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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嘉義徐家在清治時期即擁有進士頭銜，也有一位貢生，二位廩生，二

位秀才，是嘉義地區首屈一指的家族。日治時期徐德新進入保良局後授配

紳章，更陸續擔任嘉義南區街庄長與嘉義廳參事。長子徐杰夫隨著父親的

腳步也授配勳章，持續擔任嘉義廳山仔頂區庄長以及嘉義廳參事，更長期

擔任嘉義區長。在嘉義地方政治上，實無其他家族能出其右。

嘉義徐家之所以有如此的成就，在於善於經營家族。嘉義徐家族聚居

地在山仔頂「徐厝」，採取同財共爨的聚居生活方式，也修築有家族墓

園，因此家族成員的向心力都優於其他家族。嘉義徐家也將子弟都送至日

本內地求學，後代子孫多能從日本各大學取得學位，終能人才輩出。

擔任大家長的徐杰夫也積極培養子弟們參與公共事務，更與各大家族

聯姻，並在公共領域上，如雲嘉地區最重要的宗教聖地　　北港朝天宮與

新港奉天宮，都積極奉獻。這都顯示出徐家大家長的卓越領導智慧與恢宏

之遠見，比起嘉義其他家族，嘉義徐家的顯赫與豐榮顯然是傲視一方。

關鍵詞：家族史、嘉義、徐家、徐德新、徐杰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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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伴隨著研究臺灣史的熱潮，自1980年代起臺灣各地區的家族史學術研

究逐漸受到重視。1990年代後，個別家族的學術研究更有如風起雲湧般不

斷出現，研究方向也從移民發展史觀轉向強調家族的事業經營，或是如何

躋身為社會領導階層的過程。在研究成果逐漸累積之後，家族史已然成為

臺灣社會文化史中表現相當突出的學術領域。1

嘉義地區為臺灣漢人開發較早的區域，各地都有累世而成家族者。至

於要說到人才之濟濟與功名之崇隆者，則非嘉義（山仔頂）徐家莫屬，因

此嘉義大家族間有「一徐二賴」之諺。2

嘉義徐家興起於19世紀後葉的清末，活躍於日治時期。針對嘉義徐家

為主題的學術研究，首見於民國97年（2008）第四屆「嘉義研究」學術研

討會上，徐志平所發表的〈客籍嘉義進士徐德欽及其詩作考論〉。該文以

嘉義徐家十八世進士徐德欽的生平與詩作為主要討論對象，輯錄各類詩文

集中徐德欽的詩作，並解析出詩作之特色所在，實屬佳作。之後徐志平因

發表此作得與徐家後人聯繫，又獲得新資料，因而有〈嘉義進士徐德欽家

世、生平及其作品新考〉之發表。3

*　本文曾於2010年10月30日國立嘉義大學臺灣文化研究中心主辦之第六屆嘉義研究學術研討會發表論文初稿，

承蒙評論人林丁國教授及與會來賓提供寶貴意見，以及二位匿名審查者提示若干缺失，另本文寫作期間獲得

嘉義徐家後裔國立嘉義大學電機系徐超明教授頗多協助，一併致謝。

1　參見林玉茹、李毓中編著，《戰後臺灣的歷史學研究1945~2000‧第七冊‧臺灣史》（臺北：行政院國家科學

委員會，2004年），頁27~28、169~174、278~280。

2　統計早期《嘉義縣志‧卷七‧人物志》中嘉義徐家列傳者有五人，僅次於作者賴子清自家嘉義賴家的十二

人。參見賴子清纂，《嘉義縣志‧卷七‧人物志》（嘉義：嘉義縣政府，1985年）。近年編纂的《嘉義市

志‧卷七‧人物志》中嘉義徐家有傳者已增至七人。參見賴彰能、黃金山、賴榮三、謝三榮、陳淵燦等編

纂，《嘉義市志‧卷七‧人物志》（嘉義市：嘉義市政府，2004年）。

3　徐志平，〈客籍嘉義進士徐德欽及其詩作考論〉，收入李明仁主編，《第四屆「嘉義研究」學術研討會論文

集》（嘉義：嘉大臺灣文化研究中心，2009年）。徐志平，〈嘉義進士徐德欽家世、生平及其作品新考〉，

《嘉義研究》7期，2013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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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則以家族史之研究取向，著重在嘉義徐家的家族經營上，縷述嘉

義徐家初期來臺的奮鬥、徐德新的創立基業以及徐杰夫的鼎盛家業，藉以

了解一個嘉義家族的興盛歷程。在資料收集上，主要以徐杰夫於昭和12年

（1937）手抄《東海族譜》為主要家族資料，更曾與嘉義徐家後代進行訪

談，甚且多次深入嘉義市東郊獅岡徐氏墓園，抄錄校勘相關碑文。另外也

網羅近年來陸續編成的《嘉義市志》與《嘉義縣志》等相關方志內容，並

徵引日治時期的名人錄，也多方參考近人研究著作。深盼本文能讓世人更

能了解嘉義徐家，也期待有更多研究者繼續投入相關學術研究。

表一：徐家一世至十五世先祖世系表

始祖一世 探元 字雲崖，景山第三子也。配田氏，男三：元亨、元利、元貞。

二世 元貞 字三星，配余氏，繼黃氏。男三：惠麒、惠麟、惠鸞，黃氏出。

三世 惠麒 配劉氏，男一：仲儼。

四世 仲儼 配鄧氏，男二：禮玉、公玉。

五世 公玉 名環，號北湖，配張氏，男二：嘉吉、嘉哲。

六世 嘉哲 配劉氏，繼邱氏。男三：學優、學遠、學泌。

七世 學泌 配賴氏，男二：洪、進。

八世 洪 配黃氏，男二：一正、一恒。

九世 一恒 名心田，配邱氏，男二：廷舉、廷選。

十世 廷舉 配黃氏，男六：瑞麟、瑞緣、瑞珍、瑞璉、瑞玉、瑞璧。

十一世 瑞珍
配楊氏，繼劉氏。男七：友恒、友攀、友良、友餘、友達、友璇、友
宜。

十二世 友餘 配古氏，男四：思賓、思烈、思華、思錄。

十三世 思賓 配蔡氏，男五：雁鵬、雁鳳、雁凰、雁飛、雁麟。

十四世 雁鵬 配賴氏，繼曾氏。男三：元星、義星、昌星。

十四世 雁鳳 配古氏，男六：揚星、路星、杞星、標星、崑星、瑞星。

十五世 揚星 客死臺灣，配吳氏，男二：秀康、秀元。

十五世 元星 配黃氏，男五：秀室、秀文、秀慶、秀彩、秀桂。

說　　明：十四世雁鵬、雁鳳在〈嘉義徐家先祖來由碑〉中書為鴈鵬、鴈鳳。

資料來源：徐杰夫，《東海族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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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來臺初期的發展

嘉義徐家祖籍為廣東

嘉應州鎮平縣，4以十六世

徐秀桂（名耀中）為來臺

祖。5徐秀桂的父親十五世

徐元星，曾在清乾隆40年

（1775）初就來過臺灣，

卜居於他里霧（約當今雲

林縣斗南鎮），以營商維

生。他里霧在乾隆初年已

經發展成市街，是諸羅縣

城北邊界於打貓街（今嘉

義縣民雄鄉）與斗六門街

（今雲林縣斗六市）間，

商業較為發達的市街，更是當時南北往來輻湊之地。6

4　徐杰夫，〈嘉義徐家先祖來由碑〉（1922年）。此碑位於嘉義市東郊獅岡徐氏墓園中，原碑無題，茲據文意

擬之。碑文詳見【附錄三】。徐炳成編纂《鎮平徐氏族譜》〈卷末〉收錄有嘉義徐家徐臺麟、徐德新、徐德

烜（誤為煊）、徐德欽等人的簡短介紹。參見徐炳成編纂，《鎮平徐氏族譜》，1887年，國家圖書館藏美國

猶他家譜學會臺灣區族譜系列1356884。

5　徐杰夫，《東海族譜》，1937年手稿本。另參見蔡國琳，〈德欽正傳〉，附於王君華，〈丙戌進士徐德

欽〉，《雲林文獻》2：3，1953年9月，頁107。蔡國琳所著〈德欽正傳〉原稱〈晉贈朝議大夫賜同進士出身

工部主政徐煇石君傳〉，雲林縣文獻委員會有將其字軸照片刊登於《雲林文獻》2卷2期目錄之前。《雲林文

獻》內文所錄〈德欽正傳〉與字軸〈晉贈朝議大夫賜同進士出身工部主政徐煇石君傳〉原文有多字出入，茲

據〈晉贈朝議大夫賜同進士出身工部主政徐煇石君傳〉字軸校對後，列於本文【附錄一】，以存實蹟。蔡國

琳（1843-1909）為臺南人，光緒8年（1882）壬午科舉人，曾受聘擔任澎湖文石書院以及臺南蓬壺書院山長，

並曾在臺灣通志臺南採訪局參與《臺灣通志》的編纂工作。日治後，曾擔任臺南縣參事、臺南縣志纂修委員

等工作。參見臺南市政府編，《臺南市志‧人物志》（臺南：臺南市政府，1979年），頁352~353。

6　周鍾瑄、陳夢林等編纂，《諸羅縣志》（1717年，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3年），頁32、倪贊元等編

纂，《雲林縣采訪冊》（1894年，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3年），頁94。

圖1：獅岡徐氏墓園中徐家祖先墓碑（右為《東

海族譜》上所書寫的樣式）

資料來源：筆者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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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乾隆50年（1785）林爽文事件發生時，徐元星為了避難，就變

賣家產，舉家返回廣東。7因其未再至臺灣定居，所以嘉義徐家後代並不以

其為來臺祖。8

徐元星生有五個兒子，分別為長子徐秀室、次子徐秀文、三子徐秀

慶、四子徐秀彩、五子徐秀桂，只有次子徐秀文與五子徐秀桂二人在嘉慶

14年（1809）又來到臺灣謀生。9徐秀文因為傳嗣的關係，後來還是以五弟

徐秀桂獨子十七世徐臺麟的三子徐德新（鎮明）與四子徐德烜（福明）為

嗣孫，終歸徐秀桂、徐臺麟一系。因此稱嘉義徐家者，主要就是以徐臺麟

派下十八世徐德昭、徐德新、徐德烜以及徐德欽四兄弟及其後代子孫為主

要討論範圍。（長子徐德祥與其四位弟弟屬同父異母關係，後來其子孫主

要於雲林縣大埤鄉豐岡村定居，詳後。）

表二：徐家十五世至十八世世系表

十五世

徐秀室                   徐秀文                   徐秀慶                   徐秀彩                徐秀桂

徐德祥                   徐德昭                   徐德新                   徐德烜                徐德欽

徐臺麟

徐元星

出嗣

資料來源：徐杰夫，《東海族譜》

十六世

十七世

十八世

7　徐杰夫，〈嘉義徐家先祖來由碑〉、下村宏編，《臺灣列紳傳》（臺北：臺灣日日新報社，1916年），頁

232。

8　徐杰夫《東海族譜》中有記載十五世徐揚星客死臺灣的紀錄，是依親來臺的關係。

9　徐杰夫，〈鎮平徐氏塋阡記〉（1918），此碑立於嘉義市東郊獅岡徐氏墓園中。碑文詳見【附錄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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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秀文與徐秀桂兄弟再次來到臺灣時，選擇在他里霧堡的埔姜崙（今

雲林縣大埤鄉豐岡村）營商維生。10埔姜崙位於北港溪上游虎尾溪的一個渡

口，是他里霧街（今雲林縣斗南鎮）來往土庫街（今雲林縣土庫鎮）的重

要交通孔道，因此吸引附近人民前往定居與經商。清末《雲林縣采訪冊》

中記載埔姜崙有73戶，481丁口，在他里霧堡中屬丁口較多、商業較為發達

的村莊。11

圖2：今日雲林縣大埤鄉豐岡村

資料來源：筆者拍攝

10　下村宏編，《臺灣列紳傳》，頁232。王君華〈雲林教育志初稿〉皆將徐德欽進士之籍貫列為他里霧堡埔姜

（羗）崙，概根據於此。王君華，〈雲林教育志初稿〉，《雲林文獻》2: 2，頁10、12。

11　倪贊元等編纂，《雲林縣采訪冊》，頁92。《雲林縣采訪冊》上記其為「莆姜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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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新街（太和街）三山國王廟

資料來源：筆者拍攝

埔姜崙是新街（太和街）三山國王廟轄下53庄之一。12新街三山國王

廟轄下53庄是雲嘉平原區相當著名的村際祭祀組織，是由分布於今日嘉義

縣大林、溪口、民雄、梅山與雲林縣斗南、大埤、元長、古坑等8個鄉鎮

內，47村里53個聚落，以祭祀位於今日雲林縣大埤鄉大德村新街三山國

王廟為目的所組成的村際組織。13新街三山國王廟轄下53庄範圍內的居民

以祖籍廣東潮州府饒平縣者居多，也有惠州府陸豐、汀州府永定以及嘉應

12　參見雲林縣寺廟文獻大觀編刊委員會，《臺灣省雲林縣寺廟文獻大觀》（臺南：文獻出版社，1972年），頁

326~327。

13　參見邱彥貴、吳中杰，《臺灣客家地圖》（臺北：貓頭鷹，2001年），頁65~66。新街（太和街）三山國王廟

轄下53庄之村際組織，原本應為共同防禦的村際組織。關於嘉義地區村際組織之研究，可參見潘是輝，〈清

代嘉義地區村際組織之研究〉，《臺灣史蹟》（原《史聯雜誌》）第39期，2001年12月，頁69~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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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鎮平等客屬。14徐家祖籍為廣東嘉應州鎮平縣，自然較易於此地經營商

業。

同治元年（1862）戴潮春事件爆發，徐家十七世徐臺麟帶著家眷輾轉

避居嘉義，棲身於北門街。徐臺麟一共生有五個兒子，長子徐德祥是原配

黃氏所生，其他四子則是繼室林敬慈所生。15同治3年（1864）春天，由戴

潮春事件所引起的地方騷動已漸漸平息，於是徐臺麟趕緊回到他里霧堡舊

居附近處理田園租務，詎料積勞成疾，患病回到嘉義城後，不久便溘然遽

逝！16留下繼室林敬慈以及五個垂髫幼子。

徐臺麟可說是日後嘉義徐家能發展成大家族的關鍵性人物。徐臺麟在

徐家發展上的重要關鍵有：一、從父祖輩遷徙臺灣營商的狀況，到立穩根

基；即是由經營商業，逐漸發展成廣置田園以收租維生的地主，在經濟上

已較為穩定。二、在徐臺麟之前，徐家來臺的人丁都相當單薄；自從徐

臺麟生下徐家第十八世的五個兒子後，已大大拓展徐家血脈，讓家族得以

開枝散葉。三、徐臺麟遭逢戴潮春事件，因躲避戰亂，由鄉野遷入嘉義市

街，這實在是提供給後代子孫一個更寬廣的發展空間。徐家後代精英也得

以運用這片舞臺，開展出嘉義徐家的基業。

參、創業惟艱　　徐德新

在徐臺麟因病去世後，同治4年（1865）長子徐德祥（？-1890）以就近

照顧田園租業為由，回到他里霧堡埔姜崙庄舊居地。林敬慈則與親生的四

14　邱彥貴，〈試掘舊嘉義縣（1723~1887）下平原的客蹤〉，《客家文化研究》創刊號，1998年10月，頁95。

15　徐杰夫，《東海族譜》。

16　蔡國琳，〈德欽正傳〉，頁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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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兒子們繼續留居在嘉義城內，同治5年（1866）移居到嘉義城隍廟旁的菁

仔市街（今嘉義市東零售市場附近），依然經商營生。17

徐臺麟的次子徐德昭（字子融，？-1881）於林敬慈親生兒子中年歲最

長，然而他的身體健康狀況卻不是很好，經年都在患病。雖然娶了何氏為

妻，協助照料身體，但在何氏於光緒6年（1880）底去世後，徐德昭也隨即

於光緒7年（1881）底英年早逝！徐德昭的五弟徐德欽有〈哭德昭二兄〉詩

一首：

山城一夕朔風危，吹折荊花第二枝，同氣忽成蝴蝶夢，招魂哀賦鶺

鴒詩。

漫言易世情猶在，其奈他生緲豈知，愴我哭兄兼哭嫂，夜台歸去合

齊眉。18

徐志平曾評論此詩「感情真摯，章法井然」，並解析此首詩從季節寫

起，以北風的哀悽點染傷逝之情；其次連用典故來表現兄弟同甘共苦的感

情，以及不願相信二兄離世的事實。之後更深一層表達來生能再續兄弟之

情，但豈知來生虛無飄渺能否實現？最末則以二兄與二嫂概能在另一個世

界相聚，來安慰亡者。19

徐臺麟的三子徐德新（字銘之，1847-1908）在戴潮春事件時，即英

勇地帶領鄉勇隨同官軍參與討伐，因此以戰功得賞六品軍功頂戴。20在父

親徐臺麟與二哥徐德昭相繼過世，以及大哥徐德祥返回埔姜崙後，徐德新

17　蔡國琳，〈德欽正傳〉，頁107。徐德祥的後代至今仍在埔姜崙（今雲林縣大埤鄉豐岡村）營商維生。

18　王君華，〈丙戌進士徐德欽〉，《雲林文獻》2：3，1953年9月，頁105。

19　徐志平，〈客籍嘉義進士徐德欽及其詩作考論〉，頁65。

20　下村宏編，《臺灣列紳傳》，頁2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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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成為嘉義徐家名義上的家長。《臺灣列紳傳》稱他「為人謹厚端莊，

威儀不可犯；然以慈愛臨下，婢僕輩靡不悅服。」頗有大家長應有之風

範。21

徐德新主要的事業是經營農田水利，《臺灣列紳傳》上稱「柳仔溝圳

外數十圳，孰咸獨力管理修築營繕。地方農民數萬口，無不共仰福星。」22

柳仔溝圳位於今日之嘉義縣水上鄉，顯示徐德新同父異母的大哥徐德祥主

要經營嘉義城北邊他里霧堡的田園租業，而徐德新則全心經營管理嘉義城

南一帶的田園事業，為嘉義徐家累積起豐厚的經濟與社會實力。嘉義徐家

雖然依循著臺灣大多數家族廣置田產的經營方式，但在苦心經營之後，從

此成為嘉義地區赫赫有名的大地主，這也是日後嘉義徐家能以大租權公債

作為資本，參與嘉義銀行運作的主因。

21　下村宏編，《臺灣列紳傳》，頁273。

22　同前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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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禎(幼殤)

先燾

先燡

先懋

先鉞

先哲

先雄

先佑

先潞

先型

先樑

先彥

先斌

先立

先覺

先烈

先塏

先鑰

先堯

先淙

先渭

先汀

先全

雲帆

龍帆

鶴帆

乃慶(幼殤)

乃清，名念修，字滌夫

乃渠，名念修，字澐夫

乃浚，名念沅，字潤夫

乃旋，名念榮，字杰夫

乃煌，字燦夫(幼殤)

乃庚，字鏡夫

乃疆，名念壎，字埴夫

乃炳，名念熙，字緝夫

乃梅，名念春，字樹夫

乃燧，名念然，字煥夫

德祥

德昭

德新

德烜

德欽

臺麟

十七世 十八世 十九世 二十世

表三：徐家十七世至二十世世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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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淵洯研究清代臺灣社會領袖階層以及楊宏任研究嘉義地區社會階層

與社會流動時都曾指出，在清代臺灣從事農業拓墾及商業經營是家族成為

富豪的主要方式。有經濟實力的富豪，雖然有一定的社會影響力，但要位

列士紳階層則還須進一步得到官方的認可。23

圖4：徐德新（1847-1908）
資料來源：徐家後代提供

為了確保家族地位，富豪家族在致富後，都必須鼓勵子弟們繼續設法

取得科舉功名。如果取得科舉功名，便能享有士紳的法律特權，並且也可

23　參見蔡淵洯，〈清代臺灣的社會領袖階層〉，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1980年，頁

160~162；楊宏任等纂修，《嘉義縣志‧卷五‧社會志》（嘉義縣：嘉義縣政府，2009年），頁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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藉此擴大各種勢力。24嘉義徐家在營商致富後，即相當注重子弟的教育。

徐德新的四弟徐德烜，字炯爾，光緒中葉進嘉義縣學成為生員，之後

更以遞補方式成為廩生。廩生是享有微薄津貼（廩米）的生員，名額是有

限的，只能在出缺時由歲科考成績優秀的生員遞補。在所有生員中，廩生

除了享有津貼外，也享有一些法律上的特權，因此社會聲望與影響力也將

大幅改觀。25

徐德新的五弟徐德欽（1853-1890），字仞千，號煇石，自幼聰穎過

人，從小便被培養讀書考科舉。同治11年（1872）徐德欽以第一名考取秀

才，文名因而大噪。進嘉義縣學後，歲科考更是迭獲優等，與四哥徐德

烜一樣，都曾以優秀成績成為廩生。光緒11年（1885）徐德欽終於考上舉

人，緊接著在光緒12年（1886）又聯捷通過禮部所主辦的會試，並在殿試

中以三甲第二名的排名成為丙戌科賜同進士出身，分發工部屯田司主事，

成為徐家傲視嘉義各家族的榮耀。26

然天不假年，徐德欽於光緒16年（1890）便以38歲之英年早逝。徐

家失去這等科舉功名依恃，徐德新便要自己尋求晉階之道。於是光緒17年

（1891）時，徐德新以其豐厚的經濟實力，捐賑蘇皖而得到鄉貢生的名

銜。27藉此捐納得到的貢生名銜，至少能在家族人員日漸凋零之際，維持住

家族的一定社會地位。

24　蔡淵洯，〈清代臺灣的社會領袖階層〉，頁210。

25　張仲禮，《中國紳士　　關於其在19世紀中國社會中作用的研究》（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1991年），頁

18~19。

26　參見蔡國琳，〈德欽正傳〉以及〈徐德欽進士匾〉、〈徐德欽進士牌〉，曾展示於嘉義市史跡資料館。與徐

德欽同年考上進士的林啟東（1850-1892），雖然生平事業文章均稍優於徐德欽，卻同樣都英年早逝。但與

嘉義徐家較不同者，在於徐家後人能繼續傳承發展；林啟東在身後，蔡國琳於光緒24年（1898）「欲訪林

君故居而不可得，聞後人式微，無繼起者。」蔡國琳，〈德欽正傳〉，頁107。然林啟東之子林敦成（1883-
1956）苦學後，於明治42年（1909）自臺灣總督府醫學校畢業，在嘉義市開設仁壽醫院，後代十數人多從事

醫療事業，是嘉義地區著名之醫師世家。參見賴彰能、黃金山、賴榮三、謝三榮、陳淵燦等編纂，《嘉義市

志‧卷七‧人物志》，頁150~151。

27　下村宏編，《臺灣列紳傳》，頁2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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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示於嘉義市史蹟資料館的〈徐德欽進士匾〉、〈徐德欽

進士牌〉

光緒21年（1895）清廷割讓臺灣於日本，臺灣全島掀起抗日運動。28因

嘉義徐家十八世五兄弟中，二哥徐德昭早逝，大哥徐德祥與五弟徐德欽又

都在光緒16年（1890）相繼病逝；家族中嗷嗷待哺的眾子侄們，僅靠徐德

新與四弟徐德烜勉力支撐，因此並沒有採取武裝抗日的行動。嘉義徐家選

28　乙未嘉義城攻防戰概況，可參見黃秀政，《臺灣割讓與乙未抗日運動》（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2
年），頁239~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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擇以確保身家生命財產的方式，採取妥協溫和順從的態度，協助安撫地方

事宜。日後徐德新並進入「保良局」成為殖民者與被殖民者的溝通管道，

且在明治31年（1898）2月授配紳章，更在明治36年（1903）5月任嘉義南

區街庄長，明治38年（1905）舉為嘉義廳參事。29在政權轉換之際，徐德新

可說是成功地穩定住嘉義徐家的地方實力。

徐德新在日治時期最被稱道的經濟事業，是參與嘉義銀行的設立。嘉

義銀行是在明治37年（1904）時，由王朝文、徐德新、葉永徵、黃連興、

黃靖卿、蔡迺高、黃有章、林寬敏、林墨卿、賴尚焜、黃楷侯、江國俊、

陳曉聲、林惶章、林維朝、陳國華、張演澄、黃雲溪、薛萬里、林乾、林

友梅、真木勝太、劉廷輝等人，以大租權公債作為資本發起組織，以合資

會社方式成立。明治38年（1905）3月嘉義銀行舉行臨時股東大會，徐德新

被選為副頭取，地位僅次於頭取王朝文。30嘉義銀行（或戰後改組的第一銀

行）一直是嘉義徐家主要的事業重心，不僅日後徐德新子侄們接續進入決

策階層擔任董事職務，嘉義徐家後代也有多人於此任職服務。31

明治39年（1906）發生梅山大地震，嘉義城內房屋大半毀損。徐德新

趁此情勢，將家族聚居地由車水馬龍的菁仔市街，遷移至嘉義城東門外的

山仔頂。鑑於家族人丁單薄，徐家在遷移到山仔頂後，採取同財共爨的聚

居生活方式，家族同輩男丁不分叔伯子侄，均以年歲排行相稱，大大地增

強了家族凝聚力。32因此時人以（山仔頂）「徐厝」（現為嘉義市東區東噴

29　下村宏編，《臺灣列紳傳》，頁273。

30　參見第一銀行慶祝創立七十週年籌備委員會編，《第一銀行七十年》（臺北：第一商業銀行，1970年），頁

21。

31　如徐德新長子徐杰夫於明治44年（1911）擔任嘉義銀行的理事，徐德新三子徐乃庚於民國36年（1947）擔任

第一銀行董事，徐德昭孫（即徐澐夫子）徐先燾於民國47年（1958）擔任第一銀行董事等。

32　如徐德新長子徐杰夫稱徐德烜長子徐埴夫為四弟、徐德烜次子徐緝夫為十弟。參見徐杰夫，〈徐家墓地經營

顛末記〉（1922），此碑立於嘉義市東郊獅岡徐氏墓園中，碑文詳見【附錄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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里2鄰公明路6號），33來指稱徐臺麟派下十八世徐德昭、徐德新、徐德烜以

及徐德欽四兄弟及其後代子孫，在嘉義城東門外山仔頂的聚居地。

圖5：山仔頂徐厝位置圖

資料來源：翻攝自昭和4年（1929）嘉義市街圖

33　賴彰能、黃金山、賴榮三、謝三榮、陳淵燦等編纂，《嘉義市志‧卷七‧人物志》，頁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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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觀徐德新一生對嘉義徐家的貢獻，首先是將家族產業由嘉義城北的

他里霧堡，拓展至嘉義城南，成為嘉義地區有名的大地主，並為嘉義徐家

累積豐厚的經濟與社會實力。日後並以大租權公債作為資本，參與嘉義銀

行的運作，讓後代子孫得以以此為根基，持續發展其事業。其次是注重子

弟的教育。徐德新除了自己捐得貢生外，並栽培四弟徐德烜與侄子徐念修

成為廩生，兒子徐杰夫、徐埴夫也都是秀才。而五弟徐德欽在光緒12年

（1886）考取進士，更是徐家傲視嘉義各家族的榮耀。此外，徐德新在鼎

革時期採取較為妥協溫和順從的態度，選擇確保身家生命財產，已然穩定

住嘉義徐家的地方實力。日治後徐德新進入保良局，在明治31年（1898）

2月授配紳章，更在明治36年（1903）5月任嘉義南區街庄長，且明治38年

（1905）舉為嘉義廳參事，成功地將家族勢力推展至地方政治範疇。

徐德新對於家族的最大貢獻，是鑑於家族人丁單薄，將家族聚居地遷

到山仔頂，並採取同財共爨的聚居生活方式，藉此增強家族凝聚力，使得

代表嘉義徐家的（山仔頂）「徐厝」得以自此廣為人知。

肆、克紹箕裘　　徐杰夫

徐德新原配陳氏無出，繼室程氏安生下長子徐杰夫（1873-1959），次

子徐燦夫（幼殤）以及三子徐鏡夫（乃庚，1894-1956）。34

徐德新的長子徐杰夫，譜名乃旋，名念榮，字杰夫，號楸軒，多以字

行。《臺灣列紳傳》上稱徐杰夫「天資聰明，風流溫藉，好賦詩」。35加之

生性聰敏，精通古文辭，善弈棋，光緒18年（1892）即考取秀才。36因其有

34　徐杰夫，《東海族譜》。

35　下村宏編，《臺灣列紳傳》，頁273。

36　賴彰能、黃金山、賴榮三、謝三榮、陳淵燦等編纂，《嘉義市志‧卷七‧人物志》，頁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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秀才功名的關係，有研究者認為徐

杰夫的詩作有「流露濃稠的故國之

思」，更指出徐杰夫的詩作雖然不

多，卻能將家國之感融釋在個人身

世之上，沉摯酣暢，可說是清領晚

期甚至是日治時期嘉義古典詩人中

的佼佼者。37

然在現實生活中，徐杰夫相當

明白他必須成為家族大家長的身

份。日治時期即進入嘉義公學校國

語（日語）速成科就讀，學習能與

統治者直接溝通的語言。因此能協

助時任嘉義廳南區街庄長的父親徐

德新處理公務，而逐漸受到統治者

的賞識。38

明治41年（1908）徐德新過世後，徐杰夫就開始擔任嘉義廳山仔頂區

庄長，開始他傳奇顯赫的一生。徐杰夫在山仔頂區庄長的政績，主要為全

力策劃改良農業，勸告農民在嘉義湖仔內農場種植菸草繳售菸葉廠。39因政

績卓著，大正元年（1912）即授配勳章。大正2年（1913）也接受徐德新的

37　參見江寶釵，《嘉義地區古典文學發展史》（嘉義：嘉義市立文化中心，1998年），頁150~152。

38　賴彰能、黃金山、賴榮三、謝三榮、陳淵燦等編纂，《嘉義市志‧卷七‧人物志》，頁91。對於日本統治者

的態度，徐杰夫四叔徐德烜的長子徐埴夫（乃疆，名念壎，號竹舫，1873-？）因為有秀才功名的關係，在

日治後即「不預事務，藝菊自娛」，而未在政治上有所表現。徐埴夫著有詩集《竹舫吟草》等。參見賴子清

纂，《嘉義縣志‧卷七‧人物志》，頁81。

39　賴彰能，〈日治、明治、大正時期嘉義政商界的老士紳〉，《嘉義市文獻》第14期，1998年11月，頁8。徐

杰夫在昭和14年（1939）六十多歲時，還自豪稱生平事蹟有「菸草栽培闢一區，改良地質變膏腴，潛心究得

耕耘法，勝種蠶桑八百株」。參見【附錄五】。

圖6：徐杰夫（1873-1959）
資料來源：徐家後代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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遺缺，擔任起嘉義廳參事，更持續擔任嘉義區長達12年之久。40其間因山仔

頂區下路頭庄堤防被溪流沖潰，庄民家屋流失，人畜受害匪淺。徐杰夫乃

不分晝夜，多方奔走並自掏腰包救濟難民。41《臺灣列紳傳》稱徐杰夫「義

舉如捐，賑濟施與，每恨其不遍。」42徐杰夫終其一生都保持著如此關懷民

瘼的博愛精神，在其晚年所作〈六十有一初度述懷詩〉後，即記有其51歲

壽誕前，還苦惱著嘉義地區遭逢旱災的故事。如此民胞物與的博愛精神，

正是大家族家長應有之風範。

徐杰夫從政生涯中還曾參與「嘉義置州運動」。臺灣總督府在大正9年

（1920）年7月以敕令第218號公佈臺灣地方制度改正，嘉義廳被劃為臺南

州轄下的嘉義郡，喪失其地方行政的中心性，引起嘉義地方人士嘩然。於

是組成「州廳設置期成同盟會」，訴求將州廳設置於嘉義街，並推選西川

利藤太為會長，副會長則由福地載五郎與徐杰夫共同擔任。由此可見，此

時徐杰夫已是嘉義地區臺灣人的意見領袖。雖然「嘉義置州運動」最後功

敗垂成，卻也帶動嘉義市對於發展願景的討論。之後嘉義市役所組織「市

勢振興調查會」，對嘉義市進行產業、商況、教育、交通、衛生等方面的

調查，以作為嘉義市發展方向、措施的參考。徐杰夫依然以臺人意見領袖

之姿，膺任其中「阿里山開發組」的委員之一。43此時徐杰夫已快六十歲

了，為延續家族在地方政治的發言權以及培養子弟們參與公共事務，鼓勵

小他二十歲的三弟徐乃庚在市勢振興調查會中擔任「遊園組」的委員。徐

乃庚於昭和7年（1932）擔任官選嘉義市協議會員、昭和十年（1935）擔任

40　大正9年（1920）徐杰夫還曾被任命為臺南州協議會員。林進發編，《臺灣官紳年鑑》（臺北：民眾公論

社，1934年；成文出版社，1999年複印版），頁106~107。

41　賴彰能，〈日治、明治、大正時期嘉義政商界的老士紳〉，頁8。徐杰夫晚年將此事列為生平要事，詩云：

「滛雨連緜濁浪高，堤防沖潰水滔滔，村民苦乏安瀾策，借箸籌謀避怒濤」。參見【附錄五】。

42　下村宏編，《臺灣列紳傳》，頁232。

43　參見林秀姿，〈一個都市發展策略的形成　　1920年到1940間的嘉義市街〉，國立臺灣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

論文，1993年，頁43~44、7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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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選嘉義市會議員、昭和12年（1937）擔任官選臺南州會議員，儼然成為

嘉義徐家徐杰夫外的第二號人物。44

徐杰夫對子弟們的教育訓練相當具前瞻性。徐杰夫身處殖民地，深悉

了解統治者語言習性的重要。因此毅然於日本東京置產，將子侄們都送至

日本內地，多從中學就讀起，藉以熟悉日本社會文化習性。嘉義徐家後代

多能從日本各大學取得學位，如徐杰夫長子徐先燡（1898-1953）畢業於早

稻田大學政治經濟學系；徐杰夫三子徐先鉞畢業於北海道帝國大學專研育

種學，曾進入臺灣大學擔任教授；徐德烜孫（即徐緝夫子）徐先堯畢業於

東北帝國大學，曾在臺灣大學歷史系作育英才多年；徐德昭孫（即徐澐夫

子）徐先燾畢業於早稻田大學政治經濟學系，曾擔任第一銀行董事等。45在

徐杰夫的刻意栽培下，嘉義徐家終能人才輩出，棠棣競秀。

嘉義徐家積極教育子弟厚植實力，成為嘉義地區首屈一指的望族，自

然是各大家族尋求門當戶對締結兒女親家的理想對象；徐家亦積極與各大

家族間聯姻，藉以廣結親緣。

徐杰夫前妻蔡氏溫即北港蔡川之姐，生下徐先燡、徐先懋等人。46蔡川

（1878-1969），字培東，父親蔡然亨為清朝秀才，是北港著名大紳商。明

治37年（1904）嘉義大地震，北港朝天宮損壞嚴重，地方人士請他負責募

款工作。北港朝天宮管理委員會於大正10年（1921）成立，蔡川由第一屆

即開始擔任會計委員，直至第十屆止，是北港朝天宮修建時期相當重要之

人物。47

44　參見賴彰能、黃金山、賴榮三、謝三榮、陳淵燦等編纂，《嘉義市志‧卷七‧人物志》，頁132~133；吳文

星，《日據時期臺灣社會領導階層之研究》（臺北：正中，1992年），頁235~240。

45　賴彰能、黃金山、賴榮三、謝三榮、陳淵燦等編纂，《嘉義市志‧卷七‧人物志》，頁97、236、377。徐德

烜孫（即徐緝夫子）徐先鑰日後依然留居日本，已然落地生根，子孫滿堂。

46　徐杰夫，《東海族譜》。

47　參見顏昭武等編撰，《雲林縣國民小學教師自編鄉土教材系列14　　從笨港到北港》（雲林：雲林縣政府，

2002年），頁11~3、蔡相煇編撰，《北港朝天宮志》（雲林：北港朝天宮，1995年），頁，257~263。



22

68卷第4期

徐杰夫的繼室是恩師江耀章之次女江氏鵝，生下徐先鉞、徐先哲、徐

先雄以及徐先佑等人。48江耀章（1858-1901），嘉義山仔頂人，光緒3年

（1877）秀才，光緒7年（1881）補為廩生。徐德新延聘其家，教闔境子

弟，徐杰夫與徐埴夫昆仲皆出其門下。日治後，於明治30年（1897）榮膺

嘉義辨務署參事，明治31年（1898）授佩勳章。49

徐德昭子徐念修的婚姻是嘉義兩大家族徐賴二家的聯姻，有傳為「姑

換嫂」的佳話。徐念修娶嘉義賴家賴世英的長女賴順（戶口上名靜），婚

後於嘉義城內代書館巷（今嘉義市中正路254巷）開張怡昌洋品店。50

徐杰夫長子徐先燡則娶新港林家林維朝（1868-1934）長女林氏寶釵，

也是兩大家族間的聯姻。林維朝，字德卿，號翰堂，別署怡園主人。祖父

林老成曾被推舉為壯丁團練局長，協助平定戴潮春事件，賞戴五品藍翎。

光緒13年（1887）林維朝以第11名取進嘉義縣學，成為秀才。日治時期明

治33年（1900）擔任新港區庄街長，明治35年（1902）授佩勳章，明治41

年（1908）任嘉義廳參事。51除了出身背景、從政歷程與徐杰夫相似外，

徐林兩家也曾共同經營嘉義銀行。明治44年（1911）在徐杰夫擔任理事的

支持下林維朝得以擔任嘉義銀行副頭取，大正3年（1914）更昇任頭取。大

正8年（1919）嘉義銀行由合資會社改組為株式會社，徐杰夫擔任專務取締

役，林維朝則擔任取締役。52由此可知，徐林兩家一直是事業上的伙伴，結

48　賴彰能、黃金山、賴榮三、謝三榮、陳淵燦等編纂，《嘉義市志‧卷七‧人物志》，頁91。

49　下村宏編，《臺灣列紳傳》，頁273~274、賴子清纂，《嘉義縣志‧卷七‧人物志》，頁68~69、賴彰能、黃

金山、賴榮三、謝三榮、陳淵燦等編纂，《嘉義市志‧卷七‧人物志》，頁59~60。

50　賴子清纂，《嘉義縣志‧卷七‧人物志》，頁73。參見顏尚文、潘是輝，《嘉義賴家發展史》（南投：臺灣

省文獻會，2000年），頁86、111。

51　下村宏編，《臺灣列紳傳》，頁247、陳素雲，〈動盪世局一儒生　　新港前清秀才林維朝其文其詩其

事〉，收入陳素雲主編，《林維朝詩文集》（臺北：國史館，2006年），頁23~24、楊維真、楊宇勛等纂

修，《（新修）嘉義縣志‧卷十二‧人物志》（嘉義縣：嘉義縣政府，2009年12月），頁136。

52　參見第一銀行慶祝創立七十週年籌備委員會編，《第一銀行七十年》，頁23~25、陳素雲，〈動盪世局一儒

生　　新港前清秀才林維朝其文其詩其事〉，頁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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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兒女親家更添美事一樁。

嘉義徐家的婚姻關係大大拓展與鞏固其地方勢力，而徐杰夫個人獨特

的姻親緣份更讓他遊走北港溪兩岸成為北港朝天宮與新港奉天宮的虔誠信

徒。徐杰夫前妻蔡氏溫之弟蔡川，在明治37年（1904）嘉義大地震後，積

極為北港朝天宮修建而奔走。徐杰夫當時剛開始其政治生涯，甫擔任嘉義

廳山仔頂區庄長，就與尖山庄蔡媽斷聯名奉獻北港朝天宮前殿左壁詩句。

其詩句為著名書法家舉人曾遒（1868-1957）所書：

鯤身鹿耳東復東，巍巍廟貌何壯雄，后之神佑大無外，軸轤萬里乘

長風。波平浪靜悉神力，彌綸八荒無不同，敬溯莆陽發祥地，累朝

祀典常褒崇。

圖7：徐杰夫在北港朝天宮前殿左壁獻立的詩句

資料來源：筆者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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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8：嘉義徐家在新港奉天宮三川殿獻立的詩句

資料來源：筆者拍攝

明治37年（1904）嘉義大地震以及明治39年（1906）梅山大地震後，

新港奉天宮也受到損害，同樣要進行修建的工作。大正元年（1912）徐杰

夫與堂弟徐埴夫憑恃著與新港林家林維朝是事業伙伴、兒女親家兼親密詩

友的關係，在奉天宮的山川殿獻立詩句。53詩句為嘉義耆宿蘇孝德（1879-

1941）以其擅長之行草所書：

53　林維朝與徐杰夫、徐埴夫兄弟共同成立有羅山吟社，徐杰夫曾自稱與林維朝「情屬世交，誼關親戚」，並為

其61歲大壽寫過壽序。參見徐杰夫，〈林維朝壽序〉，收入陳素雲主編，《林維朝詩文集》，頁408~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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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天水德溯湄州，一片慈帆萬里流，海不揚波恩澤遠，民安樂業頌

千秋。

另一面則由徐杰夫親自題字，而由侄子徐先燾與徐先汀獻立：

湄州靈跡耀塵寰，德配蒼天詎等閑，不作風波於世上，已無舟楫在

人間。

此外，於明治41年（1908）新港奉天宮甫完成修復之際，徐杰夫與嘉

義地方著名紳耆張元榮、王朝文、莊伯容、林玉崑、施聲、蘇孝德、陳傑

昌、周掄魁、周哲等人，共同奉獻有「海國同春」匾額。54

嘉義徐家與地方信仰的關係，可溯自光緒12年（1886）嘉義地區大

旱，嘉義縣令羅建祥乃齋戒三日親身虔誠祈禱，不久即普降甘霖四境霑

足，經臺灣巡撫劉銘傳奏請光緒皇帝賜匾。光緒14年（1888）徐德欽就曾

奉令陪同羅建祥縣令護送御書「慈雲灑潤」匾到北港朝天宮懸掛。55同年徐

德欽亦親書「靈貺畢臻」匾額獻給嘉義城隍廟；光緒15年（1889）徐德欽

也奉獻六房天上聖母高腳牌二對。昭和13年（1938）嘉義城隍廟改築時徐

先烈擔任委員、徐乃庚擔任幹事，徐先鑰亦有奉獻，徐杰夫更親撰有〈嘉

義城隍廟改築碑記〉，56可見徐家對地方信仰熱衷之一般。

諸如此類參與地方宗教事務，是地方士紳累積文化象徵資本的重要方

式之一。杜贊奇（Prasenjit Duara）研究華北農村時曾指出，興建或修葺廟

54　林德政等纂修，《新港奉天宮誌》（嘉義：新港奉天宮，1993年），頁262。

55　參見倪贊元等編纂，《雲林縣采訪冊》，頁50。當年光緒皇帝同時頒發的匾額除了北港朝天宮的「慈雲灑

潤」，還有龍神廟的「海嶼昭靈」，以及嘉義城隍廟的「臺洋顯佑」。參見《清德宗實錄選輯》（臺北市：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4年），頁221。

56　碑文參見何培夫主編，《臺灣地區現存碑碣圖誌　　嘉義縣市篇》（臺北：國立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1996
年），頁148-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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宇是地方精英最主要的「善舉」，參與宗教活動更是精英們進入世俗政治

結構與表現其領導地位的恰當時機。57嘉義徐家在徐杰夫帶領下，能在雲嘉

地區最重要的宗教聖地　　嘉義城隍廟、北港朝天宮與新港奉天宮等都佔

有一席之地，顯示出徐杰夫身為家族大家長的卓越領導之智慧與恢宏之遠

見。

徐杰夫領導嘉義徐家最值得注意的，是修建家族墓園。徐家家族墓園

稱為「獅岡徐氏墓園」，位於嘉義東郊獅頭崎附近。在徐杰夫晚年自述

中，營造家族墓園實屬其生平重要事蹟：

經營族葬卜獅岡，築造鳩工歲歲忙，垂裕後昆承世澤，燕山祖德永

留芳。

在辦完父親徐德新後事，徐杰夫考量因為家族來臺已遷徙多次，在定

居山仔頂徐厝之後，已然較為安穩。適巧在此時，徐杰夫經過嘉義市東郊

獅頭崎時，看到當地「層巒疊嶂，泉水瀠洄，深秀而蔚然形象」，地形也

不會窪濕，風水地理上更是「吉壤中藏，合於坐靈宅厝之區」，於是趕緊

回家與眾昆仲與子侄們討論。因為徐家祖先墳墓散處四方，要掃墓相當不

方便，如果在獅頭崎經營起家族墓園，可以仿傚《周禮》族葬的方式，將

祖先墳塚移至嘉義市近郊，更方便於管理，也不必擔心祖先墳墓會受到破

壞。在取得家族成員同意後，嘉義徐家就將土地買了下來，自大正元年

（1912）冬天開始動土興工，由徐杰夫的妹夫李占欣相度地勢，58陸續將祖

先墳塚遷移至此，一直到大正7年（1918）方完工。徐杰夫還為此書寫〈鎮

57　參見杜贊奇，《文化、權力與國家　　1900~1942年的華北農村》（江蘇：江蘇人民出版社，1994年），頁

122、126；顏尚文、潘是輝，〈王得祿宗教信仰行蹟之研究〉，收入顏尚文主編，《嘉義研究　　王得祿專

輯》（嘉義：中正大學臺灣人文研究中心，2008年），頁56。

58　徐杰夫，〈徐家墓地經營顛末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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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徐氏塋阡記〉記錄下梗概，並刻在石碑上，由徐埴夫、徐緝夫、徐乃庚

等家族成員一同掛名，樹立於墓園之入口處。59

大正11年（1922）時，徐杰夫為使後世子孫都能明瞭家族祖先源流，

又刻製〈嘉義徐家先祖來由碑〉，安置於墓園之中。60家族墓園工程至此已

大致完工。徐杰夫晚年回憶此事時寫下：

墓門拱木樹森森，外祖遺骸幾度尋，卒幸歸南營祭葬，佳城築就體

親心。

營造家族墓園並且樹立〈嘉義徐家先祖來由碑〉，雖然相當辛苦，卻

是凝聚家族向心力的良策。至今嘉義徐家大部份成員，都安奉於此，顯示

家族成員對於家族墓園的向心力之堅強。

嘉義其他家族，如王家與賴家都有開創家族的英雄人物，如王家的王

得祿、賴家的賴時輝夫妻。他們都有豐功偉業，因而都有屬於自己的風水

寶地，家族成員都不敢在附近下葬，深怕損及家族風水地理。徐家在發展

上並無此顧慮，因此能夠群策群心營造屬於自家專用的墓園，風格殊異其

他家族。

伍、結論

在清治時期，嘉義徐家徐德新以捐賑得到貢生，四弟徐德烜與侄子徐

念修都是廩生，兒子徐杰夫、侄子徐埴夫也都是秀才，五弟徐德欽更考上

59　徐杰夫，〈鎮平徐氏塋阡記〉。

60　徐杰夫，〈嘉義徐家先祖來由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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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士，使嘉義徐家成為嘉義地區首屈一指的家族。這份榮耀，不僅靠軍功

起家的王得祿家族無法企及，連有「五子競遊泮水，兩貢兩廩一庠」的賴

時輝家族都自嘆弗如，從而奠定嘉義第一世家之地位。

日治時期徐德新進入保良局後授配紳章，更陸續擔任嘉義南區街庄長

與嘉義廳參事。長子徐杰夫隨著父親的腳步也授配勳章，持續擔任嘉義廳

山仔頂區庄長以及嘉義廳參事，更擔任嘉義區長達12年之久。日治時期在

嘉義地方政治上，實無其他家族能出其右。

嘉義徐家之所以有如此的成就，在於比起嘉義各大家族中，嘉義徐家

最善於經營家族。嘉義徐家將家族聚居地遷到山仔頂「徐厝」，採取同財

共爨的聚居生活方式，更仿傚臺灣其他大家族的作法，修建家族墓園，因

此凝聚起家族成員的向心力，增加家族成員的集體競爭力。

嘉義徐家也在日本東京置產，將子侄們都送至日本內地，藉此熟悉日

本社會文化習性。後代子孫多能從日本各大學取得學位，終能人才輩出，

開枝散葉。徐杰夫也積極培養子弟們參與公共事務，讓眾昆仲特別是徐乃

庚得以成為另一號人物。

此外，嘉義徐家也積極與各大家族間聯姻，藉以廣結親緣。並在公共

領域上，如雲嘉地區最重要的宗教聖地　　北港朝天宮與新港奉天宮，都

積極奉獻，而都佔有一席之地，這都顯示出徐家大家長的卓越領導智慧與

恢宏之遠見。比起嘉義其他家族，嘉義徐家的顯赫與豐榮顯然是傲視一

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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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一】

晉贈朝議大夫賜同進士出身工部主政徐煇石君傳

君姓徐氏，諱德欽，字仞千，煇石其號。粵東嘉應鎮平望族。祖耀中公，

東渡臺灣，僑居之時，隸嘉義之他里霧堡布姜崙莊，遂寄籍焉。生君父超

蘭公，克世其德，舉丈夫。子五人：長德祥先生，為原配黃恭人出。次德

昭、德新、德烜，暨君為繼配林恭人出。君於昆季，序居第五，有白眉

最良之目。方壬戌三月，戴萬生之揭竿彰化也，匪氛煽及嘉義，超蘭公挈

眷避亂，輾轉以入嘉城，寄寓北門街。君時年僅十一耳，就外傅讀書，

出入必告，已稱端謹。甲子春，地方稍靜，超蘭公往舊居料理租務，得病

回城，遽爾告終。君哀毀一若成人，每自塾歸，輒痛哭不食。母夫人多方

詢之，則曰：兒思父不欲食也。越乙丑，德祥先生，折歸他里霧堡，君與

諸兄，仍奉母在城。丙寅卜宅菁仔市街，遂定居焉。壬申出應府縣試，以

第一人送院補博士弟子員，文名大噪。癸酉鄉試，荐而不售，在家教讀為

業，士爭負笈以從。旋丁內艱哀毀，骨立服闋。逢科歲試，疊獲優等，與

德烜先生均以上舍生食餼於庠。辛巳冬，德昭先生積勞捐舘，君雖鴒原

抱痛，料理喪事，必準於禮。乙酉舉登賢書，丙戌聯捷成進士，官工部屯

田司主事。侄念修，亦於是年入泮，閭里榮之。冬十月，請假回籍，應邑

侯羅公建祥聘主講玉峯書院。時玉峯頹廢，久賴振興焉。君狀貌清，天性

孝友，有古人推財讓產之風。於書無所不讀，詩古文詞，卓然自成一家。

所交多知名士，暇時或向朋輩之精岐黃者談養生法，生平以作育人材為己

任，一切地方義舉，糜不竭力贊襄。在藉時，值臺撫劉公銘傳，奏准清丈

田園，諭辦嘉安總局。戊子秋，施逆不靖，圍攻彰城。嘉彰毗連，君兼綜

團防局務，從容佈置，於簡精華等則招撫之。一面遣連日春，馳赴各庄聯

絡紳耆，勉以大義。時新邑主包公容，下車伊始，風俗人情，均未深悉。

每有所詢，必盡言無隱。撫軍聞警，亦檄調萬鎮軍等，統率營勇，後先馳

至，人心乃安，然匪氛尤未靖也。君探知確情，密稟鎮軍，派勇勦補，殺

賊於西門外十二里之正音厝，匪勢稍戢。嗣沈方伯應奎、林統領朝棟南來

疏通嘉彰道路，辦理撫綏事宜，君又購獲逆首送案，嘉義地方，賴以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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輯。亂平，君深知清丈田園，民有窒碍難行者。商諸各紳，稟請臺南知府

羅公大佑，轉詳撫軍，奏免丈費；並准沿海沿山埔地暨瘠薄田園，改為不

入則，減輕租稅，以紓民困。於是民皆悅服，相率赴領丈單，全臺清丈，

一律告竣。撫軍嘉君急公好義，會同閩督，專摺奏獎花翎五品銜。已丑三

月，奉到部文咨准，適遇覃恩之年，奉旨加三級，遂籲請封贈祖父母、

父母，以光泉壤。庚寅奉到誥軸，自以草野微臣，疊受皇恩，正欲回粵謁

祖，入都供職，罔料天弗永年，一病不起，悲哉！君體質素弱，方春二

月，患喀血之症，猶勉強支持，夜評課藝，日辦局務。四月，突接德祥先

生哀訃，疾遂增劇。延至季夏，竟赴召修文，距生咸豐癸丑，得年僅三十

有八年耳！所著《荊花書屋詩文集》尚未授梓，淑配蔡恭人，先君二年

卒，子乃梅、乃燧，女二，簉室薛、邱氏。論曰：丙戌會試，臺士之穫隽

者，君與林君起東耳！二君居同里，同登黃甲，同官工部，臺人嘖嘖傳為

盛事，乃甫歷五年，同遭鵬厄，相距纔數日耳。抑何造物忌才若是耶！余

戊戌歸自臺北，道經嘉城，謁德新先生於菁市街，喜君有子，能讀父書。

欲訪林君故居而不可得，聞後人式微，無繼起者。回念舊交，風流雲散，

死者既不可作一自滄桑變，後生者亦相見無期，詠落月屋梁之句，未嘗不

心傷也。己亥冬，嗣君乃梅郵寄事畧，囑為編纂。噫！余何人斯，其足以

傳君耶！然默計君文章經濟，為臺島二百年來有數人物，轉幸微名，或附

君以傳，不揣固陋，述其大要，以俟當世之採風者。

　　　　　　　　　　　　　　揀選知縣舉人愚弟蔡國琳拜撰

　　　　　　　　　　　　　　　　　生員受業生張建光敬書

說明：蔡國琳所著〈德欽正傳〉原稱〈晉贈朝議大夫賜同進士出身工部主

政徐煇石君傳〉，雲林縣文獻委員會有將其字軸照片刊登於《雲林

文獻》二卷二期目錄之前。《雲林文獻》內文刊錄的〈德欽正傳〉

中與字軸〈晉贈朝議大夫賜同進士出身工部主政徐煇石君傳〉原文

有多字出入，茲據〈晉贈朝議大夫賜同進士出身工部主政徐煇石君

傳〉字軸校對後，刊出全文，以存實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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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國琳所著〈晉贈朝議大夫賜同進士出身工部主政徐煇石君傳〉，見《雲林

文獻》二卷二期目錄之前照片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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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二】

鎮平徐氏塋阡記

距嘉義東郭里許，其地有獅岡焉；層巒疊嶂，泉水瀠洄，深秀而蔚然形

象。過其地，咸謂吉壤中藏，合於坐靈宅厝之區。予乃怦然心動，歸而謀

諸弟曰：曾王父自前清嘉慶十有四年，由粵渡臺，至予兄弟凡四世而家五

遷。其間卜兆窀穸，遠或數里外，近或墦冢間；欲倣《周禮》冢人族葬之

義而不可得，盍亦購其地而用諸。辛亥冬，乃于獅岡東南之隴，鳩工築

造，敬奉先人遺骨，安斯兆域而封樹之。雖昭穆位次弗克秩然，而地逈毋

虞窪濕，牛羊毋憂踐踏。春秋以時祭祀，亦得竭追遠至誠，則庶有軌乎，

事生事存之意也。職工既臧，謹表而勒諸石。

大正七年歲次戊午仲春上濟

　　　　　　　　　　　　　　　　　　　　　　杰夫敬撰并書

　　　　　　　　　　　　　　　　　　　　　　緝夫

　　　　　　　　　　　　　　　　　　　　　　埴夫　仝勒石

　　　　　　　　　　　　　　　　　　　　　　乃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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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鎮平徐氏塋阡記〉碑，立於獅岡徐氏墓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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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三】

〈嘉義徐家先祖來由碑〉

高祖元星公，原居粵東嘉應州鎮平縣，鴈鵬公長子，思賓公長孫也。清乾

隆間，值林爽文亂，變產歸梓。次男秀文與五男秀桂公，再旅臺灣。秀文

公早逝，以祖父臺麟公三男德新公、四男德烜公為嗣孫。堂高叔祖揚星

公，係思賓公次男鴈鳳公出，旅臺未久，天弗假年，惜哉！乃與秀文公合

葬於溫厝角莊，坐卯向酉兼甲庚水出辛。

大正十一年壬戌仲春月十九世孫立石

嘉義徐家先祖來由碑，位於獅岡徐氏

墓園。

說明：原碑無題，茲據碑文內容擬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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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四】

徐家墓地經營顛末記

大正十有一年壬戌之春，卜吉將於墓地樹立紀念碑，苦無腹案。會遠自竹

南頭分蒞嘉之旅，姪煌暄君造訪，聞予言，欣然畫策。於是鳩工庀材，築

造經五閱月之久而碑成，遂濟有終之美。然溯自墓地刱造之初，幾多挫

折，費苦心者屢矣！其始相度地勢者，妹丈李君占欣也。營族葬地雖予首

倡，而贊襄者，則四弟埴夫，十弟緝夫也，胞弟乃庚及從姪先燾、先汀、

先全。

〈徐家墓地經營顛末記〉碑，立於獅岡徐

氏墓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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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五】

六十有一初度述懷詩

艾色蒼蒼兩鬢絲，雄心猶似少年時，從茲學易期無過，孔聖嘉言是我師。

一掇芹香轉眼過，漫將碌碌比蕭何，青衿今已儒生誤，故我依然鬢髮皤。

文物衣冠劫後更，頻年附驥博虛名，昂頭未遂鵬飛志，悵望雲程百感生。

經營族葬卜獅岡，築造鳩工歲歲忙，垂裕後昆承世澤，燕山祖德永留芳。

義方教子遠鄉居，負笈東都十載餘，他日學成能致用，榮歸光大我門閭。

孝友傳家勒座銘，私心祇願篤前型，未能寡過知非日，愧我堂前署德星。

歲大正癸亥冬，予適五十有一初度，兩弟及予姪輩逢暑假之便，先期招待

親朋，佐以名花侑酒，謀上壽而稱觴之。予再四堅辭不得，乃於六月廿八

日登堂拜壽。時苦旱，翹首而望雲霓者眾矣！是日忽大雨滂沱，眾欣然色

喜，愁眉為之一展。予乃口占絕句云：南州逢旱魃，被害抑何深，翹首雲

霓望，上天忽雨金。爰錄之，以為他日之紀念云爾。

昭和十四年歲次己卯冬楸軒徐杰夫

書於諸羅城西客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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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杰夫晚年及其詩作（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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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政安危繫一身，勵精未敢作閑人，自彊不息逢花甲，既翕堂開富貴春。

滛雨連緜濁浪高，堤防沖潰水滔滔，村民苦乏安瀾策，借箸籌謀避怒濤。

財源氾濫下江河，共濟同舟冒險過，擊楫中流心膽壯，狂瀾力挽靜無波。

棫樸遺風自古揚，口傳指畫類膠庠，育英不惜千金擲，造就人才作棟樑。

世事如棋百感灰，生成俠骨獨輕財，親朋永結同心契，毋使顛連築債臺。

墓門拱木樹森森，外祖遺骸幾度尋，卒幸歸南營祭葬，佳城築就體親心。

鶴駕臨臺序一班，蹌蹌濟濟覲龍顏，九重又降如天澤，綠綬褒章姓宇頒。

解組歸來百事慵，行吟隴畔唱興農，躬耕早具隆中策，羨煞南陽一臥龍。

懷才欲試未逢時，堅木應兼利器施，畢竟西河人傑出，耕畲助我也揚眉。

教人稼穡一心堅，苦歷風霜已十年，實業競爭資敏腕，漫嗤老大學耕田。

田疇萬頃效深耕，灌溉施肥次第行，努力果能增地力，登場納稼慶豐盈。

菸草栽培闢一區，改良地質變膏腴，潛心究得耕耘法，勝種蠶桑八百株。

得意場中失意時，含悲忍苦少人知，堦前喜見蘭孫茂，桂子香飄尚五枝。

經濟難關鎻未開，風雲不測劈空來，移山素抱愚公志，憑藉天心力挽回。

辛苦艱難久備嘗，甘餘蔗境興偏長，居家得敘天倫樂，繞膝兒孫笑舉觴。

轉瞬知非十載過，一生心血半消磨，杖鄉差幸精神健，入座春風快意多。

昭和十四年歲次己卯仲冬月於

諸羅城西客邸

六七楸軒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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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evelopment of Chiayi Xu Family

Shih-Hui Pan

Abstract
Chiayi Xu Family in the Qing Dynasty period and the Japanese rule of 

Taiwan is the leading family of Chiayi . Chiayi Xu family has such a result, is 

good at operating family. They settlements in "Xu house" to take the same wealth 

of living style, but also the construction of a family cemetery, so the family 

members of the centripetal force is better than other families. Chiayi Xu also 

children will be sent to study in Japan, descendants of the descendants of the 

University of Japan can get a degree, and ultimately talented people.

Chiayi Xu Family are also actively cultivating his children to participate 

in public affairs, and even with the major families, and in the public domain. 

This shows the leaders of Xu's great leadership wisdom and magnifi cent vision, 

compared to other family Chiayi, Chiayi Xu's prominent is clearly disdain. 

Keywords: Family history、Chiayi、Xu Family

* Ph. D, National Chung Cheng University, Department of Histor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