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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先世祖宗 

吳氏為本省第七大族裔，吳氏祖考最早可溯至后稷

之後、古公亶父（周太王）之秦伯（世稱吳氏開姓始祖）、

仲雍（吳氏傳世始祖）二子。相傳古公生秦柏、仲雍、季

歷三子。秦伯、仲雍二位兄長在得知周太王有意立其弟季

歷繼位（即周文王），決心成全，乃託詞採藥奔走荊蠻（今

江蘇無錫），並自號勾吳，在當地宣揚德化不再返回，兄

秦伯無子仲雍繼立，仲雍傳至曾孫周章，時周武王早已一

統天下，為感德報功追封秦伯為吳伯公，是為吳姓之始，

並封周章為吳子，子孫均以國為姓，再數傳至壽夢王，壽

夢王建都於江蘇吳縣，三傳至夫差為越王句踐所滅。 

吳王壽夢，原欲傳位於四子季禮，季禮謙虛，辭不

受位，後封於「延陵」，故吳氏族人以「延陵」為郡望者，

皆為季禮之後。而季禮的三位長兄諸樊、餘祭、夷昧因仍

居勾吳，該地屬渤海郡轄，故郡望「渤海」，於今吳氏有

冠以渤海者均為其之後。 

秦伯、仲雍讓位於季歷，孔子讚曰「秦伯其可謂至

德也已！」，其族人亦有以「讓德」為堂號者。 

吳氏族裔自周末以降，即散居長江流域，季歷之後

傳世四十九世為圻公與猛公二位昆仲，圻公派下數傳至六

五世為吳競，為唐太史，亦為江南始祖，據興寧吳氏族譜

所載，傳子吳簡（七十世），遷居閬州（四川閬中），再

傳至七三世為宥，吳宥（時在五代約十世紀），宥始輾轉

經江西遷居福建寧化，是為閩粵吳氏的始祖，其後人傳衍

閩粵之龍巖、永定、上坑、寧化等地。     

又據臺灣吳氏族譜載（註 2-1）猛公派下遷徙史為：

猛公先徙走黃河至第六二世祭，祭在（唐僖宗中和四年

（884））由河南光州固始遷居福州，再遷莆田、再分傳

漳、泉、廣東潮州各地，此為猛公派下入閩之始。 

故綜而言之，閩省延陵派下之吳氏族人，分別在五代

與唐末有自江西與河南二支入閩，據吳子瑜詩勉長女燕生

提及其祖來自延陵，惟不知來自何系？僅知世居龍溪縣蔡

墘社，在漳州龍溪地區吳家已傳世第八代到有貴公，有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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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娶妻慈懿生子錫泰，錫泰於明永曆年間（康熙初年）

便隨鄭成功渡臺（註 2-2）。有貴以上之祖譜至今尚未

蒐集到，然龍溪昔為漳州首邑，故到大陸覓其祖譜應

不難。 

 

二.渡臺始祖及其後世 

    吳家渡臺始祖依臺灣姓氏流考為錫泰公，錫泰攜

孫志拔（註 2-3），於清康熙年間便入墾於臺南竹仔街，

錫泰號天佑，依臺灣祖譜錫泰還曾返大陸迎其母慈懿

來臺，今尚有其先祖墓於臺南市郊的臺南機場，為其

初墾之地，據說以前吳家家人每年清明還得遠謁臺南

祭祖，錫泰公於臺南定居後胼手胝足，披星載月，經

數代之努力，所闢之土地除臺南市東區的東門、崇德

路一帶外、向北發展已達大彎、新營、新化和關廟等

地，可謂富甲一方。惟至第四代，子孫漸習安逸，兄

弟分家祖業割裂，漸有疏離頹廢之勢。幸賴第三代德

昌公次子世繩力倡產業回歸，集中經營管理，果不數

年家道又旺，南部之土地拓展更遠。故世繩公不啻為

德昌公世系下的功臣。 

清中葉，吳氏產業再自南部延伸到中部臺灣，

像今之嘉義、雲林、彰化均有其土地（註 2-4）。吳德

昌公（亦稱吳郡山）派下之產業，仍為吳氏家族之首

指，即當年奠定之基礎。現該祭祀公業管理人為吳伯

驥先生，居臺南市東區，該公業簡稱「大公」。 

吳氏產業拓至中部後，每因稅租往返臺南和彰

邑間，頗不方便；加之中部產業日趨龐大，故五世國

圭公便自臺南徙來中部，於此孳生養息，耕田日擴。

國圭公是中部開基祖，其產業至清末曾遍及現今的虎

尾、斗六、大埤、員林、永靖、埔心等地迆邐到臺中

縣的大雅、潭子和臺中市的北屯區直達臺中市區。故

國圭公為遷來中部之奠基祖。這房土地為國學、國

材、國圭、國忠、國典五房子孫所共管，又稱「五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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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業」，簡稱「小公」。現管理人為吳珍石先生，居台北

縣土城。（註 2-5）    

國圭公號慕南，好勇勤武、因頭腦靈活，身材魁武，

能吃苦冒險，故敢遠來中部，當時臺中盆地尚屬草眛初

闢的藍興堡，初落籍於東勢仔、後遷移到新庄仔。國圭

公生三子曰懋烈、懋翼、懋建。長子懋烈無嗣，由其弟

懋建之長子葆旂過房。次子懋翼亦無嗣，由懋建長女杏

元，招夫林染春（註 2-6），生次子吳子衡，吳子衡繼

承在懋翼名下（註 2-7）。三弟懋建號景春，人稱景春

公，亦如其父魁梧勇健，少習武，並參加林文察鄉勇訓

練，娶阿霧罩林定邦女兒林純仁為妻，生子吳鸞旂，咸

豐年間曾隨臺勇游擊林文察赴大陸平太平天國之亂而

有功勛，若論輩份吳景春是林文察的姑丈，但若論及軍

中從屬關係，吳景春為林文察麾下的十八大老之一。（註

2-8） 

懋建之次子鸞旂，幼受良好庭訓，入縣學，是為本

案研究主角。鸞旂有四子一女；長子東碧、長女映雪，

皆元配許氏所生；次子東珠，係二部奶林氏梅所生；三

子東漢係三部阿奶何氏月英所生；四子東海係林梅所抱

養。鸞旂長子東碧娶妻蔡頭、生女燕生，蔡氏為清水望

族；長女映雪嫁霧峰林家頂厝林奠國之孫澄堂為妻，臺

灣中部的二大家族林家與吳家便又親上加親結成二代

姻緣，東珠早逝，由東碧螟蛉子京生過房；東漢娶林桃

英、生子應生、喬生、蓀生、寅生、珍石；林氏為樹仔

腳林耀亭之女；東海早逝，僅生子慶生。  

有關吳家渡臺世系表列如后（註 2-9）： 

 
 
 
 

 

▲ 吳氏中部開基祖國圭公墓碑
粗簡，位在冬瓜山腳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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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郡山派下之各房，稱吳德昌祭祀公業又稱「大公業」 

世同公派下之五房公業又稱「小公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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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吳鸞旂祖父-國圭公 

吳氏產業延伸到中部後，國圭公（來臺六代）便自

台南遷徙到中部來，是為中部開基祖，產業日趨龐大、耕

地日廣，初到藍興堡東勢仔（今合作新村一帶）、後遷到

新庄仔（今復興路糖廠）。國圭公所奠下的基業，庇蔭吳

景春、吳鸞旂等子孫。 

 

二.吳鸞旂父親-景春公 

景春公年輕時，經營父親留存下來的產業，專心拓

墾工作，因與霧峰林家結親，遂參與鄉勇訓練，後從軍隨

林文察內渡轉戰閩浙，半生戎馬終為國捐軀，獲諡四品知

府銜賞戴藍翎： 

景春公生於道光七年丁亥（1827）三月二十六日(註

2-10)，娶阿罩霧林甲寅之女林氏純仁為妻，純仁係林定

邦之妹，定邦乃霧峰下厝之始祖，純仁嫁到吳家時才十七

歲。而景春公二十三歲正值英年，除忙著拓墾事業外，還

幫著外甥林文察督辦鄉勇(註 2-11)，成為十八大老之一，

先後二次奉檄到大陸福建平太平天國之亂，之間還曾返臺

剿戴潮春叛逆，逗留臺灣這段時間，生下吳鸞旂，於第二

次返閩後，死於漳州，享年三十六歲(註 2-12)。對於這位

為國捐軀的四品藍翎知府竟然無誌可考，實在可惜。 

有關其生平僅得自《彰化節孝錄》卷三，有關其夫人

「節婦吳林氏」中曾有提及一段：「---後景春公從林剛愍

公平浙江髮匪，時氏未有子，至同治元年，景春從林文察

〈林剛愍公〉回臺，平戴逆—（戴潮春之亂），回家數月，

旋生子鸞旂。景春又再從林文察平漳州，積勞病故，官至

藍翎知府。」 

 

以上之記事大致與歷史上臺勇受清廷徵召，赴太陸平

太平天國之亂相符，也可從上文看出吳公從軍歷程與剛愍

公之轉戰閩浙始終如影隨形未曾分離，只是文中年代上仍

有一些差錯(註 2-13)。惟此應無涉其生平事蹟，就當時情

況看，林文察麾下的臺勇部隊多為鄉親或家族子弟兵組

成，除具地緣關係外，也有不少血緣關係、還有某種社會

經濟往來(註 2-14)，這種鄉土性、血緣性，在戰爭中所產 

第二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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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的同甘共苦、生死與共的效果，往往是臺勇致勝的主因，

袍澤之情每每發揮絕處逢生、所向無敵的精神，所以在林

文察赴閩征戰的短短六年間，便由一位小小的游擊榮升為

封疆大吏福建陸路提督，不可不謂是奇蹟。 

而景春公既是剛愍公的長輩親人、也是他的得力副

將，從在家鄉同時經營山林事業籌措軍餉到督辦團練，是

親屬關係，二次赴閩平長髮之亂，並中途抽調返臺平戴逆

之亂，景春又一直是文察公麾下的得力輔弼，景春公於同

治三年九月抵漳死於戰地漳州，距其主帥剛愍公於同年十

一月三日戰死漳州之萬松關，時間亦僅相差月餘，兵荒馬

亂英雄馬革裹屍，竟連屍骨都未尋獲，實不勝悲壯。在臺

灣家鄉之墓園二人均為衣冠塚。 

故提及吳公一生功績，兩人實有太多同質性，可以說

景春公實是剛愍公戰績彪著之縮影，亦甚洽當。 

茲略敘戰史如下： 

1.赴閩參加首次戰役－順昌、建陽之戰 

      咸豐九年已未（1859），閩浙總督王懿德因髮匪作亂

調林文察赴閩，三、四月間溯閩江口到延平郡，後直奔建

陽泉墩頭圍剿郭萬淙，五月十七日平郭萬淙，八月十三日

匪胡熊來降，寧洋亂平，作戰範圍遍及邵武、永安等地。 

2.援浙戰役－克復江山、常山縣城 

     咸豐十年庚申（1860）十一月二十八日太平軍李秀成

陷浙江常山、十二月六日再陷江山，總兵曾玉明命林文察

前進終克服常山縣城，此役林文察獲賞烏納思齊巴圖魯名

號。 

3.回閩援剿閩西之役－連城汀州之戰 

     咸豐十一年（1861）元月二十四日，太平軍攻下福建

連城，遂使漳泉門戶洞開，四月七日文察督軍收復連城，

四月九日與曾玉明聯手進攻汀州府城，四月十六日終克府

城。 

4.再度援浙之役 

     咸豐十一年五月，文察軍回閩，浙江局面又不穩，五

月底處州、遂昌、松楊、永康相繼失陷，九月十七日嚴州

失陷，清廷令林軍援浙，歸浙江巡撫左宗棠指揮，其所參

與之戰役計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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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同治元年壬戌（1862）春四月二日克復遂昌，文察以

三千之旅剿滅數萬之太平軍。 

2）六月二十二日收復松陽、宣平，斃數千敵軍。 

3）七月十九日克復處州府城，又於七月二十二日克復縉

雲縣城。   

4）同治二年癸亥（1863）正月，克武義，此時浙江太平

軍可謂全部肅清，文察揮軍返歸閩省，候船配渡返臺。 

5.返臺平戴潮春事件－斗六、北投洪木叢之役 

1）同治元年壬戌（1862）春，遠在海峽對岸的臺灣府彰

化縣發生戴潮春事件，三月二十日戴匪攻下彰化城，

文察家鄉阿罩霧亦受困，戴匪圍攻林家，幸賴鄰近林

氏族人和東勢粵丁之援助始克難關；同治元年七月林

文察弟林文明假准，先行同部分臺勇返臺剿平。 

2）同治二年癸亥（1863）九月九日丁日健自閩抵滬尾（淡

水）南下平戴亂。 

3）同治二年十月十四日林文察自閩抵鹿耳門（臺南）北

上平戴亂。 

4）十一月三日丁日健、曾玉明克復彰化城。 

5） 十一月八日林文察克復斗六，十二月五日自嘉義進抵

彰化城，至十二月底戴亂大致平定，但餘黨反抗仍熾

呈分散狀。 

6.二度赴閩平太平軍－萬松關之役 

1）同治三年甲子（1864）六月林文察奉詔再度赴閩從征

由江西流竄至廣東再到福建之李世賢太平軍。 

2）同治三年九月二十一日林軍拔隊，馳赴汀州突接命令

速返泉州洽辦防剿事宜，林文察率兵由同安前進，於

十月十二日抵漳州府城外三十里的洋州，雙方對峙。 

3）十一月三日寅刻太平軍數萬包抄萬松關瑞香亭，文察

督兵奮戰，相持五時之久，而敵愈眾，終被擒堅不屈

而捐軀，將星殞落，死時三十七歲（註 2-15）。至於景

春公是否在本次戰役中同時犧牲或是如節孝錄中所

云積勞病故，因史料未詳述故不再考證。 

漳州之役後，經左宗棠率軍釐平太平軍。清廷嘉許林

公文察之忠烈贈太子少保銜，予諡剛愍，並賞騎都尉世

職，於臺灣建省時，並准在臺灣府城北門內建林剛愍專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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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治時曾充作第二旅團司令部後遭拆除（註 2-16），即今

臺中公園旁合作大樓舊址。而景春公追隨剛愍公從征閩

浙、遂昌、松楊宣平之役，亦因功績彪炳獲賜軍功四品同

知銜，並賞戴藍翎。 

    

三.吳鸞旂母親－林氏純仁 

夫漳州殉國後，蒙欽褒「節孝」 

林純仁，阿罩霧庄林甲寅之女、林定邦與林奠國之妹、

林文察的姑母，生於道光癸己十三年(1833)三月二十日（與

景春公對調），卒於光緒丁亥十三年(1887)九月二十四日酉

時，得年五十四歲。 

吳景春亡故後，林純仁在夫喪子幼之下，守寡撫孤、

母兼父職，延師教子，吳鸞旂由庠生晉秩分部主事。 

吳母承接吳景春的館租，親自核整遺產，並租穀、買

地，因而致富，由於她善理財，加上田契券等均親手檢閱，

因此不曾與人發生訴訟。五十二歲去世時，留給子孫良好

的人格教育與龐大的產業。 

 

 

據吳德功 《彰化節孝錄－才束東軍功四品吳景春妻林氏》

傳： 

「節婦吳林氏，台中霧峰庄林甲寅之女，年十七歲，于歸臺

中新庄仔吳景春為妻。善持家，能識大體，尤略識字，有

大家風範焉。後景春從林剛愍公（林文察）平浙江髮匪，

時氏未有子，至同治元年，景春從〈林剛愍公〉回臺，平

戴逆（戴潮春之亂），回家數月，旋生子鸞旂。景春又再從

林文察平漳州，積勞病故，官至藍翎知府。氏在家聞訃，

不勝哀痛，殆喪畢，即整理家務，延師教子，後鸞旂由庠

生晉秩分部主事。氏操家政，善催子母，租穀居奇以待，

多得重價。至臨終日，田業日多，皆氏一手經營，然所買

之田契卷，皆親自檢閱，無一被人偽造者，以故未嘗與人

訴訟，卒年五十二歲，經蒙准建坊入祠。子鸞旂，又捐巨

金倡建節孝祠。同德功親往葫蘆墩（豐原）、三角載（山腳

庄）及壩雅庄（大雅）等處勸募捐金，又對於節孝祠用地，

而鸞旂亦多所與有力焉」。(註 2-17) 

 
▲ 吳鸞旂母親林太夫人入祀彰化節孝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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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純仁撫孤教子有成，死後蒙「欽褒節孝」入祠，即

位在彰化市八卦山下的「節孝祠」。 

吳家係日治時期臺中望族，與臺中林家、霧峰林家有

姻親關係，茲錄櫟社社員林耀亭、林資修二位於林太夫人

百歲冥壽詩賦二首： 

 

1）《丙寅暮春三月吳母林太恭人百歲陰慶》 林耀亭： 

民國丙寅年即昭和元年(1926)，距其生於道光丁亥年

（1827）適值百年冥壽。 

「 事死如生孝道存，百年懿德仰清門。 

紀群相繼敦交誼，秦晉由來屬世婚。 

滿座賓朋同祝嘏，一堂絲竹共傾樽。 

泉臺此日應含笑，重見文孫拜壽萱。」（註 2-18） 

林耀亭字聯輝號守拙，臺中樹仔腳庄人，光緒十九年

秀才，民國九年七月加入櫟社，著有「松月書室吟草」，

與吳家有姻親關係。 

 

2）《吳家百年紀念祭謁曾祖姑遺像賦呈子瑜表叔》 林資修： 

「    巍然此華堂，我昔拜其上，我父攜我來，懷此詎能忘，此

間堂上人，多我大父行，置身於其中，神益為之王，斯時

歌賓筵，父側猶可傍。火棗與交黎，我幼不知讓，當筵索

蟠桃，壽母手所餉，試傾耳以聞，微風送繁唱，試流目以

觀，亭館盛供張，忽忽四十年，舊夢時繞帳。此來真隔世，

空對碧紗幛，環佩長肅然，畫圖亦依樣，雖云供心香，寧

復飲家釀，卻憶工部公，眉目豁清曠，況乃念吾親，云胡

不悽愴。感此傷我心，端如捫宿創，好客今主人，孝思實

無量，忽開百年祭，門外車塵漲，童年常過從，竹馬轡爭

控，今茲文字戰。頗亦角雄壯，邀我過其家，為我倒春盎，

握手出肝肺，積悶聊一暢，君如小孟嘗，我類老荀況，相

對茶煙中，鬢絲兩飄颺，我將浮五湖。煙雨壓詩舫，君亦

臥東山，綵筆描畫嶂，當歌一慷慨，追憶增惆悵，願君思

吾言，豈第神所相」。(註 2-19) 

林資修號南強字幼春，與叔癡仙創櫟社，為日治時期

臺灣霧峰三大詩人之一，林資修為下厝林紹堂長子、林文

明之孫，林資修詩中「謁曾祖姑遺像」，指的就是林文明

的阿姑－林純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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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石 

                    （林家渡臺始祖） 

           

 

 

                  吳世同                林遜 (林石長子) 

                                                        

                 吳國圭（中部開基祖）     林甲寅               

 

                                    女 

林 昌           吳景春      林純仁 林奠國   林定邦 

 

                                      女 

 林耀亭      吳鸞旂         吳杏元    林文鳳 林文明 林文察       林染春 

  女                        女 

 林桃英 吳東漢 吳東碧 吳映雪 吳子衡     林澄堂（四子）            林子瑾 

 

                                 

 

 

 

 

 

 

 

 

 

 

 

 

第三節 

吳鸞旂的姻親關係 

（ （上厝始祖） （ （下厝始祖） 

 

 
▲  臺中吳家（上）與霧峰林家

（右）均為中部豪族，其門
樓氣勢不凡 

 

臺中樹仔腳林家     臺中吳家           霧峰林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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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景春娶阿罩霧林定邦的妹妹林純仁(林文察的姑姑)，吳

鸞旂的女兒吳映雪嫁給阿罩霧頂厝林澄堂。 

吳鸞旂姊姊吳杏元嫁林染春，生二子長子林子瑾、二子吳

子衡，子衡又繼承吳家香火，生子吳松柏，其後裔現仍住大智

路一帶。 

林子瑾，字少英，是臺中市詩人，曾倡建臺中市城隍廟。

住臺中新庄子與吳家隔二條街。子瑾和子瑜是堂兄弟年齡相

近，從小又一起長大，子瑾年少即出國見識廣，子瑾對子瑜一

生影響很大，很多點子也是子瑾出的（註 2-20）。子瑾留學日本

早稻田大學，畢業後在日本從事買賣而致富，「臺灣議會請願

運動」時，與林獻堂同赴東京，子瑾將歐美的思想引介給林獻

堂。對林氏推展民族運動影響不少。子瑾於宣統三年加入櫟

社，著有「瑾園詩鈔」，其四子林雲為西藏密宗大師。 

另一姻親林耀亭為臺中樹仔腳望族，與吳鸞旂於彰化縣縣

學為同窗，私交甚篤，林氏並為前清光緒十九年最後設科之秀

才，日治時同時活躍於中部政壇，耀亭女桃英嫁給鸞旂三子東

漢為妻，耀亭之子湯盤光復後曾任國大代表。 

 

 

 

 

 

 

 

 
註釋： 

註 2-1：彰化縣吳氏宗親會，吳金璋，《臺灣吳氏族譜》，頁 9。 

註 2-2：筆者訪問公業管理人吳伯驥及吳南俊先生得悉其先祖在明末

隨鄭軍來臺，清復臺後其先祖便一直留在臺南，並未內渡。 

註 2-3：楊緒賢，《臺灣區姓氏堂號考》，臺灣省文獻會，頁 207。惟

祖父攜孫來臺有違常情，因無反證，此處照錄之。 

註 2-4：其轄土地有臺南縣的永康、大彎、關廟、新化和新營等地；

嘉義縣的民雄、大林；雲林縣的斗南、斗六、虎尾、大埤；

彰化縣的永靖、員林、埔心、秀水等地，共分十三個半公館

來管理，以當時每館可轄一百多甲的土地換算，全部的土地

面積即有近一千四百多甲。 

註 2-5：同 2-4。 

註 2-6：林染春因招贅關係自福建來臺，與太平林家並無淵源。 

註 2-7：杏元生長子林子瑾，仍為林氏子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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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2-8：當時隨同林文察的臺勇勇首前後計有十八位，時稱十八大老： 

1）阿罩霧：林文明、林燕卿（翹鬍）、林德溪。 

2）大埔厝：林其中（摘星山莊）。 

3）龍井山腳庄：林永尚（林元龍號龜大老）、林永山。 

4）新庄仔：吳景春、林文榮、林超跋、林朝選。 

5）瓦瑤庄：林寶興。 

6）田中央庄：林廷棟（宋大老）。 

7）翁仔社：廖芳霖。 

8）太平庄：林五香、林瑞麟。 

9）下橫山庄：張輔軍（三角仔大老）。 

       以上參考陳炎正編，《傳統建築-摘星山莊》。 

註 2-9：參照吳宗興所提供吳德昌祭祀公業（大公業）及五房公業（小公

業）與吳金璋所著之家譜略有出入，差在第三代文清（郡山）

與志拔為同一人，非父子關係，此處從金璋版本。 

註 2-10：依吳家神主牌：景春生於道光癸己年三月二十日（1833），純仁

生於道光丁亥年三月二十六日（1827），純仁比景春長六歲，

純仁嫁到吳家時十七歲，景春公才十一歲，似不合邏輯，況照

純仁神主牌卒於光緒丁亥年九月二十四日（1889），其生卒年

歲應為六十歲，與文載五十二歲不符，故推斷恐誤將二人出生

年代對調。詳本書第五章第三節（三）。 

註 2-11：林文察最早以義勇勇首於咸豐四年（1854） 隨軍出征參加雞籠

戰役平小刀會之犯臺。詳黃富三，《霧峰林家的興起》第五章

頁 170。 

註 2-12：此處計算年齡仍依神主牌為生於 1827 年、卒於 1862年。          

註 2-13：此處依神主牌計算：景春公卒於咸豐壬戌年七月六日（1862）

按咸豐年號僅到十一年壬戌即同治元年，時戴亂剛起，人在大

陸，尚未回台，怎即亡故？又如何能在平戴逆後再返閩平長髮

之亂、且與其獨子出生年月對不攏？故神主牌所載恐有誤？ 

註 2-14：黃富三，《霧峰林家的興起》第六章第五節，頁 209。 

註 2-15：黃富三，《霧峰林家的興起》第九章死後哀榮，頁 345。 

註 2-16：以上戰史之敘述參考《霧峰林家的興起》第六章到第九章。 

註 2-17：彰化縣文獻委員會，《彰化節孝錄》卷三，吳德功訪『節婦吳林

氏』，頁 26。 

註 2-18：林耀亭《松月書室吟草》頁 38 

註 2-19：林資修，《南強詩集》，頁 48-49。 

註 2-20：這是吳京生老先生一再提及的事，有關吳家財產、投資、應對、

甚至訴訟….，子瑾都提供不少意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