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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中)	摘要

清末，林枝嗣家族十三世祖林暹，於乾隆7年(1742)前後，渡海來台。初居鹿港後循烏溪而上，至柳樹楠、霧峰地區開墾。開創林枝嗣家族最初基業。然在第15、16世卻與霧峰林家爆發嚴重衝突，由於林媽盛因素，兩家結仇時間，橫跨兩世代，讓林枝嗣兄長林泉加入戴潮春陣營，而事件後家產充公。族人林應時不甘田產遭沒入，契而不捨對霧峰林家發動法律攻勢，在雙方司法案件攻防下，最後於光緒7、8年間判決結束，林枝嗣家族得到補償銀，但在柳樹楠田產不再是林家所有。在戴潮春事件後，林枝嗣家族遷移南屯鎮平，林應時居烏日九張犁，林家進入一個風雨漂泊的危機，而在烏日地區，地方家族基本上不歡迎這個外來家族。為了重振家業，實質扎根南屯、烏日地方，新領導人林光輝採取了合作、協助鄉里，並挽回民心模式。1895年後進入日治時期，殖民統治讓所有台人皆面臨一次轉變。林光輝抓住契機，參與新興事業、產業組合，並透過宗廟創建修補了與霧峰林家關係。在林光輝帶領下也是林家中挫再起的階段，後續接班人林清雲更聯手在地勢力，爭取台人利益，追求與日人一樣平等的待遇。林青雲熱衷於南屯產業組合讓家族找到適合

致富舞台，直至昭和12年(1937)，中日戰爭開前，也是林枝嗣家族最強盛期。但隨著戰爭嚴峻，南屯產業組合與各種農業團體，合併成為三級制的「農業會」。戰後國民政府來台，農業會面臨國家體制從上到下的改組合併，並成為各方勢力角逐領域。家族最後領導人林金聲，沒有因228事件而消逝，在農會改組議題上仍可見他的聲音，為累積分量，他更升任台灣省第二屆臨時省議會省議員，但在任期結束後，選擇默默淡出政治舞台。很快地，林枝嗣家族進入衰落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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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英)	

The Research of the Lin Qi Si Family History

ABSTRACT

     This article is intended to uncover the history of Lin Qi Si family. The paper discusses how Lin Xian crossing the Taiwan Strait to immigrate to Taiwan in 1742. Lin Xian is one of the first immigrants and he is the ancestor of Lin Qi-Si family. At first he lived in Lukang, then he followed the Wu River to the Wufeng area for land surveying.

Lin Xian created the foundation of the Lin Qi-Si family. However, during the 15 to 16 generations, Lin Qi-Si family had a serious conflicts with Wufeng Lin. And because of Lin Ma-Cheng’s death, Lin Quan, Lin Qi-Si elder brother, joined Dai Chao-chun’s rebellion against Qing Dynasty. After the incident, some of the Lin Qi-Si family’ property was forfeited by the goverenment. Lin Ying-shih, a menber of the Lin Qi-Si family, filed a lawsuit against the Wufeng Lin. In 1882, the goverenment sentenced that Lin Qi-Si family can get recompense. But the land in the Liu Shu Nan were no longer belongs to them.

After Dai Chao-chun’s rebellion, Lin Qi-Si family moved to Nantun Zhen Ping and Lin Ying-Shi moved to Wu Ri Jiu Zhang Li, they had to face the crisis of existence. In Wu Ri, locals did not welcome this foreign family. Lin Qi-Si family must win locals respect and extended family. Lin Guang-Hui, the new family leader adopted a cooperative attitude to help the locals affairs.

The Qing Dynasty ceded Taiwan in 1895, Taiwan experienced a transformation under the Japanese colonial rule. Lin Guang-Hui took the chance to join the Cooperative Union which is a new development model of rural management. He led his family and his career to a new height ,and he reconciled with the enemy, Wufeng Lin. His successor, Lin Qing-yun joined political groups to fight for the interests of Taiwanese. Lin Qing-yun has a passion for Nantun Cooperative Union and made a fortune for the family. Lin Qi-Si family became rich and powerful, until 1937, Japan launched an all - out war of against China.

    As the war went grim, Nantun Cooperative Union and various agricultural groups were being reorganized into the three level Agricultural Association. In the end of World War II, Kuomintang government took over Taiwan. The Agricultural Association were being reorganized from top to bottom, it became a prize for interest groups.

Lin Jin-Sheng, the last famious family leader wasn′t killed during 228 incident, he still express his opinions on the reorganization of the Farmer′s Association. Lin Jin-Sheng was elected to the Second members Taiwan Province Quasi-council. After the end of his term, Lin Jin-Sheng gave up on his political life. And Lin Qi-Si family went downsi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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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種與農業增產，實有莫大關係，請問光復以來，蓬萊米有無新品種之育成〉，台灣省議會史料總庫，台灣省議會公報，典藏號：002-02-02OA-05-6-5-01-00225，1955年1月。

〈對於推行工業建設的結果，務須切實加以檢討與改進〉，台灣省議會史料總

庫，議事錄，典藏號：002-02-01OA-02-6-8-0-00411，1954年8月。

〈第二屆臨時省議會第三次大會，林金聲十點補充詢問〉，台灣省議會史料總

庫，議事錄，典藏號：002-02-03OA-02-6-4-0-00152，1955年9月。

〈請政府盡快扶植及保障民營工廠的發展俾使完善的實現臺灣工業化計劃藉以安

定民生充實國力案〉，台灣省議會史料庫，省議會公報，典藏號：002-02-

01OA-04-5-3-03-008371，1954年8月。

〈省府肆參府建工字第八三七五四號函〉，台灣省議會史料庫，省議會公報，典

藏號：002-02-01OA-04-5-4-03-01171，1954年10月。 

〈為各縣市代征國省稅的經收費應由各縣市政府量情處理妥善支配案。〉，台灣省

    議會史料庫，省議會公報，典藏號：002-02-01OA-04-5-3-02-00696

〈請政府准將臺中市毗鄰現屬臺中縣之烏日、大里、霧峰、太平四鄉編入臺中市行

政區域內俾解決台中市糧食經濟之自給自足方合情理並符實際案。〉，灣省議

會史料總庫，省議會公報，典藏號：002-02-02EA-05-5-3-01-00580，1955年3月。



二、古文書 

何鳳嬌、林正慧、吳俊瑩 編輯，《霧峰林家文書集：田業租谷》。台北市：國史

館出版，2015年12月。

洪棄生，《瀛海偕亡記》，臺灣文獻叢刊第五九種。臺北市：台灣銀行經濟研究

室，1959年。

洪麗完編，《臺灣古文書專輯》。下冊，台中縣：台中縣立文化中心出版，1996

年10月。

洪麗完編，《臺灣中部平埔族群古文書研究與導讀：道卡斯族崩山八社與拍瀑拉

族四社》。下冊，台中縣：台中縣立文化中心出版，2000年3月。

台灣文獻類編，《台灣先賢詩文集匯刊(第二輯)》。台北市：龍文出版社，1992年。



三、官方出版品

 (一) 統計報告書

王明蓀計劃主持，《臺中市南區及南屯社區總體營造資源調查計畫報告書》。臺中

    市：臺中市立文化中心，1997年。

王志誠編，《南屯鄉土調查．日治時期史料編譯》。台中：台中市政府文化局，

2015年12月。

陳聽安、黃松榮編撰，《台灣地區農會信用業務之改進》。台北市：行政院研究發

    展考核會，1978年6月。

臺灣產業組合協會台中州支會編，《全島產業組合現勢》。台中：天野精壯出版，  

    1939年。

(二) 志書

台中縣政府編撰委員會編，《台中縣志》卷2住民志．第1冊人口篇、氏族

篇。台中縣：台中縣政府出版，1989年9月。

黃秀政編，《台中市志･人物志》。台中市：台中市政府出版，2008年12月。

黃秀政編，《台中市志･政事志》。台中市：台中市政府出版，2008年12月。

康原、陳修平主編，《烏日鄉志．歷史篇》。台中縣烏日鄉：台中縣烏日鄉公所，

2003年6月。

陳瑞堂監修《台中市志》卷2，政事志，行政篇。台中：台中市政府出版，1977

年。

張勝彥，《臺中縣志》卷3，政事志．第1冊。台中縣：台中縣政府出版，1989

年9月。

楊正寬編撰，〈政治志．考銓篇〉，《重修台灣史通志》。臺中：台灣省文獻

    會，1996。

廖德華編，《烏日文史彙編》上冊。台中縣烏日鄉：台中縣烏日文史協會，

2002年。

廖德華編，《烏日文史彙編》下冊。台中縣烏日鄉：台中縣烏日文史協會，

2002年。

臺中廳庶務課編，《臺中廳管內概要(一)》。中國方志叢書239，日本大正8年排印

影本，台北：成文出版社再印出版，1985年。

(三) 人名錄

大久保源吾編，《全島水利組合職員錄．昭和六年》。臺北：全島水利組合職員錄

發行所，1931年。

新民報社，《台灣人士鑑．五周年紀念刊》。台北：台灣新民報社出版，1937年。 

[日]遠藤克巳發行，《人文薈萃》。臺北：遠藤寫真館出版，1921年7月20日，

頁220。

鷹田取一郎，《台灣列紳傳》。臺北：臺灣總督府，1916年。



四、日記

林獻堂著，許雪姬編，《灌園先生日記（四）：一九三一年》。臺北：中央研究院 

    臺灣史研究所籌備處，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3。

林獻堂著，許雪姬、周婉窈編，《灌園先生日記（五）：一九三二年》。臺北：中

    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籌備處，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3。

林獻堂著，許雪姬、呂紹理編，《灌園先生日記（六）：一九三三年》。臺北：中

    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籌備處，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3。

林獻堂著，許雪姬編，《灌園先生日記（七）：一九三四年》。臺北：中央研究院

    臺灣史研究所，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4。

林獻堂著，許雪姬編，《灌園先生日記（十一）：一九三九年》。臺北：中央研究

    院臺灣史研究所，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6

林獻堂著，許雪姬編，《灌園先生日記（十四）：一九四二年》。臺北：中央研究

    院臺灣史研究所，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7。

林獻堂著，許雪姬編，《灌園先生日記（十六）：一九四四年》。臺北：中央研究

    院臺灣史研究所，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8。

林獻堂著，許雪姬編，《灌園先生日記（十八）：一九四六年》。臺北：中央研究

    院臺灣史研究所，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10。

楊守愚著，許俊雅、楊洽人編，《楊守愚日記》。彰化：彰化縣立文化中心，1998年12月。



五、專書

丁文郁、胡忠一，《台灣農會史》。上冊，台北：中華民國農民團體幹部聯合訓練協

會，2012年4月。

丁文郁、胡忠一，《台灣農會史》。下冊，台北：中華民國農民團體幹部聯合訓練協

會，2012年4月。

台灣總督府情報課，《大東亞戰爭と台灣》。台北：台灣總督府，1943年5月。

白井朝吉、江間常吉，《皇民化運動》。台北：東台灣新報社台北支局，1939年10

    月。

李力庸，《日治時期台中地區的農會與米作(1902-1945)》。台北縣：稻鄉出版社

，2004年10月。

李獻璋編，《臺灣民間文學集》。臺中：臺灣新文學社出版，1936年初版6月。

林呈蓉，《皇民化社會的時代》。台北：台灣書房出版，2010年12月。

林惠敏，《犁頭店古早影像》。台中市：財團法人萬和文教基金會出版，2002年2

月。

林文龍，《彰化書院與科舉》。台中：晨星出版有限公司，2012年2月。

林清隆、胡立人編，《臺中林氏宗廟建廟九十周年特刊》。台中市：財團法人林氏

宗廟出版，2009年11月29日。

吳文星，《日據時期台灣社會領導階層之研究》。台北市：正中書局，1992年3月。

柯志明，《米糖相剋－日本殖民體制下臺灣的發展與從屬》。台北市：群學出版社，

     2003年3月。

原幹州，《臺灣地方自治法制》。台北：勤勞と富源社，1932年。

陳銘城、張國權等編著，《台灣兵影像故事－為誰戰?為何而戰?》。台北：前衛出版

    社，1997年10月1日，頁11。

黃富三，《霧峰林家的中挫》。台北市：自立晚報出版社，1992年9月。

黃仁姿，《國民黨政權與地方菁英．1950年代的農會改組》。台北市：國史館出版 

，2011年7月。

柴田貞一編，《決戰下の臺灣產業組合》。臺北：臺灣產業組合聯合會，1944。

許佩賢，《台籍菁英的搖籃：台中一中》。臺北縣新店市：向日葵文化出版，2005

年。

臺灣省合作金庫研究室編，《臺灣省合作金庫十年誌》。臺北：臺灣省合作金庫研

    究室室，1956年。

彰化銀行百年史編輯委員會，《彰化銀行百年史》。臺中：彰化商業銀行，2005

年。

趙智，《簡明美國史》。台北：廣達文化出版，2013年8月。

歐素瑛、陳中禹、黃翔瑜、謝嘉樑、王順節、李巧雯編撰，《台灣省議會會史》。 

    台中市：台灣省諮議會，2011年5月。

潭培根主編、涂志偉著，《臺灣涉漳舊地名與聚落開發》。下冊，中國：廈門大學

出版社出版，2012年8月。

澀谷平四郎，《台灣產業組合史》。台北：台灣產業組合時報社，1934年7月。

龔宜君，《外來政權與本土社會改造後國民黨政權社會基礎的形成(1950-1969)》。

    台北縣：稻鄉出版社，1998年8月。

 [美]大衛布克著、陳翠英編譯，《破繭而出－家族企業面面觀》。臺北：聯經出版， 

    1988年1月。

J. M. Meskill, A Chinese Pioneer Family：The Lin of wu-feng,Taiwan, 1729-

1895, New Jersey：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9.



六、期刊、學位論文、專書論文(案字首筆劃順序排列)

(一)期刊

李文良，〈土地行政與契約文書—台灣總督府檔案抄存契約文書解題〉，《臺灣史

研究》，第11卷第2期(2004年12月)，頁223-242。

何義麟，〈1930年代台灣人的國族認同－以台中「東亞共榮協會」之發展為中

心〉，《文史台灣學報》，第1期(2009年11月)，台北：國立台北教育大學台灣文化研究所，頁222-241。

洪紹洋，〈台灣基層金融體制的型構：從臺灣產業組合聯合會到合作金庫(1942－

1949)〉，《台灣史研究》，第20卷第4期(2013年12月)，台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頁99-134。

黃富三，〈霧峰林家京控案餘波－清代台灣中部豪族對抗之案例〉，《台灣史研究

期刊》，第1卷第1期(1994年6月)，頁26-52。

黃秀政、林鉦昇，〈日治時期林氏宗族在臺灣中部的發展以臺中市林氏宗廟相關

派衍為中心〉，《興大人文學報》，34期(2004年6月)，頁871-927。

曾品滄，〈辦桌－清代臺灣的宴會與漢人社會〉，《新史學》，第21卷4期，2010年

12月，頁1-55。



(二)學位論文

林鉦昇，《臺中地區林姓族人的發展（1701—1945）—以林簪家族為例》。國立中

    興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02年6月。

王美惠，〈1930年代台灣新文學作家的民間文學理念與實踐—以《台灣民間文學

    集》為考察中心〉。國立成功大學歷史研究所博士論文，2007年。

江俊銓，〈日本赤十字社台灣支部研究〉。桃園：國立中央大學歷史所碩士論文，

2006年。 

(三)專書論文

黃富三，〈日本領台與霧峰林家之適應-以林朝棟為中心〉，收入國立台灣大學歷史

    學系編，《日據時期台灣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台北市：國立台灣大學歷

    史學系，1993年6月。

許雪姬，〈1950年代前後台灣的省籍問題〉，收錄於余敏玲主編，《兩岸分治：學術

建制･圖像宣傳與族群政治(1945-2000)》台北市：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2011年7月。

林蘭芳，〈日治時期產業組合與台灣農村〉，收錄於李力庸等人編，《新眼光台灣史

研究面面觀》新北市：稻鄉出版社，2013年8月。

七、族譜

林汀洲主編，《林氏大族譜》。台中縣烏日鄉：興文出版社，1969年9月。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輯，《臺灣霧峰林氏族譜》。臺灣文獻叢刊第二九八種，台

    北：台灣銀行出版，1971年12月。

八、私人史料

(一)「林仲懿家族文書」

「耀卿先生圖讚」由林仲懿先生提供

「林光輝銀杯褒獎狀(黑白影印件)」由林仲懿先生提供圖片筆者影印翻拍

「林光輝赤十字社特別會員狀」由林仲懿先生提供

「昭和11年林仲懿家土地贌耕明細帳表」，由林仲懿先生提供

「昭和17年林仲懿家土地贌耕明細帳表」，由林仲懿先生提供

「烏溪防治組合費繳費單」，由林仲懿先生提供

「大日本婦人會會費單」，由林仲懿先生提供

「豐榮水利組合組合費單」，由林仲懿先生提供

(二) 個別資料提供者

「林士枝祭祀公業更正繼承表」，由林錦樹先生提供

「烏日林家族譜」，由林福田先生提供



九、口述記錄

附錄1，張智偉訪談、紀錄，〈林鴻淇先生訪談紀錄(一)〉，2017年4月12日於林先

生家中。

張智偉訪談、記錄，〈林鴻淇先生訪談錄(二)〉，2017年6月18日於林先生家中，

    未刊稿。

張智偉訪談、記錄，〈林仲懿先生訪談錄〉，2015年9月3日於林先生家中，未刊

稿。

張智偉訪談、記錄，〈林錦樹先生訪談錄〉，2017年4月2日於林先生家中，未刊

稿。

張智偉訪談、記錄，〈林福田先生訪談錄〉，2017年4月9日於林先生家中，未刊

稿。

張智偉訪談、記錄，〈林洪儒先生訪談錄〉，2017年4月11日受訪於林家祖墳，未

刊稿。

十、數位網路資料

臺灣文獻叢刊資料庫：http://tcss.ith.sinica.edu.tw/

中研院民族所數位典藏：http://www.ianthro.tw/

中研院臺灣史檔案資源系統：http://tais.ith.sinica.edu.tw/sinicafrsFront/browsing.jsp

日本內閣府網站：http://www.cao.go.jp/index.html

日治時期法院檔案資料庫：http://tccra.lib.ntu.edu.tw

日治時期期刊影像系統：http://stfj.ntl.edu.tw/cgi-bin/gs32/gsweb.cgi/login?o=dwebmge

台中市立台中第一高級中等學校網站：http://w2.tcfsh.tc.edu.tw

大豐製粉廠網站：http://www.tafongflour.com.tw/w1_about_us.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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