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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和心 田赖氏宗族的发展及 向 台湾移 民

陈在正

摘 要 心 田赖氏从元末开基
,

至明末 已人财两 旺
,

已 出了一批秀才
、

举人
、

进士
,

通过建

家庙
,

建心 田官
,

修家谱
,

开展共同祭祖拜神活动
,

开始形成一个宗族
,

并成为平和的一个

大族
、

望族
。

心 田赖氏至今繁衍后裔三万多人
,

成为坂仔第一大姓
。

明末至清代
,

有 100 多

族人渡台
,

为开展台中县市等地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

近 10 多年来有不 少台湾族人回祖籍渴祖

祠
、

祖宫
,

赖 氏家庙和心 田宫成为联系两岸宗亲的 纽带
。

两岸赖 氏根溯颖川
,

枝衍闽疆
,

叶

茂台湾
,

源远流长
。

同是炎黄子孙
,

应为统一祖国
、

振兴 中华做出共 同的努力
。

关键词 移民史 福建平和 心 田赖氏 宗族发展 迁台

一
、

心田赖氏的源流及宗族的发展

平和坂仔心 田赖氏开基祖赖 卜隆
,

于元末来心田

开基
,

迄今已 60 0 多年
。

心田赖氏的得姓祖叔颖
,

为

周文王第 19 子
,

武王之弟
,

李姬姓
,

封于赖
,

在今

河南许州
、

陈州
、

汝宁
、

汝州一带
,

秦时属颖川 郡
,

后世子孙以国为姓
,

以颖州为郡号
。

传至赖光
,

任浙

江监察御史
,

迁居浙江处州府松 阳县
,

其裔孙赖遇于

东晋东帝年间任江东知府
,

奏请恩准改 为松阳郡
,

其

后代子孙又以松阳为郡号
。

传至赖标
,

于唐禧宗年间

以军功开直殿大将军
,

与弟赖极
、

赖枢三人由松 阳移

居福建汀州 府
,

赖标居今上杭古 田
,

赖极 居今 宁化

县
,

赖枢居今 清流 县
,

为人 闽开基祖
。

赖 标传十一

世
,

世袭将军之职
。

乃世孙赖朝英
,

任宁化知县
,

卜

居石壁 田心开基
,

14 世赖宁化 (字万芳
,

讳二六 )
,

生九子
,

长荆
,

次梁
,

三雍
,

四豫
,

五徐
,

六杨
,

七

青
,

八
,

九冀
。

长子荆迁今之平和大溪安厚
,

次子

梁迁今 之南靖葛竹
,

三子雍迁 今之 诏 安下 葛田心
,

四
、

五
、

六子往广东惠潮开基
,

七
、

八
、

九子留石壁

守祖祠坟墓
。

三子雍生三子
,

长廷贵
,

次廷显
,

三廷

举
,

次子廷显开展官破
,

姚钟氏
,

生五子
,

长 卜隆
,

生于元成宗大德二年 ( 12 9 8 年 )
,

卒于明太祖洪武九

年 (13 7 6 年 )
,

姚吴 氏勤远
,

云霄人
,

生于元成宗大

德四年 ( 13 0 0 年 )
,

卒于明太祖洪武二十一年 ( 1388

年 )
。

赖 卜隆 自成家立业后
,

于元 末 ( 1 340 年左右 )
,

见平和深田
“

地势宽平
,

舟 车所至
,

商贾多集
,

可 以

养财丁
,

荫科 甲
,

毓名贤
,

不衰不退
,

历久益彰
,

胜

于 田心数倍
,

诚不可舍
。 ”

遂举家迁居其地
,

将故里

田心
,

翻其名 曰心田
,

以示不忘本
。

川

卜隆生 四 子
,

长景春
,

次景禄
,

三景 文
,

四景

贤
,

是为心田赖氏四大房
。

卜隆后来贩猪到南胜墟 出

卖
,

被该乡横石村巨富陈家的相命师看中
,

认为是能

够传万丁的女婿
,

遂将 卜隆所贩的猪全部买下
,

陈家

以拖欠猪款为圈套
,

让 卜隆于大年廿六 日下午往横石

收款
,

因路远 (距心 田 20 华里 ) 天黑
,

主人又好意

留宿
,

当晚
,

陈家暗中安排与其独生女儿成婚
。

事后

卜隆感到内疚
,

再没有 回心田见妻儿老少
,

卒后亦葬

于横石
,

陈氏立有一墓碑
。

后 卜隆子孙访知葬处
,

于

乾隆已 巳年 ( 174 9 年 )
,

心田赖氏亦于墓上立一墓碑
,

出现一坟立两碑
,

都称赖公
。

自 卜隆迁居 心 田后
,

四房分居浮 山
,

大洋
、

石

桥
、

庵坑等处
,

垦地耕种
。

由于土地 肥沃
,

家渐 富

裕
,

人 口也繁衍很快
。

长房景春生 3 子 7 孙
,

25 曾孙

(二子贵成迁广东 白茅
,

不计在 内 ) ; 二房景禄生 3 子

5 孙 13 曾孙 (三子德华移居粗坑
,

不计在 内 ) ; 三房

景文生 1 子 4 孙 9 曾孙 ; 四房景贤生 1子 1 孙 4 曾孙
。

至第 5 世除外迁不计外已发展 53 丁
,

至第 6 世
,

四房

共 % 丁
,

第 7 世共 177 丁
,

第 8 世共 287 丁
,

第 9 世

共 3 7 7 丁
,

第 10 世共 511 丁
,

已是人 口达千人左右的

大族了
。

自 8 世以后
,

陆续 向本乡邻村
、

本县邻乡发

展
。

如四房 5 世永泰
、

永茂
、

永 丰后裔分别向联建
、

西坑
、

山边
、

五星等村发展 ; 8 世大伦
、

大川后裔向

本乡东坑
、

山边开发
。

二房 7 世元聪
、

8 世 司烈
、

帮

歌
、

9 世良源
、

联坤后裔先后向宝南开发
,

7 世元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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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世帮瓷后裔向五星开发
,

8 世期旋向民主开发
,

9 世

联坤
、

以进后裔 向东坑开发
,

10 世应佐
、

n 世启拎

后裔向梨泽开发
,

7 世元贡
、

8 世廷贯
、

廷泰
、

廷 爵
、

廷海后裔 向邻乡国强延山
、

碧岭
、

乾岭开发
,

6 世德

养后裔向邻乡安厚东川
、

平寮 自然村开发
,

14 世光

后裔开发崎岭溪头村
,

13 世明珠等后裔向小溪豆坪开

发
。

一房 8 世司烈
、

司功
、

司俊等后裔分别向本 乡宝

南
、

邻乡国强碧岭开发
。

三房景文后裔向本乡山边开

展
。

到明末清初
,

居住调查点心 田村各 自然村居的 卜

隆后裔
,

已全部是 二房 5 世弘质
、

弘盼和 绍隆 的子

孙
,

其中外膺廓
、

古林
、

荔枝 林
、

云 东坑
、

九林膺
、

楼脚
、

立新
、

田 中央 均系 弘质 后裔
,

麦高 宫
、

下 土

楼
、

大学均弘盼后裔
,

顶洋
、

山墩
、

下
、

双溪均系绍

隆房 n 世启拎后裔
,

同时有绍隆房 n 世启拾后裔居

住双溪
。

徐土为绍隆房 13 世恩龙后裔居住
,

崎沟为

绍隆房 1 3 世其咨后裔居住
,

大洋为绍隆房 13 世仲春

后裔居住
,

狮仔楼
、

横江头为绍隆房 13 世依衷后裔

居住
,

白楼仔为绍隆房 12 世 国琳后裔居住
,

并有部

分居寮里
,

吴坑为绍隆房 10 世应佐后裔居住
,

寮里

为绍隆房 7 世荣茂
、

8 世期旋后裔居住
。

自元末 卜隆

迁居心 田
,

至今 已传 2 7 世
,

分居 180 个 自然村
,

共

有 63 00 多户
,

3 万多人 口
。

坂仔
、

国强两乡镇最多
。

四大房人 口发展不平衡
,

大房分住 10 个 自然村
,

共

32 0 户
,

14 82 人 ; 二房分居 10 9 个 自然村
,

共 4 0 10

户
,

1 8606 人 ; 三房分居 2 个 自然村
,

共 32 户
,

172

人 ; 四房分居 59 自然村
,

共 2 033 户
,

9 4 9 人
。

迁居

外地省县包括迁居台湾及其他海外的人数
,

也不少于

住在本县的人数
。

心田赖 氏
,

已是平和县聚族而居的

一个大姓
。

通过农耕
,

种植稻谷及经济作物而发展富裕起来

的心田赖 氏宗族
,

根据 中国的耕读家风
,

开始送子弟

读书求功名
。

三房 4 世赖清于明永乐九年 ( 1 4 1 1 年 )

登辛卯科第 10 名亚魁 (举人第 2 名 )
,

任江西玉山教

谕
,

继迁九江府教授
,

旋除潘王府长史
。

9 世赖文尧
,

明嘉靖 壬子年 ( 1552 年 ) 授礼部 儒士
,

10 世赖 隧
,

明天启六 年 ( 1 6 2 1 年 ) 辛 酉科 % 名举 人
。

10 世赖

玉
,

清康熙五年丙午 ( 1 666 年 ) 钦命怀远将军都司签

书
,

并任海澄军标中军副将
。

11 世赖绳武
,

明隆武二

年 ( 16 45 年 ) 戊子科举人
,

11 世赖撤儒
,

明祟祯辛

末年 ( 163 1 年 ) 太学生
。

11 世赖斌
,

清顺治 乙末年

( 16 5 5 年 ) 部选江南都督签事
。

n 世赖麟
,

为儒学生

员
。

可
_

见 卜隆心田赖氏后裔
,

至 明末清初不但 已成为

平和的一个大族
,

而且已成为一个望族了
。

此后文风

更盛
,

12 世
,

有赖匡玉
、

赖天柱
、

赖廷
、

赖堤
、

赖鼎

煌
、

赖士达 6 人人津为儒学生员
,

有赖 天植
、

赖 日新

2 人人监为太学生
。

13 世赖世福 中康熙五十九年庚子

科 ( 17 2 0 年 ) 举 人
,

拣 选知 县
,

分居南安
。

13 世
,

有赖羲士
、

赖应麟
、

赖其炳
、

赖 出幌
、

赖吉麟
、

赖致

远
、

赖河
、

赖振炸
、

赖鉴溪等 9 人为儒学生员
,

有赖

维翰
、

赖宏
、

赖志龙
、

赖其煌
、

赖 志郎 5 人 为太学

生
。

另有 1 3 世赖勋
,

康熙 甲子年 ( 1 6 8 4 年 ) 加功左

都督
,

任福建水师提督内标
。

14 世
,

有赖其昌
、

赖周

光
、

赖疆仕
、

赖文昭
、

赖继辉
、

赖友才
、

赖元埠
、

赖

萃其
、

赖景禧
、

赖开鼎
、

赖 廷酞
、

赖学职
、

赖乃翰
、

赖长清
、

赖拔等 巧 人为儒学生员
,

有赖宏
、

赖廷辉
、

赖文耀
、

赖廷显等 5 人为太学生 ; 巧 世
,

有赖元汉为

贡生
,

有赖 玉 站
、

赖仕 仪
、

赖晖吉
、

赖 玉格
、

赖廷

植
、

赖 峰
、

赖梦梅
、

赖 如玉
、

赖耀
、

赖呈 蕙
、

赖如
、

赖馨等 12 人为儒学生员
,

有赖廷贵
、

赖廷辉 2 人为

太学生
。

另有 15 世赖元 晋为候选州同
。

16 世
,

有赖

长春为乾隆庚午年 ( 17 50 年 ) 恩科举人
,

有赖 国翰
、

赖国馄
、

赖云凤
、

赖欣奏
、

赖馥
、

赖琼
、

赖拔元
、

赖

清佐等 8 人为儒学生员
。

总计心田赖氏从 4 世至 16 世
,

成进士 1人
,

中举

6 人
,

贡生 1 人
,

入库 51 人
,

人监 51 人
。

另有副将 1

人
,

左都督 1 人
,

都督签事 1 人
,

州同 1 人
,

游击 2

人
。

自本世纪 os 年代至 60 年代间
,

心 田赖氏更是人

才辈 出
,

参政官员和大学专科 以上毕业生 200 多人
,

他们在各个 岗位上 为建设祖 国作出了或大或少 的贡

献
。

心田赖 氏到 了明末
,

发展到 8
、

9
、

10
、

n 世之

时
,

已是人才两旺
、

并有后裔人
、

中举
、

人监
、

成进

士
,

在族中士绅的倡导下
,

于天启元年 ( 16 21 年 ) 已

开始集资建心 田赖氏家庙
,

有二房 8 世邦徽无代价献

田地供建家庙之 用
,

家庙供奉 1 世 卜隆
、

2 世景春
、

景禄
、

景文
、

景贤及 3 世 8 人
、

4 世 17 人共 30 对祖

宗神 主
。

赖氏家庙 自明末建立 后
,

历经 清代三次重

修
,

其中第二次重修是 在乾隆五十年 ( 1 785 年 )
,

到

民国六年 ( 19 1 7 年 ) 由 19 世裔孙赖秉坤为首
,

由族

人集资
,

进行第四次重修
。

并在两侧扩建护膺 12 间
,

于此创办心 田小学
。

由于赖秉坤的远见
,

既保护了宗

庙的完整
,

又为子孙后代提 高文化素质
,

造就人才
,

一举两得
。

198 9 年移居台湾台中的宗亲 回乡渴祖
,

鉴

于家庙年久失修
,

在赖朝枝
、

赖焕樟的倡议下
,

首先

筹集巨额资金
,

于家庙右边建一座教学楼
,

将小学与

家庙分开
。

然后 由台湾 13 位宗亲共捐新台币 121 万

元 (折合人 民 币 30
.

25 万 元 )
,

重修赖 氏家庙
,

于

19 9 1 年兴工
,

19 9 2 年 1 1 月 2 3 日 (阴历 1 0 月 2 9 日)

举行落成庆典三天
,

以赖诚吉为团长率 1 10 位台湾宗

亲组成庆典团在临参加
,

广东普宁
、

晋江赖盾乡
、

诏

安心田
、

南靖葛竹
、

平和安厚等赖氏宗亲赠送礼品庆

贺
,

本村 49 户
“

四世同堂
”

也挂大红灯祝贺家庙落

成
。

祭坛高雅
,

祭品丰盛
,

用白糖
、

糯米制成 129 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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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的寿龟奉敬祖先
,

有 14 0 村赖氏宰生猪来朝拜
,

还

有二台戏连演 4 天
,

二 台通 宵电影
,

请道 士做三朝

酿
,

放焰火
、

拍录像
,

热闹非凡
。

观众约 2 万多 人
,

盛况空前
。

心田赖 氏家庙中堂神 完上挂
“

庆衍松 阳
”

大 匾
,

神完两边有
“

承先祖之祭祀
,

耸 当代之人伦
”

对联
,

家庙中还有 以下几付对联 ;

其一
,

耸寮米以钟灵
,

水抱 山朝
,

数百里来龙终

趋虎穴 ; 溯颖川之衍派
,

前开后继
,

亿万年种德 总在

心田
。

其二
,

拥深寮以茂本枝
,

谱碟原由松郡 ; 襟 双水

而衍世泽
,

宗派直接西川
。

其三
,

周初锡姓
,

元末开基
,

历颖赣漳汀
,

绳绳

勿替 ; 明代始兴
,

清朝三葺
,

愿 云祁 耳
,

翼 翼无

疆
。

其四
,

赖祖考作之先
,

衍系从城蔡州松阳
,

遂称

望族 ; 大门间贻厥后
,

历官有太常御史
,

犹记功宗
。

其五
,

虎负南山
,

试观绣虎高才登虎榜 ; 龙见心

田
,

伫看雕龙俊士跃龙门
。

图

赖氏先贤以精美的词句作对联
,

描述了赖氏的源

流和心田的地理状貌
。

多数聚居在心 田及邻近乡村的二房景禄第 5 世绍

隆
、

绍奕
、

弘质
、

弘
、

弘杰五房都有祠堂
,

其中绍

隆
、

弘质
、

弘 的祠堂在心 田本村
。

弘杰的词堂在外

村
。

其他各代也都有祠堂
,

如住心 田村的绍隆房 12

世质直的祠 堂建在本村顶 四脚
,

现存
。

质直长 子 13

世恩龙的祠堂在徐士
,

现存
。

次子仲春的祠堂在下崎

沟
,

三子依衷的祠堂在横江头
,

五子其咨的祠堂在顶

崎沟
,

质直弟国琳的祠堂在 下四脚
。

但 12 世 以后本

地虽亦叫祠堂
,

实际是公厅
。

14 世以后的神主
,

均送

公厅
。

各祠堂都有或多或少 的祭田
,

但具体数字已难于

准确统计
。

大宗 卜隆有 30 亩公田
,

质直有祭 田 60 多

亩
,

国琳有祭田 10 多亩
。

仲春有祭田 2 0 多亩
,

系其

子绍云在 台湾基 隆开发
,

后 回来添置的
。

其他恩龙
、

依衷
、

其咨等也都有少量祭 田
。

大宗还有由房长
、

读

书人组织的前程会
,

所收租供奖励读书人之用
,

确数

不知
,

但赖国民之父赖秉坤秀才
,

长期年收书租 4 0

石
,

可见书田数量亦不少
。

可能由于战乱的影响
,

心田赖氏至今未见全族编

修的统谱
,

只见一部分支系家谱
,

故对通过修谱组合

宗族的情况缺乏 了解
。

但心 田赖氏先祖 自迁松阳
、

迁

江西永丰
、

万安
、

迁 闽西汀洲后
,

累朝仕宦
,

已是当

地望族
,

都编有族谱
,

宋代名流欧 阳修 ( 1 007 一 10 72

年 )
、

名宦胡侄 ( 1 10 2一 1 180 年 ) 都曾为赖 氏族谱作

过序
,

并编 过 《松 阳郡赖氏总 系廿 七 房历代族谱 》

(莆 田方鼎 作序 )
。

康熙 四年 ( 16 65 年 )
、

乾隆 三年

( 17 3 8 年 )
、

乾隆三十一年 ( 17 66 年 )
、

乾 l逢五十三年

( 17 88 年 ) 分居在平和
、

南靖的朝英
、

朝美派下 也都

编有族谱
,

也都为联络靖 和二县的赖氏宗族起了一定

作用
,

其族谱内容都涉及 心田赖氏的一些情况
。

而心

田赖氏外迁台湾
、

海外新加坡等地赖氏也先后编修族

谱
,

早在乾隆四十二年 ( 17 77 年 ) 迁居台湾的赖氏就

编过族谱
,

以后心田五美 派
、

四安派等也都修有各派

支谱
,

为联 络本族海 内外宗 亲都起了一定 的作用
。

19 66 年台湾倡修 《赖氏大族谱》
,

就是由心 田村迁 台

的赖国民负责编修
,

谱中也都追溯到 心田 各房 的世

系
。

心田赖氏亦于 199 2 年成立 心田赖氏渊源志编写

委员会
,

以赖振声为主任委员
,

赖群侯
、

赖德茂为正

副主编
,

4 6 位宗亲为委员
,

分工调查
、

搜集资料
,

并

以台湾
、

新加坡及江西等地赖氏族谱为参考
,

于 19 94

年编成 (心田赖氏渊源志》 (共 20 0 页 )
,

整理出心 田

赖氏 1一巧 世 或 16 世四大房的世系和概述
,

虽有缺

漏
,

但粗具规模
,

可以看出心田赖氏发展的概貌
。

由上述可以看出
,

心 田赖氏主要通过修祠堂及共

同开展 祭祖 (包括祭 祖祠
、

祭 祖墓 ) 活动
,

敦族 睦

族
,

团结族人
。

同时以赖 卜隆迁来心 田时从官破带来

的保生大帝全身成为赖 氏特别信仰的神
,

以后并起盖

心田宫
,

为联络心田 卜隆派下的赖 氏
,

也起了很大的

作用
。

心田赖氏发展到 8
、

9
、

10
、

10 代
,

到了明末
,

特别是天启元年 ( 16 21 年 ) 起盖大宗祠后
,

已形成一

个宗族
。

由于有一批族人成进士
、

中举人
、

人监
、

人

伴
,

心田赖氏开始逐渐成为平和县的一个望族
。

二
、

心田赖氏向台湾移民开发宝岛

平和县是个山区县
,

居民以务农 为主
,

但山多田

少
,

自明中叶以后
,

生齿 日繁
,

谋食维艰
。

加上明清

鼎革
,

战乱频仍
,

连年灾歉
,

民乃轻去其 乡
,

外 出谋

生
。

坂仔位于平和东半县
,

由于东半县紧邻靠海的漳

浦
、

龙海
,

民众养成 冒险犯难 的精神
,

明末清初不少

人 已迁居海外
。

特别是土地肥沃
、

气候温暖
,

适于农

耕的台湾
,

更成为他们迁徙的重要去处
。

虽然清初严

禁私渡
,

且须横渡黑水沟湍流黑浪
,

存在
“
六死三 留

一回头
”

的风险
,

仍然 有不少人迫于生计而偷渡台

湾
。

他们或受海商的招引而去
,

或应荷兰 的招垦而

去
,

或随抗清驱荷的郑成功的队伍而去
,

也有于清初

违法偷渡而去
。

早期渡台者由于有种种忌讳
,

清代所

编的族谱中多 不敢明记
,

或只记
“

外出
” 、 “

不知去

向
”

等
,

移民的准确数字今 日已难于统计
。

现根据原

籍族谱 3[]
,

并查对台湾地区汉人民族谱 [’]
,

将心田赖

氏向台移民及开发台湾的情况简述如下
:

心田赖氏早在明末
,

发展至 9
、

10 世时人 口 已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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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人
,

已感人满之患
。

除向周 围乡村发展外
,

开始 向

邻省广东潮汕地区 移 民
。

如 9 世英贤
、

尧 祝
、

以兴
、

10 世斌
、

统光
、

11 世宜 章
,

先后迁居广东潮州绵湖
、

汤坑等地 ; 10 世一相
、

一绘
、

一槐
、

一标兄弟迁居广

东扬江 ; n 世一梧
、

孙
、

应山
、

应潮
、

应售
,

迁居广

东海丰溪尾
、

虎陷等地
。

也有个别如 9 世政
、

贯
、

科

等兄弟迁居广西北流县
。

同时期也开始不断向台湾移

民
。

8 世赖大辉迁台
。

8 世赖司爵
、

赖廷洪派下迁台
。

9 世赖周纯迁台
。

9 世赖清渠派下迁台
。

11 世赖业兴
、

赖窕迁台
。

11 世赖惠
、

赖淑派下迁台
。

11 世赖锭下代于雍正年间迁居彰化大村
。

12 世赖君 变
,

名天 ( 1 6 7 5一 1 7 2 7 年 ) 于 康熙末

年迁居今台中市北屯区
。

12 世赖仕荣于康熙末年迁居今彰化大村
。

12 世赖 福富 之妻杨 氏随 子赖玩 生 ( 17 11 一 1 786

年 )
、

赖利生 ( ? 一 1 7 9 1 年 ) 于康熙末年迁居今 台中

市北屯区
。

12 世赖新之妻周 氏 ( 170 8一 1 7 8 8 年 ) 同子赖丹

( 1 7 2 3一 1 805 年 )
、

赖 焰 ( 17 2 9一 1 7 8 7 年 )
、

赖 田

( 173 5一 17 63 年 ) 于乾隆中叶迁居今台中市北屯区
。

12 世赖檀于康熙末迁居今台北五股乡
。

12 世赖潭迁居台北五股乡
,

后移垦汐止
,

后裔移

居花莲
。

12 世赖奕
、

赖孔严
、

赖榕
、

赖宽裕
、

赖纯德
、

赖

君山派下迁居台湾
。

13 世 赖振旺 ( 1 7 5 2一 1834 年 ) 于乾隆四十三年

( 17 7 8 年 ) 迁居今台中市北屯区
。

1 3 世赖帝于康熙末年迁居今台中市北屯区
。

1 3 世赖 日明 ( 1 6 6 5一 1 7 4 3 年 ) 于康熙末 年迁 居

今台中市北 屯区
。

13 世赖栋直
、

赖珍明于雍正年 间迁居今彰化大

村
。

1 3 世赖 日墨 (纯朴 ) 妻林陶娘 ( 16 8 8一 1 7 62 年 )

同子赖凤 ( 1 7 0 7一177 2 年 )
、

赖深于雍正年间迁居 今

台中市北屯区
。

1 3 世赖文艳于乾隆中叶迁居今台中市南屯区
。

1 3 世赖朴直迁居今台北新庄
。

13 世赖科于康熙末迁居今南投竹山
。

13 世赖峻山迁居今台中市
。

13 世赖朴迁居今支林古坑
。

13 世赖圭沽迁居彰化
。

13 世赖真
、

赖士荣
、

赖藤
、

赖琢 (纯朴 )
、

赖等
、

赖答迁居台湾
。

1 4 世赖谈 ( 1 726 一 1 8 10 年 ) 于乾隆初迁居今台

中市北屯
。

14 世赖立道 ( 17 49 一 1 800 年 ) 于乾隆 中叶迁居

今台中市北屯
。

1 4 世赖 宽 ( 1 754 一 1 8 10 年 ) 于乾隆末年迁居今

台中市北屯
。

14 世赖继辉 (朴园 ) 于乾隆初迁居今彰化大村
。

1 4 世赖挺于乾隆中叶迁居今云林古坑
。

14 世赖继明于乾隆四十六年 ( 17 81 年 ) 迁台
。

14 世赖文 昭 ( 17 2 5一 17 8 0 年 )
、

赖世奇 ( 1 7 0 9一

17 48 年 ) 于乾隆初迁台
。

14 世赖继光 ( 1 781 一 1 8 1 5 年 ) 于嘉 庆初迁台
。

14 世赖如宾迁居台湾淡水
。

1 4 世赖仰
、

赖厅
、

赖翰
、

赖 曲
、

赖孝用
、

赖集

成
、

赖 绍云
、

赖 间传
、

赖 时 正
、

赖 廷梅
、

赖 俊
、

赖

艺
、

赖新行
、

赖榜
、

赖极
、

赖时举迁居台湾
。

1 5 世赖云从 ( 1 7 21 一 1 7% 年 ) 于乾隆年 间迁居

今台中市北屯
。

1 5 世赖振渊于乾隆末年迁居今台中市北屯
。

巧 世赖刚义迁居今彰化花坛乡
,

赖敬 良迁居今彰

化员林乡
。

15 世赖敦 正
、

赖 绵
、

赖 天命
、

赖篇
、

赖恭
、

赖

荐
、

赖梗 (信笃 )
、

赖 敦腐
、

赖文炳
、

赖雷
、

赖 朴园

迁居台湾
。

16 世赖明善 ( 17 5 4一 1 8 0 7 年 )
、

赖明耀 ( 1 7 6 3一

18 3 8 年 )
、

赖明博 ( 1 7 6 7一1 8 2 9 年 ) 兄弟于乾隆末年

迁居今台中市西区
。

16 世赖全迁居今台湾桃园
。

17 世赖哲
、

赖畴迁居台湾
。

18 世赖 井辉
、

赖 正直
、

赖厚生
、

赖其合迁 居台

湾
。

据以上不完全的统计
,

心田赖 氏自明末到嘉庆年

间渡台者超过 10 0 人
,

其中 90 % 以上系康熙末年至乾

隆末年渡 台的
。

自康熙二 十二年统一 台湾后一段时

间
,

才出现心田赖氏渡台的高潮
,

当时清政府虽进行

严禁私渡的政策 (其间曾三次放宽对渡台人民携眷的

规定 )
,

但人 民仍采取 了各种方式进行偷渡
。

有的伪

造官府
“

路照
” ; 有 的买通 船主

,

冒充水 手
、

舵工 ;

有的买通守 口 兵役
,

私 放上船 ; 有的用渔 船运出港

口
,

再上大船
,

到了台湾附近又用小船接送
,

偷偷登

陆
。

厦 门附 近 的曾膺
、

白石 头
、

大担
、

南边 山
、

镇

海
、

歧尾 等处
,

都是 偷 渡的据点
。

到 了康
、

雍
、

乾

时
,

台湾西部沿海陆续被开垦殆尽
,

心 田赖 氏移民
,

主要 拓垦 台湾 中部的 台 中县
、

市 及彰化
、

云林 的山

区
,

少数深人南投竹山的山区开垦
,

这里地处丘陵地

带的 自然环境
,

与原籍平和相似
。

也有部分拓垦台北

淡水
、

五股
、

新庄等地
。

但赖氏移 民以开发今台中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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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屯区的人数最多
,

约 占移 民总数的一半左右
。

如 12

世赖天
,

12 世赖福富妻杨 氏及其子 利山
、

玩生
,

12

世赖新妻周 氏及其子丹
、

焰
、

田
,

13 世赖振 旺
、

赖

帝
、

赖日明
,

14 世赖淡
、

赖宽
、

15 世赖云从
、

赖振

渊等都人垦北屯区
。

另有 13 世赖文垦今台中市南屯
,

16 世赖明善
、

明耀
、

明博兄弟人 垦今台中市西区
。

据

19 56 年户 口 调查资料抽样统计
,

台中市人 口 2 4 8 0 12

人
,

赖姓占 17 4 6 7 人
,

约 占总人 口 7 %
,

原居台湾人
口第 19 位的赖 氏

,

在台中市人 口 中仅次于林
、

陈
、

张而高居第 4 位
。

这些赖 氏
,

主要是平和
、

南靖二县

赖朝英
、

赖朝美 派下的子孙
。

而在北屯 区人 口 301 64

人
,

赖姓占 4560 人
,

占总人 口 的 巧 %
,

高居本 区人

口的第一位
,

其中心田赖氏占绝大多数
。

在台中市西

区
,

人 口 计 363 36 人
,

赖 姓 占 2 76 8 人
,

占总 人 口

8%
,

仅次于陈
、

林
,

高居第 3 位 ; 北 区人 口计 4 2 6%

人
,

赖姓 占 32 92 人
,

占总人 口 8
.

9 %
,

仅次于 陈氏
,

高居第 2 位 ; 南屯 区人 口计 1 5 788 人
,

赖姓 占 19 92

人
,

占总人 口 12
.

6%
,

仅次于陈氏
,

高居第 2 位
。

在

西区
、

北区
、

南屯区赖氏人 口 中
,

也包含 了一部分心

田赖 氏的子孙
。

他们都为开发台 中县
、

市 (南屯
、

北

屯
、

西屯等地原属 台中县
,

后扩 大为台 中市 )
,

作出

了很大地贡献
。

如赖云从
,

开发今台中市北 屯区的二

份埔
、

三份埔
。

云从生天水
、

天仙
、

天河
、

天露
、

天

在五子
,

称心 田五美派
,

至 1 963 年 已发展至 23 代
,

其中 21 代
、

22 代已发展到 6 60 丁
,

其子孙人 口超过

千人
。

起盖心田赖氏五美堂
,

祀赖 云从
。

其第五子天

在一支事迹尤其感人
,

妻廖俭 16 岁完婚
,

27 岁时 天

在去世
,

遗二子
,

长 8 岁
,

次仅 4 个月
,

母子三人孤

苦相依
,

衣食拮据
,

廖俭矢志守寡哺育二子
,

毅然把

缠足放开
,

日间与其子共耕于 田野
,

夜间继 以纺织
,

克苦度 日
。

后家计 日饶
,

长子早亡
,

次子生男 12 人
,

孙曾或耕或读
,

各守乃业
,

置有万金之产
,

廖俭享寿

74 岁而卒
。

长子赖德轩人伴
,

曾孙孟元 (应魁 ) 人文

库
,

长江人武库
。

现子孙传下 12 户
,

人 丁数百
,

家

产数十万成为 台中赖 氏之 巨族
。

又 如 13 世赖振旺
,

开发今台中市北屯区二份埔
、

北 区军功寮
、

赖膺廓等

地
,

生 9 子 :
僚

、

友
、

浮
、

提
、

添
、

苑
、

露
、

碧水
、

穆
,

称 心 田九德派
,

已发 展至 20 代
,

裔孙数百 人
。

在北屯区盖有心 田九德堂
,

祀赖振旺
。

又如开发北屯

区三十张犁的赖淡
,

生五子 :
最

、

粒
、

郡
、

必
、

五子

未祥
,

称 四安派
。

开发北 区赖膺
、

邱膺仔 的 14
.

世 赖

凤
,

生 7 子 :
等

、

翰
、

海
、

园
、

火
、

灶
、

塘
,

称 心 田

七协派
。

14 世赖 深
,

开发北 区邱膺 里
,

生 3 子 :
汝

、

礼
、

漫
,

称三和派
。

其子孙在赖借里盖有三和堂
,

祀

赖深
。

除台中县市外
,

彰化大村亦是心 田赖 氏的聚居地

之一
。

有 11 世 赖锭 之子
、

12 世 赖仕 荣
、

13 世 赖 栋

直
、

珍明
、

14 世赖继辉于康熙末年至乾隆初年先后入

垦该地
。

据 1 956 年 户 口 调 查资料统计
,

大村人 口

2 12 96 人
,

赖氏 占 9 4 6 6 人
,

占总人 口的 4 5
.

3 %
,

高

居第 1 位
。

他们大多数是心 田赖氏子孙
,

对开发彰化

大村起过巨大的作用
。

另有 13 世赖朴
、

14 世赖挺先后 迁居云林古坑
,

19 5 6 年古 坑 人 口 33 2 0 0 人
,

赖 氏 占 192 6 人
,

占

5
.

8 %
,

高居第 5 位
。

赖朴及 赖挺 子孙 已发展到 2 3

代
,

21 代至 2 3 代人 丁各有 200 人左 右
,

约有 50 0 多

人口
,

约 占当地赖 氏人 口 的 1 3/
,

他们为开发云林古

坑地 区
,

也做出了 自己的贡献
。

分居今台中市赖膺 里等 17 个村庄 的心 田赖氏移

民及其后代
,

早在乾隆末 年就 回原籍心 田宫分香到赖

膺里起盖元保宫崇祀
。

在每年保生大帝神诞 (旧历三

月十五 日 ) 前
,

从 旧历 三月初 一 日起
,

开始迎 神游

境
,

按 17 村依次绕境游行
,

至三月 十五 日回变
。 `

后

来缩小为游境 5 个村
,

时间为 6 天
,

从 旧历三月初十

日起游境
,

十五 日回变
。

心田赖氏宗族特别崇祀的保

生大帝
,

变为台湾赖 氏移 民的保护神
。

元保宫于 1 986

年成立神明会
,

推行 大道济世
,

导 人 向善
,

祈安植

福
。

同年
,

集资建造牌楼
、

钟楼
、

鼓楼等 巧 项 工程
。

1 98 7一 1 9 88 年后 积极对 外活动
,

如举办 民俗才艺活

动
,

并兴建本宫七层交谊大楼
,

1 990 年完工
。

除少数

部分留为办公厅
、

会议室外
,

其余出租经营贯华大饭

店
。

先后将本宫收人捐巨资修建袒籍心田宫和青礁慈

济祖宫
。

并由赖焕樟
、

赖坤墉
、

赖朝枝
、

赖德顺
、

赖

树钦等宗亲捐资人 民币 28 万元
,

为心 田元保小学新

盖一座三层楼现代化的教学楼
,

共 12 间教室
,

总面

积 6 7 2 平方米
。

19 85 年 以后已有多批台湾宗亲回祖籍

心田渴祖祠 (赖氏家庙 ) 和祖宫 (心 田宫 )
。

并有台

湾 13 位 乡亲捐人民币 30 多万元
,

重修赖 氏家庙
,

1 99 2 年 11 月举行落成庆典时
,

以赖诚吉为团长率

n o 位台湾宗亲组成庆典 团参加
,

观众约 2 万人
,

盛

况空前
。

赖 氏家庙和心 田宫成为联系两岸赖氏宗亲的

纽带
。

现在元保宫的香火 十分旺盛
,

心 田
、

台湾的赖

氏子孙也 兴旺发达
。

当 日的 17 个村庄
,

现 已成 为繁

荣的台中市的一部分
。

心 田赖氏子孙为建设台湾
,

做

出了自己积极的贡献
。

总之
,

闽台赖 氏同出一 源
,

关系密切
。

可归结

为
: 根溯颖川

,

枝衍 闽疆
,

叶茂台湾
,

源远流 长
。

同

是炎黄子孙
,

应为统一祖国
、

振兴中华而共 同努力
。

注 释
:

l[ 」仁2」 〔3」 《心 田 赖氏 渊源 志》
,

心 田 赖 氏渊源 志编委会
,

19 94 年
。

[4 」台湾 <赖氏大族谱》
,

赖国民主编
,

19 66 年
。

(作者单位
:
厦门大学台湾研究所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