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情同手足的广东增城本地趙与客家趙 

在广东增城中新镇五联村委，有一条自然村──高车村，村里住著清一色的

赵姓人家。虽说是单姓村，但一个赵姓却分为本地赵和客家赵两个族群，本地赵

先到，讲本地（广州）话，客家赵后到，讲客家话。所以，高车村其实是一个本

地与客家两个族群同居一处的赵姓村落，现有村民近 800 人，本地赵约占村民

的三分之二，客家赵约三分之一。现在村中，既有本地赵的《登云赵宗祠》，也

有客家赵的《炳先赵宗祠》。 

“本地赵”和“客家赵”，那是外人区别他们所使用的词语，而他们自己的

称谓则是：“二房”和“三房”。 

一 两大族群之祖源 

高车赵两大族群，都是宋朝赵宋皇族的后裔。高车，是一条地地道道的赵宋

皇族村。 

宋朝建国，皇族分为三支：老大宋太祖赵匡胤，老二宋太宗赵匡义，老三宋

魏王赵匡美。高车村的客家赵是老二宋太宗赵匡义的后裔，因此他们称之为二房。

而本地赵是老三宋魏王赵匡美的后裔，因此他们称之为三房。查其赵氏族谱，可

知其祖源如下： 

客家赵：匡义-元佐-允言-宗说-仲全-士琫-不磷-善仁-汝正-崇諠-必埈- 

-良枢-友通-季胜-同隆-元骥-允钦-宗明-世美- 

本地赵：匡美-德恭-承寿-克修-叔充-縻之-公悫-彦仜-釲夫-时洮-若杞- 

-嗣荣-云岩-宗显-林沼-清衢-白鞠-登云- 

 

 



二 本地赵的迁徙与入增 

魏王长子赵德恭的五世孙縻之，“赠朝请郎，授左靖郎。因靖康之难，从高

宗南渡，由汴迁杭之钱塘”燕石村。七世孙赵彦仜，以宗室应举，登文榜试录作，

见国事日艰，乃于 1187 年宋孝宗淳熙十四年丁未羊年，由杭之钱塘迁居广州西

城（南海县治所）之德星坊番塔街枣树巷，彦仜乃本房入广始祖。 

九世赵时洮，以南海籍登宋理宗宝祐四年（1256）丙辰科文天祥榜四甲二

百二名进士，授承事郎，任增城县丞。时洮五子十世赵若杞，德祐年间，从父奉

诏勤王，事后留居增城，立籍开族，是为增城房开基始祖，葬于增城荔城街陈巷

口。若杞生四子，长子嗣兴居增城街，次子嗣荣居荷岭，三子嗣圣居长埔，四子

嗣贤居大岗。 

十一世赵嗣荣，于 1314 年元仁宗延祐元年甲寅虎年，移居增城西北之古绥

福乡（今中新镇，前永福公社）荷岭（又名佛岭）开村立籍，成为荷岭的开基祖。 

十七世赵登云（入广十一世），于明朝弘治年间（1488－1505 年），从荷岭

迁居旁边的高车开村立业。赵登云是高车村的开基始祖。登云兄弟二人，哥哥赵

腾云留居荷岭。 

高车本地赵的迁徙线路是：汴京→杭之钱塘→广州→增城→荷岭→高车 

高车本地赵：匡美-德恭-承寿-克修-叔充-縻之-公悫-彦仜-釲夫-时洮-若杞- 

-嗣荣-云岩-宗显-林沼-清衢-白鞠-登云- 

 

 

 

 



三 客家赵的迁徙与入增 

南宋后期，宋太宗后裔的一支十一世赵良枢，于宋度宗末年授江西吉安府同

知，时朝野混扰，赵良枢后潜居吉安府卢陵县罗子山。 

十三世赵季胜，于元顺帝年间（1341－1367 年）入伍参加明军。洪武定鼎

后，拔驻广东嘉应州（梅州）程乡县（梅县），赏粮五十石（五百亩地），世受国

恩。逐于明太祖洪武年间（1368 年后），落藉梅州南门松源一图，赵季胜为梅州

南门房始祖。 

1612 年明万曆四十年壬子鼠年，五十八岁的赵念月（二十一世），携带十二

岁的小儿子赵天佑从程邑迁往永安县（今紫金县）古名都龙头约南山围开基创业。

后裔又移居下石约凤安围开村立业。 

1715 年清康熙五十四年乙未羊年，赵炳先（宋 24 世、梅县 12 世、紫金 4

世）从紫金县迁居增城县荷岭约云母都一图四甲高车村，创基立业。赵炳先是为

增城房开基始祖。 

客家赵的迁徙线路是：汴京→杭州→江西吉安→梅州→紫金→增城高车 

客家赵：匡义-元佐-允言-宗说-仲全-士琫-不磷-善仁-汝正-崇諠-必埈- 

-良枢-友通-季胜-同隆-元骥-允钦-宗明-世美- 

 

 

 

 

 

 



四 神奇的入增传说 

客家赵入迁增城高车村，流传著一个神奇的传说： 

居住在高车村的赵登云后代，为宏扬祖德，激励后辈，准备兴建登云祖祠，

以光前裕后。他们派人到永安县（紫金）请风水先生，在当地结识了当风水先生

的客家赵的先祖赵炳先，两人促膝谈心，一叙家谱，发现在宋朝时代两家本是兄

弟：宋太祖赵匡胤是老大；宋太宗赵匡义是老二；魏王赵匡美是老三。赵炳先一

支属二房，赵登云一支属三房。两人一见如故，即赴高车。 

赵炳先看到高车风水极好，讚不绝口。登云后人力邀赵炳先移居高车，炳先

欣然允诺，于是便带著六个儿子迁至增城，入住高车。这样，分居六百多年的两

房后人，又同住在一个村子了。 

赵炳先兄弟三人，哥哥赵焜先迁居博罗，后裔一支迁广西北流。弟弟赵炽先

留居紫金。 

 

 

 

 

 

 

 

 

 

 



五 仕男登榜，烈女流芳 

查看赵氏族谱和《增城县志》，再结合高车村现存的广府式传统排村建筑，

可以推知，当年的高车村，在增城县是个叫得响的文化古村。解放前的高车，就

有“→小广州”之称。 

高车村在清乾隆、嘉庆、道光、咸丰、光绪年间都出了不少“金榜题名”的

人物，功名彰显。（宣统）《增城县志》“卷 16·选举 2”里均有纪录： 

乾隆朝  赵光浓  拔贡，历任陈州府通判，河南、汝宁参军等职。 

嘉庆朝  赵光蕙  登二十四年己卯进士。 

道光朝  赵光仪  廪贡，任石城训导，署高州府学教授。 

赵德显  英德训导。 

咸丰朝  赵德辅  十一年辛酉岁贡。 

光绪朝  赵承璜  三十二年副贡，署广西潞城司巡检。 

其中的赵光浓、赵光蕙是亲兄弟，其父亲赵阳况，在地方上是个秉公好义之

俊杰，县志上有他的传记：“性慷慨，乐施济，粤地患蛊毒，况检曾祖君赐良方，

捐资送药，存活至千人”。乾隆五十一年（1786 年）和乾隆五十二年（1787 年）

地方出现饥荒，赵阳况“以粟赈乡邻，藉以无患”，“尝让地与族建祠，终身不言

价”。 

能在县志上留名，并有传记传世，绝非“等閒之辈”。 

历史上，高车赵引人注目的另一个亮点是，村中频频出列女，最具影响力的

有两人：一是赵黄氏，另一是赵单氏。（宣统）《增城县志》“卷 25·列女”留下

了她们的事蹟： 

“赵黄氏，云母都何佛岭赵彝周妻，黄繁奕长女。年十八于归，夫殁哀毁欲



绝。以翁姑在堂，遗孩在抱，勉进饮食以仰事畜母。尝欲劝改醮，正色言曰：‘儿

既为赵家妇，今忽二天，何以见夫地下？’嗣是绝迹不归宁，惟勤女工以供菽水。

邑令详请旌表。” 

“赵单氏，云母都高车赵光枫妻，二十余岁寡，守节三十年”，也属“旌表”

之列。 

正因为如此，过去高车村南村口处，树立著一座高大的牌坊，路人远远地就

能见到它。村民赵伟波（75 岁）回忆说：“牌坊是砖石结构，前面有一块‘圣旨’

石，两字一上一下，它的下方是一块横刻的‘节孝流芳’石。牌坊后面，有一块

‘恩荣’石和‘彤管清操’石，摆放的方式和前面一样”。这座“节孝流芳”牌

坊，（宣统）《增城县志》“卷 5·名胜·坊表”有载：“在云母都高车，为赵光枫妻、

赵德显母单氏建”。 

牌坊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拆毁，现在“节孝流芳”石已找不到，“圣旨”石、

“恩荣”石和“彤管清操”石都堆放在过去叫官厅的地方。 

另外，县志在“列女”中，还纪录了高车 9 个早寡守节的女人，她们都是二

十几岁寡，守节二十几年、三十几年、四十几年不等，最长的是“赵赖氏，赵亚

养妻，二十岁寡，守节五十年”，享寿七十岁。这些列女，用她们贞洁仁德的一

生，赢得了名垂县志。 

 

 

 

 

 



六 情同手足，和睦相处 

同住在高车村的本地赵和客家赵两大族群，长期以来，牢记太祖“世世为缌

麻”的祖训，同心同德，同心协力，同舟共济，同甘共苦，同耕共爨，和睦相处。 

本地赵较富，功名彰显；客家赵尚武，勤劳勇敢。每遇荒年，本地赵之富者，

必出钱救济困境之客家赵。每遇与外村纷争，客家赵必衝锋在前，捍卫整个赵氏

的利益。 

由本地赵出钱办的学堂，也向客家赵的子弟敞开大门，家境贫穷的客家子弟，

可以免费入学（外姓子弟则必须交够钱银）；客家子弟有读书好的，也能从本地

赵的祠堂领到“花红”。 

本地赵讲广州话，客家赵讲客家话。本地赵到客家赵的家里作客，一般都讲

客家话，而客家赵到本地赵的家里作客，一般都讲广州话。互相尊重，永叙宗谊。 

自赵炳先迁入高车以来，两个赵姓族群已经共同生活了 280 多年，经历了

无数的风风雨雨。其间难免出现口角相争，但两房族长一出面调解，问题便可平

和解决。和谐气氛满高车。 

因长期同居一村，生活习俗上在某些方面已互相交溶。如：1、本地赵年三

十晚要在床头放两根有头有尾的甘蔗，以示“甜到头”；客家赵有的家庭也学著

这样做。2、客家赵在春节前备做的年货中，学习了本地赵做糖环（糯米）的习

俗。3、本地赵接受了客家赵夏至吃狗肉的习俗。4、丧葬习俗客家赵是二次葬，

做交椅式大坟，本地赵也採用了客家赵的习俗……等等。 

高车赵氏两族宗亲从心眼里说出的“二房”“三房”，透射出无限亲密的手足

情谊，縕含著千年积聚的祖德家风，体现了当今世道的和谐气息。 

  



参考资料：1、《增城县志》 

2、增城赵氏族谱 

3、紫金赵氏族谱 

4、《增城广府村落的“客家情结”》，刘丽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