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范氏渊源

(摘自大埔范姓族拼)

范姓族错序

吾族自唐虞以上篇陶唐氏，在夏篇禁能氏，在商篇
泵拿氏， 在周篇唐杜氏。追限叔仕晋篇士师，遮傅士
含，稚武子，翰君以主盟中夏，食采放范，封高平侯，
即以范篇姓， 以高平篇郡，厥俊子琢蕃衍散居各省州
蒜。’‘“”“

范姓源流

一世 士食，生子二:祷、嘻。
二世 借，字文子。官居光禄大夫，景公八年加封将上

军。生子一:若敬。
三世 若敬，字宣子。晋平公待执掌国政。生子一:起

松。

七世 鼎，字蚕，又字少伯，鱿琢玉飞楚团(今河南南
踢)人。越大夫，助越王勾跳刻苦圈强，诚亡吴
团。 俊改名陶朱， 以趣商致富，生子二:鸿、
清。

十二世 唯，字叔。载国峙魏人。秦昭王四十一年，出
任秦相，封赞虑(今河南宜塑西南)，稍感侯。生
子二二楷、梁。

二十世 增，鱿亚夫。居巢(今安徽桐城南)人。篇填
一76一



羽主要媒士。生子二:亮海、度海。
五十一世 履冰，字清政，掉裳。官任平章事。居河

南。生子三:冬芬、冬著、冬营。
六十世 致中，字文景。生子二:坤、坚。

六十一世 坤，移福建事化阴基篇始祖。错靓作一世靓
载。

一世 坤，字静。官任能圈阁大季士。唐嘻宗元年(公
元874年)，因乱，家口十八人居浙江杭州续塘，

俊移南剑州沙蒜孟蔺峡(即南京播顽)，再徙福建
汀州率化黄竹逻阴基。生子四: 春、夏、秋、

冬。

二世 秋，字放明，簿俊。官居太攀士。遭移石城七九
碟打油坪。生子二:荣仕、柴重。(春，字丹青，
遭石城下菜坑)。

三世 柴重，字六郎。宋建隆元年庚申生。生子四:仲
淹、仲裔、仲迪、仲文。

四世 仲淹，字希文，溢文正。宋逃士，官拜宰相，篇
宋代名臣。生子四:纯佑、纯仁、钝祖、纯粹。

五世 纯佑，字廷式。官至尚睿右垂相。生子二: 如

符、如筋。
五世 纯仁，字亮夫。宋淮士，官居尚奢中奢侍郎。
五世 纯橙，字以上。官至尚奢。
五世 纯粹，字德儒。官任户部侍郎。

六世 如筋，字祖禹，镜公瑾。生子五:恒一郎、恒二
郎、恒三郎、恒四郎、恒五郎。移居清流。恒三
郎留居事化石壁村原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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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世 如符，官居奉政大夫。通建事蒜立集。生子二:
才秋、才柏。

七世 恒三郎，生子三:芝葺一郎、竿离二郎、带蔺三
郎。(一靓子一名日十郎)

八世 芋离二郎，生子九:滋才千一郎、滋文千二郎、
滋塑千三郎、滋英千四郎、滋操千五郎、滋资千
六郎、滋能千七郎、滋章千八郎、滋俊千九郎。

九世 滋文千二郎，鱿率璧。拔育，遇汀州畏汀教渝。
随任在汀州府上杭蒜福毒坊中街居住。孩又移龄
上杭拜南湖(即安娜)。篇上杭始祖。共生十子，
名伯一郎依次至伯十郎。

率璧系下分十佃房派，主要分居默:

十世 伯一郎，静松闹。居具率鸭瞬媲、上杭城、岩颐
铺。

十世 伯二郎，神柏同。居能岩州上草、湖南畏沙、大
埔青溪社。

十世 伯三郎，静梅阅。居永定峰市古木榔。
十世 伯四郎，静峰阿。居禽坑大姑村，畏汀之夏地、

水口、菠竹场，魔束之嘉感州。
十世 伯五郎，静度阅。居程娜薪松口牛角塘、上杭大

拔、畏汀安仁、瑞金、赞都、翰蒜、具团、离
安、遂川。

十世 伯六郎，静鼎阅。居上杭土浦、速城。
十世 伯七郎，簿彩同。居外未祥。
十世 伯八郎，静福阿。居上杭安娜、象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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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世 伯九郎，禅久同。居上杭来慈、黄坊、魔束程娜
(今梅拜)

十世 伯十郎，神逮同。由上杭撼遭粤潮州府海踢杯愚
洲都青溪而家，篇青溪始祖。生子四:大一郎、
大二郎、大三郎、大四郎。

十一世 大一郎，移居大埔畏治熏坪。
十一世 大二郎，移居魔束英德、福建永定、蓝圆。
十一世 大四郎，舆其兄大三郎由青溪村移居河西草雄

谁阴基。大四郎生子五:均成、均甫、均松、均
遂、均政。

十一世 均成，居卓雄坑祖屋。
十二世 均甫，生子二: 良佑、良信。良信生子五:文

彬、文典、文箱、文铆、文置。文典公生子二:
永旺、法旺。永旺移居三河黄洲场;法旺移居梅
辣大沙等地。

十二世 均松，移居三河梓里。
十二世 均遂，生子四:得魔、得橙、得全、得厚。
十三世 得厚，其第三代裔琢名富，朴弘治十一年移居

镜平上镜棘颐下。生子三:文晚、傅、定。文晚
生子五: 松、勇、明、鲜、信。松之子名一族，
字克宦，鱿意吾。赞离展二十七年，由镜平棘顽
下遭居大埔蒜泥源(今桃源)。生子四:哪珠、哪
玉、哪宜、肺珍。

十三世 得魔。得魔第六代裔琢初炎遭居泥源(今桃
源)下村篇阴基祖。

范姓在大埔的主要分居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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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溪榔:青溪村、蕉坑村、束雄游(河背松林前)、
桃林村、高破坑村、矮子岌村、石市村。

茶踢续:西湖村、下焉湖、沐束坑、茶踢离川路。
三河缤: 雁城、黄洲场、梓里村、白石村、横磺、

木蓬。

桃源镇:新束村、桃星村、圈结村。
西河镇:茶婉、大靖、下黄砂、小黄砂。

大束榔:佩半村、塘下。
畏治螂:黛坪村。
英雅榔:新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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