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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我於民國 94 年 (西元 2005 年) 出生於台中市，不過雖然我在台中出生，但

其實家父是高雄人，家母是台南人，所以每到過年或是中秋節、端午節慶時，我們全

家都會回高雄和台南老家。 

而在我還是小學生的時候，對什麼都保有好奇心。有一次從課本上看到了家族

樹，並對族譜有了認識，在好奇心驅使下，有一次過年時我便問阿公阿嬤家裡有沒有

族譜，可惜沒有得到答案。但這仍然不減我對祖先的好奇，往後上歷史課講到台灣史

的時候，總是會想著課本上寫的那些巨商仕紳，會不會某一個就是我的祖先。 

而這次報告就給我一個絕佳的機會，我在網路上查到只要攜帶身分證與印章，

就可以去全台任意一個戶政事務所申請直系血親在日治時期以及中華民國時期的戶籍

謄本，雖然不能申請到直系姻親以及旁系血親的戶籍謄本，然而這樣就足夠讓我一窺

祖先的秘密，了結這個從小就有的遺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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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查詢 

戶籍謄本 

 圖一就是申請到的戶籍謄本，可以看到一百多年前日治時期進行的戶口調查就

十分完整，其中還有一些很特別的欄位，例如紀錄有沒有纏足、是否被批准可以吸食

鴉片、是哪一種人等，我也發現到我的祖先是從福建來的。但我覺得最驚訝的是，原

來我曾祖父陳水木是螟蛉子，也就是養子。另外戶籍謄本紀載中最左邊的『孫』─陳

明德，就是我的阿公。 

 

 
圖一、直系血親從日治時期至中華民國時期的戶籍謄本 

線上史料 

接著我就把這些名字都丟到網路搜尋，看一下自己的祖先究竟是不是哪個年代

的巨商仕紳，可惜都沒查出什麼結果。在要放棄的時候，我發現還有父母那欄可以

試，最後終於被我查到了，戶主陳溫溫的父親陳北學，竟然是曾經富甲一方的臺灣糖

業鉅子！也就是說我的阿公的曾祖父，在日治時期可是經營有道、富甲天下的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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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我找到的國史館史料《臺灣糖業鉅子陳北學》1提到了：「陳北學並無親生子

嗣，僅有養子（螟蛉子）陳日章、陳萼棣、陳溫溫，但陳日章和陳溫溫主要住在廈

門。」，其中提到的陳溫溫也和戶籍謄本吻合。 

當然，僅憑這樣的證據還不足以證明大商人陳北學就是我的祖先，也有可能是

同名同姓。因此我又再做了更多搜尋，最後我找到了《臺南縣陳北學外五名戶籍編入

認可》2(圖二) 這份史料。這是史料記載著陳北學和另外四位家屬共五位人員，要從

廈門入籍台灣。而這跟《臺灣糖業鉅子陳北學》提到了陳北學因為 1895 年臺灣政權

移交日本後為避戰禍，而舉家離開台灣來到廈門，並於明治 33 年 (1900 年) 返臺定

居，提出入籍臺灣的申請的事實相符合。從這份史料還能看到陳北學妻子王淑貞，以

及兒子陳溫溫的名字，而這兩位的名字都出現在戶籍謄本上，因此可以確定這位富商

真的是我的祖先。 

 

 
圖二、臺南縣陳北學外五名戶籍編入認可 

 
1
 臺灣糖業鉅子陳北學 

https://www.drnh.gov.tw/app/index.php?Action=downloadfile&file=WW05dmF5OHlPUzl3ZEdKZk16WTJ

NMTg0TWpZeU1EazBYelUyTnprMkxuQmtaZz09&fname=0054RPA0ICWWVXMPVSTWWW14ZSB4UW35PKFGTWMPXXFDNL

NL 
2
 臺南縣陳北學外五名戶籍編入認可、台南縣陳北學ノ性行宜シカラサル旨廈門領事ヨリ申來ル 

https://onlinearchives.th.gov.tw/index.php?act=Display/image/3661946LetOU=b#59f2 

https://www.drnh.gov.tw/app/index.php?Action=downloadfile&file=WW05dmF5OHlPUzl3ZEdKZk16WTJNMTg0TWpZeU1EazBYelUyTnprMkxuQmtaZz09&fname=0054RPA0ICWWVXMPVSTWWW14ZSB4UW35PKFGTWMPXXFDNLNL
https://www.drnh.gov.tw/app/index.php?Action=downloadfile&file=WW05dmF5OHlPUzl3ZEdKZk16WTJNMTg0TWpZeU1EazBYelUyTnprMkxuQmtaZz09&fname=0054RPA0ICWWVXMPVSTWWW14ZSB4UW35PKFGTWMPXXFDNLNL
https://www.drnh.gov.tw/app/index.php?Action=downloadfile&file=WW05dmF5OHlPUzl3ZEdKZk16WTJNMTg0TWpZeU1EazBYelUyTnprMkxuQmtaZz09&fname=0054RPA0ICWWVXMPVSTWWW14ZSB4UW35PKFGTWMPXXFDNLNL
https://onlinearchives.th.gov.tw/index.php?act=Display/image/3661946LetOU=b#59f2


4 

家族史和台灣產業史 

糖業鉅子 

從蒐集到的史料可以得知陳北學的哥哥陳福謙在清末開港通商時從事砂糖產

業。陳福謙在當時是僅次於台灣首富林維源的巨商，並且當任德記洋行的買辦。而在

陳福謙去世後，陳北學繼承了他的大半遺產，其中就包含了邦記號和順源號，還接手

德記洋行的買辦一職，繼續發展家族的砂糖產業，成果也不亞於陳福謙。 

1985 年，日本政府接收台灣後，陳北學為了避免政權交接的時候可能會發生的

社會動盪，他帶著家人離開台灣來到廈門鼓浪嶼，不過 1900 年他又搬回並入籍了台

灣。日治時期他仍從事著砂糖產業，從圖三可以看到，陳北學擁有的德記洋行、陳順

源號，再加上他是和興公司的大股東，三家公司加起來佔比高達 31% 。是名符其實的

糖業鉅子。 

陳北學去世後，股票遺產由其妻子王淑真和三子陳溫溫繼承，不動產則由陳萼

棣繼承。然而陳萼棣經營才幹不及他父親，最後這些財產都被揮霍光，這也導致了苓

雅寮陳家的沒落。 

總而言之，我的祖先陳北學對清領末期到日治初期的台灣製糖產業影響巨大。

而那時候的台灣仍是以出口經濟作物為主，因此可以說陳北學的一生和台灣當時的經

濟發展息息相關。 

 
圖三、明治 32 年（1899）臺灣砂糖輸出日本的佔有比率 

 

圖四是小時候去德記商行參觀的照片，那時候也沒想太多，就覺得只是一個歷

史課本會出現的歷史古蹟。現在回想起來，原來這是我祖先打下來的基業，對這棟建

築也多了一份親切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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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德記商行照片 

煉油廠幹部 

雖然高祖父陳溫溫有繼承到一部分陳北學的遺產，然而我的曾祖父陳水木是養

子，因此沒有分到遺產 (後記還會再提到)。就算如此，他仍成功透過關係進入中油體

系工作。那時候的公務員或是公營企業的工作都是人人稱羨的鐵飯碗，因此就算陳家

已經沒落，陳水木一家仍過的小康的日子。 

曾祖父在擔任中油員工時，因為工作勤奮，從基層員工升到高雄煉油總廠負責

水處理廠方面的管理職位。此外，在那個凡事都靠關係的年代，他還引薦不少親朋好

友進入中油工作，甚至在祖父陳明德從世新大學畢業後，也加入了中油公司體系。 

曾祖父從中油退休後，由於個性熱於助人，還擔任了三屆中油宏南里的里長。

雖然名聲不如陳北學之於製糖業般響亮，但在地方上也算是個有頭有臉的人物。 

祖父陳明德進入中油公司工作後，也是從基層開始做起，在運輸課負責處理交

通車及公務車的調派，到後來擔任煉油廠福利單位的管理職，到最後晉升到中油國光

聯合診所的所長。 

因為曾祖父和祖父都擔任過中油的管理職，因此還有配給宿舍給他們住 (如圖

五)。而我們每到中秋節總是會在門口的小院子烤肉，每次過年的時候一起和阿公阿嬤

在客廳看豬哥會社，和弟弟在後面的小菜圃中追逐玩耍等等。可惜的是為了將該宿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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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打造成歷史觀光景點，中油在幾年前就將此地收回。但是不論如何，這個一層樓的

小平房都會是我童年珍貴的回憶之一。 

總而言之，曾祖父和祖父的生活和中油息息相關，而那時也正逢高雄發展石化

工業的時期，反映著台灣要從農業社會轉型成工業社會。 

 
圖五、宏南新村中油宿舍 

族譜 

最後我將所有搜尋到的史料整理成族譜 (省略部分旁系血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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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六、高雄苓雅寮陳家族譜 

結語 

透過這份報告，我得以了結小時候的心願看到了族譜，只是沒有想到竟然是由

我這最年輕的一代製作完成的，而將來我也會將這些故事留傳給後代，讓他們知道陳

家的輝煌歷史。 

此外，我發現到我們每一代都代表著當時最熱門的產業：陳北學這代代表著清

末至日治初期的製糖業，曾祖父和祖父這代則代表著石化工業和重工業，能夠透過他

們一窺台灣的產業發展。而目前就讀資工系的我是否又代表著台灣目前熱門的資訊科

技業呢？這就需要由我來譜寫陳家新的篇章了！期待某一天我的子孫修這門課的時

候，我也能是他們故事中的主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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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記 

在編寫這份報告前，我還有再詢問爸爸有關爺爺跟曾祖父的事情，然而我爸真

的對祖先們發生的故事知道甚少，最後在他的努力回想後，終於提到了很久以前他的

祖父陳水木，也就是我的曾祖父，曾跟他說我們家和以前的某個政治人物陳田錨的後

代，以及他是他的養子，但沒有分到財產。 

然而搜尋完史料後，我們就能知道這個敘述是錯的。依年紀來說陳田錨應該和

陳水木同輩，而且陳水木是陳溫溫的養子。但這樣就代表陳田錨和我們家族沒有關係

嗎？ 

在做了一些搜尋後，我發現到陳田錨就是大名鼎鼎的台灣五大家族─高雄陳家

的後代。而他們的祖先陳中和，和我的祖先的哥哥陳福謙便是同鄉關係和師徒關係-陳

中和曾在陳福謙開設的順和行學習貿易。可惜陳福謙的後人沒能將這些財富傳承下

去，而有跟上時代潮流的陳中和則成功繼續發展製糖產業。最終在歷史的洪流中，留

下的高雄陳家只剩下陳中和家族。 

此外蒐集這些史料也回答了我一個一直想不透的問題─為什麼我的曾祖母來自

廈門？而這很有可能是因為陳溫溫長年待在廈門，在當地也有社交圈，而其養子陳水

木也因此結識了廈門女子曾祖母陳江白雪，最後兩位一同來台落地生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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