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坐言集之錦田鄧氏入粵 

 

關於鄧氏遷居錦田的年代 

  鄧氏是「新界」五大家族之一，鄧氏原籍江西吉水縣白沙村，宋代遷居到此，這是沒

有問題的，但對於遷居錦田的年代和始祖，卻歷來有兩種說法。 

  一為「漢黻遷居錦田」說：北宋初，江西吉水白沙村人鄧漢黻，官至承務郎，宦游廣

東，樂粵俗之淳，於太祖開寶六年（公元 973 年）卜居於東莞岑田，即今之錦田，是為

江西鄧氏遷居錦田始祖。根據屏山父老鄧聖時先生提供的《錦田鄧氏族譜》、《屏山鄧氏

族譜》均主此說，並有《田賦記》、《鄧氏族譜圖記》、《符公碑文記》、《南屏鄧公墓銘》

等歷史文獻以資佐證。                   

  一為「符協遷居錦田」說：鄧符，字符協，號瀛齋，於北宋神宗熙寧二年（公元 1069

年）登進士，獲授承務郎，權南雄淬，即權攝南雄一百人事務的暫代官職，後來出任陽

春縣令。後宦游至寶安，因覺風土之優美，乃奉三代考妣，遷葬於此，並於圭角山下，

創辦力瀛齋，建書樓，讀書講學，為鄧氏遷居錦田始祖。清嘉慶年間王崇熙撰《新安縣

志》主此說，且在香港流傳甚廣，出版物中多所引用。 

兩說相比，前後相差九十六年。「漢黻遷居錦田」說，理由是：鄧氏老族譜由鄧氏十

三世祖、明寧國府正堂鄧彥通續寫，成書年代在十四世紀末，遠遠早於清嘉慶年間編纂

的《新安縣志》。鄧彥通在族譜中著有《田賦記》，寫道：“余先祖吉水人也，始祖承務

公自宋室開寶六年(973)入嶺，創業於東莞之岑田，遂家焉”。《鄧氏族譜圖記》載：“承

務公於開寶之六年以宦遊入廣，樂廣土風俗之淳，遂即邑之岑田居焉”。且有其他旁證

甚多，如：1565 年，鄧世隆撰鄧氏族譜序稱：「漢黻公膺承務郎，宦游入廣東，……遂

築室建基於邑之岑田……此公為一世初祖也。」1566 年，鄧垂范撰《符公碑文記》稱：

「漢故先……開寶中興始徙東莞岑田裡。」1708 年，《鄧都慶堂五大房間派宗祠重修碑

記》稱：「始祖漢黻公仕宋為承務郎，於開寶六年宦游至粵，卜居於莞之九都圭角山下。」

由此足見，鄧氏族譜本身流傳有序，為粵派鄧氏五大房所公認，其權威性當無可懷疑，

而《縣志》編纂者王崇熙係外姓人言鄧家事，且無旁證，不足為憑。結論：鄧漢黻為江

西鄧氏遷居錦田始祖；而鄧符協為鄧漢黻四世孫，雖有創辦力瀛齋之盛舉，但非遷居錦

田始祖。 

 上述兩說直至 2008 年，鄧族五房才有共識，在二世祖《鄧氏日旭公世系源流碑記》

上將漢黻祖奉為入粵一世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