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漳州濟陽派蔡氏祖譜（據蔡大興1994年編成的《蔡氏族譜》，只錄與海月岩有關的部份）

推測這是漳浦或雲霄一個叫蔡鎜的家族，在雍正8年(庚戌1730)以明崇禎南京工部尚書蔡思充為模型編造的。

鎜的兄弟與兒孫輩也是金水木字旁，且金都在下面，水字輩九個中有浩涇渭三個出現在這譜的十二個中，又

三世孫蔡澧與這譜中蔡鑰的家族人名相似度也很高；這家族奉南宋潮州蔡規甫為祖，而這譜裡有一溪南公的

子孫多移居海豐、潮州，顯示編者與豐、潮的連繫；金水木字輩與蔡思充兒孫同年代，又蔡思充號元岡，蔡

鎜號中崗，蔡鋻號崇崗，兩家似有來往，可能是西林的家族；而從溪南公族譜裡的地名看(葬埔頂，長子崇岳

葬大溪內)，造譜地點可能就在西林附近，而且這譜與西林族譜都有一對兄弟「廷瑚、廷璉」，更顯示編者與

西林的關係(若非西林譜抄襲)。祖譜中漏洞明顯：蔡允恭雖是濟陽蔡氏後代，但他是湖北江陵人，舊唐書記載

他「卒於家」，他不可能到過閩南，他死後約五十年才是陳元光開漳州的垂拱二年(686)；蔡允恭沒入過相；

又據漳州府誌，直至北宋末年，全漳州沒有姓蔡的知縣。

唐銀青光祿大夫大中公諱允恭來閩，垂拱二年，公以參軍兼文學館學士，讜論忤旨，謫鎮南閩，後

復入相。時長、二子守宗家故地上蔡，四季子隨公之任，因家南閩大溪。公沒葬在大溪山角蓮池上，

葬二所，穴名下山虎，面前有蔡公亭在焉。    （葬處另有二說：尤溪上角蓮花山池上穴、龍溪新恩里嶼頭。）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蔡允恭 1鋈、2鎧、3鋚、5銑、6鑰   (3456居南閩; 12居河南上蔡 , 但鎧八世孫燧又隨王審知入閩, 遷莆田)

4銴 1涇、2洸、3左火右舀、4渭、5湜

  居南閩大溪 6澄 秬 崇忠 德基

  漳州府知縣 德私 必珍 廷芝      (孫遷荷荹)

必珻 全仔     贅在馬坪

稠 萃忠 德潤 必輯 順甫     分居荷荹

  葬在海月岩 榮甫     分居西山

  前肚臍嶺 達甫

文甫     分居沙崗

必忠

秠 言忠 德宣 必炎 廷英     分居默坑

廷芝→2烺1焆→2軫3輦1軾 ("上十下早"借用"車")   澄八世孫軾因兵荒遷居荷荹
註：南閩大溪是平和縣的大溪，荷荹在雲霄縣東廈鎮，馬坪在漳浦縣東北部，離海月岩各約60,11,65公里；默

     坑或許是綏安馬坑社。肚臍嶺指海月岩山(鷲嶺)的山腰平台。必輯的輩份似應屬於唐代，而甫字輩卻在

     南宋，可能是因沒有現成的祖譜可用而被略了十幾代。甫字輩離陳元光開漳州五百多年，而根據科學分析，

     福建人血統有1/4來自北漢，3/4來自閩越。

漳浦海月岩(港裡)蔡氏祖譜（據1994年蔡大興的蔡氏族譜，原始來源是乾隆雲霄官田譜）

從甫、谷兩代的全部分居、多得不合理的單傳、海月岩的輩字是祈福性的〝谷福宗永〞等跡象看來，前幾代

的名字很可疑，可信的可能是從甫字輩的五世孫開始。因開頭的「彰奇…殺死…」似應是後加的，故編造時

間可能在義民南詔被殺的1561年之前。蔡襄七世孫規甫約在1245年任潮州知州而居潮州，這應是蔡氏以甫為

始祖的最早起源，且在1426年時就已有人模仿。在明代，海月岩蔡氏可能也是傳說祖先是來自莆仙的官員。

彰奇(哥)前去林叔謙家進贅改姓作林遜才

本縣差義民往南詔橋頭與賊交鋒殺死    (據詔安縣誌卷7可能是1561年, 南詔是詔安的縣城.)

今傅麻此仕義仕昭等是                            (仕是第七代, 彰是第八代, 彰奇可能生於1530年左右.)

一 二 三 四 五

達甫 谷賢 福生   折籍雲霄住，葬在大股山 (大虎山，即右白虎的海月岩山，有人稱虎頭山)

谷祥 福德 應宗 永寧

  港裡住，  ("上火下口"   葬達甫墓前               俱葬大股山 (輩字：谷福宗永)

  葬港裡     借用"谷") 朝宗 永潤

  金吾廟後 谷住 人生   前往西林寨中被賊陳世民殺死無嗣

註：西林在雲霄縣，該事件發生於1361年，以30年為一代，達甫可能生於1280左右。

五(1) 六(2) 七(3) 八(4) 九(5) 十(6) 十一(7)
永寧 宗輔 仕烈 守仔

  葬在達甫祖 守三 以誠 日升 仙仔   在大安公平墟住(陸豐大安墟,

  墓前   字彰善 發仔 海豐公平墟)

福仔

結仔

日益

守二



（續）港裡(海月岩)蔡氏祖譜 －明代
五(1) 六(2) 七(3) 八(4) 九(5) 十(6) 十一(7) 十二(8)
永潤 宗孟 大恩 彰夫 甲子

龍江

遷二 細仔

湖仔

宗仁 仕喬 彰鳴 以傑 日就 三才   生員 惟梆、惟栁、惟榚

四愈 (三才 諱纘沂，生員)

鑽仔

仕嘉 彰遠 以遂 健仔 三四仔

敬 尾仔

以迶

仕安 甫仔

日仔

宗義 仕材 彰德 思齊 日強 外仔

日盛 忠仔

思賢

思聖

仕達 彰厚

宗渃 仕政 吉夫

  壽官 哲夫 思弟 欽

鎬 秦

有

思仁 鈺 弁

瀷（無"田"）

穆（"小"寫為"大"）

武

敏夫 思孝 錦 淳

浹

源

澤

鑨 泓

湜

思忠 鏕 潒

  生員 潚

瀍

仕矩 貴夫 蕙(上黃下心) 鑑

萱 錫仔

芹 四仔

特夫 蘭 回仔

荷 鎖仔

蓮 十仔

上西下心  二
仕政葬在大股山；仕矩葬在竹宅深泉(雲霄竹塔村)；哲夫附在仕政東平(閩南語東邊)手臂尾；

吉夫葬在埔后(後?)山；敏夫葬金吾王(前朱雀)廟西烏坵田上。(似乎是仕政的後代在保管這族譜)

註：這祖譜可能不完整，因開頭提到的仕義、仕昭與彰奇都不在譜中。以30年為一代算，若第八(4)代彰奇生

       於1530年左右，則第十二(8)代生於1650年左右，而清初禁海遷界是在1661年，修譜可能因而中斷。

註：住港裡的有22/30是〝達甫→谷祥→福德→朝宗→永潤→宗渃→仕政+仕矩〞的後代，但如果仕矩已遷

       出到竹宅深泉，則有15/23是〝仕政→哲夫+敏夫〞的後代。修譜時，或許仕矩已遷居外地，或他的五世

       孫尚未出生而貴夫與特夫仍在世，但彰字輩與他們父親的葬處都沒記載，是否子孫已遷出？

註：思忠應該就是明崇禎南京工部尚書蔡思充，可能已全家遷居雲霄西林，子孫又遷居官田、前塗。

註：生員即秀才。壽官是德行為鄉里所敬服的70歲以上老人，經推薦再由縣官遴選而獲頒冠帶者的俗稱。明

       代共詔頒耆老冠帶19次，萬曆的 -1(1572)、10、29、34年是最後四次，每次每縣數人至數十人。因第八

       代彰奇於1561年討賊被殺，估計第七代仕政生於1510前後，且他亡於萬曆32年之前，故他可能是在萬曆

       10或29年獲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