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盧川 二郎公派 台第23世孫 侯明亮 整理 2010.04.15

台灣 劉姓的分佈
台南西港 劉厝 劉明富蒐整 /嘉義六腳 北圳 侯明亮校整

台灣嘉義劉侯氏族譜整理委員會

發行者:北圳侯氏宗祠管理委員會            中溝侯氏宗祠管理委員會             高雄市劉侯氏宗親會

地   址:嘉義縣六腳鄉塗師村北圳96號      嘉義縣六腳鄉正義村中溝7號        高雄市鳳山區自強一路21號

資料整理: 嘉義六腳 北圳   侯明亮 0933.600.605 /07.3477755 若有增修賜教請用下列連絡方式

資料校對: 嘉義六腳 中溝   侯家榮 0937.739.112 /05.2214922 1. SKYPE：a liang 0415

   嘉義朴子雙溪口   侯冬賢 0937.336.168 /07.8152282                2. YAHOO： h0933600605@yahoo.com.tw

3.嘉義北圳侯家莊網頁:http://baacho.weebly.com/
關鍵字:侯堪民、嘉義北圳侯家庄、侯氏族譜

參考文獻:伊能嘉矩-台灣文化志、住民志。余文儀:台灣府志。台灣省通志卷三住民志姓氏篇-台灣文獻委員會。嘉義縣志。

陳運棟-彭城堂劉氏族譜。台灣各縣、市、鄉、鎮志-人物志。閩台百家姓。新竹劉氏宗譜。福建南靖版寮劉氏族譜。

  ☆智識產權.版權所有.未經許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影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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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 劉姓分佈 盧川 二郎公派 台第23世孫 侯明亮 整理 2010.04.15

台南西港 劉厝 劉明富蒐整/嘉義六腳 北圳 侯明亮校整
一.唐山漢人入台:

1.荷蘭據台時期，由於荷人獎勵農業發展，漢人前來台灣定居者增多，漢人聚落也逐漸形成與發展，直至明朝末年，鄭成功克台之後
，台灣又進入另一新階段。清初為瓦解反清勢力，頒渡海禁令，限制人民移墾台灣。
2.後清朝(康、雍、乾朝年間)渡台禁令稍弛，入墾台灣者日眾，至日據時期移民風氣遂減。

二. 劉姓是台灣島上的主要居民之一:
1.依據日據時期昭和05年(西元1930年)10月富田芳郎的姓氏抽樣調查，在當時台灣的31003戶193個姓氏中，劉姓人口占3．2％，排
在第9位。
2.民國45年(西元1956年)台灣省文獻委員會對台灣姓氏的不完全調查統計資料顯示，當時台灣前100個姓氏，而劉姓佔當時人口的
3％，仍排在第8位。
3.民國50年間，人口社會學者陳紹馨博士，曾經依據民國45年(西元1956)台灣人口普查資料，進行一項關於 台灣人口之姓氏分布
的研究調查。其後楊緒賢先生就根據前人研究成果及戶政口卡資料，完成一部關於姓氏與堂號方面的專書，該書主要內容及編排
順序，即采全台人口數的前一百大姓氏排名為序，從此「台灣一百大姓氏」之概念與排序，也就逐漸確立並廣泛地被大眾所接受。
4.根據內政部西元2005年2月底戶籍姓名登記資料統計，台灣姓氏總數有1989個，其中前10大姓人口數占總人口數52.63%，前100
大姓人口數 占總人口數96.11%。依名次為 01陳（11.06%）02林（8.28%）03黃（6.01%）04張（5.26%）05李（5.11%）06王（
4.12%）07吳（4.04%）08劉（3.17%）09蔡（2.91%）10楊（2.66%）。                              
5.台灣劉姓主要來自唐山的福建、廣東、江西、浙江等。

三.劉姓入台灣的歷史:
1.因典籍記載不詳，明朝以前已不可考。有明確記載的劉姓入台，較早的可以追溯到明朝永曆25年(西元1671年)，福建泉州南安劉傳
與侯成、侯完合墾台灣嘉義大慷榔西堡下雙溪庄(今嘉義六腳下雙溪庄)。
2.明末隨鄭成功大軍入台灣的，比較著名的有三位將軍:武平侯中提督劉國軒、宜武將軍劉國攀、大將劉俊等。而文官的:劉陶、劉斌
、劉秉忠等。其他:平和縣劉茂燕之子劉球成、劉德龍等。這可視為劉姓遷入台灣的第一個高峰期。
3.清朝是劉姓入台的第二個高峰時期。據台灣中華文化基金會編的《中華文化百科全書》記載，清康熙年間就有大批劉姓到台灣墾殖
，如劉元龍系廣東潮州大埔入墾嘉義。清雍正09年(西元1731年)廣東人劉志瑞徙台，居彰化阿束社。清乾隆年間又有廣東人劉宗由
林杞埔入墾魚頭堡(南投竹山)。劉啟東招大埔曾、何、巫三姓開墾今台中東勢鎮石岡、土牛庄等地。劉中立開墾棟東上堡社寮角。
安溪人劉秉盛兄弟開墾今台北新店七張興福(十五份)等地。
4.清乾隆年間，還有劉姓始祖監明公派下第140代孫劉九朗公由五華渡海入台，定居新竹埔。第147代劉奇由長樂縣鷓鴣鎮渡海遷台，
居中壢分移紅毛田、新埔等處。第156代劉亨於乾隆20年(西元1755年)由平和縣新安里率妻子渡海來台，徙居淡水縣的新莊、中港厝
，後裔還分居萬華、基隆等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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盧川 二郎公派 台第23世孫 侯明亮 整理 2010.04.15
5.民國38年(西元1949年)國民黨政權從中國敗退台灣，而劉姓家族也隨之入台，從而形成了劉姓入台的第三個高潮。
6.遷移台灣的劉氏族人，對唐山故鄉和親人，有深厚情感，但也融合生根認同現今的家鄉。於民國76年11月(西元1987年)隨著海峽
兩岸關係的解凍，開放探親，劉姓成員也熱衷於續修家譜和唐山尋根事宜。

四.劉姓來台灣開基祖:  以劉開七派下及劉若連、劉韶等派下為多，按渡台年代、時間先後如下
1.明永曆25年(西元1671年) 福建泉州南安劉林鄉侯垵 劉傳與侯成、侯完合墾嘉義六腳下雙西庄。
2.明永曆年間福建漳州平和縣 劉茂燕之子劉球成 隨鄭成功入台，初居於承天府(台南安平鎮)寧南坊，後遷至查某營庄(今台南柳營)。

台南柳營劉氏: ＊2021.06台南柳營傳下裔孫劉茂淋、劉有渾 提供補正

據柳營劉氏族譜記載，台南柳營劉氏原籍河南光州固始縣，在漢朝為長沙定王劉發之後，在唐朝為劉韶之後；劉韶於唐初舉家南遷
為入閩之始。其後人在南宋時 劉大舉公封武德將軍，長子襲爵，我祖行三，另謀發展。
於元末明初從漳州府海澄縣(今龍海市)浮水蓮花村遷徙到平和縣五斗埔、無尾柯、大坡村生息繁衍至明朝中葉，其中一支至漳州府
平和縣新安里上河社大埤鄉，並置家廟(懋德堂)，該社於清嘉慶3年變更為雲霄縣下河鄉(今漳州市雲霄縣下河鄉上河村下樓區)。
來台開基始祖劉球成，父劉茂燕是劉姓開派始祖劉監明的第153代孫屬彭城支脈(懋德堂)、福建平和派劉氏的第8代孫。

劉茂燕生於明萬曆45年12月24日(西元1617年)，卒清順治16年7月24日(西元1659年)。原籍漳州府平和縣新安里上河社大埤鄉，是鄭
成功手下的一名參軍，在南京戰役中陣亡。後鄭成功欲渡海來台，對陣亡將士的孤兒寡婦非常憐恤，曾下令將陣亡將士家屬同遷台
灣。劉茂燕的獨子劉球成，奉命同他的母親蔡氏一同渡海遷來台灣。因此，劉球成 實為台南柳營劉氏來台灣的第一世祖。
明永曆18年(西元1661年)劉球成遷台後，最初與母親蔡氏居住在承天府(安平鎮)寧南坊(即台南城隍廟前戲台後)。後移居麻豆庄打鐵
巷，到他的兒子劉漢、劉旭時，於清康熙13年(西元1674年)再遷居鐵線橋堡查畝營(日據改為台南州新營郡柳營庄)，後裔繁衍發達，
成為台灣劉氏中的名門望族，時人稱之為柳營劉氏。建有劉氏宗祠一座。

劉茂燕傳遞世系：劉茂燕→劉球成(西元1639-1702年)傳三房: 大房:劉漢→劉贊。二房:劉旭→劉福、劉祿、劉麟。三房:劉垂→劉意。
其中，第3代劉旭(宏量)(西元1682-1758年)曾任宣威將軍。第5代劉全(日純)官任奉政大夫，且是柳營劉家家業發揚光大的靈魂人物， 
他將全數田地栽種甘蔗，從蔗糖生產、加工、糖行集貨，再運銷唐山天津，增進劉家大量產業。第6代蓋祠堂奠定劉氏祭祀公業。
第7代劉拔元(茹連)(西元1834年)曾考取清道光武舉人、劉圭璋(達元)(西元1852年)考取咸豐文舉人。第8代劉灃芷(汶澄)(西元1889年)
考取光緒文舉人。
第9代劉明朝(錫爵)日本帝國大學畢業，大正11年(西元1922)任職總督府新竹州勸業課課長；昭和6年(西元1931)升任總督府水產課課
長(並創立基隆水產學校)、山林課課長；昭和16年(西元1941)任高雄關稅關長。戰後:合作金庫總經理、省議員、立法委員、台糖董事
及監察人等職。第9代劉明智任柳營庄長、劉明哲擔任台南州柳營區長及台南州州會議員為〝台灣地方自治聯盟〞台南地區負責人。
第10代劉清井日本東京帝國大學醫學博士、台灣台南醫院院長。第11代劉麒麟於日昭和8年(西元1933年)創修編印台灣劉氏宗譜。

FA01-03-F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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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柳營劉氏後裔遷移台灣各地、日本、美國、法國、德國等國家。   嘉義劉氏:(同台南柳營劉氏)

3.明永曆28年(西元1674年) 福建泉州同安 劉二正攜眷入墾鳳山縣文賢里月眉池廓邊庄（今高雄湖內文賢），部分後裔遷至高雄梓
官，屬劉開七派下。
高雄湖內鄉劉氏:
據《二正公系劉氏族譜》渡台祖劉二正，祖籍福建泉州府同安縣19都積善里白崑陽堡充龍社)(今漳州市龍海縣角美鎮金山村充龍社）
(西元1957年劃歸龍溪縣轄。西元1960年龍溪與海澄兩縣合併改為龍海縣，屬漳州市轄。1993年改為龍海市。)
劉二正於明永曆28年，清康熙13年(西元1674年)偕妻林氏靜肅 入墾鳳山縣文賢里眉池廓邊庄莊(今高雄湖內文賢）。
育有三子:長子劉燦(長房)守祖居於湖內鄉文賢村為文賢開基祖。次子劉蔭(二房)率子敬卿遷居於梓官鄉茄苳坑--赤崁，為茄苳坑赤崁
開基祖。三子劉愛(三房)與子克端(乞)遷居湖內海埔(劉家村)為海埔開基祖。
渡台第六代劉伊仲曾受欽賜副榜併中副貢，是為文武雙全的人才，其後代現分居於高雄縣、市，第十代子孫劉日昇(曾任高雄縣議會
首屆參議員、第二屆縣議員)。

4.明末清初 江蘇常州府無錫縣二十四都 劉成入墾高雄仁武鄉，部分後裔遷至台南永康。
高雄仁武劉氏:
據仁武劉氏族譜記載，台灣高雄仁武村劉氏的入台時間是明末清初，開基始祖劉成。
劉成原籍江蘇常州府無錫縣二十四都，世傳郡望是"彭城郡"，至今仍自稱為彭城劉氏。渡海來台是隨鄭成功的部隊抗清入台。是台
灣高雄仁武的名門望族。後裔有一支族人遷至台南永康。據記載族人遍及台灣全省各地，但仍以仁武和永康兩地為本。
仁武劉氏修撰自己的族譜，並在仁武仁春巷建立了劉氏宗族祖廟--長春祠，是一座規模宏偉的有江蘇風格的傳統建築，有三正房，
三落院，左四右五，九間側房，稱為"三房九龍"。每年的正月23日，家族都要在"長春祠"舉行年度的祭祖大典歡活動。

5.明永曆XX年福建漳州平和 劉德龍因三籓之亂，入墾台灣東寧庄(今屏東九如)。
6.約清康熙09年(西元1670年)泉州府同安縣十八都鼎尾鄉 劉登魁 被派遣駐守台灣含西港水師汛，即今台南西港劉厝。
7.清康熙50年(西元1711年) 廣東潮州大埔縣高陂鄉烏搓村 劉元龍 入墾台灣嘉義。後率族人入墾土牛庄(台中縣神岡鄉土牛、德興
、和盛村)。清康熙55年繼與張達京、吳籠賜、林俊曾、羅委善等遷墾新廣庄(今台中神岡)。屬劉開七派下。後返回唐山。後來其
孫劉文進跟隨祖父的足跡渡海來台定居台中石岡。其昭穆(字輩)為『元永文章衍，吉第發嘉祥，宏開天寶運，奕世兆其昌』。
8.清康熙60年(西元1721年) 廣東 劉雲耀 入墾台灣下淡水(今屏東)。平朱一貴之亂有功。
9清康熙末期 福建泉州安溪 劉厚、劉繩 入墾台灣彰化溪州。屬劉開七派下。
10.清康熙末期 廣東嘉應州 劉奇生入墾台灣新竹，後代遷新竹新埔、新豐。屬劉開七派下。
11.清康熙末期 廣東潮州饒平 劉名珍入墾台灣台北八里，後代遷墾桃園中壢，後代分傳新竹竹東。屬劉開七派下巨淵支派。
台北八里劉氏：來台始祖劉名珍(字信朴)，為巨淵公派十四世，生清朝康熙28己已年(西元1689年) ，卒于清乾隆25庚辰年(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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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21年) 。祖籍廣東潮州饒平縣山前牛皮舍，渡海來台卜居台灣觀音山八里坌大小份。
其昭穆(字輩)）為『宗孔文元良，大繼益時光，可傳萬世守，家興邦得康。正學開洪運，方聲接遠昆，德心龍玉葉，科甲振乾坤』
，由巨淵公派五世『宗』字起。
12.清康熙末期 廣東潮州饒平 劉中孚入墾桃園中壢。屬劉開七派下巨淵支派石井房系。
13.清康熙末期 廣東潮州饒平 劉可異入墾台灣新竹。屬劉開七派下巨淵支派宗貴房系。
臺灣新竹劉氏；
族係是：1世劉開七→2世劉廣傳→3世劉巨淵→4世劉清→5世劉宗貴→6世劉文和→7世劉四八郎→8世劉百四郎→9世劉千五郎→
10世劉英明→11世劉彥正→12世劉宗德→13世劉崇勳→14世劉元美→15世劉廷彰→16世劉觀海→17世劉天爵→18世劉臺弼→19世
劉士祿→20世劉可異(來臺祖)→21世劉傳業→22世劉萬照→23世劉世盛→24世劉守科→25世劉錢娘→26世劉興典→27世劉德泉。
經查2004年新編揚康《劉氏族譜》，現在廣東饒平縣新豐鎮楊康鄉以信卿公為始祖，涵頭寨、弦歌都新寨、浮殿社石井鄉、溪口
鄉、新安、石黿頭、澄海南洋，漳州漳浦等地有這一脈的裔孫們。

14.清康熙末期 廣東潮州饒平 劉穎德、劉大愿(三弟)、劉可清(侄兒)分別入墾台灣新竹、桃園中壢、台中東勢，後分傳至雲林斗南
。屬劉開七派下巨淵支派石井康系。
15.清康熙末期 廣東潮州饒平 劉明心、劉光明、劉明義三兄弟入墾台灣新竹芎林。屬劉開七派下巨淵支派石井房系。
16.清康熙末期 廣東潮州饒平 劉廷魁與黃可文自彰化員林入墾台中石岡萬安、九房、金星等地。屬劉開七派下巨淵支派楊康房系。
17.清康熙末期 廣東潮州饒平 劉廷皎入墾台中西屯，分傳台中豐原。屬劉開七派下巨淵支派楊康房系。
18.清康熙年 廣東惠州 劉恩寬卜居苗栗一堡五湖庄(今苗栗西湖)。屬劉開七派下巨漢。
19.清康熙年 福建 劉穆入墾嘉義打貓南堡崙仔頂庄(今嘉義民雄)。

20.清康熙年 廣東嘉應州 劉鴻源入墾台灣苗栗銅鑼，後代子孫遷居苗栗、公館、銅鑼。
21.清康熙56年(西元1717年) 福建漳州府海澄縣南門外半月港內劉社 劉旺英號奕昌入墾台灣嘉義鹽水港(今台南鹽水)。後移遷彰化
南門外瓦窯庄。旺英公生三子，1.潭、2.連、3.俊。
22.清康熙61年(西元1722年)福建漳州府海澄縣集興上半保第三都後山尾 劉宜攜眷入墾台灣台南永康大灣。
23.清雍正09年(西元1731年)廣東 劉志瑞入墾台灣彰化阿束社附近。
24.清雍正年 福建漳州南靖 劉貫、劉三槐入墾台灣台北新莊。屬劉開七派下。
25.清雍正年 廣東嘉應州梅縣 劉開倬入墾台灣台北淡水，後移墾桃園蘆竹。子孫分傳中壢、楊梅。屬劉開七派下巨浪支派。
26.清雍正年 廣東嘉應州平遠 劉子柱入墾台灣桃園龜山，後移墾新竹竹東。屬劉開七派下巨河支派。
27.清雍正年 廣東嘉應州平遠 劉京璉、劉戊芳 父子入墾台灣桃園龜山，後分傳中壢。屬劉開七派下巨河支派。
28.清雍正年 廣東潮州饒平 劉可策、劉英雅 入墾台灣新竹竹東。屬劉開七派下巨淵支派石井房系。
29.清雍正年 廣東潮州饒平 劉光祖 入墾台灣新竹竹北，後遷墾新埔。屬劉開七派下巨淵支派石井房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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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清雍正年 廣東潮州饒平 劉可佑號錫九 入墾台灣竹塹東北廂二十張犁庄(今新竹竹北)，後遷墾新竹石壁潭庄(今新竹芎林)。屬
劉開七派下巨淵支派石井房系。清嘉慶09年（西元1804年)其子劉朝珍入墾台灣新竹大肚庄(今新竹橫山)。
31.清雍正年 廣東潮州饒平 劉寧廳 入墾台灣彰化員林。
32.清雍正年 廣東潮州饒平 劉寧堂 入墾台灣彰化田中。屬劉開七派下巨淵支派楊康房系。
33.清雍正年 廣東潮州饒平 劉延皦與詹時南入墾台灣葫蘆墩(今台中豐原)。
34.清雍正年 廣東潮州饒平 劉授臣與廣東嘉應州鎮平 劉祺補二人與同縣人 詹永聖、林仁奎，大埔縣人羅家賞，普寧縣人 羅龍入 
墾台灣台中潭仔墘(今台中潭子)。另曰劉授臣與同縣人 林元梅、林元開、林明周、林懷二、莊思祥、詹來開，永定縣人 胡永興，
梅縣人 葉文興，鎮平縣人 張日宏、 張日丹等人，於乾隆初期入墾台灣葫蘆墩岸裡新莊(今台中豐原葫蘆、富春、下街、頂街及今
潭子)。後代分傳台中東勢。屬劉開七派下巨淵支派。而劉祺補於乾隆年末期再入墾台中潭子，後分傳台中東勢，屬劉開七派下巨
河支派。

35.清雍正年 廣東惠州陸豐 劉延章入墾台灣台北新莊，後遷新竹新補。屬劉開七派下巨淵支派楊康房系。
36.清雍正年 廣東潮州豐順 劉恭而入墾台灣苗栗。屬劉開七派下巨湶支派。
37.清乾隆年初期 廣東潮州大埔 劉士秀入墾台灣台中東勢，後遷墾苗栗公館。屬劉開七派下。
38.清乾隆年初期 福建泉州安溪 劉元意、劉仕鸞父子二人入墾台灣東螺西堡田尾庄(今彰化田尾)。屬芝山衍派。
39.清乾隆年初期 福建漳州南靖 劉塔入墾台灣南投市一帶。屬劉開七派下。
40.清乾隆年初期 福建泉州安溪 劉仕知入墾台灣彰化花壇。屬劉開七派下。
41.清乾隆年初期 廣東嘉應州梅縣 劉逍遙入墾台灣苗栗市一帶。屬劉開七派下巨源支派。
42.清乾隆年初期 廣東嘉應州平遠 劉懷菀、劉流通拔入墾台灣苗栗公館尖山。屬劉開七派下巨河支派。

43.清乾隆年初期 廣東潮州大埔 劉儒俊入墾台灣新竹芎林。屬劉開七派下巨波支派。
新竹芎林劉氏：來台始祖劉儒俊，諡光裕，公生於清康熙40年(西元1701年)。妣朱氏，生三子，長承豪、次承英、三承燕。長子
承豪公，生於清雍正02年(西元1724年)。於清乾隆16年(西元1751年)，率二弟渡海來台考察山川，歷三年，再回祖籍廣東大埔縣
桃花村，攜家帶眷，渡海來台灣，居淡水廳竹塹城(今新竹)。派下裔孫居新竹芎林、竹東等地。
44.清乾隆年初期 廣東潮州饒平 劉萬金入墾台灣嘉義大林。屬劉開七派下巨淵支派石井房系。
45.清乾隆年初期 廣東潮州饒平 劉石進入墾台灣新竹新埔。屬劉開七派下巨淵支派石井房系。
46.清乾隆年初期 廣東潮州饒平 劉澄清入墾台灣台北新莊。部分後裔移至新竹關西、新埔。屬劉開七派下。
47.清乾隆05年(西元1740年)福建汀州永定溪南里背鄉大阜 劉文科入墾台灣嘉義大林。嗣後三子相繼來台，分傳至嘉義梅山樟樹湖
、水底寮。屬劉開七派下。
48.清乾隆11年(西元1746年）劉和與高標印、楊觀入墾台灣台北陂內坑庄魚衡仔金台北木柵。
49.清乾隆14年(西元1749年）劉子成與陳文選、陳天、陳運、高培政入墾台灣台北木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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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清乾隆15年(西元1750年）福建泉州安溪 劉秉洲、劉秉霡、劉秉經、劉秉盛四兄弟入墾台北新店張北七張。屬劉若連公派下。
新店十四張(大坪林) 劉氏: ＊2021.06台北大坪林傳下裔孫劉詩宗 提供補正

清乾隆15年(西元1750年)劉世棠公四子，長子秉洲字德成、次子秉霡字德安、三子秉經字德福、四子秉盛字德源。兄弟四人由福
建安溪縣金田鄉藍溪(清溪)，入墾新店七張興福(十五份)，後擴展到景尾、大坪林、青潭、大崎腳、竹篙嶺、木柵、大稻程等處。
屬劉若連公派下。

清乾隆31年(西元1766年) 時念雙親在故鄉，兄弟商討後由次子秉霡回鄉迎接雙親來臺奉養，奈因世棠公祖老邁身體已不舒適，秉
霡公留下照料世棠公祖。清乾隆31年丙戌09月14日棠公祖不幸逝世，享壽72歲，葬在金田鄉山坪小村尾。事後乃接世棠祖媽渡海
來臺，兄弟四人躬親奉養。
西元1767年，世棠祖逝世第二年，兄弟四人共同出資購置之產業以為祭產(稱祭祀公業劉世棠‧劉同記)，「同記」乃其外號, 實同
為紀念劉世棠而設也。歷年收租辦理祭典掃墓，神位供奉在啟文堂「劉氏家廟」祠堂內。為保持世代相繼祭祀管理，於民國69年
成立第一屆派下員大會，選出四年任期管理委員會。

清嘉慶07年(西元1802)自兄弟分家後 各據一方，秉洲公(大房)與秉經公(三房)移居竹篙嶺，秉盛公(四房)移居新店大坪林七張，秉
霡公(二房)留居景美十五份祖厝。 
來臺四兄弟 秉洲公生清康熙57年( 西元1718年)卒清乾隆24年(西公元1759年) 享壽42歲。秉霡公生康熙60年(西元1721年)卒清嘉慶
01年(西元1796年) 享壽76歲。秉經公生清雍正06年(西元1728年)卒清嘉慶05年(西元1800年) 享壽73歲。秉盛公生清雍正12年(西元
1734年)卒清嘉慶21年(西元1816年)享壽83歲。

51.清乾隆15年(西元1750年) 劉鐵入墾台灣彰化沙連堡仿子林，(後改制南投竹山延山)。
52.清乾隆20年(西元1755年) 廣東 劉半立入墾台中新社。屬劉開七派下。
53.清乾隆20年(西元1755年) 廣東潮州饒平 劉延轉、劉延臼、劉延楹兄弟3人，入墾台灣淡水廳鹽水港(今新竹香山)。屬劉開七派下
巨淵支派楊康房系。
台灣枋寮瑞閣劉氏:
據劉天楨先生所編《瑞閣劉氏家乘》記載，瑞閣劉氏屬於中山劉氏大宗中的客家劉氏一派。開基祖 劉延轉 原籍廣東省潮州府饒平
縣揚康鄉，是劉源明的第158代孫、客家劉氏入粵大始祖劉開七的第22代孫、廣東潮州揚康始祖的第12代孫。
據族譜記載，入粵大始祖劉開七生子劉廣傳，劉廣傳生十四子，其中第四子劉巨淵，因亂世從福建寧化縣遷到福建上杭縣苦竹村。
劉巨淵生八子：劉濾、劉澐、劉清、劉瀣，劉澄、劉洤、劉滄、劉深。劉清居廣東大埔，子劉祥富，移居廣東大埔松柏坑，又生
八子，分居江南各省。
劉祥富子劉承信，劉承信的第3個兒子劉四十九郎，原居海陽新安寨，後移居石井，生一子劉建陽。劉建陽官至潁州通判，又從石
井移居廣東潮安溪口，成為溪口的開基祖。劉建陽的曾孫劉信卿，於明洪武15年(西元1382年)由溪口遷到饒平揚康鄉，後裔形成
揚康劉氏。劉延轉是劉信卿的第12世孫。 FA01-07-F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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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乾隆20年乙亥(西元1755年)，劉延轉(字學悟)兄弟3人隨母詹氏自潮州揚康鄉，入墾殖台灣淡水廳鹽水港(今新竹香山)。約在清乾隆
55年(西元1790年)，劉延轉又遷墾新埔枋寮，形成新埔枋寮劉氏，又稱瑞閣劉氏。
54.清乾隆20年福建漳州平和 劉亨入墾台灣淡水縣新庄中港厝(今台北新莊)，後裔分傳至萬華、基隆等地。屬劉開七派下。
55.清乾隆23年(西元1758年) 劉宗由林圯埔入墾鯉魚頭堡(今南投竹山)。
56.清乾隆年中期 福建漳州南靖 劉士江入墾台灣台北松山、內湖，後裔分傳至基隆。屬劉開七派下。
57.清乾隆年中期 福建漳州南靖 劉秉高、劉糴興二人入墾台灣台中南屯犁頭店，嘉慶末年遷墾苗栗苑裡。屬劉開七派下。
58.清乾隆年中期 福建漳州南靖 劉一符入墾台灣彰化員林。屬劉開七派下。
59.清乾隆年中期 福建漳州南靖 劉儀忠入墾台灣桃園龜山。屬劉開七派下。

60.清乾隆年中期 廣東嘉應州梅縣 劉雲展、劉偉芳二人先後入墾台灣屏東萬巒。屬劉開七派下巨河支派。
61.清乾隆年中期 廣東潮州饒平 劉光袍、劉光柑兄弟二人入墾台灣台中烏日，後裔分傳至豐原。屬劉開七派下巨淵支派石井房系。
62.清乾隆年中期 廣東潮州饒平 劉景泉入墾台灣台北八里。屬劉開七派下巨浩支派。
63.清乾隆年中期 劉世堂與高貽椒、蘇興存、林家修、楊元林、翁士軒、王賢宗、顏衷、許標重、許標勝、陳渥千、陳乾智等15股
入墾台灣台北興福庄(今台北景美興福、興德)。
64.清乾隆年中期 廣東潮州大埔 劉大郎入墾台灣台北松山，後移墾新竹芎林。屬劉開七派下巨湶支派。
65.清乾隆年中期 廣東潮州大埔 劉思敬入墾台灣苗栗造橋。屬劉開七派下巨湶支派。

66.清乾隆37年(西元1772年) 廣東潮州大埔 劉啟東遣派匠首百餘名在東勢角(今台中東勢北興、中寧)築寮，從事伐木及製材，故稱
匠寮或枋寮。
清乾隆40年(西元1775年) 劉啟東率同縣人曾安榮、何福興、巫良基等度大甲溪，與土族交易，並於竹頭科竹銃櫃以保護移民安全。
並在溪岸建匠寮供墾民泊宿，形成昔日土牛庄漢人部落。
清乾隆43年(西元1778年)與土著相商，築社寮於社寮角社(今台中石岡萬興)，淺劉中立、薛華梅為蕃割，為與土著族交易。
劉啟東越過大甲溪派人伐木闢地，獲得中科溪北岸上辛(今台中東勢上興、廣興)與下辛(今台中東勢下興、粵寧)之地。
67.清乾隆38年(西元1773年) 劉房入墾台灣舊社新圳寮北勢坑口(今台中后里)。
68.清乾隆40年(西元1775年) 廣東 劉承知入墾台灣新竹芎林高枧圳。
69.清乾隆41年(西元1776年) 廣東嘉應州鎮平 劉訓進遷墾苗栗大湖。
70.清乾隆46年(西元1781年) 廣東 劉中立入墾台灣台中社寮角庄(今台中石岡)。屬劉開七派下。

71.清乾隆49年(西元1784年) 廣東 劉子錫、 劉子順兄弟二人入墾台灣新竹香山隙載陂。屬劉開七派下。
72.清乾隆年末期 廣東嘉應州平遠 劉定安、劉定常、劉定宏、劉定寶、劉定守兄弟5人與饒平縣人林學護、林金榜父子，林阿來、
詹來善、詹朴裕，梅縣人傅敏，大埔縣人朱來龍、朱來蘭，鎮平縣人吳九良等入墾台灣葫蘆墩岸裡新庄(今台中豐原)。後裔分傳
至東勢、苗栗頭份。屬劉開七派下巨河支派。 FA01-08-F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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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清乾隆末期 廣東嘉應州鎮平 劉定安、劉楚雲入墾台灣苗栗銅鑼。部分後裔分傳至南投草屯。屬劉開七派下巨河支派。
74.清乾隆年 福建泉州同安縣十八都鼎尾鄉 劉定安、劉葵入墾台灣台南學甲下溪洲彭城。劉葵裔孫劉雜開基學甲棧寮，劉變開基
學甲瓦寮。屬劉開七派下。
75.清乾隆年 福建泉州同安縣十八都鼎尾鄉 劉伯週入墾台灣台南北門三寮灣。
76.清乾隆年 廣東潮州豐順 劉可良入墾台灣桃園楊梅。屬劉開七派下巨湶支派。
77.清乾隆年 廣東 劉朝坊、劉可裕兄弟2人入墾台灣新竹竹北一堡石壁潭庄(今新竹芎林)。
78.清乾隆年 廣東潮州大埔 劉承豪入墾台灣新竹九芎林(今新竹芎林)。
79.清乾隆年 廣東嘉應州梅縣 劉恭辰入墾台灣苗栗白沙屯，子孫分傳至通霄、大湖等地。
80.清乾隆年 廣東嘉應州鎮平 劉純畦入墾台灣苗栗頭屋。

81.清嘉慶03年(西元1798年) 劉貽員與吳化入墾台灣宜蘭二圍、三圍(今宜蘭頭城、礁溪)。
82.清嘉慶12年(西元1807年) 廣東嘉應州鎮平 劉富龍入墾台灣桃園楊梅，道光07年（西元1827年) 再遷至苗栗頭份東興庄。屬劉
開七派下巨河支派。
83.清嘉慶13年(西元1808年) 廣東嘉應州鎮平 劉阿滿、劉奕元二人募200餘位位土著族，入墾新伯公地區(今台中東勢貽福、上
城、下城)及石圍庄(今台中東勢)。清嘉慶21年（西元1816年) 在此行形成村庄，初稱"石城"，煜年又形成"新城"，故稱此二城為上
、下城。道光末年劉奕元後裔移墾苗栗ˋ大湖。
84.清嘉慶14年(西元1809年) 廣東 劉振文與張龍登、林時秋、林勵古，入墾台灣台中新城(今台中東勢上城)。屬劉開七派下。
85.清嘉慶19年(西元1814年) 劉得昌與蔡、張、沈…諸姓，築果毅後庄楓仔林陂今台南柳營)。屬劉開七派下。
86.清嘉慶20年(西元1815年) 廣東 劉半立入墾台中大甲溪上游水底寮(今台中新社東興、中和、福興、慶西)。屬劉開七派下。
87.清嘉慶23年(西元1818年) 廣東嘉應州五華 劉鴻閏入墾台灣桃園楊梅，後移墾新竹竹東。屬劉開七派下巨浪支派。
88.清嘉慶23年(西元1818年) 廣東嘉應州五華 劉康寧、劉楊寧入墾台灣新竹九芎林(今新竹芎林)。屬劉開七派下巨浪支派。
89.清嘉慶24年(西元1819年) 劉秉項與詹、張二姓36股入墾台灣台中石壁坑(今台中東勢明正)。屬劉開七派下巨浪支派。
90.清嘉慶年 廣東 劉淑夜與張猛、塵沙、周豬、高鑾等入墾台灣台北石新店屈尺。

91.清嘉慶年 福建漳州南靖 劉秉嵩入墾台灣宜蘭頭城。屬劉開七派下。
92.清嘉慶年 廣東潮州饒平 劉神提、劉可亮叔侄二人入墾台灣新竹關西，後裔分傳桃園中壢。屬劉開七派下巨淵支派。
93.清嘉慶年 福建泉州 劉鄭潔入墾台灣嘉義樸仔腳庄(今嘉義朴子)。
94.清道光14年（西元1834年) 廣東嘉應州鎮平 劉新麟入墾台灣苗栗公館。屬劉開七派下巨河支派。
95.清道光14年（西元1834年) 劉玉 居打貓東頂堡崁頭厝庄(今雲林古坑)與居觸口之郭姓，入墾嘉義東堡公田庄(今嘉義番路)。
96.清光緒18年（西元1892年) 劉新喜入墾台灣台中后里四塊厝(今台中后里聯合、太平)。
97.清光緒33年（西元1907年) 廣東嘉應州鎮平 劉定山 由苗栗天花湖牽至台中三崁(今台中外埔三崁)。

五.劉姓來台開基祖渡台年代不詳: (補錄) FA01-09-F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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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高雄楠梓後勁：來台祖劉添 祖籍福建漳州府南靖縣劉仔頂田中鄉。
2.屏東萬巒五溝水：來台祖劉偉芳 祖籍廣東梅縣招福鄉三圳墟。
3.屏東潮州劉厝莊：來台祖劉奇川 祖籍廣東蕉嶺縣。據當地劉炎陽宗親轉述，雖然潮州劉厝莊講河洛話，萬巒五溝水講客家話，但
是潮州劉厝莊開基祖與萬巒五溝水開基祖是親兄弟。
4.嘉義梅山蔴園寮山：來台祖劉文山 祖籍福建漳州府龍溪縣廿五都。劉氏154代展基公傳至十世，文山公遷渡台灣嘉義打貓東頂堡
梅仔坑蔴園寮山開基，後裔分居嘉義梅山、雲林古坑、高雄六龜等地。
5.嘉義番路劉厝：來台祖劉贊樸 祖籍福建漳州府漳浦縣，遷渡台灣嘉義番路江西劉厝，後裔分居劉厝、竹崎樸仔埔、內埔。
6.嘉義竹崎菜堂：來台祖劉信來 祖籍福建漳州府漳浦縣，遷渡台灣嘉義竹崎紫雲菜堂，派下分居竹崎、菜堂、嘉義市等地。
7.嘉義東石州仔：來台祖劉標 祖籍福建泉州府晉江縣十都曾厝鄉，遷渡台灣嘉義東石州仔，嗣後分東石蔦松、六腳鄉溪墘厝。派下
分居於東石州仔、下寮、蔦松、朴子、嘉義、台中等地。

8.嘉義中埔鹽館：來台祖劉水 祖籍福建漳州府南靖縣村雅茅埔莿竹林腳，遷渡台灣嘉義中埔鹽館。
9.嘉義民雄下洋仔：來台祖劉玉科 祖籍廣東饒平縣石井鄉，入墾台灣嘉義民雄下洋仔，後裔分居番路公興下路、高苓橋、石鼓盤
等地。
10.嘉義民雄劉厝/彰化社頭月眉：來台祖劉天極、開基祖劉一果 祖籍福建漳州府南靖縣施洋枋頭。天極公生二子，一果、一籌，
父子三人於清康熙中葉渡海來台，入墾嘉義打貓堡(民雄)一帶。後來一籌公移墾至今彰化社頭月眉。
11.雲林東螺西堡舊眉：來台祖劉願與子劉仕鸞 於清乾隆初渡海來台灣，祖原籍福建省泉州府清溪縣(今安溪縣)，屬芝山衍派。
12.彰化花壇中口：來台祖劉繩突，祖原籍福建泉州府安溪縣。渡海來台灣彰化燕霧上保口庄(今花壇中口)。劉氏134代宋制置大使
吳王劉錡為芝山衍派始祖，芝山衍派八世劉希宇公為安溪派始祖，劉繩突公為安溪派11世，芝山衍派18世。
13.關廟花園：來台祖劉萬興(西元1707-1765)、劉元、劉萬德等， 祖籍福建泉州府同安縣塘源社十九都巷仔口。於清雍正年間入墾
台南外新豐里關帝廟庄花園(台南關廟花園)。

14.台中大甲：來台祖劉恆文，屬開七公派六世明盛公裔孫，明盛公為遷武平大田鄉開基祖。恆文公為大田第九世，壯年攜妻賴氏
渡海來台灣，入墾台中大甲開基。生三子，長始興、次錫興、三慶興。命三子慶興自台灣返回武平大田居住，以守先人墳墓。長
子始興、次子錫興均留在台灣大甲。
開七公→廣傳公→巨湶公→萬四郎公→文公一→ 1明盛公→ 2文輝公→ 3祥公→ 4廷策公→ 5國旺公→ 6子福公→7德成
公→ 8邦漢公→ 9恆文公→ 10劉慶興→ 11劉湘元→ 12劉玉明→ 13劉獻香→ 14劉英堂→ 15劉榮照、劉華照。
15.台中大里：來台祖劉正直、開基祖劉之位，祖籍福建漳州府南靖縣版寮鄉梅林社。入墾台中大里杙涼傘樹。屬劉開七派下。
16.台中新社：來台祖劉樸史(名壽宗，字朝宗)。祖籍廣東潮州府大埔縣中蘭村公州。入墾台中東勢角街，後移新社永居湖。自來
台開基祖起其字輩為『康裕能嘉，坤南萬霞，慶餘善積，千載光華』。
17.高雄岡山劉厝：開基祖劉登科，祖籍福建漳州府海澄縣13都內祠堂。先祖是劉寶公，病逝於台南。四子由台南遷居岡山，傳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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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聚落，日據時稱為劉寶公庄。
18.苗栗西湖四湖：清乾隆年 劉恩寬 祖籍廣東惠州府陸豐。入墾台灣台中苗栗四湖庄(今苗栗西湖四湖村)。妣陳氏，生五子，
漢魁、清魁、浚魁、淐魁、汝魁。屬開七公派十六世，東江十四大房之第十二房巨漢裔孫。
19.苗栗三灣：來台祖劉萬滿 ，祖籍廣東潮州府饒平縣石井鄉。入墾台灣桃園中壢後遷移苗栗三灣。妣鄒氏，生三子，聯進、阿清
、添富。屬開七公派下，東江十四大房之第四房巨淵裔孫。後裔子孫分居中壢、頭份、花蓮、新北土城。
其昭穆（字輩）『宗孔文元良，大繼益時光，可傳萬世守，家興邦得康。陶唐貽澤遠，成漢溯源長，化日皇風布，賢能應運昌』。
20新竹六家庄：來台祖劉可藏，祖籍廣東潮州府饒平縣石井鄉中央屋，屬開七公派下，東江十四大房之第四房巨淵公裔孫。入墾
台灣新竹郡六家庄、新埔等處。妣林氏，生四子，長總東、次傳授、三陳祿、四傳安。
21.台中芳山堂劉氏：來台祖劉天佳，遷移開基祖劉一純、劉一敏。天佳公生四子，一營、 一純、一敏、一總。

22.桃園八德：清朝乾隆年間，來台祖劉益惠 祖籍福建漳州府南靖縣（今南靖縣書洋鎮下版村），入墾台灣台中廳栜東下堡旗桿厝
，後遷墾桃園平鎮東勢土地公崙。
清朝咸豐03年(西元1853年)再遷墾桃園蘆竹福興庄下茄苳溪，後裔秀聰公之孫奕標，字新創(南靖版寮漕碓背13世)，派下再遷至
桃園八德上茄苳溪三界廟後溪邊(昔稱大份)定居(今桃園八德茄苳里)。
福建漳州府南靖版寮漕碓背宗祠堂號為『追繼堂』，建於清雍正03年(西元1725年)，開基祖萬七郎公，諱維厚。其昭穆（輩名）為
『萬孟念仲季，世文宗漢源。益秉奕鼎光，興進讓朝蘭。聯發榮隆傳，長玉成裕常』。版寮鄉為永定縣南門開基祖萬億公17世孫
，南靖版寮漕碓背 秀聰公與弟秀復公為11世。

23.桃園蘆竹：來台祖劉天造、劉色 祖籍福建漳州府漳浦縣六都東門外，父子入墾台灣桃園蘆竹，派下分居桃園八德、台中等地。
開基始祖萬七郎公，諱維厚。天造公為永定縣南門開基始祖萬億公17世孫，南靖版寮漕碓背始祖萬七郎公12世孫。
24.桃園平鎮：來台祖劉璞珍(諡剛明)妣林氏，生四子，武略、萬炳、萬蔚、萬萃。璞珍與二哥奇珍、三哥華珍、侄劉舉、劉色
(大哥長、次子)共五人，由祖籍廣東潮州府饒平縣元歌都山前鄉山前牛皮社渡海來台灣。
入墾台北觀音山八里坌大小份，後因閩客不睦，時發衝突，因而遷居桃園龜山崁頂。奇珍、華珍、璞珍兄弟三人自此分居，各立門
戶。奇珍公、華珍公無嗣，萬蔚公繼承兩大房。
萬蔚公移居平鎮雙連坡，武略公移居平鎮湖口新屋。萬炳公移居中壢平鎮三座屋後大崙芝芭里。萬萃公遷居台北新莊後再移居宜蘭
，後再移居平鎮北勢。

25龜山塔寮坑：來台祖劉國化、劉可永父子2人於清乾隆年間，由祖籍地廣東潮州府饒平縣元歌都浮山深圳下田厝，入墾台灣桃園龜
山鄉塔寮坑。十五世 傳良公遷徙中壢興南庄，傳喜公移居新竹 關西 北山里。十六世 壬清公擇現址蓋天祿堂祖祠一座。
26.桃園中壢石頭庄：來台祖劉乾業，於清雍正、乾隆間，入墾台灣桃園中壢石頭庄。為開七公之子廣傳公後裔，劉氏138代廣傳公生
14子，稱東江14房，乾業公為第二房139代巨淵公後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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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桃園中壢青埔里：來台祖劉榮財，祖籍廣東潮州府饒平縣元歌都石井鄉中央厝。為開七公之子廣傳公後裔，劉氏138代廣傳公生
14子，稱東江14房，劉氏139代巨淵公後裔，劉榮財為劉氏156代。
於清乾隆年間，劉榮財夫妻攜四子，長阿讚、次振幅、三陳懷、四陳德。入墾台灣台北桃澗堡青埔庄(今桃園中壢青埔里)後裔分居
台北、桃園、觀音、平鎮、中壢、青埔新庄村、美國等地。
其昭穆(字輩)為『宗孔文元良，大繼益時光，可傳萬世守，家興邦得康。陶唐貽澤遠，成漢溯源長，化日皇風布，賢能應運昌』。
28.據《民國南靖縣志》和書洋下版寮《劉氏族譜》記載。明末清初，福建南靖縣書洋下版寮劉姓萬七郎公派下入墾台灣開基人數
有110多人。9-18世遷台有:

 9世劉漢清、劉漢典，10世劉源秀、劉源昆、劉源盛等於清康熙年間入墾彰化、大甲等地。
 11世劉益潭、劉益道等25人於清乾隆年間入墾彰化、大甲、楓樹腳、苗栗等地。
 12世劉秉序、劉益道等20人於清乾隆年間入墾苗栗大湖、桃園平鎮、彰化等地。
 13世劉奕湖、劉奕富等28人於清嘉慶年間入墾台北梳根、桃園、彰化等地。
 14世劉增剩、劉增湖、劉鼎會、劉鼎捷等17人於清道光年間入墾台北梳根、彰化等地。
 15世劉光達、劉元瓏等8人於清道光年間入墾彰化、台北、桃園等地。
 16-18世劉寶样、劉茂林等10多人於民國後入墾台北、台中等地。

29.台南學甲彭城：來台祖劉葵 祖籍福建泉州府，於清乾隆年間遷渡台灣台南學甲彭城，後裔分居台北、高雄等地。
30.台北淡水：來台祖劉芳場 祖籍福建泉州府彭萊鄉 ，於清道光年間遷渡台灣台北淡水。
31.據《晉江東石塔投劉氏族譜》記載:清初年福建晉江縣11世劉元炳入墾澎湖。清康熙年間 12世劉文添、劉文從、劉文洪、劉文坦，
13世劉尚印、劉尚訓、劉莊榮、劉莊合等入墾嵌頂瓦窯溝、台南六甲等地。14世劉遂按、劉遂炎等25人入墾嵌頂、溪州、台南六甲
等地。15世劉進離、劉進良、劉進篡等34人入墾劉厝庄、台南海埔(麻豆)、溪州寮(台南鹽水港堡)、桃園新埔竹圍仔、番仔寮(台南
鹽水港堡)、鹿港海埔厝等地。清乾隆、嘉慶、道光年間，劉迪守、劉迪菊等22人入墾鹿港海埔厝、台南六甲、台南鹽洲(學甲)等地
。17世劉兹桃、劉兹的等12人入墾彰化。

32.據《清源留安劉氏族譜》記載:清康熙、乾隆年間，福建永春縣劉宜裕，18世劉施回入墾台灣。 19世劉文宏、劉文墾 ，21世劉
典咏等入墾嘉義、彰化等地。
33.據《永春桃園西蓮劉氏云蓮堂志》記載:清乾隆年間，劉明雙全家遷移台灣。民國期間 劉澄清、劉澄彭遷移台灣台北。
34.據《永春達埔章內劉氏族譜》記載:劉安琦、劉安國、劉達誼、劉振偉、劉文德等遷移台灣。
35.民國期間:福建莆田劉瑞林、福建仙游度尾鎮劍山村劉楊清遷移台灣台北。
36.民國期間:福建長汀縣 劉啟誠長女劉藻琴入台灣台中女子中學任教，長子劉江華畢業台灣大學。
37.福州府蒼山鳳岡劉宅村:劉純、劉昌祖後裔劉友肅、劉友域入墾台灣。劉必熙、劉寶成、劉伯公入墾台北。劉伯舵入墾屏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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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浦村:劉晉玉、劉晉燧、劉可珍等入墾台北，劉景松等入墾台灣澎湖。塘下村:劉道進，馬榕村:劉友中、劉友平等48人入墾台北
。其他:劉道正、劉伙弟入墾高雄。劉生官、劉友雄、劉景星、劉灣悌、劉依黨、劉鴻蓉、劉可聞、劉可屏、劉武欽等入懇台灣。
劉鴻章、劉永濟、劉永鍇入墾台北。劉鴻彬入墾台南。劉文棫入墾桃園。
38.福州鼓樓東街石井巷:劉溢川(建勛)，光祿坊:劉浩業、劉崇宏、劉廣京、劉兹業、劉球業、劉廣定等34人，台江區:劉行灼、劉行忠
、劉行美入墾台灣台北。山頭角:劉昌海入墾屏東，劉昌伙入墾花蓮。
39.福州晉安區鼓山鄉:劉孔貴、劉孔仁、劉孟洛、劉德瑞等入墾台灣基隆，劉敬森等35人入墾台北。新店後阪:劉孝鏡、劉友慈，
鼓岭鄉:劉振桂、劉慈六、劉友錢、劉德漢、劉宜寶等入墾台北。

40.福州閩侯縣:劉友旭、劉余盛、劉昌金、劉昌寶等入墾台灣台南。劉松伙、劉松善、劉德成、劉永春、劉永鐘等入墾台灣。劉尚增
、劉尚彪、劉紹英、劉仕華等入墾台灣台北。
41.福州閩清縣:劉久鑒、劉我琮、劉嘉勛、劉嘉祺、劉揚嚴、劉步華、劉積建、劉忠恬、劉滔木、劉思敬，永泰縣:劉仁傅，福清市
:劉經義、劉道照、劉元海、劉元銓、劉永鐘等入墾台灣台北。福清市:劉道喜、劉道其、劉元秩等入墾台灣基隆。

42.福州平潭縣:劉子光、劉大獅、劉細弟、劉益球、劉宏冬、劉玉瑞、劉玉端、劉錦官、劉景中、劉景天、劉建忠、劉用燦、劉用
國、劉友鏈、劉阿哥、劉天述、劉志坦、劉鳥二、劉仁官、劉寶凱、劉元菊、劉小龍、劉永嫩、劉永珠、劉用銓、劉孝光、劉善
通、劉景能等入墾台灣。劉景存、劉炎炎、劉伙弟(友念)、劉志坦等入墾台灣桃園。劉泉順、劉仁義、劉金寶等入墾台灣台中。

43.閩東、閩北民國期間:劉振、劉邦瑩、劉邦象、劉塞雲、劉經華、劉小楨、劉小英、劉晓燕等入墾台灣。劉與梁入墾雲林虎尾。

FA01-13-F0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