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历史及地理背景探讨元明清

客家族群移垦之路线

以台湾徐氏东海堂的迁徙为例

徐胜一

一、引言

客家族群的迁徙，受朝代更替的政治环境、移垦政策及土地

承载力等因素影响甚巨。从宋末迄今，客族大规模之迁徙活动约

可分为三个时段。(l)宋元之际，赣南客家族群受元兵压迫，沿

着山区隘口往东迁徙，从江西石城移至福建宁化。(2)元末乱世

加上人口压力，闽西客族又沿着汀江、梅江及韩江开始外移至粤

东各地。(3)清初朝廷放宽移垦政策并鼓励粤东客族他迁，于是

又开始大规模的迁徙活动，此阶段主要移垦目标包括渡海到台湾

桃、竹、苗、屏诸县。

根据台、粤、闽、赣客籍族谱及相关之州县府志等记载，可

以了解客族迁徙的内外因素;譬如原居地与徙居地间之推拉力，

山脉、河流、谷地等自然环境，是如何支配他们的迁徙路径。简

言之，客家族群之移垦活动，过去800年间从赣南徙闽西，次由

闽西徙粤东，再由闽粤渡海东迁至台湾，无不受到社会变迁、政

策更替及地理条件等因素之影响。

清初从粤东迁移到台湾桃、竹、苗、屏等地区的徐氏族群，

以蕉岭及陆丰人士居多。这两支徐姓族群与其他客族迁台路线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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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天”中的天惠公、天庆公、天锡公居多。

从陆丰到新竹—天惠公派下

天惠公之孙萧甲公，其子孙在广东省之丰顺、海丰、、陆丰等

地建有祠堂或祖庙，来台支系以陆丰居多。这些渡台祖之祖居地

在陆丰之四旗田及枫树角，与天锡公派下胜堡公在陆丰之南丫建

基地，仅两公里之隔。据查他们渡台时也是在新竹红毛港登陆

的，现今已散居新竹及桃园各地。

萧甲公后裔来台者有:十三世士仪、宗拔、宗达，十四世

子志、子坚、子映，十五世顺士、季士，十七世敬云等。士仪

及宗达居桃园观音乡新坡;敬云居新竹湖口;子坚居桃园社

子;宗拔居水流庄;季士居新竹后湖;子志及子映居地未详。

清初年间陆丰四旗田及枫树角之徐姓渡台祖，其世系传衍列如

表一。

天惠后裔分布在广东揭阳、陆丰之枫树角及四旗田(大房)、海

丰梅陇(二、三房)、丰顺(四房)等地约有10多万人口①。丰顺

汤坑天惠公派下有3万多人，移居泰国者有2万人，梅陇则有1000

多人。泰国华侨捐助建有“东海中学”、医院、会馆等。据云天惠公

四世迁陆丰，六世迁海丰梅陇，七世再迁回陆丰县八万乡尺

仔村②。

表一 萧甲公(天惠公之孙)派下自陆丰迁台者l影格所示l

┌──┬──┬──┬───┬──┬──┬──┬──┬──┬──┬──┬──┬──┬──┬──┬──┐

│三世│四世│五世│

│

七世│八世│九世│十世│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

│││├───┤│││

│世

│

世

│

世

│

世

│

世

│

世

│

世

│

世

││││

│/、U上│

││││││││││││├──┼──┼──┼───┼──┼──┼──┼──┼──┼──┼──┴──┼──┼──┼──┼──┤

│萧甲│念七│大二│小十

│伯八│千十│万十│金一│联彦│永章│黔廷
││││││

│郎

│

良肠│ 九郎│郎
│

郎

│

七郎├──┼──┤

│││││││││││││

│泳一│

│││││││└──┴──┴──┴───┴──┴──┴──┴──┴──┴──┴─────┴──┴──┴──┴──┘

与海丰梅陇徐咏先生(天惠公派下)电话通联，2005年7月27日。

与海丰汕尾徐干先生(天惠公派下)电话通联，2005年8月

①
②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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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一

┌───┬──┬───┬──┬────┬──┬──┬──┬───┬──┬─────┬──┬──┬──┬──┬──┐

│三世

│四世│五世│六世│.佩口佩│八世│九世│十世│十一│十二│十佩│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
││││├────┤││

│世

│

世

│

世

│

世

│

世

│

世

│

世

│

世

│││││

│七世

││││││││││││├───┴──┴───┴──┴────┴──┴──┴──┴───┴──┴─────┴──┴──┴──┴──┴──┤

│以上为观音新坡徐氏谱(士饺在新庄子开基葬于新坡，永廷葬于新埔樟树林)

│├──┬───┬───┬──┬────┬──┬──┬──┬───┬──┬─────┬──┬──┬────────┤

│萧甲│念七

│大四
│小十│百四│千八│福隆│永权│宗传│良充│太创│时昌│忠英│位“瀚

│

│一郎│郎

│

郎

│

三郎│郎

│

郎

│││││││││├──┴───┴───┴──┴────┴──┴──┴──┴───┴──┴─────┴──┴──┴────────┤

│以上为泰国曼谷徐氏谱(徐东星提供，此系原居广东丰顺汤坑)

│├──┬───┬───┬──┬────┬──┬──┬──┬───┬──┬─────┬──┬──┬────────┤

│萧甲│念七

│
l，

_佩│小十│伯二│千五│万六│永念│}孟下│良仲│曰二才佩，│时子│忠杰│文用
││

│郎

├───┤

二郎│良巧

│

郎

│

郎

│

七郎│

│

一郎├─────┤ 香

│

士

│

彰

│││

│大二

│││││├───┤│

寥

││││││

│郎

││││││

郎

││││││├──┴───┴───┴──┴────┴──┴──┴──┴───┴──┴─────┴──┴──┴────────┤

│以上为新竹湖口徐氏谱(徐金福提供)

│├──┬───┬───┬──┬────┬──┬──┬──┬───┬───────────┬──┬──┬──┬──┤

│萧甲│念七

│
大

二
│小十│伯二
│千五│万六│永念│宗孟
│良仲

││││││

│郎

│

郎

│

二郎│郎

│

郎

│

郎

│

七郎│五郎

│二郎

│││││├──┴───┴───┴──┴────┴──┴──┴──┴───┴───────────┴──┴──┴──┴──┤

│以上为台湾水流庄徐氏谱(徐金福提供)

│├───┬──┬───┬──┬────┬──┬──┬──┬───┬──┬─────┬────────┬──┬──┤

│萧甲

│念七│大二
│小十│伯二
│千五│万六│永念│宗孟
│良仲│泰宗
│子翎

││││

│郎

│

郎

│

二郎│郎

│

郎

│

郎

│

七郎│五郎

│二郎│尚

││││├───┴──┴───┴──┴────┴──┴──┴──┴───┴──┴─────┴────────┴──┴──┤

│以上为新竹后湖徐氏谱(徐金福提供)

│├──┬───┬───┬──┬────┬──┬──┬──┬───┬──┬───────────┬──┬──┬──┤

│萧甲│念七

│
大

二
│小十│伯二
│千五│万六│永念│宗孟
│良仲│辈塌

│││││

│郎

│

郎

│

二郎│郎

│

郎

│

郎

│

七郎│五郎

│五郎│

││││├──┴───┴───┴──┴────┴──┴──┴──┴───┴──┴───────────┴──┴──┴──┤

│以上为桃园社子徐氏谱(徐金福提供)

│└───────────────────────────────────────────────────────┘

注:萧甲公派下字辈为“‘甲念大小伯， 千万永宗良， 泰时忠文正， 兴

高必聪明⋯⋯”故男性名字再冠上字辈后， 便有永念七郎、宗孟五郎、 良

仲五郎、泰宗拔、时子香、忠杰士、文用彰、正敬云等之称呼了。

从蕉岭到苗栗—天庆公派下

居住在苗栗县境、高雄美浓及屏东六堆的客族徐氏，绝大部

分来自广东蕉岭(旧名镇平)的云崖公派下，云崖乃天庆之孙。

据云云崖后裔人丁兴旺，居住在蕉岭者约5万人，占蕉岭总人口

的25%，徐氏是该地的望族①。

① 与蕉岭徐放先生电话访谈，2005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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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崖派下裔孙之中，清朝渡台祖至少有15人，其中元亨派

下5人，元贞派下3人，元利派下7人。若以云崖为三世祖(天

庆为一世祖)算起，最早来台者为十四世常泰，接着十五世俊
彩、玉思、立洪、运新、咸立，十六世廷俊、元纶、相芳、焕
创，十七世允堂、月步、秀华、勤禄，及最后来台的十八世赵
福。云崖派下十四世约当雍正乾隆之际，十七世约当嘉庆年
间。在这80年间，他们陆续从蕉岭沿韩江而下，抵达江口后

由汕头出海，横渡台湾海峡并在后龙溪或大安溪登陆。在苗栗
及台中建基之后，子孙再往各地迁移，有远至花莲、台东及屏
东者。清朝初年至中叶，蕉岭徐氏渡台祖，其世系传衍列如
表二。

云崖派下定居江西万载县者有l万多人①，定居蕉岭者，

现已播衍二十七代5万多人②，在台湾播衍的已有3万多人。
云崖派下宗谱，仅溯载及其父景山公，而不及于祖父天庆公，
其来有自，本文有特殊看法，将在“徐氏十三天”小节内再详
细说明。

表二 云崖公《天庆公之孙)派下自燕岭迁台者(影格所示)

四世{五州六世比世沙、侧九世汗世

云崖巨亨}惠宏}仲伟降玉佩嘉渊学齐}谏
以上为花莲市徐氏谱(徐国书提供)

酬惠翼袋黯蛋
云崖}元亨{惠常}仲杰佩双玉序
以上为花莲凤林镇徐氏谱

云崖院亨}惠常隔翩双玉佩嘉

言学律}河卜梧反重任教除环

(徐秀运提供)

听俘宠胎溪{凤川I文略士璋l常察

与江西万载县徐志辉先生通联，2005年H月.
参见《连城县客家姓氏源流初探》，第145页。

①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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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陆丰到新竹—天锡公派下

广东陆丰客籍人士渡台者，据《新竹县志》①记载: “雍正

三年(1725年)，粤省陆丰人徐立鹏②，到竹堑埔西北约二十里

之红毛港新庄子开垦，为客家籍移民之始。后两年，雍正五年
(1727 年)，陆丰人徐里寿、黄君泰开垦其附近员山顶、埃头膺

荒地⋯⋯雍正十年陆丰人徐锦宗开垦茄馨湖。”可见新竹地区的

开发，与陆丰徐氏家族渡台开垦有密切关系。施添福教授(1989

年)曾对清代竹堑地区萃丰庄徐氏来台拓垦过程，也提出详尽的
描述与分析。

据笔者收集之族谱分析，陆丰南丫村③来台到新竹地区者最

众。该村渡台祖最早者应是胜堡公(天锡之孙)第十一世孙徐启

旺，雍正十年(1732年，年近50岁高龄)带同长子云富及满子

云柱从新竹红毛港登陆④后，转桃园新屋开基，生活安定后再将

次子云义、三子云瑞及范氏、甘氏两夫人一起接到台湾共享天

伦⑤。徐启旺之后，其堂弟徐启香随后也来竹堑翠丰庄，并在乾隆

十八年(1753年)承接泉州人汪仰詹在凤山溪以北地区(眩眩埔、

造船港、大溪嫩、麻园、船头等地)一半的大租权。启香子宗鹏于

① 《新竹县志》卷四，《人民志》，第828页，中国地方志丛书，成文

出版社，1976年。

② 徐立鹏为笔者之来台祖，其来台时间为乾隆二十五年(176。年)

左右。雍正三年(1725年)来台之陆丰人，应另有他人。
③ 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开放海禁，闽粤地区开始有先民往台湾

活动。清廷在雍正九年将海丰县析出陆丰县，雍正十年又将陆丰县分为坊

廓、石帆、吉康三都③。南丫头、五云洞、上砂、下砂佩一等地，为吉康
都所属。

④ 徐启旺之墓至今仍在，位在新竹红毛港池府王爷庙之西侧。
⑤ 徐金龙主编:《徐氏族谱—东海堂修编旺谱》，台北:学艺出版

社，198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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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返陆丰探亲身故，宗鹏两子均年幼，其妻

范氏于乾隆四十年(1775年)将大租权转卖给侄儿徐立鹏。

徐立鹏渡台时间在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左右，比堂伯

父徐启旺及亲叔叔徐启香均迟。陆丰南丫村渡台者，启旺、启

香、启秀(后裔居住地待查)为胜堡公第十一世孙;十二世来台

者计有瑞鹏及立鹏两兄弟，坤鹏、翔鹏、道鹏①三兄弟，禹鹏、

辉鹏、开鹏、茂鹏、云文及云汉两兄弟，还有胜堡公长兄昆堡②

裔孙玉山;十三世来台者有熙扬及熙璧两兄弟，熙振、熙声及熙

殿兄弟。从对这些徐氏后裔宗亲的访谈中得知，他们祖先从陆丰

渡海，都是在新竹县的红毛港登陆的③。这批陆丰徐氏早期居住

在新竹红毛港附近.后裔逐渐往外迁居，他们分布地点大致如

下:立鹏在新丰乡新庄子;翔鹏、禹鹏、开鹏在新丰乡青埔村;

坤鹏在新埔镇;开鹏在芍林;熙振居峨眉;熙扬、熙璧居湖口;

启旺居新屋;瑞鹏居三义;辉鹏居竹东(后代有迁居花莲者)④。

据陆丰南丫徐瑞麟宗长说.相传清朝初年某日，当地村里年轻人

一夜之间，不见了许多。由此推测，当初这些徐氏渡台年轻人，

是成群结队漂洋过海而来的。乾隆年间陆丰河口南丫之徐姓渡台

祖，其世系传衍列如表三。

表三 昆堡、胜堡公(天锡公之孙)派下自陆丰迁台者(影格所示)

┌──┬──┬──┬──┬──┬──┬──┬──┬───┬──┬──┬──┬───┬─────┬───┬──┐

│佩世│四世│五世│六世│七世│八世│九世│十世│于-一

│十二│十佩│十四│t一五
│

}，
│

十一七│十八│

││││││││

│世

│

世

│

世

│

世

│

世

├─────┤

世

│

世

││││││││││││││

│一1一，、

││││││││││││││││

│世

│││├──┼──┼──┼──┼──┼──┼──┼──┼───┼──┴──┴──┼───┼─────┼───┼──┤

│昆堡│彰

│

昭

│

濒

│

琼

│南庄│子道│会贤│百举
│达明.

│││││└──┴──┴──┴──┴──┴──┴──┴──┴───┴────────┴───┴─────┴───┴──┘

道鹏早逝.无传。

参见《新庄子东海堂徐氏族谱》，第265页。

徐金声先生口述，徐先生住新丰乡青埔村，翔鹏公后裔。

花莲瑞穗徐荣发先生提供《辉鹏公家谱》。

①
③

③
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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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江西石城祖与“十三天”

鹤龄公

大部分闽粤东海堂《徐氏族谱》，是这样记载他们共同的江

西石城祖:“鹤龄公，初始居广州越城县，时值地方扰乱，公遂

迁江西石城县开创立基。其时南宋创业垂统，子孙繁衍后建祠

宇，其裔孙以公为始祖，公与揭氏婆合葬于江西石城县，土名松

树岭路上石墓是也。”①据徐诗庚②先生考察所得，鹤龄公宋末

从广州出发，沿赣江北上至石城，可能定居在石城县大由乡徐坊

坝。因鹤龄公葬在松树岭路上石墓，江西甚多土名松树岭者，以

徐坊坝最可能，现居石城县的徐姓人十中未发现鹤龄公之后裔。

徐诗庚又云:‘“石城县位闽赣交界处，中间一条琴江，河从北向

南转西南经宁都，在于都流人赣州市，是石城历代主要水路交

通。现有10个乡(镇)114个村。琴江镇是县城所在地，亦是

徐姓较集中居住地，另分布其余乡镇20多个村，他们都是南昌

稚孺子后裔二大支。一支是敷叙堂始祖韶佩郎，在唐末黄巢起义

期间从福州南城徙居石城衍发的;另一支是燕贻堂始祖文美公在

宋末元初从广昌徙居石城衍发的(这一支与鹤龄公居石城年代相

同)。到目前还未发现其他徐姓支系后裔在石城居住。”

闽西、粤东一带之东海堂徐氏聚落，其始祖大都可溯自江西

石城县的徐鹤龄。徐鹤龄又名二十九郎，生一子七郎，传孙三

人:一郎、二郎、三郎。二郎公(字全、又名二八)，于南宋末

年徙居福建连城，恩封“长者”。宋理宗年间，二郎公捐资在溪

尾河上修桥，当时郡守卢同父题为“徐长者桥”，洪武年间后代

新庄子东海堂:《徐氏族谱》，第18页。

江西石城县委党校老师，2005年8月通信。

①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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裔孙仲礼①重建改名为“徐公桥”②，永乐三年纪于水，子孙复

为舟以济邑人，号“徐公渡”。该桥之正确位置，据连城徐思旺

宗长指出，即今连宁公路上横跨孙台与尚下间之北团大桥。广东
五华县《徐氏族谱》③载: “二郎公字全，宋末年致富，时县谕

示修造通衙大石桥，要费万金，必须通邑士民相助。值公来题

银三千余两，是以邑内绅矜面赁交推徐公可以自造而公慨然应

承，不期年石桥大成⋯⋯奉旨建坊族表长者⋯⋯三五郎乃十郎

公之第三子，过继给九郎公。”二郎公生两子，长子九郎公为

大评事④，次子十郎公为小评事，执掌大理寺地方司法事务，父

子两代三人，文化水平高，热心公益，贡献地方颇多，家声
日隆。

徐建华⑤云:“徐一郎之子徐炳郎，生子徐四一郎，宋末由

江西石城迁往福建汀州上杭县陈东坑，即今永定县徐岭。一郎六

世孙徐天惠，又从永定移居广东惠州陆丰吉康督佩溪乡四旗田。

徐二郎在兄一郎的资助下，由江西石城迁往福建连城。生二子，

徐九郎、徐十郎。徐三郎则留居石城，亦常得一郎资助，其后代

子孙播迁赣南各县⑥。之后，徐九郎的长孙徐天付，迁广东丰

顺，次孙天葩，居留连城。而次子徐四三郎之子徐天与，迁海丰
县，幼子徐三五郎之子徐天冀，迁梅县。徐十郎二子徐三六郎的

① 据查仲礼‘有些徐氏谱记为“仲体”)为天麟公之孙。
② 《连城县志》，第201页。

③ 五华《徐氏族谱》，第38页，此谱由香港中文大学宗教系徐佩明
博士提供。

④ 黄本骥: 《历代职官表》，第108页。隋、唐、宋、金、明诸朝，
大理寺设左右评事。

徐建华:《中华姓氏通史�徐姓》，2002年，第80一81页。
笔者目前尚未收集到任何三郎公之系谱，有待努力。

⑤
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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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子徐天锡亦移居广东陆丰，以后陆续又移居长乐(今五华)、
博罗、潮州等地。此后，徐三六长子徐天庆的四子徐景山移居博
罗县低田村，景山幼子徐云崖迁往蕉岭，成为蕉岭云崖派始迁

祖。”是故，三五郎与三六郎原为亲兄弟，而天庆与天锡亦为亲
兄弟也。

徐氏“十三天”

清初， 自闽粤渡台之徐氏，大多为天惠、天庆、天锡三公之

后裔，且聚居在桃、竹、苗三县。经两百多年的繁衍，徐姓人口
在这三县可以算人十大姓氏之内。

据各地徐氏族谱所载，来台的徐氏各支系，乃是宋朝末年在
福建连城徐氏“十佩天”之中的天庆、天锡、天惠佩公之后裔。
这“十三天”又是江西石城祖徐鹤龄的六世孙。鹤龄公又名二十
九郎，生七郎，七郎生一、二、三郎。除三郎留居石城外，一郎
宋末迁永定，传曾孙天惠;二郎宋末迁连城传曾孙天付、天葩、
天与、天麟、天受、天骥、天祥、天佑、天庆、天锡、天明、天
赏等，族人称此十三位堂兄弟为徐氏“十三天” (参见图一:

福建连城“十三天”系统图)。“十三天”子孙乃今日闽西、粤
东及台湾徐氏东海堂之始祖。这十三天后裔，保留着相当完整
的族谱，后代子孙得以从这古老的历史传承里，论资排辈并以
叔侄相称，良有以也。

十三天中，数据最完整者为天惠(海丰与陆丰)、天葩(长
乐，今之五华)、天与(海丰梅陇)、天庆(镇平，今之蕉岭)、
天锡(陆丰河口)、天赏(蕉岭及海丰安丰);半完整者为天付、
天麟;资料最贫乏者为天骥、天明、天受、天祥、天佑。天锡公
派下，其四个儿子中除文盛公外，文生公、文高公、文华公均无
载矣!文盛公六子中，又以在南丫开基的胜堡公及留居连城的仲
得公谱系最齐全，昆堡公及可荣公(又名松岩)谱系次之，祖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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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及满缘公则近乎失载矣!

据徐思旺①云:“十三天上祖在连城坟墓，大跃进时代已
破坏，又二郎公在北团溪尾山祖祠(二郎庙)亦已荡然无
存矣。”

四、出连城记

连城徐氏“十三天”迁移史，是研究闽西、粤东客族迁移史

不可缺失的一环。因为徐氏“十三天”的历史，即是客族迁移史

的缩影，而且徐氏“十三天”分散在各地的族谱，可以提供族群
迁徙横向联系的基础研究。相对于其他客族姓氏而言，能够回溯
到元朝末年，而有十三个堂兄弟为始祖所流传下来的大量支系宗
谱数据者，实属难能可贵者也。徐氏“十三天”后裔留居原地或
在迁徙过程中，虽然约有半数失去联系，但徙居各地后，仍有
不少建基聚落及祠堂保留了完整的族谱或宗谱资料。根据相关
之徐氏谱系，从南宋江西石城开基祖之徐鹤龄，至元末明初在

福建连城之徐氏“十三天”，其吊线谱(或谓金枝谱)整理如
图l所示。

徐鹤龄三世孙二郎公宋末从江西石城迁至福建连城之后，繁

衍至元末六世孙的“十三天”，都聚居在连城县附近范围内。及

至“十三天”的儿孙辈，即徐鹤龄之七世孙与八世孙，才开始大

规模往外地迁徙。初步整理所得结果如下:天葩公派下有一支迁

往博罗，天与公派下一支迁往海丰，天庆派下一支迁往博罗、一

支迁往蕉岭，天锡公派下一支迁往陆丰、一支仍留连城，天赏公

派下一支迁往蕉岭、一支迁往海丰，天惠公派下一支迁往丰顺、
一支迁往陆丰、一支迁往海丰。

① 与连城天锡公后裔电话通联，2005年7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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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惠公

据广东五华县《徐氏族谱》①载: “七郎公长子一郎公，宋

末年间由江西宁都州石城县迁福建汀州府上杭县陈东坑开基，一

郎生一子丙郎，丙郎生一子四一郎，四一郎生一子天惠，天惠生

一子舍郎，舍郎生二子彦辉、彦彰。迫大明间裔孙又有迁广东潮

州府丰顺县汤坑，又说一支迁居松源。”

天惠公有一支迁至海丰梅陇镇居住，一支迁往丰顺居住，两

地人数繁衍甚众。然而两支系谱，对于舍郎公之记载颇有出入。

海丰谱载舍郎为天惠之父，而丰顺谱及陆丰谱则载天惠为舍郎之

父，孰是孰非一时难以判断，有待更多天惠公谱系出现时方能解

决这个矛盾。

天葩公

长乐(今五华)粘坑村天葩派下《徐氏族谱》②载: “长乐

开基祖真人③，乃壬付公之孙陈子公之子，世居福建汀州府连城

县，当时因见地窄人稠遂有分派各迁适乐土之思，故经商长乐，

不辞险阻相厥山川，知为米鱼之所，他日可为兴家久远之计。于

是大明永乐年间(1403一1424年)，遂变祖业移来广东长乐县大

都约袱一图沙田里破尾，披荆斩棘，开垦承粮，即为长乐开基之

始祖也。”

天舆公

前清时期的徐氏渡台祖中，尚未发现天与公的世系，但其后

裔散布在广东博罗县、海丰县、陆丰县开基者为数不少。据海丰

① 五华《徐氏族谱》，第38页.此谱由香港中文大学宗教系徐佩明

博士提供。

② 此谱由香港中文大学宗教系徐佩明博士提供。

③ 天葩公第六世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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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与公后裔徐城孝先生云: “天与公长子应禄(1302一1359年)

于1330年迁四川汉中府;次子应生(1305一1372年)于1330

年迁福建莆田县猪仔街，再于1344年迁粤普宁市云落镇建基，

应生次子仲祥迁海丰县赤坑镇上埔村，后裔迁惠东县稳山镇水门
寮建基;三子应寿(有载应受者) (1307一1367年)于1338年

迁粤紫金县古竹建基。”

天与公曾孙四九郎(应禄之孙)迁博罗县泰美永良围建基。

天与公第八世元龙、热龙、成龙分三大房，在海丰县梅陇镇及附
近繁衍，人口众多。

天庆公

镇平徐氏族谱①仅记景山公而不溯及天庆公，除了因为老族

谱毁于兵火外，加上江西龙南谱及博罗长碧公谱，均将蕉岭景山

公记人此两系族谱中，使得蕉岭云崖公后裔无所适从。兹将相关
事项列举如下:

镇平徐氏族谱载: “始祖探玄公(云崖)生于元泰定三年

(1326年)，终明洪武三年(1370年)⋯⋯于元至正十五年

(1355年)由博罗县低田村迁徙于怀仁石窟(蕉岭)⋯⋯我祖世

居惠州，族大而远，历世沿革，罗谱沦于兵火无存，莫知其系。

⋯⋯公之父肇吉先生也，讳日景山，诞育罗浮胜地，分衍石窟宗
支⋯⋯礼以别子为祖不始。景山公者，非别祖也。”

江西龙南《徐氏族谱》②对于景山公之记载，也出现不能理

解的错误。该谱云:“一百一十四世:天庆娶赖氏，生四子，东

① 《新编蕉岭(镇平)徐氏族谱》，东海文化研究会蕉岭筹备委员会
编，2001，第1页。

② 江西龙南《徐氏族谱》卷一，龙南徐氏九修族谱总编委，1996
年.第27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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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景升、东山、满郎�����一百一十五世:东哥又名廿五郎⋯⋯

景升字景发⋯⋯东山字东明⋯⋯满郎字景山。”接下记载了一百

一十六世东哥、景升、东山兄弟三人之子嗣，独缺景山后裔，却

在该谱一百一十九世载“元泰之子景山，字肇吉，元季徙广东博

罗之低田，娶苏氏，生三子;惠麟、子受、云崖。”即是说若依

照龙南谱之记载，景山公之辈分，足足落后陆丰谱四个世代，此

为龙南九修族谱之错误也。

再据光绪元年(1875年)长碧公支下裔孙安达所撰①徐氏

谱序言载:“万郎生念五，念五生千四，千四生百四，百四生子

三:景贤、景山、景发⋯⋯而景山公自汉唐宋元以来世居广东惠

州府博罗县福兴乡低田村。”此谱存在两点矛盾:其一，若依闽

粤地区男子郎名“大、小、百、千、万、念”之排辈顺序，则念

五至千四之间缺了大、小、百之辈，千四生百四亦非传统排法;

其二，景山公之先祖，也不可能自汉唐宋元以来世居低田村。然

而连城谱及陆丰谱均载“天庆生六子，东哥、景升、东明、景

山、东山”，与龙南谱及博罗长碧公谱有出人。

综合景山各系谱分析，蕉岭云崖实乃天庆公之嫡孙无误。元

末之际，云崖父景山从连城迁徙至博罗，之后随挚友黄公兴从博

罗再徙蕉岭。因家谱毁于兵乱，加之长碧公谱景山公载为百四郎

之次子，以及江西龙南徐氏谱将景山载为元泰之三子，诸多疑惑

与矛盾，使得蕉岭云崖派系族人无法也不敢贸然接受天庆为其直

系祖。云崖徐氏族人谨慎的态度值得谅解，然而长碧谱及龙南谱

存在的错误是明显的。

笔者翻阅蕉岭云崖谱，景山出生年代与“十三天”之儿子辈

① 长碧公为广东博罗县福兴乡低田村开基祖，此谱为福建上杭图书
馆藏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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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若，并无落后之现象。蕉岭谱载云崖公(天庆之孙)生于

1326年卒于1370年，其远房堂弟仲得公(天锡之孙，又名永

柱)，生于1347年卒于1434年;天庆与天锡为亲兄弟，云崖及

仲得为堂兄弟，以出生年代而论，此两堂兄弟年龄相近是合理

的;再者，云崖在台后裔已传二十二世，仲得在连城已传二十

世，胜堡(仲得四哥)在台已传二十一世。因此，从云崖之父景

山公曾徙居博罗，及云崖与堂兄弟们的地缘关系、生卒年代、所

传世代等各方面言之，可以推断云崖公即是“十三天”中天庆之

孙也。

天锡公

徐氏陆丰谱载: “夭锡公生四子:文盛、文生、文高、文

华⋯⋯文盛(字叶茂)，生昆堡、祖成、可荣(又名松岩)、胜

堡、仲得(又名永柱)、满缘六子。元末世乱之际，志在四方，

率四子由闽徙粤，就食于吉康都上砂村，公墓在下砂村①，公批

陈氏，随仲得及满缘留居连城。胜堡公初居归善惠营为军，其子

三官公由归善回陆丰，寄寓佩溪雷公岭开基，后代以胜堡公为三

溪始祖，随父留居在下砂者，则以文盛公为始祖。”

文盛遗下仲得及满缘两子与公批陈氏婆太留居连城，今连城

北团一带徐氏俱为仲得公派下。满缘生贤轻、贤付、贤通、天富

四子，然已不知其后迁徙何处矣。文盛后裔定居广东陆丰县者，

现已播衍至二十八代7000多人;据云文盛公在下砂有6000

多人②。

天赏公

过去数年，笔者虽努力寻访天赏公后裔下落，但徒劳无功。

据下砂徐尚沛先生云:’‘文盛公相传在洪武十佩年在下砂建基。”

与海丰汕尾徐干先生(天惠公派下)电话通联，2005年8月30日。

①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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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初有幸认识海丰梅陇徐城孝先生，在他热心协助下，找

到在海丰安丰居住的天赏二十一世徐文彬先生。文彬兄惠赐一本

《徐氏安丰家谱》，该谱载明: “天赏乃三三郎次子，移居程乡

(今之蕉岭)任学史，卒葬炼坑��，⋯天赏批黄氏、张氏，生四子。

长子(名未详)迁长乐大田，次子(名未详)迁潮州，三子云公

世居蕉岭，四子霖公世居蕉岭。”海丰建基祖为云公裔孙若山公

(天赏十七世)，徐文彬先生乃天赏公之二十一世裔孙也。

徐氏家族在连城定居繁衍约100多年，传至元末明初之际，

“十三天”之二世三世孙纷纷往外迁徙。

其他“天”

福建永定洋堡村有一支“天瑞”谱系①，该谱族人②曾以为

“天瑞”乃连城十三天“天祥”之别名。但是该谱载“天瑞之

父为陵汉公，其子为克让公”，与陆丰谱载“天祥之父四二郎、

其子友元、友志、友成”之记述相去甚远。虽然“天祥”与

“天瑞”，字面上“祥”与“瑞”为同义字，可能是同一人或是

兄弟两人，但是笔者详阅各谱后，认为“天瑞”与“天祥”并

非同一人，也非亲兄弟。然而，天瑞公于公元1305年，从福

州迁永定县居住，且在永定县陈东村已传二十五代，居住在古

老的圆形土楼。考究“十三天”堂兄弟出现的年代(约当元朝

中末叶)以及“天惠”公葬在陈东坑和天惠在台已传二十三代等

三项事实分析，则“天瑞”极可能是“十三天”之外的另一

“天”③。

福建永定《徐氏族谱》，徐前进先生提供。

徐学平先生，永定下洋镇初溪村。

笔者臆测， “天瑞”之先祖可能为连城祖二郎公兄长一郎公之

①
②

③

后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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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连城县赖源有一聚落，其祠堂名曰“东海郡永言

堂”①，祖宗牌载一世祖为一郎公批赖氏七娘，而连城北团谱载

二郎公批赖氏八娘。赖源一郎已传二十八世，连城所载二郎之兄

一郎(天惠之曾祖)已传二十六世。从徐氏一郎二郎娶赖氏七娘

八娘、一郎居连城赖源二郎居连城北团、一郎传世二十八代二郎

传世二十六等三项不太可能巧合的事实看来，赖源一郎可能即是

连城二郎的亲兄弟。他们若是徐鹤龄之亲孙儿，那么连城谱系的

内容将更为充实完备。

五、结语及检讨

居住在台湾的客籍族群，以桃、竹、苗三县、高雄美浓及屏

东六堆地区为最多，自清初以来，他们陆续从闽粤地区渡海到台

湾。经过两百多年的繁衍，客族人口逐渐自台湾上述地区向其他

县市迁徙，有些聚落还保留原乡风俗与习惯，仍能操袭原乡客家

母语，但是迁居到大都会或闽南语地区的客家后代，大都融人新

环境与新文化而淡忘了原乡气息及语言，这种不得已又难避免的

现象，值得客族文化界及政府有关单位重视。

徐姓人口在中国姓氏中约排名二十，但在桃竹苗三县的徐氏

人口则约排名十位。这是因为清朝雍正初年以后的100年内，徐

姓人士从蕉岭及陆丰两地大量移民而来。来台的徐氏中，以源于

福建连城“十三天”的天庆、天锡及天惠之后代为最多。

“十三天”长远的历史发展中，虽有半数已难溯源，但各地

存留下来不少的《徐氏族谱》，对研究徐氏自宋元以来的迁徙过

程，在年代横向考证及地缘关系比对方面，乃是其他姓氏谱系所

不能及。“十三天”的偶然历史遗存，既方便了研究闽粤台徐氏

① 感谢连城揭乐中学徐建华副校长提供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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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家族史，也是研究整体客家族群南迁的最好例子:宋末自赣南

迁闽西，元末自闽西迁粤东，清初自粤东迁台湾。这条历史动

线，“十三天”提供大量族谱资料，值得继续开发与重视。

本文虽已初步整理了徐氏“十三天”谱系，然而赣南及福建

沿海地区肯定尚有许多遗漏的谱系，有待日后访查落实，也盼各

方贤达提供信息与赐教指正。

(作者: 台湾师范大学地理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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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家?非客家?

—江西萍乡彭姓的解析

吴建华

在充分利用家谱和其他资料，从中华家族社会和姓氏文化的

学术视角研究中华彭姓的过程中，我们发现江西是彭姓的重要聚

居区，萍乡彭姓汇聚了至少75支彭姓，在民国时期汇修了以

“三召堂”为号的《萍城彭征君祠宗谱》①。而在涉及中华客家人

的研究课题时，彭姓客家成为我们考虑的切人点、个案研究的选

点，萍乡彭姓亦可以作为客家与非客家之间互相融通的社会文化

研究课题。

一、萍城“三召堂”彭姓的聚集

唐代以来，聚居在地跨江西宜春、吉安和湖南浏阳、醛陵的

江西萍乡的萍城彭征君祠彭姓都奉祀唐代征君彭构云为始祖，承

认是他的后代。1922年，他们终于汇集起来，团结一心，创建

征君祠，捐资编纂《萍城彭征君祠宗谱》，以“三召堂”为祠堂

名号。萍城彭姓的各支各派或长或短，却都源清流畅，从唐宋至

明清，先后来萍乡的支干盈百，可以说屡屡不断地来迁萍乡城内

① 吴建华:《中华姓氏谱》，现代出版社、华艺出版社，2002年，第
33一45页;《彭姓史话》，江西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37一80页、209一
2 10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