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邢 氏

源出姬姓，系周公姬旦的后裔。周公姬旦封其第四子于邢地
(河北境)，后亡于卫国。子孙即以封地为姓，始有邢氏。

《客家风情》:邢氏唐末南迁。宋时入闽，留居宁化石壁。宋
末人汀，转徙连城、上杭、永定等地。明代再迁广东，分居梅
州、兴宁、平远、长乐。

吕 氏

台湾、南靖、诏安《吕氏族谱》:闽系吕氏，为南宋吕祖谦
第六传孙。谱载:有吕万春、吕大正、吕十二郎三大支，均经宁
化石壁传播。其中:吕万春，世居石壁，其子秉仁，移居漳州诏
安，有“著存堂”宗祠。吕大正迁上杭，其子良甫，迁居南靖。
吕十二郎，徙居上杭，派分广东丰顺。今漳、泉、澎湖、台湾吕
氏，均出此三支派。

江 氏

济阳郡。出自赢姓，为撷顶孙伯益之后。伯益助禹治水有
功，大禹临终时遗命伯益继位，伯益不从而外避。及至周初，武
王分封诸侯时，封伯益后裔为江侯，建立江国(河南境)。其后
国被楚灭，子孙以原国名命姓为江氏，并奉伯益为始祖。

(l)《唐山过台湾的故事》:唐代，五世祖江孟德，自江西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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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人闽，开基宁化石壁乡。后衍丰顺、紫金、深圳。
(2)五华、兴宁等地《江氏族谱》:江氏“济阳堂”始祖期

之一百零一世孙墒(有作墒)，其六传孙哗，生子三:万里、万
载、万顷兄弟三人，由江西迁福建。为福建一世祖。

一世:万里，讳临，字子远，号古心，谧文忠，咸淳进士，
任礼部尚书。生子三:镐、铸、镬。

万载，号古山，封武肃侯。生子二:钥、饪。
万顷，字子玉，宋浩封一品。生子铸。

二世:镐，迁回江西饶州。

铸，生子二:肇祖、承祖。
镬，居同安。生子叔新。

钥，居同安。生子四:尧寿、尧义、尧功、尧勇。
钮，迁居河源。

铸，于元泰定元年(1324年)，迁居澄海。生子三:
灌新、孟德、秀德。

三世:肇祖，居汀州连城;承祖，居宁化石壁。
尧义，生子二，父子迁居和平县。
尧勇，生子汝德，迁居潮阳。
孟德，初迁澄海，移居潮，再迁长乐。

万里后传十世孙仕荣，生子二:文通、文质。兄弟二人由汀
州迁五华开基。续衍河源、梅县、兴宁。文通之七世孙仕聪，为
兴宁开基祖。

另谱载:万顷之妻钱氏带领一部分家口自同安徙居宁化石
壁。后衍永定、上杭、大埔。明清间散居于闽东、闽南、粤东与
台湾、四川省境。

又据《兴宁江氏谱》载:江氏人闽，最初始于西晋及唐朝中
期。另一支进人江西，唐末由江西迁人福建，布居清流、连城、
长汀、宁化、上杭、永定等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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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永定县志》:本县江氏，先从宁化石壁迁人上杭;继由
上杭迁人永定苦竹乡高头村和仙师乡的务田村。高头江氏后裔，
又迁往南靖、台湾。留居本县江氏，主要分布在凤城、仙师、洪
山、下洋、虎岗、大溪、西溪、湖坑、岐岭、高破、抚市、坎
市、苦竹等乡镇。

(4)石城屏山《济阳江氏家谱》:唐嘻宗乾符二年(875
年)，为避“黄巢之乱”，一野、二野兄弟二人，假打猎之名，逃
往南剑州将乐县归仁里明溪，而后转往汀州路宁邑皇华释(宋改
清流麻仁里、复改仓仁里)，再徙清流大路口。十世祖裔孙安郎
公，于明洪武二年(1369年)迁人宁化县城。至二十二世发茂、
发柳，迁往浦城。清道光年间，二十五世元宝公，随母迁居江西
石城屏山。

(5)南昌大学副教授万芳珍《唐宋元间宁化的江西移民》一
文载:唐时有野一，为战乱所迫迁江右，居于南丰。唐末徙居宁
化。

汤 氏

中山郡。出自子姓，为黄帝后裔。黄帝之曾孙帝鲁，居西毫
(河南境)，系古中山地(故汤姓以中山为郡号)。帝窖之子契，
其第十四世孙，子姓，名履，建商国，即为商汤。汤王后裔便以
汤为姓，即汤姓之始。

(l)蕉岭《汤氏族谱》:唐代，八世祖文公，状元及第。南
唐时，十一世祖汤悦，拜相，赐封“吞星世德”(一称“铭盘世
德”)。后仕宋，被赵匡撤封为光禄卿。南宋高宗年间，汤氏分两
路自中原南迁。其中一路从商丘经湖南、江苏、南京、浙江(萧
山)，至福建宁化。有汤氏庆可，迁居宁化石壁塘。后传四世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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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隆公，于明洪武年间，携子五二、五三分居上杭、武平;其妻
何氏带五八、五九儿迁往广东，落籍程乡，定居于高思村。后裔
播衍蕉岭、梅县、五华、汕头、揭阳、广州、增城、花县、曲
江、乐昌与江西寻邹、会昌、上坪、泰和以及广西柳州、贺县。
至清乾、嘉间，民榜公始迁台湾，初居苗栗，后衍新竹、桃园等
县。后裔续衍巴西、日本、毛里求斯、印尼、新加坡、泰国、帝
坟、澳大利亚等国家(地区)。

(2)宁化中沙《汤氏族谱》:源自中山，继起江南。宋淳熙
年间，铎公任府学教授，并聘赣粤督学考试，宦游闽省之延平。
旋而避兵迁居清流县治。历十传，至班郎，于明成化二年(1466
年)，徙居宁化鱼潭村。再传三世，时新公转徙金沙(今中沙)。

池 氏

西平郡。

(l)梅县《池氏宗谱》(续修序):即以粤论，有居于广之番
禺、南海者，有居于潮之揭阳、大埔、饶平、程乡者，皆自闽之
宁化石壁来也。

据广东揭东县玉洛镇池家渡村池姓来函亦称:始称小三公，
宋任莆田官吏，宋元之交时，避乱移居潮州揭阳县开基。往上
溯，先祖系传自宁化石壁。

(2)宁化方田、治平《池氏族谱》与《石城县志》:始祖裕
郎公，生于宋之柴桑虞梅州，迁居宁都鹅鸭塘。宋开禧元年
(1205年)，自赣转徙宁阳(宁化)之东龙上里，地名遂日池家
破。至淳枯二年(1242年)，又卜居治平高地。明万历间，有裔
孙迁往石城小姑等处。

又南昌大学副教授万芳珍也提供:南宋时，有宁都池氏迁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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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高地。

许 氏

出自姜姓，系炎帝后裔。周武王时，炎帝裔孙文叔，被封于
许，建立许国，即以许为姓。望出高阳、汝南两郡。

广东饶平县上善镇双善街居委会许时鉴、许应栓称:南北朝
间，吾族由中原乔迁福建省建宁府宁化县石壁村。至元末，行四
郎公之子念三，肇基广东潮州府饶平县元歌都岭脚社寮背乡。建
祠书名“永恩堂”。

刘 氏

彭城郡。系帝誉高辛氏苗裔。帝誉子尧，名放勋。生子九。
第九子源明，受封于刘(河北唐县，一说山西洪洞县)，以地命
氏，称刘姓。

(l)梅县、宁化等地《刘氏族谱》:
远祖(一世):源明，即刘氏得姓始祖。
十八世:累，宁化官坑奉为一世祖。
五十五世:康，由山西迁山东济南府。
七十五世:邦，建立汉国，称汉高祖。
七十七世:启，为汉景帝，生子十四。
七十八世:胜(汉景帝第八子)，封中山靖王，由西安迁彭

城(刘邦原来的祖地)。

八十世:贞，从彭城迁河北顺天府琢郡。
九十四世:备，从琢郡迁四川成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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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十五世:永，刘备次子，又从成都迁洛阳。
一二七世:(宁化谱作七十九世，亦有谱作一二0世或一二

一世):祥，避“黄巢之乱”，与其子天锡(官翰林学士)，自洛
阳徙居宁化石壁洞。死后，夫妇合葬于石壁葛藤凹“八仙下棋”
形。

一三一世:(有谱作一二五世):仕，授河南巡抚(一说河南
转运使)。

一四五世:龙，字景灰，生子九，依次名为:开一至开九。
一四六世: (有谱作一三四或一三五世):开七(龙公第七

子)，宋嘉定时，官授潮州总镇，随任居潮州，生子名广传。
一四七世:广传，赐进士，官授瑞金县令。生子十四，自一

四八世起，分十四房派衍如下:
长房:巨源，生子八。分衍兴宁、永安、长宁、归善、惠

阳、博罗、龙川、河源、和平、惠州、长乐、丰顺以及江西、湖
南省境。

二房:巨泉(亦有作巨腺)，生子八。分衍程乡、松源、大
埔、兴宁、平远、丰顺、蕉岭、惠来、长乐、龙川、惠州、潮州
和广西梧州、湖广、道州、江华、万安等处，续衍江西、四川省
境。

三房:巨洲，原居程乡，生子二。分衍兴宁、长乐与江西、
浙江、湖广等地。

四房:巨渊，生子八。分衍丰顺、澄海、大埔、惠来、揭
阳、南雄、始兴以及漳州、厦门。

五房:巨海，原住江西兴国，生子九。支分籍居广东、广
西、江苏、四川。

六房:巨浪，原居上杭，生子七。长子高千，号千一郎，移
长乐开基。

七房:巨波，原住归善，生子四。分衍江西、福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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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房:巨涟，生子八。由兴宁衍平远。

九房:巨江，原住江西大余，生子七。分衍广东、山东。

十房:巨淮，原居江西，生子五。分衍广东、湖广。

十一房:巨河，原居江西，生子六。分衍兴宁、平远、程
乡、蕉岭、五华、惠来、揭阳、河婆、福建上杭、江西、四川、
香港、台湾乃至东南亚地区。

十二房:巨汉，原居宁化，生子四。支分迁居上杭、漳州、
广东。

十三房:巨浩，官贵州按察使，随任迁贵州，生子五。分衍
江西、广西、云南。

十四房:巨深，原住福建崇安，生子二。后裔衍居江西、浙
江、广东。

另据《梅县志》载:广传十四子中在梅县开基的有长、二、
六、八、九、十、十一等七大房。

(2)南靖《刘氏族谱》:始祖刘祥，人闽开基于汀州宁化石
壁葛藤凹，传至刘弃(一一九世)，任宁都府瑞金县令。后传十
四子、八十八孙，闽、粤、台之刘族多为其裔。

(3)宁化下沙《刘氏族谱》:沉郎，原籍江西吉水。宋天圣
二年(1024年)任福建延平府尹，其子新郎，不愿还乡， 卜居

宁化。

(4)宁化安远(社垣)《刘氏族谱》:元代，莆公居建宁客坊
之龙门墨田。生子三:五一、五二、五三。五一公移居张坊罗家
山，转徙洋田，后裔云立再迁石城;五二公经商，居宁化薛家
坊;五三公徙居招得里(安远)五都社垣村。五三公第九传孙孟
园，迁宁都西门侧排;仲贵迁宁都赤板岭。仲春十世孙求，分衍
吉安、永丰，十一世赤偕弟迁浙江常山县，十六世选京迁石城下
坪。五一公之五世孙遐保，移招贤里(水茜)龟嗓村;十一世云
习迁吉安永丰上田、云伦移兴国、云弟徙石城。后又续衍建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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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泽。

(5)宁化淮土《刘氏族谱》:以源明公为一世，后传一二三

世甲戍郎，生于宋咸淳十年(1274年)。宋亡后，迁居石城徐家

边。元末，传至汉卿公，名鸿基，自石城迁居淮土淮阳村。

(6)湖南桂阳县(燕塘乡)《刘氏族谱》:一二九世刘祥，字

祖云，号子先，原居姿之金华。唐时避乱，迁居宁化石壁。至一

四三世枢攒公，生子三:源远、深远、方远。明洪武间，源远

(与父)从宁化石壁迁往湖南燕塘乡小冲村开基。

(7)台湾新竹《刘氏渊源》:广传公第四子巨渊公，其第八

代裔孙信乡公，在杨康开基立祠，为杨康一世祖。再下传十一代

—瑞阁公，生子二:延转、延白，于公元1755年，兄弟同时

自广东饶平杨康乡渡海抵台，在仿寮开基立祠。

(8)《兴宁县志》:刘开七，任潮都统制，率兵至兴宁岗背平

黄彦章之乱，段于营，葬于该地。其子广传，生子十四，其中有

七子派下裔孙在兴宁立业。

(9)南昌大学副教授万芳珍提供:景帝后刘国祥，南朝陈时

徙石壁。唐代刘寅，官江南采访使，避安禄山之乱， 卜居抚州，

又徙广昌、石城。传至元至元时，刘益浩迁居宁化淮土。又在五

代时，刘德二官封虔州总镇团将，有后裔转迁宁化。

(10)广西博白县刘氏宗族称:其祖宗是从宁化迁往广西的，

时在明朝中叶，先居北流，而后定居博白。现已成立了“博白县

刘永福研究会”。

(11)广州小北路洪桥街刘兆农函称:(先祖)系人粤始祖刘

开七的后裔。往上溯，也传自宁化石壁:唐嘻宗二年( 875年)，

刘氏兄弟三人，从江南逃难人闽。长刘存，居福州凤岗;次刘

翱，居建欧;季刘翔，落籍石壁洞。刘开七便是刘翔之裔孙。



乌
卜 氏

颖川郡。原系高阳氏之后。鲁昭公二十八年(公元前514
年)，封司马弥牟为晋大夫，食采于邻(今山西太原境)。后裔以
地为氏，即姓邹。至五代彤公，世居颖川，邻氏“颖川郡”便出
于此。

五华《华城部氏族谱》:宋初，彤公裔孙思荣(彤公之曾
孙)，居河南颖川，仕翰林院，升巡检御史;后任福建巡抚，兼
理军务。定居于汀州。生子三:长成仁，迁浙江;三子成作，移
江西丰城;次子成化，宋进士，官宁化县正堂。解组后立基宁化
石壁。生子六:伯一郎，移武平;伯三郎，迁江西丰城;伯四
郎，徙广东河源;其余三子均留居宁化。伯一郎长子大明，由武
平迁大埔;次子大景，自武平徙梅县，续衍龙川、兴宁、华城。

另据《崇正同仁系谱》(邹氏):唐末，有成化者，自江西移
居闽之宁化石壁乡，子孙渐次移居粤之循梅。再衍长汀、石城、
会昌等地。

伍 氏

安定郡。源于姜姓，神农之后。伍之称姓，自参公始。及至

雍克，始居安定，郡望出此。周顷王时(公元前618年间)，参
公仕楚穆王，有功封于伍，遂以伍为姓。而后，伍参仕庄王，加
为上大夫， 卜居荆州。传四世至伍员，因谏得罪吴王，被赐死。
幼子伍封，改姓王孙，生子名常，复姓伍。

(l)宁化淮土《伍氏族谱》:乔，字少卿，南唐吏部尚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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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子梦。梦生子二:德丰、德普。德普(一郎)，救封中承大夫，
生子六:

长文微，居汀州金泉。

次微己，居清流篙溪。

三原己，居宁化鱼龙。

四正己，唐大中年间，为汀州第一个进士，由麻仓(今属清
流)迁居宁化城。

五行己，居余杭。

六弘己，居新居。

至宋代，宁化伍氏裔孙迁衍广东梅州、河源、镇平。明代又
有伍氏后裔迁居石城横江。

(2)广东兴宁等地《伍氏家谱》:远祖宋公(一作宗公)，元
末由宁化石壁迁人广东松口溪南。传至三世，伍化迁兴宁、伍成
居蕉岭。

(3)《安定伍氏重修族谱》:文重，明成化间自宁化人赣迁居
留坑、赖坑。

又载:明天启间，伍子胜自宁化伍家坊迁人江西长胜龙窝
底。

伊 氏

太原郡。出自陶唐氏，尧之后代。尧姓伊祁氏，生于伊水，
因而以伊为姓。尧之裔孙伊尹，名势挚，商王时，官至相位。伊
尹生险，自后均从伊姓，伊尹被奉为伊姓始祖。

(l)宁化中沙(伊屋、何屋)《伊氏族谱》:伊氏世居河南开
封府陈留县临清乡。唐嘻宗乾符二年(875年)，文敏公偕弟文
景，避乱过江，迁居宁化武曲锡源释(今河龙乡境)，号永丰里。

37



有必豪、必富相依而居之地日上伊，必稳附近而居之处曰下伊。

后传至景宗，迁本里泅洲坑。而后，裔孙崇本徙居上杭;明万历
八年(1580年)，崇盛迁居清流。

(2)石城《伊氏绿水分修族谱》:文敏、文景之后裔，分衍
长汀、连城、赣县、兴国、于都、宁都、瑞金、吉安、石城等
地。

(3)宁化《伊氏十三修族谱》 (松溪县分卷):松溪五支伊
姓，均来自宁化。

(4)宁化伊昭浩整理《伊氏家族源流》:唐乾符二年(875
年)，先祖文敏，携弟文景南迁。自汁州(河南开封)陈留县经
湖北、江西进人福建， 卜居宁化武曲锡源释(今河龙乡境)。生

子二:崇、显。崇公无传，显公生子五。唐大顺二年(891年)，
五子分居各自立家:必豪居武曲桥头;必富居上伊;必稳居下
伊;必达居宁化城外;必文居陈家坊。再下传:必富次子崇盛，
移居清流;必豪之三郎(崇本)，徙居上杭;必文之孙五益，移
居洒洲坑。此外，另有裔孙分衍石城。

华 氏

为汤王后代。汤王裔孙微子启，西周时封于商丘，建立宋
国。宋戴公时，他的儿子考父食邑于华(陕西华阳)。其后子孙
以食采地为姓，称华氏。

《客家风情》:华姓于唐末南迁，分居浙、赣。宋末人汀，留
居宁化。后分迁长汀、上杭、连城。至清代，后裔散居浙江杭
州、广东惠州及湖南长沙等地。



危 氏

晋昌郡、汝南郡。为三苗之后。古代南方有三苗族，因居于
三危山。后以山名命氏，称危姓。

(l)宁化水茜(中寮)《危氏族谱》:远祖危子昌，江西建昌
府南城县人，生于唐末。后有裔孙入邵武，传至危赐郎，于宋绍
兴末年，自邵武迁居宁化城，为人宁始祖。元末，又有危元茂之

裔孙马郎，于明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自江西南城徙居宁化
水茜徐家坑官塘尾。

(2)石城《晋昌郡危氏七修族谱》:姓出于唐，食采于危，
姓从地名，封郡晋昌。始祖昭德公，居抚州临川灌鹅树下，宋宝
佑初进士，历官侍御史、工部侍郎等职。其次子友彻，咸淳进

士，居邵武。传至三世建侯，于元丰壬戌(1082年)登进士，
元枯初宰于宁邑，累官金紫光禄大夫，寓居宁化，名为危家山。

十八世福记公(文善公次子)，字子山，明季迁江右赣州石城礼
上里密埠村。

朱 氏

沛郡。本为邻姓，额项高阳氏之后。撷项帝玄孙陆终第五子

名安，大禹赐姓曹。周武王时，封曹安后裔曹挟于都(山东省
境)，建立郑国。失国后，原国君支庶子孙以国名去邑命氏，为
朱姓。

(1)广西岑溪吉大乡《朱氏族谱》:上祖原居江西省，后迁
广东梅县玉水村。传至二十八世明公，生子友章。友章生炳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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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世)，即万一郎，于宋嘉定五年(1212年)，任宁化知县，

随任居家宁化。

另据台湾高雄朱姓来函所称:以朱熹为一世祖。后传六世

—炳公，生于元代，于元仁宗延枯六年(1319年)，任宁化县

令，居宁化。后传五世至十七郎，迁龙岩开基为始祖。又称:明

嘉靖年间，朱兴隆由泰宁人宁化。传六世朱必禄，由建宁迁居宁

化南田凹开基。后再续衍台湾。

(2)宁化中沙(下沙)《朱氏族谱》:系唐代敬则公之后裔。

敬则，字少连，居永城，官为中秘修国史。至伟一公，自永城迁

吉安。传至二十五世思远公，居泰宁，生子三。其第三子隆公，

于明嘉靖二年(1523年)，以贸易人宁，侨居中沙，越十余秋，

择居下沙窑上。

(3)宁化南山下《沛郡朱氏重修族谱》:始祖子受公，原籍

江南太平府当涂县宝塔金。明永乐年间，始迁福建邵武建宁杨林

乡。传六世必禄公，于清初迁居宁化龙上下里南山下开族。后传

五世肇曲、肇耕、肇养，均移居祟安。又另有裔孙迁居江西永

丰。

(4) 石城(小姑)《沛郡朱氏族谱》:支祖柏郎公，原居安徽

婆源，北宋天圣元年(1023年)，为官于闽汀，卒于任所，子孙

因家于此。其季子名贞郎，生子启郎，由汀州卜居宁都。历传至

明朝，有裔孙丙郎、章郎。丙郎之孙名友诚，于明正德七年

(1512年)，移居宁化余塘;章郎生子二:子务、子陈—子务

之孙成崇，于明正德十年，徙居小姑;子陈之孙成凤、成荤，徙

居宁化兴善里鱼龙伍家坊。继后，裔孙分衍浙江、四川、广西等

省。

(5)《谱碟学研究》(第二辑):有朱姓一支，自宁化迁漳州

平和县。



阴 氏

西河郡。出自姬姓，周文王姬昌第三子管叔鲜之后。叔鲜后

裔管仲，即夷吾，为齐桓公辅政名相。其第七子名修，往楚，封

为阴大夫，世称阴修。其后，子孙遂以阴为姓。

宁化中沙(隔河)《阴氏族谱》:远祖云龙，初家于蜀。始祖

道元，字原明，籍居河南，登宋徽宗大观三年(11 09年)进士。

宣和二年(11 20年)，任汀州教授。六年，侨居清流，生子二。

其次子名厚，字雄宽，宋绍兴三年(1133年)，由清流迁居宁化
城郊冈下，再移东门角背。后有裔孙衍居石城县南坑。

阮 氏

陈留郡。为皋陶的后代。夏、商之时，皋陶一支裔孙在西方

(甘肃省境)立国，国号为阮(立国千余年)。至殷商末年，阮国

被周文王吞并。失国后的阮侯子孙就以国为姓，称阮氏。

(l)宁化济村《阮氏族谱》:肇公为一世祖。传七世孚公，

官安东将军。嗣后至十七世任公，居莆田，生子安所，唐天枯

四年(907年)为岁贡，任邵郡教谕，择迁绥安左街巷，为人闽

始祖，生子九，散居各处。长子一郎公，后传六世为富春公，徙

绥安之牛寨。传至裔孙忠郎公，生四子:长文富，始居宁西之南

坑(今济村乡境);次文贵，迁居上杭之福来;三文寿，徙居双
溪;四文德，留居牛寨祖宅。

据闽省榕晋安区鼓山镇阮文火来函寻祖称:一世祖为肇公。

传至大星、弥之二兄弟，办学于福州乌石山，后于隋唐迁兴化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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莆田县崇莱乡定居。

(2)宁化济村(南坑)《阮氏六修谱》:以肇公为远祖;以安
所公为近世祖;以文富为人宁祖。

(一)远祖世系:

一世:肇公，讳龙，字吾之，汉代人。生子二:伯杜、唐
杜。

二世:伯杜，字子与，号曰庵，官司空。生子三:士荐、士
会、士叔。

唐杜，字仲仕，生子二:祖衍、祖衡。

三世:士荐，讳文，生子三:德汝、德济、德汪。

士叔，讳申，生子名寄崇。

祖衍，生子名成武。

祖衡，字光俊，官任节度使。生子二:籍、裕。

四世:德汝，生子元一。

德济，生子元三。

德汪，任东昌判官。

寄崇，登进士，生子二:景长、景秀。

籍公，官兵部郎，列竹林七贤，迁居江南。

裕公，字思旷，生子汉从。

五世:元一，字思周，迁居湖广。

景长，生子二:修、咸。

汉从，生子名成。

六世:修公，字宣子，官任太子洗马。生子名孚。

咸公，列竹林七贤，迁居江南。

成公，字仲容，登进士，任扬州同知，升南昌刺史。
生子名莱。

七世:孚公，字遥集，任安乐将军。生子名简。

莱公，迁居湖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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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世:简公，讳晋，字云从，由乡荐任杭州推官。生子名
瞻。

九世:瞻公，字千里。生子三:仲敬、仲恭、仲达。
十世:仲敬，讳镰。生子名长。

仲恭，字大宾，任刑部郎，寓邑西藏山寺左，后遂居
于此。

仲达，讳让，字接兴，生子二:美成、美焕。

十一世:长公，字景茂，为临海太守。生子二:孝绪、孝
统。

美成，讳拔，字高志，官司空。生子名禹。
美焕，迁居浙江。

十二世:孝绪，字士宗，为大中垂。生子三:大佐、大彰、
大星。

孝统，生子名大成。

禹公，字元瑜，官祭酒。生子二:锰、景。
十三世:大佐，官抚州太守未归，居杭州。

大彰，官太守，居莆田。

大成，迁居临川。生子名良弼。

锰公，迁居抚州。

景公，讳爱，字本达。生子名宗，迁居浙江。

十四世:汉宗，讳传，官迪功郎。生子二:茂林、茂兴。

良弼，迁居抚州。

十五世:茂林，生子名英。

茂兴，生子名琼。

十六世:英公，迁居南昌。

琼公，生子二:任、信。

洪公，居莆田。

宣公，仍居莆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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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世:任公，生子三:安所、安邦、安国。

信公，居祖基莆田。

十八世:安所，字宁之，号远贻，迁居干樵州川绥之滩阳

镇。为近世之始祖。

安邦、安国，仍居莆田。

(二)近世祖世系:

一世:安所公(即上远祖世系之十八世)，讳宁之，字远贻，

岁进士，考授邵郡教谕，祖籍莆田，后卜居于樵川绥之滩阳镇。

生子九:一郎、七郎、/又郎、九郎、十郎、十一郎、十二郎、十

三郎、三一郎。

二世:一郎，生子五:二郎、三郎、四郎、五郎、六郎。

七郎，生子名南奢。

八郎，生子名三六郎。

九郎，讳禧，乡举任南丰正学。生子名二恺。

十郎，生子四:三锉、七四镌、十二郎、七十锦。

十二郎，讳应，国学授教谕。

十三郎，讳膺，贡士，任南丰县垂。

三一郎，生子名十郎。

三世:二郎，生子二:二伯、六伯。

三郎，生子二:七郎、小八郎。

四郎，生子名安哥。

五郎，生子名八六郎。

六郎，生子名继宗。

南奢，生子二:四哥、癸哥。

四世:二伯，生子二:申老、六老。

六伯，生子名缘老。

小八郎，讳胜，贡士，文林郎，授教谕。生子名福

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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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六郎，生子名小二郎。

继宗，生子名兴郎。

四哥，生子名崇奢。

癸哥，生子名慈孙。

五世:六老，生子名五郎。

福郎，生子名富春。

小二郎，国学授教谕。

兴郎，生子名赵郎(其五世孙座郎，居杨家碟)。
六世:富春，乳名富哥，生子名庆郎。

七世:庆郎，移居自构庄场名杨家碟横坑。生子二:乙郎、
丙郎。

八世:乙郎，生子名广郎。

丙郎，生子五:继哥、五哥、林哥、恭哥、三哥。

九世:广郎，生子二:友青、友恭。

继哥，生子二:癸哥、青孙。

十世:友青，生子名员郎(失考)。

友恭，生子三:忠郎、信郎、行郎。

癸哥，讳子良，生子二:得仲、原仲(得仲又名观生

得仲，其长子名文礼，号从节，嘉靖廿八年，选贡任浙江湖州府

乌程县知县)。

青孙，授王府典宝职。

十一世:忠郎，生子四:文富、文贵、文寿、文德。

十二世:文富，由绥安净安堡双溪迁居宁化城上进贤坊官圳

上。后于成化二十一年(1485年)，因山洪暴发，房屋尽纪，始
移兴善里上舍岭案庄场居住，后又转迁龙下里南坑立基。为人宁
始祖(一世)。

文贵，生子二:子英、子显(后子英之孙名逢受，
迁居上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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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寿，生子三:长子仁，仍居双溪黄冈田;次子

义，后裔迁居兴国衣锦乡牛湖;三子福，徙居泉州府永定县。

文德，生子三:应郎、福郎、政郎。

(三)人宁祖世系:

一世:文富(即上近世祖之十二世)，生子三:子才、子崇、

子聪。

二世:子才，乳名得盛，生子二:志坚、志让。

子崇，生子三:长志兴，次、三失考。

子聪，生子名志酒。

三世:志坚，生子三:福隆、福胜、福庆。

志让，生子三:福庚、福春、福宇。

志兴，生子名福青。

志酒，生子名福海。

四世:福隆，生子二:宇阔、宇回。

福胜，生子二:宇义、宇金。

福庆，生子三;宇泉、宇秋、宇住。

福庚，生子名宇雷。

福青，乳名廉生，生子二:宇八、宇万。

福海，生子二:宇杨、宇林。

五世:宇阔，生子名廷青。

宇回，生子三:廷汀、廷周、廷爱。

六世:廷青，居兴国桐木径。

廷汀，生子二:祥稳、祥好。

七世:样稳:配徐、吴二氏、共生子五:时尚、时良、时

启、时亨、时经。

祥好，生子名时颂。

八世:时尚，生子五:起辉、起光、起运、起耀、起德。

时启，生子二:起用、起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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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世:起德，生子名永瑞。

起用，生子二:永春、永冬。

起星，生子四:永智、永宁、永寿、永馨。

孙 氏

乐安郡。出自姬姓，系周文王姬昌的后代。文王少子康叔，
于西周初受封于卫，建立卫国。康叔的八世孙卫武公姬和之子名
惠孙，为卫国上卿。后裔以父名去惠命姓，即成孙氏。

(l)宁化淮土(孙坑)《孙氏族谱》:孙氏，肇基东昊。唐咸

通间，孙煌，官御史中承，后任汀州刺史，年老致仕，籍于汀

州。传三世，其曾孙名太郎公，于同光二年(924年)，自汀州
花角迁居宁阳(即宁化)龙上下里之青坪。再传至少九郎之子雷

郎，于宋元枯己巳岁(1089年)，开基于孙坑。
(2) 《兴宁县志》:闽、粤、赣开基始祖孙俐，原居汁梁陈

州，唐嘻宗时选为百将，定居虔化。传至五世宣教，迁居宁化石
壁。至七世建邦，迁浙江余姚。十四世伯传，明永乐间携四子人
广东兴宁。此后，仅有第四子留居兴宁，其余均返浙。

(3)乐安《孙氏族谱》:孙权传十七世孙俐，世居河南陈留。
唐乾符年间，平“黄巢之乱”有功。封东平侯，遂居虔州(江西
宁都)，为闽、粤、赣孙氏始祖。至孙俐之五传孙十郎，迁居福
建宁化。

另据《孙氏族谱�远祖世系》:
四十四世:五八郎，迁居宁化石壁。

五十二世:契全公，派名世全。元末荒乱，由宁化石壁沿途

迁徙，于明洪武八年(1375年)，移居兴宁东厢留田堡之官亭，
为兴宁孙氏开基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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