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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新屋范姜祖堂 
吳學明 

范姜家族的形成與遷臺 

桃園新屋「范姜」姓是臺灣較獨特的雙姓家族，在國內外姓范

姜者，皆源於新屋范姜家族，是臺灣客家重要家族之一。范姜本姓

范，康熙末年其祖范景集早逝，景集妻雷氏攜子改嫁給姜家，子范

文質蒙姜家撫育，婚後生五子，為感念繼父養育之恩，決議將其五

子改為複姓范姜，相傳後世，永不忘恩。 

文質五子殿榮、殿高、殿發、殿章、殿爵，於乾隆初年陸續由

廣東省惠州府陸豐縣渡海來臺，在上庄子（今桃園市新屋區新生里）

落腳，參與大溪墘一帶的拓墾。乾隆 16 年（1751）范姜殿高以「姜

勝本號」申請墾照，開墾新屋地區，其範圍甚至達今楊梅、觀音等

區域。由於拓墾有成，范姜家族也逐漸在新屋、楊梅地區深根，隨

後臺灣各地開枝散葉，新屋成為范姜家族的「原鄉」。 

范姜家族與新屋地區的發展 

范姜家族經營有成後，積極參與地方公共事務。同治年間范姜

榮擔任總保，光緒 16 年(1890)范姜祿成為地方庄董。范姜騰日治時

期擔任新屋庄長，並獲頒紳章，他曾開設私塾教書，推動地方上文

教不遺餘力，並促成楊梅壢公學校新屋分校的設立（今新屋國小）。

其子范姜羅曾擔任訓導，並接續其父擔任新屋區長，以及新屋地方

委員、桃園大圳地方委員等，大正 13 年(1924)被任命為新竹州協議

會員，亦獲頒紳章。 

戰後范姜羅延續對地方上的影響力，擔任新屋鄉長，之後由范

姜德繼任鄉長一職。據《新屋鄉志》人物篇所載，范姜姓氏的重要

人物就有十多位，分別在政治、經濟、教育等體系各自擅長，顯見

范姜家族在新屋區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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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姜祖堂 

范姜祖堂座落於新屋區中正路巷內，是范姜家族的精神象徵。

據傳祖堂最早為乾隆 27 年(1762)由四房范殿章興建，是范姜祖堂的

濫觴。初建之祖堂屬茅屋形制，咸豐 4 年(1854)三房派下范姜懷寬改

建，奠定現今祠堂前堂規模，由於形式優美富麗，當地居民都稱為

「起新屋」，因而有人認為「新屋」地名的由來與此有關。大正元

年（1912）范姜羅主倡興工改建，增設後堂，次年完工，為現今祖

堂的規模，民國 39 年再經整修，民國 74 年被核定為第三級古蹟

（今為市定古蹟）。范姜祖堂為家族祭祀信仰及凝聚族人情感的中

心，不僅是范姜家族的精神象徵，也是保存客家傳統敬祖、凝聚家

族的文化史蹟。 

范姜祖堂與范姜老屋群 

祖堂週遭多為范姜族人居住的老宅，范姜老屋群部分仍保存完

整，具客家傳統建築簡樸形式，以祖堂為中心的范姜老屋，形構客

家族群聚落的生活文化空間場域。這些聚集在中正路巷內的范姜老

屋，於民國 110 年由市政府公告為古蹟，這些以范姜族人的祖堂和

老屋，見證地方發展及家族拓墾的歷史，也是客家聚落的活博物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