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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道台吴健彰身世考订

宫峰飞

内容提要 根据有关奏折 、广 东香 山 县
《
吴 氏族谱》 和 方 志等 资料 ， 结合实 地考察 ，考证可

得 ：

一

，
上海道 台吴健彰名 为吴天显 ， 号道甫 ； 其胞 弟是广 东 同 顺行行商吴天垣 ，

此 可 纠 正

长期 以来 因 资料不足而导致 的对吴健彰 名 号及其与 吴天 显 和吴天垣关 系 的 误解 。 二 ， 吴

健彰 生 于 1 7 9 1 年 4 月 8 日
， 卒于 1 8 6 6 年 7 月 1 8 日

，终年 7 6 岁 （ 虚 岁 ）
。 三

， 吴健彰 为广

东香 山 翠微人 。 吴 氏 家族 由福建福 州府东 门 外 水头村辗转 迁徙到 广 东香 山 等地 ， 由 此繁

衍海 内 外 。 据此 ， 可 纠 正 相关族谱 、方志 和文献等 资料 中 的
一些误传 。

关键词 吴健彰 上海道 台 吴天显 吴天垣 十 三行

吴健彰在中 国近代史上是
一

位较有影响且颇具争议的人物 。 事实上 ，

“

吴健彰
”

是其在江苏和

上海期间多使用的名字 ，在广东期间并不多用 。 以往由于资料所限 ，吴健彰的字号 、生卒 日 期和祖

籍等基本信息含糊不清 。 这在近代历史知名人物中较为少见 。

十三行中天宝行行商梁亟禧 （梁经官 ） 的第六世后人 、广东番禺 的梁嘉彬 ，在其撰写的 《广东十

三行考》中首次指出 ：

“

蒋廷黻考出吴天垣原名吴健彰 。 按粤人俗呼吴天垣为
‘

卖鸡爽
’

。 吴氏或本
‘

鸡栏
’

中人 ，
Ｓａｍｑｕａ 当即爽官 。

”

①这是最早对吴健彰早期身世的考证 。 国 内外诸多学者对吴健彰

进行了研究 ，
国外最具影响且较系统研究者 ，

当属美国的费正清和 日本的外山军治 ；在 国 内 ，则主要

有章文钦 、廖大伟和梁元生等 。② 相关研究主要集中于吴健彰任职上海道台期间 ，尤其集中于吴在

上海小刀会起义期间的政治 、军事和经济等方面的问题 。 这些研究均采用吴健彰与吴天垣或吴天

显为问一■人的观点 。

蒋廷黻和梁嘉彬 的上述结论虽然得到 国 内外学者的广泛认可 ， 但是仔细分析 ， 则会发现其

中缺乏充分的证据 ，且论证环节不够严密 。 吴健彰与吴天垣和吴天显的关系 尚需进
一步挖掘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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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 。
①要解决吴健彰广东身世等疑问 ，首先要挖掘新的资料 。 笔者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 ， 拟结合实

地考察 ，对吴健彰在广东经商时期的身世等问题进行考证。

一

、 由祁贡的一份奏折和有关方志引 出的疑问

祁贡 （
1 7 7 7— 1 8 4 4

） ，字竹轩 ，又字宗庵 、寄庵 ， 山西高平人。 嘉庆元年 （
1 7 9 8

） 中进士 。 先后于

道光十三年 （
1 8 3 3

） 出任广东巡抚 ，道光十五年兼署两广总督 ，道光十八年调任刑部尚书 。 鸦片战

争爆发后 ，英军进犯广州 ，
道光二十一年祁贡被派往广东督办粮饷 ，

协助奕山 。 不久接替琦善 ， 出任

两广总督 。

笔者査阅到祁贡给道光皇帝的一份奏折 ， 出于其两广总督任期之内 。 在这份奏折中 ，祁贡以亲

身经历者的身份 ，
上奏了接准钦差大臣 、广州将军耆英等咨后遴选行商赴苏的过程 。 其中为明晰广

． 东吴天垣与吴天显的关系提供了确凿证据 。 该奏折原文如下 ：

臣祁 贡 当 即会同 臣文丰 ， 传到怡和行洋商伍 敦元及各行商 人潘绍 光 、卢 继 充 、吴天垣等面

加晓谕 。 据伍敦元禀称 ，该商 身 受 国 恩 。 值此夷务吃 紧之 时 ， 自 当 殚竭 血诚 ， 出 力报效 。 只 以

年逾八旬 ， 行动艰难 ，
恐 滋贻误 。 兹情愿令伊亲子伍崇 曜

，
迅速代伊前往江苏 ， 听候差遣 。 惟伍

崇 曜年纪 尚 轻
，未经历练 ，

恐难得力 ，
必须有人协 同前往等语 。 臣 等又公 同 商酌

，
查有 同顺行商

人吴天垣之胞兄吴天 显 ， 明 白 谙练 ，且能解夷语 ， 似 可协 同前往 。 询之各洋商 ， 亦众 口 同词 。 当

复传令伍崇 曜 、吴天显来 臣衙 门询 问 ， 均称情愿一 同赴苏
， 听候差遣 。

臣查伍崇 曜原名 元薇 ， 系钦赐举人 ，续经在部 改名 ， 加捐道衔 ，现 因捐 输议叙 ， 仰荷恩 旨 ， 赏

戴花翎 ，
以 郎 中 即 用 。 吴天显 系遵豫东例 报捐候选道 员 。 臣等 ……饬令随 同 飞速兼程赴苏 。

②

根据该奏折所述 ，祁贡与文丰遴选随行行商的步骤如下 ：首先 ，

“

传到
”

包括吴天垣在内 的行商
“

面加晓谕
”

，共同推荐伍崇曜和吴天显作为候选 ，其中明确说明
“

同顺行商人吴天垣之胞兄吴天

显
”

；其次 ，征求各行商对这两位候选人的意见 ，

“

亦众 口 同词
”

；最后 ，令伍崇曜和吴天显来
“

衙门询

问
”

其本人意愿 ，

“

均称情愿一同赴苏 ，听候差遣
”

。

根据该奏折的陈述 ，祁贡
“

面加晓谕
”

的对象为各行行商 ， 而吴天垣并列其中 。 这表明同顺行

行商为吴天垣。 该奏折同时阐明了吴天垣和吴天显的关系 ：吴天显是胞兄 ，吴天垣是胞弟。 该奏折

还进一步表明 ，吴氏兄弟之间的关系是当时包括祁贡和文丰等官员 以及各行商在内的众所周知的

事实 ，

一

个不知名的人显然不可能得到十三行行商的集体推荐 。 尤其重要的是 ，吴天垣和吴天显还

分别得到当事者祁贡等人的
“

面加晓谕
”

和
“

询问
”

。 因此 ，可以排除同
一人冒用吴天垣和吴天显两

人名字的可能性 。 因此 ， 由该奏折可以得出 ：吴天垣和吴天显并非同
一人。 然而 ，这二人中 ，到底谁

才是上海的吴健彰 ？

据同治 《上海县志》记载 ：

“

吴健彰 ，字道普 ， 潮州 人 。

”

③这一说法在涉及吴健彰的研究中得到

① 如 〔 葡 〕 袭昔司 著 ，
孙川 华译《晚清上海 史》

，

上海社会科学院 出版社 2 0 1 2 年版
，
第 5 9 页 ：

“

吴道 台 即吴健彰 ， 原名天 恒 ，
字

道晋 ，外人爱称其
‘

爽官
’

，
广 东潮州人 。

”

而 同 治《上海县志 》第 1 2 卷第 2 3 页记栽 ：

“

吴健彰
，

字道普。 潮州 人。

”

这显 然只有 以下 三

种可能性 ：第
一

，

二者之一正确
； 第二 ，

二者都 只有部分正确 ；第 三 ，
二者都不正确 。

② 文庆等编 ： 《筹办夷务始末 》 （道光朝 ） 第 5 7 卷
，
上海古籍 出版社 2 0 0 8 年版

，
第 2 0 页 。

③ 同治 《上海县志 》第 1 2 卷
，第 2 3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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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 忒太游窀 2 0 1 5 年 第 3 期


广泛引用 。 但是 ，光绪《香山县志》却记载 ：

“

吴健彰 ，恭常都翠微人 ，
字道普 。

”

？显然 ，后者与前者

并不
一

致。 因为二者均非第
一

手资料 ，
且都缺乏令人信服的佐证 ，所以无法对二者何为可靠作 出

断定 。

二
、 广东香山县《吴氏族谱》等资料中的吴健彰

记载吴健彰家族史的广东香山县 《吴氏族谱》共 1 5 卷 ，
于民 国 2 7 年在澳门刊印 （ 以下简称香

山 《吴氏族谱》 ） 。 该族谱现保存完好 ，世系记载清晰 、完整 。

（

一

） 吴健彰名 号及其与 吴天垣和 吴天显的关 系

香山 《吴氏族谱》记载 ：第二十三世祖仰荣公共育有十子 ，第三子
“

健彰公 ，讳天显 ，号道甫
”

②
，

曾任
“

江苏苏松太兵备道
”

。 这表明 ，吴天显才是吴健彰 ， 即后来的上海道台 。 另外 ， 吴健彰在世时

的 1 8 4 3 年版广东香山翠微《吴氏族谱》 （ 以下简称翠微《吴氏族谱》 ） 中亦记为
“

道甫
”

。
③ 吴健彰号

“

道甫
”

还得到其友人书法家鲍俊题写的
“

景贤谷仓碑记
”

④的印证。 然而 ，香山 《吴氏族谱》的后续

却误记为
“

道普
”

。
⑤ 这很可能是由于其发音和字形相近所致 ，

但也不排除受到 同治 《上海县志 》和

光绪 《香山县志》 中
“

字道普
”

的影响 。

那么 ，吴天垣是谁？ 香山 《吴氏族谱》记载 ：仰荣公第四子
“

健纬公 ，讳天垣 ，号璿溪
”

。
？ 这说

明 ，
吴健纬是吴天垣 。

综合该族谱信息可知 ，
上海的吴健彰即广东的吴天显 ，

而吴健纬则是同顺行行商吴天垣 。 据香

山《吴氏族谱》记载 ：
此二人为 同母所生 ， 即吴健彰是胞兄 ，

吴健纬是胞弟 。 至此
，
证实了祁贡在前

述奏折中说法的真实性 。

此外 ，常见的吴健彰的英文名字 ，
主要包括 ＷｕＣｈｉｅｎ

一

ｃｈａｎｇ 、ＷｕＫｉｅｎ
一

ｃｈａｎｇ 和 ＷｏｏＫｅｅｎ
一

Ｃｈａｎｇ 等 ；而其作为广东吴天显出现时的英文名字 ，则为 ＷｕＴｉｅｎ
—

ｈｓ ｉｅｎ 和 ＷｏｏＴ
＇

ｉｅｎ
—

ｈｓ ｉｅｎ 等 。

其胞弟吴天垣的英文名字 ，
主要是 ＷｕＴ

＇

ｉｅｎ
—

ｙｕａｎ 和 ＷｏｏＴ ｉｅｎ
—

ｙｕａｎ 等 。 当他们 以同顺行吴氏家

族身份出现时的英文名字 ， 常见有ＷｕＳｈｕａｎｇ
一

ｋｕａｎ 、ＷｕＳｈｗａｎ
ｇ
一

ｋｗａｎ、
ＷｕＳａｍｑｕａ 、

ＷｏｏＳａｍｑｕａ

和
Ｓａｍｑｕａ等 。

（
二

） 吴健彰 的生卒 日 期

香山 《吴氏族谱》 明确记载 ：吴健彰
“

生清乾隆辛亥年三 月初六 日
，
卒清 同治丙寅年六月 初七

日 ，七十六岁
”

。
⑦ 即吴健彰生卒 日斯分别为 1 7 9 1 年 4 月 8 日和 1 8 6 6 年 7 月 1 8 日 。 在同治 《上海

县志》 、光绪《香山县志 》和有关的清代官方文件中 ， 尚未找到相关记载 。

根据香山 《吴氏族谱》 ，吴健彰
“

葬鸡拍
”

⑧
， 即今广东珠海唐家鸡山 。 在该地的墓碑 ， 右侧碑

记
：

“

清荣禄大夫江苏苏松太道监道江海关道甫吴府君墓
”

，是指吴健彰 。 这再次表明其号是
“

道

甫
”

，
而非

“

道普
”

。 而碑记
“

资政大夫浙江杭嘉湖道壬子科举人晓屏府君附墓
”

，则是指吴健彰的次

① 光绪 《香 山县志 》 第 1 1 卷
，
第 7 7 页 。

② 广 东香 山县《吴 氏族谱》 第 9 卷
， 第 5 2 贾 。

③ 广 东香 山翠微《 吴 氏族谱》 第 9 卷 ，

“

健彰
”

项下
，
道光二十三年刊印 。

④ 该碑原件现藏于广 东珠海市博 物馆 。 书 法家鲍俊在道先二十年题写 。 鲍俊与 吴健彰 为 同 乡
，该 碑记 内 容当 为 吴所请题 。

故吴本人 当认可
“

道甫
”

一说。

⑤ 广 东香 山 县《 吴 氏族谱》 第 1 4 卷 ， 第 1 0 4
—

1 0 5 页
。

⑥ 广 东香 山县 《 吴 氏族谱》第 9 卷
，第 5 5 頁 。

⑦ 广 东香 山县 《吴氏族谱》第 9 卷
， 第 5 4 貰 。

⑧ 广 东香 山县 《 吴氏族谱》 第 9 卷
， 第 5 4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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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吴逊扬 ，其中的
“

晓屏
”

是其号 。 因为这是合葬墓 ，所以其落款 日期为
“

光绪十九年四月 吉 日
”

， 即

1 8 9 3 年 5 月 1 6 日至 6 月 1 3 日之间 ，是该墓重修的 日期 。 根据该族谱记载 ，吴健彰与妻徐氏 、子吴

逊扬葬在此处 。

三 、 吴健彰的祖籍和家族迁徙路径之考订

（

一

） 吴健彰的祖籍

咸丰六年 （
1 8 5 6

） ，
两广总督协办大学士叶名深奉上谕派员查抄吴健彰原籍家产 。 其随后 的奏

片？ ，可直接证明吴原籍为广东香山县 。 香山 《吴氏族谱》则进
一步表明 ，吴健彰为广东香山县翠微

人 。 这印证了光绪 《香山县志》 中关于吴健彰
“

恭常都翠微人
”

的记载 。 但是 ，光绪《香山县志》对

吴健彰祖籍的记载却很少被引用 ，而同治 《上海县志 》 中 的
“

潮州人
”

的说法却广被认可 。 究其原

因 ，
可能与同治《上海县志》受到更多关注有关。

广东香山县始建于南宋时期的 1 1 5 2 年 ，隶属于广州府 ， 现属广东省珠海市 。 该县当时共设置

十余个乡 。 其中的长安乡 即包括今山场 、前山 、澳门 、唐家 、下栅
一

带 。 在清光绪十四年 （
1 8 8 8 ） ，都

改为镇 ，恭常都被重新划分为上恭镇和下恭镇 ，下恭镇即包括前山及其中的翠微 。 广东省香山县的

恭常都 ，位于今珠海市香洲区及万山海洋开发区
一

带 。 经査证 ，翠微乡属于现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

前山街道管辖 。

（
二

） 家族迁徙路径

广东香山县翠微吴氏源 自何处 ？ 据香山 《吴氏族谱》记载 ：始祖状元公
“

原福建福州府东 门外

水 口村人 ，
历任广东南雄州

“

。② 按照该族谱的说法 ，翠微吴氏始祖源于福建福州府东门外水 口村 。

经与福州市有关部门核实求证 ，该东门外区域大致包括今福建省福州市晋安区金鸡山
一

带 。

然而 ，
《 闽县乡 土志 》却并未有水 口村的记载 。 笔者与福州市地方志办公室、晋安区各村和居

委会以及派出所户籍管理有关部门逐一核实和求证 ，该地区历史上确无水 口村的记载 。 为此 ，笔者

重新查阅 ，发现在
“

东 门外山
”

条 目下的
“

金鸡山
”

中 ，有
“

 7ＪＣ头村
”

的记载 ：

金鸡 山有径 ， 称鸡公弄 。 在治东 ， 距城三里 东 山 区 内 。 环麓 即 前岐头 ， 与 金鸡 山对望者为

宝鸡 亭 。 宋洪 刍驹甫所建 。 水头 、阪 尾 、溪 口 各村 。
③

香山 《吴氏族谱》的记载与实地不符的原因何在 ？ 通过再次对族谱考察和分析 ，发现在香山

《吴氏族谱》 中提及 ，翠微吴氏始祖源于福州府东 门外水 口 村的
“

年代失传
”

。
？ 因为

“

水口
”

与
“

水

头
”

的发音十分相近 ，所以很有可能在口 口相传中 ，将
“

水头
”

误传为
“

水 口
”

。 基于这样的考虑 ，笔

者倾向于认为 ，翠微吴氏始祖源于福建福州府东门外水头村 。 经核实 ，该地即今福建省福州市晋安

区茶园街道水头村 。

香山 《吴 氏族谱》记载 ，其始祖随后迁往广东南雄州 ， 即今广东韶关南雄市 。 但因
“

年代失传
”

，

① 《派员 查封吴健彰原籍家产请 旨 处理 》 ，
台 北 ， 中研院近代 史研究所档 案馆藏 ， 外 交部 门 总理各 国 事务衡 门 档案 ，

0 1／ 0 1 ／

0 1 2／ 0 2／ 0 6 1 0

② 广 东香 山县《吴氏族谱》第 1 卷
， 第 3 6 页 ａ 。

③ 朱景星修 ，
郑祖庚幕 ： 《 闽 县 乡 土志》 ，海风 出版社 2 0 0 1 年版 ， 第 2 0 0 页 。

④ 广 东香 山县《吴氏族谱》 第 1 卷 ， 第 3 6 页 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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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情况有待深人考证 。 其始祖祠后奠基于广东香山县山场乡 。
？ 其祖

“

原居山场 ， 阅世遭乱 ，
徙居

各乡 。 惟翠微乡聚族最多
”

。
？ 这表明 ，吴健彰家族聚居于广东香山县 ， 并以其中的翠微乡 为主。

这再次印证了光绪 《香山县志》 中
“

恭常都翠微人
”

③的记载 。

由此可得 ，
吴健彰家族最初 由福建福州府东门外水头村辗转迁徙到广东香山等地 ，

后繁衍世界

各地 。 同治 《上海县志 》 中关于吴健彰为广东潮州人的记载④ ，是缺乏依据的 。

另外 ，通过香山 《吴氏族谱》对吴健彰祖籍考证 ，还澄清 了费正清关于吴建勋与吴健彰为亲兄

弟的猜测 。
⑤ 根据民 国 《同安县志 》记载 ，吴建勋为福建 同安人 。

？ 根据香山 《吴氏族谱》记载 ，吴健

彰并无名为吴建勋的亲兄弟 ， 同辈分的族人中亦无 。 即使从吴健彰的福建福州的祖籍来看 ，
两人也

不可能有亲属关系 。 这就否定了费正清的猜测 。 费正清的猜测 ，很可能是缘于对
“

健
”

与同音相近

字
“

建
”

的误解所致 。

四 、 结论

根据有关奏折、广东香山县 《吴氏族谱》和方志等资料 ，结合实地考察求证 ，本文首先对吴健彰

的身份 、生卒年及祖籍等问题进行了考订 。 与以往公认的观点不 同 ，
吴健彰即吴天显 ，号道甫 。 广

东香山翠微人 ，
曾任上海道台 。 其生卒 日期分别为 1 7 9 1 年 4 月 8 日 和 1 8 6 6 年 7 月 1 8 日 。 其胞弟

吴天垣即吴健纬 ，是当时的 同顺行行商 。 吴氏家族由福州府东门外水头村辗转迁徙至广东香山等

地
，其始祖祠位于广东香山县山场乡 。 其次 ，

Ｘ才有关族谱、方志等文献资料中的
一些误传予以纠正 。

究其误传产生的原因 ，
主要包括两方面 ：

一

是 由于发音或字形相近所致 ；
二是 由 于相关文献匮乏所

致。 正如纪昀在 《安 阳县志 》序 中所述 ：对于方志 ，

＂

其体制谨严 、考证详确者 ，千百之一二耳
”

。
⑦

研究还表明 ’ 当事者原籍方志的记述 ，相对其他地区方志记述的可靠性较高 ；
而与当事者有直接联

系者的著述和族谱等资料 ，
可信性相对更髙 。 引用文献所载信息宜采取谨慎的态度 ，未经考证的信

息不宜作为依据 。

〔 作者 宫峰飞 ， 华 东 师 范 大学金融 与 统计学 院 副 教授 ，
上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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