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稅院家聲 

鄧符協遷居於岑田之後，將一世祖鄧漢黻之骨殖

移於丫髻山之玉女拜堂，二世祖鄧冠則於元朗之金

鐘覆火，三世祖鄧旭則於荃灣曹公潭之半月照潭。

而日後鄧符協則卜葬於丫髻山之仙人大座。在鄧符

協的努力開墾下，鄧氏子孫繁衍開枝，成為一大族。 

 鄧符協生二子，長名陽、次名布；陽生一子名珪、

布生一子名瑞；珪生二子名元英、元禧；瑞生三子

名元禎、元亮、元和。元英、元禧、元和之子孫分居於東莞的竹園、雁田及懷德；元禎子孫

居屏山，元亮子孫居錦田。此五元祖即五大房。 

 鄧元亮於宋徽宗時官至承務郎，任江西贛州縣令。後來金人入侵中原，宋兵節節敗退，宋

徽宗、欽宗二人被金人所擄，宋高宗遷都臨安。帝

號建炎。三年(1129)，金兵再犯江南，宋朝皇室中人

流散至贛州，衛隆祐王后及潘妃等被困，官人四散，

高宗之女趙氏，年僅八歲，亦失散。鄧元亮起兵勤

王，平定戰亂，並於路上收留趙氏女，但幼女不肯

將身世相告，只說自己是中州趙姓。元亮將趙女收

留並撫養成人，並將趙女許配與其子鄧自明。二人

婚後生下林、杞、槐、梓等四子。鄧自明於宋孝宗

已丑年(1169)逝世，趙氏撫育四子成才。當時宋光         (自明祖之墓 狐狸過水) 

宗(1190)即位，而趙氏亦老，於是命長子鄧林持其手書及當年高宗之信物上朝，面見光宗。

光宗帝查明真相，大為感動，立即相認，並稱趙氏為皇姑，封為郡主，追贈鄧自明為稅院郡

馬，長子鄧林授迪功郎，其餘三子封為國舍，皇姑辭歸京師，仍居東莞。宋光宗乃賜東莞良

田，以為脂粉資。由於鄧氏得姓南陽，而鄧自明又為稅院郡馬，所以錦田的祠堂、村屋，都

會寫有「南陽世澤，稅院家聲」的對聯。 

 後林祖子孫分居龍躍頭、杞祖子孫分居東莞、槐祖子孫分居大埔頭、而梓祖子孫仍居錦田。

鄧自明之墓位於元朗坳頭，與屏山二世祖鄧萬里之墓並列，名曰狐狸過水，而皇姑之墓則在

東莞石井村獅子嶺，現今之東城區．名為獅子滾球，又名草尾垂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