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陶釣家聲，渭為流芳

新屋范姜古厝
文、圖／林蔓禎

翻開百家姓讀本，其中收錄了將近 500個姓氏，包含複姓 78個，唯獨「范

姜」一姓並未列入。然而在桃園新屋、中壢一帶，范姜族人是確實存在而

極具影響力和聲望的家族，因此人們對於「范姜」姓氏的起源及在當地的

發展過程，始終充滿了好奇。本期在范姜第 18代，同時也是現任范姜宗親

會暨范姜祖堂理事長范姜瑞的導覽之下，讓讀者得以一窺堂奧，了解范姜

一族傳奇色彩背後的家族故事及歷史脈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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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范姜祖堂曾獲「104年全台古蹟管理維護評比」最優等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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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屋的名稱由來及地緣關係

臺灣早期的地方發展，與先民渡海來臺拓墾的經過息息相關，而遍布

全臺的縣市鄉鎮區域諸多地名，也幾乎都有其典故及淵源，有的可直接聯

想，有的則隱含特殊的意義。譬如「桃園」即因漢人移入時遍植桃樹而得

名；而「新屋」更與當年來臺開墾的「范姜」族人大有關係。根據范姜族

譜記載：清乾隆年間范姜殿高來臺，擇桃園一帶而居，歷經多年篳路藍縷，

終將荒地變為良田，並陸續建造不少新屋，當地人稱之為「起新厝」；「厝」

字為閩南話，「屋」才是客家用語，「新屋」(新蓋的屋 )之名遂不脛而走，

後來更成為正式的地名。

桃園自民國 103年升格為直轄市後，新屋鄉即改制為新屋區。地理

位置北接觀音、南鄰楊梅、西濱臺灣海峽。全區面積 85平方公里，地勢

由東往西緩緩傾斜至臺灣海峽。因為靠海，居民除了從事漁業，多數務農，

水稻為主要作物。截至民國 101年的統計，耕地面積約有 5,416公頃，是

全桃園市最大的農業區，也是北臺灣重要的稻米產地，是名副其實的「魚

米之鄉」。每逢收成時節，一株株飽滿稻穗迎風搖曳，不僅保留純樸的農

村風貌，連結周邊永安漁港、桃園古蹟、海邊藻礁生態及特有的埤塘文化

等在地風光，提供遊客更多新的選擇。新屋人口約 5萬人，且多為客家族

群，高達 88%左右比例，民國 100年行政院客家委員會更公告新屋區為

臺灣客家文化重點發展區域，主要姓氏包含范、姜、謝、黃、葉⋯⋯；尤

其座落於新屋市區的范姜老屋群，不僅凝聚了范姜人團結一致的家族精神

及向心力，更成為華人及客家文化傳承與推展的最佳場域。

范姜姓氏的歷史淵源

想了解范姜族人在臺發展始末，不妨走一趟新屋，探訪范姜祖堂尋找

答案。以新屋區中正路 110巷門牌號碼 1號的第一座古厝為起點，沿著整

齊劃一的淺橘色地磚 (即110巷 )前行，依序會經過1號、2號、3號、6號、

9號共五棟古厝。門牌號碼 9號的范姜祖堂占地最廣、規模最大，為桃園

市第三級古蹟，也是范姜家族的精神中心及族人祭祖、聚會的場所。每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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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厝的門楣上皆掛著題有「陶釣家聲」、

「陶渭流芳」、「陶渭高風」等字樣的匾

額，其實是與范、姜祖先的姓氏由來有關。

原來「陶」指的是「范」姓始祖，帝堯的

發祥地；以及來自別號陶朱公的范蠡此二

說法。「渭」則是指陝西省渭河，即「姜」

姓先祖姜子牙於渭水之濱垂釣的「渭」。

而無論「陶渭」或「陶釣」，都結合了「范

姓」及「姜姓」的歷史軌跡，隱含後代子

孫對祖先的崇敬及緬懷之意，更承接了來

自兩個姓氏的優良傳統及風骨。

若再進一步考證，范氏始祖為帝堯，

「堯」最初居住在「陶」，後受封於「唐」，

史稱「陶唐氏」，陶唐氏累傳至「永和」，

受封於「劉」，此為劉姓的由來。劉姓傳

到第 62代—劉杜伯時，得周天子冊封為

「唐杜伯」。從唐杜伯起 68代因救魯國有

功而受封於山東范縣，史稱「范武子」，

即為范姓始祖；因此才有「劉唐杜范同支

姓，壹脈帝堯派下分」的說法。從范武子

起 50代，北宋年間出現了一位文武雙全的

曠世奇才—范仲淹。26歲中進士、38歲受

封為「龍圖閣直學士」，他雖官至宰相，

卻自奉甚儉，一生奉守「先天下之憂而憂，

後天下之樂而樂」的憂國憂民胸懷，至今

仍為世人所推崇。

自范仲淹起 12代的「范法澄垂衍」則

移居廣東省惠州府海豐縣，為范姓族人在

廣東的第一代。法澄垂衍有嫡子二人，長

子均堡為朝廷解送糧草途中遇搶匪而力戰

身亡，受君王勅封聖廟及春秋二祭，這是

足以流傳千古的無上殊榮。法澄垂衍另有

庶子三人，長子范劉堡傳到第 9代范集景

因病早逝，留下范文周、范文質兩名幼子，

妻雷氏迫於無奈改嫁姜同英，他視文周、

文質如己出。兩人長大成人後為感念繼父

養育之恩，長子文周改姓「姜」，次子文

質依舊姓范，以繼承「范」姓香火。范文

質育有殿榮、殿高、殿發、殿章及殿爵五

子，同樣為感念姜家養育之恩德，文質決

定在五個兒子的「范」姓之下全冠上「姜」

姓，「范姜」複姓於焉誕生，范姜家族自

此代代相傳、綿延不絕。

渡海來臺落腳於新屋

清乾隆元年 (西元 1736年 )，范姜殿

高隻身由廣東海豐縣出發，先搭小船到石

碣港，再改搭帆船北行至廈門，接著轉乘

大船渡海來臺。在新竹南寮上岸後，沿著

海邊往北走到永安漁港附近，遇見一位同

樣來自廣東陸豐的郭姓同鄉，並借住其草

寮暫時安歇下來，一邊尋覓可久居之處。

當年的臺灣荒煙蔓草、蛇蠍成群，充滿瘴

癘之氣。殿高渡過千山萬水，登陸後又長

途跋涉抵達新屋，發現當地雖一片荒蕪，

但土質尚稱肥沃，仍具開墾價值。翌年即

返鄉偕同三弟殿發、四弟殿章及部分姜家

後代，一同返回新屋共同墾殖，十多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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披荊斬棘終於有了回報。為使開墾成果合

法化，便向官府申請墾號，並取得墾照「姜

勝本」，以新屋為中心，東到營盤腳 (今

之楊梅 )、西至石牌嶺、南至社子溪、北達

大崛坑 (今之觀音 )，總面積達 3,800多甲。

而原本留在老家奉養雙親的大哥殿榮及最

年幼的么弟殿爵，也在雙親陸續過世後一

同來臺。五兄弟胼手胝足、齊心協力，之

後再經過一百多年的努力，終成為富甲一

方、人才輩出的家族。因此，新屋這個地

方，可謂范姜姓氏及其族人的發源地，也

是後人追本溯源的所在。到現在，范姜族

人不僅從臺灣開枝散葉綿延至國外，座落

於 110巷的五座范姜古厝及祖堂，更說明

了范姜先祖當年渡海來臺的艱辛過往和歷

史，也為傳承二百多年的家族血脈做了最

佳見證。

老屋群的創建與建築特色

范姜古厝是由一座四合院及四座三合

院所形成的古厝群，當年的建造時間相距

不遠，但即使是最後完工的祖堂，距今也

有一百多年的歷史，不只建物雕梁畫棟，

所有橫木、石柱、石牆、石板等建材，也

幾乎都進口自泉州，范姜族人當時在新屋

的顯赫實力可見一斑。除了門牌 9號的范

姜祖堂為「公廳」(祭拜祖先的祠堂）外，

門牌 1號的第一棟古厝因為最早建造也最

老舊，十多年前已拆除重建，現為伺奉菩

薩的觀音寺。第一與第五棟的屋脊為「燕

▲ 第一棟古厝目前為奉祀菩薩的觀音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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尾」式，其他第二、三、四棟屋脊均為「馬

背」式 (馬鞍式 )；建築格局大同小異，中

間是「堂屋」(正廳 )，兩側為「橫屋」(又

稱護龍、廂房 )，屋前廣場主要做為曬稻穀

之用，是為「埕」，最前方還有一道圍牆

以區隔內外，圍牆外的前院則遍植花草樹

木等植物，顯現屋宅主人的性情及風格。

客家建築崇尚自然簡約，紅瓦石磚、

福杉原木⋯⋯，加上早期流行的彩磚雕飾，

屋頂、窗櫺、門楣、地板、山牆⋯⋯，處

處都見巧思，結合民間的極致工藝與技巧，

展現兼具華麗及低調樸拙的風采，許多木

料歷經 160餘年仍完好如初，除了當年用

料實在，後代子孫的盡心維護也是主因。

譬如第二棟古厝，灰白色的外牆是以

卵石及瓦片砌成，展現客家式的建築氛圍：

左右橫屋牆面上的紅磚，又接近當時的日

式建築特色，可說混合了臺閩、客家及日

式等多重建築風貌；第三棟古厝正門門楣

上「陶渭流芳」的門匾及外牆下方皆以稀

有的交趾陶燒貼而成，中庭及兩側橫屋則

保留青石磚鋪設的概念，在沉穩內斂中仍

▲ 沉穩內斂的第三棟古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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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失華美細緻；緊鄰祖堂的第四棟古厝清

幽風雅，正門兩側楹聯「陶穴肇基光輝甲

第，渭璜徵瑞彩煥寅階」，之中的「甲第」、

「寅階」暗藏「甲寅」年份之寓意，可推

算出古厝建造時年約莫在咸豐 4年 (西元

1853年 )，歲次甲寅之際。窗戶上方以卷

軸樣式設計成的窗飾，寫著「竹苞」、「松

茂」的字樣，散發濃厚的書香氣息。屋脊

上的精緻雕飾更顯示出族人的品味。前院

裡的藝術創作則出自知名雕塑家范姜明道

之手，呈現中西融合、傳統與現代並陳的

特有景致。

祖堂的中心思想和象徵意義

第五棟范姜老屋最初興建於咸豐 5年

(西元 1854年 )，由第 13代范姜懷寬將原

本的茅草屋改建為富麗堂皇的屋瓦房舍 (前

堂部分 )；至宣統 3年 (西元 1911年 )時，

家族為集中奉祀祖先，推舉第 15代范姜春

芳及第 16代范姜福生為代表，返回廣東原

鄉奉請祖先牌位返臺；隔年 (即民國 1年、

西元 1912年 )祖堂增建後堂成為四合院。

之後歷經數次修繕，並將前方空地改建成

停車場，方便族人回鄉祭祖；民國 74年祖

堂經內政部列為第三級古蹟，名為「范姜

祖堂」；民國 96年受政府單位補助全面整

修，並於 97年竣工。整建後的祖堂維持原

本二進式的建築形式與結構，加上兩側橫

屋共計 28間房，占地 500坪。整體建物

屋頂採中高旁低的建築形式，強調四合院

中祠堂的重要性，也意味著家族慎終追遠、

注重倫理傳承的態度和觀念。屋頂兩端往

上翹起的「燕尾式」屋脊，彷如燕尾揚起

之勢，屬於官宅與廟宇的建造型態，為權

▲ 為達充分運用的功能性，祖堂橫屋的空間規劃已積極進
行之中。

▲ 門牌 6號的第四棟古厝，庭園內的柱型創作，出自雕
塑家范姜明道之手。



60 March 2018

勢及身分地位的象徵。

走過大門前方寬廣遼闊的「門口埕」，

一跨進前廳穿堂，醒目的「忠孝」、「廉潔」

四個大字分立兩旁牆上，再來是天井。而

位於第二進中間的廳堂即「正堂」，門楣

上「陶釣家聲」的額匾說明范、姜二姓始

祖的典故及出處，堂內供奉范姜祖先牌位，

包含在臺第一代先祖范姜殿榮等五兄弟的

父親范文質及母親雷氏，由此可感受到范

姜人緬懷祖先的心意，以及在臺安居、發

展的決心。此外，「文物展示館」收藏了

先祖跨海來臺時儲存穀物乾糧、高達數尺

的大酒罈，以及收租用的算盤等物品，如

今都成為范姜族人的傳家之寶。若想知道

當年祖先的遷徙路線，「資料室」裡有詳

細的路徑圖可供參考。而「族譜室」與「藝

文空間」分別展示了族人所收集的百家各

姓氏之族譜，以及范姜族人的藝術品與畫

作等等。

家族對祖堂的經營管理有一定的規範

及制度，不但成立社團法人宗親會，推舉

族人擔任理事長，祖堂並設有總幹事及管

理主任職務，全由范姜人出任，收入、支

出皆透明化管理。族內還設置獎學金，鼓

勵范姜子弟積極向學。對內發行的《范姜

人通訊》和《祭祖專刊》，定期登載由族

人親筆為文的族內訊息，以聯繫族人之間

的感情，此等規模與機制，儼然小型社會

的縮影。

客家子弟的硬頸精神

范姜人謹遵先祖「不分火」的承諾，

每逢清明及中秋的春秋二祭，平均七百餘

家戶、約二千人的范姜族人齊聚祖堂，牲

▲ 一進門就能看到的忠孝二字，彰顯祖先強
調的忠孝節義精神。

▲ 范姜人不僅對自家姓氏源流知之甚詳，祖堂內
亦設有「百家姓族譜」供外界參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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禮供桌由正堂外的天井一路綿延至大門外

的廣場，族人們更將門前馬路及停車場擠

得水洩不通，場面盛大、壯觀，連美式賣

場也固定派人設點擺攤，這不僅是族內大

事，也傳為地方美談，讓人見識到范姜族

人堅毅緊密的民族性。

對客家文化有深入研究的日本靜岡大

學 (しずおかだいがく )教授高木桂藏 (た

かぎ けいぞう )就曾說過：「客家人就是

東方的猶太人。」，這話讓人很有感觸，

尤其他們強悍、堅毅、勤儉、團結的民族

性，想必和祖先早年大幅度遷徙、移居，

常受當地人欺凌，被視為異端等背景有關，

這些精神和特質由范姜祖先在臺灣從無到

有的拓墾過程就能得到印證。

目前范姜祖堂採對外開放制度，不收

門票、附設免費停車場，近期還提供左橫

屋的 4間房給桃園市文化局樂齡社團免費

使用。就像范姜瑞理事長所說：「我們族

人都有同樣的觀念及共識，就是要把祖先

留下來的資產，包含祖堂，當作社會上的

公共財，讓每一個人都能運用、使用、享

用。」。

訪談接近尾聲，矗立於夕陽餘暉中

的范姜祖堂更顯詩意盎然、古色古香，原

先的豔陽高照已為冷冽的海風所取代，但

充滿人情味的古厝之行卻為我驅走了寒

意⋯⋯。在傳統倫理與前衛思想仍有待相

容匯聚的現代社會，范姜族人勤奮、積極

的奮鬥故事，格外顯得意義非凡。

▲ 范姜瑞理事長自中國大陸蒐羅攜
回的范姓先祖詩文創作。

▲ 已有 160 多年歷史的窗框、磚牆，是珍貴
的文化資產，更是鄰近大學建築系師生眼

中的建築瑰寶

▲ 色長條是木料，雖有後人鑿斧的印記，
但仍保有濃厚的歷史痕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