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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塹社土目潘文起研究』田野筆記 

文/羅文生(客語教師)  

 

一、前言： 

芎林鄉原稱九芎林，洪荒未闢之時，遍地皆是九芎樹，蒼蔚成林，故名九芎

林。乾隆二十七年胡邦翰署理淡水同知，實施開荒，將土牛界外未墾荒埔悉歸化

番領墾1。 

王世傑入墾竹塹後，漢人渡海來台者日益增多，當時平埔族雖已懂農耕，但

是在經濟上僅能糊口。之後，漢人與平埔族的互動日益頻繁，但清朝政府為了管

理方便，曾於乾隆二十六年（1761 年），特將漢人與原住民活動區，以「土牛溝」

為界，加以區隔2。使『生番在內，漢人在外，熟番間隔其中』，讓各族群各管各

的土地，不得彼此挑釁，滋生事端。 

芎林地區屬土牛溝以東之地，但是距離生番的內地山區尚有一段距離，因此

當時的九芎林，在劃歸上係屬熟番的保留地，不過由於熟番無力開墾，且常有生

番出草擾民，所以在漢人入墾之前，芎林地區仍屬蠻荒未闢之地。 

由於九芎林未開發之際，係屬土牛溝界外，對於九芎林庄的開發，在文獻記

錄裡只記載；芎林鄉原稱九芎林，洪荒未闢之時，遍地皆是九芎樹，蒼蔚成林，

故名九芎林3。乾隆二十七年胡邦翰署理淡水同知，實施開荒，將土牛界外未墾

荒埔悉歸化番領墾。芎林的開發溯至乾隆四十至五十年間，粵人姜勝智、劉承豪

等來此，向通事什班墾批開拓建庄，但九芎林屬土牛界外，係屬於竹塹社土目潘

文起及社番屯丁之屯田，並不全由姜勝智、劉承豪所開墾。 

二、文獻回顧 

（1）….立給墾批字竹塹社土目潘文起，有承祖父遺下應得山林埔地一所，坐落

土名大小水坑砂坑，東至、、、、4。 

（2）.---乾隆五十年復有閩人或粵人陸續入墾，合力驅逐兇番，向屯番承　或受 

 

 

                                                 
1新竹文獻會通訊第十一號，芎林鄉篇 P2 
2
土牛溝係清乾隆為了方便管理，特挖築一條由南到北，深 6 尺、寬丈二，將泥土堆於溝上，遠

看像一條臥倒的牛，借以劃分客家人在外，平埔熟番在中，未歸化的生番在內（靠山區），做一

分界線，本想借土牛溝來保護熟番，無奈漢移民大量的移入，對於台灣海峽那麼寬皆能渡，區區

土牛溝算甚麼？於是土牛溝幾乎形同虛設。 

 
3頭前溪中上游開墾史暨史料彙編 。 
4參閱吳學民，（頭前溪上中游開墾史暨史料彙編）HC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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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費，大興墾業開拓石壁潭、山豬湖、倒別牛、中坑等地，其水坑庄則由

竹塹屯番潘文起自行開闢。乾隆五十二年奉憲清丈5。 

（3）….，立給墾批字竹塹社土目潘文起，緣有先年承祖父遺下應得土牛介外埔

地墾闢以為口糧。案據在九芎林、五股林等處地方，原係土牛界外之業，

先年係因募丁堵禦生番，招佃墾闢，不料佃首姜勝智、林國保等，混給爭

墾，因而互控。至嘉慶十五年間，蒙方督憲委薛理番憲前來清丈九芎林屯

租足額，將姜勝智混給墾批吊銷，仍將五股林等處地方原歸與番墾闢在案
6。（五股林在今之新鳳村）。 

（4）…..嘉慶十三年（1808），竹塹社土目潘文起，又將其承租遺下之山林埔地，

「土名九芎林，東至石壁潭為界，西至旱溝為界，南至大溪為界，北至山

頂為界，四至界址經踏分明，今因離社甚遠，不能自耕，招得漢人陳登雲、

陳登岳自備牛隻工本前去實力墾闢田園，年載大租向塹社交納」7。 

（5）.嘉慶十四年四月竹塹社土目潘文起又將原來遭佃首姜勝智「混給」查明

後收回經營的大水坑一帶埔地（今水坑村）給與漢佃劉承德開墾8。 

 

三、史料上的潘文起（資料來源代號表說明） 

      書        名                           代      號 

1. 頭前溪中上游開墾史暨史料彙編                頭前溪 

2. 台灣平埔族文獻資料選集—竹塹社會(上/下)    平埔族文獻 

 

項 年     代 地     點 理     由 資料來源 

1 嘉慶 12 年 橫山、猴洞 給墾 劉可富、劉引源等 頭前溪 p151 

2 嘉慶 13 年 10 月 石壁潭 給墾 陳燈雲、陳登岳 頭前溪 p153 

3 嘉慶 14 年 大水坑、砂坑 給墾 劉承豪 頭前溪 p154 

4 嘉慶 17 年 4 月 五股林 給墾 范俊興 頭前溪 p155 

5 嘉慶 17 年 8 月 燥坑內節坑 給墾 姜懷吉兄弟 頭前溪 p156 

6 嘉慶 17 年 10 月 水坑內一概 給墾 劉可富等、張娘生 頭前溪 p156 

7 道光 12 年 8 月 南勢三、四重埔 給出 牧牛草地 頭前溪 p183 

8 同治 10 年 赤柯寮口 招佃 平埔族文獻 p150 

9 嘉慶 13 年 10 月 水坑內中坑等 招佃 黃陳旺 平埔族文獻 p677 

     

土名九芎林，屬潘文起給墾的區域 

                                                 
5參閱吳學民，（頭前溪上中游開墾史暨史料彙編）HC20。 
6參閱吳學民，（頭前溪上中游開墾史暨史料彙編）HC20。 
7參閱吳學民，（頭前溪上中游開墾史暨史料彙編）HC20。 
8
張炎憲，王世慶，李季樺（台灣平埔族文獻資料選集-竹塹社（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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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橫山、猴洞之山林埔地（現華龍、五龍一帶），東至青山為界，西至洽水潭

車路，透至下窩口為界，南至橫山大崁，透出大河為界，北至大龍崗分水為

界 

2. 石壁潭埔地（約今石壁潭國小到旱坑一帶），東至石壁潭為界，西至旱溝為

界，南至大溪為界，北至山頂為界 

3. 土名大水坑、砂坑（今水坑村、大華技術學院一帶），東至沙坑為界，西至

小旱坑透出水坑山腳為界，南至水坑小坑為界，北至沙坑頭重小坑透出山腳

為界 

4. 土名五股林大水圳面上埔地（五股林今新鳳村一帶），東至山頂水流內為界，

西至大圳為界，南至劉呂氏毗連分水為界，北至種竹瀝為界 

5. 燥坑內節坑北一帶山坑埔地壹所（今芎林國中正對面伯公廟一帶至燥坑

口），東至山頂水流內為界，西至土地公下瀝山頂為界，南至坑為界，北至

山頂為界 

6. 土名石硿庄（現今水坑口油茶園一帶），東至莊成通林埔為界，西至彭阿鳳

林埔為界，南至崗頂水流落為界，北至大龍頂水流落為界 

7. 南勢三、四重埔（今三重埔、四重埔），給出 牧牛草地 

8. 赤柯寮口（現今中坑村 6 鄰一帶） 

 

綜觀潘文起無論是開墾、給墾、招墾、守隘，從土牛溝界外的開發，因相距

約 200 年前的人物、地景，在很多文獻（古地契、申告書、、、）相繼出現，更

還有很多古地契已消失或損毀的情況下，以及相關文獻有限的情況下，就針對現

有文獻做一分析，共有兩個方向。第一：從芎林的新鳳村（五股林、倒別牛一帶）、

燥坑（芎林國中一帶）、石壁潭（石潭國小一帶）、猴洞、山豬湖（今五龍、華龍

一帶）。也就是從芎林呈甘橋往橫山的方向，大部份的土地皆由潘文起給墾或招

墾。第二：石硿庄（現今水坑村 4 鄰、油茶園一帶）、赤柯寮（今中坑村 6 鄰一

帶）、大水坑、砂坑（今水坑村、及大華技術學院），也就是由大華技術學院附近

直至砂坑尾，水坑大部份，中坑部份、及沿著中坑溪攀過對面到倒別牛整個山谷。

綜合以上分析或許不盡然正確，但上述地點亦一一走訪，唯舊地名對現今的人來

說，大部份已遙不可及的前塵往事，已不可考。如石硿庄就很多人不知道，經多

次訪問耆老才找到答案。  

四、潘文起是何許人？ 

問了一些芎林鄉的鄉親，可曾聽過潘文起這

個人，除了少部份文史工作者外，大部份的人都

說沒有，甚至問我他是何許人？什麼朝代的人？

我想慘了，可能要踢到鐵板了。真的，文件資料

來源少的可憐，更何況是距今將有兩百年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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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嘉慶年間的人物，尋尋覓覓，甚至潘家的後代在那？有沒有傳人都是一堆又

一堆的問號？除了問號還是問號？但總不能因問號太多就停滯不前，首先先比對

訪問芎林現有的潘姓住戶： 

找出潘姓後代，檢視芎林鄉電話簿，於 2001 年芎林鄉公所出版的電話簿，發

現芎林鄉潘姓人家少的可憐，一共只有 14 戶。五龍村 4 鄰 1 戶、5 鄰 3 戶、6 鄰

1 戶。秀湖村 4 鄰 2 戶、10 鄰 1 戶。石潭村 3 鄰 1 戶。文林村 1 鄰 2 戶，芎林村

11 鄰 1 戶。上山村 4 鄰 1 戶、10 鄰 1 戶。共 14 戶潘姓人家，為何如此少，有待

再追查。 將對以上十四戶潘姓人家，進行逐戶訪察，看能否先行發掘潘文起的

直系後代，甚至能找到族譜和埋葬的古墳。 

 

芎林地區潘姓一覽表 

          

 五龍村 秀湖村 石潭村 文林村 芎林村 上山村  

一鄰 1   2    

二鄰        

三鄰   1     

四鄰 1 2    1  

五鄰 3       

六鄰 1       

十鄰  1    1  

十一鄰     1   

   

經查訪尋問的結果，全部都不是，雖然也是平埔族人，但並不是我所要找的 ，

電話簿內的潘家幾乎是從苗栗南庄的潘家繁延而來，據賴貴伯姆是如此說。        

五、田調記事 

田調記事 1：賴貴伯姆 

時間：94 年 11 月下午 4 點 30 到 5:40 分 

地點：新竹縣芎林鄉水村 22-7 號（大華科學館崁下，路旁）。現租車管理。 

人物：賴貴伯姆（南庄潘家，平埔）  

生於：民國 9 年，現年 86 歲 

  據賴貴伯姆說：她老家是苗栗南庄平埔族，位置在那記不起來，父親的名字記

不起來，老家還有宗親住，幾房記不起來，父親去世後已無往來。年青時因叔叔

無女兒，父親將她過繼給弟弟（叔叔），住鹿寮坑橋進去一點（溫松旁邊），現弟

弟（潘火保，約 70 幾歲，五龍村 4 鄰）還住在那裡。自己嫁入芎林水坑（大華

門口）的賴家，約 60 幾年，育有 3 男，長男賴世安（剛去世，肝硬化），是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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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學，有 2 孫及孫女。二兒子在桃園工作。三兒子住家裡下三間，房子是當初賴

貴伯母蓋的，分給三個兒子。原本經營彈子房，後來生意不好做（學校管很嚴，

自己設彈子房，不讓學生到校外去玩），今經營停車場，收收費。她說她是平埔

族，但不是潘文起一族。看來這條線索是沒得玩了。 

問她文林村一鄰的潘素美、潘素玉，她說是弟弟潘火保的女兒，搬到文林沒

很久。又沒得玩了。 

           賴貴伯姆身體狀況還好，有高血壓，耳聰目明。 

    

2. 現有的資訊已斷線，只好在從文憲，舊契約，古文書….等等，來找尋潘文

起的相關文件，蛛絲馬跡，因自己的藏書不多，往圖書館找資料是必經的，但很

麻煩，有些文史的資料，只可館內看不外借，何況一次手上數十本書灘的一桌都

是，旁人眼中怪胎。後來聽說台北大學附近有專門賣文史的書，和瑞霞商量找時

間同去台北找書，我找平埔族相關的書，她找童養媳的書，剛好有伴同往。 

 

 

田調記事 2（尋書記） 

時間：94 年秋 

地點：台北藍天書局 

參與人：羅文生 羅瑞霞 

謎！謎！謎！ 

謎中謎 

大海撈針非唯我 

撈針事小 

別人眼中的神經病 

唯我認為緣份未到 

緣到凡事可解 

 

時機； 

由於停滯一段時間在找尋潘文起先生的下落，照先前的計畫，先收集相關的

資料，史料，古文書，契約、、等等。但在所知非常有限的情況下，常跑圖書館

是常有的事，舉凡要有出現潘文起的資料一慨不放過，那怕發現有相關的書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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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買不到，聽黃卓權老師說台北大學附近的藍天書局有相關文史的書籍，就殺

到藍天書局，一呆就是二三個鐘頭，只要發現書上有竹塹平埔族的書一一翻閱，

尤其是相關的文獻，古文書，舊契約文獻書籍，深怕錯過，回神過來要去結帳時，

手上已是一大堆的書籍，也狠狠的發了幾千元，把書帶回家。還真的很重，因當

天是坐火車上去，回到家時已是星空。 

書目： 

1. 台灣總督府檔案平埔族關係文獻選輯續編（上、下冊）、93 年 5 月，劉

澤民 主編、國史館台灣文獻館出版 

2. 台灣平埔族文獻資料選集-竹塹社（上、下冊），【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田野

研究室、史料叢刊係烈之一】82 年 5 月，張炎獻、王世慶、李季樺主編 

    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田野研究室出版 

3. 大隘地區聚落與生活方式的變遷（研究叢刊五）、89 年 3 月、吳育臻 著、

新竹縣文化中心出版 

4. 清代台灣的地域社會—竹塹地區的歷史地理研究（研究叢刊八：綜論篇

一），90 年 9 月，施添福 著，新竹縣文化中心出版 

5. 北台灣文史踏查（日本時代『台灣地理風俗大系』資料彙編 01）91 年 1

月，仲摩照九主編，原民文化出版 

6. 家族與社會（台灣和中國社會研究的基楚理念）、89 年，陳期南著、聯

經出版社 

7. 頭前溪中上游開墾史暨史料彙編，吳學民著，86 年 7 月，新竹縣文化中

心出版 

 

田調記事 3（讀書記） 

時間：有空就上 

地點：家裡、圖書館 

參與人：羅文生  

書也買了一堆 

不可再有藉口 

啃！啃！狠狠的啃 

雖知是要撈針 

唯我獨往 

好在有瑞霞相挺打氣 

還是那句話 

只要肯為 

機緣一到 

必會有奇跡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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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文書也讀了，舊契約也翻了，只要買賣契約有出現潘文起的，一慨認真的

推敲，但因潘文起的現況如何？有無後人？後裔是誰？組織發展如何？最重要的

是人在何處？現況如何？謎樣的人物，如何下手，思緒一團糟，相當困難棘手，

只好用最笨的海底撈針法，逐一過慮，先找出有關潘文起，甚至姓潘的，只要出

現在古契約上的，先行一一抄下，再來逐一比對分析，看能否找出蛛絲馬跡。 

 

潘文起的孫子 = 潘崑（坤）華、潘榮華『范家古文書 p27』道光 28 年 

潘梅林、潘捷隆、潘廷鑾（土目）、潘澄清、潘德順（屯總）、潘德秀（屯總）、

潘陳旺、潘金波（屯丁）、潘清江（土目）、潘清源（屯丁）、潘清光、潘榮光、

潘運來、張潘圳、潘阿城、潘滿、潘作霖、潘秀英、潘增榮【台灣平埔族文獻資

料選集-竹塹社】、總該有一個吧？？？？ 

 

 

田調記事 4（尋人記） 

時間：94 年 11 月下午三點多 

地點：電話中（采田福地竹塹社現任理事長 廖英授 先生） 

參與人：羅文生 

   人海茫茫何處尋 

   潘家香脈那裡去 

   采田福地去找人 

   推說去找潘錦輝 

     

找了一大堆人後，頭又開始大了，真是人海撈針，就算想過濾，又要如何過

濾？資料僅見潘文起的孫子，『潘坤華、潘榮華』（范家古文書 p27），此一發現

很高興，終於有一點眉目了，再下來又是愁雲慘霧，到底誰是潘家的後裔？又有

那些人？到底是斷線？還是仍有來人？理應再加把勁，後來經人介紹，找到采田

福地竹塹社現任理事長廖英授先生，詢問有關潘文起此人的事跡、現況。對話如

下： 

我問：請問您有聽過（或是知道）潘文起這個人嗎？ 

廖理事長：不曾聽過！ 是甚麼時代的人？ 

我：大概是清朝吧？（舊契約上寫的），那您知道七姓公中的潘家，是否有

後裔，人丁情況如何？ 

廖理事長：潘家是有這麼一姓，但人丁一直很單薄。 

我問：那七姓公中，現有潘姓人家有幾戶？ 

廖理事長：現已知僅有兩戶 

我：那能不能推介給我認識？或是有電話及住址？ 

廖理事長：可是可，但是不是你要找的人，我就不敢說了 

我：沒關係，有線索就有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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順手抄了電話及住址，謝過廖理事長，心情至此稍微有一點踏實感，最起

碼又有一線生機，或許機緣一到，又是柳岸花明又一村也說不定。我堅信只要不

放棄，機緣一來定會水落石出，就算最後結果不如人意，也是一種結果，往好處

想，如果能找出來，或許又能幫潘家把族譜建置或補強，何嘗不是一件好事。心

情清鬆多了，也踏實些。 

 

 

 

 

田調記事 5（尋人記） 

時間：95 年 6 月 3 日下午 3 點左右（有點毛毛雨） 

地點：潘錦輝先生家中、67 歲（采田福地竹塹社現任理事） 

參與人：羅文生 羅瑞霞 

 

早上 11 點左右驅車前往潘先生家，可惜事先聯絡不佳撲了空。眼看快中午

了，乾脆去吃中飯（在市場），吃完飯找個地方小睡片刻，因中午去找人家會很

失禮，尤其是上了年紀的人有午睡的習慣，還是不要去打擾比較好，到下午 3

點多先電話聯絡潘先生，說明來意，他問我說：有什麼事？我告訴他說：廖英授

理事長要我來找您：想瞭解有關潘文起的事情，能否打擾您一下。他說還好你先

打電話來，不然我正要出去，或許這正是我說的機緣吧！時機一到凡是可解。 

到了潘家，先自我介紹後，簡略寒暄一下，並說明我在交大客家學院，有一

篇論文是寫『平埔族土目潘文起』，廖理事長推薦潘先生，可能可以找到潘文起

先生相關的資料，以下是我們的對話： 

 

我說：請教潘先生，您是否有聽過或知道，潘文起這個人？ 

潘先生說：潘文起喔！沒聽過。他是什麼人？ 

我說：他是平埔族土目，也就是當初的族長之一。 

潘先生說：不知道呀！他是什麼時代的人？ 

我說：應該是清朝乾隆到嘉慶時代的人，大約是一兩百年前的人 

潘先生說：沒聽過！ 

我說：據說潘家也是七姓公之一。廖先生說：目前潘家僅剩兩戶，請問一下

您是否有祖譜之類的相關記載，或是有祖塔，或是祖墳的存在？ 

潘先生說：族譜是沒有，當然也沒蓋祖塔，因目前潘家一家老小都很平順，

小孩子說：還是不要去動它。目前祖墳有三座，其中有一座已看不出

是寫什麼？可能要用洗或拓印出來，才可能知道是寫什麼？ 

我說：萬萬不可！想想看，如果用粉筆在您臉上又是畫又是刮，又是刷洗，

您將作何感想？何況那是先祖的顏面（墓碑），就算您說可以，我還是

不會去做這麼失禮的事，即便不是我的祖先，也是不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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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先生說：你這少年人還不錯很懂事，很投我的緣，做事也很有原則，你等

我一下，我拿一份資料給你看！這是我爸爸手寫的家譜，以前中央研

究所也有借看，也有人要來找資料，我都沒給，你做這很有意義，我

會盡量的幫你，或許也是幫我自己。 

我說：感謝潘先生的厚愛，我會克服萬難把潘文起找出來，或許找出來時後，

也可順便幫您建立家譜，也是好事一件。 

潘先生說：你非常投我的緣，只要有問題或有需要我的地方，儘管告訴我，

隨時可配合你。 

我說：（翻一翻筆記本上的一大堆名字），您看看這是否有您熟悉的名字或是

有聽過！我唸、、、像潘清光啦，潘金波啦、、、 

潘先生說：等一下，你說潘清光是嗎？他是我的祖父，還有潘清源是叔公 

我說：好極了，潘清光是光緒年間的人，只要核對墓碑文及比對古文書看是否

有我們要找的人，或許可找出倪端。（此時我的精神為之大振，我相信

緣分真的來臨了，只要有一線希望凡事可及，再加把勁，離目標不遠矣） 

 

         後來一陣的閒談，他是個很健談的長者，年輕時也是經過大風大浪的人，

潘先生似乎話匣子已開，就開始告訴我們，他目前有 3 男 1 女，旗下孫子亦

有十來個，真的為潘家高興，更希望他們能花開並蒂子孫滿堂。他還告訴我

們年輕時，追馬子的趣事，還有年輕時的一些趣事。時間飛快一轉眼已是晚

餐時刻，要告辭了，但潘先生硬說要我們留下來吃個晚餐，我們當然說不，

但潘先生很堅持，只好順他的意，一起去竹東火車站旁的東方餐廳用餐，席

中有說有笑，似乎有相見恨晚的感覺，今天是一個非常快樂及幸運的一天，

我想絕對不會讓他失望的。 

    

滎 陽 堂  家族祖名（潘錦輝先生提供） 

潘氏歷代高曾祖考妣神位 

二世祖考諡       麻老達潘公  妣諡 罵里轉 衛氏 

三世祖考諡       什班達潘公  妣諡 順德   廖氏 

四世伯諡模直     老仔已潘公  妣諡 勤惠   廖氏 

考諡英傑     文老  潘公  妣諡 勤慈   錢氏 

五世叔諡勤烈     瑞鳳  潘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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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諡良睦    瑞雀  潘公  妣諡 順惠   張氏 

叔諡剛直    瑞聖  潘公  妣諡 勤操   林氏 

六世   諡        陳清  潘公   

       諡        清元  潘公   

     祖考諡良善  清光  潘公  妣諡          氏 

七世考諡         阿成  潘公  妣諡          氏 

八世             錦輝  ……..  目前有 3 男 1 女，孫加起來十幾個口 

 

據潘先生說：他祖父潘清光以前就住在芎林鄉王爺廟（廣福宮）附近，大概

是現在的豬肉店上兩家，後來父親搬到美芝城（二重埔往竹東的方向，大轉彎

處），他「潘錦輝」就在美芝城出生。父親是建築師，從事建築的工作，因錦輝

是獨子，相對管教得非常嚴格。 

我看潘先生是一個非常有原則及個性的一個人，不但健談也很風趣，但嫉惡

如仇，更討厭人家騙他，或許這就是性情中人吧。似乎也讓他覺得我滿投他的緣，

也願盡全力支援我，也讓我感到有點壓力，但我想一定會盡全力查個水落石出，

也讓潘家的族譜早日重建。 

 

 

田調記事 6（尋人記） 

時間：95 年 6 月 3 日晚上 7 點 

地點：家中 K 書室 

參與人：羅文生 

  

只要有心堅石可穿，早上在潘先生家中找到潘清光這個人，心中無限快意，

趕忙再次搜尋幾本古契約、舊文書，以及再次篩選有出現的名字，一一和潘先生

提供的族譜比對，看看能否找出相關的名字，眼看書桌旁及地板上那十幾本書，

靜靜的躺在我身邊，深怕我不理它們似的，厚厚的一堆真難為了那些書。更難為

我的眼睛，累ㄚ！正當有一點心浮氣躁時，突然看見潘瑞雀的名字，想到潘先生

的手抄族譜內，似乎有出現潘瑞雀這個名字，趕快拿出比對，賓果！正中紅心，

心想又往前推進一步了，一時間要用牙籤撐住的眼皮，竟然把牙籤融化了，眼睛

為之一亮，辛苦沒白費，同樣那句話，精誠所至金石為開。應可先理出一點頭緒，

又發現潘文起的名字，應是潘瑞雀父親，（在場男）。至此，潘家的人員已一一浮

出檯面。爽ㄚ，分析如下 

 

第幾世祖     4           5           6         7         8 

出現名字  潘文老  →  潘瑞雀 →   潘清光 → 潘阿成 → 潘錦輝 

出現年代   嘉慶年     嘉慶、道光    光緒      日治      民國 

  概略西元年  1808        1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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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今年    約 200 年前 

  出    處   台灣平埔族文獻資料選集-竹塹社（上） 

 

再把潘家族譜拿來對照，上述的條件似乎可吻合，但潘文老應是潘文起，可從台

灣平埔族文獻資料選集-竹塹社（上），p118 頁的在場男瑞雀可印證，再加上潘

先生提供的手抄族譜中可看出，潘家繁延系統中，屬同一條線者，皆貫入『考』，

如三世祖考諡  什班達潘公，照此推論「潘文老」亦是「潘文起」應屬何合理推

測，也可看出在嘉慶年間，平埔族已改成漢名了。 再下一步就是要去看潘家的

三座祖墳，以確定這次的分析是否正確，若是將文件整理，書寫成文書，亦可幫

潘家建立族譜，也就是幫他們完成族譜的建制。 

 

 

印證文獻 

嘉慶十七年四月九芎林五股林等處竹塹社土目潘文起立給墾批字 

立給墾批字竹塹社土目潘文起緣有先年祖父遺下土牛界外埔地墾闢以為口

糧叨蒙大憲福中堂於乾隆五十三年奏請咨部案據在九芎林五股林等處地方原係

土牛界外之業先年係起幕丁堵禦生番招佃墾闢不料佃首姜勝智林國寶等混給爭

墾因伊互控至嘉慶十五年間蒙方督憲委薛理番憲前來清丈九芎林屯租足額將姜

勝智混給墾批吊銷仍將五股林等處地方原歸與番墾闢在案其漢佃范俊興前來換

給墾批坐落土名五股林大水圳面上埔地係東至山頂為水流內為界西至大圳為界

南滯劉呂氏毗連分水為界北至種竹瀝為界四至界址內前去墾闢併山窩泉源自築

埤塘通流灌溉係范俊興永為己業至墾成田之日供丈配納按作上中下三等納租保

此業係起承祖父先年募丁堵禦生番墾闢與別房番社等無涉亦無重給來歷不明等

情如有不明係起一 

再批明現時大租一九抽的至墾承田之日按丈供納每年旱季六月在埕量清不

得濕冇抵塞亦不得少欠升合等情批照 

                                           在場男      瑞  雀 

                                           知  見      潘禮勃 

                                           代筆人      劉朝玉 

嘉慶壬申拾柒年肆月    日          立給墾批字竹塹社土目 潘文起 

 

 

田調記事 7（尋人記） 

時間：95 年 6 月 30 日下午 2 點左右 

地點：潘先生家 

參與人：羅文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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歷經一連串的資料尋找及比對，似乎快要水落石出，潘錦輝先生允諾，要帶

我去看他的祖墳。但時機一直不對，先是潘先生得了急性氣管炎，所以一直聯絡

不上，足足有一星期，都聯絡不上，心中焦急可想而知，眼見就要有成績之際，

卻功虧一匱，心中一片茫然，昨天好不容易聯絡上潘先生，才得知住院一星期了，

下午買了水蜜桃到他家去探訪，估不論有何企圖，就當看看一位長輩，或是一位

老朋友亦無妨。可是到了他家，先是被拒於門外，說什麼不認識我，難呀！後來

又要我拿證件給他看，先是健保卡，又是變胖了，又是不像，後來拿身份證才

OK，心中有點不是滋味，何苦熱臉貼人家的冷屁股、、，但想想甘願做要甘願

受，或許這就是一種信任的磨練吧。 

看了身份證，比對照片無誤，邀我進入屋內，可是看到他一臉疲憊的模樣，

一身軟綿綿的，好像病的很嚴重，他說剛住院回來。突然間我聞到燒焦的味道，

他瓦斯爐在燒東西，因我去拜訪，忘了爐子上在煮東西，真是罪過。看到他的模

樣，不忍心再打擾，草草聊聊還是走人比較好。 

 

田調記事 8（再訪潘先生） 

時間：95 年 9 月 3 日下午 2 點左右 

地點：潘先生家 

參與人：羅文生 羅瑞霞 

 

今天帶著一顆七上八下的心情，再次去訪問潘先生。為了避免尷尬，我邀瑞

霞同往，最其碼有女生在，訪談上氣氛會柔合許多（我想）。果真，按了門鈴，

潘先生探頭出來看一看，是羅小姐哦！就邀請我們進入，今天看來他的氣色好多

了，說話也蠻有元氣，簡單寒喧一番，進入主題 

他說：他所知有限，甚至祖父 潘清江長何模樣皆毫無印象，更遑論看過。我

所知幾乎全部告訴你了，所有文件也讓你看過了，可能沒辦法再幫你了。 

我說：沒關係，沒關係，其實此次訪問目地是想了解 潘文起 的墳墓地，當

然是希望潘先生能帶我們去，但他告訴我說：我不可能帶你去，因已交給 3 位兒

子去打理掃墓了，更何況那山路崎嶇難行，我老了恐怕爬不上去了，所以很報歉，

不能帶你去，但明年清明節掃墓我會要長子邀你去。我說：ok ok，謝謝你。 

 

外一章 

其實在閒聊中我已有概略的方向了，也是當初我的直覺潘文起應會葬在芎

林，就在軍醫院的山頂上。至於潘家這座祖墳內，據潘先生說：目前有 12 罐祖

先骨骸，慕碑上的字已看不清楚了，當然一兩百年，又是山頂上，風化是不可避

免的。 

另一處墓地是在水坑的油茶園入口橘子園內。到目前為止，可說真相呼之

欲出，可是我又開始內心爭扎了，是要先行去搜尋潘家古墓（偷偷摸摸），仰是

等待明年清明節再去（光明正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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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總結 

整個探訪潘文起研究至此也應告一段落，雖然沒有或來不及呈現潘文起先生的

墓地，或許這也是一種結果，試想 200 年前九芎林的開發上，除了姜勝智，劉承

豪外，在開拓九芎林山林埔地，竹塹社和墾戶之間一直維持很好的契約以及良好

的互動，竹塹土目通事亦積極參於開墾荒埔，更積極參與隘務，確保墾民及住戶

的安全，更是功不可沒，當然本案主角潘文起就是典型的人物，只是在當時的年

代，原是台灣的主人，卻因外族侵掠，漢人的大量移入，導至平埔族人因怕被說

是番人，極力學習漢人的生活習慣，甚至整個漢化。尤其乾隆年間，林爽文的叛

變，平埔族亦參與對抗林亂，因平亂有功，被賜漢姓七姓（錢衛三潘廖黎金），

並建宗祠於新社曰『采田福地』，也因學習漢人習俗，漸漸的平埔族就在時間的

洪流中，輕輕的溜走，被同化了，現今會說平埔語言者可能是為數不多了。當然

潘文起在 200 年前開山墾隘，也造就九芎林今日的繁榮，卻默默無聞，他亦積極

參與開墾，更身陷兇番領域，肩負防隘的重任，保護我們的祖先，也因為開發他

們的土地，進而讓他們漸漸的消失在漢移民的洪流之中，然而他的貢獻，卻因是

熟番而不被漢民所認同，更遑珍視，這才是本篇文章想突顯潘文起先生的對九芎

林開發史上，有過那麼一段豐功偉績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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