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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商海外”：明清時期香山北嶺徐氏宗族與澳門關係考述

摘   要  晚清著名香山買辦徐榮村、徐潤叔侄均為香山北嶺徐氏，康雍乾時期該族
族人透過澳門“行商海外”，大量人口也從北嶺移居澳門經商，他們與澳
門各村氏族通婚且死後被安葬在澳門境內，足見清中期澳門華人與鄰近村
落的密切聯繫。自清乾隆年間起，有近十分之一人口的徐姓族人前往東南
亞經商並在當地去世或失聯，顯示出香山徐氏實際出洋人數比例較大。經
過歷代族人的經營，北嶺徐氏一族透過宗族血緣的緊密紐帶，以澳門為中
心搭建出一張關係網，期間所累積的財富與對外經商經驗，為日後族人逐
步轉型為買辦提供了現實基礎。

關鍵詞  香山買辦；族譜；歷史人口學；香山北嶺徐氏；海外經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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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方向：歷史人口學、香山地區史、家族史以及鄉村發展研

究。

香 山 人 對 外 經 商 的 歷 史， 最 廣 為 人 知 的 應
屬 十 九 世 紀 末 的 香 山 買 辦 以 及 其 背 後 的 香 山 家
族， 包括北嶺徐氏（ 代表人物徐潤 ） 1、 唐家灣
唐 氏（ 代 表 人 物 唐 廷 樞 ）、 雍 陌 鄭 氏（ 代 表 人
物 鄭 觀 應 ） 以 及 會 同 莫 氏（ 代 表 人 物 莫 仕 揚 ）

等 家 族。 而 對 於 香 山 買 辦 的 研 究， 前 人 成 果 豐
碩， 其 中 不 乏 前 人 引 用 買 辦 家 族 之 族 譜 進 行 研
究， 但 多 為 夾 敘 於 買 辦 之 生 平 事 跡 考 述 或 家 族
遷 澳 考 據， 主 要 集 中 在 香 山 買 辦 形 成 以 後 的 特
定 歷 史 事 件 研 究， 而 針 對 宗 族 發 展 歷 程 對 買 辦
階 層 形 成 的 成 因 闡 述 依 舊 模 糊， 且 鮮 有 採 用 歷
史人口學方法進行整體分析。 2

關 於 香 山 人 出 洋 經 商 的 歷 史， 以 及 香 山 人
如 何 從 鹽 戶、 農 戶、 商 人 逐 步 轉 化 成 買 辦 的 過
程， 始 終 應 是 香 山 乃 至 澳 門 經 濟 史 研 究 的 重 要
組 成 部 分。 徐 榮 村、 徐 潤 等 香 山 徐 氏 族 人 成 為
買 辦 的 必 要 條 件 是 甚 麼？ 其 家 族 又 對 他 們 產 生
了 何 種 影 響？ 臨 近 澳 門 的 地 理 位 置 對 北 嶺 徐 氏

有 哪 些 益 處？ 採 用 歷 史 人 口 學 的 視 角 探 索 香 山
宗 族 出 洋 經 商 的 歷 程， 對 於 探 索 香 山 宗 族 的 發
展脈絡尤顯必要。

一、北嶺徐氏的人口

透 過 分 析 家 族 譜 牒 所 記 載 的 人 口 資 料， 有
助 於 了 解 明 清 時 期 村 落 的 人 口 分 佈 以 及 社 會 結
構，而《香山徐氏宗譜》 3 清晰的人口記錄能讓
我們了解明清時期北嶺徐氏乃至北嶺村 4 的人口
發展以及相關情況。

根據徐潤 5 所主修的《香山徐氏宗譜》北嶺
譜《續修香山徐氏宗譜序》記載，一世“廣達”

自 河 南 經 韶 關 南 雄、 廣 州 番 禺 遷 至 香 山 縣 前 山
寨 後， 長 子 觀 佐 繼 承 家 業 留 在 前 山， 而 次 子 觀
成 前 往 北 嶺， 故 觀 成 應 視 為 北 嶺 徐 氏 所 承 認 的
“ 實 際 始 遷 祖 ”， 而 且 香 山 徐 氏 待 嘉 靖 末 年 方
開始修譜：

……至明中葉已將十世，顧未有譜

錄，迨嘉靖末年，達可君始為前山譜，而

北嶺譜初信斯君所作，兩人者各就所居尊

其本支、考其世系與其事跡，詳而載之。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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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 可 能 是 嘉 靖 年 間 的“ 大 禮 儀 ” 之 爭 的 結 果。

而在卷首《凡例》一章更清晰寫道譜牒的傳承：

吾族分前山、北嶺兩支，向無譜帙。

前山自七世祖達可公創修，廣達公以下世

系為一譜，十世祖景晃公繼修，廣德公以

下世系為一譜。北嶺自十世祖信斯公創

修，十二世祖慧子公增修，皆斷自觀成公

以下世系為一譜，是吾族舊有三譜矣。紅

羊屢換遺帙蕩然，潤有志續修，多方搜覓

久之，始自族叔祖德聰公家得北嶺原譜真

稿，其前山二譜亦先後覓得，茲稟三譜為

一譜，而北嶺前山仍各自為卷，可分可

合，凡舊譜所有序文，並像贊傳畧依次編

列，以昭慎重。7

可 見 徐 潤 修 譜 時 的 原 稿 整 合 包 括 七 世“ 達 可
公”、十世“信斯公”及十二世“慧子公”三譜，

後分為北嶺支與前山支兩譜。 8 在《北嶺徐氏宗
譜 》 卷 二 的《 世 系 圖 目 次 》 中， 已 有 第 一 世 至
第 二 十 世 的 人 數 統 計， 數 量 應 為 截 止 至 1883
年， 但 經 筆 者 實 際 查 核， 發 現 統 計 與 實 際 生 卒
條目記載有出入。以下為根據《北嶺徐氏宗譜》

所收錄的人口資料製作而成的人口統計表：

表一 . 香山北嶺徐氏男性人口統計表 9

世系 北嶺譜字輩
10

涵蓋人名 族譜編者填寫數目 實際清點在冊人數
11

一世 延 始祖延祚公 1 1

二世 廣 廣達公至廣德公 3 3

三世 觀 觀佐公至觀聖公 4 4

四世 法、義 法聖公至義彰公 2 2

五世 亮、榮、華、富、貴 良華公至貴昌公 5 5

六世 文 世賢公至德解公 8 8

七世 彥、汝、松 彥華公至汝遠公 13 13

八世 本、朝 本榮公至朝達公 23 23

九世 紹、士 紹祥公至士英公 29 29

十世 信 信敏公至信威公 39 39

十一世 宗 宗奇公至宗顯公 59 59

十二世 子 瓊子公至昇子公 65 65

十三世 玉、亮、孫、端 玉茂公至玉煥公 110 110 

十四世 卿 卿元公至鳳德公 158 152

十五世 忠 濤忠公至見忠公 230 219

十六世 德 德永公至德鈞公 330 284

十七世 立 賢立至康輝公 12 365 334

十八世 詩 葵至康全 320 273

十九世 禮 啟瑞公至達公 128 117

二十世 傳 13 述傳至祿 10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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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 了 方 便 掌 握 人 口 增 長 的 整 體 趨 勢， 考 慮
到譜內含有大量生卒不詳或缺的情況，採用“以

除 了 家 族 譜 牒， 考 察 傳 統 村 落 的 人 口 時，

民間信俗廟宇的碑刻也應納入到人口資料當中。

根 據 北 嶺 村 現 存 的“ 乾 隆 五 十 六 年 重 修 康 真 君
廟 碑 ”《 重 修 康 真 君 殿 宗 碑 記 》 記 載， 碑 文 共
有 233 人姓名， 除去無法辨認的姓名外， 其中
徐 姓 族 人 超 過 100 人， 蔡 姓 族 人 接 近 70 人，

郭 姓 9 人， 湯 姓 5 人， 其 餘 各 姓 則 每 姓 不 超 過
3 人。 15 從上述統計來看，某些程度上反映出徐
氏在乾隆年間已佔村落人口的過半數地位。 16

表二 . 香山北嶺徐氏男性出生人數統計表 14

年份 人數 年份 人數 年份 人數 年份 人數

1430 — 1545 3 1660 4 1775 29

1435 — 1550 2 1665 8 1780 22

1440 — 1555 3 1670 10 1785 25

1445 1 1560 0 1675 6 1790 36

1450 1 1565 0 1680 10 1795 37

1455 — 1570 4 1685 8 1800 23

1460 — 1575 1 1690 9 1805 33

1465 — 1580 2 1695 10 1810 33

1470 1 1585 2 1700 9 1815 36

1475 — 1590 3 1705 18 1820 36

1480 2 1595 2 1710 13 1825 27

1485 — 1600 2 1715 13 1830 42

1490 — 1605 4 1720 17 1835 45

1495 — 1610 6 1725 16 1840 46

1500 — 1615 5 1730 18 1845 46

1505 — 1620 2 1735 26 1850 39

1510 1 1625 3 1740 21 1855 43

1515 2 1630 2 1745 25 1860 55

1520 1 1635 9 1750 29 1865 62

1525 3 1640 6 1755 19 1870 63

1530 2 1645 8 1760 25 1875 52

1535 1 1650 7 1765 28 1880 46

1540 1 1655 7 1770 40 1885 4

五 年 為 一 週 期 ” 的 統 計 方 法 能 夠 大 致 體 現 出 宗
族人口的變化趨勢：

對 於 傳 統 農 業 經 濟 的 宗 族 而 言， 由 於 農 地 生 產
關 係 束 縛， 大 規 模 人 口 外 流 的 情 況 一 般 較 少，

假 定 男 女 出 生 比 率 大 致 相 同， 一 旦 遇 到 天 災、

戰 亂 甚 至 遷 村 等 情 況， 某 些 程 度 上 就 會 體 現 在
出 生 率 當 中。 而 將 表 二 的 數 據 生 成 表 三 的 出 生
人 數 趨 勢 圖 可 見， 除 去 修 譜 前 十 年 的 數 據 不 準
確 以 外， 總 體 而 言 北 嶺 徐 氏 男 性 的 出 生 人 數 是
持 續 上 升 的。 在 世 男 性 人 口 超 過 土 地 承 載 力 之
後，某程度上會促使成年男子外出謀生。



“行商海外”：明清時期香山北嶺徐氏宗族與澳門關係考述       盧嘉諾

澳門研究

632021年•第112期•文化雜誌 RC 63

而 光 緒 元 年（1875 年 ） 的《 重 建 康 公 創
立玄壇廟碑文》，與乾隆年間碑文相距 84 年，

開頭寫到：

鄉村之建立神廟也，所以妥神靈亦所

以衛風水，故當來脈收局及空缺之慮，□

設以鎮之，蓋藉神以輔人也，前所已有者

後人不嫌，於因前所未有□後人不嫌，於

創無非相形度勢，以求其合宜耳。北山嶺

一村人居不越二百戶，而以商賈起家者，

每甲都邑，代不乏人……17

該 碑 文 體 現 出 光 緒 元 年 北 嶺 村 人 對“ 北 嶺 各 族
歷 代 經 商 ” 這 一 事 實 的 承 認。 此 次 參 與 的 人 口
統計：徐姓族人為 100 人， 18 蔡姓則為 29 人，

吳姓 7 人， 加上其餘各姓共計 149 人次（ 每個
堂 號 也 當 一 人 計 算 ）。 雖 然 碑 刻 上 的 人 數 只 能
代 表 有 多 少 人 參 與 了 本 次 捐 款 及 重 修， 並 不 等

同 村 內 全 部 人 口 數 目， 但 至 少 可 以 推 測 北 嶺 徐
氏 在 北 嶺 人 口 的 基 數 上 佔 比 超 過 一 半， 為 北 嶺
村 第 一 大 姓， 村 內 人 口 數 目 第 二 大 姓 為 蔡 姓，

這個情況持續至今。19 所以，北嶺徐氏對於研究
北嶺村本身的人口情況具有代表性。

值 得 一 提 的 是， 徐 潤 也 參 與 了 本 次 康 公 廟
的 重 修。 從 上 文 看 來， 雖 然 碑 文 上 刻 名“ 徐 閏
立 ”， 但 從 時 間 推 測 以 及 同 時 期 的 族 兄“ 徐 仁
立 ” 也 參 與 了 此 事（ 不 少 與 徐 潤 有 書 信 來 往 的
徐 姓 族 人 都 有 出 現 ） 來 看， 徐 閏 立 為 香 山 買 辦
徐 潤 的 可 能 性 很 大。 碑 文 並 沒 有 找 到 徐 潤 的 捐
款 名 字， 但 有 代 表 徐 潤 的“ 徐 敬 德 堂 ” 的 捐 款
記錄，故應為徐潤無誤。

二、早期北嶺徐氏的經濟

十 六 世 紀 開 始， 澳 門 就 作 為 葡 萄 牙 以 及 外

表三 . 香山北嶺徐氏男性出生人數趨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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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商 船 在 中 國 南 部 重 要 的 貿 易 節 點， 20 香 山 地
區 沿 海 一 帶 的 漁 民 在 珠 江 口 捕 魚 為 生 外， 還 會
作為“引水人”21 將外國商船帶到水域複雜的廣
州 港 口。 澳 門 作 為 遠 東 地 區 最 重 要 的 貿 易 港 口
之一，曾連通世界各地的商船進行貿易。其中，

珠 江 口 沿 岸 各 宗 族 族 人 應 參 與 早 期 澳 門 的 對 外
貿易當中。

根 據《 香 山 徐 氏 宗 譜・重 修 香 山 徐 氏 家 廟
記 》 記 載，“ 廣 達 自 豫 遷 粵， 明 洪 武 二 十 四 年
（1391 年 ） 入籍香山 ”， 22“ 廣達 ” 即香山徐
氏 第 二 世。 而 入 籍 後 逐 步 以 鹽 戶 落 戶 香 山 的 徐
氏， 在 清 末 所 修 的《 香 山 翠 微 韋 氏 族 譜・十 排
考》一文中有所提及：

圖 1. 現存北嶺愚園公園的康公廟石碑（圖片來源：筆者攝於 2018 年）

我邑東南一帶枕控滄溟，濱海居民多

以煮鹽為業。宋元之季，地運日開，人丁

漸聚。明洪武初，於下恭常地方設立鹽

場，灶排二十戶，灶甲數十戶。分為上下

二柵，名曰香山場。詳令築漏煮鹽，上供

國課，下通民用，其利甚溥。二十戶者，

上柵一甲郭振開……下柵一甲徐法義……

各戶皆恭都諸之立籍祖也。合上下柵統名

十排，相呼曰排親。23

明 初 戶 籍 制 度 下 的 戶 名， 往 往 並 不 是 戶 主 真 實
姓 名。 24 根 據 韋 氏 族 譜 記 載， 香 山 鹽 戶 徐 氏 的
戶名為“徐法義”。查《香山徐氏宗譜》，“法
義”應為徐氏北嶺始遷祖“觀成”的兩個兒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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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現存北嶺愚園公園的康公廟石碑細部（圖片來源：筆者攝
於 2018 年）

即 第 四 世“ 法 聖 ” 和“ 義 彰 ” 二 人 的 合 稱。 根
據康熙五十九年撰的《大宗祠記》記載：

我義彰公之興於北嶺也，承觀成公之

遺業。觀成公為廣達公仲子，廣達公占籍

香山，官注戶名曰徐建祥，復編為第二場

第一甲十排柵長，俾以竈戶世其家。故觀

成公雖分居北嶺，而籍不改，舊版有之

曰：竈戶徐法義者，公兄法聖公，義即公

也，公既兼業鹽，循前軌，發新硎，銳志

經營，日增月盛。時值有明中葉，海宇寗
謐，塵市鱗次，商旅絡繹，禺䇲之利，勝

於疇昔。雖粵之鹺政，畫地而理不能，如

淮浙諸商，素封敵國。然公以鹽艘往來海

上，不及二十年，號稱中富。

徐 氏 早 年 以 鹽 業 灶 戶 起 家， 明 代 中 葉 香 山 周 邊

商 業 絡 繹 不 絕， 商 人 往 來 鱗 次 櫛 比， 第 四 世 徐
義 彰 憑 着 鹽 船 貿 易 積 累 了 較 大 財 富。 徐 義 彰 的
生 卒 年 不 詳， 但 其 次 子 五 世 徐 華 獻 生 於 明 正 統
八 年（1443 年 ）， 卒 於 成 化 二 十 三 年（1487
年 ）， 故 推 測 香 山 徐 氏 經 商 的 淵 源 應 可 追 溯 至
明 代 初 年， 而 文 中 所 描 述 海 上 貿 易 的 興 盛， 自
然是形容澳門這個國際港口的對外貿易發達。

清 康 熙 皇 帝 親 政 之 後， 康 熙 七 年（1668
年 ）， 鄭 氏 退 守 台 灣， 廣 東 先 行 鬆 弛 海 禁。 康
熙八年（1669 年），清廷陸續允許沿海居民復
界。康熙二十二年（1683 年），清朝平定台灣，

清 廷 宣 佈 正 式 展 界。 25 十 一 月， 康 熙 帝 將 吏 部
侍 郎 杜 臻、 內 閣 學 士 席 柱 差 往 福 建、 廣 東 主 持
沿海展界事宜 26。康熙二十三年（1684 年），

清 朝 正 式 開 海， 允 許 百 姓 開 始 進 行 對 外 經 商 貿
易，27 並在“粵東之廣州（澳門也設粵海關）、

福建之漳州府、浙江之寧波府、江南之雲台山”

分 別 設 立 粵 海 關、 閩 海 關、 浙 海 關、 江 海 關 作
為管理對外貿易和徵收關稅的機構。

康 熙 五 十 六 年（1717 年 ）， 清 廷 開 始 禁
止 南 洋 貿 易， 但 此 時 並 未 禁 止 東 洋 貿 易 和 西 洋
貿 易。 28 雍 正 五 年（1727 年 ）， 時 隔 十 年 後
清廷重新開放南洋貿易。乾隆二十二年（1757
年），乾隆帝以海防重地規範外商活動為理由，

諭令西洋商人只可以在廣東通商。但是實際上，

當 時 在 南 洋 的 一 些 西 方 殖 民 者 仍 被 允 許 到 閩、

浙、 江 海 關 貿 易， 特 別 是 閩 海 關。 例 如， 乾 隆
四十六年（1781 年）、四十八年（1783 年）、

五 十 一 年（1786 年 ）， 嘉 慶 十 二 年（1807
年）、十四年（1809 年），均有西班牙商人從
南 洋 呂 宋 到 廈 門 貿 易。 29 正 是 在 這 個 康 雍 乾 時
期 的 貿 易 大 時 代 背 景 下， 部 分 香 山 北 嶺 徐 氏 在
十 七 世 紀 末、 十 八 世 紀 初 開 始 移 居 澳 門 從 事 經
商貿易。

三、明清兩代移居澳門

家 族 譜 牒 作 為 研 究 明 清 兩 代 華 人 人 口 的 重
要資料，所記載的“生”“死”“婚嫁”以及“遷
移 ” 是 歷 史 人 口 學 研 究 家 族 發 展 的 重 要 材 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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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 人 墓 葬 地 選 址、 遷 葬， 除 了 與 粵 人 講 究“ 風
水”有關，某程度上體現出家庭生活地的遷移，

在 交 通 尚 未 發 達 的 明 清 兩 代， 親 人 的 墓 葬 地 一
般 會 選 擇 在 距 離 自 己 住 處 較 近 的 位 置。 根 據 徐
潤在《塋墓志》的“葬說”一文提及：

許氏家訓曰：葬親不宜過遠，庶使後

之子孫，雖有貧窮，尚易至墓祭掃，否則

目前縱不失時，而日後便有不可必者，竟

有為地豪侵占，不可不思。30

而 從 北 嶺 譜 的 統 計 可 以 發 現， 明 清 期 間 北
嶺 與 澳 門 的 人 員 往 來 極 其 密 切， 有 大 量 族 人 葬

於 澳 門 各 處 的 記 載。 北 嶺 位 於 關 閘“ 蓮 花 莖 ”

以 北， 村 場 南 邊 為 香 山 往 澳 門 通 衢， 是 明 清 兩
代 位 於 關 閘 以 北 最 靠 近 澳 門 的 華 人 自 然 村 落，

故族人常往返澳門自然也是情理之中。

根據統計，北嶺徐氏葬於澳門的人數記載，

於乾隆年間到達頂峰，這與該階段大量徐氏族人
前往澳門經商有莫大聯繫，其中以澳門沙岡數量
最多，其次為澳門龍喉及澳門蜈蚣地。其中，清
咸豐年以前澳門屬香山縣直接管理，故鄉人多用
“沙岡”“沙崗”來表示“澳門新橋沙岡”，符
合時人習慣。明末清初開始有零星記載，最早葬
於澳門的北嶺徐氏應為第十世信舉公：

圖 3. 珠海北嶺及白石村在將軍山下（圖片來源：原圖為鮑金按攝於 1983 年，筆者翻攝於 2019 年。）



“行商海外”：明清時期香山北嶺徐氏宗族與澳門關係考述       盧嘉諾

澳門研究

672021年•第112期•文化雜誌 RC 67

圖 4. 珠海北嶺村拆遷前相片（圖片來源：湯慶文攝於 2003 年）

信舉公，諱某，紹德公子，生明隆

慶四年十一月十七日（1570年），卒明

天啟六年（1626年）七月初二日，年

五十七歲，葬於沙崗。

其次為第十一世宗運公：

宗運公，諱某，信成公子，生明崇

禎七年（1634年）三月二十五日，卒康

熙十一年（1692年）二月初二日，年

三十九歲，葬於沙岡。31

在 信 舉 公 和 宗 運 公 之 間， 族 人 多 葬 於 北 嶺 村 場
周 邊 土 名 為 嶺 仔、 柑 林、 佛 仔 地、 牛 頭 山、 北
山埔、老虎坑、金鐘山、門口埔、白地坑、後灣、

鹿 塘 腳 等 地， 而 由 於 清 初 康 熙 遷 界 緣 故， 族 人
被迫離開北嶺，故遷界期間也有葬於草葫子山、

東洋坑等外地土名。

值得注意的是，徐潤的先祖第八世朝瑞公，

及其弟朝璋公，也是最早一批葬於澳門的徐氏族
人，可見徐潤家族早在明代中葉已經在澳定居：

朝瑞公，諱某，號心月，汝鵬公長子，

生嘉靖二十四年（1545年）乙巳閏正月

初一日戌時，卒萬曆十二年（1584年）

甲申十月初二日，年四十歲，葬東望洋龜

筒坑，朝璋公墓地乾向兼巳亥。

朝璋公，諱某，號榕翠，汝鵬公次

子，生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丁未二

月十二日，卒萬曆十八年（1590年）庚

寅十二月初十日，年四十四歲，葬東望洋

龜筒坑，朝瑞公墓同向。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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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十三世亮元公家族世系圖 ( 圖片來源：《香山徐氏家譜·
北嶺譜》卷二，第 11 頁。）

而 在 卷 十《 塋 墓 志 》 中 則 有 朝 瑞、 朝 璋 二 人 墓
葬的記載：

右八世祖，朝瑞、朝璋二公，葬所地

在澳門東望洋龜筒坑，向為巽乾兼巳亥，

朝瑞公配江太君，本葬柑林，朝璋公配

曾、張二太君，本葬石應山。道光二十三

年（1843年）十月，皆遷與二公合葬此

墓地稱二龍喉。諸洲之水，四周環繞，如

帶之束，以外羣峰，羅列遠翠，縱橫形勢

之雄，淂未曾有，洵佳穴也。33

徐 潤 篤 信 風 水 34， 文 中 稱 讚 朝 瑞、 朝 璋 二 人 墓
穴 為“ 佳 穴 ”， 且 位 置 正 位 於 澳 門 東 望 洋 山。

根據《望廈及其附近村落地圖》標示，大龍喉、

二 龍 喉 東 南 側 有“ 徐 山 ” 標 記， 與 徐 氏 宗 譜 記
載 吻 合。 35 此 外， 第 十 二 世 祥 子 公“ 生 康 熙 四
年（1665 年 ） 二 月 初 十 日， 卒 康 熙 五 十 七 年
（1718 年），年五十四歲，先葬澳門龍喉，後
遷 蟹 地 子 山 午 向 兼 壬 丙 ”。 可 見“ 龍 喉 ” 也 是
徐氏在澳葬地之一。

從 沙 岡 葬 者 數 量 之 多， 便 可 窺 探 徐 氏 在 清
中 期 移 居 澳 門、 在 澳 定 居 的 盛 況。 根 據 宗 譜 記
載， 不 少 葬 在 沙 岡 的 墓 主 自 嘉 慶 年 間 起 被 陸 續
遷 到 關 閘 以 北、 靠 近 北 嶺 村 場 周 邊 的 墓 地， 如
嶺 仔、 通 天 埠、 柑 林 等 地， 而 同 治 年 間 幾 乎 無
人 下 葬 於 沙 岡。 具 體 原 因 有 待 考 證， 筆 者 推 測
是 與 澳 門 對 外 貿 易 逐 漸 式 微 導 致 外 流 澳 門 人 口
回 遷， 以 及 十 九 世 紀 中 葉 沙 岡 等 村 墳 地 被 澳 葡
政府霸佔改造有關。

除 了 下 葬 以 外， 徐 氏 定 居 澳 門 也 體 現 在 與
澳門各姓聯姻上，且分“娶”“適”兩種情況：“娶”

即 為 北 嶺 徐 氏 男 子 迎 娶 澳 門 女 子，“ 適 ” 即 北
嶺 徐 氏 男 性 將 女 兒 外 嫁 到 澳 門。 最 早 的“ 適 ”

應 為 第 十 三 世 玉 茂 公 之 長 女，“ 適 沙 梨 頭 張
姓”。玉茂公生於康熙三十三年（1693 年），

卒於乾隆十七年（1752 年），可見其長女應於
康 熙 末 年 外 嫁 予 澳 門 沙 梨 頭 張 姓 男 子。 而 最 早
的“ 娶 ” 應 為 第 十 三 世 端 晉 公。 端 晉 公 生 於 雍
正十三年（1735 年），卒於嘉慶十八年（1813
年 ）， 元 配 澳 門 陳 勝 法 公 次 女， 生 於 乾 隆 二 年

（1737 年），卒於嘉慶十九年（1814 年）。36

當然，與澳門各姓通婚也常見於香山其他宗族。

從 統 計 上 來 看， 遷 澳 多 以 家 庭 為 單 位， 即
父 子 或 兄 弟 一 同 前 往， 甚 至 從 此 定 居 澳 門 或 海
外。以十三世亮元公家庭為例：

亮元公，諱宗，雲子公嗣子，生康熙

二十八年（1689年）己巳六月十六日，

卒乾隆二十年（1755年）乙亥十一月

十九日亥時，壽六十七歲，葬澳門蜈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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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巽山乾向兼辰戌。元配鮑氏，生康熙

三十五年（1695年）丙子十月十一日酉

時，卒乾隆三十年（1765年）乙酉十一

月二十二日亥時，壽七十歲，葬祔。子四，

卿慎、卿慈、卿良、卿善。女二，長適翠

微郭培容，次適翠微郭世仰。

亮 元 公 生 四 子， 均 生 於 康 雍 年 間、 卒 於 乾 隆 年
間。 亮 元 長 子 十 四 世 卿 慎， 死 後 葬“ 澳 門 烏 鴉
地 ”， 其 元 配 盧 氏 死 後 葬“ 澳 門 沙 魚 地 ”。 亮
元 次 子 卿 慈“ 行 商 地 們 未 歸 葬 ”。 亮 元 三 子 卿

良“女適澳門張姓”；亮元四子卿善夫妻早逝，

兒 子 信 息 不 詳。 而 在 澳 第 二 代、 第 三 代， 亮 元
長 子 十 四 世 卿 慎 育 有 二 子， 長 子 十 五 世 鼎 忠 生
卒 不 詳， 鼎 忠 長 子 十 六 世 德 高， 卒 年 不 詳， 而
元 配 夫 人 白 石 曾 氏 葬“ 澳 門 沙 岡 ”。 德 高 長 子
十七世珍溺水亡，生卒不詳，次子銓生卒不詳。

推 測 德 高 長 居 澳 門， 只 報 妻 子 生 卒 以 後 徹 底 與
北嶺宗族失聯。鼎忠所生女“長適澳門歐麗明，

三適澳門林應仁”；而卿慎次子韶忠出嗣卿良，

繼 承 家 業。 可 見 亮 元 公 家 族， 應 是 北 嶺 徐 氏 移
居澳門、經澳行商海外的家族經典案例。

圖 6. 清廷准徐潤之父徐佩珩興建“樂善好施”牌坊（圖片來源：
《香山徐氏家譜·北嶺譜》卷九，《世恩志》，第 1 頁。）

圖 7. 香山買辦徐榮村畫像（圖片來源：《香山徐氏宗譜·北嶺譜》
卷七，《先德錄》，第20頁，原畫像標題為“十六世德瓊公遺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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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北嶺徐氏大規模“行商海外”

亮 元 公 的 案 例 為 我 們 帶 來 了 啟 示， 北 嶺 徐
氏 到 達 澳 門 之 後， 一 部 分 族 人 留 在 澳 門 經 商，

另 一 部 分 則 移 居 東 南 亞。 根 據 徐 氏 宗 譜 記 載，

至北嶺徐氏第十三世為止，除婚配或葬地以外，

北 嶺 譜 鮮 有 關 於 人 口 外 出、 遷 移 的 事 跡， 但 自
十 四 世 起 便 有 大 量“ 行 商 海 外 ” 的 記 載。 37 筆
者統計後製表如下：

表四 . 香山北嶺徐氏男性人口遷移統計表 38

世系及字輩 世紀錄
實際在冊人數

世系圖目錄
總人數

世紀錄
登記在冊遷移人數

遷移人數
佔實際在冊人數的百分比

遷移人數
佔目錄人數的百分比

十四世（卿） 152 158 12 6.58% 6.32%

十五世（忠） 219 230 30 13.70% 13.04%

十六世（德） 284 330 31 10.92% 9.39%

十七世（立） 334 365 30 8.98% 8.22%

十八世（詩） 273 320 8 2.93% 2.50% 

十九世（禮） 117 128 1 0.85% 0.78% 

總人數 總人數 總人數 實際百分比 目錄百分比

第 十 四 世 到
第十七世

989 1083 103 10.41% 9.51%

第 十 四 世 到
第十九世

1106 1531 112 10.12% 7.32%

可 見 在 十 四 世 至 十 七 世 中，“ 行 商 海 外 ” 的 北
嶺 徐 氏 男 性 平 均 佔 在 冊 人 數 約 為 10.41%， 也
就 是 說： 期 間 每 十 個 北 嶺 徐 姓 族 人， 就 有 一 個
人到海外經商且失聯。而且除了海外經商之外，

從 事 遠 洋 航 運、 前 往 國 內 其 他 地 方 經 商、 求 學
的 這 些 人 可 能 也 沒 有 納 入 這 個“ 行 商 海 外 ” 行
列 中。 事 實 上， 徐 潤 在 修 譜 的 時 候 也 考 慮 到 了
這一點：

生卒葬舊譜每有失考，採訪亦多缺

漏，更有客遊不歸未卜存亡者，其中行

商海外、娶妻生子，一傳再傳遂為彼國土

著，亦在所難免。爰從質直之義書其知

者，其不知者曰某曰缺。39

由《 世 紀 錄 》 中 的 人 口 統 計 數 據 可 知，

十 四 世 的 男 子 其 出 生 年 大 概 在 1683 至 1789
年 間， 橫 跨 清 康 熙 至 乾 隆 年 間。 其 中 具 有“ 行

商海外”標記的這十個人主要分為三類：

一、有“行商海外”的備註但無生卒時間；

二、 有“ 行 商 海 外 ” 的 備 註、 有 出 生 時 間
但無死亡時間；

三、有“行商海外”的備註且有生卒時間。

以十四世卿字輩為例：

信公，玉芳公之子，生乾隆四十年

（1775年）乙未年五月十六日戊時，客

外無考，未娶。

卿慈公，諱敬，恭亮公次子，生康熙

五十九年庚子十一月二十六日亥時，卒

乾隆三十九年甲午七月十一日戌時，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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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 香山買辦徐潤畫像（圖片來源：《香山徐氏宗譜·北嶺譜》
卷末，第 6 頁，原畫像標題為“雨之四十六歲小照”。）

五十五歲，行商地們國，未歸葬（生於

1720年，卒於 1774年）。

卿世公，諱某，玉瓚公次子，生乾隆

三年戊午三月二十七日，行商海外，於乾

隆二十七年壬午七月十六日遭風卒，年

二十五歲，設衣冠袝葬父塋（生於 1738

年，死於 1762年）。

卿喜公，諱某，齊孫公長子，生缺，

行商海外，遭風卒。

卿英公，諱某，珩孫公長子，生乾隆

十年乙丑某月某日，行商海外卒。

仁貴公，諱某，玉政公嗣子，生缺，

行商海外卒。

卿鈺公，諱瑤，號珮玉，端耀公嗣

子，生康熙五十五年丙申十二月二十五

日，行商地們國，卒未歸葬（生於 1716

年）。

卿達公，諱旻，私謚勤惠先生，端

斌公子，生雍正八年庚戌十年十二日子

時，卒乾隆二十七年壬午四月二十日，年

三十三，相傳歿於海外（生於 1730年，

死於 1762年）。

卿猷公，諱禎，號鴻溪，端翔公四子，

生乾隆三十九年甲午正月初七日寅時，卒

道光三年癸未五月十二日辰時，年五十

歲，行商海外歿於鼻姑國，設衣冠，葬通

天埠南山北向（生於 1774年，死於 1823

年）。

卿苟公，諱某，端華公次子，生乾隆

二十七年壬午三月初七日丑時，行商海

外，相傳於乾隆四十九年甲辰卒於地們

國，年二十三歲，未歸葬（生於 1762年，

死於 1784年）。

鳳珍公，諱某，玉煥公長子，生缺，

行商江平 40未歸。

鳳德公，諱某，玉煥公次子，生缺，

行商海外卒。

從十四世的記錄可推測，徐氏“行商海外”

可 能 應 發 於 清 康 乾 時 期， 這 與 當 時 中 國 對 外 貿
易 政 策 及 移 民 海 外 的 情 形 有 關， 而 康 熙 二 十 二
年（1683 年）恰巧作為清初海禁、遷界重要的
轉 折 點， 造 就 了 北 嶺 徐 氏 遠 赴 海 外 的 外 部 重 要
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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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 外， 從 十 四 世 至 十 九 世“ 行 商 海 外 ” 的
記 載 可 知， 標 記“ 行 商 海 外 ” 且 過 世 的 人 都 沒
有 將 遺 體 運 回 北 嶺， 而 是 在 當 地 下 葬 或 不 知 其
蹤，極少將亡者衣物寄回北嶺建衣冠冢的情況。

死 於 海 外 的 這 些 徐 氏 族 人 的 遺 體 雖 然 沒 有 被 運
回 北 嶺， 但 個 別 人 士 的 死 亡 時 間 記 載 卻 準 確 到
時 辰， 可 見 當 時 北 嶺 與 海 外 經 商 地 應 該 擁 有 良
好的聯絡溝通。

從 十 四 世 開 始 的 人 口 記 這 錄 來 看， 並 沒 有
一 條 人 口 記 錄 是 既 滿 足“ 行 商 海 外 ” 又“ 葬 在
北嶺某地甚至香山某地”的情況出現，可見“行
商 海 外 ” 這 一 標 記 並 不 是 指 該 人“ 有 過 海 外 經
商 的 經 歷 ”， 而 是 代 指 該 人 死 在 海 外， 而 且 沒
有回到北嶺下葬。

換 言 之， 人 只 要 不 是“ 死 在 海 外 ”， 就 不
會 被 標 記 成“ 行 商 海 外 ”， 也 就 有 可 能 出 現 族
人 曾 經 海 外 經 商 並 活着回 到 北 嶺、 最 後 葬 在 北

嶺。 雖 然 目 前 我 們 對 這 些 人 生 前 的 活 動 軌 跡 所
知 甚 少， 但 北 嶺 徐 氏 實 際 海 外 經 商 的 人 口 數 目
應遠大於宗譜記載“行商海外”的數量。

至 於 他 們 在 海 外 行 商 的 地 點， 譜 內 標 記 為
“ 行 商 海 外 ” 或“ 客 外 無 考 ” 佔 多 數， 基 本 上
無 具 體 行 商 位 置 甚 至 生 卒 年 月。 經 統 計， 其 中
前往新埠（馬來西亞檳城）12 人，地們國（東
帝汶，華人稱地問）12 人，呂宋（菲律賓）12
人。 此 外， 還 有 少 量 包 括 鼻 姑 國（ 曼 谷 ）、 嗎
叻 呻 埠（ 馬 六 甲 或 摩 鹿 加 群 島 ）、 金 山、 士 里
窪、麥打黍、布路面埠等。

行 商 海 外 的 人 口 遷 移 情 況， 應 與 當 時 北 嶺
徐 氏 的 總 人 口 漸 增 有 關。 除 外 出 經 商 以 外， 更
多 的 人 仍 以 耕 作 為 生， 隨 着 村 內 人 口 增 多， 可
供 生 產 的 耕 地 日 漸 飽 和， 一 部 分 人 為 了 謀 生 而
外出經商，通過澳門出洋就是最佳選擇。此外，

上 述 地 點 不 少 都 是 十 六 世 紀 至 十 八 世 紀 葡 萄 牙

圖 9. 2009—2012 年重修的北嶺徐氏宗祠（右）與蔡氏宗祠（左）（圖片來源：筆者攝於 202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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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 北嶺徐氏宗祠內部（圖片來源：筆者攝於 2021 年）

以 往 的 殖 民 地， 雖 然 諸 如 摩 鹿 加 群 島 這 類 東 南
亞 盛 產 香 料 的 地 方， 相 繼 被 十 七 世 紀 的 霸 主 荷
蘭 以 及 十 八 世 紀 的 霸 主 英 國 佔 領， 但 相 信 這 些
地 點 與 澳 門、 葡 萄 牙 之 間 的 貿 易 航 路 都 有 莫 大
的關係。

為 加 強 對 西 方 商 隊 的 控 制， 嘉 慶 十 四 年
（1809 年 ） 由 兩 廣 總 督 百 齡 奏 請， 提 出 夷 商
買 辦 應 由“ 澳 門 同 知 就 近 選 擇 土 著 殷 實 之 人，

並 且 取 具 族 長 保 鄰 切 結， 始 准 承 充 給 予 腰 牌 印
照。” 41 要 想 成 為 夷 商 買 辦， 須 經 澳 門 同 知 認
可， 具 有 一 定 經 濟 實 力 的 香 山 家 族 人 士， 經 族
長 保 鄰 的 擔 保 方 可 承 充 成 為 買 辦。 顯 然， 隨 着
澳 門 遠 洋 貿 易 在 十 八 世 紀 的 進 一 步 擴 大， 北 嶺
徐 氏 開 始 進 行 遠 洋 貿 易、 行 商 海 外， 積 累 了 原
始 財 富， 相 信 這 批 人 就 是 促 使 日 後 徐 氏 躋 身 成
為香山買辦這一條件的先行者。

除 此 之 外， 北 嶺 徐 氏 透 過 捐 納 制 度 獲 得 捐
銜 的 人 數 遠 超 科 舉 功 名 人 數。 十 一 世 至 十 八 世
實際考取功名僅 11 人，而十六世和十七世獲得
捐銜分別有 25 人， 十八世有 11 人， 加上其他
世代共 73 人透過捐納獲得捐銜，這也應該與徐
氏 於 康 雍 乾 期 間 參 與 對 外 貿 易 獲 得 大 量 財 富 有
關。

結語

從《北嶺徐氏宗譜》的人口統計數據來看，

早 在 明 代 北 嶺 徐 氏 已 經 開 始 於 澳 門 周 邊 活 動，

而 清 代 康 雍 乾 時 期 更 透 過 澳 門 頻 繁 出 洋 貿 易，

大 規 模 經 澳 進 行 海 外 經 商 活 動， 目 的 地 多 為 東
南 亞 地 區 如“ 新 埠 ”“ 地 們 ”“ 呂 宋 ” 等 地，

明 清 北 嶺 商 賈 風 氣 之 盛， 故 徐 榮 村、 徐 潤 等 人
成 為 買 辦 絕 非 偶 然， 而 是 由 於 香 山 宗 族 長 期 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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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釋：

1.   關於北嶺明清時期的歷史、地理、人口、信仰以及宗族發展

研究，為筆者碩士學位論文研究方向，參見盧嘉諾：《香山

地區古村落發展探究——以近代實業家徐潤的家鄉珠海北嶺

村為例》，碩士學位論文，澳門大學歷史系 2019 年。

2. 台灣歷史人口學學者劉翠溶教授曾經對香山徐氏進行過研

究，但由於部分圖表數據有誤，筆者對《香山徐氏宗譜》的

人口資料進行重新統計。本文嘗試在劉教授的統計數據基礎

上做出修正，並嘗試提出新的看法。參見劉翠溶：《以廣東

香山徐氏宗譜為例——試論中國家族成長之過程及其功能之

發揮》，載聯合報文化基金會國學文獻館編：《第三屆亞洲

澳門乃至外部世界往來經商的必然結果。

從 目 前 所 掌 握 的 資 料 數 據 來 看， 該 族 譜 並
沒 有 將“ 生 前 曾 經 前 往 海 外 經 商 並 安 全 回 到 北
嶺 ” 的 徐 姓 族 人 標 記 出 來， 所 以 我 們 並 不 能 排
除 北 嶺 徐 氏 實 際 海 外 經 商 的 人 口 數 目 遠 遠 大 於
目 前 我 們 所 掌 握 的 數 據 這 一 可 能 性， 北 嶺 徐 氏
家 族 從 事 海 外 經 商 的 人 口 百 分 比 有 可 能 遠 大 於
10% 這一平均值。也就是說，很有可能大量的
北 嶺 徐 氏 在 康 雍 乾 年 間 從 事 海 外 貿 易， 這 批 活
躍 於 十 七 至 十 九 世 紀 的 香 山 人 作 為 先 行 者， 經
過 四 代 人 的 經 營， 在 北 嶺 與 經 商 地 之 間 形 成 了
強 而 有 力 的 紐 帶 及 人 脈 關 係 網， 而 家 族 近 百 年
所 累 積 財 富 與 海 外 經 商 經 驗， 為 十 九 世 紀 香 山
買辦的出現提供了可能。

本 文 以 香 山 徐 氏 為 例， 希 望 能 透 過 一 個 宗
族 折 射 出 明 清 時 期 香 山 人 外 出 經 商、 逐 步 蛻 變
成 買 辦 的 境 況， 事 實 上 香 山 地 區 仍 有 大 量 參 與
澳 門 對 外 貿 易 的 宗 族 歷 史 尚 未 被 發 掘。 而 隨 着
逐 步 集 齊 北 嶺 乃 至 香 山 地 區 各 氏 族 的 足 夠 多、

足 夠 詳 盡 的 譜 牒 材 料， 透 過 建 立 人 口 資 料 數 據
庫， 筆 者 相 信 更 加 立 體 地 呈 現 出 明 清 時 期 香 山
地區村落與澳門人員往來的景象。

作 者 附 註： 本 文 原 題 為《 香 山 買 辦 的 商 業 基

因 探 究 —— 以 香 山 北 嶺 徐 氏 的 人 口 數 據 為 例 》， 獲

2019 年濠江新語博士論壇論文三等獎，此次有作必

要之修改。

族譜學研討會會議紀錄》，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7

年，第 369–416 頁。

3.   該族譜為徐潤於 1883 年修成的《香山徐氏宗譜》，該譜分

為前山徐氏譜以及北嶺徐氏譜，用以區分自明代分家的前山

徐氏以及北嶺徐氏。本文主要採用北嶺徐氏譜進行研究北嶺

徐氏。本次研究所採用的是北嶺徐氏宗祠翻印自上海圖書館

藏、光緒壬午年（1883 年）的版本。

4.   北嶺，民國以前稱“北山嶺鄉”或“北山嶺村”，為明代開村、

關閘以北最靠近澳門關閘的自然村落，已於本世紀初經歷城

中村拆遷，原址位於現珠海拱北嶺秀城小區。關於北嶺以及

北山嶺的命名考述，參見盧嘉諾：《香山北山嶺地名考略》，

《香山研究》，澳門科技大學圖書館，2020 年 11 月。

5.   徐潤（1838—1911），又名以璋，字潤立，號雨之，別號愚

齋，廣東香山縣北嶺鄉（今廣東珠海北嶺村）人，為近代中

國著名的買辦、商人、民族資本家。

6.  《續修香山徐氏宗譜序》，《香山徐氏宗譜》卷首，上海圖書

館藏，1883 年石印本。

7.  《凡例》，《香山徐氏宗譜》卷首，上海圖書館藏，1883 年

石印本。

8.  《北嶺徐氏宗譜》記載香山徐氏北嶺支，從一世至二十世徐氏

族人，而按照族譜取名的習俗，根據村人口述歷史調查，一

直延續到解放初期。

9.   此次修譜應有大量族人未登記入冊，由於徐潤製作宗譜所採

用的方式是“登記採訪”的制度，也就是說村人要主動申報

家中的情況，所以存在缺漏屬正常。而修譜時（1881 年至

1883 年）宗族在世人口是以徐潤為例的第十七世“立字輩”

為主，十八世及十九世尚處於青少年階段。

10.  根據香山徐氏宗族的慣例，男子婚後需根據字輩改族名，但

實際也有並不遵循字輩，原因未明，為了統計所以列明。

11.  “世紀錄”為記錄族人生卒年、墓葬地、婚嫁情況等信息的

記錄表，一般只記錄該族男性的個人信息，而婚嫁過後屬於

該姓氏的妻子、妾侍都會入丈夫宗族。此外，自十四世起世

紀錄的人數與編者在“目錄”中“世紀錄目次”所記載的總

人數統計有所出入，故筆者清點世紀錄實際人數後加以區

分。

12.  此處因為立字輩與第十七世的徐潤（徐潤立）同輩，而且很

多在編撰該版本宗譜的時候還沒有去世，所以直接用他們的

字進行統計，而不加“公”字。

13.  第二十世傳字輩之後的字輩，記載在北嶺一系宗譜為第

二 十 一 世 為 家、 第 二 十 二 世 為 榮、 第 二 十 三 世 為 開、 第

二十四世為萬、第二十五世為世，從第十四世開始已然成為

了四字短語：卿忠德立、詩禮傳家、榮開萬世。

14.  如年份 1600 則表示 1598—1602 年出生的人，可看出總體

人口變化趨勢，對於下文分析北嶺徐氏行商海外的情況有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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