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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劉氏源流 

    臺北州文山郡劉氏家族來自於福建省泉州府安溪縣金田鄉還

一里鵬嶺山坪小門厝。(山坪今稱安溪縣長坑鄉珊屏村)。劉氏淵

源於帝堯之子監明公之後，傳至第十八代累公(夏御龍侯)始發揚

劉氏之姓，而後有西漢劉邦(第 75代)大漢帝國之創建，本脈出自

中山靖王劉勝(第 78代)之後，稱為彭城郡派，其後有三國時代劉

備(第 95代)裔孫因黃巢之亂自中原區域輾轉進入閩南，入閩始祖

劉祥公(翔第 122 代)居寧化石壁村，傳五代劉若連公(第 127 代)

移居福建漳平新橋(流溪頭)另立一世祖，建立祠堂稱彭城厝，傳

八六公(第 133代)移居易坑頭建立祠堂稱追遠堂，傳廿四郎公(第



 

2 

146代) 移居溪南鎮久鳴村建立祠堂稱劉氏宗祠，傳劉勝源公(第

148代)於明朝永樂三年(1415年)移居山坪另立一世祖，視為山坪

劉氏家族肇基祖建立祠堂稱珊屏祠堂，傳 10 世劉世棠公(第 157

代)其子東渡來臺於臺北州文山郡拓墾定居至今也逾十代餘，劉世

棠公為北臺文山郡劉氏家族開臺肇基祖。 

    大清朝乾隆 15 年(1750 年)劉世棠公(號同記)四個兒子，
長子

秉洲公(號德成)32 歲，
次子
秉霢公(號德安)29 歲，

三子
秉經公(號德

福)22 歲，
四子
秉盛公(號德源)16 歲。在長兄秉洲公的領導下同隨

宗族鄉親由山坪同發山祖居順清溪河(今稱安溪)乘小船經泉州府

來到晉江碼頭，再登帆船渡過兇險黑水溝(臺灣海峽)，來到北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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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淡水港登陸，後來在艋舺(萬華)落腳尋覓開墾之地不果，乃乘

船上溯新店溪，來到景美溪與新店溪交會處的溪仔口渡船頭上岸，

再溯景美溪而上到興福(今稱十五份)定居，建立公厝稱福安居。

當是時事，地廣人稀，謀生不易；兄弟四人齊心共同拓墾山林積

極開殖新地，購置祀田為祭產，在大清光緒 5年(1879年)由家族

鳩資在大坪林庄、十四張建立祠堂稱「劉氏家廟啟文堂」佔地 2400

坪有牌樓、前庭、三川門、過水廊、中庭、四護龍、正殿奉祠立珊

屏肇基祖勝源公(第一世)為主位，左殿奉祠英烈尊王(家族守護

神)，右殿奉祠福德正神。同時興辦私墊弘揚漢學(今新店區大豐

國小前身)，充份表現作育英才之情操，足為劉氏族人弘揚祖德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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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徵也。 

    劉氏家廟歷年定期舉行祭祀活動，如春秋兩祭大典，歷代先

祖忌辰日都要舉行奉祀祭祖大典，仍由祭祀公業管理委員會統籌

辦理，敬備豐盛三牲四菓金帛，遵循古禮之儀式祭拜，延續至今

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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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劉氏昭穆 

   第 148代劉勝源公為山坪肇基祖起記載，勝源公之『勝』字輩

為立第一世祖，開臺肇基祖為第十世劉世棠公『世』字輩，在臺拓

墾者則『秉』字輩為第十一世祖，目前山坪劉氏擬定之輩序已至

第四十世。各房開枝散葉至目前傳嗣到第二十二世『庶』字輩，今

陽世子孫人數有萬餘人，據祭祀公業管理委員的派下現員名冊統

計記載派下員代表有一千二百餘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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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坪支派昭穆 
 

世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
一 

十
二 

十
三 

十 
四 

十
五 

代 148 149 150 151 152 153 154 155 156 157 158 159 160 161 162 

輩
份 勝 玄 乾 敦 存 高 懋 毓 肇 世 秉 士 夫 卿 隆 

世 十
六 

十
七 

十
八 

十
九 廿 

廿
一 

廿
二 

廿
三 

廿
四 

廿
五 

廿
六 

廿
七 

廿
八 

廿
九 卅 

代 163 164 165 166 167 168 169 170 171 172 173 174 175 176 177 

輩
份 盛 新 宗 祖 嘉 謨 庶 子 孫 平 陽 哲 瑞 天 祿 

世 
卅
一 

卅
二 

卅
三 

卅
四 

卅
五 

卅
六 

卅
七 

卅
八 

卅
九 

四
十      

代 178 179 180 181 182 183 184 185 186 187      

輩
份 傳 芳 迪 光 垂 裕 萬 年 永 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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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家譜編輯 

    在臺現存最早一本祖譜｢劉氏家譜五房二｣是光緒七年(1881

年)由丹夫公、壽卿公、石卿公、弼夫公、耀卿公等鼎力續修完成

的，後人修譜依此譜延續編輯直到 1949年始得再見族譜的修輯工

作，後續有中士公家譜在 1968年(十七世劉逸臣編修)、1983年秉

霢公(號德安)家譜(十八世劉成家編修)、1985 年揚夫公家譜(十

七世劉新木編修)、1986年秉經公(號德福)家譜(十七世劉四全編

修)、2001 年金士公家譜(十七世劉新木編修)、2002 年弼夫公家

譜(十五世劉兆銘編修)、2003 年秉洲公(號德成)家譜(十七世劉

建輝編修)、2003 年秉經公(號德福)家譜(十七世劉建輝編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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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劉氏族譜(大宗譜)由劉氏編輯委員會(十七世劉建輝主編) 

。大宗譜書頁一千餘頁，族譜內容涵蓋劉氏「閩南、客籍」分支淵

源及「唐山過臺灣劉姓肇基祖」全臺劉姓各支派系統圖，主編者

花三年餘時間走遍北、中、南部羣訪探討完成，印刷一千本分發

本宗派下員及各姓氏視譜如寶之同好交流惠存。 
 

 

 

 

 

 



 

9 

【續修譜牒事例規範】 

一.族譜不作私權之確認，或分配私產之依據。 

二.考古修譜只列男系夫妻不列生女養女，不外乎女子嫁後就無宗 

   挑可言，此次修譜亦循古例。 

三.譜中(讚傳)除遵從原譜抄錄外仍依前例，因人實行略為褒貶之  

   以勉後昆。夫人隨夫貴賤有懿行可嘉，節守可傳者亦當書之，  

   以效閨閫典範。 

四.名字諱號，輩份稱謂，上溯一代皆尊稱公、祖，同輩及後生晚 

   輩，直列名號以示長幼有序。 

五.生婚卒葬日期以農曆為主(新曆為副)，詳者錄之未詳俟後補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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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略異者皆按資料核對時更正。 

六.嗣續：凡親生即寫(生男)如兄弟本族過繼者寫(嗣男)，某人幾    

   弟幾子入繼，而生名下則寫幾男過繼某某。華宗同姓即寫(男)，  

   若昭穆不順謹寫入繼某某或出繼某某。若他姓入繼則寫(亦男) 

   ，過繼他姓則寫出承某姓，庶承嗣有別血脈不淆矣，其子嗣者  

   僅註生男幾名。 

七.支派繁衍如續修譜須分層推動，由各支派轉派下具填名系表格 

   ，經核校始行付梓。尚有遺錯或未見登錄譜牒者，除因缺據均 

   屬失聯遺落，則補謄本世系圖俟核實補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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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劉氏發展 

    在十八世紀末來臺拓墾第十一世四兄弟『秉』字輩，
長子
秉洲

公、
次子
秉霢公、

三子
秉經公、

四子
秉盛公，各房子孫蕃衍則分別移居各

地，秉洲房和秉經房移往新店大崎腳竹嵩嶺發展建立祠堂一座，

秉盛房移往新店大坪林，七張、二十張、十四張發展建立祠堂五

座，秉霢房則留在景美十五份祖厝，各自展開了二百年來在文山、

新店地區的拓展家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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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秉洲房和秉經房】 

    秉洲公
乳名
光瀛

號
德成。生于康熙 57年(1718年)，卒於乾隆 24

年(1759年)享年 42。 

    秉經公
乳名
光涉

號
德福。生于雍正 6年(1727年)，卒於嘉慶 5年

(1800年)享年 73。 

    經考查記述，世棠公之長子秉洲於乾隆 24 年(1759 年)因須

回鄉，而與族親同行，奈因抵厦門時身體不適染重病不幸去逝，

同行族親運棺返回故鄉山坪安葬，事後世棠公見長子秉洲未娶無

傳嗣，再三叮囑將三子秉經之次子淋士過繼秉洲房傳嗣。也因兩

房視同根同移居新店竹嵩嶺開闢新地務農墾植生活，到劉廷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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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廷獻(第十四世)二兄弟名銜光宗耀祖，仍我劉氏遷臺後在「臺

灣史」及「中國近代史」當中嶄露頭角，是扮演劉氏家族興起的關

鍵人物。 

    風雲變色劉廷玉一生居功厥偉，鞠躬盡瘁，卒於(1910 年)。

而胞弟劉廷獻在(1912年)不幸因病去逝，過後三年竹嵩嶺出大水，

將二櫸頭、四護龍，格局完整"宅院"逐漸沖毀，族人陸續遷出外

地，各自分家。秉洲、秉經兩大房將竹嵩嶺擁有數拾甲田園土地，

依十六世"盛"字輩均分，每房各持有約三千坪(一甲)土地。今宅

院遺址也損毀殆盡，只成長一片竹林，實在非常可惜，其後裔子

孫散居大崎腳、青潭、艋舺、基隆等地區，其從事各行業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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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秉霢房】 

    秉霢公
乳名
光渥

號
德安。生于康熙 60年(1721年)，卒於嘉慶元

年(1796年)享年 76。 

遺留四小房
長子
睿士(仁房)

次子
高士(義房)

三子
竹士(理房)

四子
垂士(智

房)，在嘉慶 19年(1824年)四兄弟商議分家，將秉霢公其本人在

臺所建置產業稟立具分鬮書時，特邀請僅存堂叔秉盛公(年 81歲)

雖老邁而體健，同也攜其三子金士(年 27歲)為代筆人，另有秉洲

房則派淋士(年 50 歲)，秉經房則派車士(年 53 歲)各在場知見而

樂於親自主持秉霢房分鬮事宜。 

    四合院的福泰居(原福安居)因年久失修在民國 48年(195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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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家族商議決定整修，完工後公廳正位奉祠立開臺始祖世棠公媽

為主神，將東廂房分配「仁、理」兩房居住，西廂房分配「義、智」

兩房居住，另公廳的後方山坡丘陵地佔地約上萬餘坪，給族人墾

植相思林、種蔬菜、雜地等，於民國 53年(1964年)族人商議決定

出售，而後將價金轉購今長安東路某大廈之一層樓面，將出租收

益作為之祭祀基金。 

    秉霢房到第十七世劉新熊
號
樹葉。在中年時赴泉州學習漢醫三

年有成，返鄉(十五份)懸壺濟世，如遇貧困患者不收銀兩更贈白

米五斤，公宅心仁厚身受鄉民愛戴敬重。 

公生於明治 5年(1872年)，卒於民國 36年(1947年)享年 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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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秉盛房】 

    秉盛公
乳名
光渙

號
德源。生于雍正 12年(1734年)，卒於嘉慶 21

年(1816年)享年 83。 

公生平宅心仁厚且好客，當年隨兄長渡海來臺，除早期兄弟合作

創業外，後獨自經營茶葉生意頗有成就，於大坪林、七張、十四

張、十二張、景尾等購地持有田地近百甲，堪稱文山郡富甲一方。 

    秉盛公逝世時，四個兒子分田產，每人各得五百租。「租」係

田地出租給佃戶，每年可收成的稻穀糧。一租即一石，五百租約

擁有十數甲田地。之後
長子
中士公遷居高麗坑，

次子
首士公仍留居祖

厝，
三子
金士公則往二十張、十四張發展，

四子
楠士公遷往景美溪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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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四個兒子各擁有大量平原耕地，有些放給佃農施耕，可謂稱

「大地主」享豐收利潤。 

    秉盛房到第十四世「卿」字輩已擁有 50大房，在大坪林庄的

發展上奠下良好基礎，自 1795〜1895年這一百年間，正是劉氏家

族宏圖大展的開始。如華麗傳統三合院、家廟、公廳、三落大厝等

建築，皆請來四位從泉州來的地理師勘查，風水與格局十分講究，

或許風水之因素，秉盛房出秀才，為官者亦不少，為國為鄉為家

族亦有卓越的貢獻，文獻皆有記載時事台灣日日新報皆有刊載，

請參照後頁人物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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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家族人物           標題：劉建勳  名人傳 

 

臺北廳文山堡大坪林庄 

土名十四張二千九十四番地 

 

 

大坪林庄人以富豪著。其祖出自泉州安

溪縣。光緒壬辰秀才也。乙未變革時。安

撫人心。警戒地方屢有功。明治三十年四

月授佩紳章。三十六年拜命大坪區店長。

後罷。大正三年八月推薦保正。資產二萬

圓。真個邑中第一億器。忠信篤敬。足以

厲俗云。年今六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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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
乳名
瑞助

字
弼夫

別名
兆璜

又別名
建勳。大坪林人士，是劉秉盛公裔孫

(第十三世)。公生於大清咸豐 3 年癸丑(公元 1853)自幼聰穎，閱

覽群書有大志。光緒 18年壬辰(公元 1892)參加歲試中秀才，改名

建勳。未幾光緒 21年乙未(公元 1895)臺澎改隸日本，局時動亂，

人心恐慌，土匪趁機作亂，將及文山殃及良民，建勳公目擊心傷，

邀鄉里父老議商，盡心保良維持地方秩序，安撫人心使地方漸得以

安寧。 

    明治 30年 4月(公元 1897)同侄子劉廷玉、劉廷獻、劉廷達、

劉廷斌及辜顯榮、李春生等人，由臺灣總督府授佩紳章。明治 36

年(公元 1903)任大坪林莊長，大正 9年(公元 1920)任大坪林同發

會會長(註一)，信用組合社社長(註二)等要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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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熱心公益，樂喜好施，為人公正嚴明，堪稱德高望重之長者

也，廣受鄉民，族人欽仰，常應鄉民所託調解其糾紛無數。公亦致

力子弟之教育，於早期農業社會封建思想年代，即將子弟送往高等

學校就讀乙事，乃屬鮮聞之舉。公尤重視孝道，待雙親至微，晨昏

定省，克盡人子之孝，並參於宗族修譜之列以明宗史……。 

公卒于民國 17年戊辰(公元 1928)9月 22日辰時享壽七十六。 

 
註一：「同發會」是在日本強調對臺灣人民以生活教育上來改變臺民生活的習慣實 

      行(同化主義)積極落實皇民化的背景下紛紛在 各地成立。 

註二：信用組合社即今(農會)。 

 

資料來源：劉建勳裔孫劉兆銘(第十五世)堤供。臺灣列紳傳。 劉建輝(第十七世)。  

         整理臺灣日日新報。夏聖禮編著「咱兜在十四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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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題：劉廷籓  名人傳 
 

 

臺北廳文山堡大坪林庄 

土名十四張千四百七十七番地 
                                     
 
 
大坪林庄人。其祖出自泉州安溪縣。劉氏

遷台第四世。以農興家。瓜瓞緜緜。分脈

皆富。門第頗盛。明治三十年拜命大坪林

庄長及保甲局長。三十四年十二月授佩紳

章。資產約一萬五千圓。推為莊耆云。年

今七十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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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
乳名
祖堵

字
作卿

號
廷藩，文山堡人士，生於公元 1840(道光廿年

庚子 12 月 24 日亥時)，成長在今新店市十四張民生路「廣文宅」

又稱「三落厝」大家族裡。 

    劉廷藩自小墾田工作，為農事盡心盡力，一切開墾全在當時大

坪林庄，經歷十數年，積財積德，愈加發達，成為富豪，於光緒 12

年(1886)倡建三落大厝，十分宏偉氣派。也因他有才幹，專心督率

子姪輩，力田行善，其後人如隆得、隆修、隆經等嫡嗣，皆深體貼

奉行，一門益以繁衍光大。如人咸謂稱公仍行善之報也。 

    公元 1878年(光緒 4年戊寅)，以山西賑捐案內，由監生捐光

祿寺署正銜，勒授儒林郎。公元 1891 年(光緒 17 年辛卯)，同胞

弟劉廷玉及秉經房堂弟劉廷獻，堂姪劉宗國、劉宗回等倡建「木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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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南宮」。公元 1897年(光緒 23年丁酉)，日據明治卅年拜命大坪

林庄長及保甲局長。公元 1901 年(明治 34 年)，臺灣總督府授佩

紳章。公元 1920 年(大正 9 年)農曆二月二日，劉廷藩不幸仙逝，

享年八十一歲，公尤以福壽二字，冠於鄉黨宗族。四月十二日出殯

前一天嘲來風和日暖為公發引之日。遺族及會葬者，其他一般執事

者，群集於「三落」廣庭，柩前致祭，僧侶讀經畢，遺族及會葬者，

拈香禮拜，翌日四月十三日六時(出殯日)一般執事(千數百人)、遺

族(五千餘人)、會葬者(兩三百人)；遙遙排列，東阡南陌，望木柵

山麓而行，一時沿途之人，共嘖嘖稱為生死哀榮。 

 

資料來源：臺灣列紳傳。臺灣日日新報。夏聖禮編著「咱兜在十四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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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題：劉廷玉  名人傳 

 

    公
乳名
祖堰

字
石卿

庠名
廷玉，文山堡

大坪林人士。生於公元 1846年(道光

26 年丙午正月 8 日己時)，出生在新

店竹嵩嶺秉經房典夫公之三子，過繼

秉盛房寶夫公次嗣男。公仍光明磊落

人士，生平一舉一動足以令人觀摩者 

，凡事以見實事求是，而非阿其好焉 

，公賦性聰穎，自七歲束髮受業，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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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成誦，年二十遊學大龍峒陳維英(老師府)的門下，為陳維英所

器重，攻苦三載，文思大進，出應府縣試取，累四冠軍，至公元

1871 年(同治辛未)年廿六參加歲試，取進淡水廳學，聲名鵲噪，

應聘西席八年，執教於海山堡三角湧(今稱三峽區) 

    公元 1884(光緒 10年甲甲)，法軍入犯北臺灣，當時劉銘傳負

責臺灣軍務，廣羅人才，劉廷玉成為劉銘傳的麾下，劉廷玉為保

衛鄉里，挺身招募鄉勇，據守基隆暖暖、大水窟等地。劉銘傳曾經

讚揚他說：「地方紳士，盡人如廷玉，則天下事不足慮也」。後來法

軍苦戰，清廷乘機與之議和，劉廷玉以功賞載藍頂花翎。 

    公元 1885(光緒 11年乙酉)烏來山谷「生番」八社總頭目馬來

克志「驁桀」殺新店屈尺漢民十四人之多，劉銘傳命大將劉朝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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帶領衛隊，召集曾參加中法戰役時擁有鄉勇尚未解散者愛國志士，

大坪林劉廷玉，霧峰鄉林朝棟、艋舺李秉鈞，木柵張李成等共同

出兵剿撫，當八社就撫後在新店屈尺設「撫墾分局」以
胞兄
劉廷藩，

姪子
劉隆得為助手，慕人上山，種植茶葉，並且設私塾，招收「番

童」四、五十人，教他們簡易的語文，勸導番人改除馘首的習俗，

也為番人改漢姓，表示漢化。自此之後，八社漢化，百姓能在屈

尺、烏來、新店之間，以物議貨，屈尺至桶坪山之地，完全開闢。 

    公元 1891(光緒 17年辛卯)，由劉廷玉偕同
胞兄
劉廷藩、

胞弟
劉廷

獻、姪子劉宗回等樂捐奉獻倡建指南宮，遷建於猴山坑的現址，

供奉唐代文人呂洞賓。在內地人稱為呂仙祖，在臺灣則稱為仙公，

所以指南宮又稱仙公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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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元 1895(光緒廿一年乙未)，日本據臺後，劉廷玉所開拓的

烏來八社的番地，臺灣總督府以「山林拂下」之名目，用不成價的

價錢，把烏來的整個峽谷賣給日本三井財閥。「拂下」日本語意思

就是「賜下」之意。當時臺灣本地人甚或日本人對於總督府這種

措施，認為是圖利財閥，劉廷玉上書力爭，但臺灣總督府是一極

端獨裁的機構，仍然執意獨行。眼見大勢已去，劉廷玉因不屑日

本人作為，於公元 1901年(明治卅四年)，劉廷玉與林朝棟不得不

揮淚內渡福州，返安溪珊屏謁祖，順途補選乙未歲貢，適逢脹案，

又加考中舉人之後，既回故里設私塾，意在培植後輩子弟，藉養

清閒，誰知總督府諭寵頒令，(明治卅九年)命公為深坑廳參事。

(明治四十二年)深坑廳廢除，改調臺北廳參事。宜上達下，不怕



 

28 

煩惱，所謂烈士，老年壯心未已者，奈何上天不保佑，於公元

1910(明治四十三年，民前二年庚戌)農曆六月六日，劉廷玉公不

幸仙逝，享年六十六歲。茲入葬日期未定，尚暫且停柩，不料隔二

日，六月八日其妻李氏淑娘媽，亦因病逝。經宗族擬訂農曆七月

廿六日一同出殯合葬(同衾同穴)。前三日開公奠，劉廷玉之喪是

地方盛事，因屆時素車白馬往臨者，必極一時之盛世，宗戚友朋

之眾多，前往祭拜送行，連續三日，其熱鬧寰可想而云。 

   劉廷玉公一生居功厥偉，鞠躬盡瘁，名銜光宗耀祖，仍我劉氏

遷臺後，在「臺灣史」以及「中國近代史」當中嶄露頭角，而扮演

劉氏家族興起的關鍵人物。 
 

資料來源：臺灣一百位名人傳。臺灣列紳傳。臺灣日日新報。 

          林衡道口述  洪錦福整 理。夏聖禮編著–咱兜在十四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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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廷玉的光榮史 
 

年  代 勳  職 

公元 1867  (同治 6 年) 歲試廳郡四冠軍。 

公元 1871  (同治 10年) 歲試取進淡水廳學第三名。 

公元 1882  (光緒 8 年) 委監臺北城工程。 

公元 1884  (光緒 10年) 中法戰役，保衛鄉里，招募鄉勇，據守基隆。 

公元 1885  (光緒 11年) 開撫烏來八社番地，設撫墾分局。 

公元 1891  (光緒 17年) 倡建指南宮。 

公元 1895  (明治 28年) 
臺灣改隸日本，八月八日臺北保良總局成立，任第一屆
局長。因辦理保良局及協助維護臺北城內治安有功，獲
敘勳六等，授單光旭日章。 

公元 1897  (明治 30年) 臺灣總督府授佩紳章。 

公元 1899  (明治 32年) 拜命臺北地方法院顧問。 

公元 1901  (明治 34年) 清國安溪謁祖補選乙未歲貢，中舉人。 

公元 1906  (明治 39年) 再受邀登庸深坑廳參事。 

公元 1909  (明治 42年) 調聘臺北廳參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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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標題：劉廷獻  名人傳 
 
                                  

     

    公
乳名
祖述

字
緒卿，官章廷獻。 

文山堡人士。生於公元 1850年(道光

30年)，成長在今新店市大崎腳竹篙

嶺劉氏大家族裡。劉廷獻的父親劉典

夫有俠義之風，不但是鄉甲之首，而

且鄰里為重，逐漸的，到了劉廷獻時

發跡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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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劉廷獻"自年少時，在母親教導之下，已飽讀經書。公元

1885 年(光緒 11 年)福建省巡撫部院一等男爵"劉糧"賞六品軍功

頂載藍頂花翎。後來開館授徒教鄉民識字，當時凡地方公益，無

不極力勇為，道路橋樑，至如廟宇，祠堂宗務，亦樂傾囊相助，很

受鄉民愛載敬重，只要文山堡內之俗事，或鄉民之間無法排解糾

紛時，定知道請"劉糧"來主持公道，故人人稱讚他「孝友著于內，

公平稱于外」，當要出門時，定要稟告母親去處，而入門之前在遠

處定下轎，徒步入大埕，先拜見母親告之回來了。鄉民人人感謝

尊敬他，若有事相求見面時，也不敢抬轎入劉家大埕。以視尊敬。 

    公元 1886 年(光緒 12 年)，景美人士堂號肫風社，正鸞生高

標旺，在景美肫風社濟世，感化張通舍、王月二人獻地。原自大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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帶來「呂洞賓」香火奉祀堂號玉清齋，正鸞生鄭天賜，另黃祖濤等

人共同邀請地方領袖人物劉廷獻商量，合併建造「指南宮」又稱

「仙公廟」由劉廷獻主事發起召集堂兄丹夫公劉廷藩、
胞兄
劉廷玉、

姪子
劉

宗國、
姪子
劉宗回等共拾人並請劉氏宗族樂捐。於公元 1891 年(光

緒 17年)農曆 9月 29日入廟落成。後人為記念"拾位大善人"先賢

為指南宮奉獻畢生心力，樹立典型，緬懷風範，特於佛祖殿設置

往生祿位，永為奉祀，直稱"拾善堂"。每年逢立廟日指南宮定邀請

"拾善堂"後裔子孫入宮頌經參拜，同申追思，並以素筵招待，順頌

先賢恩澤，至今不停。 

    公元 1895年(日本明治 28年)日本據臺，高壓專制統治臺灣，

使各地出現抗日武裝暴動，日軍為平息地方暴動，特禮遇安撫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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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各地方領袖人物，特賞"劉糧"擔任文山郡總保正。也正因受賞，

而後國民政府認為名節有異，故排斥史書記載，不能不令人為他

感概，誠是美中不足。 

    公元 1912年(日本大正 1年)"劉糧"不幸因病去逝，享年六十

三歲，鄉民感恩懷德，旬旬往吊者，日日不絕，出殯並不是一家的

事，可說是地域社會人人都關心，鄉民沿途排按桌供牲禮祭拜。

過後第三年居住地竹篙嶺出大水，將二櫸頭，四護龍，格局完整

通稱"宅院"沖毀，族人陸續遷出外地，各自分家，遺址也損毀殆盡，

已不可辨認，實在非常可惜也。 

    當時臺灣日日新報有篇報導，標題是「劉廷獻氏卒」，內文是

這樣寫的：「文山堡德高嶺保正劉廷獻氏。字緒卿。去初八日。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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憤而亡。享壽六十有三生。平憐孤恤寡。崇儉惡奢。凡地方公益。

無不極力勇為。至如廟宇祠堂。道路橋樑。亦樂傾囊修造。德望丕

著。所謂君子人也。匐匐往吊者。日日不絕云。(1912 年明治 45

年 4月 14日)」。 

    大清末期廷獻公在基隆公設開塩館，甚至來往於大陸內地經

銷雜糧，買賣塩須官方專賣特許行業。據 1871年刊行由陳培桂纂

修的《淡水廳志》(賦役志)所載北臺灣設塩館八所，有艋舺館、奎

府聚館、新莊館、滬尾館、錫口館、雞籠館、金包里館、桃仔園館。

到了 1885年臺灣設省，劉銘傳銳意革新塩制，實行食塩專賣，設

全臺塩務總局於臺北，下有五大總館，分別是鹿港、大甲、新竹、

艋舺及頭圍。於日治初期 1899年也將食塩列入專賣特許行業，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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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廷獻公開始買賣食塩。因日治初期廷玉公(廷獻公親兄)擔任官

方塩務的監管職務有關係，又何以在基隆暖暖設塩館。這似乎都

跟廷玉公在 1884年參與清法戰爭有關，廷玉公固守暖暖有功。 

 

 

 

 
資料來源：劉廷獻後代裔孫劉福生(第十七世)提供口述，劉建輝(第十七世)整理。 
 

參考資料：指南宮管理委員會總務處。臺灣日日新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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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標題：劉軟綢  名人傳 
 

明治十五年十一月十七日生。 

(本籍)臺北州。 

現住所：臺北州文山郡 

 

  【經歷】 

  國語學校師範部乙科畢(明治三十三年七月) 

  景尾公學校訓導(明治三十三年七月) 

  新店公學校訓導(明治四十年四月) 

  景尾公學校訓導(明治四十一年五月) 

  文山郡深坑庄協議員(大正九年十月) 

  文山郡深坑庄助役(大正九年十一月) 

  文山郡深坑庄長(大正十五年十一月) 

  臺北州協議會員(昭和四年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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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
乳名
軟綢

又名
秀彥，文山郡人士，生於公元 1883年(光緒九年)

卒於公元 1969 年(民國五十八年)是劉秉盛家族楠士房長生公三

子，成長在景尾(景美)，家中開設「貴和漢藥行」屬於富裕的家

庭。 

    軟綢公是末代的文山郡代理郡守。公在明治 33年(1900)從國

語學校畢業後，就在地方嶄露頭角，先後在新店公學校以及景尾

公學校教書，及擔任校長職務，共有十四年之久。在大正九年(1920)

地方制度改正後，在文山郡深坑庄擔任助役(秘書)，大正十五年

(1926)升任庄長，並擔任景尾信用組合(農會前身)理事，昭和四

年(1929)擔任臺北州協議會議員，日治時期其行誼曾刊載於《臺

北紳士名鑑》中，顯見其地方影響力。臺灣光復時(1945)擔任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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渡政府的文山郡代理郡守，(1946)轉職瑠公水利會。生前協助族

人創辦南強中學，開明工商學校，並在家族祭祀公業擔任管理人。 

    軟綢公在劉氏幾位檯面上知名的先賢相繼殞世以後，從日治

大正之後乃至臺灣光復這段時間，軟綢公幾乎成了劉氏家族的代

表。 

 

 
 

相    片：1945年文山郡役前合照。(中)劉軟綢、(左)劉永闊。(劉永闊家族提供) 

參考資料：夏聖禮編著「咱兜在十四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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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緒四年戊寅(一八七八)春分山西省脤濟米三百石案名冊 
 

輩 序 諱、字、號、名 官(名)  銜 

12  世 諱有杷  字金士  號利記 賞直大夫。媽誥贈太宜人。 

12  世 諱有杞  字楠士  號貞記 賞直大夫。兩媽誥贈太宜人。 

13  世 諱開文  字丹夫  號寬記 賞直大夫同銜勒授儒林郎。媽勒授安人。 

13  世 諱輝文  字寶夫  號裕記 賞直大夫。媽誥贈太宜人。 

13  世 諱炳文  字揚夫  號溫記 報捐監生。 

13  世 諱煜文  字漢夫  號柔記 報捐監生。 

13  世 諱濬文  字明夫  名瑞璨 誥贈徵仕郎。 

13  世 諱溥文  字族夫  名瑞睦 報監生捐中書科中書銜。 

14  世 諱廷藩  字作卿  名祖堵 報監生捐光祿寺署正勒授儒林郎。 

14  世 諱廷垣  字地卿  名祖  報捐監生。 

14  世 諱廷嘉  字勝卿  名祖塏 報捐監生銜太學生。 

14  世 諱廷修  字靜卿  名祖内 報捐監生銜太學生。 

14  世 諱廷鳳  字題卿  名祖塔 報監生捐光祿寺署正勒授儒林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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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  

   劉家山西賑災濟米案由楠士公主事和金士公子孫合捐三百石 

   。當年楠士公年高八十八，在雙目失明下，如此貢獻令人  

   仰望其盛德焉，可看出當時劉家之財力與權勢如日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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