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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國翔（1864～1932），號仙舫，廣東大埔縣湖寮鎮新寨村人。祖上原為商儒之家，至

父輩時家貧，未出生而亡父，父母相繼亡故，為族中叔伯照顧中成長。少年時見國勢漸弱，

外侮曰至，即立志救國。投筆從戎，隻身東渡臺灣投軍，參加甲午中日戰爭，抗擊日本侵

略軍。 

1912 年，任南韶連水陸軍力督辦，後任警衛軍第四十四、四十五、四十六、四十七營統

領，兼潮梅綏靖處參謀長，加少將軍銜，駐軍潮汕。1920 年任梅縣知事，1932 年因病薨

逝於廣州。國民政府追贈為陸軍中將。 

根據民國《大埔縣誌》資料，結合 1998 年編撰的梅州大埔湖寮《劉氏族譜 .文榮公世系》

等，綜合分析編輯國翔(仙舫)公傳略。 

劉國翔，在梅州大埔湖寮《劉氏族譜.文榮公世系》之譜名開烔公，字邦盛（亦有資料曰邦

栻），名國翔，號仙舫，別號翱臣，餘馨公第三子，為客家劉氏東江派廣傳公之第四房巨

淵公派衍，四房三清公（致通公），祖居大埔公州，奉父回住福建汀州寧化縣城，因宋元

之亂，遷居上杭苦竹村，隨父避居海陽清遠都（即今之大埔松柏坑開基）。傳七子，長子

祥富公，字宗貴（責），妣謝氏，生九子：1 文聰、2 文明、3 文俊、4 文達、5 文榮、6

文和、7 文甫、8 文貴、9 文積。 

第五子文榮公（開七公第 6 世），元初隨父先避居松柏坑，後分居大埔湖寮坳背，再在新

村開基創業，是以另立為同仁始祖。公以才能，膺上命為“都官”，主理清遠一都之政。 



直系傳遞世系為：1 開七公→2 廣傳公→3 世巨淵公→4 世清公→5 祥富公→6 文榮公→7

四十二郎公→8 四郎公→9 樂耕公→10 淳業公→11 欽公→12 師京公，→13 君複公→14

一泗公（創建黌門樓屋兩座）→15 奇遇公→16 廷標公→17 拱鬥公（火鼏公）→18 子彥

公→19 陟良公→20 孟永公→21 華及公（承嗣盂穀公）→22 康吉公→23 弼我公→24 餘

馨公→25 開炯公（名國翔，號仙舫）→26 應澧、應藩、應墩、應樞、應槐、應鶴、應河、

應錚、應澄、應濤→→ 

其先祖歷代積善從儒，及至高祖父華及公與四子經營煙皮雜貨屯積生意，而祖父弼我公劉

慶庭則從儒教讀，撫養有二子四女，父親余馨公劉逸卿（1825-1864），卻於壯年四十歲

一薨而終，一個多月後的清同治三年甲子歲（1864 年）十二月二十日，排行第三子的劉

國翔才降生，失孤後生活貧困，全賴祖父劉慶庭和叔伯們的照顧下成長，刻苦力學。 

時值有清光緒時期，國勢漸弱，外列強侵侮。劉國翔立志堅切，誓言救國於難，年未弱冠，

十八歲的劉國翔投筆從戎，孑身離家經漳州赴臺灣，投入楚軍勝的左營，初任文書，在隨

後剿平後山各叛番之戰役，因功洊至營務處總辦。 

中日甲午戰爭期間，他多次率兵打擊來犯日本侵略軍，屢挫其銳氣，日軍為之膽寒。 

後調任廣東後路巡防營管帶，迭赴各地剿匪，積功至高州右路巡防第十二、三、四等營分

統，兼高雷清鄉幫辦，兩廣總督張鳴歧奏保准以知府指分四川。 



民國元年壬子歲（1912 年），四十九歲的劉國翔擔任南韶連水陸軍務督辦，到任數月， 海

盜潛蹤，全境安寧。後調充警衛軍第四十四、四十五、四十六、四十七營統領，兼潮梅綏

靖處參謀長，加少將軍銜，駐軍潮汕，卓有政績，為潮人所稱頌。 

民國四年乙卯歲（1915 年），袁世凱復辟帝制，全國鼎沸。革命黨人密謀討袁，暗遣何

海鳴、羅兼柔、羅侃亭、李一球、陳钜海等赴汕頭，在良同昌客棧設立總機關，謀劃策動

各軍發難。其時潮汕駐軍除劉國翔外，尚有團長莫擎宇、陳德春等部，劉國翔一面與革命

黨人接洽，一面與莫擎宇、陳德春聯絡，約期而動。 

是時，潮梅鎮守使吳祥達出缺，繼任潮州、梅州地區鎮守使的馬存發，是廣東都督龍濟光

的心腹，反對革命甚力，派出密探偵查革命黨人行動，抓到革命黨人就殺無赦。 

不久，良同昌客棧的總機關被密探破獲，羅兼柔及李一球、陳钜海等多人被逮捕。劉國翔

努力營救，想方設法為羅兼柔等開脫，並願以全家性命擔保，結果除羅侃亭等三人被槍殺

外，羅兼柔等人均得以開釋。自此案發後，劉國翔與革命黨人逐馬之謀遂急於實行。 

民國五年丙辰歲（1916 年）春，劉國翔與莫擎宇、陳德春密謀舉兵發難。當時馬存發部

兵力甚眾，圖謀抵抗。 

劉國翔為使地方百姓免遭荼毒，不避危險，午夜馳達戰地，出入於雙方槍林彈雨之中，親

往面見馬存發，苦心調停，曉以利害。馬存發見大勢已去，星夜倉皇逃走，潮汕終於兵不

血刃而定。四月，當地民眾以保全地方之功，一再聯名呈書北京陸軍部，為劉國翔請功，



請求任命劉國翔為潮梅鎮守使，劉國翔聞而力阻，說：“我的願望已經達到，怎麼敢居功

呢，願辭官為民，以明心跡。”自此閒居大埔湖寮林下數年。 

民國九年庚申歲（1920 年）春天，劉國翔尊奉上峰之任命，出任梅州地方官---梅縣縣長，

銳意革除舊弊，受到輿論擁護。 

劉國翔平生清廉自矢，為官數十載，兩袖清風，家無餘資，而天性孝友，宅心仁恕，待人

接物，一出至誠，親友緩急相商，必量予周濟。 

晚年，雅好山水勝景，常與二三好友，徜徉白雲珠海之間，尋幽探勝，興致不淺，因此勞

頓過度，體力日衰。 

民國二十一年壬申歲（1932），在廣州因病薨逝，享年六十九歲，配羅氏、汪氏、梁氏、

李氏、朱氏、周氏，共傳十子六女。後裔多服務軍政界，位列將校，類能繼其遺志，效忠

黨國雲。據其幼子劉應濤函告：其父逝世後，曾由當時政府追贈陸軍中將軍銜，一併補志

略中。 

公生前對族譜之編纂視為己志，殫精竭力，不論為官之時，退隱之後，悉心探究，詳加考

核，糾錯補遺，伏案著述。先後獨資出版有大埔同仁《劉氏家譜》、《劉氏族譜》，文榮

公派下天房《家譜》傳諸後人，使後輩溯源有由，續譜有賴，承先啟後，俾益後人，這一

尊祖敬宗之熱忱尤為族人所敬仰。 

民國九年（1920 年）撰修的梅縣《劉氏族譜》為當時任梅縣知事（縣長）劉國翔撰修，

共收錄有兩篇序文，一為開七公十世孫劉連城序文，另一為國翔序文。 



劉國翔序文（見下）顯示，此序寫於民國九年庚申歲（1920 年），記明劉國翔為開七公

二十五世孫，分居大埔，四房三派下，四等文虎勛章、陸軍少將、前潮梅警衛軍統領、署

梅縣知事，序中更說出其曾造訪寧化，得老譜之記載，訂正錯接世系，詳細列之，其序文

如下： 

 

  劉國翔（1864～193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