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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筆者在中山市中山圖書館典藏書庫無意間

於書櫃一角覓得一冊《同治四年三月初四日新

貴麟功、國安、榮勛、鴻章公謁綸、絅二太祖

支用部》1(下稱《支用部》)，此冊《支用部》長

26cm，寬18cm，用墨筆抄寫在「翰文堂」綠欄紙

上，寫有文字的約有31頁，共約5,000餘字，內容

記錄了中山濠頭鄭族舉行新貴謁祖活動的支用情

況，反映了清代後期香山鄉村社會一些情況。

一、濠頭鄭氏

　　濠頭村位於中山市區石岐東面約4公里，明

清兩代屬香山縣得能都，今屬火炬高新技術開發

區管轄。據族譜記載及村民口述，濠頭在南宋紹

定年間（1228-1233）由原籍浙江的鄭谷彝（尚

綸）、鄭谷純（尚絅）兄弟開村2，因地臨海，盛

産蠔而得名。漫步濠頭村中，數株古樹顯示出這

個村落悠久的歷史。濠頭鄭氏是香山縣城石岐附

近的三大族之一，3「衣冠文物蔚爲一鄉之望」。

在宗族歷史中強調「滎陽鄭氏」、「浦江義門鄭

氏」的祖先來歷；在《義門鄭氏家譜》以清末重

臣李鴻章手寫序文開篇4，全文收錄著名的《浦江

鄭氏規範》、《浦江義門鄭氏家儀》作爲家族儀

禮規範；津津樂道族人「在國則興利除弊、民懐

其德，在鄉則敦禮崇讓、人飲其和，在家則孝弟

力田、世守其法」5 的事蹟；重視培養族中人才獲

得功名和踏入仕途，這些都展現了濠頭鄭氏運用

來自國家與地方社會互動的歷史中所形成的政治

與文化議程的文化象徵，去建立一種符合士大夫

文化規範的宗族、從而與國家正統拉上關係的努

力。6

　　清代以後村外的海坦逐漸淤積成田，濠頭村

地主佔有大量的土地，合族共有的綸、絅二太祖

嘗田，每年穀租就有2 0多萬斤，7 而其他各房祠

堂及私人佔有田地就更多了。8 據宣統年間的統

計，濠頭鄭氏人口（包括在居住在村中及縣城、

附城的族人）約5,000餘人。9 濠頭村民的生活頗

爲嚮往「城鎮化」，經濟稍富裕者都想搬到縣城

或附城，濠頭鄭氏「其祠宇子孫之在附城者亦居

多數」。正如過去當地流傳著一句俗語：「上等

之人，倚城靠廓；下等之人，村鄉角落。」這些

居城族人中包括不少士紳和地主，他們在縣城的

政治和社會生活中發揮著影響。現在濠頭村中幾

乎找不到稍具規模的「大宅」，但濠頭鄭氏在縣

城卻建有著名的雍雅堂、崇本堂、純一堂、遵義

堂四大舊家，崇本堂建築規模爲香山縣全縣甲第

之冠。濠頭鄭氏在縣城建有八座祠堂，還和龐頭

房、西亭房等於清康熙十一年在石岐蓮塘街合建

「義門鄭」合族大宗祠。但鄉村裏的土地和宗族

的事務仍然很大程度控制在這些居城的士紳和地

主手中，村中和族中的大事還要僱轎子到石岐請

那些居於縣城的族老回鄉議定，民國年間汽車開

通後，這些族人回鄉議事，仍會從公嘗中支付車

費，稱爲「轎金」。

　　濠頭士紳在地方有廣泛的影響。1890年，孫

中山先生曾致書退休返鄉濠頭的洋務大員鄭藻

如，希望支持他在香山縣推行改革，書中稱鄭藻

如「爲一邑物望所歸」，這篇《致鄭藻如書》是

孫中山現存最早的文章。10

二、新貴謁祖

　　《支用部》所提到的四位新貴均可在《義門

鄭氏家譜》11 找到相關記載：

（廿三世）凱詹公，諱榮勲，號宇平，

奇績公四子。覃恩迭封振威將軍、記名

總兵，邑武生，奉旨分發福建候缺，卒

於官，營柩回葬香林廟山。生於嘉慶丁

酉二十二年三月初六日，卒於光緒癸

中山濠頭《新貴謁祖支用部》介紹

黃健敏

中山市翠亨孫中山故居紀念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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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九年正月念六日，壽六十七。（卷

十九，卷廿八列傳另有小傳。）

（廿三世）明釗，名麟功，號掌臣，

彬矩公兼嗣子。花翎，現任達濠營守

備，生於道光甲辰年十月初十日。（卷

十九）

（廿三世）德蔭公，諱國安，號若僑，

堯友公次子。同治甲子科武舉，戊辰科

武進士，欽點營用守備。生於道光乙巳

二十五年八月十五日，卒於光緒戊寅四

年九月初八日，葬白欄橋。（卷二十）

（廿四世）麗謙，名鴻章，號偉堂，喬

詹公子。誥授武顯將軍，花翎寄名，簡

放總兵，候升副將，護理溫州總鎮，署

理瑞安協，歷授玉環參將，調授鎮海營

參將，生於道光辛卯十一年九月初三

日。（卷廿二）

　　關於國安公，據光緒《香山縣志》卷十一，

〈選舉表〉載：「鄭國安，（同治）三年甲子科

第三十一名武舉人」；又載：「鄭國安，城內

人，（同治）七年戊辰科第十七名進士，營用守

備。」可見國安公是居於縣城石岐的族人。在國

安公名下又獨有「在三元宮簪掛花紅」的記載，

濠頭村中過去並無三元宮，這三元宮可能指的是

石岐煙墩山下的三元廟12。這次新貴謁祖活動相信

有很多住在城裏的族人參加，在「初四日分席」

數列所記的二十四房中，前溪祖、三洲祖等兩房

的祠堂是建在縣城石岐。13

　　四位新貴謁祖的紀念開村尚綸、尚絅二太祖

的鄭氏大宗祠在村民口中俗稱「大祠」，始建於

明天啓四年，清雍正八年重修。在濠頭村的衆多

祠堂中，鄭氏大宗祠的地位最高，建築規模也最

爲宏偉，以其堂皇的建築顯示著宗族在地方的威

勢。鄭氏大宗祠現在已經拆掉（舊址即今濠頭小

學），僅存立於祠堂前面明崇禎九年邑侯虞國鎮

贈建、刻著「浦江世澤」、「昭世褒崇」的石牌

坊，可以依稀窺見昔日的規模。

　　鄭氏大宗祠前面的廣闊空地現已成爲濠頭小

學運動場，同治四年就是在這裏搭建戲棚，請普

太平班演出四本京戲。本來廣東鄉村演戲一般比

較喜歡請本地班。咸豐四年粵劇藝人李文茂率紅

船子弟參加反清起義失敗後，地方政府禁止本地

班的演出14，但雖然清政府禁令在案，本地班演出

在鄉間依然存在。濠頭村原來請的就是本地班，

《支用部》中有「去請普天樂班」、「去容岐辭

普天樂班」、「請普天樂班罰定銀四元」等記

載，普天樂班就是本地班（同治六年出版的普天

樂班本《寒宮取笑》現仍存世），但最後卻辭掉

本地班而改請外江班演京戲，反映出宗族在處理

「國家」與「地方」關係時的取捨。

　 　 筆 者 曾 向 濠 頭 村 中 耆 老 出 示 此 冊 《 支 用

部》，希望對過去新貴謁祖的儀式及此冊中若干

問題有所瞭解，但這些百餘年前的舊事似乎已無

人曉得。只有《義門鄭氏族譜》卷一所載的《浦

江鄭氏家儀》中有關「祭祖」和「授官」的規

定，爲我們提供了一些想像的依據。但在清代晚

期舉行的儀式，相信和數百年前制訂的規定已經

有所不同了。

三、鄉村社會

　　這次謁祖活動的四位新貴都是武官，而不是

得意科場的文士。

　　珠江三角洲的大族之間爲了確保和擴大自己

的地盤，常常不免發生明爭暗鬥。濠頭村原有一

座建於清朝同治三年的文峰塔（現已不存），據

說因爲在封建時代，濠頭人科名不斷，許多鄉人

在外當官，引起妒忌。當時小欖何閣老（即何吾

騶），捉龍（看風水）捉到濠頭村的水流鵝山的

鵝眼處，就想出錢把這個地方買下來，破壞濠頭

的「風水」。濠頭人堅決不賣，並在這個「風水

寶地」建築了「文峰塔」，以顯示濠頭人的榮

耀，並說晚上塔頂的燈點亮以後，小欖都能看得

見。這個傳說在時間上是有矛盾的，但具體事實

真僞並不重要，這種傳說的流傳正反映了香山大

族之間的競爭，而濠頭文峰塔可以視爲當時濠頭

鄭族有實力與小欖大族何族抗衡的象徵。宗族之

間的這種明爭暗鬥是武力和仲裁兩種形式並存

的，當爭鬥發生時，這些族中武官可能就會起到

作用。濠頭村練武之風甚盛，如鄭炳友、鄭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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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鄭大經等就因「精於技擊」而被載入縣誌列

傳。

　　鴉片戰爭之後，珠江三角洲社會動蕩不安，

盜匪如麻。香山東鄉一帶「廣袤六十餘里，大小

九十餘鄉，依山瀕海」，本來「地僻民醇，漁樵

耕讀，里井晏然」。但近代以來卻飽受盜匪之

苦，「匪黨肆橫，搶劫之事，由郊野到城廂，白

晝成群，實從來所未見」。15

　　盜匪之外，近代天地會、三合會等秘密結社

在民間廣泛流行，廣東各地會黨起義此起彼伏。

在這樣的社會環境下，士紳紛紛組織地方力量自

衛，導致地方社會軍事化。香山「邑東爲鄉九十

有餘，水陸袤延各數十里，濠頭居其要衝」，

「左控東濠，右連水洲，為邑城門戶」。鴉片戰

爭餘波未了，香山各地三合會先後起義。道光甲

辰年間（1844年）十一月初四日，起義的會衆分

三路進攻濠頭，濠頭村勇亦分三路抵禦，戰於長

山埔，斃匪目三人、匪徒六人，傷者十數人，

「餘匪栗而遁」。16居於縣城石岐的廩生鄭逵鴻返

濠頭「邀族人飲，曉以大義，皆感泣，遂矢於祠

廟，倡義拒賊」。濠頭與大車鄉孝廉林謙所聯絡

的各鄉互相成犄角勢，「賊勢遂弛」。此後鄉紳

鄭乃康偕子鄭藻如率村民積極參加林謙組建的東

鄉團練，設總局於雲衢書院，設分局於南朗及張

家邊，後又在濠頭設分局，各鄉「互相守望」，

在咸豐初年席捲珠江三角洲的洪兵起義中，「鄰

境先後城破，我邑危而獲安。」17 舉人出身的鄭藻

如更因「軍功」而得到兩廣總督葉名琛的保舉，

從此踏上仕途。光緒九年（1 8 8 3），廣東辦團

防，閱兵大臣方耀到香山縣閱操，閱操的現場就

是濠頭村鄭氏大宗祠。18

　　通過《支用部》中「借後興1 9及長洲軍器」

等記載不難感受地方社會的緊張氣氛。在謁祖活

動舉行的前後，在濠頭的上員山20、香林廟21、鄭

公鄉22、大祠、上帝廟23、街市24、武侯廟25、牛路

口26、缸瓦澳、門前涌、蛋井堡、涌口、大村赤坭

企、戲棚、新貴棚等地點搭建壯丁棚募壯丁日夜

駐守、看閘及巡街，共動用壯丁120多人。而「支

一號巡船利試，銀一十兩正」，「支建賢等塞涌

及開，工銀五兩正」等記載相信也與預防盜匪在

海邊沿河涌乘機偷襲有關。

註釋：

1 此冊《支用部》原是民國三十七年濠頭小學教師

鄭勉剛提供給鄭彼岸主持的中山文獻委員會編撰

《中山縣志》之用。1950年1月28日，鄭彼岸將

中山文獻委員會所藏文獻、文物移交中山縣人

民政府，此冊亦在其中，此後入藏中山縣中山紀

念圖書館。見《中山縣文獻委員會古物移交清

冊》，中山市檔案館藏民國檔案A1，2，849。

2 香山鄭姓按族源不同分義門鄭、南塘鄭、西山

鄭、古鶴鄭等數派。「義門鄭」據族譜的記載原

籍浙江金華浦江縣，鄭賢爲入粵始祖，三世祖鄭

繼文遷居香山長洲，後子孫分居四地形成「鰲溪

房」、「龐頭房」、「錢山房」、「濠頭房」四

大房。濠頭房始祖鄭谷彝（尚綸）、鄭谷純（尚

絅）如從鄭賢算起則爲十世祖。

3 另外兩大族是長洲黃氏及沙溪劉氏。形容這三族

族大勢強的俗語「劉、黃、鄭，打死人不用償

命」在香山廣泛流傳。

4 序文爲黃紹昌以李鴻章名義起草，由李鴻章親

筆謄錄。見中山縣文獻委員會編，《中山文

獻》（第二輯），1948年5月，第89頁。黃紹昌

（1836-1895），字屺香，又作芑香，香山長洲

鄉人，少從陳澧遊，小欖何璟任閩督時，聘入幕

府記事。光緒十一年（1885）考取舉人。曾任廣

州學海堂學長，菊坡書院、豐山書院講席、廣雅

書院史學館分校。

5 黃紹昌，〈鄭氏大宗祠記〉，《開明報》，1948

年8月23日，第4版。

6 參考科大衛、劉志偉，〈宗族與地方社會的國家

認同　　明清華南地區宗族發展的意識形態基

礎〉，《歷史研究》，2000年第3期。

7 鄭起熊，〈濠頭鄉的建設問題〉，載鄭漢全主

編，《濠頭月刊》，復刊第二期，1946年8月。

8 據濠頭村民的說法，解放前佔地最多的地主擁有

田地近千頃（10萬畝），現在港口鎮有三分之二

的田地是濠頭人的，濠頭甚至遠到坦州鎮都有

地，這可能有誇張的成分。筆者在中山的其他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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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也聽過「土改時，佔地過百頃的濠頭地主也

不少」的說法，這起碼說明了濠頭地主是名聲在

外的。

9 厲式金主修，《香山縣志續編》(民國十二年)，

卷三，〈輿地•氏族〉。

10 黃彥，〈談談孫中山致鄭藻如書〉，載黃彥，

《孫中山研究與史料編纂》(廣州：廣東人民出

版社，1996)，頁14-28。

11 鄭希橋、鄭藻如修，《義門鄭氏家譜》，修於清

光緒十七年，共二十八卷。

12 三元廟，亦稱三元宮、三元觀，位於石岐懷德

里（今孫文西路，中山公園旁），原廟規模宏

敞，正副屋凡三進，廟產甚豐。今廟已不存。

見郭灝如，〈石岐神廟遺跡及祭祀風俗攷〉，

《中山文史》，第15輯。

13 根據《義門鄭氏家譜》，卷廿七的記載，到光緒

十七年，濠頭房共有祠堂23座，其中7座建於縣

城或附城，在濠頭村的則有16座。但這些祠堂

和《支用部》中所列的24房不是一一對應的，

有些房並沒有獨立的祠堂，有些祠堂的名字卻

沒有出現在這二十四房中。

14 李文茂反清起義失敗後廣東戲劇界的情況，見賴

伯彊，《廣東戲曲簡史》(廣州：廣東人民出版

社，2001)，頁127-147。

15 林謙，《寄曾卓如制軍望顏書》，載於鄭勉剛輯

錄，《林鄉賢零拾》，抄本。

16 《香山縣志續編》，卷十四，〈列傳•方技》。

1 7 田明曜主修、陳澧纂，《香山縣志》(清光緒

五年)，卷十五，〈列傳〉及卷二十二，〈紀

事〉。鄭勉剛輯錄，《林鄉賢零拾》，抄本，

所收錄的文件記錄甚詳。

18 陸燦，《孫中山公事略》，稿本，約1930年代

撰。

19 後興，即厚興村，位於中山城區東北。長洲村，

位於中山城區西面。

20 上員山：原是濠頭村邊一座平緩小山，今已基本

夷平，形成村落，即今員山村所在地，員山村

與濠頭村一路之隔。

21 香林廟：位於濠頭村西面村邊五馬山山腳下，廟

前是一片稻田。

22 鄭公鄉、門前涌、蛋井堡、湧口、大村、赤坭

企：均是濠頭村街道地名，過去是濠頭村中的

坊、里或堡。

23 上帝廟：亦稱北帝廟、北極殿，位於濠頭村東面

村邊水流鵝山山腳，是濠頭村村廟，廟前是廣

闊田地，過去廟前不遠就是濠頭村海防的第二

道防綫。

24 街市：濠頭村墟市，開設有各種店鋪。

25 武侯廟：濠頭村有多間供奉諸葛亮的武侯廟，具

體指哪一間有很多説法，一般認爲如果是搭棚

看守的應該是位於村邊接近泗門的那一間。

26 牛路口、缸瓦澳：這兩個地名現已不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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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支用部》書影，圖一。

圖二。



華南研究資料中心通訊

第三十八期  2005.1.15 第25頁

圖三。

圖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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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五。

圖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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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七。

圖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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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九。

圖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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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一。

圖十二。



華南研究資料中心通訊

第三十八期  2005.1.15第30頁

圖十三。

圖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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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五。

圖十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