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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籍蕉岭进士（4名）

钟标锦 道光六年（比26年）瞅瞅试金榜二甲第95名

钟标锦，广东嘉应州镇平县人，后居台湾。道光六年（1826年）丙戌

科进士。

黄骤之言 道光九年（1829）己丑科殿试金榜二甲第72名

黄骥云（生卒年不详），出身仕宦之家。台湾《淡水厅志》记载：黄

骥云，字雨生，中港头份庄人，道光己丑进士，签分工部。祖籍为广东镇

平（今蕉岭），其父亲为黄清泰（字淡川）早先居住在美浓竹头角地区。黄清泰

在乾隆五十一年（1786）林爽文之乱时奉命率领乡勇保卫乡土有功，为军功

义首，战功赏七品军功官衔。历任嘉庆十一年（1806）竹重守备，占自副甲都

司缺。又担任腼肝营游击，再调任彰化都司及嘉义都司等职，因深得总兵

武隆阿的重用，提拔他担任标中营游击。腼自甲营改参将编制时，j青泰被授

以署参将（占参将缺）。其有二子，长子奎光，为国子监生， 曾为美浓庄管

事，次子即是龙光（骥云）。

黄骥云稍长入洋台湾县学，后转往福州鳖峰书院就读，十年未归故

里。嘉庆二十四年（1819）黄骥云中举，道光九年（1829）己丑进京赴考，列己

丑科殿试金榜二甲第72名进土。朝廷授以黄骤云工部主事之职，不久母病

而告假回籍。

时移居台湾淡水粤民经多年发展，在六堆地区逐渐形成客家人聚居

地。六堆客家人为了争夺资源不时与闽籍人士发生摩擦冲突，在台粤人与

闽民经常发生械斗，官府面对六堆日益强大的势力，回护闽人而处罚粤

民。致使粤人与官府对立。

黄骥云受台湾道平庆之委任，劝说粤人约束子弟，不得出外滋事。黄

骥云依令行事，晓谕庄民不可生事，并由各粤庄照函传抄张贴公所。为表



明心迹， 享其妻子送郡质官， 自随官兵亲赴各庄 ， 搜捕匪犯， 又捐买谷

石，救济颠沛流离的贫民。 黄骤云倾力协助官府， 减缓闽粤之间的结怨仇

杀行为。但黄骥云的行为并未获得六堆粤人的谅解， 导致部分六堆客家人

对其颇为怨恨。 不久黄骤云移居头份。

黄骥云育有五子， 以延佑、延祥两位皆中举人， 堪称为书香世家。 黄

骤云后裔仍定居于苗栗县头份镇。

徐德钦 光绪十二年（1886)W戌科殿试金榜三甲第2名

徐德钦， 字例千， 号辉石，祖籍粤东嘉应州镇平。祖耀中移民台湾，

寄籍他里雾埔姜庄。 光绪年间， 由斗南移居嘉义县。 父台麟生有五子， 德

钦为季子。徐德钦于光绪十一年(1885）中举人， 光绪十二年中丙戌科

(1886）三甲第2名进士。补用工部电田司主事。 十月回籍， 爱聘为玉峰书院

主讲。 玉峰书院位于台湾嘉义， 创于清乾隆十八年(1753）， 乾隆五十一年

毁于地震， 道光六年（1826）重建。 光绪年间，徐德钦主讲玉峰期间， 进行

改建。 同时积极兴办县学， 于台湾教育推动颇力。 办理嘉南清赋总局， 丈

量事宜。 兼办团访局教练事宜， 因获匪出力， 由刘铭传力荐，赏力日五品衔

并赏戴花销。 享年三十八。 著有《荆花书屋诗文集》，快失不传。 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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