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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六甲华人甲必丹 Notchin 与郑芳扬生平事迹补遗 

——以《龙海市文苑社郑氏族谱》为依据 

  

阮湧俰 

华社研究中心 

 

摘要 

 

荷兰殖民马六甲初期，荷兰人在不同族群中委任七位甲必丹，以有效管理马

六甲各族和便于各族群的治理。其中，Notchin 与郑芳扬先后成为马六甲前两任

华人甲必丹，主要负责处理马六甲华人社会的事务。然而，在马来西亚华人叙述

历史中，较少有关 Notchin 与郑芳扬的记载，关于他们的生平事迹众说纷纭，多

有出入。2015 年，笔者前往福建省漳州龙海市榜山镇文苑村进行田野考察时，

从郑氏族人手中获取与 Notchin、郑芳扬身世密切相关的《龙海市文苑社郑氏族

谱》，才有了对两位华人甲必丹的研究历史线索。本文将会依据《龙海市文苑社

郑氏族谱》，梳理 Notchin、郑芳扬与文苑村诒谷堂郑氏家族之间的关系。文中

所进行的厘清与分析工作，或许可成为同仁未来研究 Notchin 及郑芳扬的依据之

一，并进行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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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upplementary Note on Notchin and Tay Hong Yong,  

the Chinese Kapitan of Malacca: 

Base of Zheng Families Genealogy 

 

YON Weng Woe 

Centre for Malaysian Chinese Studies 

 

Abstract 

 

During Dutch colonial in Malacca, in order to effectively manage the various 

Malacca ethnic groups, the Dutch appointed seven different groups of Kapitan, with 

their own governance of the ethnic groups. Among them, Notchin and Tay Hong Yong 

successively became Malacca former two Chinese Kapitan, to handle the Malacca 

Chinese Society affairs. However, in the history of Malaysian Chinese, Notchin and 

Tay Hong Yong's life story less historical records, resulting in their two life stories 

appear different opinions, many discrepancies. Until 2015, a field investigation carried 

out in Wenyuan Village, Longhai City, Zhangzhou, Fujian Province, from the hands of 

the Zheng clan to obtain Zheng Families Genealogy and found that the genealogy and 

the two of them have close relations. Therefore, this article will be based on the Zheng 

Families Genealogy, to clarify the relationship among Notchin and Tay Hong Yong 

with Wenyuan Village Yi Gu Tang Zheng family. The above clarification and analysis 

may serve as a reliable basis for the future studies of Notchin and Tay Hong Yong for 

in-depth research. 

 

Keywords:  Zheng Families Genealogy, Chinese Kapitan of Malacca, Notchin, Tay 

Hong Y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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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六甲华人甲必丹 Notchin 与郑芳扬生平事迹补遗 

——以《龙海市文苑社郑氏族谱》为依据 
 

一、 前言 

 

明末清初，马六甲成为明朝遗民的避难地之一，当地华人甲必丹 Notchin

（又称 Notchim 或 Nootsian）、郑芳扬、李为经、李正壕、曾其禄等是不愿接受

清朝统治的代表人物。其中，Notchin 及郑芳扬与其他三位华人甲必丹的身世较

为不同，他们两人当时活跃于马六甲海峡的海上贸易的商人，却在 1644 年面临

破国亡家的困境，最终只能前往马六甲避难。由于战乱的因素，导致他们及后代

与中国的家族成员失去联系，甚至因年代久远，加上马六甲铭刻资料残缺不全，

造成对他们生平事迹考证无法顺利进行。 

 

纵观现今学术界的研究成果，有关 Notchin 及郑芳扬的研究，主要有黄存燊

（1963）的 A Gallery of Chinese Kapitans、日比野丈夫的《マ ラ ッカの チ ャ

イニ ー ズ ･カ ピタンの系譜》（1967: 88-108）、《マラッカのチャイニーズ

・カピタンの系譜：補遺二則》（1971: 58-60）、《马六甲华人甲必丹——关于

近年新发现的资料》（1991: 116-120）、郑良树的《马六甲华人甲必丹补义》

（1984: 2-7）以及庄钦永（1984: 100-101）的《马六甲华人甲必丹补遗》等文

章。虽然，这些文章对马六甲华人甲必丹的历史资料进行考证及补充，然而缺乏

更有效的史料支持，导致 Notchin 及郑芳扬的历史资料出现众说纷纭的现象，仍

有待进一步深入考证。 

 

2015 年 3 月，笔者前往福建省龙海市榜山镇文苑村（又名顶南坂）（见附

图一）进行田野考察时，参观了村内的郑氏大宗，并从郑氏族人手中获得一本

《龙海市文苑社郑氏族谱》。翻阅《龙海市文苑社郑氏族谱》时，发现族谱之

“逸坡公房世系九世至十三世之图”中的十世祖郑思显及十一世祖郑启基，与

Notchin 及郑芳扬有着密切的关系。（重建大宗理事会 1999: 76）根据《龙海市

文苑社郑氏族谱》记载，郑芳扬的原乡即是现今漳州龙海市榜山文苑村。他早期

活跃于月港，先是跟随其父亲前往印尼万丹经商，而后再到马六甲定居，并成为

当地华人甲必丹。（重建大宗理事会 1999: 44）对于《龙海市文苑社郑氏族谱》

的寻获，使笔者对马六甲华人甲必丹 Notchin 及郑芳扬与文苑村郑氏大宗的关系

重新产生兴趣，对明末清初闽南侨领展开了新一轮考证。因此，本文将以《龙海

市文苑社郑氏族谱》为依据，对他们的生平事迹进行补遗，尽可能帮助后人更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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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地了解他们的事迹。 

 

二、 郑氏大宗“诒谷堂” 及《龙海市文苑社郑氏族谱》之介绍 

郑氏大宗（见附图二）位于福建省漳州龙海市榜山镇文苑村，于万历丙子年

（1576 年），由九世祖七峰公所倡建。（重建大宗理事会 1999: 51）1585 年，

郑氏宗祠建成后，其堂号命名“诒谷堂”。（见附图三）发展至今，郑氏大宗已

有 440 年，曾于康熙元年、乾隆四十五年修缮，然而却一度因受风雨日照侵蚀，

改革开放前倒塌为平地、梁木无存，所幸基石保留完整。（重建大宗理事会 

1999: 43）因此，1994 年，由廿世孙郑良涛倡议、各房委派人员，组成“重建大

宗理事会”，以商讨重建郑氏大宗事宜。最终理事会决定按旧基石的标准，在原

地重建郑氏大宗。（见附图四）郑氏大宗建成后，理事会将一至四世的祖先神主

牌，共 21 对，安置在郑氏大宗里，供郑氏后代子孙祭祀。（重建大宗理事会 

1999: 44） 

 

至于郑氏家族的族谱，则命名为《龙海市文苑社郑氏族谱》。1992 年修建

奉光堂时，由一名郑氏族人献出，经过重新整理于 1999 年装订成书，共 293

页，现由郑氏族人收藏。《龙海市文苑社郑氏族谱》将四个不同时期的版本结集

成册。最早的版本撰写于明万历四年（1576 年），在创建大宗的同时，由九世

祖郑雄（名希玄，号七峰）重修，耗时 10 年。而后，十始祖伯爵公于顺治十四

年（1657 年）再续谱序。时隔 160 年后，十七世祖颍川公于道光四年（1824

年）再续谱序。现今所见的《龙海市文苑社郑氏族谱》，乃保留道光四年的版本

——《南苑郑氏族谱》（见附图五），同时还收录了 20 世纪 90 年代重建宗祠的

资料，于 1999 年装订成书，命名为《龙海市文苑社郑氏族谱》。 

 

族谱记载的内容，除了收录历次修谱的序文之外，还包括<祖宗支派叙>、<

建祠堂记>、<修谱凡例>、<祖训>、<大宗祭祀之图>等篇章，帮助了诒谷堂郑氏

族人能从中了解其族人的迁移历史，以及建立宗祠之目的，同时专门解释了族谱

的体例及格式。世系图分为四个部分，首先以始祖世厚公为始，自一世至五世为

大纲领；其次为五世至九世，以逸坡公、坡西公为纲领；而后又分禄修公、禄尊

公、敦寿公等，分别是各房公派之祖，为九世至十三世；最后，则是以十三世至

十七世。（重建大宗理事会 1999: 5） 

 

《龙海市文苑社郑氏族谱》中有一段值得探讨的文字，即“十一世祖，启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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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在蔴六甲”。（重建大宗理事会 1999: 44）与此同时，《龙海市文苑社郑氏

族谱》还记载另一个信息——“十世祖，思显公，号我慎，在西洋万丹”，思显

公乃是郑芳扬的父亲，早期往西洋万丹发展。（重建大宗理事会 1999: 44）思显

公的名字，又称我慎，若“我慎”以闽南语发音，可以发现与 Notchin 之发音非

常相似，这有助进一步解答马六甲首任华人甲必丹 Notchin 身世之谜。因此，本

人结合《龙海市文苑社郑氏族谱》的信息和现今学术界对 Notchin 及郑芳扬掌握

的史料进行考证，探讨诒谷堂郑氏家族与 Notchin 和郑芳扬之间的关系，以期能

帮助学术界重新了解 Notchin 及郑芳扬的生平事迹。 

 

三、 诒谷堂郑氏家族与Notchin及郑芳扬之关系 

 

有关文苑村诒谷堂郑氏家族的历史，可追溯到元朝至治元年（1321 年）。

根据《龙海市文苑社郑氏族谱》的记载，当时郑祚永（字世厚，号启南，1297-

1366 年）迁入龙溪县十一都十四图南苑之西，名曰西处郑籍（今龙海市榜山镇

文苑、上苑、南苑）开基，成为文苑郑姓的开基始祖。郑祚永开基文苑后，传衍

文苑下角、花亭、洪头，上苑后社、田里厝、店仔尾、溪头、官洲，南苑三苑。

分衍诏安梅岭、五都，漳浦四都梅岭林厝巷、十都，芗城天宝，华安太深池、泉

州南门外旋木，永安、广东潮州涂浦，台湾、香港及吕宋、新加坡、马来西亚、

印尼。（重建大宗理事会 1999: 51） 

 

至于诒谷堂郑氏家族与郑芳扬之间的关系，可据《龙海市文苑社郑氏族谱》

中的三个重要信息加以论证。第一条信息即是人物名字相符合，据《龙海市文苑

社郑氏族谱》记载，“十一世祖，启基公，在蔴六甲”，与生活在马六甲的郑芳

扬，名启基，字明弘的信息相符合。（重建大宗理事会 1999: 76）第二条信息，

记载“十一世祖，启基公，在蔴六甲”的时间点，即于顺治十四年（1657 年）

的第二次修谱，亦与郑芳扬的生卒年（1632-1677 年）属于同一个时间段，这更

能进一步说明族谱中所记载的十一世祖，启基公，正是马六甲华人甲必丹郑芳

扬。最后，较为关键的第三条信息，即《龙海市文苑社郑氏族谱》中<组训>记载

“地祖文山来脉远，派出南湖源流长”，这句话说明文苑村郑氏族人源自文山，

于唐代时期入闽，先到莆田南湖，而后郑祚永从莆田南湖迁到文苑村开基。（重

建大宗理事会 1999: 292）因此，“文山”被文苑村郑氏后人视为他们最原始的

祖籍地。这与郑芳扬墓碑（位于马六甲三宝山）上的“文山”一致（见附图

六）。以上三个信息，与马六甲华人甲必丹郑芳扬的信息完全相符合，因此可以

肯定《龙海市文苑社郑氏族谱》所提及的启基公即是郑芳扬，为文苑村诒谷堂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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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世祖。 

 

郑芳扬的身世获得进一步的确认后，下文将对 Notchin 的身世进行论证。有

关 Notchin 之身世，学术界曾将 Notchin 的中文名翻译为“陆进”，但却无法从

“陆进”着手挖掘更有力的史料来证明 Notchin 真实身份。获取《龙海市文苑社

郑氏族谱》之后，经过整理郑祚永至郑启基的世系（一世至十一世）源流一览表

之后，发现郑芳扬之父亲（“第十世祖，思显公，号我慎”），其中与 Notchin

的身世关系密切。（重建大宗理事会 1999: 76）郑祚永至郑启基的世系（一世至

十一世）源流一览表，如下： 
 

表一 郑祚永至郑启基的世系（一世至十一世）源流一览表 

 

资料来源：重建大宗理事会，1999，页 55-76。 

 

从以上郑氏家族源流表可见，郑芳扬的父亲为郑思显，又称我慎，若以闽南

语发音“我慎”就能发现与 Notchin 的读音非常相近。根据林宝卿编写的《普通

话闽南方言常用词典》，“我”有两种发音，一为 ggua，是做为第一人称的代

名词；二为 ggnoo，是文读音，即所谓的读书音，而“我慎”中的“我”则是属

于 ggnoo 的发音。（林宝卿 2007: 590）“慎”在闽南话的发音则为 sin。（林宝

卿 2007: 494）因此，“我慎”的闽南话发音，即 ggnoo sin，正与 Notchin、

Notchim 的发音非常相似。根据上述的论述，Notchin 很有可能源自于“我慎”

之闽南语音译，并非早期学术界所提及的“陆进”。 

 

辈分 名字 备注 

第一世祖 世厚公 
讳祚永，号启南，祖妣何氏寛裕，生四男，约

与元朝至治元年入漳开基文苑社（1321年） 

第二世祖 泽盈公 讳君恩，号西源，世厚公长子 

第三世祖 德隆公 讳盛齋，号质齋，泽盈公长子 

第四世祖 庸奎公 号逸坡，德隆公长子 

第五世祖 禄尊公 号寂轩，庸奎公三子 

第六世祖 肃燦公 号野翁，禄尊公次子 

第七世祖 汝烈公 号樸叟，肃燦公三子 

第八世祖 宜第公 讳柯，汝烈公次子 

第九世祖 静夫公 讳廉，宜第公长子 

第十世祖 思显公 号我慎，在西洋万丹 

第十一世祖 启基公 在蔴六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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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而言之，根据《龙海市文苑社郑氏族谱》所记载的信息，可以肯定

Notchin即为我慎，也就是郑芳扬的父亲郑思显。17 世纪初，Notchin 携带郑芳扬

一同前往印尼万丹（今印尼爪哇），而后转至马六甲发展，并担任马六甲首任华

人甲必丹。获得《龙海市文苑社郑氏族谱》之后，马六甲前两任华人甲必丹

Notchin 及郑芳扬的身世得以解答。因此，下文将会通过当时漳州文苑村所处的

时代背景、以及《龙海市文苑社郑氏族谱》所提供的信息，对父子二人的生平事

迹进行补遗。 

四、 马六甲华人甲必丹Notchin与郑芳扬生平事迹补遗 

 

早在 15 世纪，郑和七下西洋期间，马六甲已是东南亚中一个重要的海港之

一。当时的马六甲王国是由拜里米苏拉所建立，凭借着优越的地理位置，成为马

来半岛最繁荣的海港之一，吸引了不少来自东西方的商人前来经商。《星槎胜

览》一书就提到：“男女椎髪，身肤黑漆，间有白者，唐人种也”，说明了明朝

之前就有中国人移居至马来半岛。（费信 1954: 19-20）然而，在郑和七下西洋

之后，明太祖下令“寸板不许下海”的海禁政策，以杜绝海上走私，只允许与外

国进行“朝贡”贸易，严禁沿海一带的居民及官员私自与外国通商贸易。（张廷

玉 1974）海禁政策推行后，出洋经商的人数虽急速下降，但是仍有部分商人通

过走私方式出洋经商。 

 

发展至隆庆元年（1567 年），明朝政府为了带动国家经济及税收发展，允

许漳州月港与东西洋各国的经商往来。月港的开放，使当地商船能够前往东南亚

各国经商，如万丹（今印尼爪哇）、越南会安、暹罗大城、马六甲等地方，皆在

当时逐步形成华人聚居区。马六甲当时还有中国村、中国溪、中国山与漳州门等

的记载。其中漳州人亦曾在马六甲担任华人甲必丹，其主要原因是受到月港蓬勃

发展的影响，促使许多漳州人往外通商，并到马六甲发展，构成漳州人的社群，

成为 16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较有影响力的群体。发展至荷兰殖民马六甲初期，漳

州人 Notchin 更成为马六甲首任华人甲必丹，以协助荷兰殖民政府处理当地华人

社会的事务。 

 

据族谱考证，可以肯定 Notchin 即是郑芳扬之父。Notchin 的中文名，即是

源自于“我慎”的闽南音译，又称思显及贞淑。贞淑之名，则是来自于日比野丈

夫早期的考据，其在文章中提及郑芳扬父亲的神主牌安置在马六甲青云亭。（日

比野丈夫 1969: 92-93）有关郑芳扬父亲之神主牌内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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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料来源：日比野丈夫 1969: 92-93。 

图一 郑芳扬父亲之神主牌 
 

以上内容显示，Notchin 生于万历丙戌年（1586 年），卒于隆武戊子年

（1648 年），享年 62 岁。郑芳扬，字明弘，又称启基，据神主牌记载，其生于

壬申年（1632 年），卒于丁巳年（1677 年），享年 45 岁，有一子，名文玄

（贤）。郑芳扬之神主牌内容如下： 

 

                         

 

 

 

 

 

 

 

 

 

             资料来源：日比野丈夫 1969: 92。 

图二 郑芳扬之神主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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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龙海市文苑社郑氏族谱》记载，马六甲华人甲必丹 Notchin 与郑芳扬

的故乡位于现今福建省漳州龙海市榜山镇文苑村，明朝时期因月港的崛起而闻

名，周边村落的居民多以海上贸易为主（见附图七）。隆庆元年（1567 年），

明朝政府因开放海禁能带动国家经济及税收发展，对月港海上贸易进行开放，允

许与东西洋各国经商。此时，漳州商民开始活跃于海上贸易，并以月港为起点，

从九龙江前往鹭江，在曾家湾（现今的厦门曾厝垵）等待季候风变化，再航行至

东南亚各国进行贸易。Notchin 与郑芳扬也不例外，他们最初先选择前往印尼万

丹发展。（重建大宗理事会 1999: 76）当时，万丹乃是爪哇岛北海岸最繁华海港

之一，主要原因是葡萄牙人占领马六甲之后，原本在马六甲海峡贸易的阿拉伯与

中国商人，纷纷转经万丹进行交易。17 世纪初，荷兰东印度公司在万丹设立官

方贸易站，以收购爪哇岛西部及苏门答腊南部地区的胡椒，因此吸引不少商人前

来采购胡椒。（李东明 2012: 21）此外，早在 16 世纪末，每年平均有八或九艘

中国大船等候 12 月东北季候风，满载着陶瓷器、纺织品和其他日用品，从漳州

和厦门等地驶抵万丹，然后于翌年五六月顺西南季候风，将收购的胡椒和香料等

运载回国。（温广益、蔡仁龙、刘爱华、骆明卿 1986: 78）据此推论，Notchin

从漳州月港出洋至万丹的目的，有较大可能性是为了收购胡椒或其他海外稀有货

品，然后再运至中国。随后，Notchin 转至马六甲发展，在荷兰殖民马六甲一年

后，有史料记载马六甲约有 200-300 名华人居民，而 Notchin 成为当地华人社群

的甲必丹，其居住在马六甲城北面，为一名小商人。（Leupe 1936: 117） 

 

直至明末清初，华人移居至马六甲的情况有所改变，当时中国正面临政权交

替的局势，战事连连、民不聊生。清朝政府为了巩固其地位，推行同化政策，命

令百姓变服薙头，导致一些不愿接受清朝政府统治的明朝遗民逃至南洋避难，以

保全汉人民族正气。（陈荆和 1964: 25-26）因此，在明朝灭亡之际，有一部分

明朝遗民逃至马来半岛避难，并在生活习俗上保留了明朝的发型与服饰。清朝政

府稳定以后，为了镇压东南沿海一带的反清活动，再次实行海禁政策。期间，清

朝政府还实施“迁海令”，将东南沿海一带的人民，大规模地迁至内地，不准商

船渔舟出海，断绝内地与外洋的沟通。随后，在康熙五十年（1717 年），清朝

政府更下令禁止对南洋贸易，这也直接影响华人前往南洋进行贸易。 

 

明朝灭亡之后，身在海外的 Notchin 仍心系明朝，不愿接受清朝统治，成为

反清义士，当时 Notchin 因马六甲华人甲必丹的身份，负责安顿逃亡至马六甲的

明朝遗民。Notchin 于 1648 年逝世，唯一留下的史料仅是由郑芳扬所立的神主

牌，且神主牌上使用的是隆武年号。郑芳扬借此举说明 Notchin 在明朝灭亡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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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仍心系明朝，并在心理上接受郑芝龙及郑鸿逵所拥立的隆武帝。因此郑芳扬

选择使用“隆武”年号，为其父亲 Notchin 立神主牌。不过，从 Notchin 的神主

牌记载的年份观之，即“隆武戊子年”（1648 年），当时隆武政权已灭亡有两年

（1646 年），但仍持续使用“隆武”年号。这主要可能是当时信息传递不畅，

导致隆武帝被清军俘虏的消息还未传到马六甲，使得当地的明朝遗民不知桂王

朱由榔于 1646 年继任帝位、改年号为永历之事，因此延续使用“隆武”年号。 

 

Notchin 去世后，其甲必丹一职及在马六甲的商业活动，由儿子郑芳扬接

替。郑芳扬担任华人甲必丹期间，马六甲华侨社会开始从海上商人的社群，渐由

明朝遗民所取代，其中缘由在于当时有许多华人不愿接受清朝统治，逃至异国他

乡过着家破人亡、无家可归的日子。在这时期，年纪轻轻的郑芳扬当上马六甲华

人甲必丹之后，需处理明朝遗民前来马六甲避难的事务。同时，郑芳扬借其父亲

之名，获得明朝遗民领袖李为经全力辅助，负责有关于马六甲华人社会的事务。 

 

至 1670 年左右，郑芳扬和李为经合作建设青云亭，并于 1673 年建成。最

初，青云亭被视为中国难民之宗教场所，其目的乃是为了安抚明朝遗民，希望明

朝遗民能在神明的庇护下，安抚他们家破人亡的心情。郑芳扬及李为经合作建设

青云亭的举动，可反映出二者的关系甚密。青云亭的设立，也被后人视为对马六

甲的贡献之一。因此，青云亭有一副恭贺联，此联由青云亭亭主薛文舟所提，内

容曰“郑播经纬知百世之功勋有自，李传政刑定千年之德业无疆”（傅吾康、陈

铁凡 1982: 226），充分体现郑芳扬与李为经的为人与政绩获得后世的尊敬和赞

颂。 

 

1677 年，郑芳扬与世长辞，享年 45 岁，有一子，名文玄。郑芳扬之墓，葬

在三宝山上。为了歌颂郑芳扬担任马六甲华人甲必丹期间与李为经合力建设青云

亭的事迹，郑芳扬被后人奉为“开基甲国”之人，并在青云亭内，为郑芳扬另立

一个神主牌，并刻上“开基甲国特授甲必丹讳芳扬郑公禄位”。（日比野丈夫 

1969: 91）郑芳扬逝世之后，其甲必丹一职则由 Si Sia 所继承，随后再由明朝遗

民领袖李为经所担任。关于郑芳扬家族在马六甲的后代，可从以下郑芳扬在马六

甲的家族系谱观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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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 郑芳扬在马六甲的家族系谱 

 

  

 

 

 

 

 

 

 

 

 

资料来源：重建大宗理事会 1999: 76；日比野丈夫 1969: 90-94。 

说明：*有关吴尾娘的生卒年，依据其神主牌记载“生于万历丁亥年，卒于雍政三

年”，然而，日比野丈夫对于其生卒年有质疑，认为有记载上的错误。 

 

五、 结语  

 

荷兰殖民马六甲初期， Notchin 与郑芳扬先后成为马六甲前两任华人甲必

丹，以协助荷兰人处理马六甲华人社会的事务。然而，马来西亚华人历史叙

述，较少有关 Notchin 与郑芳扬的生平事迹的史料记载，出现言人人殊、各执一

词的情况。《龙海市文苑社郑氏族谱》的寻获，为考证二者的身世提供了有力

的证据。 

 

首先，就 Notchin 生平事迹而言，可以从三方面进行填补与纠正。第一，

Notchin 之中文名，并非如之前学术界所使用的“陆进”，而是源自“我慎”的

闽南语音译。第二，Notchin 即是郑芳扬的父亲，名思显，号我慎，又称贞淑，

生于万历丙戌年（1586 年），卒于隆武戊子年（1648 年），享年 62 岁。第三，

Notchin 是以海上贸易起家，先前往印尼万丹发展，而后再转往马六甲发展，在

荷兰殖民马六甲初期，被委任为马六甲第一任华人甲必丹。 

 

 

郑思显 

号我慎，又称贞淑、Notchin 

（1586-1648） 

郑启基 

又称芳扬、明弘 

（1632-1677） 

吕女雅 

（？-1681） 

吴尾娘 

（1587-1725）* 

郑授孟 

 

郑文玄 

又称文贤 

（1656-16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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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郑芳扬的生平事迹，同样可以从三方面进行填补与纠正。第一，郑芳

扬的祖籍地为福建省龙海市榜山镇文苑村，至于墓碑上“文山”则是文苑村郑

氏族人最原始的祖籍地。有关“文山”具体位置则无从考究，但可以肯定文苑

村郑氏族人源自文山，于唐代时期入闽，先到莆田南湖，而后郑祚永从莆田南

湖迁到文苑村开基。第二，郑芳扬是追随父亲出洋，之后郑芳扬继承其父亲的

华人甲必丹，被委任为马六甲第二任华人甲必丹。当时，其年纪尚轻、仅有 16

岁，因此有理由相信他曾获得马六甲华人商人群体及明朝遗民领袖李为经的支

持与辅助。第三，郑芳扬担任华人甲必丹期间，马六甲从最初以海商为主的华

人社会，转变为绝大多数为明朝遗民的华人社会，相信获得明朝遗民领袖李为

经的支持与辅助下，与李为经合力建设的青云亭，最初目的乃是为明朝遗民提

供宗教场所，望能在神明的庇护下，以安抚他们国破家亡的心情，发展至今则

成为华人社会的庙宇。 

 

总而言之，《龙海市文苑社郑氏族谱》的寻获，不仅厘清了 Notchin 与郑芳

扬之间的关系，同时通过本文的整理，对 Notchin 与郑芳扬生平事迹加以补遗，

以填补马来西亚华人历史研究的不足之处。同时，在他们担任马六甲华人甲必丹

期间，马六甲华人社会经历了很大的变化，即从原本最初以海商为主的华人社

会，转变绝大多数为明朝遗民的华人社会。这也导致在郑芳扬之后，华人甲必丹

一职的担任者出现变化——转由明朝遗民的领袖来担任。关于明末清初马六甲华

人社会以及华人甲必丹的权利，或许是往后可以再深入探讨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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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笔者自摄，2015 年 1 月 3 日。 

附图一 福建省漳州龙海市榜山镇文苑村（又名顶南坂）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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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笔者自摄，2015 年 1 月 3 日。  资料来源：笔者自摄，2015 年 1 月 3 日。 

附图二 郑氏大宗之正门        附图三 郑氏大宗之诒谷堂内景 

 

 

 
资料来源：笔者自摄，2015 年 1 月 3 日。 

附图四 郑氏大宗之外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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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笔者自摄，2015年1月3日。      资料来源：笔者自摄，2016年10月28日。 

 附图五 道光四年版《南苑郑氏族谱》        附图六 郑芳扬之墓 
 

 

资料来源：《文苑郑氏（长房四世东

坡公世系）族谱》（未出版），页 2。 

 

附图七 福建省龙海市榜山镇文苑

村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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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 马六甲历任华人甲必丹一览表 

 

资料来源： Bremmer, M. J. (1927), Wong, C. S. (1963)；傅吾康、陈铁凡 (1982)；许云

樵（1977）；郑良树（1984）；日比野丈夫（1969）；阮湧俰（2013: 

81）；庄钦永（2016）。 

序 名字 生卒年 祖籍地 备注 

1 郑思显 
1586-

1648 

福建漳州龙海市 

榜山镇文苑社 

又称郑我慎、郑贞淑、

Notchin、Notchim 或

Nootsian，为马六甲第一任华

人甲必丹。 

2 郑启基 
1632-

1677 

福建漳州龙海市 

榜山镇文苑社 
郑思显之子。 

3 Si Sia 不详 不详 

1678 年，马六甲太守

（Governor）巴特砂·蒲脱

（Balthasar Bort）于 1678 年

10 月完成的马六甲报告中提

至：1678 年华人甲必丹为 Si 

Sia。其中文名不详。 

4 李为经 
1614-

1688 
福建厦门曾厝垵 

1644 年，因明朝灭亡，逃至

马六甲。 

5 李正壕 
1663-

1708 
福建厦门曾厝垵 李为经之次子。 

6 曾其禄 
1643-

1718 
福建厦门曾厝垵 李为经之女婿。 

7 曾应菊 不详 福建厦门曾厝垵 曾其禄之子。 

8 曾宪魁 
1725-

1765 
不详  

9 陈承阳 
1703-

1784 

霞沧 

（今厦门海沧） 
 

10 陈起厚 
1748-

1794 

沧江 

（今厦门海沧） 
 

11 蔡士章 
1750-

1802 

福建龙海市 

海澄镇前厝村 
 

12 曾有亮 
1771-

1822 
不详  

13 曾佛霖 
1793-

1874 

福建龙海市角美镇

社头村霞露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