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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十二世  顏嘉德

顏思齊開拓臺灣史略 (4)

臺灣通史論顏、鄭

現在，在臺灣研究臺灣的歷史，都是以連橫著「臺

灣通史為依據，連雅堂著「臺灣通史」修訂校正版下冊卷 

二十九，列傳中所述的顏、鄭列傳：

連橫曰：臺灣固海上荒島，我先民入而拓之，故自開

闢以來，我族我宗之依食於茲者，不知共幾何年。而史文零

落，碩德無聞，余甚憾之。間常陟高山，臨深谷，攬懷古跡，

憑弔興亡，徘徊而不能去；又賞過諸羅野，游三界之埔，田

夫故老，往往道顏思齊之事。而墓門已圮，宿草罪焉。烏乎！

是豈非手招拓臺灣之壯士也歟！而今何如哉！故余敘列傳，

以思齊為首，而芝龍附焉。

思齊，福建海澄人，字振泉，雄健，精武藝。遭宦家

之辱，憤殺其僕，逃日本為縫工。數年，家漸富，仗義疏

財，眾信倚之。天啓四年夏，華船多至長崎貿易，有船主楊

天生也福 建省晉江人，桀點多智，與思齊相友善。當是時，

德川幕府秉政，文恬武嬉，思齊謀起事，天生助之。游說李

德、洪陞、陳衷紀、鄭芝龍等二十有八人，皆豪士也。六月

望日，會於思齊所，禱告皇天后土，以次為兄弟，芝龍最少，

年十八，才略過人，思齊重之。



99芝龍，南安石井人，少名一官，字飛黃，父紹祖為泉

州太守葉善繼吏。芝龍方十歲，賞戲投石子，誤中太守額，

太守擒治之，見其狀貌，笑而釋焉。居無何，落魄之日本，

娶平戶士人女田川氏，生成功。

思齊既謀起事，事洩，幕吏將捕之，各駕船逃及出海， 

皇皇無所之，衷紀進曰：「吾聞臺灣為海上荒島，勢控東南， 

地肥饒可霸，今當先取其地，然後侵略四方，則扶余之業可

成也。」從之，航行八日夜，至臺灣，入北港，築寨以居，

鎭撫土蕃，分發所部耕獵，未幾而紹祖死，芝龍昆仲多入台，

漳、泉無業之民亦先後至，凡三千餘人。

五年秋九月，思齊率健兒入諸羅山打獵：歡飲大醉，

傷寒 病，數曰篤，召芝龍諸人而告曰：「不佞諸位共事二載，

本期建立功業，揚中國聲名。今壯志未遂，中道夭折，公等

其繼起。」言罷而泣，眾也泣。思齊死，葬於諸羅東南三界

埔山， 其墓猶存。卒哭之曰，天生議舉一人為主，眾曰可。

乃奉盤錠割而盟，以劍插米，各當劍拜、共約拜而劍躍起者

為主。至芝龍，而劍躍出地，眾乃服，推為魁，然大權仍歸

衷紀。衷紀亦海澄人，最傑鷺，芝龍猶陽奉焉。

17. 鄭芝龍 （臺灣通史 93 頁）

鄭芝龍，福建南安人，字飛皇，小字一官。原為海盜，

縱橫於福建浙江沿海。芝龍年十八歲時，至澳門的舅舅黃程

處學習經商，並於澳門接受天主教洗禮，教名尼古拉斯，之

後往來東南各地，追隨於日本平戶島華僑鉅賈李旦門下，李

旦過世後，逐漸接收勢力（一六二三）繼承李旦的事業船隊。

但因日本實行鎖國政策，逐於一六二一年與同黨顏思齊將基

地從日本正式遷到臺灣笨港（今北港附近），開拓台南以北

到嘉義附近沿海一帶地區，並築十個營寨。此後不久，荷蘭

人登島，驅逐了以臺灣島為基地的日籍海盜，鄭芝龍逐攜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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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子定居於大陸沿海離島，以劫掠為生，是當時福建沿海勢力

最大的一支海上勢力，橫行於閩海。

崇禎元年，福建總督招安盜海，鄭芝龍奉招歸附明朝

政府，一六二八年接受福建巡撫招安，打敗海盜劉香，為明

朝守備沿海，以防海盜和荷蘭人進攻，官至都督總兵，不久

便攜妻子返回老家南安，成為當地首富，他是唯——位娶了

日本人欲仍能正式返回大陸的海盜。

不久福建省內發生旱災，鄭芝龍以巨船載饑民數萬殖

民臺灣，他給每位移民「三金一牛」的資助，令他們自行拓

殖。當時臺灣的土地肥沃氣候宜人，據史書記載當時徒殖的

難民，不久便能夠衣錦還鄉，因此而引發臺灣移民的浪潮，

這是歷史上首次大規模有組織由大陸向臺灣移民。

當時的臺灣島，為荷蘭人所統治，荷蘭人在島內修築

安平，赤崁兩城，但住防只有兩千多人，而大陸移民卻多達

萬，荷蘭人無力治理全台，城外便為鄭芝龍的天下，殖民的

中國人均須向鄭氏納稅，鄭氏也因此聚斂了大量財富，富可

敵國。

順治元年，南明永曆皇帝冊封芝龍為安南伯，福建總

鎭，負責福建全省抗清任務。順治二年閏六月，鄭芝龍，鄭

鴻達兄弟在福州奉明唐王朱聿鍵為帝，年號「隆武」，鄭芝

龍被冊封南安侯，負責南明所有軍事事務，一時間權頃朝

野，短短的幾個月時光，是鄭芝龍政治生涯的頂峯，由於鄭

氏的武官和黃道周為首的文官不合，鄭氏無法控制朝廷，認

為復明無望，乃撒仙霞嶺兵防，降清，時為一六四六年，順

治三年清軍攻克福建，擒隆武帝朱聿鍵，其子鄭成功曾苦勸

鄭芝龍同去臺灣未果，逐儒冠儒服祭拜孔廟，率部出海，之

後，鄭芝龍為清人挾持至北京，編入漢軍正黃旗，再轉鑲紅

旗，兩年後一六四八 年，賜三等子爵，一六五三年晉封同

安伯。



101為了安撫鄭成功，清廷對投降的鄭芝龍優待有加。

數奉皇帝命令勸其子鄭成功投降，鄭成功均堅辭不受。

一六六五年，有人彈劾鄭芝龍縱子叛國，乃被削爵下獄，兩

年後黃梧上疏力主叛將家族當逐出北京，鄭芝龍乃被充軍吉

林寧古塔，惟未果行。順治十四年福建巡撫，截獲鄭芝龍與

鄭成功私信，議政王大臣逐以通敵罪名，奏請將鄭氏全家斬

首，後改為流徒寧古塔。順治十八年春順治帝亡，輔臣輔政

十月頒詔斬鄭芝龍於寧古塔。

18. 信仰與寺廟

漢人大量移入臺灣，往往是同鄉或同宗聚居在一個或

鄰近數個村莊。對新建村莊，也常用原鄉地名或自己姓氏做

地名，為安撫心靈寄託，建廟供奉供同信仰的神明。廟宇就

成為移民社會信仰及活動中心。不同祖籍移民，供奉神明亦

有不同。一般而言：供奉開漳聖王多為漳籍移民；供奉保生

大帝者，多為泉籍移民，供奉三山國王者多為客籍移民。但

是也有一些神明如，媽祖、關聖帝君、福德正神…是大家共

同供奉的。此外，還有透過宗親及血緣關係，為求聯誼，團

結互助，展開宗族組織，以原鄉較顯赫的同姓人物，為祭祀

對象。

—、開漳聖王

唐代陳元光將軍河南光州人，

於梁太祖開平三年（九 O 九）率子

弟兵來漳州府開拓漳州有功，漳州

人為感念他，乃建廟奉祀，尊稱為

開漳聖王。臺灣有漳州籍移民住的

地方多蓋有廟供奉，開漳聖王成為

漳籍的保護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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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二、 保生大帝 

保生大帝又稱吳眞人，姓吳名本，宋興國四年（979 年

3 月 15 日）生於同安，立志學醫，醫術高明，漳泉人，感

念救人的功德建廟奉祀，臺灣漳泉籍移民以保生大帝為守護

神。

三、三山國王廟

客家人原住中原，遷居粵東嶺靑後，把中原自然崇拜

的風氣帶來，不忘本，將原住地幾座有名的山，如獨山、明

山及巾山做為崇拜與記憶的對象，尊為客家人，建廟奉祀三

山國王。三山國王便成為客家聚落守護神。

四、唐山祖

唐山指中國，是移民來台住在鄰近地方，不一定有血

緣關係以原鄉比較有顯赫的同姓人物，為祭祀對象，以聯誼

互助團結宗親，用入股的方式組成的祭祀單位。

五、開台祖

開台祖，是由一群有血緣關係的同姓者，為求聯誼互

助與 團結，以來台第一代或後代有名，顯赫者為祭祀對象，

由祖產中抽出部分資產做為祭祀費用的方式，所組成的宗族

組織便是。

思齊公倡導信奉媽祖，來臺灣後，將福建湄洲媽祖請

來做保護神，起初稱船仔媽，現在是開台媽祖。

六、船仔媽

思齊公部下劉定國於一六二一年冬從福建湄洲天后宮，

請求媽祖護祐來台，在笨港永駐，是時尚無廟堂落腳，便由

十寨居民輪流供奉、通稱船仔媽，於是船仔媽之名，響徹笨

港從此護祐臺灣。



103七、天妃宮

康熙三十九年（一七 OO）由於船仔媽護祐地方很快發 

達，笨港居民捐資興建天妃宮於笨港街供奉船仔媽，由居民

崇祀、膜拜。這是笨港第一座寺廟，因此人口聚增，生意興

隆，頓時成為臺灣西海岸最大集鎭。

八、天后宮

雍正二年（一七二四）笨港縣丞孫魯，表示笨港已發

展為南、北交通孔道，海上船民避風港，人民對寺廟的依靠

與需要，及心靈的寄託，都是造成香火鼎盛原因。有見如此

須建立寺廟管理制度，並將天妃宮改為天后宮，由主持僧津

渡負責。這個規定是民眾敬香時，常贈香油錢，此類獻金數

目可觀，為不落入個人或商團之手，而歸寺廟運用，此舉是

有其長遠意義。

九、奉天宮

在臺灣史上，人人皆知的清伯爵加太子保銜浙江與福

建兩省水師提督王得錄，在嘉慶十六年（一八一一）認為天

后宮是座很有歷史的媽祖廟，因為洪水氾濫，房屋及廟宇為

之傾倒，人民心靈頓時失去寄託，把天后宮從笨港街原址，

遷建到東南二公里半地勢較高的麻園寮，同時將麻園寮改名

叫新港。

中國在習俗上，自古人名或地名，大多是兩個字或三

個字，而笨新南港是四個字，就把笨字省略，改稱新南港。

奉天宮的宮名是王得祿上奏嘉慶御賜的宮名，同時將新南港

的南字省略，改稱新港。這就是船仔媽、天妃宮、天后宮到

奉天宮及笨新南港、新南港到新港演變的經過。

奉天宮奉祀原笨港媽祖的祖媽即船仔媽，是臺灣奉祀

最早的媽祖。

顏思齊開拓臺灣史略 (4)



104 奉天宮建廟用地，為何姓人家奉捐，經十二年始於嘉

慶 十六年（一八一一）峻工落成。從此，笨港媽祖的香火

在新港 地區綿延不絕。現在已成為臺灣信仰中心之一。

據學者研究考證，笨港是漢人顏思齊最早到臺灣開發

的地區。船仔媽也是顏思齊最早從福建湄洲請來。奉天宮船

仔媽 旋即由信善稱開台媽祖，因此奉天宮的歷史自明末至

今，已有三百多年，若從建廟算起，也有二百多年了。

媽祖，歷史上確有其人，她是福建莆田湄州人。姓林

名字叫默娘，傳說她父親林惟葱是個都巡檢。媽祖起初在笨

港一帶叫船仔媽，而後有天妃、天后，天上聖母或天后聖母

等名稱。媽祖是福建人對這位神女的尊稱，廣東人則稱之為

阿婆，阿祖。

據傳說：林氏女生於宋太祖建隆元年（九六 O）三月 

二十三日，逝於太宗雍熙四年（九八七）九月初九。是漁村 

女，長在海濱，能言人休咎，能知人禍福，擅長醫術，通曉

天文氣象，預言天氣變化、熟習水性，喜駕舟船，常在海上

救難，其善心美德深得鄉人崇敬。因此，林女死後，鄉人為

紀念她，就在湄州建廟奉祀。成為海上保護神。

海神媽祖成為討海人的保護神，使討漁生活的人，增

加信心，以後，傳到沿海。在中國大量移民臺灣，如在海上

遇到黑水溝，或風險，只要默求林氏女保護，就會安然渡過

危險。臺灣居民，從漳、泉地移民時紛請媽祖分身上船隨行，

此後，臺灣也隨之信奉媽祖了。由於臺灣民眾對媽祖崇拜的

虔誠，使媽祖信仰成為兩岸民眾認同「敦睦鄉誼」的又一種

力量。

媽祖成為東南沿海人民海上守護神，並傳播到沿海各

地及南洋、日本，尤其在臺灣興盛既反映了古代沿海人民，

征服海洋的奮鬥精神，也反映了兩岸人民同根共生的深刻淵

源。



105十、共同信仰

中國自古以來，是由神權、君權而漸及於民權，可是

現在臺灣人民不論甚麼事情仍是先擲菱焚香求神問卜，希望

得到好兆頭獲得心安，除上述分別信奉的保護神之外，尚有

許多共同信奉的神明，如觀音、關公、文昌公、土地公等神

明。總之，不論是何神明都是教人為善 ,教忠教孝。尊行五

倫，對神明有拜就有保佑，即誠心則靈。信不信由你。

19. 臺灣島之源

臺灣本來和中國大陸相連接。據說：在一萬八千年前

冰河時代末期時，由於氣候變遷，冰河融解，海面上升，臺

灣逐漸與中國相離。大約在一萬年前左右 ,形成和目前形狀

大略相似的島嶼，即今臺灣島之形狀。

六千年前有南島人移入（如圖十）。之後，有文字記

載臺灣，始自隋朝，之後至南宋，才又出現臺灣與澎湖的記

載。南宋時澎湖已成為閩南人捕魚時的聚散地。在史書文忠

集汪大猶著神道碑，就有海中大洲號澎湖，邦人就置粟，麻

的記載。又於一一七一年南宋乾道七年，泉州知縣汪大猶，

曾遣軍民屯居澎湖戌守，澎湖時稱平澎，自此算是中國官方

首次在澎湖住兵，然其只是臨時性，不久即廢置。

南島語分布圖（圖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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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理宗時，趙汝括撰諸番記中則云：泉外海島曰澎湖，

隸晉江縣，由此可知在宋代時，已耕作於澎湖，並曾派兵來，

以防守鄰邦入侵擾。由此觀之，就是說澎湖自此時，已入中

國版圖。

元代（一三四一）至正年間，才又在澎湖置巡檢司，

仍隸泉州晉江縣。在文史文苑寺中有陳信惠，晉江人，曾任

澎湖巡檢，可謂臺灣最早的有職官員記載。但不久就廢置

了，到四百年前後開始，始有漢人川往臺灣。明末天啓年間，

才有顏思齊領導大批漢人陸續入墾定住。

20. 臺灣棄留論

鄭克塽之亂，康熙二十二年（一六八三）派施琅進剿，

引起朝中要不要臺灣之爭。康熙也認為臺灣荒蕪之地。彈丸

之 島，得之無所加，棄之無所損。支持皇帝聖意的官員認

為留下臺灣，將耗大量人力、物力，不如將漢人遷回中國以

解決叛亂團體的威脅，即可。而施琅表示不同意見，認為從

國防角度看，舉出四個理由，以說服皇帝與大臣

1. 臺灣是江蘇、浙江、福建、廣東四省的屏障。

2. 為求安定必須遷出全部漢人，實際上辦不到。

3. 不治理臺灣，如荷蘭人或日本必重回來。

4.  如果空荒臺灣，犯法的人都逃到臺灣，反而成為中  

國周遭的隱憂。

以上正反兩派經過討論，最後康熙二十三年決定將臺

灣正代納入清朝版圖。採取消極的治台政策，其辦法”

1. 現居臺灣沒有妻室或犯罪者，皆遷回中國內地。

2. 頒發渡台禁令

（1）欲渡台者，必須在原籍申請，憑許可證放行。

（2）渡台者，不准攜眷，已渡台者也不得招家屬。



107由於先前開放時已有二十多萬漢人到臺灣，現在為了

限制移民，又被迫遷回到大陸原籍者約有十萬人，約占在臺

灣漢人的一半，造成「人去業空」的現象。後來有許多被迫

遷回的人，不願放棄墾拓已有的成績，又紛紛偷渡，在海上

通過黑水溝時又造成很多悲劇（如餌魚、種芋等），出現「唐

山過臺灣，心肝結歸丸」怨言。

乾隆十七年（一七五二）臺灣知縣描述偷渡客的慘痛

遭遇如下：

偷渡客通常要經過稱為「客頭」的擄客安排，收了錢

將眾多的偷渡客送進船的底艙為避免官軍發現，將艙蓋釘牢

不讓他們出來。萬一船舶失事，這些人無法逃生，只有葬身

魚腹，稱作「灌水」。

若是僥倖到達臺灣西部海

邊，客頭硬叫偷渡客先下船到

海上沙舟，稱為「放生」。

在沙舟（灘）上，遇到退

潮時 便可以偷上岸，算是成

功，如遇到漲潮，再不懂水性，

或被礁石困住無法脫離，被戲

稱為「種芋」了。

還有一些偷渡客，正好遇

到漲潮，被海水沖走，無情的

客頭說這叫「餌魚」。

類似這種慘絕人寰的事

情，在臺灣海邊發生在偷渡客

身上，確實有一而再的上演。

這裡附有一張渡台切結書，請

看。

顏思齊開拓臺灣史略 (4)



108 21. 臺灣的族群

明末天啓以前，古笨港流域平埔族，以營漁獵為生，

今北港鎭有番仔溝（番仔里，撫番溝（今撫番里），及鄰近

有番仔厝（今水林鄉的蘇秦村）等地名。皆足以表明此一地

區之原住民為平埔族（番仔）。

自思齊公入笨港，築寨撫番以居，之後由福建移民來

三千餘眾，此為漢人移居北港（笨港）之始，開荒拓墾，聚

落逐漸形成。

顏為漳州海澄人，鄭芝龍泉州南安人，都是在閩南地

區，簡稱閩南人。而此三千餘眾多屬顏、鄭的親屬故舊，自

然亦屬海澄、南安二縣。至明崇槓元年（一六二八）鄭芝龍

就撫，鎭制泉屬南安，適閩南饑荒，又載數萬饑民入台。至

今雲林、嘉羲沿海一帶墾荒，該批移民當不止海澄與南安二

縣，也應有其他州或府。由於福建移民以漳、泉兩府為多（泉

多於漳）。客家人又因語言及風俗自成一格，因此在清代大

都將在臺灣的漢人移民，分成漳、泉及客民三大類。這個說

法可以從墓碑上看出來。

清朝時期漢人移民臺灣圖（圖十一）



109臺灣各地的墓碑上面，多刻有中原原住地的地名、郡

縣號及堂號。這種作為，除表示國人慎終追遠，數典不忘祖

之外，也為各地方住民之源流，提供不朽史料。

今天專以笨港來說，笨港街為漳、泉移民所開拓，初

為謀生，共同努力驅瘴疫、抗土番、人與天爭，相安無事。

然久居一處，生活改善，為求完美，開始爭水、爭地、爭

權、爭利、九不相容，時生磨擦，於是逞強、鬥、打群架，

甚至械鬥，鬧威水火不容。乾隆十七年（一七八二）終於發

生規模甚大的械鬥，泉人稍佔優勢，當時住北港街的漳民，

多數遷往麻園寮另建新港街，而北港街幾為泉民勢力。今北

港的公民路照烈堂，奉祀開漳聖王陳元光，係光緒二十年

（一八九四）遷建於此地。傳說該堂原始建於乾隆三十年，

地址在今市中心的賜福街。由此也可以知道當時商業重心由

漳屬轉移到泉屬。

顏、鄭登陸笨港的水漆林一帶，都是荒蕪沼澤無人煙，

在 荒地開拓，必然由簡入繁，由肥入瘠，由平原到丘陵。

漳、泉之民因早來，捷足先得。先來者自當選擇較有利地段，

為東移民後來較晚，只有往丘陵、山地發展，從笨港中心點

向西北方山邊丘陵地帶聚居，如今的好收里，樹腳里有奉三

宮（三山國王），就是粵東移民所崇信的保護神。

粵東潮屬各縣民眾也來自中原，惟移居時間較漳、泉

及廣東其他地區為晚，早期移住閩，粵中原人的語言，已各

成一種方言，而後期移民多河洛文化語言體系。該批移民並

不以粵東限，凡閩粵交界、閩、贛交界閩浙交界及粵贛交界

等偏僻地區，多為操河洛之後期移民。由於先來主，後來客，

致閩、粵、贛、浙交界的移民，多以客家人稱之因此臺灣的

客家人，不完全是粵東人，即長汀府西部的福建人，亦客家

人（圖十一）

顏思齊開拓臺灣史略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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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以前臺灣漢人的漳、泉、客人口比列，概而言之

幾無客民。乾隆末年漳、泉、潮之民，約百分之九十六，其

他地區也有零星移入者約為百分之四（如十二圖）

在「臺灣的臺灣人」一書中，將現在臺灣居民分四大

族群。民國九十八年，行政院公布各族群人數百分比，把它

寫在下面，以供了解臺灣族群的結構。（如十三圖）

起源 分布  比率

泉州人   沿海地區

               

45%

漳州人   內陸平原

               

35%

潮州人   鄰近山地丘陵

           

16%

閩南其他地區

                             

             

4% 

漢人移民的分布（圖十二）

區分 族群 比率
原住民 南島語系 2%

閩南人 福佬語系 73%

客家人 河洛語系 12%

外省人 北京語系 13%
台灣族群人口比例（圖十三）



111在台灣的本省人，百分之九十

以上是閩，粵移民的後裔。他們的

祖先，從宋元以來就開始移居台

灣，而以清代移民者最多。通常，

人們把明末顏、鄭（芝龍）開拓台

灣，鄭成功率軍收復台灣，和清代

閩、粵沿海人民自發的移民臺灣，

稱三次移民高潮。事上以清代移

民，持續的時間最長，人數最多，

對後來臺灣人口結構的影響也最大

在整個移民過程中，顏氏移民

臺灣，據「臺灣區姓氏堂號考」一書記載 :

顏氏發源於山東，唐初已有族人隨陳元光入閩開漳顏

欽賢撰顏氏族譜載 :其先世唐中葉，忠於社稷之顏眞卿，其

第四世孫弘，官金陵同州參軍，遂家於該地顏弘長子翊官吉

州永新（在今江西）: 次子普，五代末，官泉州德化，是為

德化始祖，顏普弟洎遷福建永春開基。其後傳衍閩、粵各地。

北宋時，顏洎孫必和，為同安開基祖、顏必逐遷清溪（安溪）

金田鄉開基。傳至師魯，徙居漳州，再傳至顏榮，官元戶部

尚書，另立為一世祖。

明清二代，顏氏族人渡海來台灣者，多屬顏榮派下，

茲依籍別，列述如下 :

來自福建漳州府者 :

1 海澄縣 : 明天元年，顏思齊率眾人懇今雲林北港、嘉

義新港一帶。清雍正年間，顏公輪入懇今台南六甲乾隆中

葉，顏桃入懇今彰化北斗。乾隆末葉，顏朝入懇今屏東市

2龍溪縣:明時期，顏世賢入懇今台南下營，子孫傳衍，

成當地望族。乾隆末葉，顏啟寅入懇今下營。道光年間，顏

雙波入懇今六甲。

顏思齊開拓臺灣史略 (4)



112 來自福建泉州府者 :

1. 同安縣 : 明永曆十五年左右，洎長子仁郁裔孫師，

魯顏昌自金門後浦遷居澎湖白沙，其侄晉仲，晉周隨之前

來，後分居澎湖西嶼顏福同時也自金門後浦遷居西嶼，子孫

傳衍，成為大族。台灣南部顏氏族人，衍自澎湖者，為數甚

多。雍正年間，顏悌入懇今高雄茄定。乾隆初葉，君祐入懇

今彰化埔鹽嘉慶年間，顏福榮入懇今新竹市。道光年間，顏

永福入懇今高雄湖內；顏仕棘入懇今埔鹽。

2. 晉江縣 : 雍正年間，顏再發入懇今彰化鹿港。乾隆

初葉，顏文炳入懇今台南市；顏敦博入懇今彰化市乾隆末葉，

顏讚入懇今嘉義東石；顏貴入懇雲林崙背。顏鐵入懇彰化市，

顏宜入墾今彰化伸港。道光年間，顏勇、顏南入懇今嘉義義

行；顏讚入懇今二林；顏敘知入懇今彰化福興；顏財入懇今

彰化和美；顏迫入懇今台中沙鹿。

3.安溪縣 :雍正年間，顏廷華入懇今北港。乾隆中葉；

顏順德入懇今台中大甲；顏子富入懇今台北市景美區·乾隆

末葉，顏浩妥，顏侯綿入懇今台中梧棲、大肚一帶；後因災

荒，顏浩妥返回福建，嘉慶年間其子玉蘭、玉賜渡台，移懇

今基隆市暖暖區，其後成望族。顏長、顏正道入懇今台北市。

4. 南安縣 :乾隆末年，顏宋入懇今北港

來自福建永春州者 :

永春縣 : 嘉慶初年，顏元輝入懇今北斗；顏度樸入懇

今南投鎭。

此外，有據稱來自山東省，疑係南遷前之原籍

1. 曲阜縣 :乾隆初葉，顏襄入懇今大甲。

2. 鄒縣 : 乾隆末葉；顏吉安入懇今基隆暖暖，後移懇

今屏東東港。

西嶼鄉小池角，下營鄉紅毛厝，台北市松山區、文山

區各建有顏氏宗祠一座。
( 未完待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