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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母徐太宜人七旬悅辰並長孫端圖結婚紀念攝影（丁式熊寫，新協源六房家族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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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士匾額（複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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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士夫人徐牙 辜顯榮與其妻（辜敦治之母）



大正九年丁母賴孺人六旬晉一紀念（舊協源長房之合照，《鹿港懷古（鹿港老照
片徵集輯）》，頁92）。

1943年丁瑞魚（前排立者左五）徵調到南洋前於鹿港神社與新協源六房合照。



丁瑞魚自新加坡返回與家族合照。第一排（小孩坐者）自左至右為丁韻仙、丁采
靜、丁叔豪、丁守真、丁伯雄、丁仲翹、陳逸雄、陳逸村；第二排坐者自左至右
為洪若蕙與丁一善、魏罔、蔡槎、進士夫人、丁琴英、陳玉盞；第三排（立者）
自左至右分別為陳月桂、丁瑞鉠、丁瑞彬、丁瑞圖、陳虛谷、丁瑞魚、陳暖玉。

蔡槎去世時（1935），其子於丁家正廳之合照。自左至右為丁瑞鉠、丁琴英、陳
虛谷、丁瑞圖、丁瑞彬、丁瑞魚。



丁瑞魚徵調至南洋當兵前與族人合影。自左後站立者分別為許媽瞈、丁瑞雲、丁
瑞彬、陳虛谷、丁瑞魚、丁瑞圖、丁瑞鉠、丁榮裕、丁瑞乾。

鹿港遠征軍人慰安園遊會，左一為鹿港士紳黃秋，右方著黑西裝者為黃俊傑。



大正九年始政紀念日鹿港青年會發會式。丁瑞圖為坐者後方右五。

鹿港士紳於神社之合影，最後排右二為丁瑞圖，右三為施文坡，最前排右三右四為許讀
及林錫金。

1934年10月楊清溪於鹿港飛機場與當地人之合照，丁瑞圖為中後方最高者。



（丁協源創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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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叢書序】

啟動彰化學

──共同完成大夢想 林明德

二十多年來，台灣主體意識逐漸抬頭，社區營造也蔚為趨

勢。各縣市鄉鎮紛紛編纂史志，大家來寫村史則方興未艾。而

有志之士更是積極投入研究，於是金門學、宜蘭學、澎湖學、

苗栗學、台中學、屏東學⋯⋯，相繼推出，騰傳一時。

大致上說來，這些學術現象的形成過程，個人曾直接或間

接參與，於其原委當有某種程度的了解，也引起相當深刻的反

思。

一九九六年，我從服務二十五年的輔大退休，獲聘於彰化

師大國文系。教學、研究之餘，仍然繼續台灣民俗藝術的田調

工作。一九九九年，個人接受彰化縣文化局的委託，進行為期

一年的飲食文化調查研究，帶領四位研究生進出二十六個鄉鎮

市，訪問二百三十多個飲食點，最後繳交《彰化縣飲食文化》

（三十五萬字）的成果。

當時，我曾說過：往昔，有一府二鹿三艋舺的符碼；今

天，飲食文化見證半線風華。這是先民的智慧結晶，也是彰化

的珍貴資源之一。

彰化一帶，舊稱半線，是來自平埔族「半線社」之名。

清雍正元年（1723），正式立縣；四年（1726）創建孔廟，先
賢以「設學立教，以彰雅化」期許，並命名為「彰化縣」。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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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上，彰化位於台灣中部，除東部邊緣少許山巒外，大部分

屬於平原，濁水溪流過，土地肥沃，農業發達，有「台灣第一

穀倉」之美譽。三百年來，彰化族群多元，人文薈萃，並且累

積許多有形、無形的文化資產，其風華之多采多姿，與府城相

比，恐怕毫不遜色。

二十五座古蹟群，各式各樣民居，既傳釋先民的營造智

慧，也呈現了獨特的綜合藝術；戲曲彰化，多音交響，南管、

北管、高甲戲、歌仔戲與布袋戲，傳唱斯土斯民的心聲與夢

想；繁複的民間工藝，精緻的傳統家俱，在在流露令人欣羨的

生活美學；而人傑地靈，文風鼎盛，舊、新文學引領風騷，成

果斐然；至於潛藏民間的文學，既生動又多樣，還有待進一步

的挖掘與整理。

這些元素是彰化的底蘊，它們共同型塑了「人文彰化」的

圖像。

十二年，我親近彰化，探勘寶藏，逐漸發現其人文的豐

饒多元。在因緣俱足之下，透過產官學合作的模式，正式推出

「啟動彰化學」的構想。

基本上，啟動彰化學，是項多元的整合工程，大概包括

五個面相：課程設計結合理論與實際，彰化師大國文系、台文

所開設的鄉土教學專題、台灣文化專題、田野調查、民間文

學、彰化縣作家講座與文化列車等，是扎根也是開拓文化人口

的基礎課程，此其一；為彰化學國際化作出宣示，二○○七彰

化文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聚集國內外學者五十多人，進行八場次

二十六篇的論述，為彰化文學研究聚焦，也增加彰化學的國際

能見度，此其二；彰化師大文學院立足彰化，於人文扎根、師

資培育、在職進修與社會服務扮演相當重要角色，二○○七重

點發展計畫以「彰化學」為主，包括：地理系〈中部地區地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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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空間分析〉、美術系〈彰化地區藝術與人文展演空間〉與

國文系〈建置彰化詩學電子資料庫〉三個子題，橫向聯繫、思

索交集，以整合彰化人文資源，並獲得校方的大力支持，此其

三；文學院接受彰化縣文化局的委託，承辦二○○七彰化學研

討會，我們將進行人力規劃，結合國內學者專家的經驗與智

慧，全方位多領域的探索彰化內涵，再現人文彰化的風貌，為

文化創意產業提供一個思考的空間，此其四；為了開拓彰化

學，我們成立編委會，擬訂宗教、歷史、地理、生物、政治、

社會、民俗、民間文學、古典文學、現代文學、傳統建築、傳

統表演藝術、傳統手工藝與飲食文化⋯⋯等系列，敦請學者專

家撰寫，其終極目標乃在挖掘彰化人文底蘊，累積人文資源，

此其五。

彰化師大扎根半線三十六年，近年來，配合政策積極轉型

為綜合大學，努力參與社區總體營造，實踐校園家園化，締造

優質的人文空間，經營境教，以發揮潛移默化的效果，並且開

出產官學合作的契機，推出專案，互相奧援，善盡知識分子的

責任，回饋社會。在白沙山莊，師生以「立卦山福慧雙修大師

彰師大，依湖畔學思並重明德化德明。」互相勉勵。

從私立輔大退休，轉進國立彰師大，我的教授生涯經常被

視為逆向操作，於台灣教育界屬於特例；五年後，又將再次退

休。個人提出一個大夢想，期望結合眾多因緣，啟動彰化學，

以深耕人文彰化。為了有系統的累積其多元資源，精心設計多

種系列，我們力邀學者專家分門別類、循序漸進推出彰化學叢

書，預計每年十二冊，五年六十冊。並將這套叢書獻給彰化、

台灣與國際社會。

基本上，叢書的出版是產官學合作的最佳典範，也毋寧是

台灣學的嶄新里程碑。感謝彰化縣文化局、全興、頂新、帝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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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文教基金會與彰化師大張惠博校長的支持。專業出版社晨星

的合作，在編輯、美編上，為叢書塑造風格，能新人耳目；彰

化人杜忠誥教授，親自題寫「彰化學」三字，名家出手為叢書

增色不少，在此一併感謝。

回想這套叢書的出版，從起心動念，因緣俱足，到逐步推

出，其過程真是不可思議。

「讓我們共同完成一個大夢想吧。」我除了心存感激外，

只能如是說。

‧ 林明德（1946∼），台灣高雄縣人。國立政治大學中文博
士。現任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國文學系教授兼副校長。投入民

俗藝術研究三十年，致力挖掘族群人文，整合民俗藝術，強

調民俗是一切藝術的土壤。著有《台澎金馬地區匾聯調查研

究》（1994）、《文學典範的反思》（1996）、《彰化縣飲
食文化》（2002）、《阮註定是搬戲的命》（2003）、《台
中飲食風華》（2006）、《斟酌雅俗》（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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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薦序】

傳播鹿港文化的據點

──丁家大宅

 丁禎祥（文開國小退休校長兼丁家大宅管理人）

鹿港丁家祖譜始自一九五六年，由先堂叔父元圃公（諱

玉熙）編輯，是為《丁協源家譜》，其內容詳盡丁家自三世祖

因避亂而遷移到福建晉江，至十八世祖又渡海來台，在鹿港奠

基創業。先祖除經商外，亦是功名世家，堂叔玉熙親撰序文輯

錄，並以附錄編輯相關的祝文和文學，字字珠璣，文辭中更蘊

含著子孫對祖先的緬懷崇敬。

堂哥守真對丁家家族極其用心，搜集近世族長之善行、德

業及文章，將四十一年間的人事消長加以銜接填補，並收集福

建泉州歷史研究會的《陳江丁氏族譜》所記載之族人家系圖，

及相關文稿與軼事，於一九九七年編成《丁協源家譜續編》，

並分贈族人及相關機關團體。

我在家鄉從事教育服務長達四十餘年，承繼祖先的教育

事業。早些年曾運用各種管道，至北京城外孔廟的進士碑林重

地，將鹿港進士蔡德芳與曾祖父丁壽泉的進士碑文拓印回台，

證實了曾祖父丁壽泉進士中式的年代為光緒六年，而非一般書

籍所言的光緒三年。一九八五年初，叔父丁瑞鉠伉儷回鄉祭祖

時，曾與我閒話家常，談及在家鄉做一件有意義之事，煩我代

為籌劃，之後我多次北上提供多項意見，最後決定以新台幣伍

佰萬元在文開國小建立一座多用途之紀念館，是為瑞鉠館。

早年丁家祭祀公業成立，我身兼丁家祭祀公業的秘書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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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長，處理相關事宜如祖墓拾骸遷移、伸港土地買賣，並負

責管理無人居住的丁家大宅。丁家大宅於清朝光緒十九年由丁

家向王家購得，為七大房中的三房、五房、六房共同擁有，是

為新協源，後來三房搬至清水，將其持份賣予六房，二十多年

前丁宅人已陸續搬離鹿港，留下無人居住的丁宅。一九九九年

九二一地震，讓丁宅破壞嚴重，幸於二○○○年核定為縣定古

蹟，二○○三年由縣政府文化局主導，漢光建築師事務所設

計，高雄杉鴻營造有限公司承包，於二○○三年三月十七日開

工動土修復，二○○五年八月三日重修落成。

在丁宅的修復過程中，臺北藝術大學林會承教授主持丁

宅的調查研究，當時責責歷史篇研究的為李昭容老師，她常密

切與我聯繫，訪問有關丁家家族之人、事、物，以系統及脈絡

的筆法串連成家族史，亦同步完成其碩士論文，由於這本論文

極為用心，具備出版價值，因此得到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與丁

協源六房的贊助，於二○○二年由左羊出版社出版。該書出版

後，歷經多年的變化，丁家大宅已修復完成，近年來李昭容老

師亦獲得博士，擬將丁家家族史重新改編，並搜集新史料填

補，增加新研究成果，如丁家始祖是為阿拉伯人後代或是波斯

人後代，提出其質問，並有待日後繼續考察，今喜見其大作重

新改編，以《鹿港丁家大宅》付梓。

現今由丁家成員成立「彰化縣定古蹟鹿港丁家古厝管理委

員會」，擁有丁宅的所有權，同時丁瑞鉠後代亦將其收藏品捐

回丁宅，供遊客參觀。為集結鹿港有志者，培育解說人才，丁

宅另成立「彰化縣定古蹟鹿港丁家古厝協進會」，將丁家大宅

成為傳播鹿港文化的重要據點，賦予丁家大宅新的生命。然而

丁宅因免費開放給民眾參觀，政府補助有限，多靠親族與地方

人士捐獻，恐怕未來受經費限制導致經營的困難，希望相關單

位多重視此一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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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序】

丁家大宅與鹿港發展史
李昭容

鹿港在台灣開發史中佔有重要的地位，清朝乾隆、嘉慶

年間是鹿港的全盛時期，商港帶動了經濟發展，也為文化的培

養累積了資本。「商業的鹿港」漸漸轉化為「文化的鹿港」，

鹿港同知孫壽銘曾於一八八二年（光緒八年）重修的文祠碑記

中，讚美鹿港「文風之盛，不惟冠一邑，直冠一郡。」在這過

程中，鹿港丁家可為鹿港發展史的縮影，而其興起、中挫到再

興，更展現台灣家族堅韌的生命力。

鹿港丁家之始祖為回族的後代，於宋元之際至中國發展。

開台祖丁樸實（18世）在清朝道光年間來台，第二代（19世）
丁克家以孝子著稱，創立郊商「丁協源」，致富後培養子弟科

考，以排行第六的丁醴澄於光緒庚辰年（1880）賜同進士出身
最著稱。丁家晉身為官宦之家，並躍升為鹿港的領導階級。光

緒十九年（1893）丁家進行鬮分，大房、二房、四房居舊厝稱
舊協源，三房、五房、六房居新厝稱新協源，是為今之丁家大

宅。乙未割台，第四代（20世）生員無法求取較高功名，於政
權轉換時選擇避居中國，亂平返台時產業盡失，家族發展中

挫。沉寂的丁家有賴寡母的支撐，秉持祖先重視教育的原則，

第五代（22世）與鹿港辜家、基隆顏家聯姻，新協源六房造就
了再興的局面，並呈現多元化的發展。

筆者在一九九九年至二○○一年始進行丁家研究，當時參

與「鹿港古蹟保存區丁家大宅調查研究」，受教於林會承老師

與許雪姬老師，而得以開拓學術視野。二○○二年得助於丁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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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六房及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贊助，並由左羊出版社出版《鹿

港丁家之研究》。二○○九年修正原書，並增加新史料的詮

釋，重新以《鹿港丁家大宅》付印。

筆者承蒙丁玉書、丁淑芳來信，改正書中錯誤之處。之

後，二○○五年在陳仕賢的幫忙，我和父親至泉州，曾至靈山

陳埭丁氏祖墓群，瞭解陳埭丁氏為回族後代。近年來，關於陳

埭回族來源有不同說法，除了原阿拉伯人後代，並增加波斯人

後代之說，因尚未有定論，將其討論列於第二章鹿港丁家之來

源。其他重新改寫之處，尚有前言及第五章第二節丁瑞圖參與

的地方事務。而第五章第三節丁瑞彬與殖民體制的合作，承蒙

收藏家施純明提供丁瑞彬與辜家往來書信。最後，本書另增補

不少照片，若未特別註明攝影者或提供者，皆為丁家人所提

供，於茲一併致謝。

自丁家研究至今，丁家耆老凋零與逝去，新的一代不斷興

起，如同丁家大宅般，丁家擁有源源不絕的生命力，在丁宅修

護完畢後，丁家人組成「彰化縣定古蹟鹿港丁家古厝管理委員

會」，持續在古蹟保存貢獻其心力。在研究的過程，丁家的處

世風範，讓我體會到教育的重要性與影響力。在此衷心感謝丁

家各房協助，才有本書重新付梓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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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　論

追本溯源是人類立足的依據，透過家族史的探索可瞭解

個人生命的由來，並思索自我之定位。家族史研究首先由自己

的父母、祖父母、親戚的故事追查，再擴及三代以上的祖輩、

五等親以外的親族，由此可勾勒出家族大事，繼而可回答「生

我之後我是誰？」的哲學問題，同時外在體質方面，家族健康

史亦可預防個人疾病，並延續生命的傳承。

現代化社會存在價值的多元化，導致家族對成員的規範

力降低，父母長輩不再是唯一的權威，家族角色大不如從前，

是否代表研究家族史已不具備時代意義了呢？事實不然，家族

在現代社會仍有其新生點，家族的「本體性」意義如歷史感、

歸屬感、道德感、責任感仍契合於現代生活。因此透過家族史

的研究可促成家族文化的再傳承與振興。

近年來臺灣家族史的研究蔚然成風，除了滿足個人生命

探索，亦是了解台灣地域社會變遷的方法。從事某一地域的家

族研究，可顯示其地的開發過程、社會結構及人群組合，可補

足對臺灣歷史的了解，此為家族史研究的另一意義。回顧台灣

的家族史研究，近二十年來呈現蓬勃的發展，更顯示出家族史

的價值。學者歸納其發展原因有三：一是尋根之風漸盛，家譜

的修訂蔚為成風，唯所尋者大半是父系的根源；二是一九八二

年文化資產保護法公布實施後，一些私有民宅、宗祠及墳墓被

指定為古蹟，在鑒定及修復的過程都有專人研究宅主的歷史；

三是受全民歷史的概念影響，歷史研究不再限制於政治史而及

於民眾史，而最能顯示民眾史的重要性者即為家族史。
1 

換言

1 參見許雪姬，〈台灣家族史研究的回顧與展望——以霧峰林家的研究為例〉，
發表於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籌備處，台灣省文獻委員會主辦之「台灣史研
究暨史料整理成果研討會」，1998年6 月1日，頁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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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家族史可謂具體而微的台灣史，家族史研究方興未艾。

當今已被研究的台灣家族最具代表的，為霧峰林家及板橋

林家兩個超級家族，是台灣家族史研究的濫觴，研究成果燦爛

且仍持續進行著，如板橋林家的研究有陳漢光、史威廉、王世

慶、王國璠、許雪姬、黃富三、蔡采秀等多人的研究；霧峰林

家有Meskill、鄭喜夫、許雪姬、黃富三、廖振富等人的研究，
而許雪姬目前仍在進行霧峰林家日治時期的研究。

2 

此外中部

還有許雪姬及劉素芬對龍井林家的研究；
3 

彰化地區有湯熙勇

對永靖陳家及邱家的研究；
4 

基隆地區有陳慈玉對礦業家族顏

家之研究；
5 

桃園地區有許雪姬對李騰芳家族的研究；
6 

新竹地

區有張炎憲、蔡淵洯對新竹鄭家研究、黃朝進對鄭、林兩家的

研究，及吳學明對北埔姜家的研究。
7 

南部家族研究以尹章義

對張士箱家族及顏尚文、潘是輝對嘉義賴家的研究為代表。
8 

綜合上述家族，可發現被研究的家族產業相當多，學者有

2 其研究成果詳細情形可參考許雪姬，〈台灣家族史研究的回顧與展望——以霧
峰林家的研究為例〉全文。

3 許雪姬，《龍井林家的歷史》（台北：中研院近史所，1990）；劉素芬，
《十九世紀龍井林家的土地經營》，《台灣史研究》，2卷2期（1995年12
月），頁53-86。

4 湯熙勇，〈員林永靖陳氏家族的渡台與發展〉收入於《史聯雜誌》，第9期（75
年12月），頁100-106；〈彰化永靖邱氏宗族的遷台與大宗的建立〉，收入於台
灣史蹟研究中心編，《台灣史料暨史料發崛研究會論文集》（高雄：該中心，
1987），頁67-78。

5 陳慈玉計劃主持，《台灣礦業史上的第一家族：基隆顏家研究》（基隆市：基
市文化，1999）。

6 許雪姬，〈桃園縣二級古蹟李騰芳古宅歷史研究〉，收入中原大學歷史與理論
研究室，《桃園縣二級古蹟李騰芳古宅修復研究》（桃園：該室，1987），
頁1-22。其相關研究尚有伍壽民、藍植銓之《李騰芳古宅之研究與導覽》（桃
園：桃園縣立文化中心，1995）。

7 如張炎憲，〈台灣新竹鄭氏家族的發展型態〉，《中國海洋史發展論文集
（二）》（台北：中研院三民所，1986）；蔡淵洯，〈清代台灣的望族——新
竹北郭園鄭家〉，《第三屆亞洲族譜學術研討會會議記錄》（台北：國學文獻
館，1987）；黃朝進，《清代竹塹地區的家族與地域社會——以鄭、林兩家為
中心》（台北：國史館，1995）；吳學明，〈清代新竹姜朝鳳家族拓史〉，
《金廣福墾隘研究（下）》（新竹：竹縣文化，2000）。

8 已刊印的作品有尹章義的《張士箱家族移民發展史——清初閩南士族移民台灣
之一個案研究，1702-1803》（台北：張士箱家族拓展史研纂委員會）；顏尚
文、潘是輝的《嘉義賴家發展史》（南投市：省文獻會，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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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家族財富將台灣的家族分成三個階段研究：即一萬石租以上

的大家族、一萬石租至一千石租之間的家族及一千石租以下的

小地主。
9 

舉例而言如施琅後代的施家或板橋林家、霧峰林家

的著名家族屬第一種，板橋林家更曾有五十萬租的土地。而對

地方開發最有貢獻的中小型家族如龍井林家、林安泰家、北埔

姜家屬第二種，第三種一千石的家族多半是地方的小地主。學

者選擇研究的對象取決於資料是否齊全，而財力足夠的家族往

往保存的史料較多，因此一千石以下的家族限於史料較無研究

成果。

近年來的家族史研究，學者還提出如下的優缺點，優點共

五點：分別為充分使用私文書、注意家族與地方發展的關係、

分析宗族組織的形成、重視科際整合的互補效果，及以口述歷

史來彌補文字資料的缺憾。缺點則有三點：歷年研究的家族史

多斷代到清代為多、家族史是強房的歷史、女性的研究十分貧

乏等。
10 

基於前人的研究成果與檢討，可予本書指引。本書以鹿港

丁家為研究主體，其家族淵源為回族的後代。
11 

丁家存於台灣

的族譜記載其祖先原居晉江陳埭，道光年間移居台灣，但對照

中國族譜後發現丁家先祖為回族商人，世居姑蘇於元末避居於

陳埭，至於由海上絲路或是路上絲路來，中國學者基於新的考

古挖掘持有不同的論調。其始祖是引起研究的動機之一，身為

回族後代定居於中國，漸漸漢化後又移民到台灣，增加丁家發

9 許雪姬，〈台灣家族史研究及史料〉，收錄於《台灣史與台灣史料（二）》
（台北：吳三連基金會，1995），頁234。

10 許雪姬，〈台灣家族史研究的回顧與展望——以霧峰林家的研究為例〉，頁
8-11。

11 見莊景輝編，《陳埭丁氏回族宗譜》（香港：綠葉教育，1996）；丁守真編，
《丁協源家譜》（台北：寵思企業，1997）。兩部族譜對照後可查鹿港丁氏來
自陳埭，為阿拉伯人的後代，本書阿拉伯人為廣義定義，泛指伊斯蘭文化圈之
穆斯林。另本書「回族」一詞之定義不專指西北之回人，也包括來自東南海上
的回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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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史豐富的色彩，若由移民史的角度視之，也是獨具特色的個

案。

其次，丁家移居到鹿港為道光年間，由船頭行「丁協源」

商號經商起家，進而讀書致宦，至光緒年間丁家出現了鹿港的

第三位進士
12 

，當鹿港的商業功能進入衰微期，丁家正在文化

界裡大放異彩，反應出鹿港已由經濟功能轉換為以文化功能為

主，由丁家進而了解衰微後的鹿港，此為研究動機之二。

再者，丁家於日治時期，與台灣代表性的大家族鹿港辜

家與基隆顏家聯姻，加上書香門第的傳統影響下，使得丁家由

戰亂中再度復甦、興盛，成為日治時期鹿港的領導階層，雖居

於領導階層，丁家亦有抗日人物與事件的發生。於殖民地體制

下，丁家歷史呈現多樣性的色彩，包括世代交替下的觀念差

異，及因人而異的處事風格及典範，以丁家為中心所延續的人

際脈絡正是整個地域社會的活動，因此可借以了解文化見長的

鹿港在日治時期呈現的風貌，經濟活動是否真的一蹶不振？此

時的文人在殖民地體制下又如何應世呢？經由丁家人的活動參

與，都可以解決這些問題。

若把「丁協源」套入家族史的研究架構，可知其由科舉

晉升為官宦之家的速度相當快，其產業由鬮書可知約一千二百

石，並不是家大業大的家族，只能說是小地主，予外人的印象

讀書世家的身分大於地主的表徵；其發展時間由道光年間開台

祖始，至日治時期只有一百多年，僅經歷五至六代。在台灣歷

史上不似霧峰林家與板橋林家、基隆顏家等般占有舉足輕重的

地位，亦不是地方重要的強宗大族，但是仍有其存在意義與研

究價值。

家族史本身代表著小型的社會史，還原丁家歷史可了解一

12 前兩位為蔡德芳與施葆修，同治十三年（1874）甲戌科；另蔡壽星與丁醴澄同
為光緒六年（1880）庚辰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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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書香門第的形成過程，丁家為中小型家族，在鹿港不是主導

全局的重要決策者，但它參與鹿港的地域活動，見證了鹿港的

興衰過程，可說是鹿港史的縮影。若以「整體歷史」的概念出

發，也就沒有年代是否久遠，或研究重要性孰輕孰重的問題。

因此對一千石左右的家族進行研究，忠實反映台灣的社會史，

是本書對丁家於台灣家族史研究的定位。

丁家是典型士紳家族，同時深入庶民及社會活動，所呈

現的風貌究竟是「菁英文化」（elite culture）與「通俗文化」
（popular culture）

13 

呢？ 由其發展史中可發現鄉紳與民眾不再
是二分法，或是純粹支配與被支配的關係，而政治與經濟也不

是唯一的探討方向，這樣的史實正符合日本學者森正夫所提出

的「地域社會」之分析觀點，將地域社會視為「共同體」，透

過精神、意識及不同階層的研究，了解當時社會的特質，也是

所謂的「由下而上」看社會的發展，展開對基層文化與通俗

文化的研究。
14 

本書以微觀的研究取徑，研究一個士紳家族在

鹿港的發跡與成形，藉日常生活如宗教信仰、天公神明會之參

與，或風水擇葬的問題，了解書香門第家族的文化特質與內

涵，由史實呈現士庶文化的交流；並由丁家進士、生員的生平

及作品，穿雜鹿港士紳的活動情形，探討地域社會的人如何看

待地方發展，及與國家權力的互動情形。

其次在政權轉換的過程中，丁家是表現不事貳族的氣節，

抑或在新政權統治下乘勢崛起？還是如多數台灣家族表現雙重

13 早期人類學以大、小傳統（great tradition、little tradition）稱之，如1956年Robert 
Redfield年在Peasant Society and Culture 一書中提及並風行一時，被運用於各地
文化的研究中。但此一概念80年代後漸被「菁英文化」（elite culture）與「通俗
文化」（popular culture）觀念取代。參見余英時，〈漢代循吏與文化傳播〉，
《中國思想傳統的現代詮釋》（台北：聯經，1995）。

14 森正夫在1981年由名古屋大學東洋史研究所主辦的「地域社會の視點——地域
社會とり——ダ——」研討會中提出。參見于志嘉，〈日本の明清史界對「士大
夫與民眾」問題之研究〉，《新史學》，4卷4期（1993年12月），頁156-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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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多角化」的經營？
15 

在丁家個案探討中，將藉個人生

命史、婚姻圈的研究，及與殖民政府的關係解答此問題，透析

雙重投資背後之真義，並了解家族性格可因個人的差異，展現

出共相及殊相，亦表現多元價值觀。

最後探討的是丁家世代交替下的經驗差異。不同世代在

不同的年紀，經歷清代的中國文化、日治的殖民文化與國民黨

統治時代，會產生不同的文化認同與集體記憶，因此丁家有不

事二族的清代遺民，也有受日本教育的領導階層，甚至移民國

外，對外國文化認同的丁姓族人，這在家族史的世代比較中是

常見的現象。因此本書將在各章中穿插舉例，以解丁家世代集

體記憶之差異及其文化認同之建構。

本書的章節結構，將以時間為縱軸，以地域為橫軸，了

解丁家自中國之開基祖、開台祖及清代至日治時期於鹿港的發

展狀況。第二章鹿港丁家始祖的探討，利用中國學者的研究結

果，及丁家人到中國探親後的記憶，證明丁協源為回族後代，

了解陳埭祖先的源流及發展，並比較移民台灣後之生活方式，

而移居鹿港的陳埭丁氏與回教已無直接關係。第三章清代鹿港

丁家的發展，首先敘述開台祖丁樸實（18世）與丁協源丁克家
（19世）的創業情形；而來台的第三代開始成為官宦之家，因
此詳述丁進士（20世）的及第及丁進士與丁協源於地方事務參
與的情形；最後了解丁協源鬮分及風水擇葬的問題。

第四章介紹乙未割台及丁家的對應，包括割台時鹿港的

變化及丁家移居陳埭又回鹿港的變動，了解時代變遷下丁家生

員（21世）的處境，諸位生員中以丁寶光的探討最見全面，由
其子孫提供的七本生平著作原稿，可了解乙未割台前後儒生的

典範及際遇；除此外並專節介紹丁家於日治時期文學的參與情

15 許雪姬，〈台灣家族史研究及史料〉，頁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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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

第五章日治時期丁家的再興——以新協源六房為例，了解

丁家沈寂後再振興的過程；以丁家女性的堅毅及書香門第、聯

姻等為造就再興的關鍵，再興代表分別舉丁瑞圖、丁瑞彬、丁

瑞魚、丁瑞乾、丁瑞雲、丁瑞鉠、丁韻仙為例，以其屬性進行

分類，了解丁家於地方事務的參與、與殖民政府的合作、衝

突，及地方教育的貢獻與向外發展的成就。第六章結論將由丁

家數代的經營了解鹿港地域的變化，再者分析丁家世代的差

異、家族性格及當今丁家的現況及祭祀公業的情形。

就女性研究而言，丁家不乏優秀的男子，然而一旦遇急

難時如家族男性早逝，或乙未割台的動盪，則有賴女性支撐，

因此本書穿雜討論丁家女性及其婚姻圈。本書介紹三位夫人：

丁寶光夫人蔡槎娘、丁寶鈞夫人林芸娘及丁朝燭夫人謝低；探

討丁家婚姻圈了解其交往情形，可發現與書香門第的家族聯姻

多，並集中在中部地區，如鹿港蔡德芳家、彰化吳書功家、彰

化楊吉臣家、北斗林慶岐家、馬興陳培洋等，同一家族三世聯

姻或親上再親的現象相當頻繁。 
一九九九年至二○○○年，當筆者著手資料搜集時，恰逢

彰化縣政府文化局指定丁家大宅為縣定古蹟，進行「鹿港古蹟

保存區丁家大宅調查研究」，自二○○○年六月始由林會承及

許雪姬主持為期一年的調查研究，筆者幸能納入編制計畫，負

責撰寫丁家歷史篇，與計劃中的成員合作，用各自不同的支援

性知識為丁家歷史留下紀錄，而丁家大宅的保存亦可為丁家歷

史作永久的見證。
16 

《彰化縣鹿港古蹟保存區丁家大宅調查研究》完成於二

○○一年，繼調查研究之後，彰化縣政府於二○○三年開始進

16 林會承，《彰化縣鹿港古蹟保存區丁家大宅調查研究》（彰化：彰化縣政府，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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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整修丁家大宅，於二○○五年七月完工，八月舉行整修竣工

落成啟用典禮。丁家大宅之權屬由丁協源派下五房及六房分別

共有，有關其管理與維護目前由二○○八年成立的「彰化縣古

蹟鹿港丁家古厝協進會」所負責，提供各界免費參觀。
17 

17 彰化縣定古蹟鹿港丁家古厝協進會編撰，《彰化縣定古蹟鹿港丁家古厝志工培
訓教材》（彰化：編者自印，2009）。



．
鹿
港
丁
家
大
宅
．0

28

． 

第二章　鹿港丁家之來源

鹿港丁氏一族是回族的後代，來自中國之晉江陳埭。目

前可知最早移居台灣鹿港的為第十六世的丁用，丁協源的開台

祖為第十八世的丁樸實
1 

，丁用為丁籐枝叔公輩（參見頁42表
2-2），族譜上記載其原籍為泉州府晉江縣南門外廿七都陳埭
江頭鄉，道光年間來台定居；其中國之開基祖為南宋時代之丁

謹，號節齋，從姑蘇到泉州做生意，因喜收集書籍，人稱「聚

書公」
2 

。如此記載沒有透露鹿港丁家為回族後裔，直到兩岸

開放探親，丁家回陳埭祭祖後，對照族譜後才發現自己是回族

後代，陳埭丁在當地被稱為臭頭丁，祭祖仍保留不用豬肉而用

牛肉的習俗。

丁家人定居鹿港已有一百多年，唯一與回族勉強劃上連結

的只有五官中的鼻子較不同，筆者口訪過的丁家人，鼻子都較

一般人挺直，但生活習俗及其他外貌無屬回族人的特徵。換言

之，丁家移民鹿港後，回教種族的因素逐漸淡化，相對於今日

中國陳埭丁氏而言，有相當大的差異，陳埭丁氏受少數民族保

護政策影響，有文化復振與歷史記憶再創造的現象。
3 

反觀今

天鹿港丁家的回教淵源，當地人皆不詳，因此若要研究鹿港丁

家的開基祖，必須參考中國相關作品。

中國一系列陳埭丁氏回族的研究，包括陳埭丁姓回族的

淵源與及其遷居陳埭的原因、回教信仰的演變、宗祠建立等主

題，大體上中國學者認定陳埭丁氏為回族後代，以少數民族觀

點研究，論述重點在於丁氏回族如何在以漢族為主的中國生

存。而涉及鹿港丁家研究的有周立方及莊景輝二人，莊景輝親

1 丁樸實，諱籐枝，字宜春。
2 丁玉熙，〈丁協源堂家譜〉，1956，手寫本。
3 馮隆民，〈國家政策與歷史過程中的民族文化——晉江市陳埭鎮回族社區調
研〉，廈門大學民族學碩士論文，1998，頁2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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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到鹿港及雲林進行田調工作，文章較周立方嚴謹，這兩位學

者都把鹿港丁氏當做陳埭丁氏的分支，其遷移為回教民族移居

海外的存在與貢獻，鮮少深入了解他們移居台灣後與地域發展

之關係。
4 

本章以其研究成果為基礎，敘述鹿港丁家在中國的

開基祖，並證明其為回族之後裔及發展情形。

第一節　陳埭丁氏之源流與發展

一、陳埭丁氏之源流

陳埭丁氏的始祖據〈丁氏譜牒〉所言：「始祖節齋公，

諱謹，字慎思。家世洛陽，因官於蘇州而家焉
5 

。節齋公自蘇

貨賈於閩泉，卜居泉城，生宋淳祐辛亥年八月十五日辰時，

卒元大德戊戌年七月二十五日戌時。」
6 

這樣的資訊沒有透露

回族之線索。八世祖丁儀（1473∼1521）曾作〈譜序〉，對
其始祖亦以「儀家世系莫詳矣，相傳有始祖諱謹者⋯⋯」

7 

交

代之。九世祖丁自申（1521∼？）曾作〈仁菴府君像贊〉
8 

，

文中述其四世祖先丁仁菴之相貌為「眼瞳囚爍，其光晶晶，

眉顱峭聳，其骨稜稜，貌不踰中人」，此像貌有回族人的

特徵，但在其傳記中無任何相關敘述，一直至其十世祖丁衍

夏（1518∼？）在編寫族譜時，撰其〈祖教說〉與〈感紀舊

4 周立方，〈陳埭丁氏回族與台灣關係初探〉，《陳埭回族史研究》（北京：中
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0），頁321-336；莊景輝，〈陳埭丁氏回族移民台灣的
調查與研究〉（香港：綠葉教育出版社，1997年）。

5 據譜牒旁之註解為蘇州太守維清公之後，譜牒最末又稱宋朝丁顗為其始祖，開
封祥符人，其孫丁度為翰林十年，著有《邇英聖覽》十卷。

6 見《丁協源家譜》，頁188-189；《陳埭丁氏回族宗譜》頁7。
7 譜序之成書年代於正德乙亥年（1515年），見《丁協源家譜》，頁190-191；
《陳埭丁氏回族宗譜》頁3-4。

8 見《丁協源家譜》，頁197。族譜中記載六世孫自申謹撰，丁自申為仁菴公之六
世孫，在丁家之族譜而言，應為第九世祖，丁自申為明嘉靖己酉、庚戌年之進
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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