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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次赴福建省漳州市詔安縣進行客家聚落田野調查，調查主題乃探究詔安客家原鄉

聚落的發展歷程，建構詔安縣客家聚落發展的合理論述。調查對象包含詔安客家聚落三

大土樓群的「土樓」民居、「外圍」民居及「祠堂」建築等。調查內容則包含各客家聚

落的姓氏祖籍、興建原因及年代、興建人姓名及世代、上站祖地及樓名、祠堂位置、祠

堂名稱及祭祀起始世代等。 
本行程自 2017 年 7 月 17 日出發，至 7 月 24 日返回，歷時 8 天。完成三處聚落土

樓群的深度調查，包含 19 座土樓及其外圍民居、8 座祠堂。 
本報告詳細記錄各天調查行程。結論處則提出詔安縣客家聚落中，有關宗族、土樓

與聚落之間的發展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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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目的 
本次出國行程主要是接受客家委員會「推動補助大學校院發展客家學術機構計畫」

補助本校辦理「2017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詔安客家研究計畫—詔安客原鄉生活文化

的追尋」之子計畫一「宗族、土樓與聚落－詔安縣客家聚落的發展進程研究」。該

計畫旨在針對詔安客家原鄉的聚落現況進行觀察，透過文獻探討、田野調查、圖

資分析等三種管道，彙整各種資料逐一驗證，建立詔安縣客家聚落發展的合理論

述。其中之田野調查工作便利用暑假期間進行此次海外研究調查行程。 
 

二、 過程 
出國行程自 2017 年 7 月 17 日起至 24 日止，為期 8 天。確實行程表如附錄所示。 

各地點的調查內容概述如下： 

（一）7 月 17 日 
本日安排臺灣至福建省漳州市詔安縣的交通行程。由桃園機場出發，搭機直航

廈門，至廈門後轉高速公路至漳州市詔安縣，並下榻南詔鎮（縣城）詔安賓館。 

（二）7 月 18 日 詔安縣 秀篆鎮 
本日主要調查行程位於秀篆鎮陳龍村。 
陳龍村位於秀篆鎮中心，屬小盆地。聚落兩邊高山聳立，中央有庵下溪（青溪

上游）由北向南流經聚落，祖祠、廟宇、土樓、民居等建築物則沿該溪排列。

陳龍聚落有共有 17 座土樓，形成一處較大規模的土樓群，為王游主姓村。王游

氏之原王氏開基祖為王念七及王念八，由汀州府寧化縣移入漳浦縣（當時尚未

設詔安縣）。其中王念七選擇於南詔定居，而王念八則移居秀篆埔坪平石，與游

信忠結成兄弟莫逆之交。後因念八早逝，其子先益由游信忠扶養長大並分得家

產，故入籍游家為義子，改姓游，稱游先益，後世稱此游姓為「才游」，蓋因其

「游」字寫法以「才」取代「方」，以示與原游姓（稱「清游」或「方游」）區

隔，故為王游氏之始祖。游先益有三子：宗亮、宗武、宗晚三房，其中宗武傳

二子：瑞寧及瑞清，而陳龍村的開基祖即為游瑞清，於明隆慶年間（西元

1569-1572 年）舉家遷至秀篆溪中游開拓墾殖，建梅仙樓及盛衍堂宗祠。梅仙樓

為陳龍聚落開基處，但現已倒塌。 
在國民政府時期，詔安秀篆王游姓因為詔安當地王姓人口多，王游登記戶口時，

均選擇登記為遠祖之王姓，以使王姓勢力更大。因此目前秀篆王游宗親已經全

數改為王姓。 
本日調查行程為龍潭樓北側的土樓群，包含龍潭樓、東泰樓、會龍樓、蔚文樓

等四座土樓，逐一說明如下： 
1. 龍潭樓 

龍潭樓位於陳龍聚落中央位置，是秀篆鎮保存最為完整且面積最大的土樓。

採座東北朝西南之座向，呈橢圓形，縱軸向較長，端點為祠堂，前有半月

型大水塘，橫向則較短。該樓平均分為 52 間，高有三層半，每間一戶一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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梯通三樓，屬單元式結構。龍潭樓係由游瑞清八世孫五房游廷美派下裔孫

建造。該地原有一座較小型的土樓—和中樓，後因在土樓設置秀篆中心小

學，居民遂移居周邊各處。民國 30 年（西元 1941 年）在小學周圍建一新

土樓，稱龍潭樓。後因五房子孫掌握秀篆政府權力，便決定將小學遷走，

並拆除和中樓。因此龍潭樓中有較大的中庭，龍潭樓並呈現橢圓形，便是

因為原來中央有一座和中樓之故。現龍潭樓內大部分是游廷美派下裔孫，

計有 69 戶，而原來和中樓之住戶僅留二戶繼續居於龍潭樓內（照片 1）。 
2. 東泰樓 

東泰樓位於龍潭樓北側，為王游氏九世祖三房於明末清初（西元 1669 年）

得此寶地因而建樓。東泰樓採座東朝西之座向，面庵下溪而建，屬四方樓，

長寬均約 36 米。共有 24 間，入口及祠堂各佔三間，高二層樓，前方有禾

坪與半月型水塘（照片 2）。 
3. 會龍樓 

會龍樓位於東泰樓北側，與東泰樓僅有一巷之隔，為王游氏八世祖長房游

廷錫派下裔孫於清嘉慶丙寅年（1806）建成。採座東朝西之座向，面庵下

溪而建，規模略小，屬四角樓，僅有 12 間，入口佔一間，改建情形較為嚴

重，部分單元已倒毀。土樓入口左側新建公廁，為秀篆鎮美麗鄉村重點營

造成果（照片 3）。 
4. 蔚文樓 

又名墟尾樓，鄰近秀篆市場，為八世祖長房游廷錫長子游一注派下裔孫所

興建，全盛時期共有 80 戶，住有 388 人。採座東朝西之座向，面庵下溪而

建，規劃略小，現已倒塌閒置，無法觀察其土樓原型及間數。大門口有禾

坪與較小型的半月型水塘（照片 4）。 

（三）7 月 19 日 詔安縣 秀篆鎮 
本日延續昨日調查行程，繼續針對秀篆鎮陳龍村進行調查。主要調查龍潭樓西

南側的土樓群，包含龍田樓、長源樓、百順樓、龍雲樓、光裕樓等五座土樓，

逐一說明如下： 
1. 龍田樓 

龍田樓位於聚落西側邊郊，距離主要道路仍有一段距離，現已倒塌廢棄，

無法觀察其土樓原型及間數（照片 5）。 
2. 長源樓 

長源樓位於聚落中央處，緊鄰庵下溪而建。始建於清乾隆丙辰年（西元 1736
年），為九世四房游一濤、九世長房四子游朝標及九世二房二子游朝柲等派

下裔孫所居，全盛時期可住有 158 戶、754 人。長源樓採座東朝西之座向，

直接面對庵下溪。長源樓規模略小，屬四角樓，僅有 18 間，宗祠及入口各

佔一間，但面寬較寬。高有二層樓，每間一戶一樓梯通二樓，屬單元式土

樓（照片 6）。 
3. 百順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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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順樓位於長源樓東側，採座西北朝東南之座向建造。主要居住十世二房

游朝據傳下裔孫，全盛時期住有 202 戶、875 人。現多數住家已改建為新

式樓房，僅保留部分殘缺的護屋以及一門樓，無法觀察其土樓原型及間數，

前面半月型大水塘還保留著，並進行美麗鄉村重點營造據點（照片 7）。 
4. 龍雲樓 

龍雲樓位於聚落之東南側靠山處，當地稱烏石下，始建於清乾隆甲午年（西

元 1774 年），採座東南朝西北之座向，呈橢圓形，縱軸向較長，前有半月

型大水塘，橫向則較短，外圍建有護屋。平均分配 22 間，高有三層樓，每

間一戶一樓梯通三樓，屬單元式結構。主要居住九世二房游一淦傳下八子

裔孫，全盛時期住有 103 戶、480 人。龍雲樓現已有多處單元倒塌廢棄（照

片 8）。 
5. 光裕樓 

光裕樓位於龍潭樓南側，緊鄰龍潭樓，規模較龍潭樓小，始建於民國 30 年

（西元 1941 年），採座東南朝西北之座向，土樓呈正圓形，外圍有護屋，

大門口有禾坪與較小型的半月型水塘。圓樓平均分配 42 間，高有三層樓，

每間一戶一樓梯通三樓，屬單元式結構。光裕樓為王游氏八世祖長房游廷

錫派下裔孫所建，現住有 58 戶、269 人，使用狀況尚可（照片 9）。 

（四）7 月 20 日 詔安縣 官陂鎮 
本日調查行程為官陂鎮大邊村的土樓群。 
大邊村位於 309 省道上，屬上官陂（當地簡稱「上官」）地區，為官陂鎮中央位

置。全村土地面積 1378 畝，山地面積 2750 畝，1,495 戶，6,278 人口，交通便

捷，有水果之鄉之稱。官陂鎮主要姓氏為張（張廖）姓，根據族譜記載，張廖

姓始祖為張再輝（愿仔公、後世稱張元子公），原籍雲霄縣西林村和尚塘，因避

亂至官陂坪寨教書，後被廖三九郎進贅為婿而從廖姓。為感念廖家知遇之恩，

臨終前囑咐後代子孫生當姓廖，以光母族；死當姓張，以存父姓，生死不忘張

廖兩全，因而稱「生廖死張」、「張廖姓」或「雙廖」。在國民政府時期，駐守詔

安縣的國民黨軍隊上將張貞（四都東嶠人）認為張姓與張廖本同一家，張廖姓

之戶籍若登記為張姓，可使張姓勢力更大，故下令官陂的張廖姓均改登記為張

姓。故目前官陂張廖已全數改為張姓。而至臺灣繁衍的張廖後代至今仍保留「生

廖死張」的族約。 
張（張廖）姓十二世裔孫於大邊村建有在多座土樓，在 309 省道與石陂面溪之

間形成一大型土樓群。本日調查行程為玉田樓與玉峰樓、在田樓及東峰樓等兩

座內外雙圈土樓，以及玉田樓的燕翼堂、在田樓的濟德堂等兩座宗祠，逐一說

明如下： 
1. 玉田樓及玉峰樓 

玉田樓及玉峰樓為內外雙圈土樓，內圈稱為玉田樓，外圈為玉峰樓。玉田

樓位於聚落東南側，採座西北朝東南座向，望向石陂面溪。在東南開口處

為半月型水塘。玉田樓為圓形土樓，門樓對向為祠堂燕翼堂。玉田樓為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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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姓十二世裔孫六房大、三、五房派下居住，平均分配 35 間，祠堂及樓門

各佔一間，高有二層樓，每間一戶一樓梯通二樓，屬單元式結構（照片 10）。 
玉峰樓為玉田樓外圍護屋，採座西北朝東南座向，望向石陂面溪。玉峰樓

東南側並未封閉，共用玉田樓開口處的半月型大水塘。玉峰樓平均分配 39
間，祠堂已倒毀，樓門佔兩間，樓牌位於土樓東西兩側。高有二層樓，每

間一戶一樓梯通二樓，屬單元式結構。相傳玉峰樓為十二世三房媳婦獨自

興建，因其聽聞玉田樓一、三、五房分配地產，唯恐利益損失，連夜在玉

田樓外圍圈出玉峰樓，因此兩座樓興建時間大致相同（照片 11）。 
2. 燕翼堂 

位於玉田樓內，為張廖姓十二世一、三、五房裔孫所建之祠堂。祖先牌位

已經遷至樓外新建的祠堂內，目前堂內僅備有簡易桌椅，平常兼做有客到

訪的招待空間，當地稱為「公廳」（照片 12）。 
3. 在田樓及東峰樓 

在田樓及東峰樓為雙圈土樓，內圈稱為在田樓（照片 13），外圈為東峰樓

（照片 14）。在田樓與玉田樓、玉峰樓同時興建。在田樓為十一世祖張益

桓派下七名子孫共同所建，而外圈東峰樓較在田樓晚數代興建，當地人仍

多以在田樓稱之，應為在田樓住戶人口增加而擴建之護屋。外圈為八角形，

開口位於西南方，內圈為方形，開口位於東南方，朝向石陂面溪，因此內

外圈軸線垂直。但因年久失修，在田樓毀損嚴重，已不完整。土樓共有 64
個開間，八角形每邊 8 開間，每邊代表一卦，取八卦之演繹。高有二層樓，

每間一戶一樓梯通二樓，屬單元式結構。 
4. 濟德堂 

位於在田樓內，獨立設立，為十一世張益桓派下七名子孫共同興建。內設

有祖先牌位（照片 15）。 

（五）7 月 21 日 詔安縣 官陂鎮 
本日調查行程仍為官陂鎮大邊村，調查對象包含石馬樓、水美樓等兩座土樓，

以及慶德堂、寬德堂等兩座宗祠，逐一說明如下： 
1. 石馬樓 

石馬樓位於在田樓、玉田樓之南側，為張廖氏十二世祖三房、五房所建。

因左前方田裡有一巨石，狀如石馬，因而得名。石馬樓採座西北北朝東南

南之座向，屬四角樓。石馬樓規模小，僅分 14 間，是大邊村土樓群規模最

小的土樓，祠堂與樓門各佔一間，餘 12 間為住家。樓高二層樓，屬單元式

結構（照片 16）。 
2. 寬德堂 

寬德堂始建於民國 37 年（西元 1948 年），2003 年翻修為一三開間兩進式

建築，裝飾華麗講究。寬德堂為三房之祖祠，子孫分住於水美樓、在田樓、

石馬樓等地（照片 17）。 
3. 水美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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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美樓原名龍溪樓，始建於明末天啟年間（西元 1622 年），座西北朝東南，

面向石陂面溪。水美樓為一圓樓，略呈橢圓，占地直徑 75 米，平均分布

42 間，高有三層半，每間一戶一樓梯通三樓，屬單元式結構，樓前有大型

半月型水塘，祠堂建在土樓中央偏後方。張廖氏十一世祖因恒公由新坎村

溪口樓遷至大邊村，建造龍溪樓，其裔孫雲松公原地改建為水美樓，取其

門前有石陂面溪經過之意。水美樓也是雲林崙背港尾村張廖氏之發源地（照

片 18）。 
4. 慶德堂 

位於水美樓內，設於土樓中央，原為前後兩進式，因大雨倒塌，後世來臺

募資修建，因經費有限，僅足夠修復後進主屋部分，門屋部分便拆除，故

現今祠堂位置偏後，而門屋倒塌部分仍可見遺跡（照片 19）。慶德堂祭祀

起始世代為十一世因桓公。 

（六）7 月 22 日 詔安縣 霞葛鎮 
本日調查行程為霞葛鎮嗣下村土樓群。 
嗣下村位於霞葛鎮西側，全村土地約 573 畝、山地面積 1,147 畝，共有 548 戶，

約 2,400 人。嗣下村主要姓氏為江姓。根據族譜記載，嗣下村江氏係由八世祖

江孔修由霞葛井邊村 1遷入，其後代子孫逐步興建了以「昌」字為名的多座土樓。

本日調查行程為嗣昌樓、永昌樓等兩座土樓，以及其內之祠堂，逐一說明如下： 
1. 嗣昌樓 

嗣昌樓位於嗣下村西北側，興建於清嘉慶丁丑年（西元 1817 年）。採座西

北朝東南之座向，西北倚著牛頭山而建，前有半月型大水塘。圓樓平均分

配 24 間，高有三層半，樓門及祠堂各佔一間，其餘分 22 間，每間一戶一

樓梯通三樓，屬單元式結構。嗣昌樓係由八世祖江孔修派下十二世大房裔

孫所建造。外圍有護屋，是否同時建造仍不可知。今樓內人口大量外移，

僅剩 6 戶居於此。相傳嗣昌堂為一黃金魚寶地，前有點燈山，後靠綿延六

起山峰，當地人稱為背頭嶺、坪崗、五骨茶嵙、煮鍋缺等，正式山名已不

可考（照片 20）。 
2. 追遠堂 

為嗣昌樓內之宗祠，為九世派下裔孫所建造，祠堂祭祀起始世代為九世。

為嗣下村江氏之總祠堂（照片 21）。 
3. 永昌樓 

永昌樓位於嗣昌樓東北側，採座西朝東之座向，前有半月型大水塘。圓樓

高有二層半，分配 26 間，單元面寬較大，樓門及祠堂各佔一間。每間一戶

一樓梯通三樓，屬單元式結構。永昌樓係由八世祖江孔修派下裔孫十二世

大房懷萬公之三子江亦貞所建造，因此永昌樓乃因嗣昌樓人口增加而建之

土樓。永昌樓外圍有護屋，是否同時建造仍待考證。目前樓內人口大量外

                                                 
1 為臺南市楠西區鹿陶洋江家古厝之祖籍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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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今僅剩 8 戶居住於此（照片 22）。 
4. 追思堂 

為永昌樓內之祠堂，為十三世亦貞公派下裔孫所祭祀（照片 23）。 

（七）7 月 23 日 詔安縣 霞葛鎮 
本日調查行程仍為霞葛鎮嗣下村，主要調查嗣下村較邊郊的土樓，包含嗣昌樓、

南昌樓南邊的源昌樓、東北邊的南昌樓等兩座土樓，及其內部之宗祠堂，逐一

說明如後。完成霞葛鎮土樓的調查後，隨即搭車前往廈門，預備隔日返臺。 
1. 源昌樓 

源昌樓位於嗣下村東南側，為馬蹄形土樓，前方平直，後方圓弧，採座西

南朝東北之座向。源昌樓係由八世祖江孔修派下裔孫十一世品題公大房懷

萬公之二子江昔典所建造。土樓分 19 間，高有二層樓，樓門及祠堂各佔一

間，每間一戶一樓梯通二樓，屬單元式結構（照片 24）。 
2. 追飬堂 

源昌樓內之宗祠，原為一大宗祠，後翻成小祠才一起蓋土樓，為十三世派

下裔孫江連清所建造，祠堂祭祀起始世代為十三世昔典公（照片 25）。 
3. 南昌樓 

南昌樓位於永昌樓東北側，始建於民國 38 年（西元 1947 年），建造年代較

源昌樓、永昌樓早，為八世祖江孔修派下裔孫十一世品題公四房懷標公及

七房懷元公所建造，雖離嗣昌樓土樓群仍有一段距離，但確為嗣昌樓所分

出。南昌樓採座北朝南之座向，前有半月型大水塘。圓樓均分 28 間，單元

面寬較大，高二層半，樓門及祠堂各佔一間，餘 26 間，每間一戶一樓梯通

二樓，屬單元式結構。南昌樓外圍有護屋，是否同時建造仍待考證，土樓

西南側興建一區社區住宅，今樓內人口大量外移，僅剩 13 戶居於此（照片

26）。 
4. 追德堂 

南昌樓內之祠堂為十二世派下四、七房裔孫所建造，祠堂祭祀起始世代為

十二品題公（照片 27）。 

（八）7 月 24 日 返國 
本日安排為廈門至臺灣的交通行程。由廈門君帝灣酒店出發，搭乘計程車至廈

門機場，轉飛機至桃園機場。 
 

三、 心得 
1. 土樓為聚落起源 

當一家族由外地遷入，開基祖先建立一座土樓作為家族成員棲身之所，如

秀篆鎮陳龍村梅仙樓、官陂鎮大邊村水美樓、霞葛鎮嗣下村嗣昌樓等，均是該

聚落之起源。此又可從許多詔安聚落地名為土樓名間接印證，如官陂鎮鳳獅村

鳳山樓聚落便以鳳山樓為名、鳳獅村龍頭樓聚落即以龍頭樓為名、霞葛鎮嗣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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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嗣昌樓聚落便是以嗣昌樓為名，即可知開基土樓常做為指涉該地之地名。 
2. 土樓擴建進程與宗族、人口發展關係密切 

當土樓家族繁衍成為大家族，因應人口增加，土樓可擴建出護屋，或再建

另一座土樓，逐漸形成土樓群。本次調查案例多座土樓均有護屋，即於土樓外

圍增建一圈。少數護屋與主屋同時興建，通常較為整齊一致，改建情形較少，

甚至取有樓名，如官陂鎮的東峰樓、玉峰樓等，均是與主樓同時興建。若干護

屋較主樓晚幾世興建，便不取樓名，如霞葛鎮嗣昌樓與護屋、永昌樓與護屋、

南昌樓與護屋等。也有土樓住戶繁衍幾代後分房，不同房系則另擇他地興建新

土樓的情形，再向外擴張護屋。由於土樓居住單元內部空間較小，空間機能不

甚理想，近年經濟改善，民眾對生活空間要求日漸提升，居民紛紛遷出土樓，

於土樓周圍覓地興建樓房，因此可見新式樓房填充在土樓、護屋之間，使聚落

日漸壅塞。而原有土樓乏人居住、管理，因此逐漸閒置、傾倒，日漸殘破。 
3. 各土樓群的祠堂位置及形式各不相同 

本次調查案例當中，三處土樓群之祠堂形式不甚一致，如秀篆鎮陳龍村王

游姓因設有龍潭家廟，因此其土樓內祠堂已不設祖先牌位，大多已閒置，或改

為「公廳」；官陂鎮大邊村張廖氏之祠堂雖多設於土樓內，但也因分房緣故，部

分房系於土樓外另擇地新建獨座祠堂，因此土樓外的祠堂規模較大、形式較新；

霞葛鎮嗣下村江氏的多數祠堂均位於土樓內，取中軸線正對樓門一間為祠堂，

且仍具有祭祀功能，仍保留祠堂原貌。 
 

四、 建議事項 
由於詔安縣對於聚落、土樓的基礎資料尚未建構完整，例如聚落當地的姓氏組

成、歷年人口數、聚落開基年代、土樓興建與改建年代等。因此必須在田野調查過

程中以深度訪談方式、仔細閱讀族譜等方式補足資料之不足，加上因調查土樓大多

位於詔安北部山林地區，住宿又在南部縣城，交通往返頗為費時，均拉長田野調查

的時間。而由於詔安縣土樓多位於山區，路途蜿蜒路況不佳，大眾交通工具難以抵

達，必須採包車方式進行調查，大大提高研究經費支出。未來進行類似計畫的田野

調查時，可加強行前工作之規劃，如文獻探討、路況瞭解、住宿地點安排等，並視

情況加長調查時間，方能提高調查質量。 
再者，本次調查遇到最大問題，即是大陸地區的地圖資料取得不易，圖面過於

簡略，無法區分行政村範圍，並明確辨認聚落（自然村）、土樓位置，形成調查工

作的阻礙。本團隊此次申請臺灣電信國際漫遊以進行 google 導航，藉以克服圖資

問題，但也增加不少支出。查閱 google 地圖雖能查見各土樓影像，又因 google 地

圖與航照圖錯位，土樓的定位卻與實際位置有出入，形成調查障礙。調查期間雖向

各鎮政府詢問是否可以提供地圖，但鎮政府均表明無詳細地圖。因此建議未來相關

調查研究計畫，可先透過當地對台辦公室向縣政府等公家機關管道取得圖資，方能

使調查研究工作順利推動。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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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附錄 
（一）調查行程表 

日期 鄉鎮市 
行程 

村、聚落名稱 主要設施 

7/17
（一） 

上午 
斗六—桃園 07：30 雲科大校門口集合出發 

桃園—廈門 搭飛機中 

下午 廈門—詔安 搭車抵達詔安賓館 

7/18
（二） 

上午 
詔安賓館 早餐 

福建省詔安縣秀篆鎮 陳龍村 龍潭樓、東泰樓 

中午 秀篆市區 午餐 

下午 福建省詔安縣秀篆鎮 陳龍村 會龍樓、蔚文樓 

7/19
（三） 

上午 
詔安賓館 早餐 

福建省詔安縣秀篆鎮 陳龍村 龍田樓、長源樓、百順樓 

中午 秀篆市區 午餐 

下午 福建省詔安縣秀篆鎮 陳龍村 龍雲樓、光裕樓 

7/20
（四） 

上午 
詔安賓館 早餐 

福建省詔安縣官陂鎮 大邊村 玉田樓、玉峰樓、燕翼堂 

中午 官陂市區 午餐 

下午 福建省詔安縣官陂鎮 大邊村 在田樓、東峰樓、濟德堂 

7/21
（五） 

上午 
詔安賓館 早餐 

福建省詔安縣官陂鎮 大邊村 石馬樓、寬德堂 

中午 官陂市區 午餐 

下午 福建省詔安縣官陂鎮 大邊村 水美樓、慶德堂 

7/22
（六） 

上午 
詔安賓館 早餐 

福建省詔安縣霞葛鎮 嗣下村 嗣昌樓、追遠堂 

中午 霞葛市區 午餐 

下午 福建省詔安縣霞葛鎮 嗣下村 永昌樓、追思堂 

7/23
（六） 

上午 
詔安賓館 早餐 

福建省詔安縣霞葛鎮 嗣下村 源昌樓、追飬堂 

中午 霞葛市區 午餐 

下午 福建省詔安縣霞葛鎮 嗣下村 南昌樓、追德堂 

晚上 廈門 前往廈門君帝灣酒店 

7/24
（一） 

上午 
廈門君帝灣酒店 早餐 

廈門－桃園 搭飛機中 

下午 桃園—斗六 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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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調查行程記錄照片 
7 月 18 日 

  
照片 1 秀篆鎮陳龍村龍潭樓 照片 2 秀篆鎮陳龍村東泰樓 

  
照片 3 秀篆鎮陳龍村會龍樓 照片 4 秀篆鎮陳龍村蔚文樓 

7 月 19 日 

  
照片 5 秀篆鎮陳龍村龍田樓 照片 6 秀篆鎮陳龍村長源樓 

  
照片 7 秀篆鎮陳龍村百順樓（遺址） 照片 8 秀篆鎮陳龍村龍雲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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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9 秀篆鎮陳龍村光裕樓  

7 月 20 日 

  
照片 10 官陂鎮大邊村玉田樓 照片 11 官陂鎮大邊村玉峰樓 

  
照片 12 官陂鎮大邊村玉田樓燕翼堂 照片 13 官陂鎮大邊村在田樓 

  
照片 14 官陂鎮大邊村東峰樓 照片 15 官陂鎮大邊村在田樓濟德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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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21 日 

  
照片 16 官陂鎮大邊村石馬樓 照片 17 官陂鎮大邊村寬德堂 

  
照片 18 官陂鎮大邊村水美樓 照片 19 官陂鎮大邊村水美樓慶德堂 

7 月 22 日 

  
照片 20  霞葛鎮嗣下村嗣昌樓 照片 21  霞葛鎮嗣下村追遠堂 

  
照片 22  霞葛鎮嗣下村永昌樓 照片 23  霞葛鎮嗣下村永昌樓追思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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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23 日 

  
照片 24  霞葛鎮嗣下村源昌樓 照片 25 霞葛鎮嗣下村源昌樓追飬堂 

  
照片 26 霞葛鎮嗣下村南昌堂 照片 27 霞葛鎮嗣下村南昌堂追德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