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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 西 新成保 甲 國 持》 與 新 成 中 田 地 方 勢 力
衷海燕

江西師範大學歷史系

筆者最近在查找資料時偶得《江西新城保 甲

圖冊》一書 。 新城，令名黎川，位於江西省東部，

武夷山脈中段，東、 南部與福建省耽鄰。宋紹興 8

年(1138)，析南城縣東南五鄉置新城縣 ; 因黎水貫穿

全境，故別稱黎川 。 明清時屬建昌 府 。 對於新城的

地方歷史， 至今似尚未有學者作過專門性的研究 。

而《江 西 新城保 甲 圖 冊〉 是研究當時新城的地理

概況、 戶口、 風土民俗、 交通道路等情況的極為難

得的史料 。

書為成豐間刊本。全書共四卷，分正 、 附兩

冊 。 正冊為明萬曆問 (160卜1604年) 新城知縣、 音江

人越 日 崇所撰，由新城楊希閔重校刊 。 有上中下三

卷，條 目分別有保甲牌冊式、 各都保 甲 圖總論及對

各坊都的論說并園 。 共計有圖五十六幅 。 內容包括

萬 曆間 推行保 甲 法的具體 辦法，諸如各家縣門牌

式、 十家牌輪 於 甲 式 、 告諭、 條約等 ; 對各坊都的

論說并圖為正冊的主要內容 。 對每坊都是 “先論次

圖 、 入到及 山川村市、 黨正等" ，即對每一坊都先

論說，介紹方位 、 田敵肥饒、 民俗風情等 ; 其後為

園，圖後則有街巷 、 村市名 、 山 川 、 入到、 黨正

(副 ) 名 及 編 甲 數 、 T口數 、 貢士 、 吏員幾 名 等，

有橋、 寺、 觀 、 祠等的也列於其上 。 茲舉十九都論

例以饗讀者:

“十九都東南去縣三十里 (石本作二十里) 。 水

從棲靈山九曲出中 田，至港口，達於黎川 。棲靈山

高二 十餘丈 、 周迴三里，峰巒聳秀，中有石壇，多

靈跡焉 。 山南三里之間，水流九折，故稱九曲 。 都

中獨中田魯氏，號稱富盛，禮讓 自 將，頗為美俗 。

焦源、 澄溪亦復桐聚饒給 。 至李源 、 中溪、 塗溪、

井水，楊塘諸處則稍稍廖落矣 。 西洲民皆食貧 。 北

門渡到悍好爭，穿箭多有，風是用偷，化以柔和，

息奸止盜， 固 當預矣 。 "

“十九都圖三村二 十七 (村名略)，寺四 、 觀

一 、 橋 四 、 倉一" ，以下為各道路通向， “黨正

李安約 、 魯、 國泰 ; 黨副丙爽仁、 劉華章; 共編三十

二 甲 、 計五百六十八T 、 生員 一"

正冊男有新城人楊希閔 (1808-1885?) 根據縣志

所補的十幅險要圖 。 新城因地處兩省交界處，關隘

諸 多 。 楊所繪十圖為: 德勝關 、 楊關 、 邱家隘、 李

饋隘、 黃家隘 、 桃樹隘、 黃土隘、 極高及毛家隘、

羊羚及岩嶺隘，風掃隘等 。

書另有附冊一卷 。 為康熙年間實行保甲法時

的保 甲 圖。道光年間，新城知縣，山西翼城人石家

紹訪求越 日 崇所著保甲 書 。 後分別在新城人陳伯

芝、 楊愉山處得論說與圖，於是清人刊刻 。 書出來

後才發現與趙原書不同，不僅論說內容有增減且 圖

是康熙時實行保 甲 法時所繪 。 楊希閔在校刊該書

時，將石本的論說部分有同異的一一注於趙書，列

入正冊; 石本的圖則附刻一卷 於後，列為附冊，正

好與正冊的保 甲 圓形成互補與比較 。 附冊共計圓五

十四帽，較趙本缺總圍及 四十八下都圖 。 圖上方男

有趙本所缺的小字二 十三條注，分別為 “山 、 川 、

寺廟 、 橋樑 、 煙戶、 男T、 女口 (分大小丁口) 、 持
監 、 農民 、 貿易人、 歇店 、 駕船人、 僧人、 齋公、

道士 、 女僧 、 乞丐、 賊匪 、 土娟 、 寄籍、 無業傭工

人" 等的數 目 。

以上為書的大致內容 。 書 中引起筆者最大興

趣的則在於其中僅有兩篇跋論 。 跋文作者分別為魯

九舉 、 陳伯芝，兩人皆為中田人氏，其家中即收藏

有趙本保甲 書的論說部分 。 魯 、 陳二氏在地方上究

竟扮演何種角色，為什麼他們家收藏有作為 “ 宮 府

文件" 的保 甲 書呢?

魯、 陳二人皆來 自 中 田 。 中田地居十九都，界

連南豐縣 。 十九都在萬曆間除南坊外，煙戶最多的

坊都，而中 田在其中叉為人煙最開密處 。 該地人文

極盛，終清 一代新城共有的 名進士，其中 17名為中

田 魯氏 、 7名為陳氏，佔去114 強 ， 因賢人輩出，曾

一 度 改 名 為 “ 鍾 賢 " 。

魯氏 自 明中葉遷入中 田，逐漸成為地方世家

望 族 。 (見前十九都論)陳氏則 由第一代人陳世



華南研究資料中，心通訊

第十八期 2000 . 1 . 1 5  

爵於清順康問由縣城遷入中田 。 陳氏在陳世爵父親

輩家道開始衰弱，於是陳世爵攜其妻魯氏回到妻娘

家處中田 。 陳留其妻在中田， 自 己則往南昌經商 ，

勵精圖治 ， 經過多年奮鬥 ， 終於成為商業巨賈。 與

當時多數商人一樣 ， 陳世爵雖棄儒經商，可仍希望

子孫能獲取功名，走向仕途 。 而其獨子陳道終於不

負 所望 考取進士，並 成為新城 著 名 理學家。 同治

《 新城縣志 ﹒ 人物志 ﹒ 理學〉 中僅列四名理學家 ，

陳道即為其中之一 。 另三 位分別為宋字觀 、 傳夢

泉 、 明朝鄧元錫，而陳道與他們取得同等地位，為

清代新城唯一著名理學家 。 因考慮 自 己為獨子，陳

道終未走上仕途，但他對陳氏在中田立足 ， 並成為

當地望 族卻功不可沒 。 陳道取進士後仍鄉居中田 ，

不僅為陳氏取得 “ 孝友" 的好名 聲 ， 而且為陳氏

後代子孫步入仕途起了很大作用 。 在陳道之後陳氏

共有七人成為進士，多人入官 且居官顯要 。 為在中

田 爭得一席之地，陳氏一方面與實力強大的魯氏結

為世代姻親，陳道並成為魯氏家族代表人物之一魯

九辜的老師 ;另一方面因陳世爵的經營，陳氏經濟

實力雄厚，有能力在家鄉倡辦慈善事業。 陳氏先是

活動消息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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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災荒之年運谷六千餘石 幫助中田災民度過荒年 ，

以後叉大力倡設 義田 、 義倉 ， 陳氏在各坊都共設十

餘處 義倉 。 為修建目于江書院 、 黎川書院各捐銀二 千

兩，叉造橋修亭，立京城建會館 、 甚至為修通南昌

豫章溝 ， 費銀萬兩等等，儼然成為地方實力派，逐

漸介入地方事務 。

作為後起之秀的陳氏雖然在經濟 、 政治上都

有一定地位 ， 但畢竟人單力薄; 而魯氏作為土 著 ，

人丁繁盛，政治上實力也很強盛 ， 但經濟上與陳氏

相比仍是不能望 其項背 。 於是兩姓聯合控制地方，

陳魯世代聯姻，陳氏建立的十餘處 義倉 ， 其條規皆

為魯九舉訂立並由魯負責經理。 魯九舉在魯姓及地

方上享有極高聲譽， 義倉在他經理期間，各家相安

無事 。 而在他離開中田出外任宮間 ， 對於由誰來經

理 義倉爆發了一場爭奪戰 。

有關魯 、 陳二 氏在中田地方社會如何運作 、

陳氏由何種經營發家 、 是怎樣一步步與魯氏產生抗

衡力量等問題，本人將在碩士畢業論文中予以詳細

探討 。

粉嶺 園 太 平 洪朝 考 察

主持
陳 團 成

英 國 倫敦大學

日 期 : 2000 年 2 月 1 9 日 (星期六)

時間 : 下午三時正(3 :00 pm) 
集合地點 : 粉嶺火車站售票大堂

費用 : 免費 (參加者 自 備交通費和食物)

太平洪朝是新界農村的大型宗族性祭品E活 動 ，
現今只剩下金錢村侯氏 、 丙崗村侯氏和粉嶺圍彭氏
仍有舉行 。 粉嶺圍彭氏的太平洪朝在每年農曆正月
初八至十六 日 舉行，主要的儀式包括開燈 、 貼平安
符 、 扒船 、 祭煞 、 唱痲歌和劈五方等 。

陳 國成先生 自 1 993年以來，長期在上址從事宗
族研究，對粉嶺圍彭氏的歷史有深入的認識 O 這次
田野考察將由他帶領各參加者考察粉嶺圍彭氏圍

村，講解其歷史和社區發展; 接 著是 考 察洪朝儀
式 ， 探討儀式與地方社區的關係 。 是 日 儀式歷時頗
長 ， 但各參加者可在中途 自行離去 。

有意參加者，請聯絡華南研究會黃永豪先生或
華南研究中心馬木池先生 。
如有查詢 ， 請致電 2358 7778 '或傳真 2358 7774 。

Email: schina@ust.hk 
網頁 : http://home.ust.hk/-hongk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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