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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報 第%期

中華民國八十六年六月

鄭 瑞 明

潁”｜蒙蒙諧9:芬社潁川三本家糸球果的孝諱、生卒午月日、墓葬及重

要經歷等加以記灌。      ﹉  ﹉     ﹉

﹉根據四種家諧的記我 ,長崎潁川系﹉形成於陳沖

一

,英基於輝川〡聲有

術由陳道吐 ,而 後日益繁衍 :因 出﹉身〔任適專職及居年地之

一

同 ,而 分

成下抗後町潁川家系陳民‵本古川HT潁 川家糸葉氏、本古川町潁川家冬

葉氏別家三大私。

潁9｜｜豪系除了世代傳遞荋構成其自﹉我蒙族社含之外 ,更通過婚姻、

認替、建寺廟﹉、糖任通事及從事文教等各項 ,與 甲本社會結合 ,甚 至在

互動jl=形 下 ,與其他日本早期的華人一樣走向日本化。

︹
�絁

前
⊿�罣�紵

從四種潁川家譜之記載看日本長崎華人社

一一

以潁川家族陳氏

一

葉氏為中心

- 
、

日本位在中國東北方●兩者僅僅一水之隔 :自東漢以降 ,雙方即透過海降交

通而建構成相當密切的關係。長崎則位居日本九州中西部 .由於其本身擁有俊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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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灣及政府採行鎖國政策等因素 ,在近世時期 (十七∼十九世紀),不但是中日

交通的唯一孔道 ,更是中日經濟、文化交流的橋頭堡。當時
一
些華人 ,或以商

人 ,或以文化人身分 ,在該地營生 ,組織家庭 ,雖多已白本化

一

並發良成混血後

裔 ,卻仍多少保留華人傳統 ,是即所謂的
「
住宅唐人」。潁川家系便是其中之

長崎潁川家系始租陳沖一 ,原籍福建漳州府龍溪縣 ,約十六世紀末葉航抵今
稱鹿兒島的薩摩 ,再移往長崎。其後裔或親友 ,一方面為分別族裡父子、親疏

一
長幼等關係以為維持倫常之依據l,另

方面為配合 「唐通事制度」中的世襄規
定 ,以免職務繼承發生紊亂2,依

循中國及日本共通的傳統 ,撰就 《穎川一族統
譜》、《穎川家譜》、《長崎下筑後町穎川家譜》、《長崎本古川町穎川家家
譜》四種 。雖以各支系歷代譜主為主軸 ,偶而也涉屎渾逸 .是研究日本長崎華人
社會的重要資料。過去部分前輩即曾倚之以探究日本華僑社會3,但或許因為主
題含蓋面較廣 ,確實利用的不是很多 ,個人不揣簡陋 ,以這種家譜為主要資料 ,

另參酌其他相關資料 ,試圖以微觀角度探討潁川家族的形成、結構 ,及其與包括
長崎華人社會在內的日本社會之關係 ,以為將來進一步研究整個長崎華人史的基
石。

二 、長崎潁川氏家譜四種之評述

誠如前言所敘 ,本論文之所謂潁｝〡｜家譜四種 ,係指 《潁川一族統譜》、《潁
川家譜》、《長崎下筑後町潁川家譜》、《長崎本古川町潁川家家譜》四者。然
而其各自的編集者、流傳情形及內容又如何?寅有探討的必要 ,茲擬依序述之於

陳師捷先 ,《 中國的族詩》 (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 ,民 國七十八年七月再版 ),頁 14。
潁川君平 ,《譯 司統譜》 〈序 〉 (長崎縣史編來委員會 ,《長崎縣史》史料篇第四 ,東京
吉川弘文館 ,昭和四十年三月),頁 ”1。

如 中村女 ,《近世U日 本華僑 —— 鎖固t華倚社會U變容》 (箭 內健次主編 《九州文化
漪無日 —— 外來文化 t九州》 ),東京平凡社 ,19η 年 2月 留 日 ;字厭璋 .《長崎唐人
U研究》 ,日 本佐世係親和銀行 ,平成主年 ;肉 田直作 ,《 日本華僑社會Φ研究》 ;東京
同文館 ,昭和廿四年九月 ;all序楓 ,《清日賓易史☉研究—

—

長崎賓易時代 (l磁4＿ 1s61)
在中心仁》 ,九州大學束洋史研究所博士論文未刊稿 ,1994年 8月 。

2.

紬畤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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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 四種潁 川 象詩之記致看 日本 長時華 人社會
.S.

後。

先就 《潁川一族統譜》而言 ,其出自何人之手 ,因史缺有間 ,無從詳攷 ,但

就其記述到第六代潁川又十郎陳道恒 (1%U-1s25)為 止這一點加以觀察 ,由下筑

後町潁川家系陳氏第七代潁川源三郎陳道弘(?-1S巧)編撰的可能性甚高。其

流傳情形 ,亦因係私家家譜 ,僅供族人傳抄收藏而已 ,未見對外發行 ,致無法究

明 ,筆者之所見者 ,為長崎地方史家渡邊庫輔的手抄本 ,目前收藏於長崎縣立固

書館 ,架藏號碼為 「渡邊文庫316.l3.竻 l」
4。 至於內容方面 ,記載長崎穎

川氏陳姓本家始祖陳沖一至第六代潁川藤左衛門陳道恒 .共計七代 (歷時約二百

年 ,%“ ?-l釳5)的名諱 、出身、行誼、生辰年月日、子女配偶 、墓葬 ‵家族

等各項 ,例如記載第四代潁川文之助陳道慶云 :

四代類川文之助 ,後改名藤左衛門,諱道慶 。四郎左衛門 (即 三代 )之

﹉  婿
一
即麥子也 ,實父烏林道榮之孫林三郎兵衛也。

享係六丑年 (lη l)石 河土佐郡守時 ,受 派稽古通事 ;同 十八去年 (1733)

細井因幡郡守大森山城郡守時 ,受派小通事末席 ;元文四末年 (173。)茫

田肥前郡守萩原伯者郡守時 ,受派唐通事日附 ,迄至同五中年 (174U),

均在職 。

﹉ 男子三木 ,長男潁川伊吉郎、次男為任稽古通事之岩永富次郎 ,三 男為任

﹉  西築可乙名之荒木藤右衛門 ;女子二人 ,壹人嫁阿爾陀人通詞枯林重右衛

門烏妻 ,一來嫁井福 ,不終緣 ,遊玄父家 ,卒 。

﹉ ﹉元文五庚中年 (lπ

。

)十二月六日卒 。葬於分紫山基所南陽院殿 (即二

代)之側 ,是為永祥院國周道慶陳老大居士。

妣為四郎在衛門之安女 ,明 和八辛卯年 (1971)七 月十日卒 ,葬於永祥院

兒正對面5。

﹉ 該譜的內容 ,除上述之外 ,另有兩項值得特別提出 ,一是對於第一代的親生

父親 ,亦即潁川氏的始祖陳沖一著墨不少 ,如 「潁川陳氏沖一 ,唐國福建省漳州

波邊氏在其手抄本的最後曾註明 :「 原本潁川一族統諧 ,神戶北野丁一丁日潁川藏 ,大正

十三年五月十九日寫 。」見頁6。

《穎川一族統譜》 ,頁 〦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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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龍溪縣出生 ,曾任皇明大醫院官 ,當明季遭亂逃清 ,崇禎年間渡薩摩 ,任薩州

侯侍醫」 ,為 日本華人移殖史提供不少說明。二是譜後所附ㄑ肥前國長崎稻佐光

明山洛南院悟真寺起立>,對於長崎古+ll悟真寺的源起及其與唐人之間的關係也

提供了一些訊息‘
。總之 ,該譜的內容 ,除針對譜主各代的一些有所記載之外 ,

又兼攝其他 .儘管李獻璋先生在 《長崎唐人U研究》曾批評該譜內容雜亂 ,前後

顛倒 ,且和漢文混用而有欠統-7 ,但依管見 ,不但可倚之以探究長崎潁川氏

的來龍去脈 ,又可因此窺探週逸諸問題 ,且與其他三譜比較 ,其成書較早 ,故為

另三譜編撰時的材料依據之一。

﹉ ﹉次#《輝｝
!〡 零譜》而言 ,個人所見的渡追庫輔手抄本是由本古川町潁川葉氏

別家第九代潁川君平葉雅文 (l跰3-1919)編輯的8,蓋
該譜之本譜部分特別詳細

記載某個木在 1s9s年退休以前的經歷 ,而家族部分則涵括比他早逝的繼承人潁

川春平 (1比 3一 lS?6》﹉

一

何況該譜最後還有由他署名所記的小文’
。內容上則共分

本譜 、ㄑ家族之部>、 ㄑ潁川新分家>、 ㄑ役筋履猝>甲部分。本帶部分記載始

祖陳沖一起至九代潁川君平葉雅文 ,共八代三百餘年(?“26-19I9)的歷代各

諱 、生卒年月日、墓葬及經歷等 ,筆法簡潔叩磕 ,如記諍第四代云 :﹉   -﹉
四代                       ﹉    ﹉

﹉

三代藤七男 穎川藤四郎茂濟 五拾三歲     ﹉

德光院毒軒日照母十葉府君 天仲卒百年十月十甲午年  ﹉

松林院妙正源大姊 毒長院安母 前妻 安曆八﹉茂寅年正月六日歿

長奉院淨心目件大姊田口氏 後手 雯曆+由 甲中歲七月三白歿

元祿十二卯年十月十四日受任搆出入●稽古

元祿十二辰年受任稽古通事

正 德 三 巳年 間 五 月廿 三 日受任 小通 事

亨係十巳年八月廿三日受任大通事    ﹉  ﹉

6

7

8

9

同註,,頁 !、 5-6:             ﹉
年伙井 ● 《長崎唐人☉研究》 (日 本佐世係親和銀行 :平成三午十月 )● 東加3.
瑋達卒卄手抄本 《潁川家諧》目前戒於長好縣立日古館?架找波邊文庫●1‘ ‘lj.311.
6揮 ”家#》 云 :一 凡為浪時卒地夜人者 ,其職雖均竭世襲 I然

一

.-● 求記之 ,以 示後
︿ .君乎記」 ;見 頁19。        ﹉   ﹉   ﹉﹉ ﹉ ﹉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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犬 山種穎川 象語之記 致看 日本長時年人社曾
.!9.

同十人丑年六月五日卯時歿

在職三十五年

且越前代越簡單 ,越後代越詳盡。所載家系則由下筑後町潁川系陳氏轉至本古川

吋潁川系葉氏再轉至本古川町潁川系葉氏別家 (家系部分參見後文 )。

﹉ 至於 <家族之部>則局限於七代以後至第九代的歷代子女共十位 ,筆法與內

容上比本譜更加簡略,如載七代潁川四郎八葉雅之子女云 :

藤替院三男 潁川新三郎 行年〺一歲

﹉﹉ 桂林院池月秋回居士

﹉ ﹉ 安政二 乙卯年九月六日卒

k潁川新分家 >部分 ,則針對七代潁川四郎八葉雅之長男 (即八代潁川君平葉雅

範之長兒 )潁川篇
一

家木所作的記載 ,包括他本人 、妻 、兩男 ‵四女共八人 。敘

述簡略 ,如 :       ﹉

指月院秋錦超光陳。居士 俗名穎川篤一 先名徹三

慶應三丁卯年三月十三日子下刻卒 行年五十歲

四郎八長男

<役筋履歷 9之部

一

則在描繪第六代潁川太藏葉良直所創本古川町潁川系葉氏別

彖在血親及其唐通事職務傳承的來龍去脈 ,如記載第六代潁川太藏云 :

繼麥交吉次郎之職﹉:玄係潁 91l四 郎太之次男

﹉           ﹉﹉潁川太藏良直

大玄院放夫國豁居士 安曆一乙亥年三月十八日午刻生

事年三千.歲

同人妻吉岡氏

麥源院智妙園清大姊 禾明五乙巳年七月十八日歿

明﹉和七寅年七月廿三日絓麥父吉次郎任稽古通事

天明三卯年退休

同五乙巳年四月十四日卯刻病死 1U:

1U 以一四則引文見 《﹉穎川家#》 ,頁 3、 13、 巧 、lIl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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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較上來看 ,《潁川家譜》所涵括的時間最長、資料最詳實 ,其指涉的家族

人物也最齊全 ,在四種家譜之中價值最高。可惜過於重視家族人物的血親關係及

通事職務之傳承 ,以致忽略家族的其他作為。而其所以頗具價值 ,與編集者潁川

君平不無關係。有關潁川君平之成就 ,容後文討論。

再就 《長崎下筑後町潁川家譜》而言 ,其出自何人之手不得而知 ,但從該譜

載至第十代 ,以致對於第九代僅 「潁川四郎次」、第十代僅 「潁川源三郎、同人

妻初村氏女」如此簡單的記錄加以考量 ,極有可能是九代以後之一人所編 6至於

內容方面 ,以下筑後町潁川系陳氏為主軸 ,從第一代潁川藤左衛門陳道隆起 ;至

第十代潁川源三郎陳道宏(?-19U5)止 ‘約略可分為兩大部分 ,第一部分 ;運用

大量文字 ,敘述第六代潁川藤左衛門陳道恒 (l祐 U-琤25)以前歷代先祖的作為 ,

只可惜幾乎完全抄錄 《潁川一族統譜》 ,較為不同的 ,有二點值得提出 :第一

一
將 《潁川一族統譜》那種內容雜亂 、前後顛倒的情況加以修正 ,例如 《潁川一族

統譜》記載初代潁川藤左衛門陳道隆與分紫山福濟寺的關係時 ,在述說初代如何

遨唐僧赴日 ,如何建立諸堂伽藍諸事後 ,又云 :「本來泉州方面之船主業已商議

好。潁川陳氏沖一 ,出生於唐國福建漳州府龍溪縣⋯⋯」 ,前後風馬牛不相及。
行文一段後 ,又出現 「以藤左衛門為植首 ,開始寄附香油錢 ,..:∴ .」 °本譜將之

大幅修正 ,陳沖一之事歸聚一處敘述 ,「本來泉州方面之有合主業已商議好」之

下 ,銜接 「以藤左衛門為植首 ,開始寄附香油錢」ll,事理因此分明。第二 ,

補充 《潁川一族統譜》之不足 ,例如依 《統譜》記載初代潁川藤左衛門陳道隆之

妻為末次平藏之女兒 ,但依墓誌銘等資料 ,實際上末次平藏女兒應是妾 ,另有原

配郭裕寰女兒跑 ,而本譜在記述初代之最後有云 :「 又 :娶漳龍郭裕寰之寅女
為妻 ,或為南陽院妣瓊林院之母 ,實際不詳。寬永十七年庚辰卒 ,諡榮光院桂林
妙昌禪尼」l3。

至於 《長崎下筑後町潁川家譜》的第二大部分則是第

一

代至第十代的簡譜 ,

ll 見 《潁川一族統詩》 ,頁 l-2,及 《長崎下筑後可潁川家譜》 ,頁 β。
12 參見宮田安 ,《唐通寧家系論考》 (日 本長崎文厭社 ,昭和五四年十二月);頁 2●.η 。
13 《長崎下筑後可潁川家譜》 (波邊庫輔手抄本 ,長崎縣立固古館藏 ,架號316.13.311

),頁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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汰 四在潁 川 象諧之 記放看 日本長啥 華人社↑
.9.

敘述極其簡單 ,經歷上除第七代潁川藤左衛門陳道弘外 ,餘均不載 ,不過出身 、

名諱等在簡單之中仍被披露 ,如 :

五代 大方院文耕道芳陳公居士

穎川伊吉郎 字年六十八歲

後改藤左衛門 諱道芳文耕 又改藤太夫

毒松院貞林淨操大姊

同人妻 醫潁川鶴翁女

明治五戊子十一月〺日歿 14。

再就 《長崎本古川町潁川家家譜》而言 ,該譜係由神戶舊德島藩士 ,也是九

代潁川君平的舊識堀百千於明治四十三年 (191U9四 月所編撰 ,其編撰理由可從

譜後所附 ,類似跋之小文得知 :「 阿波國長大之前川文藏赴長崎遊學 ,寓居潁川

四郎八君之家 ,後經該君之斡旋 .建麗澤杜 ,以教授唐通事之子弟 ,後歸國 .充

舊德島藩儒員 。嗣經其介紹 ,余父德島藩醫井上仲庵 (後改不鳴 )為醫學 ,偕書

生忠津某 (後稱宗庵 )赴長崎 ,亦寓居潁川四郎八君家 ,歷時一年有餘 .時其孫

君平甫六歲耳 。三十餘年之後 ,君平歷任諸官 ,乃至來神戶長稅關 ,余適為稅關

屬吏 ,在其麾下掌管文書多年 。感於宿緣之深 ,及當前世交之誼 ,依其高喝 ,撰

就此潁川家譜及時思錄」
巧 °內容上以本古川町潁川系葉氏為主體 ,分本譜及

<家族之部 >,本譜專記始祖陳沖一至第九代潁川君平葉雅文 (lM3:φ19)共十

代之出身 、名諱 、生卒年月 、妻室 、經歷等項 ,整體來看 ,五代潁川四郎太葉茂

矩 (lπ U-1s2U)以 後才是由崛百千所撰 ,且前繁後簡 ,六代的記載甚多 ,七代比

六代少 ,至第九代則僅作宣示性的記載 :

九代 忠良院義勝世賓居士 明治〺四年四月四日歿

從七位勳八等 潁川甲子郎 享年三十七歲
㏑

平心而論 ,其價值並不很高 ,相較之下 ,反而 《家族之部》值得重視 ,蓋其涉及

同註 13,頁 9U1U。

《長崎本古川可潁川家家諧》 (波邊庫輔手抄本 ,長崎縣立固書館藏 ,架號m6.13.
311〉 ,頁 5-6。

同註 15,頁 2。

眥畤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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養子之實家 ,如本古川町潁川系葉氏的創家主第三代潁川藤七的生父母周辰官及

其姊妹 、媳婦之娘家 ,如第六代潁川四郎太之妻秀月智光信女的父母直入元性居

士暨全現妙了大姊 ,至於眾子女則更包攝其中 。其美中不足的是部分只列法號及

卒年 ,如 「見峰固智信士 寶永三丙戌年二月初三日卒」
1’ ,以致無從探究其

身世 。

三 、長崎潁川家系的形成與結構

論及潁川家系在長崎的形成與發展 ,理應先探究始祖陳沖一的移殖與初代潁

川藤左衛門陳道隆之奠基 。

有開始祖陳沖一 ,四種家譜均有所記載 ,但誠如前文所述 ,《潁川家譜》及

《長崎本古川町潁川家家譜》兩者不過簡單表格式的記載而已 ,所能透露的訊息

極為有限 ,而 《長崎下筑後町潁川家譜》又多抄錄 《潁川一族統譜》 ,因此 ,只

有以成書較早 ,資料較多的 《潁川一族統譜》為主要依據 。《潁川一族統譜》

云 :

潁川陳氏沖一 ,出 生於唐國福建省津州府龍溪縣 。曾任皇明大醫院官 。當

明李遭亂逃清 。崇禎年中航波薩摩 ,為 薩州侯聘為什醫 。而後又依太守島

津脩理大夫義久入道龍伯君之命 ,入贅雅成之家 ,以橘氏之守女為妻 ,生

二男一女 。長男開祖潁川藤左衛門尉道隆 。二男號穎川藤右衛門 ,留居薩

都 ,領三千石俸 ,今姓潁川 ,曾達鎮任官於薩候之下 。右沖一到老年 ,由

於長男藤左衛門之任官於長崎 ,足 以移居長崎 。寬永元年甲子 (lω4)三

月初三日卒 ,諡皇明福建津龍沖一陳君 。葬於長崎本蓮寺 ,後福濟寺建

立 ,乃遇葬於福濟寺山內 1s。

由引文可知 :陳沖一原籍福建漳州府龍溪縣 ,以醫學見長 ,且為明廷所用 ,崇禎

時期因清亂而移徙日本今鹿兒島 ,因醫學專長 ,不但受聘於薩摩藩 ,且獲青睞而

娶日籍婦女隅屋橘氏為妻 ,育二男一女 ,後改日姓潁川的陳氏家族 ,於是在日本

同註 15,頁 〦5。

《潁川一族統#》 ,頁 19按原文為日文寫成 ,引 文為筆者之評文 .

眹畤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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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四種潁 川 象話 之記致看 日本

今鹿身島的薩摩建立 。到陳沖一年老之時 ,因長男藤左衛門任官長崎 ,留遺次男

及妻女於薩摩 ,而與長男共赴長崎 ,該家族亦因此由薩摩擴散至長崎 ,長崎潁川

家系以此為契機而逐漸建立起來 。不過其中存在兩個移居時間的疑點 ,是即何時

移至日本 ?又何時移至長崎 ?《潁川一族統譜》等雖提及分別在 「崇禎年中」及

陳沖一年老之時 ,但頗為含混與訛誤 ,前輩渡逸庫輔 、宮田安 、李獄璋等均曾加

考訂 ,卻也未提出確切時間 ,約而言之 ,陳沖一在明神宗萬曆二八∼三九年間

(日 慶長五∼一六年 ,“UU-巧1l)抵 日薩摩 ,又在萬曆四三∼天啟三年 (日 本

元和年間 ,%巧-“
η )由薩摩遷移至長崎甲 。

嚴格說來 ,長崎潁川家族之建立 、改日本姓潁川及展露頭角 ,都在所謂初代

潁川藤左衛門陳道隆時期 。《長崎下筑後町穎｝〡〡家譜》與 《潁川一族統譜》對此

均有所記載 ,惟前者的敘述較為清楚 ,故以之為主要依據 。《長崎下筑後町潁川

家譜》云 :

潁川藤左衛門尉道隆 ,宗祖陳沖一之長男也 。出生於薩州都城 。時長崎方

面缺乏唐通事通辯達者 ,其奉行所與該地有所關連 ,是以移至長崎 。究永

十七辰年 (164U)馬 場三郎左衛門樣拓植平左衛門在職之時 ,受 派小通

事 。⋯⋯無嗣子 ,故收陳沖一同鄉津州龍溪本葉我欽之女子名葉村藤右衛

門者為麥子 ,並妻以長女以為繼承 。⋯⋯右女子十五人 ,其 中一人嫁船能

町乙名田口祟 ,。人嫁大黑町乙名德岡氏 ,餘則不詳 。延安四年 (1676)

八月初十日卒 ,諡流光院殿德盛道隆陳岔大居士 。⋯⋯妣長崎前代官末次

平藏女兒 ,慶安五年 (l“2)士辰六月二十九日卒 。⋯⋯又 :娶萍龍郭裕

裳之玄女烏妻 ,是 或為南陽院妣瓊林院之母 ,寬 永一七年庚辰 (164U)

卒 。⋯⋯加

其所以移至長崎任職通事 、娶郭裕寰女兒及末次平藏女兒為妻妾 、收養義子 、養

育女兒等有關家庭之建立文中顯露無遺 。至於如何展露頭角 ,同譜記載初代潁川

藤左衛門與長崎唐人四福寺之一的福濟寺之關係 ,多少可以看出端倪 ,該譜云 :

波達庫輔手稿 ,《 陳氏、#氏》 (長崎縣立口古館戒 ,架藏號碼316.13.“7),頁
l-4。 宮田安 《唐通事家系論考》 ,頁 ”-留 。李厭璋 《長崎唐人U研究》 ,頁 2U3-2U5。

《長崎下筑後可潁川家譜》 ,頁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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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紫山福濟寺之事 ,該 寺原扁唐僧兌晦禪師開開之地 ,然 向無弟子住職 ,

自唐國福建請泉州府晉江縣人俗姓林氏 、時任溫陵開元寺長
芢 讓戒琬來

寺 。時慶安二年 己丑 .藤左衛門以植首之態 ,建立諸堂伽生 ,(福濟寺 )

全備 。大門額赤為柱首潁川藤左衛門及戒琬所立 。先前泉州方面諸船主即

商議 ,以藤左街門烏植首 ,開 始寄付香油錢 ,福濟寺之宗旨因此得不新
21.                     

、

以上所述 ,可知潁川家系之所以能在長崎立足 ,展露頭角 ,固然應該歸功於

陳沖一的開創先機 ,但是藤左衛門陳道隆所奠定的深厚基礎才是其中的關鍵 ,是

以各家譜均尊之為初代 。此後 ,潁川家系即以此為基石 ,透過婚姻暨收養等社會

行為 ,世代相傳 ,孳衍繁榮 ,終而蔚為一大家族 ,甚至躍升為長崎 「譯司九家」

之︸ ,屬 「名門中的名門」22。

至於潁川家系的結構又如何 ?茲為方便解決此一間題 ,擬先綜合四種家譜的

記載 ,另參酌宮田安 《唐通事家系論考》等書 ,製作成下列兩表 :其一為 <潁川

家族世系表 >:

一       表一 潁川家族支系表

下筑後町潁川氏家系陳氏

﹂ 本古｝｜〡町翱 ｜〡氏家系葉氏 (三代葉茂通始 )

﹂ 本古｝｜〡町潁｝〡〡氏家系葉氏別家 (六代葉良直始 )

﹂ 本古川町潁川氏家系葉氏別家新分家 (八代潁川篤一 )

其二為 <潁川家族成員及其關係表 >:

同註 2U,頁 3。

長崎縣教育令 ,<中國文化t長崎》 (長崎該會 ,平成元年三月),頁 99-1U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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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 四在潁川 象諧之記放 看 日本長咕華人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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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 潁川家族成員及其關係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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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 四校潁 川 象話之記扶看 日本 長時華 人性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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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可潁川家家譜》。

☉符號 :一 親生關係

—

—
﹎ -非親生關係 ;====婚 姻關係

:

*下筑後可潁川家系陳民主磁承人

#本古川可潁川家系縈民主綣承人

Δ 本古川可潁川家系葉氏別家主磁承人

×本古川可潁川家系榮氏別家新分家主堪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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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觀上列兩表及回歸各種家譜 ,可以明顯的看出 ,整個家族大體可分為下筑後町

潁川家系陳氏 、本古川町潁川家系葉氏及本古川町潁川家系葉氏別家三大系統 ,

另附有本古川町家系葉氏別家新分家 ,日 姓均為潁川 ,但唐姓則有陳 、葉之分 。

所謂下筑後町潁川家系陳氏 ,顧名思義 ,即長遠居住下筑後町 ,屬陳沖一裔

的潁川家系。依 《長崎下筑後町潁川家譜》的記載 ,迄至潁川源三郎死 (19U5)

止 ,包括始祖在內 ,共傳十一代 ,計為始祖陳沖一(?弱舛)、 初代潁川藤左衛

門陳道隆 (?-㏑76)、 二代潁川藤右衛門葉茂猷 (?-“ 99)、 三代潁川四郎左衛

門陳道樹 (l“9-1923)、 四代潁川藤左衛門陳道慶(?-lπ U)、 五代潁川藤左衛門

陳道芳 (1砲U-19S9)〔 六代潁川藤左衛門陳道恒 (I%｝ 1s坊 )、 七代潁川源三郎陳

道弘 (?-1S伯 )、 八代潁川藤左衛門陳道恭 (?-1S59)、 九代潁川四郎次陳道
﹉香 ?-1B6U)、 十代潁川源三郎陳道宏 (?-19U5)。 該系的唐姓除第二代姓葉以

外 ,其他都姓陳 ,因此視為潁川家系的本支應無不可。其日本名字赤幾乎稱藤左

衛門 ,意義上除顯示日本 「譯司統譜」之特殊外 ,又隱含上下傳承之意。世代相

傳過程之中 ,二代 、四代 、五代 、六代、七代均以初為養子 ,後為女婿姿態入

繼 ,其中六代更特殊 ,兼俱五代的養子、女婿、姪子三種身分於一身 ,從此 ,多

少顯露其女多男少的跡象。該系歷代表現比較傑出的 ,除初代潁川藤左衛門陳道

隆外 ,應屬二代及三代。二代潁川藤右衛門葉茂猷係以養子兼女婿入繼 ,其生父

為陳沖一同鄉的葉我欽 ,其重要作為有 :一 、先後擔任稽古通事 、小通事 、大通

事 、通事目附 ;二 、經長崎奉行所等同意 ,另創兩支通事家系 ,是即本古川町潁
川家系葉氏及吳宗圓始祖吳氏家系 ;三 、為悟真寺建本堂及釣鐘。三代潁川四郎
左衛門陳道樹 ,「 南陽院寅子也 ,年青時任稽古通事 ,因病辭。通和漢文學。因
薩州守之荐上京任近衛家仕官 ,其後四十五歲罷歸長崎。正德三巳年駒木根肥後

守樣大岡備中守樣任職時 ,受任風說定律
,至享保八年止 ,計任職十一年。四郎

左衛門又提拔潁川八郎右衛門先袓為通事」23。

再就本古川町潁川家系葉氏而言 ,宮田安 《唐通事家系論考》曾去 :「二代
茂猷之實子三代四郎左衛門雅昶 (陳嚴正)繼承潁川家系陳氏 ,其養子藤七茂通

23 以上參見 《長崎下筑後可潁川氏家#》 ,頁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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汰 四種潁 川 象話良記 敢看 日本長畸 華人社會

則建別家而立潁川葉氏 ,二代茂猷之唐通事家職 ,亦以繼潁川家系而傳遞後代 。

代代居住本古川町 ,墓在崇福寺後山」
留

。可見本系係源自下筑後町潁川家系

陳氏 ,只是唐姓改為葉 。世居本古川町 。依 《長崎本古川町潁川家家譜》之記

載 ,該系自三代藤七葉茂通創系起至九代潁川甲子郎葉世寶死 (19Ul)止 ,共歷

七代 ,依序為三代潁川藤七葉茂 (l“5-1713)、 四代潁川藤四郎葉茂濟 (l“ l-

1933)、 五代潁川四郎太葉茂矩 (191U-19π )、 六代潁川四郎太葉延年(1%γ 1B2U)、

七代潁川盟十郎葉重明 (iBUU.1B7U)、 八代潁川保三郎葉重寬 (l路l-1S91)、 九代

潁川甲子郎葉世寶 (1“4-19Ul)。 關於三代潁川藤七葉茂通之建立潁川家系葉氏

事 ,《長崎下筑後町潁川家譜》云 :「 (二代 )藤左衛門實家有弟名葉村藤七

者 ,給予新役株 ,以潁川為姓 ,以唐姓葉之由來也 ,亦本古川町潁川之始也」

” ;《潁川家譜》亦云 :「 三代潁川藤七茂通 ,二代左衛門養子 、五十九歲 ,

智妙院賢光居士葉府君 ,明曆元末年五月一日酉時生 。
⋯⋯右實父母 ,深雲院安

仁宗德周府君 ,福建泉州府城內生 、長崎住 ,俗名周震官 ,天和三壬成年十二月

甘三日歿 ,廣流院貞源孺人星野氏 。
⋯⋯或為南陽院 (即二代藤左衛門葉茂猷 )

之弟」
%,但

兩者均語焉不詳 ,反倒宮田安引用 《唐通事會所日錄》的記載而

作了合理的解說 :「 茂猷於元祿五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收周清衛門為養子 ,而後將

之改名為潁川藤七郎 。潁川藤七較四郎左衛門雅昶 (即二代茂猷之實子 ,唐姓

陳 )年長十四歲 。
⋯⋯實子四郎左衛門雅昶於元祿二年左右出任稽古通事 ,不久

即因病而辭去唐通事職 ,轉而遁入學問之道 ,二代茂猷遂而以該養子藤七繼唐通

事」
η

。至於世代之相傳 ,幾乎都是父傳親子 ,只有六代潁川四郎太葉延年傳

給既是養子又是女婿的七代潁川豐十郎 ,其所以如此 ,並非沒有親生子 ,而是親

生子潁川四郎八先前已過繼給親弟潁川太藏葉良直當養子 。從該系幾乎父傳子的

世代傳遞這種情況來看 ,其人丁之旺似乎要比潁川家系陳氏強些 。依據 《本古川

町家譜》之記載 ,該系歷代諸人除擔任通事之外 ,未見其他重大作為 ,惟就其他

宮田安 ,《唐通事家系論考》,頁 5上 。

《長崎下先後町潁川家譜》 ,頁 5。

《潁川家諧》 ,頁 3F

宮田安 ,《唐通事家系論考》 ,頁 51-兒 。

lt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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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料 ,仍可看出仍有特殊表現者 ,如崇福寺第一峰門 <潁川重寬先生之碑 >即在

描繪第八代潁川保三郎葉重寬之行誼 ,該碑文云 :「正六位勳六等潁川重寬君 ,

通稱保三郎 。世世長崎之譯司也 。明治維新之際 ,奉職外務省 ,累進書記官 ,後

轉文部省 ,任東京商業學校一等教諭 。其在外務省也 ,奉命從大使使清國者 ,前

後三回 。明治九年十二月 ,敘勳六等 ,賜單光旭日章 。甘一年二月 ,以積年勤

勞 ,特旨進位階 ,陞敘正六位 。君以天保二年辛卯十月甘日生 ,明治甘四年辛卯

四月甘一日卒 ,享年六十一 。銘日 :象胥之學 ,纘繼前緒 ,對記如流 ,爰借毫

楮 。功績匪小 ,昌位攸敘 ,名聯勳冊 ,子得其所」
田 °

再就本古川町潁川家系葉氏別家而言 ,係源自本古川町潁川家系葉氏 。依

《潁川家譜》之記載 ,自 六代潁川太藏葉良直 (19s5-19“ )創葉氏別家起 ,歷七

代潁川四郎八葉雅之 (1994-1858)、 八代潁川君平葉雅範 (l釳2-1S62)〔 九代潁川

君平葉雅文 (l田3-1919),至十代潁川春平 (l跖3-1S%)止 ,共計五代 。先居住長

崎本古川町 ,經移東京後 ,定居神戶北野町 。其創家之祖六代潁川太藏葉良直係

本古川町潁川家系葉氏五代潁川山郎太葉茂矩之次子 ,其上有異母之長兄潁川藤

十郎 ,下有同母之弟本古川町潁川家系葉氏六代潁川四郎太葉延年 ,但從小即入

繼以陳三官為祖的潁川家系吉次郎當養子 ,並繼承首次郎為通事 ,是以獨創新

家 ,就血緣而言 ,仍屬本古川町潁川家系葉家 ,故稱之為本古川町潁川家系葉氏

別家 ,其創主亦延續前代而稱六代 。其世代之傳遞 ,大致都是父傳子 ,只有第七

代潁川四郎八葉雅之以姪子兼養子身分繼承 。各代婚姻大多一妻 ,惟獨八代潁川

君平竟共有四妻 ,是即島田勇子 、盧愛子 、吉野多喜子 ,其中島田勇子是本古川

町潁川家系葉氏八代潁川保三郎葉重寬的養女 。歷代之中 ,表現最傑出的應是九

代潁川君平葉雅文 ,在舊政府時代即一如祖先擔任通事 ,明治維新之後 ,先後任

東京府市場通辯 、使清特使隨從 、神戶稅關長等
”

。其所著 《譯司統譜》及

《潁川家譜》更是研究長崎華僑重要的史料η。

長崎潁川家系除上述下筑後町潁川家系陳氏、本古川町潁川家系葉氏、本古

引自張鵝琴 ,《長崎淡裝》 (士灣商務 ,民 國六四年八月),頁 9。

以上參閱 《潁川家譜》 ,頁 9-19。

中村女 《近世U日 本華僑——鎖國t華僑社會☉史容》 ,頁 2U7-2U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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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 四種潁 川 象詩之記致 看 日本 長時華人社

川町潁川家系葉氏別家等三大系之外 ,依據 《潁川家譜》 ,還有所謂 「本古川町

潁川家系葉氏別家新分家」 ,是由七代潁川四郎八葉雅之的嫡長子潁川篤一葉雅

典所創 ,見諸於家譜者共計二代 ,其第二代分由兩妻所生 ,前妻服部氏生男潁川

安之進及女春月院登和子 .後妻加禰子生潁川雅言及早逝之女兒三人午 。

由 、潁川家族與日本社會之關係

潁川家族既以三大支系甚至可說是四支系的龐大勢力在日本長崎活動約三百

年之久 ,其中又不乏賢能碩彥之士 ,是以該家族之各種行為 ,勢必對日本社會造

成相當的影響 ,相對的 ,日 本社會也勢必對潁川家族有所激盪 ,乃至呈現其因應

之跡 。

吾人在前節潁川家族的形成時 ,即曾提出潁川家族如同其他任何家族一樣 ,

透過婚姻及認養等社會行為而組合其家族 ,但也正因為這種行為的採行 ,以致造

成其與日本社會的結合。此處所謂日本社會 ,係以人或家庭為出發點 ,涵攝兩個

層面 ,一為日本人氏 ,一為僑居日本 ,但已幾乎日化的唐人。先就與日本人氏結

婚方面而言 ,潁川家族娶日人為妻妾而在各家譜明確登載者 ,下筑後町潁川家系

陳氏的有 :始祖陳沖娶隅屋藤九郎女兒、初代潁川藤左門陳道隆孥長崎富商兼代

官未次平藏女兒、三代潁川四郎左衛門陳道樹娶町年寄藥師寺又三郎女兒:五代

潁川藤左衛門長女嫁波止埸役白木長右衛門長子、十代潁川源三郎陳道宏娶+99村

氏 ,共四位 ;本古川町潁川家系葉氏的有 :四代潁川藤四郎葉茂濟娶田口氏

一

五

代潁川四郎八葉茂矩娶天野氏、六代潁｝〡〡四郎太葉延年娶德見氏、八代潁川保三

節葉重寬娶賀古氏 ,共四位 ;本古川町潁川家系葉氏別家的有 :六代潁川太藏葉

良直娶吉岡氏、七代潁川四郎八葉雅之娶村上氏、九代潁川君平葉雅文娶島田勇

子及吉野多喜子 ,計四位 ;本古川町潁川家系葉姓別家新分家的有 :潁川篤一娶

服部氏 ,計一位。全家族總共十三位。其實應不只此數 ,蓋其中不少因記載不明

而無法辨識者。至於潁川家族嫁予日人為妻的 ,°筑後町潁川家系陳氏的有 :初

代潁川藤左衛門女兒一嫁船籠町乙名田山氏、一嫁大黑田町德岡氏、四代潁川藤

31 《潁川家譜》 ,頁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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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衛門陳道恭一女步夕嫁井福氏、一女V91/嫁荷蘭大通詞猶林重右衛門〔五代潁

川藤左衛門陳道芳一女嫁町乙名立石市左衛門、一女嫁町乙名字野照之亟 、六代

潁川藤左衛門陳道恒一女嫁西築町乙名荒木金四郎 、一女嫁加福氏、一女嫁岩永

喜四郎 ,計九位 ;本古川町潁川家系葉氏的有 :八代潁川保三郎葉重寬一女嫁法

學博士井上正一 ,計一位 ;本古川町潁川家系葉氏別家新分家的有 :潁川篇一女

兒登和子嫁齊藤友三郎 ,計一位 ,總共十一位。透過這種聯姻而形成的力量 ,根

據家譜是絕對無法估算 ,但若以宮田安在 《唐通事家系論考》中 ,認為初代潁川

藤左衛門陳道隆所以能夠對福濟寺大量捐贈 ,很有可能來自富商兼 「代官」的岳

家末次平藏這種說法來看 ,其端倪多少可見。再者 ,無論是潁川家族娶或嫁日
︳

人 ,除了透露其日化程度之日益加深外 ,兩者不但不相排斥 ,反倒刻意交融 ,亦

可得知 。

再就與日化唐人結婚方面而言,潁川家族娶日化唐人者 ,下筑後町潁川家系

陳氏的有二位 :初代潁川藤左衛門陳道隆娶同鄉郭裕寰女、五代藤左衛門陳道芳

娶唐人屋敷出入外科醫生潁川鶴翁女 ;本古川町潁川家系葉氏別家的有三位 :八

代潁川君平葉雅範娶福建延平府沙縣直氏家系八代通事盧作太郎女兒盧之V、 九

代潁川君平葉雅文娶上述盧作太郎之孫女盧愛子、同人另娶福建福州府長樂縣彭

城家系劉氏九代通事彭城三十郎女彭城佐登子 ,共計五位。潁川家族嫁日化唐人

為妻的 ,下筑後町潁川家系陳氏的有二位 :初代潁川藤左衛門陳隆女兒嫁同鄉葉

我欽子、三代潁川四郎左衛門陳道樹女嫁福州福清林家系林氏林三郎兵衛子 ;本

古川町潁川家系葉氏的有一位 :六代潁川四郎太葉延年女嫁同鄉西村家系第五代

通事西村金兵衛之子 ,共計三位 。這些屬於潁川家族的女婿 ,另又兼其養子身

分 ,是先認養抑或先嫁娶不得而知 ,因此入費興否 ,亦難判別。這種與日化唐人

有婚嫁關係的共計十一位 ,在總數上雖遠不如與日人結婚的甘四位 ,但並不表示

其與日人結婚的意願高於與唐化日人 ,而是客觀環境下 ,日 人家庭遠多於日化唐
人所造成的。換另一個角度來看 ,在當時長崎有限的日化唐人家庭當中 ,與潁川

家族有姻親關係的就有如此之多 ,這種現象多少說明唐人相互提1●及共任適事職

所培育出來的隆厚同事情誼。

以上係就婚姻而論 ,至於認養方面 ,潁川家族採行圴頻率不低 ,共計十八 ﹉

位。且有收養及外送之分。根據家譜 ,其收養的共有十一位 ,屬下筑後町陳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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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七位 ,分別為 :初代潁川藤佐衛門陳道隆收養日化唐人葉我欽之子、二代潁川

藤右衛門葉茂猷收養泉州日化唐人周辰官之子、三代潁川四郎左衛門陳道樹收養

日化唐人林三郎兵衛之子 、五代潁川藤左衛門陳道芳收養其弟荒木藤右衛門之

子、六代潁川藤左衛門陳道恒收養白木長右衛門之子、七代收養日化唐人何庄右

衛門之子潁川文之助 ;本古川町葉氏的有六代潁川四郎太葉延年收養西村金兵之

子及其兄潁川太藏之子 ;本古川町葉氏別家的二位 :六代潁川太藏葉良直收養其

弟潁川四郎太葉延年之子及潁川八十吉。比較上以下筑後町陳氏的七位居多 ,而

其所以如此 ,該支人口結構女多男少是主要因素 。至於外送當別家養子的共八

位 ,下筑後町陳氏的有二位 :即四代潁川藤左衛門陳道慶次另外送唐通事岩永家

系三代岩永傳左衛門
笓及三另外送日人荒木氏 ;本古川町葉氏的有二位 :五代

潁川四郎太葉茂矩次另外送日化唐人祖陳三官之潁川家系潁川吉次郎 、六代潁川

四郎太葉延年嫡長子送其弟潁川太藏葉良直 ;本古川町葉氏別家的有三位 :六代

潁川太藏葉良直次男送其弟潁川四郎太葉延年、七代潁川四郎八葉雅之次另外送

日化唐人盧氏家系別家盧太郎、八代潁川君平葉雅文次外送日人吉富氏 ;本古川

町葉氏別家新分家有一位 ,是即潁川篤一長另外送日化唐入盧氏家系別家直恭

平。如前文所述 ,這些收養的多兼女婿身分 ,姑不論養婿之先後 ,兩者無非不是

在一 、遵照日本政府有關通事制度以父傳子之規定 ,二 、維持家庭財業於不墜

33 
。

總而言之 ,潁川家族透過婚姻及認養 ,不但使潁川家族的枝葉更加繁盛粗

壯 ,也使其觸角油向日本社會 ,而 日本社會也因此頗能加以包容與涵攝
卸°

潁川家族與長崎唐廟的關係是觀察該家族與日本社會 ,尤其是長崎唐入社會

關係的又一角度。依據家譜記載 ,長崎各寺廟之中,與潁川家族關係比較密切的

有兩座 ,一是位於稻佐的悟真寺 ,一是位於金紫山的福濟寺。《潁川一族統譜》

云 :

藤左衛門道隆延安四年八月初十日卒 ,築葬於悟真寺基地 。⋯⋯批長時先

鉋 宮田安 ,〈 補避唐通事家系聆考〉,(《長崎市立博物館館報》廿五號 ,昭和六十年三

月),頁 13。

中村女 ,《近世U日 本華僑一鎖國t華僑社會U史容》 ,頁 213-21J。

肉田直作 ,《 日本華僑社會U研究》 (東京同文館 ,昭和廿四年九月),頁 1.

眽畤眥眽畤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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御代官末次平藏娘 ,慶安三壬辰年六月廿九日卒 ,亦葬之於悟真寺境內流

光院 (即 陳道隆 )之側竻
。

《下筑後町潁川家家譜》又云 :

稻佐悟真寺自始即有因緣之寺也 ,是即曾指獻建立本堂及釣鐘筘
。

兩者所記 ,雖不如該寺收藏的釣鐘銘文所記 「自我藤左衛門陳居士興為譯官 ,歷

任三十餘載 ,⋯⋯仍為玄門護法 ,恪致精誠 ,故斯寺將頹而復興 ,香花幾廢而幸

續」般的露骨
3’ ,但多少顯露潁川家系與悟真寺的關係 。至於其與福濟寺的關

係 ,則遠比與悟真寺的密切許多 。《下筑後町潁川家家譜》云 :

分紫山福濟寺之事 ,元唐僧覺晦開開之地 ,然一直缺弟子住職 。流光院

(即 陳道隆 )乃 自唐國福建敦請泉州府晉江縣人俗姓林氏 ,時任溫陵開元

寺長老的蘊讓戒琬禪師來寺 ,時慶安二年已丑 。藤左衛門以桂首建立諸堂

伽生 ,寺是以全備 ,其大門額亦由楦首潁川左衛門及戒琬所立 。自始泉州

方諸船主即曾商議 ,以左衛門烏植首 ,開始寄附香油銀 ,福濟寺之宗旨因

此得以不絕 ,而 寺中所設開山堂牌位亦因此設立藤左街門流光院之木像以

為供奉 。⋯⋯關於分紫山基地 ,原 在春德寺 、本蓮寺者 ,均移之於福濟寺
38 °

由住持之邀請 、堂殿之建立 ,乃至寺廟財政之#措 ,幾乎均由所謂檀越之首的初

代潁川藤左衛門陳道隆負責 ,其關係之密切莫此為甚 。潁川家族憑著此一關係 ,

而大展其在長崎唐入社會的影響力 。蓋福濟寺乃所謂長崎唐四寺之一 ,與興福

寺 、崇福寺及聖福寺一樣 ,具備下列多項功能 :一 、來航唐船媽袓神像的寄存 ,

並祈求航海安全 ;二 、祭禮 :每年定期舉行清明 、媽袓 、關帝 、中元 、觀音等祭

拜儀式 ;三 、葬禮 ;負責 「住宅唐人」及船難舟合員之葬禮 、地 ,如有遺體欲運回

本國者 ,又兼代停柩 ;四 、救濟活動 ;救助落難或貧困之唐人 ;五 、捐獻與回

《潁川一族統譜》 ?頁 2.
《長崎下筑後可潁川家家諧》 ,頁 9。

引自李獻璋 《長崎唐人☉研究》 ,頁 2U6。

同註 34,頁 3。

劉序楓 ,《清日留易史☉研究——長崎貿易時代(l“4-1S61)烏 中心》 ,頁 筘-39。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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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 四種潁 川 象詩之記求看 日本 長時 事人社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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贈 :透過唐船的捐獻與寺廟的回贈 ,從事所謂走私貿易
3’ ,信徒們透過這種功

能 ,參與其中的活動 ,正如長崎縣教育會編 《中國文化 t長崎縣》所云 :「 唐寺

一建立 ,即成為唐木的集會所 ,同時也成為與日本人交流的場所」
的

。所謂社

會互動自然產生 。潁川家系既是福濟寺的檀越 ,甚至曾為檀越之首 ,經由福濟寺

而與唐入社會 、日本社會產生互動是可想像的 。

潁川家族擔任唐通事也是觀察其與日本社會關係的角度之
一

,茲試論之 。潁

川家系自初代潁川藤左衛門陳道隆於寬永十七年 (1“U)七月受任小通事 ,而開

潁川家系任職唐通事之先風以後 ,迄至慶應三年 (l“7)通事制度廢除止 ,整個

家系擔任過 「唐通事三役」的共有一○六位 :計大通事十八位 ,小通事甘五位 ,

稽古通事六三位 ,人數之多居各家系之冠
姐 ,其中不乏長期擔任者 ,如本古川

町葉氏五代潁川四郎太葉茂矩便是一例 ,《潁川家譜》云 :

享係八年五月廿七日受任稽古通事 、享係十八丑年七月廿八日受任小通事

末席 、享係十八丑年十一月十三日受任小通事

一

延字四卯年正月十一日受

任大通事 ,受用銀式拾貢貳百日 ,安永三午年六月廿
一

日巳時歿 。在職五

十二年
砲

。

唐通事原是日本官僚體系中之一寰 ,潁川家系依其世裻制度而長久搪任斯

職 ,因此視為日本社會之一員應無不可 。而其執行通事職務 ,更可發現其中之互

動 ,蓋通事之職掌大致有通譯 、貿易 、外交及秩序維持四大項 ,就通譯業務方面

而言 :一般性的溝通是用口頭 ,但有關諸法令或貿易額的布達 ,以及唐人的請願

則非書面不可 ,通事必須將原本翻譯成譯本 。就貿易業務方面而言 :唐船入長崎

港時 ,需在舟合上調查船的起帆地 、船員姓名 、海外情報 ,作成船員名簿及 「風說

書」,並將貨物目錄加以翻譯等。就秩序維持方面而言 :唐通事需負取締唐人之

不法 ,並維持 「唐人屋敷」的秩序 ,如防止走私貿易、吵架、火災等。就外交業

務方面而言 :聽取各船之海外情報後 ,加以整理 ,編成
「
風說書」,以便向幕府

提出
伯 °執行時所接觸的對象包括日本各界及華商等 ,每次任務亦非一朝一夕

長崎縣教育會 ,《 中國文化t長崎縣》 ,頁 9S。

向註 4U,頁 41。

《潁川家譜》 ,頁 5。

中村霄 ,《近世☉日本華僑——鎖國t華僑社會U史容》 ,頁 21U-212。

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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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完成 ,因此時候越久 ,次數越多 ,交流的程度也就越加深刻 。

再就潁川家系成員的文化行為在日本社會所引發的回響加以討論 。潁川家族

也許因為血統 、任職通事 、家族傳統 ,以及日本屬於中國文化圈之一等主客觀因

素 .所以出現不少文化人 ,他們也多能發揮所長 ,博取敬重之外 ,更具相當影響

力 ,如下筑後町潁川家系陳氏三代潁川四郎左衛門陳道樹 (又作嚴正 )便是其中

一例 ,《長崎筑後町潁川家譜》云 :

四郎左衛門和洪文學俱佳 ,因 薩州侯之荐 ,上京 ,以近衛家仕官
“

。

文中所言相當含混 ,如果證諸直千里 《長崎先民傳》之記載 ,其真象更為清晰 。
《長崎先民傳》卷上學術陳嚴正條云 :「 陳嚴正 ,字雅昶 ,父茂猷 ,為譯士 。嚴

正少承父職 ,任譯士 ,未幾以病辭免 。為人魁奇高邁 ,智識過人 ,涉獵經史 ,俺

貫古今 ,於本邦典故 ,靡不究覽 ,家多藏書 ,至數萬卷 ,構一書閣 ,扁日立習 ,

內蓄二酉之書 .並納古器古畫 ,或有人賞鑑 ,即欣然出示 ,不若桓玄 ,因容污

畫 ,不設寒具也 ,世稱日陳書閣 ,左有鏜山 ,松竹鬱茂 ,奇石偃蹇 。嚴正乘閒 ,

攜二三同志登眺 ,舉觴賦詩 ,詠歌以暢意焉 。乃遍歷諸邦 ,探山古蹟 ,考其風土

物產 。其在京 ,則出入禁門 ,公卿大臣俱寵愛之 ,有疑義 ,則就嚴正質問 ,可謂

榮矣」巧
。兩相印證 ,可知陳嚴正確實和漢文學俱佳 ,學貫古今 ,尤其難能可

貴者 ,一 、不吝公開藏書度畫 ,為文化人共閱同覽 ,二 ‵入京與公卿大臣遊 ,並

就其所知 ,答覆日本中央有力人士之詢問 。遺憾的是 ,缺乏足以說明其具體結果

的資料 。雖然如此 ,但正面的成果應該是存在的 。另再以本古川町潁川家系葉氏

別家七代潁川四郎八棄雅之及九代潁川君平葉雅文袓孫為例 。上面即曾引過的

《長崎本古川町潁川家家譜》編者堀百千類似跋之後記云 :

﹉阿波國長大之前川文藏赴長崎遊學 ,寓居穎川四郎八君之家。後經該君之

幹旋 ,建麗澤社 ,以教授唐通事之子弟 ,後歸國 ,充 舊德島藩儒員。嗣經

其介紹 ,余父德島藩醫井上仲庵烏醫學 ,偕書生忠津票赴長崎 ,亦 寓居潁

川四郎八家 ,歷時
一
年餘 。時其孫君平甫六歲耳 。三十餘年之後 ,君平歷

《長崎下先後可潁川家詩》 ,頁 2。

庄千旦 ,<長崎先民傳》 (長崎海色社 ,昭和九年十月),卷上手術陳及工條 ,更 9-8。

2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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汰 四在潁 川 象甜之記致 看 日本長時華人社會
. 2S .

任諸官 ,乃 至來神戶長稅關 ,余道為稅關屬吏 ,在其鹿下掌管文書多年 ,⋯

⋯依其高喝 ,撰就此穎川家譜及時思錄
伯

。

從引文中可以瞭解 :一 、七代潁川四郎八葉雅之對於遊學長崎之日人如前川文

藏 、井上仲庵等提供住宿 ,以為照顧 ,展現潁川家族與日本社會之互動 :二 、同

氏為教育唐適事子弟 (包括潁川子弟在內 ),設立學校一一 麗澤社 ,延聘日人

儒生前川文藏充當教師 ,又再一次展現互動關係 ;三 、九代潁川君平葉雅文囑其

屬下人堀百千 ,亦即曾受其祖父照顧的遊學生井上仲庵之子 ,撰寫 《潁川家譜》

及 《時思錄》 ,過程及結果充分展現雙方間關係之密切 。

綜合以上所述 ,可知潁川家族透過婚姻 、認養 、建立寺廟 、擔任通事及文教

等各項 ,與 日本社會緊密結合 ,其能長期活躍包括長崎僑界在內之日本社會 ,關

鍵亦在此也 。

五 、結 論

早期長崎華人史是海外華人史上的重要課題 ,不少中日學者早已投注心力 ,

加以研究 ,成果不能說是不大 ,但以微觀角度 ,確實運用原始資料之一一家譜 ,

探究某一家系的形成 、結構 ,進而討論其與日本社會之關係的 ,則不曾見有 ,本

小文即朝比方向 ,作試探性的研究 。

四種潁川家譜 ,分由其家族或友木傳抄編輯而成 ,是即 《潁川一族統譜》 、

《潁川家譜》 、《長崎下筑後町潁川家譜》 、《長崎本古川町潁川家家譜》 ,分

就潁川三大家系成員的名諱 、生卒年月日、墓葬及重要經歷等加以記述 。

根據四種家譜的記載 ,長崎潁川系形成於陳沖一 ,奠基於潁川藤左衛門陳道

隆 ,而後日益繁衍 ,因出身 、任通事職及居住地之不同 ,而分成下筑後町潁川家

系陳氏 、本古川町潁川家系葉氏 、本古川町潁川家系葉氏別家三大系 。

潁川家系除了世代傳遞而構成其自我家族社會之外 ,更通過婚姻 、認養 、建

寺廟 、擔任通事及從事文教等各項 ,與日本社會結合 ,甚至在互動情形下 ,與其

他日本早期的華人一樣走向日本化 ,似此 ,應非其始祖陳沖一預料所及者 ,亦非

其他地區的海外華人所能想像與比擬者 。

伯 《長崎本古川可穎川家家譜》 ,頁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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