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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南投縣人物及其相關問題 

 

陳哲三* 

 

摘  要 

本文透過對清代四十二位人物之調查研究，分析其出生年、年齡、祖籍、居

住地、身份等，獲得若干南投縣歷史的新認識。如人物的祖籍以漳州府的漳浦、

南靖、平和三縣最多；此一情形，至今不變。如居住地最多的依序為草屯、竹山、

名間、南投，正是乾隆中葉番界的西側地區，也即南投縣境最早合法開墾之地。

如人物中有科舉功名的接近半數，可見在清代科舉是提升身份地位最有效的途

徑；而文舉人到咸豐五年才出現，可知南投縣文教發展較為遲滯。 
 
關鍵詞：清代、南投縣、人物 
 

                                                 
* 逢甲大學歷史與文物管理研究所專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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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去年與南投縣民俗學會的朋友一起作南投縣先賢史蹟調查研究，1覺得獲益

良多，可以寫成一文以就教於先進君子。 
    調查研究計畫由我擬定，調查由學會蘇、陳、李三君進行，研究由我負責。本

文即將研究之成果撮要成篇。 
    由於調查範圍相當廣泛，包括人物之基本資料和史蹟文物。基本資料有姓名、

字號、祖籍、生卒年、年齡、住地及生平事蹟。史蹟文物分遺物、住宅、祠堂、

墳墓、紀念物、畫像、照相、手稿、文件及其他。並註明受訪人。本文只擇要撰

寫，想知全貌請看調查研究報告。2 

貳、清代南投縣人物 

有關南投縣人物，劉枝萬在《南投縣人物志稿》3中計收一三八人。拓墾一

八人，良吏一九人，先烈二一人，武功一七人，節孝一０人，鄉賢三六人，其他

一七人。其他含教育四人，宗教二人，義民一人，勇士一人及土霸九人。林文龍

在《南投縣志．人物志》4中收一五四人。賢德篇一０八人，宦績篇四六人。賢

德篇又分拓墾一六人，教育一三人，孝友五人，特行一七人，義行一一人，文苑

四人，鄉紳二七人，宗教二人，寓賢六人，列女七人。宦績又分文治二三人，武

功一三人，民代一０人。 
調查研究主要依據上面二書中擇其本縣出生而賢德過人，活躍於清代的人物

計四十一人。因為調查人物研究受先賢限制，不能包括全部人物。如此結果，對

歷史研究並不完全。本文既為清代人物，所以對象不論其賢與不賢，因此，再加

許國樑、洪欉、洪璠三人，計四十四人。但原調查的魏林科、黃錫三的活動主要

在日治時期，將兩人自清代刪去，總數為四十二人。 
    製成表一：清代南投縣人物表： 
 
表一：清代南投縣人物表 
序號 姓名 生卒 年歲 祖籍 住址 

                                                 
1 此一調查研究係南投縣文化局向文建會申請的案件，南投縣民俗文物學會執行。筆者為本計畫

主持人，負責擬訂計畫、設計調查表、提示調查目的物、撰寫調查研究報告，報告並經三次審

查。審查委員為洪敏麟、簡榮聰、林文龍、鄭喜夫四位先生。調查工作由理事長茆庸正、總幹

事陳高明、常務理事李建章負責。 
2 調查研究報告未出版，存於南投縣政府文化局。 
3 劉枝萬《南投縣人物志稿》南投縣文獻委員會，民國五十一年。 
4 林文龍《南投縣志‧人物志》未刊稿，存於南投縣政府文化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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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林圮 ？～康熙七年 
（？～1668） 

？ 同安 水沙連竹圍子 
（竹山） 

2 葉初 康熙 46 年～乾隆 55
年 
（1707～1790） 

84 平和 林圮埔內厝庄 
（竹山） 

3 黎朗買奕 ？～嘉慶 ？ 北投社 北投社（草屯） 
4 李元光 雍正 9 年～嘉慶 22 年

（1731～1817） 
87 平和 南北投保草鞋墩下

庄（草屯） 
5 許國樑 ？～乾隆 48 年 

（？～1784） 
？ 詔安 北投保大哮山腳庄

（草屯） 
6 王增榮 ？～？ ？ 漳州府 集集埔（集集） 
7 洪登榜 乾隆 13 年～嘉慶 19

年 
（1748～1814） 

67 漳浦 南北投保萬寶新庄

（草屯） 

8 莊捷三 乾隆 26 年～道光 1 年

（1761～1821） 
61 南靖 北投保溪洲庄 

（草屯） 
9 陳朝魁 乾隆 34 年～道光 16

年 
（1769～1836） 

67 南靖 林圮埔街菜園仔 
（竹山） 

10 陳佛照 乾隆 25 年～道光 12
年 
（1760～1833） 

73 海澄 水沙連保社寮庄 
（竹山） 

11 張天球 乾隆 37 年～道光 27
年 
（1772～1847） 

76 龍溪 水沙連保社寮庄 
（竹山） 

12 洪善述 乾隆 47 年～道光 8 年

（1782～1828） 
47 漳浦 南北投保頂茄荖庄

（草屯） 
13 黃天惠 嘉慶 4 年～光緒 5 年 

（1799～1879） 
81 漳浦 自社寮遷水社 

（由竹山遷魚池）

14 張煥文 嘉慶 9 年～咸豐 6 年 
（1804～1856） 

53 龍溪 水沙連保社寮庄 
（竹山） 

15 陳希亮 嘉慶 9 年～咸豐 11 年

（1804～1861） 
58 南靖 沙連保林圮埔 

（竹山） 
16 洪璠 ？～同治 3 年 

（？～1865） 
30 餘 漳浦 北投保新庄 

（草屯） 
17 洪欉 ？～同治 3 年 

（？～1864） 
30 餘 漳浦 北投保新庄 

（草屯） 
18 莊文蔚 道光～同治 ？ 南靖 南北投保北投街

（草屯） 
19 吳聯輝 嘉慶 16 年～同治 9 年

（1811～1870） 
60 漳浦 南投保康壽庄 

（南投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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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張春華 嘉慶 18 年～光緒 10
年 
（1813～1884） 

72 平和 南北投保南投街 
（南投市） 

21 林鳳池 嘉慶 24 年～同治 6 年

（1819～1867） 
49 龍溪 沙連保粗坑庄 

（鹿谷） 
22 劉玉章 ？～道光 29 年 

（？～1849） 
？ 南靖 沙連保東埔蠟 

（竹山） 
23 陳再裕 ？～同治 2 年 

（？～1863） 
？ 漳浦 牛牯嶺皮仔寮、公

館 
（名間） 

24 陳再月 嘉慶 22 年～同治 13
年 
（1817～1874） 

57 漳浦 牛牯嶺皮仔寮、公

館 
（名間） 

25 洪鐘英 嘉慶 24 年～光緒 
（1819～？） 

？ 漳浦 北投保頂茄荖庄 
（草屯） 

26 陳再悅 ？～同治 2 年 
（？～1863） 

？ 漳浦 牛牯嶺皮仔寮、公

館 
（名間） 

27 陳雲龍 道光 8 年～同治 10 年

（1828～1871） 
44 漳浦 南投保番仔寮 

（名間鄉） 
28 簡化成 道光 9 年～？ 

（1829～？） 
50 餘 南靖 北投保林子頭庄 

（草屯） 
29 洪玉麟 道光 11 年～大正 3 年

（1831～1914） 
84 漳浦 北投保番子田莊 

（草屯） 
30 李定邦 道光 11 年～光緒 21

年 
（1831～1895） 

65 平和 北投保草鞋墩下庄

（草屯） 

31 陳上治 道光 15 年～光緒 26
年 
（1835～1900） 

66 海澄 沙連保三塊厝 
（竹山） 

32 林春祈 道光 16 年～光緒 16
年 
（1836～1890） 

55 南靖 北投保北投埔 
（草屯） 

33 董榮華 道光 17 年～光緒 17
年 
（1837～1891） 

55 長泰 沙連保濁水庄 
（名間） 

34 曾長茹 道光 20 年～明治 40
年 
（1840～1907） 

68 南靖 南投保內轆庄 
（南投市） 

35 陳上達 道光 21 年～明治 34
年 

68 海澄 沙連保三塊厝 
（竹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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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1～1901） 
36 吳朝陽 道光 23 年～光緒 17

年 
（1843～1891） 

49 漳浦 南投保康壽庄 
（南投市） 

37 陳長江 道光 25 年～昭和 8 年

（1845～1933） 
89 漳浦 集集保橋頭庄 

（集集） 
38 陳安邦 同治光緒年間 ？ 龍溪 沙 連 保 頂 林 庄

（竹山） 
39 陳志文 咸豐 5 年～光緒 34 年

（1855～1908） 
54 漳浦 松柏坑崁腳 

（名間） 
40 李昌期 咸豐 9 年～昭和 15 年

（1859～1940） 
81 平和 草鞋墩下庄 

（草屯） 
41 陳天龍 咸豐 10 年～明治 44

年 
（1860～1911） 

52 漳浦 集集保柴橋頭庄 
（集集） 

42 望麒麟 咸豐 11 年～光緒 21
年 
（1861～1895） 

35 埔社 埔社 
（埔里） 

參、清代南投縣人物展現的歷史意義 

清代南投縣人物所展現的歷史意義可以從許多角度來觀察。先從出生年代

看，出生於順治年間（一六四四－一六六一）有一人，出生於康熙年間（一六六

二－一七二二）有一人，出生於雍正年間（一七二三－一七三五）有一人，出生

於乾隆年間（一七三六－一七九五）有六人，出生於嘉慶年間（一七九六－一八

二０）八人，出生於道光年間（一八二一－一八五０）十一人，出生於咸豐年間

（一八五一－一八六一）有四人。不詳者十一人。列成表二如下： 
 
表二：清代南投縣人物出生年表 
順治 康熙 雍正 乾隆 嘉慶 道光 咸豐 不詳 總數 

1 1 1 6 8 11 4 10 42 
 
自統計可見雍正以前人少，雍正之後多起來，與南投縣開發歷史吻合。南投縣竹

山鎮有林圮於鄭經時率軍入墾，5為時最早；其餘名間、草屯、南投各地都在康

                                                 
5 林圮入墾時間當在永曆十八年以後，二十二年之前。據連橫《台灣通史》〈林圮林鳳傳〉及〈撫

墾志〉推知。其時間即西元一六六四到一六六八年。即康熙三年到康熙七年。見陳哲三〈鄭氏

部將林圮〉載《鄭成功與台灣》頁二一三～二一七，廈門大學，二００三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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熙、雍正年間始有移民入墾；而在乾隆年間移民人數遽增。6表內中出生年不詳

者有十人，占總數百分之二十三，可見本縣歷史之缺乏記載與缺乏研究，以致史

實湮沒不彰。 
次自人物年齡看，製成表三。可見年齡最大是八十九歲，最小是三十五歲。

五十歲以下者占百分之一七，七十一歲以上占百分之二十一，五十一歲到七十歲

占百分之三十八。如計五十一歲以上則占百分之五十九。可知要成為歷史人物，

對歷史有所貢獻，時間長很重要，年齡長才可能有更多機會去做更多事。另外，

不詳的有十人，占百分之二十四，也證實南投縣史之缺乏記載與研究。不詳的人

物是林圮、黎朗買奕、許國樑、王增榮、莊文蔚、劉玉章、陳再裕、洪鐘英、陳

再悅、陳安邦。除外，洪璠、洪欉，簡化成也不知其確實年齡。這些都待今後繼

續做進一步的調查研究。 
 
表三：清代南投縣人物年齡表 
30～40 41～50 51～60 61～70 71～80 81～90 不詳 總數 

3 4 9 7 3 6 10 42 
 

三、看人物的祖籍，製成表四。其中同安一人即林圮，同安屬泉州府。林圮

是同安人，依據的是連橫《台灣通史》〈林圮林鳳傳〉，但連橫根據什麼史料，無

法得知。一個泉州人率眾首先開墾的地方，後來住的百分之九十以上都是漳州

人，這是不可解的歷史謎題。又北投社一人，即黎朗買奕；埔社一人，即望麒麟。

二人是原住民。除以上三人外，全屬漳州府的人，而以漳浦縣最多，占百分之三

十八。南靖縣次之，占百分之十九。平和縣人又次之，占百分之一二。三縣已占

百分之六十九。此一祖籍分佈，可與後來之研究做對比。7 
 
表四：清代南投縣人物祖籍表 

                                                 
6 參見劉枝萬《南投縣沿革志開發篇稿》頁一０一～一０二，南投縣文獻委員會，民國四十七年。

劉枝萬〈南投縣人文景觀〉載《南投文獻叢輯（二）》頁一三～三一，南投文獻委員會，民國

四十二年。 
7 一九０一年（明治三十四年）台中縣管下居住民族調查表所載南投辨務署居民籍貫籍戶口如下： 

籍                  貫 戶                      數 人                      口 
泉                  州 五七八 二五四七

漳                  州 九七八七 四二七五八

興                  化 三 六

廣                  東 四七二 二三二０

湖                  南 九 三三

熟                  番 六八八 三五一五

化                  番 六六 二七一

總                  共 一一六０三 五一四五０

以戶數計，漳州籍占百分之八十四。以口數計，漳州籍占百分之八十三。見劉萬枝《南投縣沿

革志開發篇稿》頁一０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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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安 平和 詔安 漳州

府 南靖 龍溪 漳浦 海澄 長泰
北投

社 埔社 總數

1 5 1 1 8 4 16 3 1 1 1 42 
 

四、看人物的住地，製成表五。以今日之鄉鎮統計，草屯鎮最多，十五人，

占百分之三十六；竹山鎮次之，十一人，占百分之二十六；名間鄉居三，六人，

占百分之一四。其次依序為南投市、集集鎮、鹿谷鄉、魚池鄉、埔里鎮。有四個

鄉缺如，即中寮鄉、國姓鄉、仁愛鄉、信義鄉。這一情況和南投縣開發的路線和

方向是符合的。台灣的開發自南而北，自西到東，從平原到山地，南投縣的竹山

鎮、名間鄉、南投市、草屯鎮正位於平原進入山地的邊緣地帶，所以成為南投縣

境最早開發的地區。如以清代土牛紅線觀察，情形更為清楚，乾隆中葉的土牛紅

線就在竹山鎮、名間鄉、南投市、草屯鎮的東邊山腳下，8如圖一、二所見。也

就是乾隆中葉土牛紅線以東還是界外番地，移民的禁地。此一禁地要在乾隆末年

以降到光緒年間始陸續解禁，移民也才陸續入墾，人文始有開啟跡象。至於仁愛、

信義之泰雅族、布農族則要到日治方才進入現代文明的世界。所以清代南投縣人

物分佈集中於土牛紅線以西，實為歷史之必然。草屯人物最多，則與其平原最大，

土地肥沃，水利發達，經濟富庶有關。 
 
表五：清代南投縣人物住地表 
南投市 草屯鎮 竹山鎮 集集鎮 埔里鎮 鹿谷鄉 名間鄉 魚池鄉 總數 

4 15 11 3 1 1 6 1 42 
 
 
 

                                                 
8 〈清乾隆中葉台灣番界圖〉、〈彰化縣新舊界與隘寮座落圖〉、柯志明、陳兆勇繪〈台灣番界

圖〉均見柯志明《番頭家－清代台灣族群政治與熟番地權》之卷首，頁一七五及封底裡。中央

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民國九十年。施添福〈紅線與藍線－清乾隆中葉台灣番界圖〉載《台灣

史田野研究通訊》19 期，頁四六～五０，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田野研究室，民國八十年六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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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圖為乾隆中葉番界圖南投縣境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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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圖取自柯志明《番頭家》頁 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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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看人物的身份。先看有無科舉功名。其中文舉人二人，武舉人二人，文

秀才九人，武秀才五人，計十八人，占總人數百分之四十三。這些人因為有科舉

功名而成為地方上的領袖，平時從事文教工作，有事時領袖一方保鄉衛國；只有

極少數成為反政府的領導人。 
文舉人即鹿谷鄉的林鳳池及草屯鎮的簡化成。二人都在咸豐年間中舉。9二

人都在同治朝戴潮春事件中助官軍平亂，林鳳池是內閣額外中書因軍功免補中書

以同知優先選用，並賞戴藍翎。10簡化成是以軍功奉旨以直隸州州同不論雙單月

選用，賞戴藍翎，加六品銜。11 
武舉人即草屯的許國樑及竹山的陳安邦。許國樑在乾隆三十五年（一七七０）

中舉。12陳安邦則在同治五年中舉。13許國樑因乾隆四十七年漳泉械鬥案，被「斬

決梟示」，其子照例斬決，妻女給付功臣之家為奴，財產抄沒入官。14陳安邦則

除知助築雲林縣城外，15事蹟不詳。 
秀才平時除文教工作外，也倡導公益事業；地方有事則號令一方，成為領導

人。戴潮春案中，洪璠是秀才。他因弟弟洪欉的反清，也自然成為反清的主謀。

其實洪璠對登瀛書院的創立、朝陽宮的維護都有貢獻。16相反的，所有那時代的

舉人、秀才都投入助官平亂的行列中。前面提到林鳳池、簡化成，不贅。秀才如

陳上治助林鳳池立保全局，助官軍平亂。17陳再悅平戴案有功，官鹿港水師游擊。

吳聯輝在戴案時為義首，收復南投街有功。張春華也參與北勢湳之役。洪鐘英平

戴案有功，以訓導歸部儘先選用，加五品銜，賞戴藍翎。18其他文秀才有張煥文、

                                                 
9 林鳳池是咸豐五年（一八五五）中舉。見林文龍〈林鳳池傳〉載陳哲三總纂《竹山鎮志》下頁

一四五六～一四五七，竹山鎮公所，民國九十年。簡化成係咸豐九年（一八五九）己未恩科中

舉。見林文龍〈簡化成傳〉載洪敏麟總編輯《草屯鎮志》頁九四一～九四二，草屯鎮志編纂委

員會，民國七十五年。 
10
丁曰健《治台必告錄》〈親赴彰化內山督軍剿滅全股踞逆摺〉、〈隨摺保獎清單〉頁四七七～

四九一，台灣銀行經濟研究室，民國四十八年。 
11
林文龍〈簡化成史蹟初探〉載林文龍《台灣史蹟叢論》中冊，頁一二三～一三八，國彰出版社，

民國七十六年。 
12
周璽《彰化縣志》卷八〈人物志〉頁二四一武舉條，台灣銀行經濟研究室，民國五十一年。 

13
倪贊元《雲林縣采訪冊》〈沙連堡〉〈科貢〉頁一六三武舉人條，台灣銀行經濟研究室，民國

四十八年。 
14
〈內閣抄出福建水師提督黃等奏摺〉載《台案彙錄己集》頁二六七～二七三，台灣銀行經濟研

究室，民國五十三年。 
15
在陳世烈撰〈雲林縣竹城旌義亭記〉中寫建城時有句云：「各董事與武孝廉陳安邦率鄉眾負鍾

爭先」見劉枝萬《南投縣沿革志開發篇稿》頁二四三；另見林文龍〈記雲林縣首任知縣陳世烈〉

載林文龍《台灣史蹟叢論》中冊〈人物篇〉頁七九～九七。此雲林縣城在今竹山鎮。 
16
林文龍〈洪璠傳〉載洪敏麟總編輯《草屯鎮志》頁九一一～九一二。 

17
倪贊元《雲林縣采訪冊》〈沙連堡〉頁一六四～一六五，兵事條。 

18
陳哲三〈戴潮春事件在南投縣境之史事及其史蹟〉載《台灣史蹟》第三十六期，頁三二～五六，

中華民國台灣史蹟研究中心，民國八十九年六月三十日；吳德功《戴案紀畧》台灣省文獻委員

會，民國六十一年；蔡青筠《戴案紀畧》台灣銀行經濟研究室，民國五十三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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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希亮、劉玉章、李昌期、望麒麟；武秀才陳朝魁、陳上達、陳志文、洪玉麟等

都各有其成就。 
六、看土地與水利的開發。最早到南投縣境開發的人物是林圮，他大約在鄭

經退保東都，擴大屯墾時率所部到竹山開墾，時間當在永曆十八年到二十二年

間，即康熙三年到七年，西元一六六四到一六六八年之間，因為林圮在永曆二十

二年被殺。19此後有葉初、李元光、王增榮、洪登榜、陳佛照、張天球、洪善述、

黃天惠、陳希亮、曾長茹都分別在各地開墾土地與開鑿水利。如葉初之開竹山羗

仔寮圳，20李元光之經營草屯舊圳，21王增榮之開墾魚池鄉，22洪登榜之開墾草屯

萬寶新庄，23陳佛照之開鑿竹山社寮隆興圳，24張天球之開墾社寮、中寮、鹿谷，

並開鑿當地水圳；25洪善述之開鑿草屯媽助圳，26黃天惠之育化開墾魚池鄉，27陳

希亮築竹山三角潭仔圳，28曾長茹之修築復源圳、成源圳。29具有開發背景的十

一人，占總數百分之二十六。其中大多數生存在乾隆嘉慶年間，可知南投縣境之

開拓時間實在乾嘉時期。 
七、熱心社會公益事業，如莊捷三助彰化縣建磚城。30陳朝魁捨住宅為竹山

城隍廟。31陳希亮與張煥文、劉玉章等組郁郁社，捐建聖蹟亭，與林鳳池等修建

竹山連興宮。32莊文蔚與洪璠等倡建登瀛書院，結梯雲社，重建慶安宮。33董榮

華繼父郁文之志與吳朝陽等募捐得銀二千八百元買田十段，建永濟義渡。34陳長

                                                 
19
陳哲三〈鄭氏部將林圮〉載《鄭成功與台灣》頁二一三～二一七，廈門大學，二００三年。 

20
倪贊元《雲林縣采訪冊》〈沙連堡〉頁一五六～一五八〈水利圳陂〉獇仔寮陂條。 

21
陳哲三〈清代草屯地區的水利〉載《逢甲人文社會學報 8》頁一四九～一八一，逢甲大學人文

社會學院，二００四年五月。 
22
劉枝萬〈王增榮、陳坑傳〉載劉枝萬《南投縣人物志稿》頁八～九。 

23
林文龍〈洪登榜傳〉載洪敏麟總編輯《草屯鎮志》頁八九一～八九二。 

24
倪贊元《雲林縣採訪冊》〈沙連堡〉頁一五六～一五八〈水利圳陂〉隆興陂條。 

25
林文龍〈張天球傳〉載陳哲三總纂《竹山鎮志》頁一四二五～一四二六；林文龍〈張天球傳〉

載林文龍《社寮三百年開發史》頁一五五～一六一，社寮文教基金會，民國八十七年。 
26
許錫專《草屯地區開發史資料集》頁四五，台灣洪氏家廟，民國八十七年；林文龍〈洪善述傳〉

載洪敏麟總編輯《草屯鎮志》頁九二七。 
27
劉枝萬〈黃天惠傳〉載劉枝萬《南投縣人物志稿》頁七０。 

28
劉枝萬〈陳希亮傳〉載劉枝萬《南投縣人物志稿》頁八六；倪贊元《雲林縣采訪冊》〈沙連堡〉

〈水利圳陂〉頁一五六～一五七「三角潭仔圳」條。 
29
李連鎮《台灣省南投農田水利會會誌》頁二六～二七，南投農田水利會會誌編輯委員會，民國

八十五年；連慧珠〈曾長茹傳〉載周國屏《南投市志》頁五六九，南投市公所，二００二年十

二月。 
30
林文龍〈莊捷三傳〉載洪敏麟總編輯《草屯鎮志》頁九二六。 

31
陳玉衡〈竹山城隍廟序〉碑，豎立於竹山城隍廟埕右側。 

32
劉枝萬〈陳希亮傳〉；林文龍〈沙連舉人林鳳池事蹟新探〉載林文龍《台灣史蹟叢論》中冊〈人

物篇〉頁七～三三。 
33
林文龍〈莊文蔚傳〉載洪敏麟總編輯《草屯鎮志》頁九二八。 

34
吳淑慈《南投縣永濟義渡古文契書選》頁一一～一三，南投縣文化中心，民國八十五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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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捐建長濟義橋田產，倡建明新書院。35 
八、維護種族利益，如黎朗買奕身為北投社頭目，而北投社所有土地，竟被

楊振文混佔番租，黎朗買奕赴官控訴，台灣府縣不得直，赴省呈控，遂得保全。
36又如埔社望麒麟以祖產被占，呈控取回，又爭得埔社亢五租，使埔社族人生活

有依。37 
九、從文舉武舉產生時間的差異看，文舉林鳳池是咸豐五年（一八五五）中

舉，武舉是許國樑乾隆三十五年（一七七０）中舉，二者相差八十五年。草屯產

生武舉是在漢移民自雍正年間入墾之後四十餘年。38鹿谷之產生文舉則在林圮入

墾竹山被殺之後的一百八十七年。可見開拓之初，要與各種力量對抗，武事受到

重視，中武舉似是順理成章的事。但文舉則要在安居樂業之後，人從勞動中解放

出來，才可能坐下來悠閒論道習藝。武先文後，原因似乎如此。南投縣沒出過進

士，而文武舉人只有四人。全台清代有進士三十人，文舉人三 0 四人。南投縣顯

然偏低，表示南投縣開發較晚，人文發展比較遲滯。 
十、從人物的親屬關係看，其中有父子、兄弟、祖孫。如李定邦是李元光的

曾孫，李昌期又是李定邦之子。張煥文是張天球之子。陳上治、陳上達是兄弟。

吳聯輝、吳朝陽是父子。陳再欲、陳捷三、陳捷元是兄弟。洪鐘英是洪善述之子。

洪欉、洪璠是洪登榜之孫。可見家世家學之重要影響。 
十一、從傳記之有無看，竹山之陳朝魁、劉玉章、陳安邦，名間之陳雲龍、

陳再裕、陳再悅、陳志文，南投市之張春華無傳。計九人無傳，佔總人數之百分

之二十一。自此可見這三地之歷史研究之不足。相對的，草屯的十五人都有傳，

可見草屯史料的保存比較完整，研究也比較深入。 

肆、調查研究的新發現 

本次調查研究，人物的墓地、家族譜及遺留文件是重要對象。在這三方面也

有新發現，足以補正過去的歷史。 
墓地的調查，四十二人中，有十五人沒有，其中除少數進塔外，大多是年代

                                                 
35
劉枝萬〈陳長江傳〉載劉枝萬《南投縣人物志稿》頁七六；參〈長濟義橋田產諭示碑〉載劉枝

萬《台灣中部碑文集成》頁一一八～一一九，台灣經濟銀行研究室，民國五十一年；張志相〈陳

長江傳〉載陳哲三總編纂《集集鎮志》頁八五八～八五六，集集鎮志編纂委員會，民國八十七

年。 
36
〈嘉慶元年北投社屯外委余仕成等同立請約字〉載《清代台灣大租調查書》頁六三０，台灣銀

行經濟研究室，民國五十二年；林文龍〈黎朗買奕傳〉載洪敏麟總編輯《草屯鎮志》頁九二六

～九二七。 
37
簡史朗〈埔社古文書導讀〉載簡史朗、曾品滄《埔社古文書選輯》頁一０～五八，國史館，民

國九十一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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久遠子孫疏於照顧而湮沒於蔓草之間。這十五人是：陳朝魁、陳安邦、陳希亮、

王增榮、林天龍、黃天惠、曾長茹、吳朝陽、黎朗買奕、洪登榜、莊捷三，莊文

蔚、林錫爵、洪欉、洪璠。其中洪欉、洪璠因戴潮春案被抄家滅族，洪登榜是他

們的祖父，可能也被牽連，所以沒有墳墓。39但同樣被梟示的許國樑有墳墓。40為

何如此，有待再研究。 
這次墳墓調查最清楚的是舉人林鳳池的家族墓地，包含林鳳池墓的神道碑及

墳墓，林鳳池之母墓，林鳳池之祖父母墓道碑及祖母墓。這些墓碑及神道碑之文

字如下圖。林鳳池部份可以知道他生前的官職及其後裔名字人數，從其父神道

碑、墓碑文字「覃恩勅封徵仕郎內閣中書晉封奉直大夫加一級」，從其祖父母墓

道碑文字「貤贈文林郎」「旌表節孝陳氏太孺人」，可以了解到清代的誥封制度，

世俗所說：「榮宗耀祖」就是如此。 
 

                                                                                                                                            
38
雍正七年定漢人入墾草屯有文獻可據的年代。見陳哲三〈清代草屯地區開發史－從北投社到草

鞋墩街，以地名出現庄街為中心〉載《逢甲人文社會學報》，頁一一九～一四一，逢甲人文社

會學院，二００一年十一月。 
39
許錫專、洪敏麟多方訪查，找到洪欉的後代，也知洪璠有後代而未聯絡上。但迄未能找到洪欉、

洪璠的墳墓。見許錫專《草屯地區開發史資料集》頁一四八～一四九。 
40
許國樑墳墓在草屯鎮虎仔山公墓，墓碑為花崗石，立碑時間是乾隆癸卯。碑文：誥贈鄉進士諡

英烈許公之墓。立碑人：孝男斛珠、斗瑞、千。見許錫專《草屯鎮的文化資產及震災紀實》頁

一０二，草屯鎮公所，民國八十九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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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譜、族譜、世系表、四十二人中有三人沒有，三人為陳安邦、王增榮、黎

朗買奕。主要原因是找不到他們的後裔。找到的家譜、族譜有些是新的發現。列

如下： 
1.李禎祥《渡台始祖創公派下族譜書》印刷，民國六十四年。 
2.先祖父敦仁公紀念集，印刷，民國五十五年。 
3.吳步初《七十年回憶錄》，印刷，民國五十年。 
4.陳長江家譜，毛筆原件。 
5.葉氏家譜，印刷，民國四十八年。 
6.陳家族譜，毛筆手抄，乙丑年。 
7.祖先歷代系統，毛筆手抄，民國五十二年。 
8.陳氏家譜，鋼筆手抄。 
9.陳元龍《歷代祖先暨宗親記》，打字，昭和十七年。 
10.陳氏家譜，鋼筆手稿。 
上列十種家譜，第一種有草屯李元光、李定邦、李昌期史料。第二種有埔里望麒

麟史料。第三種有南投市吳聯輝、吳朝陽史料。第四種有集集陳長江史料。第五

種有竹山葉初史料。第六、七、八都是竹山社寮陳佛照後裔家譜，都有陳佛照的

史料，但對陳佛照的生卒年紀載不一，產生研究上的困難，此問題留待下一節討

論。第九、十都是竹山陳希亮有關史料。這個家族後來出了彰化縣長陳錫卿，所

以也是陳錫卿的史料。 
遺留文件最重要的是郁郁社、謙謙社社員名簿及昭和五年以降郁郁社、謙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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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社員出席者名簿。關於郁郁社、謙謙社，過去只有《雲林縣采訪冊》〈沙連堡〉

「社學」條中有郁郁社、謙謙社，梯瀛社、三益社、彬彬社、濟濟社。41郁郁社

之文云：「在林圯埔街（縣治東二十五里）。未有文祠之先，社長恩貢生張煥文、

訓導陳希亮、廩生劉玉章招諭士子講學，會文結社，以為敬業樂群之所；今名蓮

峯齋。有社學租在文祠內，為香煙祭品之資」。謙謙社之文云：「在林圮埔街文祠

內；亦有社學租，配祭貲費」。現在有此二份名簿，則此二社之成員、繼承、收

費及二社團關係等情形均可明白。對清代咸豐以後以竹山為中心的文化活動有突

破性的認識。以昭和五年以降出席者名簿為例，先是郁郁社社員出席者名簿六

頁，謙謙社社員出席者名簿七頁。然後又是郁郁社社員出席者名簿。名簿分七欄，

依序是舊社員氏名，相續人氏名，元住所，現住所，出席年月日，出席印，備號。

郁郁社、謙謙社社員出席者名簿之第一頁影印如下。 
自出席者名簿，郁郁社的舊社原有張煥文、林鳳池、陳希亮、劉玉章、陳宗

器、陳希白、劉漢中、林克安、陳捷元、張春華、陳朝魁、陳上治等七十人。謙

謙社的舊社員有陳貞元、陳次仁、陳朝魁、魏林科等八十七人。包羅當時中台灣

的名人。自名簿之元住所，可知社員之地理分佈十分廣大，以竹山為中心，包含

鹿谷、集集、名間、南投、霧峰、二水、田中、社頭、林內、彰化、北斗。由此

可知該社之重要。此一名簿之發現，可解百年歷史之謎。 
另在竹山陳錦江家發現其先人陳朝魁、陳朝祥塑像42，並在陳朝魁塑像背後

孔中找到字紙，上書「目綵原籍漳州府南靖縣吾宅總吾崁社，今移居台灣府彰化

縣沙連保林圮埔街菜園仔。生于乾隆已丑年三月廿九日寅時，卒于道光丙申年貳

月初五日子時。現在葬於中崎庄下沈潭……」自此，陳朝魁的生卒年及祖籍等獲

得確定。 
又本次調查研究也有糾正過去錯誤之發現，如陳佛照之祖籍，過去都作南

靖，但自家譜及墓碑，知道海澄才對。43又如陳長江之生卒年齡，過去作生於道

光二十八年（一八四八），卒於昭和八年（一九二三），享年八十六歲。家譜則作

生於道光二十五年（一八四五），所以應是八十九歲，成為本調查研究中最長壽

的人物。 

                                                 
41
倪贊元《雲林縣采訪冊》頁一五八。 

42
塑像照片見劉耀南《竹山風情錄》頁 145，竹山鎮公所，2003 年。 

43
陳佛照在鹿谷鄉清水村陳家巷檳榔園內，墓碑碑額即是「澄邑」二字。 



清代南投縣人物及其相關問題 17

 



逢甲人文社會學報第 10 期 18

 
 



清代南投縣人物及其相關問題 19

伍、調查研究之難題 

有些難題，前文已經提到，如人物的後裔找不到，則要人物的相關文物史蹟

便十分困難，這些人如黎朗買奕、王增榮、陳安邦是。洪欉的後裔雖找到，但對

祖先事蹟完全不知。 
另外也有資料上的衝突矛盾，需要其他史料互相印證才能得其真相；如缺乏

其他史證，則謎題依舊不能破解。如陳佛照的生卒年齡，本次調查先找到三房〈陳

家族譜〉，看到十六世初渡台灣開基社寮佛照公，生於嘉慶癸亥年八月十二日己

時，卒於道光癸巳年六月二十一日己時。嘉慶癸亥即是嘉慶八年（一八０三），

道光癸巳即是道光十三年（一八三三）如此一算，陳佛照只有三十一歲。此與過

去所記他享年七十三歲，差距太大。後再找到二房〈陳氏家譜〉及大房〈祖先歷

代系統〉，均作生於乾隆庚辰年元月二十一日寅時，卒於道光壬辰年十一月十七

日戊時。乾隆庚辰即乾隆二十五年（一七六０），道光壬辰即道光十二年（一八

三二），正好七十三歲。印證陳佛照墓碑年月是道光癸巳年吉旦，是下葬立碑於

道光十三年，死在前一年十一月十七日，合乎台灣民俗，可以接受。回頭查才發

現是三房傳抄錯誤，三房將陳佛照的生卒年寫給其父陳一天。 
又如簡化成卒於何年，也查訪不到資料。問大宗祠，沒有，說後代直系裔孫

抄出了；問後代裔孫，說沒抄出。查墓碑，墓已經過改建，墓碑年代是改建的中

華民國五十一年冬季。44如洪鐘英也查訪不到其卒年，林文龍〈洪鐘英傳〉寫他

卒於光緒年間，45但他的墓碑是壬申年仲秋立，是夫婦合葬墓，46查此壬申年應

是同治十一年，而不會是晚六十年的壬申。同治十一年一八七二年。如他該年卒，

則上距生於嘉慶二十四年（一八一九）應是五十四歲。但因為是夫婦合葬墓，如

此推論仍有不周延之虞。但可知林文龍卒於光緒年間之說可能就不對了。 

陸、結論 

從上文的論述，可得結論六點： 
一、南投縣是一個開發較晚的地方，所以在清代出現許多開墾土地，開鑿水

圳的人物，這些人占人物總數的百分之二十六。財富累積的手段主要也依靠土地

與水利。 
二、南投縣開發晚，乾隆之後移民始漸多，而以土地開墾為主要工作，求溫

                                                 
44
簡化成與妻合葬，墓在草屯鎮山腳里內灣公墓，碑文為：顯祖考化成咸豐己未鄉進士簡公妣陳

氏呂氏之佳城。見許錫專《草屯鎮的文化資產及震災紀實》頁一０一，草屯鎮公所，民國八十

九年。 
45
林文龍〈洪鐘英傳〉載洪敏麟《草屯鎮志》頁九０六～九０七。 

46
洪鐘英墓在草屯鎮新庄公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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飽已不易，自無餘暇從事文教活動。看南投藍田書院建成於道光十三年(一八三

三)，47草屯登瀛書院建成於道光二十八年。48竹山文昌祠建於同治元年，49集集

文昌祠（明新書院）建成於光緒十一年，50可知比西部市鎮晚，比台灣第一個書

院──崇文書院之創辦於康熙四十三年（一七０四）51要晚一百三十年以上。這

就足以說明南投縣沒出進士，而文武舉人只各二人的人文遲滯情況。 
三、南投縣具科舉功名之人在台灣的比例偏低，但在南投縣境他們就是社會

領袖，地方士紳，以天下國家為己任，大多數人對地方做出了正面貢獻。他們占

人物總數的百分之四十三。可見科舉功名在傳統社會是提升身份地位的重要因

素。 
四、人物的地理分佈，草屯最多，竹山次之，民間第三，南投市第四，集集

鎮第五。這一方面與開發之早晚有關，一方面與地方經濟力有關。草屯之第一，

一來草屯在雍正年間漢人已經入墾，二來草屯為開墾較早地區中最富庶之地，因

此人文薈萃，人物輩出。 
五、人物的祖籍，除兩個原住民，一個同安人外，全部都是漳州人，比例是

百分之九十三，這種漳州人佔最大多數的人口結構到今天沒有改變。漳浦、南靖、

平和三縣最多的情況似也沒有改變。52 
六、出生年不詳的有百分之二十四，年齡不詳的有百分之三十一。還有找不

到後裔，找不到墓地的。南投縣歷史仍有許多不明白的地方。這些都反映出調查

研究之不足，有待今後之繼續努力。 

                                                 
47
劉枝萬《南投縣風俗志宗教篇稿》頁一六六～一六七，南投縣文獻委員會，民國五十年。 

48
劉枝萬《南投縣風俗志宗教篇稿》頁一六七～一六八。 

49
劉枝萬《南投縣風俗志宗教篇稿》頁一六八～一六九。 

50
劉枝萬《南投縣風俗志宗教篇稿》頁一六九～一七０。 

51
王啟宗《台灣的書院》頁 18、20，行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民國七十八年四版。 

52
全縣的情形尚缺乏研究報告，而集集鎮的數據即是漳浦、南靖、平和三縣最多。見張永楨〈住

民志〉載陳哲三總纂《集集鎮志》頁二六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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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investigates dates of birth, ages of decease, origins of family, places of 

residence and identities of forty-two significant figures in Natou County in Ching 
Dynasty. By the investigation, this study recognizes some new information of these 
celebrities in Nantou County. For example, the major origins of these celebrities’ 
families are Zhanpu, Nanjing and Pinho County. The condition remains the same for 
the significant figures in Nantou County today.  

As to the places of residence, by statistics, most of them lived in Tsaotun, Zhushan, 
Mingjang and Nantou (in an order of frequency). These towns were located on the west 
side of the boundary in the mid Chanlong period between the territories of the Han 
people and the aborigines, and were the several earliest legitimatized areas for 
reclamation for the Han people.  

Among these forty-two figures, about half of them had an official rank through 
imperial examinations. By this fact,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s were proved to be the 
most effective means for ones to promote their social rankings then. Also, by the fact 
that the first official position, rather than military officers, was assigned as late as in the 
fifth year of the XianFong period, the educational developments in Nantou County 
were also confirmed to be rather stagnant than other counties in Taiwan. A lot of social 
conditions of Nantou County in Ching Dynasty still call for research, which may 
require more endeavors from historians in the 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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