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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第一位聖人傅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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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第一位聖人：傅說  

中國山西網 
 

孔子在中國被尊奉為「聖人」，流傳至今。閒余詳查史籍發

現，比孔子大約早800年的商朝武丁王時期的宰相傅說，才是我國

歷史上第一位被尊奉的「聖人」。 

傅說，古虞國（今山西省平陸縣）人，出身於奴隸，曾在傅巖

山一帶和許多奴隸一起勞動，在征服洪水氾濫時因發明「版築法」

而聞名遐邇。商朝經過兩代君王傳位給高宗武丁時，西戎為患，朝

政日衰。「帝武丁即位，思復興殷，而未得其佐」（司馬遷《史

記‧殷本紀第三》），因此他命滿朝文武到全國各地去尋訪賢能之

士。當他得知傅說有賢名時很想馬上把他召到朝中，可是傅說出身

低賤，迅速擢升必然引起貴族的極大不滿，因此武丁王便假托「天

命」，武丁夜夢得聖人，「名曰說……舉以為相」。傅說為相後極

力輔佐武丁王59年，遂使「殷國大治」，成為歷史上著名的中興名

相。 

武丁是我國歷史上第一位有確切記載的君王，傅說死後，後人

在傅說「版築處」建立了「傅說祠」，傅說做奴隸時藏身其中的洞

穴被封為「聖人窟」，「聖人窟」前那條小河被易名為「聖人

澗」。因此傅說是中國歷史上第一位「聖人」。 

  



5 



6 



7 



8 

前 言 

傅氏族譜乃傅氏族系極其重要的歷史文獻，居於傅巖（今

山西省平陸縣以東）的始祖說（音悅）為商代明君帝武丁之

所夢異人，拜為宰相，賜傅為姓，是為傅說，亦為傅氏族譜

之根源。一九八四年十月，吾叔福宙公因意外離世，一眾傅

家前後輩聚首致哀，言及族譜，均感有必要予之脩撰以流傳

後世，振祥先生遂影印其所持抄本分贈眾位宗族家長；吾人

喜獲寶物，即行動工植字、整理及安排上網。一九八五年一

月，家慈完成口述安琳公一系之家譜；一九九一年，於加拿

大多倫多市幸遇振邦先生，得其祖傳族譜珍貴之手抄副本，

遂將二抄本相互印證補遺，令自始祖至一百六十五世祖之記

載更為詳實；二零零零年振芳先生提供了泰維公家譜資料，

傅氏族譜日益豐富。二零一一年，本族譜行將付印之際，適

逢清快塘之傅氏族譜出版，遂借之為鑒，修訂部份內容。 

由於時代之轉易，現行之記述亦將直系女姓之資料列入，

使其更具參考價值。然而傅氏族譜乃經歷世歷代的輾轉抄

寫，缺漏誤差仍屬難免，還需銳意更新，家先生如有可供印

證之資料，懇請電郵賜惠，不勝感激。 

網址：fusfamily.com    

電郵：info@fusfamily.com 或 wilfu123@gmail.com 

部份圖片及參考資料：世界傅氏網86fs.com 

傅振榮（主榮）二零一二年三月序於香港 

mailto:info@fusfamily.com�


9 

族 譜 序 

    夫吾世系‧原係少昊金天氏‧名摯‧黃帝之子玄囂也‧

母曰嫘祖‧感大星如虹‧下臨華渚之祥而生帝‧黃帝之世‧

降居江水‧邑於窮桑‧在山東兗州府魯城北‧故號窮桑氏‧

國于青陽‧以金王天下‧故後世以清陽更為清河郡‧是以羽

音屬金故也‧況少昊之世‧混沌世代‧難以考詳‧流傳至帝

堯‧甲辰元年‧分派苗裔‧而已有一十三世於茲矣‧但難考

詳者‧故只可以提其要‧而未出姓者亦難以據為宗‧夫何得

謂為某氏也‧何得謂為某氏之族譜也‧乃至商朝武丁‧霎忽

七十三世矣‧至是而生有祖傅說焉‧謹詳說之‧ 

    高祖曰豗皇渾‧妻有嶠氏‧祖曰尊連朱‧妻顏氏‧父曰

正考甫‧母蜀山氏‧且從少昊以後‧無姓只有名‧不能詳悉

洞察‧且吾蜀山氏感瑤光貫月之祥而生說‧在于山西平陽府

平陸縣寧肅都‧鄉里土名曰傅巖‧時說為胥靡‧築於傅巖‧

高宗皇帝夜夢得聖人名說‧以夢所見‧視群臣皆非也‧於是

畫像使百工群求之野‧得說於傅巖‧時說年五十五‧高宗舉

為宰相‧帝問何姓‧說曰無姓有名‧帝曰‧卿居何所‧說曰

祖居傅巖‧帝曰‧賜卿以傅為姓‧而始有姓氏‧至今姓傅者

皆從說公為始祖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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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祖傅說公諱鶚薦妻似氏屈氏姬氏申氏‧生三子長曰南樓妻計

氏婁氏‧次曰東樓妻 氏‧三曰龍樓妻監氏‧  

二世祖南樓公為河南府守‧生五子長曰雷春妻黃氏李氏‧次曰電

春妻懷氏陳氏‧三曰霓春妻應氏‧四曰萬春妻慶氏‧五曰象

春妻盧氏‧  

三世祖雷春公生拾子‧長曰飛虎妻登氏‧次曰飛彪妻白氏癸氏‧

三曰飛豹妻帶氏‧四曰飛龍妻 氏‧五曰飛鸞妻 氏‧六曰

飛麟妻疇氏‧七曰飛熊妻姬氏‧八曰飛鳳妻劉氏‧九曰飛凰

妻當氏‧十曰飛禽妻略氏‧ 

四世祖飛熊公以田畜作業‧帝乙朝請輸資助邊‧召拜中郎將‧不

願也‧令牧羊上林‧歲餘羊肥‧上喜之‧熊曰治民亦猶是

爾‧惡者輒去‧母令敗群‧上奇其言‧拜熊為關內侯‧生三

子‧長曰文顯妻異氏‧次曰武顯妻申氏‧三曰斌顯妻孟氏‧

斌公為人慷慨尚節‧為瓜州刺史‧西戎至‧眾人相顧失色‧

斌置酒城上‧命諸將作樂‧戎疑有備‧不敢侵‧遂引去‧斌

縱兵殺之‧大勝矣‧  

五世祖斌顯公生四子‧長曰賢良妻孫氏‧次曰忠良妻陳氏‧三曰

智良妻浩氏‧四曰懋良妻盆成氏‧ 

六世祖賢良公生三子‧長曰寶玩妻蔡氏‧次曰寶 妻甲氏‧三曰

寶融妻男氏‧ 

七世祖寶玩公生四子‧長曰聖清妻瓶氏‧次曰聖海妻玄氏‧三曰

聖淵妻環氏‧四曰聖江妻孫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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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世祖聖江公生三子‧長曰擒虎妻東方氏‧次曰擒豹妻 氏‧移

徙四川重慶府銅梁縣落杖成家‧三曰擒龍妻皮氏‧擒虎容貌

奇偉‧授朝大夫‧風度修慗‧以文學著‧杜玄見之‧嘆曰‧

盛德遺範‧盡在是矣‧  

九世祖擒虎公生二子‧長曰鶴鳴妻空氏‧次曰鶴 妻皮氏‧流徙

在今江蘇省江寧府漂陽縣落杖成家美矣‧鶴 為鞏昌司理‧

日抱具獄與太守辯析‧太守盛怒臨之‧不為屈‧廉貧只有一

馬‧鬻之徒步而行‧  

十世祖鶴 公生三子‧長曰文學妻西門氏‧次曰志學妻屈突氏‧

三曰博學妻空氏‧ 

十一世祖文學公生五子‧長曰先之妻鍾離氏‧次曰昇之妻銓氏閭

將氏‧三曰帝之妻定氏‧四曰皇之妻焦氏‧五曰祖之妻沙陀

氏‧ 

十二世祖皇之公‧為潤州太守‧生二子‧長曰通顯妻石氏‧二曰

通文妻吐突氏畜氏茲氏‧  

十三世祖通顯公‧為京兆令‧生一子名延齡妻祖氏‧ 

十四世祖延齡公生九子‧長曰元裕妻竇氏‧次曰元祈妻邱氏‧三

曰元福妻稅氏‧四曰元祿妻陳氏‧五曰裕聖妻研氏‧六曰毓

聖妻甘氏‧七曰欽聖妻歐氏‧八曰文聖妻甄氏‧九曰顯聖妻

聞人氏‧顯聖公為晉陵守‧清白自勵‧妻子不入衙齋‧得俸

即分贍孤寡‧一郡稱羨‧神君富人殷綺見其素儉‧饋以氈

衣‧顯聖謝曰‧百姓未周‧豈容獨享溫飽‧遂辭不受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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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世祖顯聖公生五子‧長曰江陰妻旴氏‧次曰江陵妻任氏‧三

曰江湄妻盈氏‧四曰江洋妻盍氏‧五曰江清妻盎氏‧  

十六世祖江陵公生四子‧長曰荊溪妻陸氏‧次曰清溪妻巴氏巷

氏‧三曰秋溪妻邱氏‧四曰儻溪妻蔡氏‧ 

十七世祖荊溪公‧官上大夫之職‧生三子‧長曰春申妻豆氏巫

氏‧次曰天申妻巢氏‧三曰鈞臺妻賀氏‧  

十八世祖鈞臺公生一子‧曰雲長妻江氏曾氏‧ 

十九世祖雲長公為重慶太守‧生一子‧曰感丁妻吳氏毛氏‧  

二十世祖感丁公生二子‧長曰傅機妻諸氏‧次曰傅杼妻覃氏被

氏 ‧ 

二十一世祖傅機公生一子‧曰九鼎妻丁氏黃氏‧  

二十二世祖九鼎公‧官拜下大夫生三子‧長曰廷玉妻屈氏原氏‧

次曰廷瑞妻衍氏盧氏‧三曰廷煥妻祝氏 ‧ 

二十三世祖廷煥公生三子‧長曰融景妻袁氏蘄氏‧次曰雲銘妻洪

氏‧三曰平階妻藍氏蛇氏‧ 

二十四世祖雲銘公官大倉州守‧生二子‧長曰傅葵妻蘇氏‧次曰

傅珍妻襄氏孔氏宇氏 ‧ 

二十五世祖傅葵公於周朝為魏將‧伐中山有功‧封之為侯‧生一

子曰傅銓妻林氏袁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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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六世祖傅銓公為定州令‧生二子‧長曰石麟妻象氏‧次曰兆

珪妻邵氏‧  

二十七世祖兆珪公生三子‧長曰傅渭妻蔣氏‧次曰傅江妻容氏棠

谿氏‧三曰傅潤妻南宮氏 ‧ 

二十八世祖傅渭公為南和令‧生二子‧長曰卡龍妻學氏‧次曰夢

龍妻柳氏‧  

二十九世祖夢龍公為唐陵守‧生二子‧長曰雲鸞妻潘氏‧次曰雲

鳳妻北宮氏 ‧ 

三十世祖雲鸞公為嚇天霸王‧征魏破陳‧封上將軍‧生三子‧長

曰傅基妻尾氏‧次曰傅鎔妻上官氏‧三曰傅銑妻佟氏曹氏又

曰江氏 ‧ 

三十一世祖傅銑公為征燕破魏大元帥‧生三子‧長曰國器妻陸氏

魏氏‧次曰國臣妻專氏‧三曰國士妻宰予氏 ‧ 

三十二世祖國器公生三子‧長曰子起妻孟氏‧次曰子超妻葉氏‧

三曰子文妻宛氏‧  

三十三世祖子超公為安慶守‧生二子‧長曰次辰妻申屠氏‧次曰

拱辰妻吳氏‧  

三十四世祖拱辰公為廣信守‧生三子長曰玉林妻右師氏‧次曰雨

臣妻圭氏雲氏‧三曰帝頌妻項氏鄒氏童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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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五世祖帝頌公為嚴州守‧生四子‧長曰潤屋妻國氏若氏‧次

曰潤身妻吳氏‧三曰潤德妻樊氏‧四曰潤祿妻單氏陸氏‧  

三十六世祖潤德公為沔陽州牧‧生五子‧長曰九思妻彭氏‧次曰

三思妻御氏賀氏喜氏‧三曰思齊妻蘇氏‧四曰思聖妻嗣氏廖

氏‧五曰思賢妻山氏李氏‧  

三十七世祖思賢公為執戟郎‧生五子‧長曰傅桐妻茂氏‧次曰傅

桓妻扈氏‧三曰傅梧妻凌氏‧四曰傅桂妻俞氏嗇氏‧五曰傅

松妻坑氏‧ 

三十八世祖傅桓公為保寧王‧食邑三十四郡‧生二子‧長曰鳳種

妻舒氏復氏左師氏‧次曰龍種妻柳氏宇氏‧桓公流寓四川保

寧府蒼溪縣‧落杖安居‧  

三十九世祖龍種公襲父爵為保寧王‧生一子‧曰八士妻沈氏‧ 

四十世祖八士公為蓬州令‧生二子‧長曰堯佐妻庾氏‧次曰堯咨

妻城氏蕩氏‧  

四十一世祖堯佐公生一子‧曰應臺妻孫氏‧ 

四十二世祖應臺公為雅州牧‧生四子‧長曰宗英妻文氏‧次曰宗

瑞妻同氏‧三曰宗賢妻袁氏‧四曰宗聖妻囂氏顓孫氏‧  

四十三世祖宗英公為孝義令‧生三子‧長曰學烈妻趙氏‧次曰學

究妻英氏‧三曰學虞妻奉氏蔣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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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四世祖學烈公為護國都尉‧生六子‧長曰文燦妻個氏‧次曰

文志妻庫氏奔氏‧三曰文韜妻邢氏‧四曰文標妻花氏‧五曰

文略妻 氏‧六曰文彬妻嫘氏‧  

四十五世祖文韜公生三子‧長曰彥博妻牛氏師氏吳氏‧次曰彥聖

妻賀蘭氏‧三曰彥朝妻壺氏威氏‧  

四十六世祖彥博公為引戰大將軍‧生二子‧長曰虞集妻茶氏屠岸

氏‧次曰虞廷妻邱氏‧  

四十七世祖虞廷公為左右丞相‧生一子‧名雲漢妻凌氏伯高氏‧ 

四十八世祖雲漢公為左將軍‧生三子‧長曰應賢妻胡氏‧次曰應

順妻壺氏‧三曰應顯妻謝氏晏氏‧  

四十九世祖應顯公封九江王‧食邑六合城四十五郡‧生四子‧長

曰元公妻姜氏‧次曰元侯妻 氏‧三曰元爵妻梁氏‧四曰元

祿妻宰父氏‧  

五十世祖元爵公為莫州團練使‧生三子‧長曰光前妻唐氏‧次曰

光元妻尤氏‧三曰光裕妻虢氏屈侯氏‧  

五十一世祖光前公為秦州鎮撫節度使‧生一子‧曰煥章妻宗氏宿

氏‧ 

五十二世祖煥章公生三子‧長曰輝文妻官氏時氏‧次曰輝燦妻張

氏‧三曰輝彥妻李氏孫氏‧  

五十三世祖輝燦公生一子‧曰周武妻孔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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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四世祖周武公為金壇令‧生一子曰皇元妻楊氏黎氏郭氏童

氏‧流徙陝西西安府渭南縣‧落杖成家美矣‧  

五十五世祖皇元公為階州節度使‧生五子‧長曰大經妻蔓氏‧次

曰大器妻樂氏赫連氏‧三曰大名妻尉遲氏‧四曰大本妻蔡

氏‧五曰大志妻幹氏席氏‧ 

五十六世祖大器公‧時列國僭亂‧公奉母避難‧弟死有遺腹女方

一歲‧器抱女而棄其子‧母欲併攜之‧器曰‧勢難兩全不可

絕也‧一女猶子‧亦可續弟後‧遂棄己子‧匿澤中‧朝出求

食‧遇賊‧將烹之‧器乞歸食母‧然後就烹‧賊如其言‧如

期往‧賊義之‧得免‧後舉孝廉‧官至嘉定守‧生四子‧長

曰殿臣妻歇氏‧次曰堯臣妻段干氏‧三曰舜臣妻卓氏‧四曰

周臣妻文氏‧堯臣移徙湖廣州羅田縣‧落杖美矣‧  

五十七世祖堯臣公使生一子‧曰宜章妻劉氏鄒氏‧  

五十八世祖宜章公生二子‧長曰善繼妻文氏‧次曰善逑妻驒氏鳴

氏鍾氏高車氏‧  

五十九世祖善繼公生一子‧曰明煥妻鍾氏‧ 

六十世祖明煥公生二子‧長曰光裕妻楊氏陳氏趙氏‧次曰光前妻

黃氏條氏‧  

六十一世祖光裕公為大司馬驃騎將軍‧光裕少學帝皆愛之‧光裕

嘗遣中大夫詣京師朝賀‧而謂之曰‧朝廷若設問寡人‧大夫

將何辭以對‧大夫曰‧以忠義仁慈‧敬賢樂士實對‧光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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曰‧吁‧子危我哉‧此乃孤幼進趣之行‧大夫只對以孤襲爵

以來‧志意衰惰‧聲色是娛‧犬馬是好‧乃為愛耳‧其志慮

畏甚也‧光裕生六子‧長曰傅僝妻馬氏‧次曰傅僡妻張氏‧

三曰傅僖妻魯氏‧四曰傅儀妻鹿氏‧五曰傅儢妻郝氏‧六曰

傅 妻麻氏阿跌氏‧傅僡字茂才‧為雲中守‧破賊寇守蜀

郡‧而黎庶安‧其生平懿行‧人所難及者‧有十異事焉‧  

六十二世祖傅僡公生九子‧長曰傅曘妻朔氏路中氏‧次曰傅曤妻

馮氏‧三曰日曜妻染氏軒轅氏‧四曰日 妻魴氏陸氏‧五曰

日曪妻陳氏‧六曰日暻妻周氏晏氏‧七曰日暩妻閆氏‧八曰

日章妻文氏‧九曰日智妻趙氏‧日暻公遷膠東相‧政惟仁

簡‧以身率民‧凡有爭訟者‧輒閉閣自責‧然後科行聽訟‧

以道譬之‧或身到閭里‧重和解‧自是爭訟者使民不欺‧  

六十三世祖日暻公生五子‧長曰傅恭妻雷氏‧次曰傅寬妻皇甫

氏‧三曰傅信妻柘氏‧流寓河南衛輝府昨城縣落杖‧四曰傅

敏妻歐氏‧五曰傅惠妻雲氏‧ 

六十四世祖傅寬公‧從漢高祖茫蕩山中斬蛇起義‧征楚滅秦有

功‧封江州刺史為碩寅侯王‧生三子‧長曰祖申妻少正氏‧

次曰祖庚妻步氏‧三曰南庚妻歐陽氏夾谷氏‧  

六十五世祖南庚公‧知明州‧問民疾苦‧鋤強暴‧每謂民害不

去‧民安得寧‧生四子‧長曰東海妻武氏魁氏‧次曰東湖妻

鬻氏‧三曰慈溪妻上官氏‧四曰月湖妻高氏騎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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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十六世祖慈溪公生一子‧曰興隆妻江氏刁氏‧移徙江西南昌府

落杖‧ 

六十七世祖興隆公生三子‧長曰天祥妻席氏‧次曰文祥妻寒氏‧

三曰嘉祥妻咸氏 ‧ 

六十八世祖天祥公生三子‧長曰林瑞妻盎氏‧次曰英瑞妻文氏‧

三曰玉瑞妻 氏玹氏繆氏‧英瑞公為四川成都大守‧好獎善

類‧威行惠孚‧卒之日‧老幼號泣載道‧家瀕濱滸‧微時‧

見過客多溺死‧自造巨舟‧摧以濟人‧人頌其德‧名曰傅家

渡 ‧ 

六十九世祖英瑞公生五子‧長曰思‧字宗業妻沙氏‧次曰忠‧字

宗兆妻楮氏‧三曰慈‧字宗聖妻王氏黎氏‧四曰恕‧字宗賢

妻陳氏正氏‧五曰愙‧字宗章妻力氏‧宗業公‧官太子洗馬

詹事‧為官慵言以養世‧久勞苦‧嘗投筆嘆曰‧大丈夫無志

略‧猶當效陳平‧韓信‧立功異域以封侯‧安能久事筆硯間

乎‧有相者謂曰‧燕額虎頭‧飛而食肉‧萬里封侯相也‧自

假司馬入西域‧以有功封為定遠侯‧賜鐵卷 ‧ 

七十世祖傅思公‧字宗業生七子‧長曰孔戣妻樂氏‧次曰孔群妻

共氏‧三曰孔英妻去氏典氏‧四曰孔斌妻風氏‧五曰孔文妻

曾氏‧六曰孔道妻李氏‧七曰孔孟妻賴氏湯氏‧孔戣公賞雪

泛舟‧剡溪訪友‧造問即還‧或曰‧乘興而來‧興盡即還‧

何必見友‧每寄居空宅中‧便令種竹‧曰‧樂必有偕‧何可

一日無此君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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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十一世祖孔戣公生二子‧長曰傅育妻東方氏‧次曰傅嘉妻几氏

邛氏何氏‧傅育公字天相‧為荊州刺史‧時盜賊蜂起‧育到

先化其心‧賊帥自縛歸順‧育赦其前釁‧厚待之‧遣還‧相

招半載間‧餘黨悉降‧後為奸佞所陷‧徙育為泰山太守‧亦

以恩信招誘賊類‧未滿歲‧盜皆感其義‧散而為民‧其郡大

治 ‧ 

七十二世祖天相公生二子‧長曰仁俊妻劉氏公主‧次曰仁作妻濟

氏典氏‧流寓陝西平涼府靜安縣落杖 ‧ 

七十三世祖仁俊公為駙馬‧生一子‧曰介子妻昌氏霍氏‧漢昭帝

甲辰年五月‧帝遣介子至大宛下詔恩令‧責樓蘭王謝服‧介

子還謂霍光曰‧樓蘭數反覆‧不誅無所懲之‧願往刺之‧以

威示諸國‧光乃曰‧遣之‧介子與士卒俱賚金帛以賜外國為

名‧王貪漢物‧來見‧介子使壯士刺殺之‧諭王負漢罪‧更

立其弟尉屠為王‧更其國名為鄯善‧介子以功封義陽侯‧流

徙陝西慶陽府義渠州‧今為寧州‧  

七十四世祖介子公生二子‧長曰鴻嘉妻澹臺氏‧次曰猷嘉妻范

氏‧谷潭氏乃樓蘭王之女也‧ 

七十五世祖猷嘉公生二子‧長曰傅喜妻孔氏‧次曰傅樂妻烓氏樂

氏‧漢成帝甲寅二年七月‧罷大司馬王莽‧封傅太后弟傅喜

為右將軍‧傅喜好學問‧有志行‧王莽既罷‧眾庶歸望於傅

喜‧太后不欲令傅喜輔政‧乃以師丹為大司馬‧而賜傅喜黃

金百斤‧以光祿大夫養病‧何武‧唐林等皆上書哀帝‧言傅

喜行義修潔‧忠誠憂國‧今以寢病‧一旦遣歸‧眾庶失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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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忠臣社稷之衛‧國家之賴‧喜乃忠賢者也‧若立之於朝‧

誠陛下之光‧萬邦之福‧烏可去之‧上亦重之‧故復進用為

大司馬‧後封為慶陽王‧  

七十六世祖傅喜公生二子‧長曰傅晏妻郝氏‧次曰傅高妻陳氏林

氏‧ 

七十七世祖傅晏公‧漢哀帝己未元年正月朔日‧以傅晏為大司馬

衛將軍‧生四子‧長曰毅書妻狄氏惠氏‧次曰弘書妻令狐氏

周氏‧三曰道書妻催氏浩生氏‧四曰志書妻濯氏柳氏山氏‧

毅書為刺史討夷寇‧屢戰有功‧因破匈奴被殺‧帝嘉其忠

勇‧封謚日威侯 ‧ 

七十八世祖毅書公生五子‧長曰傅釗妻任氏‧次曰傅銘妻巫氏‧

三曰傅俊妻吳氏上官氏‧四曰傅傑妻洪氏‧五曰傅祈妻李氏

彭氏‧傅俊公從光武皇帝起事‧自白水村征滅王莽‧至建武

五年‧南詔為吐番所苦‧請內附‧上以俊為征西川安撫使‧

經略滇南凡十二載‧破吐番四十八萬眾‧取鐵橋十六‧城七

十‧殍其王五‧南詔獻地圖上貢‧上封侍中尚書令‧為昆陽

侯‧謚贈雲臺上將‧宿嘴火猴是也‧ 

七十九世祖傅俊公生四子‧長曰雲津妻雲氏‧次曰豐津妻張氏‧

三曰忠烈妻劉氏‧四曰顯烈妻陳氏呂氏‧  

八十世祖雲津公生二子‧長曰祿豐妻鴻氏‧移河南歸德府柘城縣

落杖‧次曰貽豐妻諸葛氏‧貽豐公以單兵固守孤城以當匈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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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四萬之眾‧鑿山引泉‧煮弩為糧‧出于萬死一生之望‧

卒全忠勇‧可謂大漢忠臣‧帝詔封軍騎都尉 ‧ 

八十一世祖貽豐公生一子‧名傅毅妻常氏耿氏‧傅毅公在東漢和

帝時從耿秉征匈奴‧直抵巢穴‧俘其首而還‧封毅為戊己校

尉 ‧ 

八十二世祖傅毅公生三子‧長曰金城妻江氏尤氏‧流徙江南蘇州

府落杖成家‧次曰皇城妻司馬氏‧三曰帝城妻幕氏廉氏‧皇

城公為漢安帝漣水刺史‧考三千石以下不如法者‧悉奏帝罷

之‧漢安帝曰‧真刺史也‧詔天下以漣水為法‧鑿石通渠二

百里‧父老頌曰傅侯渠 ‧ 

八十三世祖皇城公生六子‧長曰景耀妻嚴氏錢氏趙氏‧次曰景新

妻趙氏貂氏‧三曰景輝妻迦氏‧四曰景春妻貂氏呂氏‧五曰

景仁妻許氏‧六曰景融妻耿氏劉氏駱氏鄭氏‧  

八十四世祖景耀公生拾八子‧長曰飛霞妻浪氏‧次曰飛電妻江氏

谿氏‧三曰飛雲妻甲氏‧四曰飛雷妻何氏‧五曰飛霖妻曾

氏‧六曰飛靄妻張氏‧七曰飛震妻程氏‧八曰飛霆妻雷氏雲

氏‧九曰飛 妻薛氏潘氏‧十曰飛霐妻梅氏永氏陶氏水氏李

氏劉氏張氏文氏‧十一曰飛 妻游氏袁氏‧十二曰飛 妻古

氏解氏‧十三曰飛 妻和氏沈氏‧十四曰飛 妻旦氏‧十五

曰飛雪妻單氏巫氏‧十六曰飛霄妻囊氏嚴氏‧十七曰飛霜妻

陵氏‧十八曰飛雯妻囊氏‧飛霐公出守昨城‧上曰‧卿事朕

久‧邊事必熟‧霐推上意有用兵之心‧對曰‧臣世儒家子‧

未嘗習兵‧陛下使臣治城壘‧撫百姓‧不敢辭‧會歲飢‧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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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常平倉賑貸‧或以謗聞‧遣按視‧適秋大稔‧民歡曰‧公

實活我‧忍累公耶‧晝夜爭輸完之 ‧ 

八十五世祖飛霐公生二十一子‧長曰傅灩妻莊氏‧次曰傅洪妻被

氏家氏‧三曰傅潰妻祖氏‧四曰傅灝妻寺氏‧流寓江南松江

府青浦縣落杖‧五曰傅 妻葉氏‧六曰傅瀑妻娥氏‧七曰傅

澄妻守氏‧八曰傅清妻高氏‧九曰傅灙妻李氏‧十曰傅 妻

關氏‧十一曰傅瀴妻馬氏‧十二曰傅瀾妻蕭氏‧十三曰傅譚

妻鍾氏‧十四曰傅濿妻全氏‧十五曰傅 妻羅氏‧十六曰傅

妻周氏‧流寓江南常州府無錫縣落杖‧十七曰傅 妻魏

氏‧十八曰傅 妻司馬氏‧十九曰傅濟妻楊氏‧二十曰傅滂

妻萬氏‧二十一曰傅濤妻蛇氏蒲蘆氏‧  

八十六世祖傅 公知壽州事‧民有毆死者‧驗其傷無迹‧遇一老

父曰‧以赤油傘日中覆之‧用水沃屍‧其迹必見‧ 如其

言‧果得而治其罪‧ 公生三子‧長曰傅燮妻廖氏米氏巢氏

鄭氏水氏薛氏潘氏阿氏薄氏‧次曰傅熾妻逢氏‧三曰傅煜妻

帶氏‧流寓北京順天府宛平縣落杖‧傅燮公為東漢靈帝護軍

司馬‧上疏曰‧邪正不宜共國‧亦猶冰炭不可以同居‧彼知

正人之功顯而危亡之兆見‧彼反將巧辭飾說其長‧虛僞若不

詳察‧忠臣復有杜郵之戮矣‧宦官趙忠惡之‧後燮有軍功‧

當封侯‧趙忠進讒‧帝憶燮曾上疏事‧不罪之‧  

八十七世祖傅燮公生拾五子‧長曰傅朝妻鄭氏‧次曰傅韓妻魯

氏‧三曰傅幹妻服氏蕭氏‧四曰傅忠妻劉氏‧五曰傅恕妻公

冶氏荊氏‧六曰傅慈妻藍氏‧七曰傅志妻王氏八曰傅達妻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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氏‧九曰傅道妻虎氏‧十曰傅芳妻龍氏‧十一曰傅奇妻龔

氏‧十二曰傅珍妻孔氏‧十三曰傅斗妻叚氏‧十四曰傅國妻

張氏‧十五曰傅臣妻陳氏‧傅幹十三歲時‧涼州賊韓遂圍漢

陽‧其父欲殉國‧幹諫曰‧國家昏亂‧遂令大人不容立於

朝‧今兵不足以自守‧宜還鄉里‧父嘆曰‧非汝所知也‧吾

遭世亂‧不能養浩然之氣‧食人之祿‧豈可避其難乎‧汝有

才智‧自當勉之‧主簿楊會‧吾之程嬰也‧與之戰‧死之 ‧ 

八十八世祖傅幹公生三子‧長曰傅英妻孫氏‧次曰傅彤妻于氏‧

三曰傅選妻蔡氏劉氏‧彤公事蜀先主‧從征東吳戰死‧英公

自幼博學精微‧諳通韜略‧與陸績齊名‧孫權時出守酈州

郡‧號大治‧引拔才俊‧以知人稱  

八十九世祖傅英公‧生三子‧長曰傅嘏妻曾氏夏侯氏‧次曰士仁

妻吳氏‧三曰士洪妻劉氏‧傅嘏仕魏為尚書令‧獻征吳之

策‧詔以問傅嘏‧曰‧吳為寇六十年‧未易得志‧惟有擇地

居險‧奪其肥壤‧一也‧兵出‧素抄不犯‧二也‧招懷近

路‧降撫日至‧三也‧買落遠說‧間諜不來‧四也‧賊退共

守‧佃作易立‧五也‧坐食積餘‧士不運輸‧六也‧釁隙時

聞‧討襲速決‧七也‧此七者‧軍之急務也‧不進據則賊擅

使資‧據之則利歸于國‧不可不察也‧司不從‧果敗 ‧ 

九十世祖傅嘏公生二子‧長曰傅僉妻舒氏邱氏‧次曰傅翔妻黃

氏‧流寓山西汾州府永寧縣落杖矣‧傅僉任蜀官散騎常侍‧

鍾會提兵至陽平關‧傅僉與蔣舒守關‧議戰議守未定‧忽報

魏兵攻到‧傅僉令蔣舒守關‧僉自引兵三千‧殺下關來‧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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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引兵便退‧傅僉乘勢追殺三十里‧魏兵復合‧僉急回關‧

時已豎降旗‧只見蔣舒在關上大叫曰‧我已降魏‧汝可隨吾

投降‧僉罵曰‧汝這反賊‧有何面目見天下乎‧關上矢石如

雨‧僉翻身殺回‧魏兵復四面圍合‧僉死戰不脫‧嘆曰‧臣

力竭矣‧願作蜀鬼以報陛下也‧身被數創‧自刎身亡‧史官

有詩嘆曰‧魏將西驅十萬兵‧蜀人無計守陽平‧蔣舒降魏傅

僉死‧尚有流芳遺臭名 ‧ 

九十一世祖傅僉公‧生七子‧長曰傅祉妻垔氏‧次曰傅祺妻靄

氏‧三曰傅祿妻閔氏谷渾氏‧四曰傅祇妻落氏‧五曰傅禪妻

劉氏檀氏‧六曰傅禧妻盛氏‧七曰傅祐妻驤駟氏高堂氏‧ 

九十二世祖傅祐公‧為大宰‧總督諸將軍事‧生二子‧長曰傅珪

妻端木氏‧次曰傅玄字休奕妻何氏 祈氏‧傅玄公移居寧

州‧孤貧博學‧以文章名‧後仕晋‧官至太尉‧雖歷貴顯‧

而著述不輟‧性峻急不容‧每有奏劾‧或值日暮‧捧白簡‧

坐而待旦‧由是貴游攝服‧臺閣生風‧晋初置諫官‧以玄為

之‧又為清泉侯‧以魏末士風頹‧上疏曰‧臣聞先王之御天

下‧教化隆於上‧清議行於下‧近者魏武好法‧而天下貴刑

名‧魏文慕道‧達於天下‧賤士守節‧其綱維不攝‧放誕盈

朝‧天下遂無復清議‧陛下隆興受禪‧弘堯舜之教化‧惟未

舉青選之臣以敦風節‧未退虛鄙之士以懲不恪‧是猶敢有‧

晋主嘉其言‧然亦不革‧官至太子洗馬‧   

九十三世祖傅玄公‧生三子‧長曰傅咸字長虞妻梁氏‧次曰開皇

妻浩生氏‧三曰義寧妻庫氏狄氏‧咸公為司隸校尉時‧上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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曰‧先王之治天下‧食肉衣帛皆有其制‧奢侈之實‧甚於天

災‧古者人稠地窄而有儲蓄‧由於節也‧今土廣人稀而患不

足‧由於奢也‧欲時崇儉‧當誥其奢‧不見誥奢‧轉相高

尚‧無有窮極矣‧且吾傅咸節負大雅‧作詩多規監語‧庾純

曰‧得風人之致‧官至太子洗馬‧ 

九十四世祖長虞公‧生三子‧長曰渾妻管氏高氏‧次曰湘妻沙

氏‧流寓山東濟南府泰安州落杖‧三曰澤妻湯氏翟氏‧渾公

為襄陽太守‧江革頌曰‧乃冰其清‧乃玉其白‧風節其高‧

惠施其政‧德被于民‧民立有遺愛碑云‧ 

九十五世祖傅渾公‧生二子‧長曰仁妻拓拔氏‧次曰作妻劉氏簿

氏‧ 

九十六世祖傅仁公‧仕晉帝為參軍‧生一子傅宣妻許氏司馬氏‧

宣公‧仕晉帝為黃門侍郎‧少耽書籍‧父母恐其成疾‧禁不

能止‧每夕‧於炭中藏火‧伺父母寢後‧燃火讀書‧將衣蔽

窗戶‧不使漏光為家人所覺‧年十二‧即文學見推‧嘗曰‧

文章須自出機杼‧成一家風骨‧安可共人‧自作生活‧官至

祭酒 ‧ 

九十七世祖傅宣公‧生三子‧長曰傅遘妻楊氏梅氏鐵氏關氏米氏

紀氏‧次曰傅邈妻寶氏‧三曰傅遜妻湯氏晏氏‧ 

九十八世祖傅遘公‧為招討使‧又為東椽長吏‧生二子‧長曰傅

昭妻鳳氏‧次曰傅琰字圭歷妻吳氏‧為武康山陰二縣令‧政

事多異人也‧移居本省靈州‧今為寧夏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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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十九世祖傅昭公‧字茂遠‧顗嘗過昭‧見昭讀書自若‧顗嘆

曰‧此兒神情不凡‧必成大器‧制御史中丞‧生二子‧長曰

傅玩妻慕容氏‧次曰傅球妻兒氏‧   

一百世祖傅玩公‧仕王敦為武勝軍丞宣使‧生一子‧曰教恪妻張

氏石氏‧ 

一百零一世祖教恪公仕南燕慕容德皇帝‧為駙馬官鎮國大將軍‧

總領燕兵馬大元帥‧生二子‧長曰傅穎妻劉氏曾氏‧次曰傅

顏妻闕氏亦仕燕王‧ 

一百零二世祖傅穎仕涼王‧授武德大夫楚州安撫史‧兼兵馬都總

管‧生二子‧長曰苞妻吳氏溫氏‧次曰茂妻黑氏‧ 

一百零三世祖傅苞公字建初‧仕秦王符堅為大名正兵馬總管‧生

一子‧曰傅刪妻曾氏苻堅公主‧ 

一百零四世祖傅刪公為應天府兵馬都總制‧生三子‧長曰寶歷妻

壺氏‧次曰曜妻赫連氏‧三曰休寧妻祝氏姚氏‧ 

一百零五世祖傅曜公仕三河王為督郵‧生二子‧長曰弘之妻蒙

氏‧次曰玄之妻劉氏‧ 

一百零六世祖玄之公為中軍將軍‧監晉軍府事‧總攝內外司馬‧

生三子‧長曰傅亮妻司馬氏徐氏‧次曰傅享妻宿氏‧三曰傅

亨妻卓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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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百零七世祖傅亮公仕晉為司空‧錄尚書事‧時晉祚已終宋運將

興‧恭帝宣百官商議‧位禪於劉裕‧令亮草詔‧又命亮持詔

璽至宋王府內‧選夏六月丁卯日‧聚集大小官僚數百餘員‧

率御林軍拾萬‧及匈奴單于四夷化外亦有數萬‧至日寅時‧

請宋王裕登基受禪‧恭帝親捧玉璽以與‧宋王裕方受命‧台

下傅亮宣讀敕詔曰‧咨汝宋王‧昔帝堯禪位于虞舜‧舜亦以

命于禹‧天命不於常‧惟歸有德‧晉道凌夷‧世失其祚‧海

內大亂群兇肆起稱逆‧宇內顛覆‧賴宋王神武‧平大難于四

方‧清萬姓于中夏‧護我宗廟‧豈予一人遐 九服‧實受其

賜‧今王欽承前緒‧光於乃德‧恢文武之昭業‧永皇考之弘

勳‧英靈降瑞‧大臣告徵‧延惟築台‧敬遜爾位‧於戲‧天

之曆數在爾躬‧允執其中‧天祿永終‧君其祗順大禮‧享此

萬邦‧以淵天命‧文熙元年夏六月丁卯日詔‧亮讀詔畢‧宋

王方受‧入獻寶貝‧柴燎告天‧亮率公卿等下拜‧宋王劉裕

封亮為尚書僕射‧後宗王殂‧太子義符立‧甲子年五月‧亮

廢義符為營陽王‧遷之于吳‧六月殺之‧亮公生二子‧長曰

晉通妻昌氏穆氏鄭氏‧次曰聖通妻劉氏公主‧ 

一百零八世祖晉通公仕宋帝為樞密院事‧生四子‧長曰傅隆妻胡

氏‧次曰傅昌妻封氏陳氏‧三曰傅盛妻宋氏郭氏‧四曰傅久

妻蛭氏官氏‧傅隆公先仕宋帝‧後齊高祖檢定民籍‧恐差謬

至是‧詔虞玩之等檢定‧玩之表以為元嘉二十七年‧故光祿

大夫傅隆‧年出七十猶自手書籍‧躬加隱校‧今欲求治‧必

先勒明長令‧宜用元嘉中籍為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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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百零九世祖傅隆公生二子‧長曰傅永‧字修期‧妻栢氏竇氏姜

氏‧移居北京廣平府清河縣落杖‧次曰傅碧‧字修養‧妻蒯

氏俟利氏‧傅永公骨硬有風力‧以是為己任‧歷任御史中

丞‧任魏冉閔皇帝‧兩月間討平寇亂獻捷‧冉帝曰‧上馬擊

賊‧下馬作露布‧惟修期一人‧年八十‧尚堪騎射‧ 

一百一十世祖傅永公生二子‧長曰傅衍妻賀拔氏‧次曰傅術妻仲

叔氏‧傅衍公仕西魏文帝寶炬‧大統元年為丞相‧都督中外

諸軍尚書事‧封齊王‧能盡忠魏室‧ 

一百一十一世祖傅衍公生二子‧長曰傅岐妻戴氏叔余氏‧次曰傅

峰妻步叔氏薩氏‧傅岐公歸仕梁武帝為司農‧幼奇穎‧日記

千言‧廷對剴切‧文武耀第一‧官至龍圖閣大學士‧ 

一百一十二世祖傳岐公生五子‧長曰顯達妻寒氏冷氏‧次曰顯志

妻就氏‧流寓雲南蒙化府落杖‧三曰顯英妻浪氏‧四曰顯榮

妻王氏‧五曰顯威妻屋氏‧ 

一百一十三世祖顯榮公穎為夏縣令‧生四子‧長曰天祿妻夫餘

氏‧次曰天福妻墨氏‧三曰天祉妻杜氏康氏‧四曰天祺妻薄

氏宰父氏‧流寓雲南姚安軍民府落杖‧天祉公知青神‧多異

故‧縣有松柏灘‧溺者甚眾‧天祉公禱於神‧不逾月‧落數

里‧自是溺者無‧ 

一百一十四世祖天祉公生二子‧長曰錦江妻宗氏‧次曰釗江妻吳

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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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百一十五世祖錦江公知辰州‧久不調‧嘗曰‧青山綠水中‧為

二千石賦詩飲酒‧作風月主人‧亦過分矣‧生二子‧長曰傅

伏妻江氏秦氏賴氏‧次曰傅仁妻蠣氏藺氏‧伏公仕齊為雍州

剌史‧周主招撫之‧伏不從‧至聞齊王被執‧伏公率眾於庭

前面北哀號‧良久出降‧涕泣曰‧臣三代為齊臣‧不能自

死‧羞見天地‧周主執手曰‧為臣當如此‧朕平齊‧唯見公

一人‧乃自食一羊肋‧以骨賜伏‧曰‧骨親肉疏‧所以相

付‧遂引與同食‧封為宿衛‧官至岷州剌史‧ 

一百一十六世祖傅伏公生三子‧長曰傅縡妻陳氏梁氏‧次曰傅經

妻屋盧氏‧三曰傅綸妻郗氏‧傅縡公守會昌‧在陳為中書通

事舍人‧縡負其才氣‧人多怨之‧沈客卿施文慶共譖縡受高

麗使金‧陳主收縡於獄‧縡上書曰‧陛下頃來酒色過度‧不

虔郊廟‧宦豎弄權‧惡忠直若寇仇‧視民生如草芥‧後宮曳

綺繡‧廄馬餘粟菽‧貨賄公行‧帑藏損耗‧神怒民怨‧眾叛

親離‧臣恐東南王氣自斯而盡矣‧書奏陳主‧頃之‧意稍

解‧遣使謂曰‧我欲赦卿‧卿能改過否‧對曰‧臣心如面‧

面可改‧心可改‧陳主大怒遂賜死‧ 

一百一十七世祖傅縡公生四子‧長曰威鎮妻孺氏盧浦氏‧流寓浙

江杭州海寧縣落杖‧次曰節鎮妻顧氏鄢氏‧三曰永鎮妻牛

氏‧四曰元鎮妻宋氏關氏‧節鎮公為西州節度使‧擊吐蕃‧

前後斬首級五萬餘級‧蜀人立祀‧見其遺像必拜‧ 

一百一十八世祖節鎮公生三子‧長曰仁均‧為白馬道士‧造戊寅

曆‧次曰仁貴妻尋氏呂氏‧三曰仁佳妻夏侯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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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百一十九世祖仁貴公生一子‧名傅奕妻寇氏蔚氏‧奕公在唐太

宗時為太史丞‧太宗命傅奕推選有道高僧修建佛事‧傅奕即

上疏諫止‧表曰‧西域之法‧無君臣父子‧以三塗六道蒙誘

愚蠢‧口誦梵言‧以圖偷免且生死壽夭‧本諸自然‧刑賞德

福繫之人主‧今俗徒矯託‧皆云由佛‧自五帝三王‧未有佛

法‧君明臣忠‧年祚長久‧至漢明始立胡神‧惟西域桑門自

傳其教‧不足為信‧太宗將此表擲附群臣議之‧時有宰相蕭

瑀曰‧佛法興自屢朝‧弘善遏過‧冥助國家‧理無廢棄‧拂

聖人也‧請責嚴刑‧傅奕公與蕭瑀論辯‧言禮本于事親事

君‧而佛背親出家‧以匹夫抗天子‧以繼體悖所親‧所以無

親‧蕭瑀但合掌曰‧地獄之設‧正為是人‧太宗不允傅奕之

疏‧乃命陳玄奘往西天拜請佛經‧ 

一百二十世祖傅奕公生六子‧長曰顯慶妻耿氏‧次曰昌慶妻崇

氏‧三曰鴻慶妻尾氏‧四曰餘慶妻檀氏‧流徙廣西遠慶府蘭

州落杖‧五曰樂慶妻蔣氏‧六曰和慶妻市南氏‧ 

一百二十一世祖顯慶公官司隸校尉‧挫辱宰相‧眾譖之‧遂貶陝

西平涼府靜寧州莊浪縣落杖‧生三子‧長曰公藝妻尊氏‧次

曰芳藝妻崔氏‧流寓江西饒州府浮梁縣落杖美矣‧三曰遊藝

妻兆氏逮氏產氏浩生氏‧遊藝公為侍御史‧九月‧武后娘娘

改唐國號曰周‧稱皇帝‧以豫王旦為皇嗣‧更姓武氏‧遊藝

帥關內百姓詣闕‧請改號曰周‧賜皇帝姓氏‧武皇后從之‧

乃於則天樓大赦天下‧以唐為周‧改元‧上尊號曰聖神皇

帝‧奏立武氏七廟于神都‧以遊藝為左玉鈴衛大將軍‧遊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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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年歷衣青綠朱紫‧人謂四時官‧夫吾傅氏歷代顯者‧無如

亮與傅遊藝也‧欲移國伊姓‧請更國唐為周‧實是不忠也‧ 

一百二十二世祖遊藝公生五子‧長曰鳳德妻尉遲氏慕容氏 氏‧

次曰欽德妻辜氏‧三曰尚德妻妍氏連氏‧四曰連德妻奃氏‧

五曰懷德妻苑氏公孫氏覺氏‧ 

一百二十三世祖鳳德公為定國節度使‧兼殿前都指揮‧生五子‧

長曰啟廉妻慕容氏禹氏涂氏‧次曰啟泰妻黎氏‧流徙江西廣

信府鉛山縣落杖‧三曰啟節妻王氏‧四曰啟文妻天氏‧五曰

啟忠妻祝氏幹氏‧ 

一百二十四世祖啟廉公為代州都巡節度使‧生一子‧曰教思妻夏

侯氏‧ 

一百二十五世祖教思公為萬泉令‧生二子‧長曰存審妻貝氏談氏

項氏‧次曰存美妻毳氏欣氏木氏‧ 

一百二十六世祖存美公為階州都指揮正‧生三子長曰奉倩妻元

氏‧次曰考倩妻夏氏‧三曰美倩妻樊氏庫氏狄氏‧ 

一百二十七世祖奉倩公為宣徽南院使‧生二子長曰贊皇妻龐氏羿

氏霍氏董氏‧次曰贊帝妻浩生氏‧流徙四川崇慶府錦州羅江

縣落杖‧ 

一百二十八世祖贊皇公生八子‧長曰思明妻春氏星氏‧次曰思聰

妻昔氏‧三曰思溫妻荀氏‧四曰思恭妻甄氏蘄氏路氏邵氏‧

五曰思敬妻奇氏‧六曰思難妻母氏‧七曰思忠妻芥氏‧流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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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衢州府江山縣落杖‧八曰思義妻劉氏‧移居浙江湖州府

吉安縣落杖‧  

一百二十九世祖思恭公流寓順天府昌平縣落杖‧思恭公博學兼

精‧歷詔拜太史令‧生六子‧長曰景富妻胡氏母氏‧次曰景

祈妻娿氏‧三曰景祚妻陳氏‧四曰景禎妻譚氏‧五曰景禕妻

許氏‧六曰祥妻燭氏滹氏‧因唐朝失政‧四海鼎沸‧景祥公

仕黃巢為並肩一字王‧後李存之破巢‧景祥歸仕朱溫‧溫登

基‧國號大梁‧授祥鎮國節度使‧總天下兵馬大元帥‧ 

一百三十世祖景祥公生五子‧長曰元革妻綦母氏‧次曰元景妻奕

氏‧三曰元熙妻吳氏‧四曰道昭妻李氏未氏‧五曰道通妻黃

氏‧  

一百三十一世祖道昭公仕黃巢‧後亦歸大梁國‧同王彥章出征在

外‧因軍中缺糧‧遣昭解糧‧途中被史建唐伏兵所殺‧生一

子‧名紹榮妻尤氏‧紹榮公流寓山東登州府棲霞縣落杖‧ 

一百三十二世祖紹榮公生二子‧長曰標和妻施氏索氏慕氏喬氏‧

次曰桂和妻丁氏‧ 

一百三十三世祖標和公生七子‧長曰鼎臣妻渚氏‧次曰鼎仕妻母

氏丘氏‧三曰鼎祥妻花氏‧四曰鼎真妻寇氏‧五曰鼎瑞妻謝

氏‧六曰鼎山妻楊氏‧七曰鼎章妻水氏‧鼎臣公在宋真宗時

拜為南臺御史‧為人好貨財‧時潘仁美同楊業征北遼‧損兵

折將‧楊業盡忠死于李陵碑下‧其子楊六郎延昭赴闕‧擊登

聞鼓控御狀‧真宗詔八王‧問曰‧孰人可審‧八王奏曰‧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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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南臺御史鼎臣可判此事‧潘仁美陰使侍妾賚金帛賄臣‧臣

喜而納之‧八王恐臣貪財‧使子體訪‧果獲侍妾‧八王詰責

鼎臣受賄‧奏帝貶之‧遂罷職還鄉‧  

一百三十四世祖鼎臣公生二子‧長曰傅霖妻斐氏夏氏耶律氏‧流

寓山東青州府落杖成家‧次曰傅雲妻柴氏‧霖公少時與張詠

善‧詠求顯‧三十年不獲‧及詠知陳州‧霖乃造訪‧門吏

曰‧傅霖公請見‧詠責之曰‧傅先生天下士‧爾何敢名‧詠

問霖‧昔何隱‧今何出‧霖曰‧子將去‧來別爾‧一月以

後‧詠卒‧  

一百三十五世祖傅霖公授東廳樞密使‧生二子長曰鳳樓妻郁氏湛

氏羿氏甄氏賁氏單氏祝氏咎氏宓氏‧次曰鳳臺妻張氏‧  

一百三十六世祖鳳樓公生十一子‧長曰淑達妻惠氏慕氏‧次曰淑

信妻莊氏‧三曰淑兆妻彘氏‧四曰淑鼎妻李氏‧五曰淑元‧

妻賁氏錅氏‧六曰淑光妻步氏‧七曰淑英妻繆氏‧八曰淑才

妻正氏‧九曰淑真妻歐氏‧十曰淑儒妻欽氏‧十一曰淑芳妻

歇氏橫氏‧ 

一百三十七世祖淑達公生七子‧長曰堯俞‧字欽之‧妻莫氏盧

氏‧次曰舜俞妻叔梁氏‧三曰仲聖妻梁氏‧四曰孔聖妻孔

氏‧五曰紹堯妻黃氏‧流徙浙江波寧府象山縣落杖‧六曰繼

堯妻梅氏‧七曰宗聖妻岳氏枝氏‧堯俞公力論新法‧貶監錅

陽縣草場‧郡守欲檄化吏代主出納‧堯俞辭曰‧居其位‧安

可曠其職‧雖隆冬盛暑‧必日造治事‧知徐州‧時侵軍餉‧

俞代賞之未足‧罷去‧公亦不辯‧司馬光謂邵雍曰‧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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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勇‧人所難兼‧吾於之見矣‧雍曰‧欽之清而不耀‧直

而不激‧勇而能溫‧是以難耳‧宋后稱曰‧金玉君子‧ 

一百三十八世祖堯俞公生二子‧長曰山峭妻殷氏‧移家欽州府慶

符縣落杖‧次曰山秀妻柳氏‧山峭公知華陰事‧單車問俗‧

民不忍欺‧閭巷所誦‧皆歸使君詩也‧嘗植柳於雙龍寺旁‧

柳盛則寺興‧柳衰則寺敗‧僧護此柳‧比之甘棠‧ 

一百三十九世祖山峭公生十三子‧長曰傅察妻莫氏單氏汲氏‧次

曰傅寅妻變氏戴氏‧三曰傅霖妻醮氏盧氏‧四曰傅宸妻諫氏

郝氏‧五曰傅宭妻觸氏言氏‧六曰傅宮妻觀氏寶氏‧七曰傅

容妻豫氏郝氏‧八曰傅宿妻象氏‧九曰傅寧妻豆氏‧十曰傅

寓妻高堂氏‧流徙河南彰德府臨彰縣落杖‧十一曰傅寵妻谷

氏單氏‧十二曰傅寰妻讎氏軒氏‧十三曰傅安妻車氏‧夫吾

傅安纂修族譜‧使吾至今猶知考妣之所出也‧安知鄭州‧神

於聽斷‧有寡婦訴其子不孝‧使人跡其詳而治之‧見婦人與

一道士語‧按得姦狀以殺之‧傅安少負才氣‧以文章推鄭

下‧仕至監察都御史‧生一子名傅祥‧仕河北田虎為護駕軍

都元帥‧後順宋為征西元帥‧宋徽宗時‧宋金結盟‧遣太常

少卿傅察為金賀正使‧至境上接伴金國使臣‧豈料金將粘沒

喝和斡離不已背盟負約‧分道入寇‧傅察至境上‧遇斡離不

兵‧被脇‧使拜且降‧左右猝之伏地‧愈植立不顧‧反覆論

辯‧不屈‧遂遇害‧噫‧察十八登進士‧蔡京嘗欲以女妻

之‧拒不答‧平居恂恂然無所可否‧及倉卒殉義‧聆之者莫

不哀之‧謚忠肅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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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百四十世祖傅察公生二子‧長曰傅雱妻洪氏見氏‧流寓河南南

陽府寶豐縣落杖‧次曰傅慤妻虛氏劉氏楊氏蠱氏繆氏趙氏‧

傅雱公在南宋高宗時為宣義郎‧使金軍通問二帝‧初‧黃潛

善自遣傅雱公為祈請使‧遣太常少卿周望為通問使‧俱未

行‧李綱上疏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今日之事‧正當

枕戈嘗膽‧內修外攘‧使刑政修而中國治‧則二帝不俟迎請

而自歸‧不然‧雖冠蓋相望‧卑辭厚禮‧恐亦無益‧今所遣

使‧但當奉表通問二宮‧致思慕之意可也‧帝遂命李綱草

表‧以傅雱為使‧奉表以往‧且致書於粘沒喝‧  

一百四十一世祖傅雱公生三子‧長曰奇湖妻虔氏‧次曰月度妻苗

氏‧三曰傅亮‧字茂陵‧妻陳氏戈氏逮氏蓋氏乜氏‧傅亮公

在高宗時年方十五歲‧為東路宣撫使‧具表申奏曰‧朝廷以

為河東州縣多為金人所沒‧至于陝西接連‧如河中府解州亦

為所據‧與陝西相對‧以河為界‧今經制司所得兵‧才僅合

萬人‧皆烏合之眾‧其間多係招安盜賊及潰散之兵‧未經訓

練‧難以取勝‧乞於陝西置司訓練‧招募陝西正兵弓箭手之

在民間不出者‧及將家子弟‧不旬可得二萬人‧與正兵相為

表裏‧其勝可必‧且一面結連河東豪傑‧度州縣可復即復

之‧可以渡即乘機進討‧以復河陽‧河中‧解州‧沼河一

帶‧據險以握其衝‧漸深入以復潞澤大原‧願當方面之寄‧

帝見奏‧允之‧  

一百四十二世祖傅亮公生九子‧長曰崇德妻褚氏翟氏懷氏‧次曰

懷德妻鄒氏‧三曰惟德妻邱氏呼延氏‧四曰文德妻岳氏‧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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曰武德妻馬氏‧六曰科德妻鄭氏‧七曰幵德妻湯氏‧八曰明

德妻周氏‧九曰樹德妻蘧氏文氏‧ 

一百四十三世祖崇德公為荊湖制大使‧知御前忠義軍都統‧生三

子‧長曰伯成妻雷氏‧次曰伯達妻輔氏施氏‧三曰伯允妻輦

氏輿氏‧  

一百四十四世祖伯成公授河南觀察使‧侍衛馬軍副都指揮使‧總

統兩淮大將軍‧生七子‧長曰傅輪妻衙氏‧次曰傅軏妻轅氏

李氏‧三曰傅輸妻胡氏馬氏‧四曰傅瑞妻賴氏‧五曰傅瑛妻

氏‧六曰傅廣妻盧氏‧七曰傅高妻陳氏‧ 

一百四十五世祖傅廣公為西安大守‧生三子‧長曰文峰妻辜氏薛

氏‧次曰秀峰妻 氏繆氏‧三曰佳峰妻辰氏農氏‧秀峰公字

峨峭‧明經高行‧諸儒宗之‧重訂修補族譜‧行以後世‧至

今不有遺失‧官至大學士之職‧  

一百四十六世祖秀峰公生二子‧長曰伯通妻花氏步氏‧次曰嘉通

妻包氏東方氏‧  

一百四十七世祖伯通公‧字文物‧在宋為國師‧上通天文‧下通

地理‧著堪輿要約流傳後世‧生三子‧長曰喦山妻安氏宋

氏‧次曰嶺山妻連氏‧三曰傅巖妻湯氏吳氏‧傅喦山公在宋

帝昺祥興元年為招討使‧獨守孤城九年‧大小三百餘戰‧戰

之必勝‧其所用力者‧不過民兵數千‧初無熊虎之師‧直激

之以忠義‧故甘心仁義效死而不可奪也‧終不幸城陷而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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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忠精之氣固自若也‧然喦山死於君‧而能使妻死於夫‧子

死於父‧忠孝節義萃于一門‧較之晉卞壺又過矣‧ 

一百四十八世祖喦山公生一子‧曰傅立妻刑氏‧  

一百四十九世祖傅立公生一子‧曰淳熙妻查氏‧ 

一百五十世祖淳熙公生一子‧曰嘉元妻師氏‧  

一百五十一世祖嘉元公生二子‧長曰寶慶妻郎氏‧流寓浙江金華

府浦江縣落杖成家‧次曰寶融妻柳氏阿氏‧  

一百五十二世祖寶慶公生七子‧長曰開喜妻逗氏訛氏‧次曰開寶

妻通氏‧流寓山西太原府大谷縣落仗‧三曰開通妻吳氏‧四

曰開平妻公都氏‧五曰開成妻連氏‧六曰開耀妻呂氏曾氏‧

移徙淮安府山陽縣安家落杖‧七曰開運‧開運公善歌詞賦‧

尤工行草書‧虞集云‧大德延佑漁陽興‧巴西翰墨擅一代‧

謂開運趙世祿也‧運嘗于廢圃得怪松一枝‧移置齋前‧呼為

支離叟‧  

一百五十三世祖開運公生三子‧長曰文懿‧字成輝‧妻徐氏涂

氏‧次曰學懿‧字成章‧妻相氏盤氏‧三子未詳‧成輝公官

至集賢大學士‧在元帝時立著俯察玄機‧祝觀物星‧精皇極

數學‧通天文地理‧ 

一百五十四世祖文懿公生三子‧長曰傅穆妻庫氏‧次曰傅元妻恎

氏‧三曰傅祈妻樂氏‧至六世孫傅珪‧於明朝正德癸酉年為

禮部尚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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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百五十五世祖傅元公生一子‧曰傅獻妻鮑氏卞氏龍氏‧傅獻公

在明太祖時‧陳友諒入寇‧傅獻公年六十‧率兵力戰‧先是

獻覓其妻小‧於山中谷生一子‧棄草中‧禽鳥翼之‧賊去‧

鮑氏使人覓求‧三日尚生‧逃山東濟南府淄川縣落杖‧  

一百五十六世祖傅獻公生一子‧曰元嘉妻雒氏離氏幹氏庶氏‧  

一百五十七世祖元嘉公生四子‧長友德妻刑氏咎氏樊氏盧氏鄧氏

達氏里麻氏元主女‧次曰友桂妻露氏鐵木氏‧三曰友梅妻風

氏林氏 氏‧四曰友松妻林氏‧友德公年方廿四‧隨父為馬

軍大王‧因父陣亡襲其位‧綠林中出降‧從太祖皇帝濠州起

義‧南征北討‧大建奇功‧友德進攻河南‧分兵取福山寨‧

元后及丞相莽兒降‧陵青寨守將及黑山寨守將聞風遁去‧仙

人寨守將牛忝政及神項寨張如圭等降‧悉班師‧進封右副將

軍‧是六月‧大將軍徐達與友德議曰‧擴廓帖木兒出太原‧

由保定經居庸進攻北平縣‧孫都督六衛之師足以鎮禦‧我與

你等乘其不備‧直抵太原‧傾其巢穴‧則彼進不得戰‧退無

所依‧此兵法所謂扼抗擣虛者也‧若彼還兵救太原‧則已為

牽制‧進退不能‧首尾受敵‧必然被擒‧友德曰‧明公所言

正合我意‧遂引兵進‧擴廓帖木兒聞之‧果還‧萬兵騎突

至‧其鋒甚銳‧友德身先士卒‧冒鋒刀矢石衝劫之‧敵人大

敗而逃‧友德曰‧彼兵多而不整‧營大而無備‧請夜劫之‧

徐達然其計‧友德率輕騎潛入其營‧舉火鳴炮‧伏兵應之‧

徐達引兵至‧敵大潰亂‧擴廓方坐帳中‧聞變倉卒急納戰

靴‧未竟一足‧踰帳後出‧乘驏馬‧從者八十騎遁去‧追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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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遂克太原‧豁鼻馬率眾來降‧得兵馬四萬人‧友德公在

在明朝洪武年間為兵部尚書‧後流寓江南鳳陽府宿州落杖‧ 

一百五十八世祖友德公生十子‧長曰傅漣妻渾氏沐氏妥權帖木兒

氏‧流寓湘廣武昌府興國州落杖安家‧次曰傅藻妻高氏解氏

宗氏應氏燕帖木兒氏‧三曰傅江妻火氏‧四曰傅潮妻 氏‧

五曰傅洪妻擴廓氏‧六曰傅源妻伯顏氏‧七曰傅湘妻徐氏‧

八曰傅洲妻風氏‧九曰傅淵妻馬氏札兒台氏‧十曰傅海妻湯

氏‧傅藻公‧字文淑‧為戶部侍郎‧密奏曰‧燕王智慮過

人‧酷類先帝‧夫北平者‧強幹之地‧金元所由興也‧宜徙

南昌以絕禍根‧夫萌而未動者幾也‧量時而為者勢也‧非至

勁莫能斷幾‧非至明莫能察勢‧上大驚‧語曰‧燕王骨肉至

親‧卿何語及此‧藻對曰‧楊廣隋文非父子也‧上默然‧  

一百五十九世祖傅藻公生十四子‧長曰帝欽妻董氏‧次曰帝寵妻

黃氏‧三曰帝愛妻嚴氏‧四曰帝眷妻李氏‧五曰帝友妻吳

氏‧六曰帝敬妻昌氏‧七曰帝孚妻郭氏‧八曰全忠妻諸葛

氏‧九曰典述妻陳氏殷氏‧十曰奎章妻孔氏‧十一曰尚文妻

巫馬氏‧十二曰辛思妻游氏‧十三曰帝典妻田氏‧十四曰士

臣妻母氏‧  

一百六十世祖帝欽公為都御史‧坐辱朝臣‧被貶福建汀州府寧化

縣為巡檢之職‧在寧化縣為官清廉‧自墾田三十餘頃‧臨

熟‧縣之民有取之者‧欽遂與稻‧縣長聞之‧召民欲繩以

法‧欽曰‧以稻而殺此民‧民何復留‧遂出‧裝還清流‧長

自往止之‧為釋民罪‧民置米道傍‧莫有取者‧欽由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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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遂於寧化落杖‧生五子‧長曰傅卓妻范氏‧次曰傅書妻

淳于氏‧三曰傅樂妻祖渠氏‧四曰傅禮妻屋氏盧氏‧五曰傅

嘉妻冰氏陳氏‧傅卓公自幼年登進士‧為同陵令‧盜賊屏

跡‧境內肅清‧屢屢辭位‧上不聽‧乃曰‧年高而居爵位‧

譬之鐘鳴漏盡‧夜行不休‧是罪也‧遂引兵疾去而還‧  

一百六十一世祖傅卓公生七子‧長曰英貴妻黃氏‧次曰仁貴妻淖

氏‧三曰彥貴妻澹臺氏‧四曰碧貴妻刁氏‧五曰碧房妻周氏

吳氏‧生二子‧長曰公奇妻萃氏‧流徙四川落杖‧六曰碧瑍

妻水氏‧七曰碧瑞妻葛氏房氏‧生三子‧長曰公明妻契宓

氏‧次曰公亮妻劉氏‧三曰公兆妻趙氏黎氏‧兆公生四子‧

長曰文煥妻吳氏林氏‧生一子名幼儀妻金氏‧生一子芳遠妻

劉氏‧流徙惠州府興寧縣落杖‧  

一百六十二世祖英貴公生五子‧長曰榮春妻浦察氏‧次曰榮夏妻

鍾氏‧流徙程鄉縣落杖‧三曰榮秋妻吳氏‧四曰榮冬妻施

氏‧五曰榮玉妻馮氏‧移居福建上杭縣‧土名白沙丈地落

杖‧至今富貴未艾‧  

一百六十三世祖榮玉公生一子‧曰孜餘妻陳氏‧ 

一百六十四世祖孜餘公生三子‧長曰原清妻賴氏‧生三子‧長曰

一孜妻吳氏‧次曰貴孜妻劉氏‧三曰鐵樹妻張氏‧二曰原直

妻李氏‧三曰張盛妻黃氏‧流寓惠州府長樂縣琴江都‧地名

桂梓圍落杖安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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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百六十五世祖張盛公生二子‧長曰奎庸妻宗氏‧移居海豐縣坊

廓都龍譚地落杖‧次曰奎裕‧受祿法明妻黎氏‧ 

 

蓋聞族譜詳明‧以祖考抄錄‧傳至一百六十五世為

左以下失譜‧未曾抄錄‧失傳已久‧于同治年間‧

族人參考族譜‧從中抄錄‧列明祖考‧子子孫孫流

傳萬世矣‧  

八郎公以下立有詩例云八郎千五郎榮達大十郎生子法傳生子

春魁德公生子元左公自行世輩廿一世‧ 

昌宗廷君裕國粵安泰振祥 

永和隆萬盛亦世運高揚 

始大祖念八郎公妻鄧氏生一子‧曰千五郎妻曹氏‧俱葬長樂‧ 

二世祖千五郎公生一子‧曰榮達妻鐘氏‧ 

三世祖榮達公生一子‧曰大十郎妻羅氏鐘氏‧ 

四世祖大十郎公生三子‧長曰法傳妻賴氏‧次曰法行‧三曰法

勝‧行公徙海豐縣‧地名青草‧勝公徙惠陽縣淡水碧甲司坉

子‧十郎公葬樂邑輋裡‧鐘妣葬恩湖裡‧妣葬垸子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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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世祖法傳公生二子‧長春魁妻羅氏‧次選魁妻未詳‧原居樂

邑‧傳公葬樂邑斧頭窩‧賴妣葬周湖裡‧ 

六世祖春魁公生一子‧名德妻李氏‧魁公並李妣葬樂邑牛仔塘‧  

七世祖德公生二子‧長曰元左法名念一郎妻刁氏‧次曰念三郎未

載何住‧德公並妣葬惠陽淡水碧甲司長潭約雙羅溪內‧土名

輋子尾又名檽籠‧坐北向南‧ 

八世祖元左公生二子‧長曰昌桂妻李氏‧次曰昌茂妻羅氏‧故人

葬水徑口門‧左公並妣葬惠陽淡水碧甲司長潭徑口門鈎竿

坑‧坐東向西‧ 

九世祖昌桂公生三子‧長曰宗榮妻未載‧次曰宗耀妻鄒氏‧三曰

宗奇‧生一子‧曰廷申‧生二子亞五滿‧妣葬黃皮‧向東坐

西‧桂公徙惠陽碧甲司淡水長潭坐長潭鄉住‧公並妣亦葬徑

口門東坐‧榮公徙海頭葸芧墩落居‧ 

十世祖宗耀公生五子‧長曰廷傑妻謝氏‧次曰廷仕妻藍氏‧四曰

廷儒‧五曰廷仩妻刁氏‧耀公並妣葬長潭沙長潭嶺‧坐東向

西‧ 

十一世祖廷仕公生二子‧長曰君貴妻曹氏‧次曰君勝妻葉氏‧仕

公葬在養公背辛山乙向在于上養公坑‧ 

十二世祖君貴公未有親生子‧君勝公子承祀‧生二子‧長曰裕學

妻黃氏‧次曰裕習妻鄧氏‧習公生三子‧國珍國珠國瑛‧徙

廣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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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世祖裕學公生六子‧長曰國蘭妻邱氏‧次曰國茂妻胡氏‧三

曰國菁妻曾氏‧四曰國莠妻羅氏‧五曰國萬妻葉氏‧六曰國

華妻楊氏‧菁公生一子亞嬌‧徙廣西‧莠公生二子‧官發往

番阿巳在家去世‧茂公並妣葬豬古嶺背‧萬公生三子‧長曰

粵逢‧次曰粵雄‧三粵隆‧ 

十四世祖國華公‧國學生‧葬惠陽淡水徑口門橋面田墳兼辰戊

山‧坐南向北‧妻楊氏‧生三子‧長曰粵綱妻李氏‧次曰粵

綸妻曾氏‧三曰粵紀妻吳氏繼曾氏妾阮氏‧國華公妻楊妣葬

惠陽淡水外黃草嶺‧坐南向北‧ 

十五世祖粵綱公吏修職郎‧生二子‧長安福‧幼亡‧次安祿妻曹

氏‧公道光十年庚寅九月十三丑時生‧光緒庚子年壽年七十

一歲終‧粵綸公生三子‧長曰安性‧往番‧次曰安悀‧幼

亡‧三曰安懷妻楊氏‧粵紀公敕封五品頂戴中書由監‧生七

子‧長曰安琛妻彭氏‧次曰安球妻李氏‧三曰安琳妻陳氏‧

四曰安琦妻李氏‧五曰安瑜妻黎氏‧六曰安珠‧幼亡‧七曰

安瑤妻葉氏‧ 

十六世祖安琳公‧名潤‧官名師岳‧師名振庭‧一九三二年約四

十七歲卒於淡水‧妻陳紫蓮一九六七年約八十四歲卒於淡

水‧生八子四女‧ 

長女 秀梅適彭立昌‧長女群娣‧次女麟兒‧三子木林‧秀梅

於一九七三年十月約七十一歲病逝廣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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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子 泰昇（福昇）三十餘光戰死南京‧據聞曾娶一潮州女子

張允容為妻‧未得子而故‧後與一龔姓女子訂婚‧福升失

蹤後另嫁‧ 

三子 泰權（炳權）出世後數月夭折‧ 

四子 泰漢（福漢）妻陳雲貞‧子百奕‧四歲歿‧女麗霞‧出

世後百日夭折‧長子振楊（石楊又名主楊）‧一九六三年

十月逃港‧次女淑卿‧一九七四年一月逃港遇害‧三女淑

雁‧少歿‧四女淑廉‧一九七三年十一月逃港‧五女淑

齊‧一九七四年一月逃港‧ 

      振楊（石楊又名主楊）‧妻嚴佩霞‧長女可秋‧次子常文

（可文）‧三子常輝（可輝）‧四子常欣（可欣）‧ 

      淑卿適胡錫維‧子逸昊‧ 

      淑廉適黃福林‧居蘇里蘭‧ 

      淑齊適溫志蘊‧居美國‧ 

五子 泰福（官福）十二歲歿於南洋‧ 

六子 泰丕（福丕）妻羅英愛‧生五子四女‧長女淑杏‧次子

振蔭（主蔭）‧三子振榮（主榮）‧四女淑影‧五子振近

（主近）‧六子振豐（主豐）‧七子振聲（主聲）‧八女

淑奇‧九女淑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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淑杏適楊祖靈‧長子景文‧次子景賢‧三女慧芬‧淑杏於

一九九三年三月十八日病逝‧葬荃灣川龍響石原居民墳

場‧ 

      振蔭（主蔭）妻陳恆英‧長女潔明適謝康華‧次女潔儀適

鄭文弼長子鄭宇溢‧三女潔婷‧ 

      振榮（主榮又名主光）妻陳慧玲‧長女衎慈適Sunday 

Calma長子Moises甘小南‧次子祥恩（衎恩）‧ 

      淑影適陳華超‧長子嘉文‧次女嘉慧‧ 

      振近（主近）妻梁美嫦‧長子祥靖（國靖）‧次女明貽‧ 

振豐（主豐）妻張美英‧長子祥聰（衛聰）‧次女衛詩‧

張氏於二零零四年七月三十日病逝‧葬多倫多高山

紀念墓園‧ 

振聲（主聲）妻侯能敏‧長女穎琛‧次子祥琛（嶲琛）‧ 

      淑奇適陳志偉‧長女昊葭‧次子鏘鳴‧ 

 淑異適鄺秉權‧ 

七女 笑濃適盧學匡‧長女偉珍‧次子官勝（收養）‧三子展

金（收養）‧四女偉珠（收養）‧妾展貴展興‧ 

八女 淑芬適葉姓‧子英發（兄弟三人）‧長子惟勤‧次女惟

健‧後夫伍姓子女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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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子 泰雍（福雍）妻吳月好炳娣‧長女淑賢‧次子振廣（永

廣）‧一九六零年逃港‧三女淑敬‧四子振宏（永宏）‧

五子振華（永華）‧一九七二年尾逃港遇害‧妾許玉珍‧

長女淑慈‧次女淑存‧三子振耀（永耀）‧ 

      淑賢適鄧其光‧ 

      振廣妻蔣麗萍‧長子祥業（興業）次女曉雯‧ 

振宏妻楊伙娣‧長子祥龍（裕龍）‧次女裕雯‧三女裕

慧‧四子祥多（裕多）‧ 

      淑慈適梁錦波‧ 

十女 淑媚‧出世後即賣作養女‧ 

十一子 泰宇（福宇）妻熊惠嫻‧長女淑姬‧次女淑鏡‧三子

振林（主林）四子振幹（主幹）五女淑美‧六女淑媛‧ 

      振林妻王愛英‧長子祥成（廣成）‧次子祥達（廣達）‧

三子祥倫（廣倫）‧四子祥歡（廣歡）‧ 

祥成妻廖春花‧長女玉婷‧次子永堯（顯堯）‧ 

      振幹妻李愛友‧長子祥森（宏森）‧次子祥星（星量）‧

三子祥梓（梓量）‧ 

十二子 泰宙（福宙）一九八四年十月十五日下午二時許‧於

香港新界掃管笏意外觸電身亡‧享年五十八‧妻陳順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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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二子一女‧長女淑妃‧次子振榮（主榮）‧一九七二年

尾逃港遇害‧三子振期（主期）‧一九七四年一月逃港遇

害‧ 

      淑妃適吳景光‧入贅‧長女笑綺‧二女笑嫣‧三女笑文‧ 

十七世祖泰丕公（福丕）妻羅英愛‧生五子四女‧長女淑杏‧次

子振蔭（主蔭）‧三子振榮（主榮）又名主光‧四女淑影‧

五子振近（主近）‧六子振豐（主豐）‧七子振聲（主

聲）‧八女淑奇九女淑異‧泰丕公於一九六九年十一月六日

星期四下午二時‧病逝於九龍伊利沙伯醫院‧享年五十七‧

葬香港薄扶林基督教墳場‧妻羅氏於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二日

病逝於加拿大多倫多‧葬多倫多高山紀念墓園‧振榮公於一

九八四年起脩撰傅氏族譜至二零一二年付印及上網‧ 

十八世祖振榮公（主榮）‧又名主光‧妻陳慧玲‧生一子一女‧

長女衎慈‧次子祥恩（衎恩）‧振榮公於一九九零年移居加

拿大多倫多市‧ 

十九世祖常恩公（衎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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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振祥（子祥） 

（上接始祖至165世祖） 

始大祖念八郎公妻鄧氏生一子‧曰千五郎妻曹氏‧俱葬長樂‧ 

二世祖千五郎公生一子‧曰榮達妻鐘氏‧ 

三世祖榮達公生一子‧曰大十郎妻羅氏鐘氏‧ 

四世祖大十郎公生三子‧長曰法傳妻賴氏‧次曰法行‧三曰法

勝‧行公徙海豐縣‧地名青草‧勝公徙惠陽縣淡水碧甲司坉

子‧十郎公葬樂邑輋裡‧鐘妣葬恩湖裡‧妣葬垸子裡‧ 

五世祖法傳公生二子‧長春魁妻羅氏‧次選魁妻未詳‧原居樂

邑‧傳公葬樂邑斧頭窩‧賴妣葬周湖裡‧ 

六世祖春魁公生一子‧名德妻李氏‧魁公並李妣葬樂邑牛仔塘‧  

七世祖德公生二子‧長曰元左法名念一郎妻刁氏‧次曰念三郎未

載何住‧德公並妣葬惠陽淡水碧甲司長潭約雙羅溪內‧土名

輋子尾又名檽籠‧坐北向南‧ 

八世祖元左公生二子‧長曰昌桂妻李氏‧次曰昌茂妻羅氏‧故人

葬水徑口門‧左公並妣葬惠陽淡水碧甲司長潭徑口門鈎竿

坑‧坐東向西‧ 

九世祖昌桂公生三子‧長曰宗榮妻未載‧次曰宗耀妻鄒氏‧三曰

宗奇‧生一子‧曰廷申‧生二子亞五滿‧妣葬黃皮‧向東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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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桂公徙惠陽碧甲司淡水長潭坐長潭鄉住‧公並妣亦葬徑

口門東坐‧榮公徙海頭葸芧墩落居‧ 

十世祖宗耀公生五子‧長曰廷傑妻謝氏‧次曰廷仕妻藍氏‧四曰

廷儒‧五曰廷仩妻刁氏‧耀公並妣葬長潭沙長潭嶺‧坐東向

西‧ 

十一世祖廷仕公生二子‧長曰君貴妻曹氏‧次曰君勝妻葉氏‧仕

公葬在養公背辛山乙向在于上養公坑‧ 

十二世祖君貴公未有親生子‧君勝公子承祀‧生二子‧長曰裕學

妻黃氏‧次曰裕習妻鄧氏‧習公生三子‧國珍國珠國瑛‧徙

廣西‧ 

十三世祖裕學公生六子‧長曰國蘭妻邱氏‧次曰國茂妻胡氏‧三

曰國菁妻曾氏‧四曰國莠妻羅氏‧五曰國萬妻葉氏‧六曰國

華妻楊氏‧菁公生一子亞嬌‧徙廣西‧莠公生二子‧官發往

番阿巳在家去世‧茂公並妣葬豬古嶺背‧萬公生三子‧長曰

粵逢‧次曰粵雄‧三粵隆‧ 

十四世祖國華公‧國學生‧葬惠陽淡水徑口門橋面田墳兼辰戊

山‧坐南向北‧妻楊氏‧生三子‧長曰粵綱妻李氏‧次曰粵

綸妻曾氏‧三曰粵紀妻吳氏繼曾氏妾阮氏‧國華公妻楊妣葬

惠陽淡水外黃草嶺‧坐南向北‧ 

十五世祖粵綱公吏修職郎‧生二子‧長安福‧幼亡‧次安祿妻曹

氏‧公道光十年庚寅九月十三丑時生‧光緒庚子年壽年七十

一歲終‧粵綸公生三子‧長曰安性‧往番‧次曰安悀‧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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亡‧三曰安懷妻楊氏‧粵紀公敕封五品頂戴中書由監‧生七

子‧長曰安琛妻彭氏‧次曰安球妻李氏‧三曰安琳妻陳氏‧

四曰安琦妻李氏‧五曰安瑜妻黎氏‧六曰安珠‧幼亡‧七曰

安瑤妻葉氏‧ 

十六世祖安祿公‧同治二年癸亥九月十七日未時‧妻曹氏‧同治

元六月初二子時‧生五子‧長曰泰緯妻陳氏‧次曰泰紳妻楊

氏‧三曰泰綺妻曾氏‧四曰泰維妻李氏曾氏‧五曰泰絢妻王

氏‧ 

十七世祖泰緯公‧光緒十二年丙戌九月六日午時‧妻陳氏‧光緒

十三年丁亥七月廿八日卯時‧生三子‧長日振渠妻陳氏‧次

曰振文妻鄧氏‧三曰振武‧ 

泰紳公光緒十五年已丑十六年庚寅九月十八辰時未九親生子

承祀子振武‧ 

泰綺光緒十七年辛卯十二月初二日卯時妻曾氏光緒廿二年丙

甲六月初六‧生一子振業‧ 

  振業妻陳媛娥‧長子祥強（志強）‧次子祥衡（志衡）‧

三子祥榮（志榮）‧四子祥華（志華）‧五女婉儀六女婉

深‧ 

長子祥強妻柯華娟‧長女錦雯‧次子永俊（溢俊）‧ 

次子祥衡妻劉小玉‧長女錦盈‧次女錦慧‧三女錦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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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子祥榮妻姜玉玲‧長子永雄（溢雄）‧次女錦恩‧ 

四子祥華‧ 

五女婉儀適李德強‧長子榮軒‧次子振軒‧三子柏軒‧四

子庭軒‧ 

六女婉深適張錦輝‧長女瑞芝‧次女瑞浟‧三女瑞彤‧四

子政逸‧五子政楠‧ 

泰維光緒廿二年丙申八月卅日亥時‧妻李氏光緒卅年甲辰九

月廿八日丑時‧妾曾氏光緒卅四年戊申二月初七未時‧妾

歐陽氏妾何氏‧共生五子‧長振芳‧次振欽‧三振森‧四

振標‧五振林‧ 

泰絢公光緒廿五年己亥九月初八日子時‧妻王氏光緒卅二年

丙午十一月十八卯時‧妾龐氏正月廿六日子時‧生二子‧

長振祥‧次振朋‧ 

振祥（子祥）民國廿四年十月初二未時‧妻梁氏國廿六年

四月初六‧長子保華‧ 

振朋（子朋）民國廿七年八月初五酉時‧妻馬民國卅六長

子錦祥‧ 

十八世祖振祥公（子祥）民國廿四年十月初二未時‧妻梁氏國廿

六年四月初六‧長子祥華（保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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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振邁（若邁） 

（上接始祖至165世祖） 

 

始大祖念八郎公妻鄧氏生一子‧曰千五郎妻曹氏‧俱葬長樂‧ 

二世祖千五郎公生一子‧曰榮達妻鐘氏‧ 

三世祖榮達公生一子‧曰大十郎妻羅氏鐘氏‧ 

四世祖大十郎公生三子‧長曰法傳妻賴氏‧次曰法行‧三曰法

勝‧行公徙海豐縣‧地名青草‧勝公徙惠陽縣淡水碧甲司坉

子‧十郎公葬樂邑輋裡‧鐘妣葬恩湖裡‧妣葬垸子裡‧ 

五世祖法傳公生二子‧長春魁妻羅氏‧次選魁妻未詳‧原居樂

邑‧傳公葬樂邑斧頭窩‧賴妣葬周湖裡‧ 

六世祖春魁公生一子‧名德妻李氏‧魁公並李妣葬樂邑牛仔塘‧  

七世祖德公生二子‧長曰元左法名念一郎妻刁氏‧次曰念三郎未

載何住‧德公並妣葬惠陽淡水碧甲司長潭約雙羅溪內‧土名

輋子尾又名檽籠‧坐北向南‧ 

八世祖元左公生二子‧長曰昌桂妻李氏‧次曰昌茂妻羅氏‧故人

葬水徑口門‧左公並妣葬惠陽淡水碧甲司長潭徑口門鈎竿

坑‧坐東向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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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世祖昌桂公生三子‧長曰宗榮妻未載‧次曰宗耀妻鄒氏‧三曰

宗奇‧生一子‧曰廷申‧生二子亞五滿‧妣葬黃皮‧向東坐

西‧桂公徙惠陽碧甲司淡水長潭坐長潭鄉住‧公並妣亦葬徑

口門東坐‧榮公徙海頭葸芧墩落居‧ 

十世祖宗耀公生五子‧長曰廷傑妻謝氏‧次曰廷仕妻藍氏‧四曰

廷儒‧五曰廷仩妻刁氏‧耀公並妣葬長潭沙長潭嶺‧坐東向

西‧ 

十一世祖廷仕公生二子‧長曰君貴妻曹氏‧次曰君勝妻葉氏‧仕

公葬在養公背辛山乙向在于上養公坑‧ 

十二世祖君貴公未有親生子‧君勝公子承祀‧生二子‧長曰裕學

妻黃氏‧次曰裕習妻鄧氏‧習公生三子‧國珍國珠國瑛‧徙

廣西‧ 

十三世祖裕學公生六子‧長曰國蘭妻邱氏‧次曰國茂妻胡氏‧三

曰國菁妻曾氏‧四曰國莠妻羅氏‧五曰國萬妻葉氏‧六曰國

華妻楊氏‧菁公生一子亞嬌‧徙廣西‧莠公生二子‧官發往

番阿巳在家去世‧茂公並妣葬豬古嶺背‧萬公生三子‧長曰

粵逢‧次曰粵雄‧三粵隆‧ 

十四世祖國華公‧國學生‧葬惠陽淡水徑口門橋面田墳兼辰戊

山‧坐南向北‧妻楊氏‧生三子‧長曰粵綱妻李氏‧次曰粵

綸妻曾氏‧三曰粵紀妻吳氏繼曾氏妾阮氏‧國華公妻楊妣葬

惠陽淡水外黃草嶺‧坐南向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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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世祖粵紀公敕封五品頂戴中書由監‧生七子‧長曰安琛妻彭

氏‧次曰安球妻李氏‧三曰安琳妻陳氏‧四曰安琦妻李氏‧

五曰安瑜妻黎氏‧六曰安珠‧幼亡‧七曰安瑤妻葉氏‧ 

十六世祖安瑜公‧妻黎琴‧生一子曰泰唐（勝唐）妻古麗娟‧ 

十七世祖泰唐（勝唐）公妻古麗娟‧生一子四女‧長女若敏‧次

女若菁‧三子振邁（若邁）‧四女若茜‧五女若珊‧ 

若敏適許永浩‧生一子許偉鏘。 

若菁適林沛成‧生一子一女‧長子林子濬‧次女林芷慧‧ 

振邁妻高慧敏‧生一子一女‧長子祥禧（家禧）‧次女嘉欣‧ 

若茜適鍾文光‧生二女‧長女鍾藹寧‧次女鍾藹昕‧ 

若珊適曾嘉業‧生一子一女‧長女曾偲齊‧次子曾恩齊‧ 

十八世祖振邁公（若邁）妻高慧敏‧生一子一女‧長子祥禧（家

禧）次女嘉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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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振強（偉強） 

（上接始祖至165世祖） 

 

始大祖念八郎公妻鄧氏生一子‧曰千五郎妻曹氏‧俱葬長樂‧ 

二世祖千五郎公生一子‧曰榮達妻鐘氏‧ 

三世祖榮達公生一子‧曰大十郎妻羅氏鐘氏‧ 

四世祖大十郎公生三子‧長曰法傳妻賴氏‧次曰法行‧三曰法

勝‧行公徙海豐縣‧地名青草‧勝公徙惠陽縣淡水碧甲司坉

子‧十郎公葬樂邑輋裡‧鐘妣葬恩湖裡‧妣葬垸子裡‧ 

五世祖法傳公生二子‧長春魁妻羅氏‧次選魁妻未詳‧原居樂

邑‧傳公葬樂邑斧頭窩‧賴妣葬周湖裡‧ 

六世祖春魁公生一子‧名德妻李氏‧魁公並李妣葬樂邑牛仔塘‧  

七世祖德公生二子‧長曰元左法名念一郎妻刁氏‧次曰念三郎未

載何住‧德公並妣葬惠陽淡水碧甲司長潭約雙羅溪內‧土名

輋子尾又名檽籠‧坐北向南‧ 

八世祖元左公生二子‧長曰昌桂妻李氏‧次曰昌茂妻羅氏‧故人

葬水徑口門‧左公並妣葬惠陽淡水碧甲司長潭徑口門鈎竿

坑‧坐東向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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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世祖昌桂公生三子‧長曰宗榮妻未載‧次曰宗耀妻鄒氏‧三曰

宗奇‧生一子‧曰廷申‧生二子亞五滿‧妣葬黃皮‧向東坐

西‧桂公徙惠陽碧甲司淡水長潭坐長潭鄉住‧公並妣亦葬徑

口門東坐‧榮公徙海頭葸芧墩落居‧ 

十世祖宗耀公生五子‧長曰廷傑妻謝氏‧次曰廷仕妻藍氏‧四曰

廷儒‧五曰廷仩妻刁氏‧耀公並妣葬長潭沙長潭嶺‧坐東向

西‧ 

十一世祖廷仕公生二子‧長曰君貴妻曹氏‧次曰君勝妻葉氏‧仕

公葬在養公背辛山乙向在于上養公坑‧ 

十二世祖君貴公未有親生子‧君勝公子承祀‧生二子‧長曰裕學

妻黃氏‧次曰裕習妻鄧氏‧習公生三子‧國珍國珠國瑛‧徙

廣西‧ 

十三世祖裕學公生六子‧長曰國蘭妻邱氏‧次曰國茂妻胡氏‧三

曰國菁妻曾氏‧四曰國莠妻羅氏‧五曰國萬妻葉氏‧六曰國

華妻楊氏‧菁公生一子亞嬌‧徙廣西‧莠公生二子‧官發往

番阿巳在家去世‧茂公並妣葬豬古嶺背‧萬公生三子‧長曰

粵逢‧次曰粵雄‧三粵隆‧ 

十四世祖國華公‧國學生‧葬惠陽淡水徑口門橋面田墳兼辰戊

山‧坐南向北‧妻楊氏‧生三子‧長曰粵綱妻李氏‧次曰粵

綸妻曾氏‧三曰粵紀妻吳氏繼曾氏妾阮氏‧國華公妻楊妣葬

惠陽淡水外黃草嶺‧坐南向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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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世祖粵綱公吏修職郎‧生二子‧長安福‧幼亡‧次安祿妻曹

氏‧公道光十年庚寅九月十三丑時生‧光緒庚子年壽年七十

一歲終‧粵綸公生三子‧長曰安性‧往番‧次曰安悀‧幼

亡‧三曰安懷妻楊氏‧粵紀公敕封五品頂戴中書由監‧生七

子‧長曰安琛妻彭氏‧次曰安球妻李氏‧三曰安琳妻陳氏‧

四曰安琦妻李氏‧五曰安瑜妻黎氏‧六曰安珠‧幼亡‧七曰

安瑤妻葉氏‧ 

十六世祖安瑤公妻葉氏‧生一子泰源（水源）‧ 

十七世祖泰源公（水源）生三子一女‧長子振強（偉強）‧次女

寶蓮‧三子振平（偉平）‧四子振誠（偉誠）‧五子振華

（偉華）‧ 

振強（偉強） 

寶 蓮 適 Gary Lachman 長 子 Alastair Lachman ‧ 次 女 Tanya 

Lachman‧ 

振平（偉平）妻黃鳳玲‧長女凱潔‧ 

振誠（偉誠） 

振華（偉華）妻張起悅‧長子永升（業升）‧次女咏雲‧三

子永義（友義） 

十八世祖振強公（偉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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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振芳（仕芳） 

 

（上接始祖至165世祖） 

 

始大祖念八郎公妻鄧氏生一子‧曰千五郎妻曹氏‧俱葬長樂‧ 

二世祖千五郎公生一子‧曰榮達妻鐘氏‧ 

三世祖榮達公生一子‧曰大十郎妻羅氏鐘氏‧ 

四世祖大十郎公生三子‧長曰法傳妻賴氏‧次曰法行‧三曰法

勝‧行公徙海豐縣‧地名青草‧勝公徙惠陽縣淡水碧甲司坉

子‧十郎公葬樂邑輋裡‧鐘妣葬恩湖裡‧妣葬垸子裡‧ 

五世祖法傳公生二子‧長春魁妻羅氏‧次選魁妻未詳‧原居樂

邑‧傳公葬樂邑斧頭窩‧賴妣葬周湖裡‧ 

六世祖春魁公生一子‧名德妻李氏‧魁公並李妣葬樂邑牛仔塘‧  

七世祖德公生二子‧長曰元左法名念一郎妻刁氏‧次曰念三郎未

載何住‧德公並妣葬惠陽淡水碧甲司長潭約雙羅溪內‧土名

輋子尾又名檽籠‧坐北向南‧ 

八世祖元左公生二子‧長曰昌桂妻李氏‧次曰昌茂妻羅氏‧故人

葬水徑口門‧左公並妣葬惠陽淡水碧甲司長潭徑口門鈎竿

坑‧坐東向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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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世祖昌桂公生三子‧長曰宗榮妻未載‧次曰宗耀妻鄒氏‧三曰

宗奇‧生一子‧曰廷申‧生二子亞五滿‧妣葬黃皮‧向東坐

西‧桂公徙惠陽碧甲司淡水長潭坐長潭鄉住‧公並妣亦葬徑

口門東坐‧榮公徙海頭葸芧墩落居‧ 

十世祖宗耀公生五子‧長曰廷傑妻謝氏‧次曰廷仕妻藍氏‧四曰

廷儒‧五曰廷仩妻刁氏‧耀公並妣葬長潭沙長潭嶺‧坐東向

西‧ 

十一世祖廷仕公生二子‧長曰君貴妻曹氏‧次曰君勝妻葉氏‧仕

公葬在養公背辛山乙向在于上養公坑‧ 

十二世祖君貴公未有親生子‧君勝公子承祀‧生二子‧長曰裕學

妻黃氏‧次曰裕習妻鄧氏‧習公生三子‧國珍國珠國瑛‧徙

廣西‧ 

十三世祖裕學公生六子‧長曰國蘭妻邱氏‧次曰國茂妻胡氏‧三

曰國菁妻曾氏‧四曰國莠妻羅氏‧五曰國萬妻葉氏‧六曰國

華妻楊氏‧菁公生一子亞嬌‧徙廣西‧莠公生二子‧官發往

番阿巳在家去世‧茂公並妣葬豬古嶺背‧萬公生三子‧長曰

粵逢‧次曰粵雄‧三粵隆‧ 

十四世祖國華公‧國學生‧葬惠陽淡水徑口門橋面田墳兼辰戊

山‧坐南向北‧妻楊氏‧生三子‧長曰粵綱妻李氏‧次曰粵

綸妻曾氏‧三曰粵紀妻吳氏繼曾氏妾阮氏‧國華公妻楊妣葬

惠陽淡水外黃草嶺‧坐南向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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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世祖粵綱公吏修職郎‧生二子‧長安福‧幼亡‧次安祿妻曹

氏‧公道光十年庚寅九月十三丑時生‧光緒庚子年壽年七十

一歲終‧粵綸公生三子‧長曰安性‧往番‧次曰安悀‧幼

亡‧三曰安懷妻楊氏‧粵紀公敕封五品頂戴中書由監‧生七

子‧長曰安琛妻彭氏‧次曰安球妻李氏‧三曰安琳妻陳氏‧

四曰安琦妻李氏‧五曰安瑜妻黎氏‧六曰安珠‧幼亡‧七曰

安瑤妻葉氏‧ 

十六世祖安祿公‧同治二年癸亥九月十七日未時‧妻曹氏‧同治

元六月初二子時‧生五子‧長曰泰緯妻陳氏‧次曰泰紳妻楊

氏‧三曰泰綺妻曾氏‧四曰泰維妻李氏曾氏‧五曰泰絢妻王

氏‧ 

十七世祖泰維公‧光緒廿二年丙申八月卅日亥時‧妻李氏‧光緒

卅年甲辰九月廿八日丑時‧妾曾氏‧光緒卅四年戊申二月初

七未時‧妾歐陽氏‧妾何氏‧共生七子‧長曰振芳‧次曰振

欽‧三曰振燊‧四曰振標‧五曰振林‧六曰振鵬‧七曰振

偉‧ 

泰維公（華安）妻李瑞英（元配） ‧曾玉蓮‧歐陽月華‧何

佩瓊‧共生七子十一女‧長女秀雲‧次女秀群‧三子振芳‧

四子振欽、五子振燊‧六女秀娟‧七子振標‧八女秀燕‧九

子振林‧十女秀麗‧十一女秀清 ‧十二女秀玲‧十三女秀

容‧十四女秀蘭‧十五女秀明‧十六女秀媚‧十七子振鵬‧

十八子振偉‧泰維公一九七五年一月二十二日病逝於九龍廣

華醫院‧妻李瑞英於一九五六年三月十九日病逝與泰維公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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葬於粉嶺和合石‧妾曾玉蓮於一九八六年八月二十九日病逝

廣華醫院葬屯門青松仙苑‧妾何佩瓊一九九七年三月二十一

日病逝沙田威爾斯親王醫院葬將軍澳永遠墳場‧ 

妻李瑞英生一子六女‧秀雲‧秀群‧振欽‧秀娟‧秀燕‧秀麗‧

秀容  

秀雲適古利柏‧生四子二女‧長子天路‧次子天城‧三子天禎‧ 

    四子天曉‧五女雪琴‧六女雪美‧ 

秀群適楊永先‧生二子二女‧長子毓敏Franklin‧次子毓流

Deleano‧三女靜媛Eleanor‧四女靜予Juanita ‧ 

振欽（仕欽）一九五九年移居英國百明罕‧妻黎潔珍‧生兩子兩

女‧長子燦祥‧次女導賢‧三子英祥‧四女佩賢‧ 

燦祥（ Peter ）妻郭琦煌‧生兩女靄羚（ Irwina) ‧靄欣

（Kimberley）‧ 

導賢（Vicky）適鄺（Steven Khong）‧ 

英祥（ Tony ）妻彭燕梅‧生女美倫（ Hannah ）‧美嫻

（Lily）‧永林（威林William）‧ 

佩賢（Pauline）適Timothy Peter Vandereyren ‧ 

秀娟適朱兆麟‧生三女一子‧長女翠怡‧次女靄怡‧三女寶怡‧

四子寶衡‧ 

秀燕適駱中清 ‧生二子‧長子慶倫（ Lun ）‧次子慶傑

（William）  

秀麗適林遠興‧生三子一女‧長女芷芹子‧次子沛堯‧三子沛

舜‧四子沛禹‧ 

秀容適陳國衛‧生二子一女‧長女穎妮（ Winnie）‧次子碩翰

（Johann）‧三子碩軍（Jonath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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妾曾玉蓮生兩子‧振芳‧振燊‧ 

振芳（仕芳）妻黃蕙蓮‧生四子二女‧長女素秋‧次子祥強（志

強）‧三子祥誠（志誠）‧四女素媚‧五子祥明（志明）‧

六子祥遠（志遠）‧ 

振燊（仕燊）妻李佩枰‧生一子一女‧長女錦雯（Virgviea）、次

子祥崗（錦崗Daneil）‧ 

 

妾歐陽月華生一子振標‧ 

振標（仕標）妻區婉清生三子‧長子祥亮（文亮）‧次子祥光

（文光）‧三子祥輝（文輝）‧ 

祥亮妻何美琴‧生二子一女‧長女康儀‧次子永培（康培）‧三

子永齊（康齊）‧ 

祥輝妻張潔儀‧生一子一女‧長子永揚（喜揚）‧次女美怡  

 

妾何佩瓊生三子五女‧振林‧秀清‧秀玲‧秀蘭‧秀明‧秀媚‧

振鵬‧振偉‧ 

振林（仕林）妻吳小平‧生二子二女‧長子祥偉（志偉

Simon）‧次女冰兒（Nichola）‧三女寶綸（Vanessa）‧四子

祥麟（爵麟Bernard）‧ 

秀清適袁子才‧ 

秀玲適黃良思‧生一子三女‧長女念欣‧次女念雯‧三女念詩‧

四子宏政‧ 

秀蘭適John Ashton‧生一子一女‧長女Hazel‧次子Gerald ‧ 

秀明生三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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秀媚適黃榮本‧生三子二女‧長女穎沁‧次子俊逸（Alan）‧三

子俊汶（Richard）‧四女穎詩‧五子俊泓（Michael）‧ 

振鵬（仕鵬）妻劉淑儀‧生一子一女‧長子祥謙（俊謙）‧次女

卓盈  

振偉（仕偉）妻吳美珍‧生二女‧長女嘉琳‧次女嘉慧‧ 

 

十八世祖振芳公（仕芳）妻黃氏‧生四子二女‧長女素秋‧次子

祥強（志強）‧三子祥誠（志誠）‧四女素媚‧五子祥明

（志明）‧六子祥遠（志遠）‧ 

祥強（志強Michael）生三子一女‧長子永華（英華Martin）‧

次子永強（志強Raymond）‧三子永豪（志豪John）‧四女美

珍（Jenny）‧ 

素秋適黃‧ 

素媚適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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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氏世系延續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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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墳遷建後記 

近這些年，國家發展迅速，城市發展亦趨白熱化，其中最刻不

容緩的，相信要算是城市規劃及道路建設；土地徵收，成為平民百

姓的熱門話題。2008年，我們於淡水的祖墳也因要建公路而被迫

遷。 

經過多番周折和探索，2010年10月終在惠陽淡水鎮東華村阿公

頂覓得新址，衛星定位為N22.7888，E114.498，海拔82米，並於

2011年動工；當時國土資源部(國土局)於遷葬的賠償為3萬6千元(人

民幣，下同)，計算之下，並不足以建造新墳，因此，除遷葬賠償

外，需集資數萬元，方可成事，得蒙泰源公的水源家、泰絢公的子

祥家、泰宇公的主林家、泰唐公的若邁家、泰丕公的主蔭家、泰均

公的管仲家、泰維公的仕燊家，各付5000元，祖墳遂得以於2011年

3月29日動土。 

多得主林及主近二人用了多個月的工餘時間，於祖墳設計、物

料搬運、道路修築之工作上，親力親為，為節省開支，大部份時間

只雇二名幫工，於同年6月22日把先祖們移至新墳，並於8月4日竣

工，共用5萬6千多元，餘下的6千多則作為備用金，2011年8月16

日，是完墳的大喜日子，傅氏宗親喜氣洋溢，為先祖能得如此優美

安寧的安居之所而慶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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遷葬於新祖墳內之先祖芳名如下，所附號碼只為施工認證時之

臨時次序編號，並無特殊意義： 

1陳紫蓮  2傅李氏  3傅華勝（少山）4傅子榮  5傅譚進  6傅安財  7傅太

公（文質） 8傅家祖宗  9傅太母張氏  10傅曾氏  11傅雨箱 12傅太遠  13

傅泰茂 14傅火勝  15傅粵雁  16傅粵雄  17傅安瑜  18傅水勇  19傅李

氏  20傅陳氏  21傅安炳  22傅泰厚  23傅家祖宗  24傅振邦  25傅福昇  26

傅葉氏  27傅榮星  28傅福廷  29傅維基  30傅子祈  31傅仕芬  32傅羅

氏  33傅粵倫  34傅曾群娣  35傅妣曾氏  36傅家祖宗  37傅曹氏  38傅家

祖宗  39傅羅氏  40傅錦秀  41傅粵雲  42傅太母曾氏  43傅水清  44傅國

茂  45傅黃氏  46傅粵綱  47傅沈民  48粵張傅張氏  49傅國萬  50傅安

琳  51傅彭氏  52傅粵逢元配伍老儒人 53傅國莠  54傅粵倫妻曹氏 55傅

家祖宗  56傅譚玉  57傅官福  58傅曹氏  59傅楊氏  60傅葉孺  61傅曹

氏    62傅粵已  63傅陳氏  64傅黎氏  65傅安祿  66傅劉氏 67傅安瑤  68傅

阿玉  69傅國華  70傅胡氏  71傅阮氏   72傅天福  73傅大福  74傅全福  75

傅譚安  76傅祖榮  77傅福宇 

12月16日我趁回港休假之便，參與了在淡水與國土局官員談論

有關餘下祖墳遷葬事，得知尚會在祖墳之側建一陰城，工程日內開

始，主林主近，又要辛苦你們兩位了，多謝。 

傅主榮敬錄於2012年1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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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丁與傅說論政 
《尚書‧說命》 

 

 

 

 

 

《尚書》又稱《書》、《書經》，為一部多體裁文獻匯編，是中國

現存最早的史書。分為《虞書》、《夏書》、《商書》、《周

書》，戰國時期總稱《書》，漢代改稱《尚書》，即「上古之

書」。因是儒家五經之一，又稱《書經》。《尚書》記載的内容，

上起堯、舜，下至春秋時期的秦穆公，包括了夏、商、周三代。

《尚書》對中國古代歷史和政治思想的研究有重要作用。 

《尚書‧說命上》 

王宅憂亮，陰三祀。既免喪，其惟弗言。群臣咸諫於王，曰：「嗚

呼！知之曰明哲，明哲實作則。天子惟君萬邦，百官承式。」王言

惟作命，不言，臣下罔攸稟令。王庸作書以誥曰：「以臺正於四

方，惟恐德弗類，茲故弗言。恭默思道，夢帝賚予良弼，其代予

言。」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8%AD%E5%9B%BD�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8%AD%E5%9B%BD�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A%94%E7%BB%8F�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B0%A7�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88%9C�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98%A5%E7%A7%8B%E6%97%B6%E6%9C%9F�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A7%A6%E7%A9%86%E5%85%AC�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A4%8F%E6%9C%9D�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95%86%E6%9C%9D�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91%A8%E6%9C%9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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乃審厥象，俾以形旁求於天下。說築傅巖之野，惟肖。爰立作相，

王置諸其左右。命之曰：「朝夕納誨，以輔臺德。若金，用汝作

礪；若濟巨川，用汝作舟楫；若歲大旱，用汝作霖雨。啟乃心，沃

朕心，若藥弗瞑眩，厥疾弗瘳。若跣弗視地，厥足用傷。惟暨乃

僚，罔不同心，以匡乃闢。俾率先王，迪我高後，以康兆民。嗚

呼！欽予時命，其惟有終。」說復於王曰：「惟木從繩則正，後從

諫則聖。後克聖，臣不命其承，疇敢不祗若王之休命！」 

 

《尚書‧說命中》 

惟說命總百官，乃進於王，曰：「嗚呼！明王奉若天道，建邦設

都，樹後王君公，承以大夫師長。不惟逸豫，惟以亂民。惟天聰

明，惟聖時憲，惟臣欽若，惟民從乂；惟口起羞，惟甲胄起戎；惟

衣裳在笥，惟干戈省厥躬。王惟戒茲，允茲克明，乃罔不休。 

「惟治亂在庶官；官不及私昵，惟其能。爵罔及惡德，惟其賢。慮

善以動，動惟厥時。有其善，喪厥善；矜其能，喪厥功。惟事事乃

其有備，有備無患。無啟寵納侮，無恥過作非。惟厥攸居，政事惟

醇。黷于祭祀，時謂弗欽；禮煩則亂，事神則難。」王曰：「旨

哉！說乃言惟服。乃不良于言，予罔聞于行。」說拜稽首，曰：

「非知之艱，行之惟艱。王忱不艱，允協于先王成德。惟說不言，

有厥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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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書‧說命下》 

王曰：「來！汝說。臺小子舊學於甘盤，既乃遯於荒野，入宅於

河。自河徂亳，暨厥終罔顯。爾惟訓於朕志。若作酒醴，爾惟麴

糵；若作和羹，爾惟鹽梅。爾交修予，罔予棄，予惟克邁乃訓。」 

說曰：「王！人求多聞，時惟建事。學於古訓，乃有獲。事不師

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惟學遜志，務時敏，厥修乃來。允懷於

茲，道積於厥躬。惟教學半，念終始典於學，厥德修罔覺。監於先

王成憲，其永無愆。惟說式克欽承，旁招俊乂，列於庶位。」 

王曰：「嗚呼！說！四海之內，咸仰朕德，時乃風。股肱惟人，良

臣惟聖。昔先正保衡，作我先王，乃曰：『予弗克俾厥後惟堯、

舜，其心愧恥，若撻於市。』一夫不獲，則曰：『時予之辜！』佑

我烈祖，格於皇天。爾尚明保予，罔俾阿衡，專美有商。為後非賢

不乂，惟賢非後不食。其爾克紹乃闢於先王，永綏民！」說拜稽

首，曰：「敢對揚天子之休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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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陸傅說祠       摘自《山西晚報》 

 

從奴隸到聖人 

傅說在歷史上是個 有名的人物。前幾年聽說聖人傅說祠重新修

建後對遊人開放，我沒有去想傅說祠如何金碧輝煌，如何形制巨

大，而是想到了「聖人」這兩個高不可攀的字眼。這是兩個讓人仰

慕的字，作為聖人的人，不光是萬眾景仰的楷模，而且有一種不可

冒犯的威嚴。 

中國歷史上最早被稱為聖人的，不是孔夫子，更非關羽，而是

傅說，按史料記載，他比孔夫子早出生了800多年，得到聖人的稱

號，則早了2000多年。 

更讓我驚奇的，他還是一位活著時就被稱為聖人的人。而且是

在未出山建功立業前，就被稱為聖人的人。 

傅說祠在平陸縣城東北的一座土崖上，遠望去，金黃色的琉璃

瓦在陽光下映出燦爛的光，一座高大的塑像矗立在祠前，氣勢恢

宏，似在俯瞰眼前的山澗。走近了細看，塑像用深褐色的岩石雕

成，直鼻高額，一身布衣，年輕英俊，昂首挺胸，顯示出渾身的力

氣，完全沒有拜相後的貴族氣，倒像個山溝裡常見的莊稼漢。引起

我注意的，是他手扶的那隻夯，一種至今仍在黃土高原上廣泛使用

的築牆工具。我最早知道傅說，是源於孟子的一句話，「傅說起於

版築之間。」真正使傅說名揚天下的，正是版築。 

傅說是殷商時代人。按照文字史，那應該是甲骨文時代，與所

有那個時代的故事一樣，傅說的故事也充滿了未知，讀來撲朔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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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但傅說與版築都是實實在在的，這片綿延起伏的黃土地，這條

洶湧的大河也是實實在在的。在這片土地上，這條大河旁，發源出

一種文明，誕生出幾位先哲，是再自然不過的事。由黃土地蘊育出

的文明又常常像大河邊的溝崖一樣，突兀奇絕，讓人驚嘆不已，又

常常像奔騰的河水一樣源遠流長，滋潤萬物。傅說與版築正是如

此。 

黃土地、黃河、溝壑、洪水，為版築的出現提供了必然，剩下

的，就等著一位智者去創造和實踐了。這時候出現了傅說，一位做

苦役的奴隸（胥靡）。 

傳說中的傅說像所有的偉人一樣，長相異於常人，「形若植

鰭」，面黑背駝，卻又睿智博學。這樣的人，出現在一群築路的苦

役中，本身就蹊蹺得讓人生疑。往往會生出許多故事來。首先，他

的身份就讓人摸不著頭腦，有三種可能，一是本身就是不甘人下的

奴隸，第二種可能是個隱居山林的賢士，第三種可能是個落難王

公。為了造就出一個萬眾景仰的道德楷模，歷代的史籍都排除了第

三點，把傅說的身份鎖定在奴隸和隱士之間。 

讓這種出身低微的賢士發明版築之術是再好不過了。看看版築

是什麼就知道為什麼。「以兩版相夾，兩邊置木椽，麥草纏捆，中

填土以石杵夯實，築成土牆，以遏洪水。」這就是版築之術，這種

重體力勞動決非貴族書生所能幹、所能想的。只有胥靡或與胥靡長

期在一起幹活的人才有可能發明出來。 

這是項偉大發明，作用一點不亞於如今的汽車飛機，有了它，

生活在黃河流域的華夏民族才可能結束穴居時代，在黃土遍地的大

河之濱築牆建屋，有了它，我們的祖先就進入了一個嶄新的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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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看似簡單的方法，一直沿用到了現在。前幾年，我在農村

幹活時，曾經用這種方法築過無數面牆，也許是經過2000多年的變

革，版築之術到了我們那時候更加複雜精巧，因而我能說出比任何

書籍中的記載更為詳盡的版築操作過程來，我們那裡還有一句諺

語，叫「打牆板兒上下翻」，不光是版築過程的寫照，而且充滿了

生活哲理。 

前幾天，在一個建築工地上，我又一次驚訝地看到了版築術的

使用。工人們把兩塊鋼模板相夾，中間澆上水泥，振動夯實，一面

結實的水泥牆就建成了。這分明就是2000多年前傅說發明的方法，

分明就是版築之術！現代化的高樓大廈，看似流光溢彩，而建築的

基本方法，竟還在沿襲傅說的版築術。誰能說，這不是一項偉大創

造，誰能說傅說不是一個偉大的人。 

站在高大的傅說塑像下南望，崖下風景盡收眼底。霧靄茫茫，

山色滄然，傅說祠所在的塬面若一座孤島般，漂浮在周圍的山川之

間。遠處，一灣敞亮的水在薄薄的霧汽中流淌，給靜默的山川增加

了幾分亮色。那就是黃河之水，不遠處就是著名的「中流砥柱」所

在的地方，那裡該是激流洶湧，浪濤連天，讓人生出許多豪情。有

黃河作背景，傅說祠連同四周的所有景色，都有了一種磅礴的氣

勢，同時增加了幾分歷史的沉重。塬下就是所謂的聖人澗，薄暮繚

繞中，聖人澗似帶著幾分神秘，幾分矜持。 

從匠人到宰相 

歷史上，這片山河險峻的地方，曾發生過不少故事，著名的

「假道伐虢」、「唇亡齒寒」的故事就發生在這裡，宮之奇、百里

溪等名士就是從這裡逃向了更能讓他們發揮才幹的地方。「伯樂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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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的故事也發生在這裡。但最著名的還是傅說和傅說的故事。當

年傅說版築處那塊巨石還在，聽說已經成了一塊有靈氣的仙石，叫

「傅岩」。連傅說使用過的麥秸垛，也成了「聖人秸」，還有傅說

曾居住過的山洞「聖人窟」。這條山澗裡與傅說有關的種種遺蹟，

當年因版築術而聲名遠颺的傅說，就是從這裡走出去，成就了商朝

的「武丁中興」。 

誰能把一個時代的興盛與一個身份低賤的奴隸聯繫起來，誰能

把振興一個時代的重任託付給一個「形若植鰭」的奴隸。傅說的故

事一開始就充滿傳奇色彩，傅說的經歷始終帶著下層知識分子出人

頭地的美好願望。傅說的出山始終帶著歷代明君聖主所標榜的「禮

賢下士」、「求賢若渴」的痕跡。 

傅說是被商君武丁請去的。進入殿堂的傅說果然不同於站在崖

上的那位僅僅發明版築之術的奴隸。在這裡，供奉在神龕之上的傅

說已經地位顯赫，貴為一國之相，已經輔佐武丁幹出了不朽業績，

是個功成名就的聖人。 

《史記•殷本紀》中說：「武丁夜夢得聖人，名曰說，以夢所見

視群臣百吏，皆非也，於是乃使百工營求之野，得說於傅險中。」

這可能是關於武丁循夢求賢最詳盡的記載。讓我驚訝的是，武丁一

開始就把傅說定位為一位聖人。這可能是傅說不同於其他聖人的地

方。  

從凡人到神祇 

做了相的傅說果真是個聖人。據有關史料，高宗武丁是我國歷

史上第一位有確切記載的君王，面對日漸衰弱的國勢，渴望有賢人

相助，本身就說明這是一位有作為的國君。那麼，傅說當了相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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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究竟做了些什麼，究竟怎樣以一個聖人的身份為國君分憂，史

料中卻沒有明確的記載。但沒關係，重要的是，在傅說的輔佐下，

殷商出現空前的繁榮，實現了中興之治。 

作為人臣，傅說是幸運的，他遇到了能夠與他水乳交融的一位

明君，這是以後的志士仁人很難遇到的幸事。因而，他不光有了自

己的見解，還實現自己的抱負。因而，他不光比孔聖人早生了800

多年，成為中國歷史上有記載的第一位聖人，而且比孔夫子幸運，

幹成了自己想幹的事業。相傳，傅說輔佐武丁五十多年，耄耋之年

返回故里，「享年八十有九」，死後葬在聖人澗源頭跑馬泉之上。

像所有被後人景仰的英雄一樣，在不少史料中，傅說死後也變成了

神，化成了一顆星宿，叫「傅說星」。屈原的《遠遊》中說，「奇

傅說之托辰星兮，羨韓眾之得一」。《莊子•大崇師》中說：「傅

說得亡，以相武丁，奄有天下，乘車維，騎箕尾，而比於列星。」

《晉書•天文志》中說：「傅說一星，在尾後，傅說主章祝，巫官

也。」可見，在人們的心中，傅說是真的上天做了神，這不知道是

不是對傅說的一種祝福，對聖人的一種崇敬？ 

從大殿裡出來，才聽管理員介紹大殿的建築形制。 

大殿叫「承欽殿」，7楹，高17米，寬24米。看上去，紅牆碧

瓦，重檐廡殿，斗栱飛簷，雕樑畫棟，金碧輝煌，甚是壯觀。殿四

周圓柱，重檐之間匾額高懸，上書「承欽殿」三字。 

據說，這已是歷史上第三座傅說祠。也是建築最宏偉的一座傅

說祠。 

另外兩座早已隨著歷史滄桑灰飛煙滅，只剩下了史書上的記

載。今天的傅說祠已不是古蹟。憑藉資料的介紹，我已很難想像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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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時的兩座傅說祠到底是什麼樣子，也沒必要去想像。知道今天的

傅說祠，知道歷史上的傅說和今天人們心中的傅說，這就夠了。 

我注意到了這座修建於上世紀90年代的建築的高大壯麗，引人

注目，這可能正是集資修建這座祠堂的傅氏後人們所要達到的目

的，用高大壯麗來昭示先祖懿德，用威嚴凝重來贏得後世的敬重，

是所有後世子孫的共同心理，因而，此類建築多是宮殿式的。據管

理員說，以後，殿前還要分別修建山門、儀門和獻殿。如今，世界

各地的傅氏後裔正在加緊籌集資金。 

管理員說，每年的農曆四月初八傅說誕辰紀念日，縣裡要舉行

隆重的官祭大典，到時候，四面八方的傅氏後人會趕到這裡，載歌

載舞，一派熱鬧景象。我不知道並無確切記載的傅說生日是怎麼來

的，但我知道，這是後人紀念傅說的一個節日，一個數字吉祥、熱

烈隆重的日子。用一個世俗的美好日子，來表示對先賢的紀念，我

所知道的許多歷史名人的誕辰都是這麼來的。 

告別傅說祠時，已是夕陽銜山，遠處的黃河和近處的山巒都被

映成金色，從塬下望，傅說祠更巍峨高大，在暮色中顯得異常凝重

肅穆。車行在高原的斷崖間，我又一次看到了那一層層年輪般的黃

土斷層，心想，聖人也可能就像這黃土一樣，是在不斷積澱中產生

出來的，歷史的風沙過後，總會出現一個風和日麗的好日子，總會

出現幾位出類拔萃的人物，以後，這片黃土高原上還會出現什麼樣

的人物，還會出現怎樣盛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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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良合六合院舊照 

 
上圖及左圖之

背景為傅良合

六合院 

 

相片由 

傅主揚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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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墳遷建(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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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清河河世世澤澤  

          版版築築家家聲聲  

            金金枝枝玉玉葉葉  

              滿滿堂堂吳吳赤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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