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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里街‧大湊山‧西門何氏

　　桂陽州的家族與礦業1

賀喜　黃國信

中山大學歷史系

　　清代桂陽州，即今天湖南省郴州所轄之桂陽

縣，地處湖南省東南部，北瞻衡岳，南峙五嶺，

東界江西贛州，南與廣東韶州、連州接壤，西鄰

永州。從唐宋以來桂陽州的礦產就在王朝財政中

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唐宋朝廷專門在桂陽設立

桂陽監開礦。「宋初冶場二百有一，而桂陽特置

監……宋時雲南為荒外，冶專在湖南。此雖天下

總數，桂陽殆居十之三。」2可見桂陽礦產之地

位。有明一代，由於朝廷實行礦禁政策，加上當

地發生「臨藍礦亂」3，桂陽州礦業幾起幾落。清

初逐步開放礦禁，乾隆時期桂陽州採礦最盛，湖

南省鑄造銅錢之寶南局所需銅鉛大多仰仗於此。

嘉慶以後由於「峒老砂空」，礦產日竭，桂陽州

礦業的鼎盛時代也隨之而去。然而，直到今天桂

陽縣依然設有黃沙坪礦務局、寶山礦務局等大型

工礦企業。

　　礦區與農業生產區最大的不同之一，就是礦

工的流動性非常強。我們在桂陽綠紫坳銅礦調查

時，根本找不著土著。那麽，清代乾隆年間數萬

礦工聚集於桂陽，他們與當地土著居民之間的關

係如何？桂陽既是礦區又是瑤區，礦工與瑤人之

間又存在著怎樣的關係？一個人口流動頻繁的礦

區社會是怎樣整合起來，不同群體間又會利用怎

樣的話語來為自己謀取利益？一直都是我們關心

的問題。這次我們在桂陽的調查，得到了桂陽縣

文化館前館長彭德馨先生的熱情接待，並結識了

乾隆年間開始控制州城附近大湊山（即寶山）礦

場的桂陽西門何氏宗親會，收集到西門何氏族譜

和田譜、山場圖等相關史料，可以為解決這些問

題提供線索，特介紹於下，供有興趣之士參考。

　　西門何氏據稱派衍於安徽廬江，發源於宋

婺州（今浙江金華）。據其族譜聲稱，高祖伯慧

公，為宋紹定進士，因宋金戰事而閉門不仕，喬

寓江西鵝頸丘。其子何基去世時約為宋元鼎革之

時，子孫遂遷至湖南。其中萬四公定居桂陽城西

郭之大湊山麓，繁衍至今。桂陽西門何氏為萬四

公之後，其宗祠位於桂陽州城七里街附近，現已

為民居所佔，但仍可見其氣勢恢宏。據彭德馨先

生與何氏後人回憶說，清代民國時期，桂陽州曾

有四姓當州：即南門口李家；西門口何家；城內

曹家；大北關劉家。當時，在規整的州城之南，

則為七里街（亦有五里街之說），七里街為桂陽

商業最繁盛處，所謂七里街是指該街道東西長七

里。其中間臨近州城西門約一里半的街道曾為何

氏所有，《桂陽西門何氏族譜》之「雜識雜錄」

專列出「街道」條目，稱：

街道盛衰繫乎地氣，又繫乎人心。此地

街名回，水皆由北流下而南，惟此街水流

至東街里逆轉而上，向東從何老爺井巷口

流出挨城水溝，仍復流下，人謂「聚財勝

地」。且遊蕩否棍外街者不敢來，本街者

畏家法，故財貨大店多聚於斯。俗言「買

貨若無，要走西門口」，此其證也。4

可見，西門口何氏在桂陽的貿易網路中的重要地

位。

　　大湊山即在街後不遠處，《大明一統志》

卷6 4，山川門載有「大湊山」條目：「在桂陽

州西，舊志云，出銀礦，當其盛時，爐煙蓊然，

上 接 雲 漢 ， 烹 丁 紛 錯 ， 商 旅 往 來 輻 輳 ， 因 以

為名。」並且，大湊山還被視為桂陽州之「祖

龍」，被寶氣精華彙聚之源。桂陽州人最為看

重之礦神「寶王祠」即建於大湊山麓。同治州志

載，「州縣專祀皆其地山川靈神也，各有主，桂

陽最重銀礦。礦有神曰『三堂』。城北禹帝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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曰鎮龍堂，北堂也；西寶王祠，祀大湊山神，

中堂也；南靈澗侯祠，南堂也。大湊山祠自唐

始。」5

　　據彭德馨先生回憶，直至民國時期，寶王

祠依然存有舊跡。大湊山開採年代久遠，既是

地方社會重要的礦廠，又是重要的地方社會信仰

中心。何氏後人告訴我們大湊山也曾稱為「何家

嶺」，民國時期州人還有如此說法，本文末所附

山場圖也是這種說法的反映。

　　大湊山為何會成為「何家山」？王闓運同治

《直隸桂陽州志》有這樣一條記載：

民自開礦，富者破家，貧者敝力。州民

困於銀礦者至衆，而鄧氏、曹氏、彭氏、

何氏，因其起家。鄧希全者，城北人。雍

正采銀大湊山，日千斤，積數年，資累數

十萬。至乾隆中，而彭五中往交趾，挾資

數十萬歸。曹祖龍者，開大湊山萬景窩，

致資產巨萬，豪俠好義，行市中，見病

者臥道旁，必舁歸自醫之。其傭病漬，人

莫敢近，夫妻躬薰盥之。又代亡友嫁其孤

女，至今場中祀焉。何植苕者，居城中，

家中資。乾隆初，采銀大湊山，數載，

資蕩盡，州人相借，莫可借貸。歲已盡，

家無十日糧，礦丁坐食其家尤十許人，

植苕計無所復之，除夕殺所畜狗，召衆會

食且曰；吾力不能給，若等今夕且一飯，

明日各去，吾亦行餒死矣。礦丁食畢，漫

語曰：主人以礦破產，然待吾等意甚厚，

姑入壟再一鍬鑿何如？眾丁雜然曰：諾。

入山者七八人，一人惰不欲下，姑鑿旁

土，見礦苗如指，再鑿輒寬，呼衆擊之，

巨礦也。走報植苕，植苕臥不肯起，曰：

犬肉已盡，何苦而誑我。衆強之往視，

皆大喜。明日，送錢米者不可勝計，依為

生者數千家，家致十餘萬斤矣。既而洞中

火，礦廠法：死者主人不問。植苕往見諸

家母妻號哭，不忍歸，料其家中所見，盡

出之。人數百金，一旦遂盡。人謂何公宜

少留。公曰：天不貧吾，礦在足矣。天不

富吾，留之適生患。且吾嘗貧矣。於是礦

出益盛，數年中至數十萬人，采銀者入其

名，輒大獲，爭假其號，歲募舁金其家。

植苕故不知也，即不受，礦頓委，人皆委

銀其門而去。州人言富室無逾植苕者，建

大宅，兩子皆納資得官，傳之百餘年。植

苕一細民，其致此豈無自耶？散家財，恤

死者，古賢豪傑何以過此，烹狗饗士卒，

得其力，亦豈無所感而然乎？6

　　桂陽西門何氏族譜亦完整記載了關於何植苕

的故事，目前尚不清楚州志與族譜誰先記載此故

事。族譜的記載在此故事前有簡短的人物介紹，

云：

植苕號炯齋，後更名著。天性嚴毅，才

器涵宏。十歲而孤，事母至孝，棄儒習商

業，尚信義，不屑計較錙銖，而竊慕豪俠

之行，族中少年多赴之。中年業礦，采銀

大湊山，數載，貲蕩盡，州人相借未可假

貸。歲已盡，家無十日糧，礦丁坐食其家

尤十許人，……7

　　據族譜，何植苕為何氏洛氏支派之四梁房第

十五世孫。植苕採礦起家，其兩子皆納資得官。

長子熙煊學名輝煌，族譜載：

輝煌號星台，派名熙煊。父植苕以礦至

巨富，慕狹義尚，所捐助公益慈善不勝

數。公天性敦篤，學求實踐。年三十始入

學，旋補廩生，俗立功名，以期揚顯，報

捐試用訓導，歷署瀏陽永興宜章訓導，守

正不阿。在瀏陽署東齋教諭聯邑紳賄保節

孝公，力爭不得，果以濫舉不實，不獲旌

典，致涇以渭濁，潛德不彰，實為扼腕。

公事親孝，與異母弟友愛甚篤。振人之急

甚己之私，州建考棚，身任總理。？匪之

變（原書為問號　　作者），捐資練團，

以是家資中落，積而能散。州人義之族

譜，自康熙乙丑二十四年文鹿公續修後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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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五十年矣，生齒日繁，分支益遠，深惧

文獻無微，考據失實，爰集叔侄，倡議興

修。公殫心纂集，竭慮搜羅，遂訖成功，

敬宗昭後，用心彌摯。性恢郭，喜飲酒雄

辯驚筵，歲寒一色，可謂繼志述事，無添

所生者已。8

　　何植苕次子熙介，十七歲即殤。植苕三子熙

炘有乃父之風，善經營籌劃，族譜載：

（熙炘）字賓日，號晴霞州同。子女二。

生清嘉慶乙未四年八月二十四日寅時，歿

清道光戊申二十八年四月十一日酉時，時

年五十歲，葬車田人形嶺。繼父巨產，長

於營運，益增豐饒。兄輝煌豁達不善理財

獻身（原文如此，疑誤　　作者），公精

明足與權弈，而慷慨好施同。晚歲，兄頗

拮据，十分潤之。本族義學倡捐巨金，州

建學宮，興義倉，用鹿峰書院學款督理運

籌，悉資其力，故子孫繼武蔚起人文，為

善之微也。9

 

　　何植苕兩個兒子，分別走兩條不同的路，都

在加強何氏在桂陽州的勢力。然而，由於大湊山

長期開採，嘉道時期該山植被破壞嚴重，呈現出

衰瑟景象。道光年間何氏發起了一次培護大湊山

的行動，培山的行動在礦衰的時期再次確立了何

氏的地位。族譜輯錄了何氏《培護後山碑記》，

有相當豐富的資訊，現全文照錄於下：

我祖自漢高帝二年建郡，地據險要，為

三湘鎖鑰，兩粵緘騰，楚南機軸也。城西

一山周二十里，面面相似，出銀礦。至宋

時，開採盛衰不一。其最盛則爐煙蓊然，

上接雲漢，烹丁紛錯，商旅往來輻輳，

故名大湊山，又名寶山，為州城祖龍。

大北關至鹽卡腳，舊名五里街，歷來住

宅極盛。我族亦於元至正間金化播遷，肇

造茲土，得買宋職方郎黃照鄰舊址，迄今

分住四鄉，十有餘所。國朝雍正之初，乃

建寢廟，其間枕湊嶺面鹿峰，襟城帶郭，

雁塔對峙，為一郡西隅大觀。因山產寶，

日事鍛煉，冶煙所過，草木不植。當春夏

水漲，山土松崩，龍脈敗壞，邇來傾頹已

極，其上下左右住宅，深受其害者多，不

獨富貴難保，而人煙亦多蕭條，有心者茲

懼焉。道光辛巳暨甲午屢以培山為倡，因

衆論不合遂寢其事。丁未，州尊俞公同甫

以建城餘貲勸令我州各處陪護風龍，然費

存無幾，其事亦寢，戊申清節祭祖我族復

將此舉商議，人人踴躍，而族侄孫聘之尤

慷慨樂輸，是以合族衆集腋成裘，鴆集土

工石匠，荷鋤負畚種土，成崖者補之，圮

者築之。然後種草植木，其山上古墓數十

塚不忍遺骸暴露，具文申告，親督工人，

分別揀收，分別貯以瓦器，改葬山右合家

沖，共立一塚，創始于戊申孟秋，落成于

巳酉仲春，費至三百七十有奇，又慮孤墳

失祭，爰立石以垂久遠，題曰：古墓。且

別存祭業，會本族義學首事承管，逐年定

期，於寒食節義學出費，親往祭挂，必誠

必慎，餘項存儲生息，或置業以為後山陸

續培補，其橫過右邊直下一溝難以措手，

即嶺項風脈之處，目下亦限於無力，惟冀

後世子孫留心祖次住宅，後山為風水之脈

所繫，切勿挖壟開設爐廠貪圖微利，因小

害大。凡後山一抔之土，一木之材，譬之

周身血脈而有切膚之痛。庶己長遠培護，

我族導以先聲，而闔州人士亦互為則效，

行見嘉卉蔥蘢扶輿效靈，蓉城永為鍾秀毓

特之區，直駕漢唐。宋以來人文之盛也，

詎不懿歟？予特詳其巔末並經理樂捐鴻

名，勒諸雲根，以垂不朽，是為記。

後記附

後山經道光巳酉培護至同治庚午復加修

補栽種樹木，約捐貳百餘緡，工程浩繁，

幾費心力，不能完竣。今又派捐租穀，雇

養工人，以街上肥泥糞草填塞缺陷，並多

栽樹木，永遠看守培護。惟冀後人念切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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脈攸關，不吝解囊，陸續增補，並永遠禁

止，不得燒煉。庶幾草木青蔥扶輿效靈，

以其精氣醞釀毓秀鍾靈長發其祥。庶幾不

負予一段苦心，不獨合族攸賴，即州堂白

虎手蒙麻無涯矣。謹將樂捐鴻名並經理首

事鍾昭等勒諸貞石以垂久遠。10

註釋：

1 本文的調查與寫作得到教育部「十•五」規劃人

文社會科學研究基金（批准號：01JC770008）和

廣東省人文社會科學基金（批准號：02F13）的

資助。

2 王闓運，《桂陽直隸州志》，卷20，《貨殖》，

同治刻本。

3 明朝發生在桂陽州所屬臨武和藍山二縣的礦夫之

亂。

4《桂陽西門何氏族譜》，1995年，頁559。《桂

陽西門何氏族譜》最早修於明萬曆三十九年，清

順治、康熙、道光以及民國年間均有續譜，我們

抄錄過其民國族譜的一部分，本文引用的是1995

年重修譜，該譜為第十次續修，基本上是在民國

二十五年第九次續修的基礎上增補而成。

5《桂陽直隸州志》，卷12，《貨殖》。

6《桂陽直隸州志》，卷20，《貨殖》。

7《桂陽西門何氏族譜》，頁54。省略號以下文字

與同治州志記載完全相同。

8《桂陽西門何氏族譜》，頁55。

9《桂陽西門何氏族譜》，頁380。

10《桂陽西門何氏族譜》，頁524。

附圖、何姓山場圖

出處：民國二十五年版《桂陽西門何氏族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