝節義的功名祿位 

 

客家人的共同家訓『一等人忠臣孝子、二件事讀書耕田』。 

 

承豪公在開墾告一段落後，開始鼓勵子孫多讀書以取功名。在眾多子孫中不乏

文人志士，在清朝擁有監生、秀才、貢生之功名共有 8 位，擁有軍職之功名共有 3 位

及地區領袖 7 位，文官 1 位。在竹塹城內外，像承豪公這樣家族算是少見。 

 

一世    巨浪公，官進士雲南雲陽縣縣事，為廣東大埔派始祖。 

十四世  承豪公，九芎林開墾太祖。 

十五世  里益公，清朝首任九芎林總理和官隘隘首。 

十六世  珍亮公，例授登仕郎。（皇帝封賜；登仕郎，清制登仕郎爲正九品） 

十六世  長亮公，第四任九芎林總理。 

十七世  瓊廷公，九品職。   

十七世  瓊增公，例授鄉飲大賓。（爲官清正，急公好義，行善事，聲望高，被推爲

鄉飲大賓。） 

十七世  瓊明公之夫人 范氏，福建巡撫吳梁上憲奉旨封范大夫人╔欽褒節孝╗ 

牌匾，並立祠於九芎林。 

十八世  仕權公，例授鄉飲大賓。 

十八世  仕松公，例授鄉飲大賓。 

十八世  仕統公，五品軍功後補副守府。 

十八世  仕龍公，六品軍功。 

十八世  仕元公，秀才見貢生。 

十八世  仕樑公，貢生，九芎林第六任總理和任日本時代保甲局長。 

十八世  仕確公，任竹東鎮第二里里長及創設九芎林信用合作社。 

十九世 仁台公，例授監生。 

十九世 仁壽公，秀才例廩生。 

十九世 仁魁公，例授監生。 

十九世 仁立公，例授監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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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世 仁富公，例授監生。 

十九世 仁鋉公，日本時代九芎林區次任區長和九芎林公學校唯一漢學老師。 

十九世 仁超公，日本時代九芎林區首任區長。 

十九世 仁青公，日本時代新竹縣參議會議員和國民政府新竹縣縣議會議員、文林閣

副董事長。 

十九世 仁恭公，例授監生。 

二十世  匡清公，日本時代擔任保正和芎林鄉鄉民代表。因為處世剛正、不畏強權，

日據初期為村民與日本憲兵正面衝突，人稱芎林完人。 

 

劉匡清一家人 (中坐者為劉匡清)   

二十世  輝清公，第四任芎林鄉鄉民代表會主席和第三、四任芎林鄉鄉長。 

二十世  宣清公，芎林村村長。 

二十世  鑑清公，芎林鄉鄉民代表和文林村村長。 

二十世  正清公，芎林鄉公所秘書。 

二十世  泉清公，竹東鎮鎮民代表和陸豐里里長。 

二十世  德炃公，存仁院董事和國民政府指派芎林庄接管委員及首任官派鄉長。 

二十世  德明公，光復後第一任芎林國小校長。 

二十世  德彩公，光復後第四任芎林國小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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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  德灝公，負責籌辦芎林國中。 

二十世  德光公，芎林庄書記，推動設立存仁院和總督府警務局專員。 

二十一世  子平公，為芎林客家八音團團長並曾於台北錄製唱片。 

二十一世  子材公，光復後參與東京本土抗日的澀谷事件。 

二十一世  子憲公，曾於汪精衛政府擔任中國天津市警察局局長。 

二十一世  世民公，德國海德堡大學法學博士、台大副教授、因思想激進，民國 

65 年因病住院、不該死而死、成為懸案。 

 

枝葉繁衍的劉氏地圖: 

 

承豪公祖父 (明揚公) 的風水，有大船出航之氣勢並與新加坡前總理李光耀先生

祖墓比鄰而望。高陂當地居民也相信此一家族，只要離開故鄉便有衣錦還鄉的一刻。 

 

自 承豪公遷台至今，子孫繁衍也有二、三千人之多。除了分佈台灣各縣市之外，

還有分佈至各個國家。 

 

亞洲: 

 

日本東京  (劉子道) 

日本東京  (劉子傑) 

日本東京  (劉杏元) 

日本      (劉蓉蓉) 

中國香港 （劉德貴） 

中國廣州 （劉輔君） 

中國上海 （劉子憲） 

    、 

、 

、 

 

美洲大陸: 

 

美國賓州 （劉代基） 

美國加州 （劉世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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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紐約州 （劉世宏） 

美國德州 （劉世淵） 

美國紐澤西州 （劉世智） 

美國伊利諾州 （劉美英） 

美國芝加哥 （劉衡典） 

美國南卡羅蘭州 （劉中正） 

美國喬治亞州 （劉月禎） 

美國 （劉文華） 

    、 

、 

、 

 

巴西 （劉明光） 

巴西 （劉名富） 

巴西 （劉燕姬）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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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尾:  

歷史可以讓人讚嘆，也可以讓人沉醉於過去輝煌，但聰明的人會將歷史當作借

鏡。 

 

身為芎林大埔劉派的子孫，為祖先紀錄歷史是種榮譽，力求公正，事實求是，

深怕造成不必要的遺憾，對於史實的考查，也抱持著謹慎的態度，擔心稍有誤差就污

蔑祖先之功名。 

 

在過去所有關於新竹的開發史中，大部份都著重於姜勝智與林先坤二人身上，

但忽略頭前溪中下游開發史裡重要的三個人物 ~~ 二劉 (劉承豪及劉朝珍) 和彭開

耀。劉承豪的家族史宛如新竹內山的開發史和台灣族群移民史。當然開墾不可能只由

少數人完成，其中也有不少漢人、甚至平埔族頭目潘文起的加入，才得以使我們這些

後代子孫，可以安居樂業在這片土地上。 

 

向來喜歡旅行的我，走過尼泊爾、柬埔寨、菲律賓、印度和瓜地馬拉等國家地

區。體驗過戰後地區那種蒼生荒涼的感覺，看過遷徙無數的難民，他們甚至記不得自

己走過的地名。那種渴望和平、回家的夢想，可從他們的眼神裡感覺得到。 

 

謹以此文，獻給我愛好自由的祖先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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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家季節 (1988 作) 

 

我永遠忘不了祖先走過的足迹 

鋤頭  同樣扛著 

却算不出要挖到什麼時候 

象棋  同樣走著 

却算不出下一步應如何的走 

擔著菜籃的伊人 

在季節裡 

扮一枝含羞的草 

知道生命 

知道角色 

知道劇情  卻 

不知如何演一位奪功之人 

 
 

 

 

 

 

 

 

 



 41

參考資料: 

新竹縣志，民國 46 年 6 月，新竹文獻委員會編。 

台灣史，民國 79 年 11 月二版，台灣省文獻委員會，林衡道編。 

台灣開發史，民國 80 年 6 月，程大學編。 

台灣客家，民國 82 年 3 月，楊國鑫著。 

海峽兩岸的客家人，民國 89 年，謝重光著。 

中國姓氏通史—劉姓，民國 82 年 3 月，北京東方出版社，劉佑平著。 

劉氏家譜，民國 50 年，劉輝清編。 

彭城劉氏族譜，民國 61 年，廣傳公派下第六房第 158 代祖族譜增修委員會編。 

劉氏家譜，民國 90 年，劉邦武編。 

姜勝智公派下族譜，民國 76 年，姜坤賢主編。 

新竹縣國民中小學鄉土教學補充教材--芎林鄉，民國 90 年 11 月，莊興惠編。 

頭前溪中上游開墾史，民國 87 年 6 月，吳學明編。 

劉氏大宗譜，民國 75 年 12 月，台灣省新竹縣劉氏宗親會編。 

劉氏族譜，民國 68 年 8 月 21 日， 劉贊鵬主編。 

劉氏大宗譜，民國 76 年，台灣省新竹縣劉姓宗親會編。 

瑞閣家乘，民國 86 年 2 月，劉學悟祭祀公業管理會編。 

劉家之光，民國 76 年 12 月， 劉水來編撰。 

台灣客家地圖，民國 90 年 5 月，邱彥貴，吳中杰。 

嶺南歷史人文地理，民國 90 年 9 月，司徒尚紀著，廣州中山大學出版。 
芎林國小 90 週年紀念刊，民國 78 年 3 月，芎林國小出版。 

芎林國小 100 週年紀念刊，民國 88 年 3 月，芎林國小出版。 

 
 
 
 
 
 
 
 
 
 
 
 
 
 
 



 42

附件一; 客家大埔劉派世系表 

世系 名 配偶、子嗣及注解 

 軒轅 黃帝,帝元元年至 100 年，娶西陵之女嫘祖，生 二子玄囂，昌意。 

 玄囂 少昊 (暤) 帝金天氏，姫姓，百鳥之王。 

 僑極 僑極取陳豐氏生子高辛，是為帝嚳。 

 帝嚳 帝嚳高辛氏娶陳鋒氏女，生放勳，是為帝堯。  

 放勳 
堯帝，陶唐氏,324 年生,壽 116 歲,在位 98 年 (347─444 年),子開明 (又為源明

或監明).堯封其子於劉地,故始得姓,源明劉姓始祖。 

1 開明 
號丹朱,352 年生兄弟九人祖居帝都山 (今山西平陽府，臨汾縣) ,受 劉,劉氏。妣風

氏、巫氏生一子、永河。 

2 永河 密氏，子二：濟安、濟樂。 

3 濟樂 甘氏、姚氏，子一：歲紀。 

4 歲紀 藜氏、陸氏，子三：正成、正定、正坤。 

5 正坤 媯氏，子一：長歷。 

6 長歷 翟氏、有熊氏，子三：德仁、德堯、德科。 

7 德堯 薛氏，姑氏，子二：仁宏、仁發。 

8 仁宏 高陽氏、孟氏，子四：廷光、廷紳、廷珍（廷玖）、廷貴。 

9 廷光 姒氏、雍氏，子一：爵南。 

10 爵南 尚氏，子二：行矩、行清。 

11 行矩 慕容氏、晏氏，子三：復盛、復旺、復松。 

12 復旺 蒙氏、易太，子四：茂光、茂清、茂華、茂文。 

13 茂清 向氏、丁氏，子一：孔陽。 

14 孔陽 巢氏，子三：日盛、日永、日貴。 

15 日永 西梁氏，子二：得榮（得仁）、得康。 

16 得榮 逢氏，子一：聚義。 

17 聚義 
姑氏、姜氏，子三：累、宗、祖（以上各祖孝妣均住山西臨汾，葬平陽府萬壽山等

處）。 

18 累 
趙、汪氏，生九子：大益、萬益、永益、洪益、正益、宗益、順益、昌益、伯益(一

說雲、裕雲),享壽 107 歲。 

19 昌益 字誠、諱裕雲，又名旭，妣黃、張氏（一說李氏），子一：歆。 

20 歆 諱信盛，字賜命，妣徐、張氏（一說黃氏），子三：詠七、詠八、詠九。 

21 詠八 字梅柱，妣周氏，子一：相承。 

22 相承 
生於 913 年，甲午歲，字虞，號玉拔，妣秦氏、農氏，子二：岳（全祿）、麓（全

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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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麓 964 年生（66 個甲子年），妣羅氏，子二：美然、美勳。 

24 美勳 字洪周，元氏，生四子：釗勝、釗胎、釗寧、釗胴。 

25 釗寧 字申，妣熊氏，生子二：炳亮、炳寬。 

26 炳寬 字茂高，妣餘氏，生二子：文成、文盛。 

27 文盛 子道山，必貝氏，生一子：錦遙。 

28 錦遙 字明亮，妣曾氏（又說曹氏，米脂氏），生子三：陞吉、陞禧、陞和。 

29 陞吉 字先江，妣程氏（一說芋氏），生子二：瑞明、瑞朋。 

30 瑞明 
字坤成，妣程氏（一說任氏），生子三：先柱（案喜）、先揚（案臨）、先輝（案

康）。 

31 先柱 字案喜，妣陳氏（一說姑氏），生子三：源傳、源佼、源福。 

32 源傳 字智和，又名浪，妣姒氏，子二：維益、維宗（一說子三：繪、縉、總）。 

33 維宗 字繪，妣姒氏（一說西梁氏），子二：新興、新輿。 

34 新興 
字元遠,又曰朋林,妣芋氏、休氏、屠氏,子六：觀、清、唐、樹、明、朝、榜(一說三

子：建呂、建音赔、建腷)。 

35 建呂 字觀榜，妣文氏、姒氏，生子二：文楨（寶招）、文祥。 

36 寶招 字文楨，妣謝氏、呂氏，生子二：晨福、晨祿。 

37 晨祿 字元，妣詹氏、張氏，生子三：任期、任玉、任授。 

38 任玉 字九玲，妣張氏、姒氏，子二：添禎、添祥。 

39 添禎 字道總，又名秉新，妣甘、魏氏，生子六：樹湖、樹漣、樹淮、樹洤、樹江、樹鴻。

40 樹鴻 字伯，億，妣卜、任氏，生子二：登富、登貴。 

41 登貴 字篤慶，妣狄、呂氏，子二：俊通、俊達。 

42 俊通 字楚揚，又名啟兆，妣田、曹氏，字二：彥文、彥武。 

43 彥武 字楚熊，號弼，又名略，妣湯巢氏，子四：猛、勇、剛、強。 

44 標林 字勇，又名積偉，妣金費事，生子三：德勝、德朋、德暗。 

45 德朋 字建平，妣任、曹氏，生子三：敬唐、建典、建培（一說一子朝良）。 

46 朝良 字建典，又名經，妣張氏，生二子：廷樂、廷聲。 

47 廷聲 字照燃，又名美華，妣毛、董、張氏，子二：元振、元拔。 

48 元振 字之雄，又名福立，妣古、風氏，子二：勝清、勝海。 

49 勝海 字林枝，號茂，又名芳炳，妣修氏、陶氏，子三：試玉、試集、試茂。 

50 試集 字松華，號平環，妣古、孫、姒氏，子一：長遠。 

51 長遠 字心德，名福應，又名良，妣章、胡、張氏，子三：華封、華泰、華壽。 

52 華封 字世郎，又名氏為，妣古、易、徐氏，生四子：祿清、祿源、祿永、祿祥。 

53 祿源 字昌允，號青山，妣銓、孫氏，子三：星亮、星輝、星開。 

54 星亮 
字萬忠，號千秋，妣尤、周氏（一說任氏），子六：拱和、拱貴、拱炤、拱科、拱

盛、拱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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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拱炤 字忠信，又名壽康，妣萬氏、於氏，子五：報江、報聯、報睦、報淮、報盛。 

56 報聯 字福，又名定、夏，妣呂氏，生一子致祿。 

57 杜伯 字致祿，又名獻，妣西梁氏，子二：溫叔、隰叔。 

58 隰叔 字良，妣逢、張氏，子四：士瀧、士雲、士吉、士和。 

59 士雲 
字誠光，名維剛，妣張、孔、朱氏，子七：倉棋、倉桔、倉模、倉達、倉通、倉道、

倉遠。 

60 倉模 
字宗仁,號廣廷,又名士洪,妣鄒,由氏,生十一子:榮文,榮武,榮職,榮振,榮康,榮秀,榮

財,榮茂,榮信,榮吉,榮華)。 

61 榮信 
諱士蘇，字傅，號太光，又名榮信，妣吳、易、謝氏，子六：封誥、封璋、封謹、

封祥、封諒、封詠。 

62 封誥 
諱士谷，字伯欽，又字昌允，名閔鴻，妣司馬氏、鍾氏，子四：大福、大祿（士會）、

大禎、大祥。 

63 大祿 
又名柏元,字李,生於帝元 2051 年,妣溫、周、潘、尤氏，子三:富仙(士燮)、富仁(士

魴)、富任(士球)。 

64 富仙 名富仙，字美容，又名璜，妣曹、彭、胡氏，子四：貴瀧、貴文、貴鳳、貴舞。 

65 貴文 名元瑞，字鳴甲，妣胡、歐陽氏，子六：得、開、玉、修、閏、斗。 

66 得 諱松，名接近，字銘宗，妣主、紀氏，生子三：璋禮、璋秀、璋華。 

67 璋秀 名忠田，字文先，妣沙、李、丁氏，子二：金盛、金葛。 

68 金盛 名青美，字柏仲，妣謝、江氏，子四：榜勳、榜炤、榜杰、榜熙。 

69 榜炤 字盛臣，妣郭、何氏，子三：夢清（顯科）、夢祖（顯和）、夢文（顯秋）。 

70 顯科 
名永立，字夢清，妣蘇、吉氏，子七：思萬、思能、思安、思玉、思瀧、思開、思

茂。 

71 思瀧 字盛春，諱喬，名權，妣吉、楊、段氏，子四：恩盛、恩春、恩柏、恩禎。 

72 恩盛 諱清，名燃，號果齊，妣李、程、胡、梁氏，子二：仁號（榮）、仁紀（發）。 

73 榮 
號豐公，妣趙、梁氏，生於帝元 2393 年（西元前 269 年）八月十五日子時，壽

84 歲，子一：煓。 

74 煓 
太公太上皇,名昂,又名執嘉,字顯初,生於帝元 2421 年,終甲辰,壽 73 歲,妣李氏,子

四：伯、仲、邦、交。 

75 邦 
漢太祖高皇帝(西元前 206 年稱帝),諱邦,字季,配呂、薄、戚、張、曹、衛氏,子八:

肥、盈、如意、友、恒、恢、建、長。 

76 恒 漢文帝，妣竇、慎氏，生子四：啟、武、參、楫。 

77 啟 
漢景帝，妣薄、賈、栗、王氏，十四子：德、閼、餘、非、彭祖、發、端、勝、榮、

徹、越、寄、乘、舜。 

78 勝 
中山靖王,妣歐陽,易氏,21 子(一說 120 子):昌,忠,朝平,未央,貞,嘉,義,光,章,喜,頗,

將夜,破胡,蓋,讓,修,萬歲,傳富,應,恢,屈厘。 



 45

79 貞 陸城亭侯，妣呂氏，生二子：軒、昂。 

80 昂 妣李氏，生三子：福、祿、壽。 

81 祿 漳侯，妣楊氏，生三子：戀、希、清。 

82 戀 沂水侯，妣楊氏，生二子：經、英。 

83 英 欣陽侯，妣馬、谷氏，生四子：巡、建、避、遠。 

84 建 安國侯，妣左、許氏，生三子：辰華、振華、哀華。 

85 哀華 廣陵侯，妣陳、梁氏，生二子：平、憲。 

86 憲 繆水侯，妣呂、彭氏，生四子：化、和、舒、銜。 

87 舒 祁邑侯，妣李、宋氏，生四子：誼、諠、讀、講。 

88 諠 祁陽侯，妣徐、李氏，生五子：用、必、良、布、鐸。 

89 必 原澤侯，妣穆、孫氏，生一子：達。 

90 達 穎川侯，妣李氏，生一子：不疑。 

91 不疑 豐靈侯，妣鐵、朱氏，生二子：裴 、惠。 

92 惠 濟川侯，妣巫、鮑氏，生二子：崇、雄。 

93 雄 妣高、薄氏，生二子：弘、珖。 

94 弘 妣吳氏，生一子：備。 

95 備 蜀漢昭烈帝，妣甘、縻、孫、吳氏，生三子：禪、永、理。 

96 永 
魯王（後改封甘陵王）妣鮑氏，生一子：晨，于蜀漢延熙元年（西元 238 年）從成

都遷往洛陽。 

97 晨 妣張氏，生二子：乾鎮、乾清。 

98 乾清 妣穆氏，生二子：文龍、文虎。 

99 文虎 妣辛、江氏，生三子：俊、傑、麟。 

100 麟 妣崔氏，生五子：常青、正一、光悌、志宏、振河。 

101 振河 妣吳、徐氏，生三子：元山、幽、雅。 

102 雅 妣饒氏，生四子：瑾嶸、瑾陞、瑾登、瑾科。 

103 瑾陞 妣唐、黎氏，生四子：淳霖、淳雩、淳震、淳雲。 

104 淳震 妣陳氏，生四子：坤仁、坤義、坤禮、坤智。 

105 坤仁 妣蘇氏，生五子：炤、杰、丹、遐、法。 

106 丹 妣蕭、蘇氏，生五子：凝、昞、竺、訐、勰。 

107 昞 妣郭氏，生一子：楚之。 

108 楚之 妣方氏，生三子：於明、於政、孝綽。 

109 於政 妣湯氏，生三子：峰、虬、峻。 

110 虬 妣祝氏，生二子：之遴、之享。 

111 之遴 妣周氏，生一子：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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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楨 妣蔡氏，生一子：子翼。 

113 子翼 妣昌氏，生三子：可壽、可安、可康。 

114 可壽 妣倭氏，生三子：尚文、得文、法文。 

115 尚文 妣賈氏（一說竇氏），生二子：學周、學易。 

116 學易 妣徐、李氏，生四子：洪、欽、鐵、鐄。 

117 洪 妣李氏，生五子：曙明、曙朗、曙印、曙齡、曙道。 

118 曙道 妣薑氏，生一子：遜。 

119 遜 妣林氏，生二子：宗翼、賄。 

120 賄 
妣譚、宋、潘氏，生一子：顯齋（在唐懿宗時，任官朝散大夫，因避亂自洛陽遷徒

浙江金華）。 

121 顯齋 妣朱氏，生三子：翶、翔、幽。 

122 翔 
妣張氏，生四子：天錫、天瑞、天明、天誠（原居婺州之金華(浙江)，唐僖宗時因

避黃巢之亂，遷福建汀州府石壁村立業）。 

123 天錫 妣李氏，生一：沐。 

124 沐 妣陳氏，生四子：龍圖、鳳圖、河圖、書圖。 

125 龍圖 妣黃氏，生三子：任、錡、修。 

126 任 妣程氏，生二子：若還、若連。 

127 若還 妣羅氏，生三子：參贊、參丈、參常。 

128 參常 妣謝氏，生四子：德洪、德量、德廣、德權。 

129 德洪 妣張氏，生三子：昌桂、顯榮、月清。 

130 月清 妣華、吳、張氏，生二子：柏、梅。 

131 梅 妣王、鍾氏，生四子：富山、富壽、富圖、富榮。 

132 富山 妣徐氏，生三子：國泰、福高（後裔五世孫劉義遷海南）、春田。 

133 春田 妣李氏，生三子：宗卿、宗相、宗臣。 

134 宗臣 妣吳、鄭氏，生八子：貴盛、貴和、貴美、貴順、貴安、貴樂、貴昌、貴隆。 

135 貴盛 妣趙氏，生四子：龍、虎、鳳、凰。 

136 龍 
妣謝、李、陳氏，生九子：開一 ，開二、開三、開四、開五、開六、開七、開八、

開九。 

137 開七 妣黃、龔氏，生二子：廣傳、 廣信。 

138 廣傳 
妣馬、楊氏，生 14 子：巨源、巨湶、巨汌、巨淵、巨海、巨浪、巨波、巨漣、巨

江、巨淮、巨河、巨漢、巨浩、巨深。 

139 巨浪 
妣李、曾氏、陳氏，生九子：高千、成宗、鐵三郎、六六郎、仕七郎、仕八郎、仕

九郎、孟寬、孟仁。 

140 孟仁 妣  氏，生一子，清隱。 

141 清隱 妣  氏，生一子，穆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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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 穆夫 妣  氏，生一子，敦裕。 

143 敦裕 妣張氏，生一子，追源。 

144 追源 妣  氏，生一子，思本。 

145 思本 妣  氏，生一子，安溪。 

147 安溪 妣黃氏，生一子，崑山。 

148 崑山 妣陳、馬氏，生五子：三子失名，可傳，可富。 

149 可傳 妣王氏，生一子，俊秀。 

150 俊秀 妣賴氏，生五子：文揚，鷹揚，明揚，斌揚，對揚。 

151 明揚 妣陳氏，生四子：儒傑，儒崇，儒乾，儒俊。 

152 儒俊 妣朱氏，生三子：承豪，承英，承燕。 

153 承豪 妣羅氏，生三子：里益，伯益，請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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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昭穆 (子輩): 

承 (一五二代 巨浪公第十四世子孫起) 益 英 瓊 忠 孝 德 世 代 名 榮 振 

家 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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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居 住 遷 徙 概 要 

 
世代 姓名 時代 生卒(公元) 壽年 居住 

1 開明公 唐 堯 -2345   山西平陽府臨汾縣 

18 累公 夏 周  -1879 ~ -1772 107 山西汝州府魯山縣 

75 邦公 周 秦 西漢 -258 ~ -195 63 江蘇徐州府沛縣 

78 勝公 西漢 -154 ~ -87 68 河北定州 

95 備公 三國 160 ~ 223 64 成都 

96 永公 三國   從成都 遷往 洛陽 

120 賄公 唐  80 
因避亂自河南洛陽 遷徒 浙

江金華 

122 
福建始祖 

翔公 
唐   

因避黃巢之亂由浙江金華 遷

往 福建汀州府石壁 

137 
廣東始祖  
開七公 

宋       ~ 1208   
福建汀州府寧化縣 遷居 廣

東嘉應州、(今 梅州市) 

139 
大埔始祖  
巨浪公 

元 1366 ~ 1426 61 
由廣東惠州長樂縣 移 潮州

府大埔縣古埜村 

151 
來台始祖  
儒俊公 

康熙 雍正 乾隆 1701 ~ 1765 65 
廣東潮州府大埔縣桃花村 遷

往 淡水廳新竹塹九芎林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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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請墾字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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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 分房字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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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六; 土地買賣字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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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七; 土地買賣字據 

 

 
 
 



 54

附件八; 台灣民主國餉單 

 

附件九; 明揚公祖墓 (由台灣及新加坡鄉親捐資修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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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十; 上大劉祠堂內神主牌 

 

附件十一; 第二房遺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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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十二; 上大劉舊祠堂 

 

 

附件十三; 高陂鎮、桃花村、尖山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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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十四; 高陂鎮街景 

 

附件十五; 大陸鄉親指向遠處的尖山山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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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十六; 義渡、奉憲示禁石碑 

 

附件十七; 廣福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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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十八; 文昌街 (又稱公館街) 

 

附件十九; 廣福宮與上大劉祠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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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十; 鹿寮坑 

 

附件二十一; 姜勝智公館遺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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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十二; 渡台禁令與 承豪公開墾的關係 

年代 相關史實 附註 
康熙 二十二 年 

(1683 年) 
劉國軒戰施琅於澎湖，劉軍敗北，鄭克塽降清。  

康熙 二十三 年 

(1684 年) 
施琅上旨，嚴禁廣東惠、潮二州之民渡台。  

康熙 三十五 年 

(1696 年) 
施琅去世，渡台禁令逐漸鬆弛。  

雍正 十 年 

(1732 年) 
允許渡台居民之眷屬來台。  

乾隆 二 年 

(1737 年) 
不允許漢民與原住民有婚姻關係。  

乾隆 五 年 

(1740 年) 
停發在台居民之眷屬來台許可證。  

乾隆 十六 年  

(1751 年) 
承豪公兄弟渡台，考察開墾土宜天候。  

乾隆 十九 年  

(1754 年) 
承豪公攜眷渡台。  

乾隆 二十五 年 (1760

年) 
全面放寬渡台禁令。  

乾隆 二十七 年 (1762

年) 

淡水廳同知 胡邦翰，實施開荒，將土牛界外，全部開放領

墾。 
 

乾隆 三十~四十 年 

(1765 ~ 75 年) 
承豪公開墾枋寮、六張犁一帶。  

乾隆 五十 年 

(1785 年) 

承豪公獨自向通事什班申請墾批開拓員山仔溪北犁頭山隘 

(今芎林上下山平原一帶)。 
 

乾隆 五十一 年 

(1786 年) 
台灣暴發林爽文事件  

乾隆 五十五 年 

(1790 年) 
承豪公去世，里益公接任九芎林首任總理。  

光緒 十三 年     

（1887 年） 

第六任總理貢生 劉仕樑與秀才 劉仁壽回祖地桃花村祭祖

並手抄族譜及贖回祖堂背公業以做為日後祭祖之基金。 
 

光緒 二十一 年 

（1895 年） 

清朝簽訂馬關條約，割讓台灣全島及所有附屬各島嶼、澎

湖群島與遼東半島 

劉氏宗親在此同時

暗地參與台灣民主

國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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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十三; 中正大橋下的沖刷溪谷 (遠處為施工中的高鐵)  

 

附件二十四;中坑赤柯寮伯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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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十五;秋季的雪山山脈與頭前溪 

 

附件二十六;飛鳳山之伯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