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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新檔案》數位教學課程 

張和利號爭產案 
人物表 

縣官、師爺、差役 

王經邦、王郭氏、王蔡氏、林王氏、王林氏、王吳氏 

 
 

場次 S1  人物 王郭氏、王蔡氏、林王氏 

時間 日 場景 新竹城北鼓樓 

 

△ 新竹城街景，日光，上字「光緒 18 年」 

△ 鼓樓外觀 

 

OS：光緒十八年初某日，經營布帛生意的張和利號，在創辦人王登雲及其堂弟

王嘉樹死後，因張和利號由王登雲長子王媽鎮接手經營而產生家產分配之爭。 

 

OS：王嘉樹妻王蔡氏，邀請王登雲第三位妻王郭氏、女兒林王氏，一同在新竹

城北鼓樓商量大事。 

 

王蔡氏：嫂嫂，這邊請坐。這事不得不找你們商量。 

王郭氏：別氣，好好說就是。 

 

王蔡氏：嘉樹來台一同與登雲打拼事業，為『張和利號』盡心盡力數十年，張

和利號從沒沒無名的小商號到擁有田產二千八百餘石，富甲一方的地

位，嘉樹在這數十年間沒有功勞也該有苦勞。 

王郭氏：嘉樹盡心盡力，這我們是知道的。 

王蔡氏：那嫂嫂可知道，在大哥逝世後，媽鎮竟然不願意給我們任何田產，實

在讓我嚥不下這口氣。媽鎮是個螟蛉子，一個養子有什麼地位，家產

應該由王梅主導才對。 

 

王郭氏：大多數的錢都在他手上，我和王梅要用錢都還要伸手跟他要。登雲在

世時明明就立有鬮書，載明應該將我原先自己買的香山牛埔庄還給

我，並抽出一百石租穀作為我的養老費，王梅也應該得到一百石作為

娶妻費用。 

林王氏：這是父親對母親、對哥哥的照顧，誰知道大哥他... 

王郭氏：本來看媽鎮對這些是同意的，對他以往的所作所為也就算了。但沒想

到登雲過去以後，我們不但沒有得到該得的，媽鎮他還不承認他說過

這些話，我聽到他不認帳的當下一度暈了過去，幸好當時女兒回娘家

剛好在一旁，不然我真的就被氣死了。加上王梅去年又得到怪症，我

對他也是又氣又沒有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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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王氏：我雖然已經嫁出去，但對大哥這樣對待母親與哥哥的作法也是很不能

忍受。今天我才知道原來嬸嬸也遇到這樣的問題。大哥既然一直不願

分產的話，不如我們去告官好了。母親先告，我隨後也呈狀提出告

訴，但...我希望在官司告一段落後，我也能夠得到一點照顧。 

 

王蔡氏：那是當然的，你是我們王家的女兒，豈有不照顧的道理。大家一起到

縣官大老爺那裡去，請他評評理，希望媽鎮能在大老爺要求下分產。 

 

王郭氏：就我們幾個人，這縣官老爺會審理嗎？ 

王蔡氏：找奇南的太太王林氏一起提出告訴可好？家中的人陸續提出告訴，這

樣也才能顯示出我們站得住腳，這種事情只靠一兩人是不可能的。還

有，嫂嫂啊，如果大哥真有鬮書，我希望能公佈給大家看，我相信大

哥不是這樣的人，不應該漏掉嘉樹的功勞。 

 

王郭氏：其實...鬮書一事我很不確定，之前登雲在世時說他會預立，避免大家

因為財產吵鬧不休，但是直到他過世，並沒有見到白紙黑字看到分配

財產的說明。也許真有，但也許... 

 

王蔡氏：不管有沒有，我們都要用官府的力量逼王媽鎮交出財產。 

 

 

△ 縣衙內廳 

△ 上字「光緒 18 年底」 

 

OS：葉知縣正因為今年的稅收不足而煩惱，未按時繳納稅收，縣官可是會被處

罰的，這樣的事情令他備感煩躁。 

 

縣官：前任巡撫劉銘傳大人實施清丈田賦，地方上看似多了很多田地，但因為

乾旱的緣故，導致地方上欠繳糧租的租戶很多，只好「以拖待變」。以前

我就曾經因為沒有按時繳納完額給上級，被長官警告，為了這個事情我已

經頭痛了很久。 

 

師爺：大人莫煩惱，以身體為重啊。 

縣官：我雖非「兩榜進士」出身，好不容易來到台灣擔任知縣，可別在新竹縣

因為無法繳納完額給上級這件事上跌跤，影響之後的仕途。 

師爺：大人切勿驚慌，仕宦之路上難免多所折磨，凡事總有解決之道的。真的

不行，我們或許可找縣城內的富豪之家一起討論，他們都是聰明人，相

信只要給他們暗示，我想大家都知道大人您的困難之處。 

縣官：貿然同他人商量此事，怕是不妥。待本官確認是否還有其他方法再行討

論吧！ 

師爺：大人說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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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次 S2  人物 王郭氏、縣官 

時間 日 場景 縣衙 

 

△ 上字「光緒 19 年 2 月 18 日」 

 

OS：在王蔡氏的發動下，王家的女眷們開始連番上陣，第一位發難的，就是王

登雲的第三位妻，林王氏與王梅的母親，王郭氏。 

 

王郭氏：啟稟大人，民婦為『張和利號』王登雲之妻，先生在世前立有鬮書，

約定將民婦私有的香山牛埔庄田業歸還，並約定給我一百石租穀作為

養老費用，另又允諾提供一百石為王梅籌措娶親資金，但媽鎮在丈夫

死後，橫行嫖賭，並霸佔家產，近來王梅遭人下毒，我沒有錢能夠為

他醫治，希望大老爺能明察秋毫，查明鬮書內容後將我們的田產歸

還。 

 

縣官：王郭氏，目前你所說的『鬮書』究竟在哪裡？只靠你王郭氏所說的供

詞，本官恐怕暫時無法相信。 

 

縣官：來人啊！交辦下去，應該交由城內有名望的士紳加以查明。 

 

王郭氏：多謝大人。 

 

王郭氏 OS：看來得請其他人加快腳步，大夥一同告官才有用。 

 

選擇：如果你是王媽鎮，你相信鬮書的存在嗎？ 

1. 相信，父親過世前確實立有鬮書 -> 接場景 S8 

2. 不相信，鬮書一事純屬虛構 -> 接場景 S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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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次 S3  人物 王林氏、王蔡氏、林王氏、縣官 

時間 日 場景 縣衙 

 

△ 縣官坐著，一旁差爺將狀書遞上，縣官拍案。眾衙役喊堂。 

△ 上字「光緒 19 年 2 月 23 日」 

 

OS：王家的女眷們紛紛上告縣衙，企圖以眾人的訴狀推動縣官協助分家。 

 

縣官：來者何人？所告何事？ 

 

王林氏：啟、啟、啟稟大人，張和利號是我公公王登雲和其弟王嘉樹一同經

營，我的婆婆劉氏與大婆婆蔡氏都在泉州，只有三婆婆王郭氏在台

灣。堂叔王嘉樹臨終時託付我，要我聲明他有三千石租穀的財產，希

望以後能不要被王媽鎮侵吞。 

 

縣官：託付你？ 

 

王林氏：對、對。嘉樹叔在公公在世前就和媽鎮不和，在公公去世以後兩人的

不合更是浮上檯面。嘉樹叔早就知道這些情況，因此在過世前才希望

我能做見證。 

 

縣官：單憑你們這樣說說，怎麼能算是證明。 

 

王林氏：另外我們也請了族叔王烏九見證，他當時也答應要幫助我們處理，但

後來受到王媽鎮的賄賂不肯幫忙。公公有五位兒子，有老大王媽鎮，

次子王桃，另有我先生三子王奇南，還有三婆婆王郭氏生的四子王芋

頭與五子王梅。公公死後，嘉樹叔持續協助長兄王媽鎮經營家務，然

而王媽鎮卻任意吃喝嫖賭，先生與弟弟王芋頭曾與他理論沒有結果，

目前先生與王芋頭已經亡故，王媽鎮還...還...逼我改嫁... 

 

縣官：我已要求家族長輩出面，要求王媽鎮立刻按照鬮書內容合理分配家產。

王林氏，你可以離開了。退堂。 

 

差役：啟稟大人，張和利號王嘉樹之妻王蔡氏與王登雲王郭氏之女林王氏求

見。 

縣官：這家子...真是...。傳。 

 

縣官：說吧。王嘉樹早已故亡，你們與王登雲家，應該沒有甚麼關係了吧。至

於你，林王氏，你已是林家的婦，怎麼還來插手王家的事。 

 

王蔡氏：大人此言差矣。先生王嘉樹和兄長王登雲一同經營張和利號，在大哥

王登雲死後，嘉樹仍和他的長子王媽鎮一同經營，但去年嘉樹去世，

王媽鎮不但馬上為其殮葬，甚至搜刮嘉樹庫房內的財物，我與兒子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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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度被他困在家中，我想投奔親戚王烏九卻得不到回應，因此來請求

大老爺主持公道。 

 

縣官：你的說明我已經瞭解。關於王媽鎮於他的所作所為，本官仍須加以調

查，不是你等說說就算的。 

 

王蔡氏：大人... 

林王氏：大人若不信嬸嬸，可得信我這親生女兒呀。啓稟大人，民婦是張和利

號創辦人王登雲惟一的親生女兒，我父王登雲渡台後先後娶了三妻，

下有五子，但他們全都是異姓養子，母親王郭氏一直都輔佐父親經營

張和利號，父親去世後兄長王媽鎮接管了家業後，不僅虐待諸母兄

弟，同時唆使四弟王芋頭的妻子王吳氏對我母親王郭氏不敬，且不讓

王梅吸食鴉片，媽鎮又和王吳氏共謀下毒施符，導致王梅變的瘋瘋癲

癲。 

 

縣官：有這種事？ 

 

林王氏：近日媽鎮得知母親告官，竟然將王梅鎖在暗室中不讓他出去，我和兒

子林傳禧前往一探究竟，沒想到被親戚王烏九、紀滋兩人打傷，特此

稟告大人，希望能秉公處理。 

 

縣官：根據你的說法，你們母子被人毆傷，茲事體大，快傳林傳禧，與林王氏

一同驗傷。 

 

林王氏：大人，這...這已經過些時日了，並且，也...都是些輕傷，我想懇請大

人，不用驗傷。 

 

縣官：懇請不用驗傷。大膽。 

 

△ 縣官拍案，兩女眷驚恐 

 

縣官：被人毆傷卻不願意驗傷。想必是捏造實，危言聳聽。本官已經下令，目

前就等地方士紳與族親要求王媽鎮進行分產。有關裁決的結果，已經在

其他兩位的批文中了。退堂。 

 

選擇：如果你是王媽鎮，你會針對女眷們的狀書提出反告嗎？ 

1. 當然會，個人清白不容汙衊 -> 故事接續 

2. 不會，清者自清 -> 接場景 S8 

 

△ 街景、王家宅院 

△ 上字「光緒 19 年 3 月初」 

 

OS：新竹張和利號正面臨分家產的問題，張和利號由王登雲與王嘉樹共同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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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在兩人陸續死去後，張和利號在新的經營者王媽鎮管理下仍然十分興盛。

王媽鎮就是案主。王媽鎮有『監生』的功名，於是在考試或捐官時給自己取了

另一個名字『王經邦』。王家主事王經邦，正煩惱的商場事與家務事。 

 

△ 王經邦思考最近發生的事情 

 

王經邦 OS：最近真是諸事不順，生意上因為海盜的關係，接連痛失了好幾筆

訂單，福建那裡的商人無法把商品送到台灣，我本身沒有存貨，就必須

用更高的代價來買東西，根本虧死了。 

 

王經邦 OS：加上最近不下雨，收成不好，佃戶們又紛紛要我減低他們繳交的

額度，這根本是強人所難。前陣子家族內這些人要我分產，但他們根本

沒有一個人懂如何經營產業，財產一分下去張和利號必定破產。沒想到

二媽竟然向縣官控訴我分產不公，存心要給我難堪，還夥同妹妹與外甥

找外人林水生逼我就範，甚至持刀刺傷我的妻弟，面對這些莫須有的指

控...只好去告官了，不告顯得我理虧。 

 

△ 王經邦招來工人王祥，王祥上前 

 

王經邦：王祥，我草擬一張承狀，你來當抱告人，我必須要向官府報告此事。

我會另外附上一份『紀糍』的驗傷報告給縣官。雖然他們先出手控訴

我，但他們惡意傷人，我想在這一點上我們是可以站的住腳的。 

王祥：是的，老闆。 

 

△ 王經邦無奈大嘆一口氣 

 

△ 街景、縣衙大門 

△ 上字「光緒 19 年 3 月」 

△ 案上擺著許多狀書，縣官正讀著狀書 

 

OS：王家女眷們為了分家產的事情輪流告官，這事令縣官頭痛不已... 

 

△ 縣官拿著女眷們的狀書 

 

縣官：聽王郭氏的說法，王經邦在王登雲死後掌握家中財產的一切，但大家對

他似乎很不滿意。女眷之中到底誰是妻誰是妾也不太清楚，總之我先調

查他們身家情況吧！清官難斷家務事，這種大家族中每次上演都是分產

的戲碼，看了就厭煩。 

 

△ 縣官又拿起王經邦的狀書 

 

縣官：依據王經邦的說法，王郭氏他們反而有依侍武力逼迫，甚至還劃傷了王

經邦的妻弟，因為調查的結果如何目前還不知道，還是應該由他們的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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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出手解決較好。家族內對他都不太滿意，但讓寡婦紛紛上堂，實在是

不恰當，還是讓宗親王忠、王進將所有家產照股均分，並立鬮書分產，

要求王經邦不可獨自把持家產。就這麼辦吧。 

 

  



9 
 

△ 縣衙大門 

△ 上字「光緒 19 年 3 月底」 

 

OS：王經邦試圖以狀書向縣官解釋他的情況，但仍被縣官要求親自到案說明 

 

縣官：王經邦，有關你王郭氏等人說你不願意分家產一事本官已有定見。你速

和宗親王忠、王進，將家中有所家業「照股均分」，以鬮書為依據，不可

再獨自把持家業。 

王經邦：是的大人。 

 

△ 縣官將手上的狀書闔上。又揮手示意身邊差役離開 

 

縣官：王經邦，你身為監生，有一事本官同你商量商量。 

王經邦：大人請講。 

縣官：今年本縣稅收不佳，原訂縣額應收到銀四萬零九百七十五餘兩，實際只

徵得三萬九千六百五十五兩左右。 加上從光緒十四年起舊曆年欠繳款

項，本官壓力實在頗大。你們張和利號在地方上也是赫赫有名的大戶，

因為天災的原因，你在向佃戶收取租穀上想必也不太順利對吧？ 

王經邦：大人英明。連日天災，小監生這裡的確歉收連連。自前撫台劉銘傳清

丈田賦後，上則田每甲要徵銀三兩零八分五厘六毫一絲，中則田每甲要

徵銀二兩五錢二分三厘五毫一絲。 張和利號產業中雖然中等與上等田不

少，但因為今年的天災，收成實在太差。小監生又要將米穀折銀繳交給

大人您，損失只有更多不會更少。 

縣官：本官也知道你的苦衷，但今日你家族經營之糾紛，加上你本身又是地方

上有頭有臉的人物，如果未能妥善處理，對張和利號影響更大，這一句

話你也認同吧！ 

王經邦：小監生知道，此事為無可奈何之事，雖然麻煩仍不得不處理，多謝大

人提點。 

縣官：本官現在有一能令你絕對能保有張和利號經營權方法，你可願意聽？ 

王經邦：請大人明示。 

縣官：本縣今年度因災害歉收，致使本官無法繳納完額給中央，你若能提供等

值一百石租穀給本官，在家產爭議上我可令你保有張和利號，但在財產

上仍須兼顧情理法，我仍會給他們部分財產能夠安養晚年。 

 

△ 王經邦大為驚訝 

 

 

 

選擇：如果你是王媽鎮，你會答應縣官捐穀的條件嗎？ 

1. 一定會，可以速戰速決就不要再拖下去了 -> 接場景 S8 

2. 暫時不會，一百石不是小數目，需要再好好思考 -> 故事接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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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經邦 OS：一百石實在不是小數目，但如果拿到以後可確實保有張和利號，

似乎是勉強可以接受的結果，但現在我難以精算哪一個比較划算。 

王經邦：多謝大人建議，這...一百石不是小數字，請給我幾天思考期。 

縣官：你可以考慮幾天，但務必儘速回覆。 

王經邦：多謝大人 

 

△ 王經邦作揖，臉色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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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次 S4  人物 王林氏、王蔡氏、縣官 

時間 日 場景 縣衙 

 

△ 縣衙門口 

△ 上字「光緒 19 年 4 月 13 日」 

 

OS：縣官下令，請族裡仕紳協助分家一事，但王媽鎮表面配合，實際拖延，逼

得女眷們不得不再採取行動。 

 

△ 王林氏、王蔡氏兩人步行至縣衙門口。 

 

王蔡氏：分家之事媽鎮不顧縣太爺的吩咐，一意孤行，我們一定要繼續上告。 

王林氏：可是...這事情縣太爺說已經下令了，我們這樣... 

王蔡氏：這一次一定要逼王媽鎮分家。 

 

△  公堂之上 

 

王林氏：啟稟大人，雖然您已經命令王忠、王進二人協助處理分家產一事，但

王媽鎮仍不顧協議，他並且跟王忠、王進聲稱這是我們自己的家務事，他們無

權過問，試圖想要抗拒大老爺您的命令，希望您能主持公道。 

 

△ 縣官大怒 

 

縣官：我命令他二人火速『照股均分』，王媽鎮若有違抗之事，本官定將要他到

衙門追究他們的責任。 

 

王蔡氏：大老爺英明，在王忠與王進的協調下協議要給我一年四百石的租穀，

另外給予 350 元作為王夫的喪葬費用。但民婦認為張和利號目前的財產只由王

媽鎮獨得是不公平的，我丈夫嘉樹與登雲一同經營，應該能得到產權。 

 

縣官：有關你這事的回答，已經在王氏的批詞內了，其餘無須再多說。 

 

王蔡氏：民婦知道了。 

 

王蔡氏 OS：必須從長計議，只好再次回去跟大家商量了，無論如何我一定要

拿回屬於嘉樹的那一份。 

 

 

△ 縣衙大門 

△ 上字「光緒 19 年 4 月」 

 

OS：距上回向王經邦提起租穀的事情又過了些時日，王經邦那邊一直沒有回

應，縣官這兒又該如何應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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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官：師爺，本官上次靈機一動，希望透過張和利號的爭訟案子，跟王經邦索

取百石租穀一事，已經過了好一陣子至今都沒有答案，你認為要怎樣做

才能讓他就範呢？ 

 

師爺：啟稟大人，此計固然絕妙，但對王經邦來說，他同時有分家產和多付一

百石的風險，站在他的角度來看，他一定還想努力一下去說服家中各個

成員，所幸這件案子大人已經在審理中，最終的結果還是要由大人您來

決定，只是要注意不要鬧到台北府那裡就好，若讓台北府知道，事情就

會複雜多了，也有損大人的清譽。 

 

縣官：師爺所說有理，如此再給他們一點時間，我想王郭氏、王蔡氏他們應該

會等到不耐煩再提出承狀，屆時我再來處理不遲。不過到時候我需要做

個樣子，小小發個脾氣給張和利家的人看，以免顯得本官不公。洪泉。 

 

洪泉：小的在。 

縣官：本官會要你前往王經邦家裡一趟，將他帶到縣衙來，屆時他若有意要跟

你打聽消息的話，記得這樣說… 

 

△ 洪泉上前聽，連連點頭 

 

洪泉：是、是、是，小的明白。小的這就出發。 

縣官：去吧。 

 

△ 洪泉作揖離開 

 

師爺：老爺英明。 

 

△ 王媽鎮家宅大門 

△ 上字「光緒 19 年 4 月」 

 

OS：由於王家女眷連番上告，縣官不得不差人將王經邦帶到縣衙說明。這日，

差役洪泉來到王家。 

 

△ 差役洪泉一腳踏入內室，大聲喊叫 

 

洪泉：監生王經邦何人？ 

王經邦：在下便是王經邦。 

差役：本差役奉知縣葉大人諭令，提訊你到縣堂，請跟我走一趟。 

王經邦：小監生知道了。 

 

王經邦：官爺，從縣衙那來這兒一趟，想必相當辛苦，何不坐下來用些茶水，

再小人家中歇息一會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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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泉：好，就叨擾你這杯茶。 

王經邦：怎麼說叨擾，是小人家的榮幸。 

 

王經邦：請問官爺，不知道對最近小人家中的張和利號是否有所知悉。 

 

洪泉：其實大人最近又收到王郭氏與王蔡氏等人的承狀，大家都說你不願意按

照協議分產。你要知道，要張和利號公平分產是葉大人親口下令的，如

果你敢違抗等於就是跟葉大人唱反調，大人也只好秉公處理。你先前考

慮時間太長，大人已經有點不悅，看在你監生的功名上，勉強給你面子

要我到你府上請你到衙門說明，否則按照一般情況他已經要我們直接拘

提你到案了。 

 

王經邦：是是是...待官爺歇息完畢，小人隨即隨官爺前往縣衙一趟。小人先去

準備準備，失陪了。 

 

王經邦 OS：看來是無法拖下去了。 

 

 

△ 街景、縣衙大門 

△ 上字「光緒 19 年 4 月」 

 

△ 坐於堂上的縣官面露擔憂，招了師爺前來 

 

縣官：師爺。 

師爺：大人有何吩咐？ 

縣官：若是王經邦不接受我們的提議，你說這事該如何是好？ 

師爺：大人，王經邦當然會因為兩邊都要失去金錢感到痛苦，因此對您的提議

意願就不高。不過從張和利號案子來看，家族內的人對於遲遲不願分家

不滿，也就是說他們對於分產仍無共識。大人可由此下手，稍微給王經

邦一些壓力他應該就會屈服了。或許跟他們說家族內有人打算向台北府

控訴可能是一個方法。 

 

△ 縣官想了想，露出欣喜的笑容 

 

縣官：師爺所言甚是。本官總覺此事尚欠『臨門一腳』，『臺北府』這三個字或

許就是我們成功的關鍵。 

師爺：大人英明。 

 

 

△ 縣衙內 

△ 上字「光緒 19 年 4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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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S：洪泉將王經邦帶到縣衙，王經邦原以為只要好好說明即是，沒想到卻得到

一個驚人的大消息... 

 

△ 洪泉拱手報告 

 

洪泉：大人，人已帶到。 

縣官：(不悅)王經邦，何以上次所說分產一事至今尚未進行？ 

王經邦：(戰戰兢兢)啟稟大人，前次所說分產一事，因為分產者多寡婦幼子，

不宜分產，加上真正想分產的人在家族中也是少數，因此分產一事尚

未進行。我父王登雲之身渡海來台，創業維艱，好不容易『張和利

號』現已小有成就，誰知堂叔王嘉樹去世後，堂嬸與堂弟王國滄竟聯

合我的妹妹林王氏執意要求分產，另外二媽王郭氏之子王梅不知道怎

樣被人下毒，竟被訟棍教唆要我分產，我自經手家中產業以來，每月

均給王梅母子十元費用，帳簿可查，根本沒有什麼虐待的事情，希望

大人明察秋毫。另外，小人認為王嘉樹只是父親王登雲的堂弟，並非

親弟，沒有資格參與我家分產一事。如果王嘉樹要求分產，那另一位

堂叔王烏九也能要求分產。 

縣官：王經邦，本官現在要求你速將家中產業逐一條列，備妥房屋地契後，火

速召集各房代表一同來到衙門，聽候本官裁斷。另外有關一百石租穀一

事，你究竟覺得如何？速速說明。 

王經邦：啟稟大人。但是能否在分產一事時將小人每月均給王郭氏與王梅的月

費也一併考量在內。在分產時先扣除這些費用。 

縣官：本官自會一併考慮，你無須擔心。 

 

縣官：王經邦，你可知道王郭氏與王蔡氏正在找人幫忙，企圖向台北府控訴整  

起案件，一旦知府介入，本官就必須秉公處理，不太可能直接做出於你有

利的判決了。另外他們也提到你企圖買通王姓族人，如此下去本官將不可

能再保你。 

 

△ 王經邦聽了大驚 

 

王經邦：啟稟大人，請大人一定要替小監生主持公道，小人相信大人一定會秉

公處理。 

縣官：如此甚好，你既然對我有信心，要是台北府那裡來函詢問此事，我就跟

長官說一切都在掌握中，一定要兼顧合情合理下來審理本案。 

 

王經邦：多謝大人。啟稟大人，我想了很久，一百石對我來說負擔實在太大，

能否五十石就好呢？ 

縣官：最少要八十石！剩餘二十石本官可找其他殷戶「樂捐」。你要知道，你們

張和利號的案子在王郭氏、王蔡氏的四處『宣傳』下搞的人盡皆知，本

官要是不處理好一樣會惹禍上身，你可知道本官的『用心良苦』？ 

 

王經邦：可否七十石，分兩年，一年三十五石繳交給大人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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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官：好吧！本官勉強同意，若你分兩年繳交的話，你一年需繳交四十石，共

八十石給本官，那麼之後的裁斷我將僅力避免使你失去張和利號經營

權，但本官希望你切勿再拖延分產一事，以免到最後我也無法保你。接

下來的時間本官會好好調查你張和利財產後作出裁斷。 

王經邦：小監生知道了。 

           

△ 王經邦苦著臉 

 

王經邦 OS：這...不是小數目，但如果能夠保住張和利號...，哀，希望一切值

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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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次 S5  人物 王林氏、縣官 

時間 日 場景 縣衙 

 

△ 街景、縣衙門口 

△ 上字「光緒 19 年 6 月 13」 

 

OS：女眷們連番告官，王媽鎮似乎也有防範，在家族中較不受重視的王林氏，

又再次告官。 

 

△ 公堂之上 

 

王林氏：大人，您上次要王忠、王進共同主持分家產之事，而他們兩位又邀請

王華企、王國龐前來三次一同協調，但王媽鎮都不肯配合均分，甚至

阻止他們向您報告。王媽鎮他又怨恨我動輒向您告狀，竟要我搬離開

家裡，不給我們吃喝。 

 

縣官：竟有此事，我下令要王忠等人奉諭處理，他竟然不遵守諭令，未免有負

我的委任，他是否真的如此，我會要他候傳到案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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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次 S6 人物 王林氏、王吳氏 

時間 日 場景 王吳氏房 

 

△ 室內走廊 

 

OS：王林氏感覺縣官不太想積極事涉入分家產的事情，雖然好像有處理，但處

理這麼久也沒看到他真的傳喚王媽鎮，王林氏決定再推動家中的另一位女

眷。 

 

王吳氏：嫂嫂，怎麼來了？ 

王林氏：弟妹，今天找你來是想跟你說，你的婆婆王郭氏，堂嬸王蔡氏和我都

已經加入對王媽鎮控訴的行列中，大家都希望能夠要王媽鎮能夠合理

分配家中財產，希望你也可以一起提出控訴。 

 

王吳氏：我知道了，自從芋頭過世後我們也一直過得很辛苦，因為沒有財產，

我們處處都要看媽鎮的眼色過生活，嫂嫂想必也是吧。我可以告官，

但希望日後在分配財產上能夠讓我多分一點。 

 

王林氏：這當然沒問題，我們都是王家的寡婦，一定要互相照顧。 

王吳氏：那麼，一切就依照嫂嫂的意思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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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次 S7  人物 王吳氏、縣官 

時間 日 場景 縣衙 

 

△ 縣衙門口 

△ 上字「光緒 19 年 7 月 3 日」 

 

OS：在王林氏的說服下，王吳氏也踏上告官之路。 

 

王吳氏：大人，民婦是王芋頭之妻，在堂嬸王蔡氏與婆婆王郭氏的控訴下，您

已經做出判斷，王媽鎮雖然依照您的命令分產，但竟然不願意分給其

他人，我認為這是非常不公平的，希望能夠一體均霑，讓民婦我也得

以分到一房應有的財產。 

 

縣官：本年二月間王林氏、王郭氏等與王媽鎮相互控訴之時，當時沒有傳喚你

王吳氏到案。我將命令典吏召集族親，儘速完成分產一事，以免你等婦

女多次於公堂上拋頭露面。 

 

王吳氏：多謝大人體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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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次 S8  人物 縣官、張和利號相關人等 

時間 日 場景 縣衙 

 

△ 縣衙門口 

△ 上字「光緒 19 年 10 月」 

 

OS：判決前，縣官再次同王經邦確認家產分配的決定... 

 

縣官：經過這段時日，本官已經看了你們家族的財產，這次找你來是要再次跟

你確認對於判決是否同意，看似你們家業分出去很多，但本官將家業判給

你管理，你一時間雖失去不少，但以後家族內不再以此事煩你，我想對你

來說應該是最好的結果。張和利共約 2,000 石的財產，雖然有所損失，但

你們家大業大，失去的以後必定能補回來。 

 

△ 縣官將財產分配清單拿給王經邦，王經邦接過仔細看  

△ 王經邦遞回清單，作揖 

 

王經邦：謝謝大人費心，一切任憑大人處置。 

縣官：如此甚好，之前所提租穀一事，儘速備妥後呈繳。切勿拖延，一旦有

誤，本官將予以懲處。你可以告退了。 

 

 

△ 縣衙大門 

△ 上字「光緒 19 年 10 月 22 日」 

△ 縣官坐於堂上，所有此案關係人都到場，女眷們依在一起，王梅在母親身

旁，王媽鎮獨自一人在一旁。 

 

OS：終於，來到結案的這日... 

 

縣官：眾人聽判，本官對爭產案已有定奪。首先，王嘉樹幫忙堂兄王登雲經營

事業，勞苦功高，沒有功勞也有苦勞，應可加入分產。王經邦宣稱王登

雲給王嘉樹一百石之事，口說無憑，本官不予採信。第三，張和利號之

經營一但分產，孤兒寡婦恐怕無法妥善處理，應仍交由王經邦掌管家

務。而家業共分六股，每房各給三百石，其餘歸王登雲明下為祭祀公

業。另外王經邦應給王嘉樹妻王蔡氏 350 元安葬，限期五日內繳款。每

年冬天各房可向王經邦拿七十五元。 

 

眾人：仰遵大老爺明斷，日後不敢滋生異端。 

 

王經邦 OS：終於，事情終於落幕。幸好張和利號最終還是我的，商行也不會

被拆分，只是每年都要提供他們一定的資助負擔也很大，哀...也只好接受了。 

 

△ 縣衙內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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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爺：大人辛苦了，這事大人幸得大人英明決斷，才有個好結果。 

縣官：總算是了結了一案。王經邦這人兩面行事，一方面跟他家裡人協商又反

悔，一方面答應我們的事情又拖延。 

 

師爺：商人嘛，總是挑有利的行。 

縣官：無妨，總是一個三贏的局面。王經邦擁有張和利號，女眷們得到應得的

家業，而我們，今年繳納田賦時，總算可以好過一點。 

師爺：大人英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