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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客家族谱的收藏与利用

严雅英

1、 客家人 客家族谱

著名历史学家剪伯赞教授考证:“中华民族人种有两种来源。

一为蒙古高原，经中国西北推进到中原地区，从炎黄帝族融合其

他各族而形成为华夏族;一为南太平洋出发溯泪公河、澜沧江进
人云南、四川或沿北部湾进人广西、广东、福建，形成为南蛮族
群。”

“客家人是汉族里头一个系统分明、富有忠义思想、民族意识

的民系。”(《客家源流考》罗香林)。客家先民，原是中原的汉民。

由于战乱、饥荒等种种原因，自西晋以来，客家先民，经过几次

大的南迁，聚集在六千年前就生息在客家大本营区域的南蛮族原

居地—闽(闽西)、粤(粤东)、赣(赣南)边三角区，并在这

里形成、壮大。经过几百年的修养生息，闽粤赣边“这块连成一

体的区域中，不仅居住的几乎都是客家人，而且全世界纯客家县

市的百分之九十以上都集中在这里”(《三江文化的时空差异》李

逢蕊)。明中叶以后，由于人口对于土地的压力增加以及商品经济

的发展，促使这支民系以闽粤赣为大本营，冲破闽粤赣三省交界

边区的界限，不断向南方各省及海外，特别是东南亚各国播迁、发

展。如今，数千万的客家人分布在五大洲七十多个国家和地区。

族谱是谱学的一个分支，又称家谱、宗谱、家乘、世谱、支
谱、通谱、总谱等，是记录姓氏世系的表谱。在千年的迁徙过程



论客家族谱的收藏与利用

客家民系虽世事多艰，但“客家人士最重视谱碟，所谓‘崇
本，启裕后昆’，皆以谱煤为寄托依据。虽其上代亦以迭遭兵
文籍荡然，不易稽考，然以其人能靠历代中头的传述，其子

， 于前代源流世次不致完全忘却。”(《客家源流考》罗香
稍作安定，客家裔孙便修族谱，以续血脉，代代承传。客家

， 记录的正是这支自西晋以来不断向南迁徙，并在闽、粤、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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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谱

边形成、发展成为客家民系的客家姓氏家族史料。
2、 客家族谱的收藏

2.1、 闽西:客家人的祖地，大量的客家碟谱文献珍藏在民间。
在客家民系发展史上，闽西是客家先民在历史进程中告别中

原的终点和作为客家人的起点，是客家民系形成、壮大的重要祖
基地，大量珍贵客家族谱收藏在民间。

闽西(古为汀州府、龙岩州，今龙岩市辖区)，位于福建省西
睡，既是闽、粤、赣三省结合部，又是闽南“金三角”腹地，是
东南沿海与内地的过渡地带。东与广东的梅州、大埔、蕉岭，西
与江西省的赣州、会昌、瑞金、石城毗邻。所辖长汀、永定、上
杭、武平、连城五个纯客家县和龙岩、漳平二市。据罗香林《客
家源流考》及上杭、武平、永定、连城、长汀五县人口源流初步
考证，唐末至南宋以前人迁闽西的客家人闽始祖有:刘、廖、范、
罗、薛、李、沈、温、何、王、包、林、郑、胡、修、黄、童、赖、
上官、马、邓、江、会、丘、邹、陈、张、杨、戴、涂、程、熊、
蔡、徐、翁、汤、网等30多个姓氏、其中，闻名全国的客家人闽
开基祖丘三五郎、李火德、张化孙、廖花，就是在闽西上杭这座
文明古城开基派衍的。有关谱碟记载:

2.1.1、 丘氏。丘氏自河南人闽，而盛于汀之宁化。因遭兵资，
丘三郎(字法言，之子三四郎、三五郎、三六郎兄弟三人迁居上
杭。三五郎(汀杭开基一世祖)姚李、陈氏生子十，百三郎、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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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郎、百八郎兄弟早亡，百一郎、百二郎、百四郎、百五郎、百
七郎、百九郎、百十郎分居上杭胜运、峡头、古田、白沙、来苏
黄坑、太平横田、溪南七桥等。二世丘百七郎生子三:继龙、从
龙、梦龙。三世继龙姚韩氏生子三，长维长(居上杭捻田南坑)、
次维福(居上杭蓝溪)、三维禄(居太拔湖梓里)。传九世(继龙
六世)肇基始居利田之坑埠九都创业(广东省五华县原名长乐
县)奉为五华开基始祖。传二十世(五华十二世)裔孙邱道芳生
于(1709年)为邱氏渡台始祖“三五郎”裔脉蕃衍昌盛遂为闽粤
台邱氏著姓。

2.1.2、 李氏。《李氏史记》:李氏人闽始祖，上杭开基一世祖

李火德，原名炳凤，号闽海，别号伯庄，宋朝举人，壬辰科进士。

李火德父李珠(葬上杭丰朗)，因宋元兵乱，由江西石城迁宁化石

壁居住，几十年后，其子李火德与妻由宁化石壁迁上杭县胜运里
丰朗村开基，被奉为“李氏人闽大始祖”、台湾李氏始祖。李火德
侧配陈氏、生子三:长三一郎(乾培、朝文)、次三二郎(粪培、
朝宗)、三三三郎(坤培、朝美)。李火德长子三一郎为李登辉分

支。三一郎生五子:百一郎、百二郎、百三郎、千三郎、千四郎。

千三郎迁福建永定营溪。千三郎生子三:三四郎、三五郎、三六

郎。三五郎迁湖山岭下(即火德系下第四代)第五代始为:淑良

(三五郎)、宏德(千五郎)、衍宗(大六郎)、德玉(迁奥杳楼

下)、子华、天禄、成聪、月辉、玉富、鉴、选、接山、向春、弘

照、任荣、崇文、兴发、乾聪、财生、金龙、登辉。李登辉即李
火德传下第二十六代;李火德次子三二郎，迁连城等地;李火德
三子三三郎，为李光耀分支世系.三三郎生子二:长四三郎、次
四六郎。直系四六郎，第四代开始为直系，为千八郎、念三郎、万

一郎、德明(纯笃，明洪武间迁广东梅县，为梅县始祖)、守已
(绍纯)、均甫(英略)、子显、仲义、安、龙珠、莺、万孜、德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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蔽富、润、宇、衍白(清顺治八年迁广东大埔古野唐溪)、海如、

粗若、崇万、统材、立、协裔(华卿，迁新加坡)、犹虎、振坤、

先耀。李光耀即李火德传下第二十八代孙。

2.1.3、 张氏。汀杭张氏为黄帝五子挥的后裔。《再兴张氏族

谱》载:“挥”一百三十六世孙端，字臣，批朱氏居陕西省宝鸡县。

北宋重和时徙福建汀州宁化石壁葛藤村(今南田村)肇基。传五

世化孙，字传万，号衍，钦赐进士，浩授中宪大夫，姚陈、阀恭

人，由宁化石壁葛藤村迁徙上杭北乡深坑尾官店开基。张化孙被

奉为“郸江始祖”。张化孙生子十八，孙108人，后裔繁衍甚众，

遍布闽、粤、江左、台湾等地。

2.1.4、 廖氏。《闽粤赣廖氏族谱》记载，武威廖氏以西晋廖

子璋为一世祖，廖子璋于西晋咸宁间以武功封左卫镇国大将军。次

子从宪由京之洛阳徙浙江松阳县诚信里，五世廖诚希因五胡云扰

太元九年后迁江南。十一世廖实蕃，讳花，宋参政，于宋中叶因

乱而行，初由延平顺昌合阳市后择居汀杭郭坊。娶冯氏，生一子

三孙，其后各户廖氏皆自郭坊分支。《廖氏源流》载，廖氏以廖高

为始祖，十三世分武威郡、清河郡、太原郡，传至二十一世花为

闽粤赣一世祖。“迄今八百余年传世四十其间理学文章德行治积忠

孝节义代有传人而支派蕃昌转移闽粤赣楚者亦复繁衍凡此枝荣叶

茂实由蒂固根深景仰至德诚创垂亦之可溯也”。

经过几百年的繁衍，丘氏三五郎、李氏火德、张氏化孙、廖

氏花的裔孙都达百万之众。

闽西，先后有百多个客家姓氏在这里开基、派衍，且裔孙分

布甚众，尚存民间的客家族谱，仍保留在这些客家姓氏裔孙之中。

为此，征集客家族谱资料，成为客家地区图书馆丰富图书馆藏书、

开展特色服务的工作重点。

2.2、 上杭县图书馆客家族语的收藏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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卜对经济史、人口史、教育史、民族史、民俗史、宗教史、华

佩
、 妇女史等诸多方面的研究，有着十分重要的价值:族谱中

砖记、谱系一般详于史志的记载;“艺文”对于著录和考证地

名人等可与其史事互证;族谱所记录的客家姓氏擅变、支脉
、 人口繁衍、民俗演变、地名更替等均为研究农民起义和姓

流提供资料;谱碟的坟荃记载为考古研究具有参考价值;谱

客家人闽始祖详细介绍，为方志的编撰提供重要依据。这些

其它史料无法替代的。例如，我们在解答姓氏咨询，考证姓!翻是

‘戒源流时，发现了许多蕴藏在客家族谱文献里的鲜为人知的文史

资料。现例举一、二。(1)戊戌六君子之一的刘光第，祖籍福建
一 碧武平县，他曾于变法前一年回祖籍地活动了四个多月。据武平

乙溯坑湖村《刘氏族谱》记载，刘光第的祖先是清朝初年经江西、两

l�卜糊迁往四川的。因为明朝末年四川发生了张献忠农民起义，四川

) 人口十分空虚。刘光第的祖先就是在这个时候移往四川。刘氏人

佩 )!}始祖为武平刘氏十一世孙。刘光第，四川刘氏开基祖七世孙，即

武平刘氏十七世孙。1897年3月，刘光第受祖籍地宗亲的邀请，向
朝庭告假南行。刘光第从福州登岸，辗转跋涉至祖籍地武平县湘
坑湖村。刘光第所作《湘坑湖记》，描述了这里的山川形势:“湘

坑湖，其于城市也皆远，北去长汀县百二十里，西去会昌百二十
里，西北去瑞金县百二十里，而武平县东去百十里。”“湘坑湖在

山顶，环拱四五秀峰，喘山而上，有碎石路三，皆十里。至则山
屏地砒，别然中开，雨乃漫为湖荡，实非湖也”。“四周为田，庄

所三十，其田以石计者数万”，其庄所“皆五族人居之，或数十家、
或数百十家，惟湖内多至四百余家”。“山这腰腹脊普，人家分栖
之，烟云缭绕，鸡犬声清以达”(《青山留芳迹 家祠祭英魂》林

善坷、邓瑞成)。刘光第还在祖籍武平刘姓聚居地的许多村子留下
了楹联墨迹。如店下村刘志通裔孙厅堂门相刘光第亲笔“谨身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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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及武平东乡角洋刘光第手书刻写的石匾“为善最乐，读书便

佳”八个大字;(2)台湾著名爱国志士、诗人丘逢甲先生(1864一

1912)，又名秉渊，别署东海遗民，民国成立，即以仓海为名，故

称“仓海先生”，祖籍福建省上杭下都乡瑛坑村，为上杭丘三五郎

裔丘维禄公一脉。丘维禄裔丘梦龙生子丘文兴(南宋岳飞的重孙

女婿)，南宋末年他率乡里子弟追随文天祥起兵抗元，文天祥兵败

丘文兴为避元军追杀，携带家眷移广东梅州石窟都(明置镇平

县)。1905年，他得知自己的根在上杭时，曾激动万分亲回故土拜

祭祖地，在上杭兴办学校、培养师资，为祖地上杭的教育事业做

贡献。丘逢甲先生在作《忆上杭旧游》中日:“寻碑亲拜左垂坟，

谱碟已成史圈文，七百年来遗老尽，更无人说旧参军”。1 907年丘

逢甲先生亲自到上杭中都、磺坑、蓝溪、太拔等地视学并给每座

学堂撰写联语，其中为崇德堂所撰的“崇山大河，开扩学界，德

行道艺，蔚为国华”最为脍炙人口。在杭期间，丘逢甲先生亲自

为重修《(中都)邱百五郎公家谱》作序。该谱为(清)邱伟卿

修，光绪三十三年(1907)邱氏木活字本，十卷，现珍藏于上杭

县图书馆。这些鲜为人知的史料，如实地记载在客家谱碟文献之

中，是正史和方志修撰宝贵的补充。

3.2、客家族语联结的是一份血浓于水的骨肉深情，具有民族

凝聚力和向心力，是海内外客家裔孙寻根渴祖的依据。

上杭县图书馆自征集客家族谱并成立“姓氏谱碟室”，为海内

外客家裔孙及客家研究学者提供服务至今，到馆查阅族谱的读者

络骚不绝。图书馆亦为来信来函的客家裔孙寻根渴祖解答咨询。

如:为台湾郑氏修谱委员会、长汀台湾同乡会长郑健先生提供客

家郑氏人闽始祖有关史料，为台湾郑氏联修族谱服务;答复台湾

《环球郭氏族谱》主编郭行健先生提出关于《上杭中都祝三郭氏族

谱》源流概况，为《环球郭氏族谱》续修工作提供帮助;为广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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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州周氏宗亲寻找到50。年前梅州周氏始祖上祖源流，为广东梅

州廖氏寻找梅州廖氏开基祖廖仲远(上杭廖氏五世孙)有关史料，

为梅州地区联修廖氏族谱服务等。1997年10月，由福建省闽台交

流协会和闽西客家联宜会联合主办的“闽西�闽台客家文化交流

暨客家之旅”活动，是一次闽西举办的规模最大的对台文化交流

活动，也是海内外首次以闽台客家关系为主题的大型文艺活动。本

次活动中，“闽西�闽台渊源关系谱煤展”引起了人们的浓厚兴趣，

谱展象块巨大的磁铁，深深吸引着寻根意识强烈的台湾乡亲。一

位台湾80多岁的郭达元老先生带着孙女找到自己家乡的族谱，找

到自己的名字时，激动万分，当他发现自己弟弟的名字错了一个

字时，要求修正;一位台湾谢氏裔孙在族谱中看到自己的名字时，

激动的说:“看啊，我的名字也在族谱上面!真没想到家乡父老乡

亲还惦记着我⋯⋯”;一位年迈的老太太是台湾省人，丈夫去世前

托她有朝一日一定要代他回闽西查清祖上是谁。当她在族谱中找

到丈夫的名字时，热泪盈眶，为后代继上了根，可以告慰丈夫了

⋯⋯。(《龙岩:对台客家文化交流的热点》张开龙)。

3.3、 客家族语是研究客家优秀儿女最为珍贵的家族史料。

客家民系是汉民系中最优秀中的一支，翻开一部部客家族谱

资料，客家优秀儿女记载比比皆是。如在国外称王立国的客家人

有:在婆罗州共和国的罗芳伯是梅县客家人;在马来称王的叶莱

是惠州客家人;在泰国称王的郑工是潮州客家人;千里达总理何

才是宝安的客家人;统治缅甸的尼温是广东客家人;新加坡总理

李光耀是广东大埔客家人。国内有:推翻满清的孙中山;反抗日

本侵占台湾的丘逢甲，是上杭人闽大始祖丘三五郎裔孙;建设台

湾交通铁路的刘铭传;中法战争的黑旗军名将刘永福;台湾的李

登辉、香港的李嘉诚;无产阶级革命家张鼎垂是永定客家人;党

和国家领导人陈巫显是上杭客家人;客籍史学大师陈寅格，祖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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闽西上杭;“万金油大王”胡文虎是永定客家人;香港著名企业家

田家炳是客家人;祖籍在闽西的台湾政界上层人士简汉生、卢衍

祺还有大陆投资的著名康师傅方便面企业一顶新国际集团总裁魏

应交兄弟;出生在广东梅县的“金利来领带大王”曾宪梓;原籍

广东大埔的永芳集团董事长姚美良。如今，客家儿女为中国和世

界的经济发展正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客家族谱记录着他们的优

秀儿女，所蕴藏的家族史料更是研究客家优秀儿女难得的资料。如

《勃海吴氏族谱》载，台湾中国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秘书长、

“内政部”部长吴伯雄，祖籍福建省永定县下洋镇思贤村，为人闽

始祖吴承顺裔孙。其上祖迁徙路线:闽西龙岩~广东增城~永定

思贤村。清咸丰六年(公元1856年)5月，吴伯雄的曾祖父圣昌

公携妻、儿(即吴伯雄的祖父春叔公、台湾学者提供的资料其名

叫荣棣)由思贤村出发，经广东大埔、汕头搭船去台湾。1992年

2月，吴伯雄首次为祖籍地永定下洋镇思贤村吴氏宗祠《崇德堂》

题字“敬宗绍德”，被祖地宗亲视为“亲情结晶”;又如《闽汀华

氏族谱》不但祥细记载了清代著名画家华峦生平考，而且还记载

着台湾著名教授华力进祖地源流。考证其世系为:京~郎~九郎

~二郎~十九郎~二十八郎~三七郎~六五郎一八二郎~伯十六

郎~念十郎~德敷~廷景~宇安~公济~峦~世厚~敬~良才~

~绍仪~~卓超~必诚~廉~仕三~岳人(品玉，清拔贡，二十

六世)~力进(二十七世)。华力进原籍上杭客家人。

3.4、 以客家族谱为媒，为经济建设开通果道。

在长期的迁徙过程中，客家人形成了敬宗睦族、爱国爱乡、团

结奋进的优秀品质，无论他们走到哪里，都不忘造福桑梓，不忘

报效祖国。如香港客属企业家曾宪梓、姚美良、田家炳，先后为

客家地区的经济发展捐资达数亿元。特别是在1998年我国发生特

大洪水灾害中，客家裔孙爱国爱乡的感人事迹尤为突出。如李火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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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裔孙李嘉诚一次性捐款5000万元，曾宪梓首批捐款50万元、又

在北京首次娠灾义演会上再次捐款600万元等等，更加体现说明

了客家裔孙爱国爱乡、不忘乡梓之情。

利用客家族谱开展姓氏寻源，吸引海外客家裔孙回国投资，加

J决家乡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作用。以客家族谱为媒，学习宁波海

联会创意的海外联谊活动，“让‘世界宁波帮’关心宁波的发展的

‘文化搭桥经贸唱戏’的作法”，让全世界客家裔孙都来关心祖国

的繁荣昌盛，关心家乡的经济建设。

据报道，祖国大陆吸收的台资已达300多亿美元，在大陆的

台湾企业已有3万多家，福建省已有千万美元以上台资项目184

个，其中上亿美元的n个。以谱为媒，发挥其吸引海外客家裔孙

回国投资特殊作用，在1997年10月的“闽西.闽台客家文化交

流暨客家之旅活动”活动中，有台湾客家裔孙与闽西经贸合作项

目n个，引资1237万美元。仅上杭县，就有张化孙在台后裔张

泰胜先生为上杭白砂镇茜洋村铺水泥路捐款40万、台湾世界丘氏

宗亲总会捐款300万元兴建上杭“姜太公旅游中心”、旅台同胞廖

松亨先生为蜜袖种苗公司投资85万元、周德光先生为上杭图书馆

姓氏谱碟室捐款10万元人民币。

3.5、 客家族谱，海峡两岸的文化认同，在为推进祖国和平统

一大业早日实现中必将显示其特有的作用。

台湾，是祖国不可分割的神圣领土，海峡两岸同胞都是中华

民族的子孙，有共同的历史和文化，两岸交流显示了两岸同胞血

浓于水的骨肉情深。据最新成果表明:“历史上由闽西直接去台湾

的客家人有70余万，即使从广东去台的客家人，其祖籍地基本在

闽西，而在台的闽南人也有300余万的祖先曾是闽西的主人”。

“台湾为中国大陆外客家人聚居最多的地区，据有关资料表明:目

前在台湾的客家人有540万，桃园、新竹、苗栗三县约200余万



上杭客家 专论�史探

人口，百分之七、八十是客家。”客家族谱祥细地记录了客家裔孙

迁徙台湾，为台湾的经济建设作出贡献的历史发展轨迹。如开发

台湾淡水的客家人胡悼酞。胡悼酞，字攀林，又字瑞锉，号仰堂，

清康熙末年出生于永定下洋镇中川村，例贡生员，精通医术。雍

正十一年(1733)胡悼酞由永定前往台湾淡水新庄脚定居，初以

行医为生，后回永定带领一批客家人到台湾，把台北淡水开发成

一个农业发达、经济繁荣、文风鼎盛、风光美丽的地区。1997年

10月“闽西�闽台客家文化交流暨客家之旅活动—闽西�闽台

渊源关系谱煤展”，展出闽西与台湾渊源关系的客家姓氏族谱58

个姓氏102种谱1173册。台湾各姓氏研究会理事长林瑶棋先生

说:“我从事姓氏研究20多年了，当我们把一个家族迁移的来龙

去脉搞清楚，知道自己‘根，之所在，那份高兴是无法用语言形

容的。因此本次活动旨宏义远、功绩可期”。台北“闽西同乡会”

理事长罗行表示，要在台湾组织一次超越各同乡会的活动，组织

第二代、第三代台胞回祖地寻根渴祖”。客家民系热爱自己的祖国，

在台湾，客家人无论走到哪里，都不会改变自己的方言，依然爱

用自己的客家语。马来西亚太平绅士、香港南源永芳集团董事长

姚美良说“相信以客家人特有的凝聚力能够在祖地与外面世界之

间架起通道，使闽西得到发展。我们的祖辈曾为国家的和平和强

盛付出巨大的努力，对海峡两岸的统一，我们客家子弟也能起到

应有的作用”。

客家，这支源于中原汉民的民系，在其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对

长江流域的开发、对闽、粤、赣边三角地区的繁荣和昌盛、对中

原汉民族的融合、对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发展和壮大，乃至世界经

济发展都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现在“我们正处于世纪之交，不

少学者预计，21世纪是亚洲太平洋的世纪，亚洲太平洋有千百万

客家人在奋斗着”(《客家学研究中的几个关系问题》孔永松)，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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酶在世纪之交的高度，充分利用客家族谱资源，发扬客家民
润爱乡、敬宗睦族、团结奋进的优秀品质，让这支优秀民系
旧富强，为世界经济的繁荣昌盛作出更大贡献。

(作者系本会理事、上杭县图书馆馆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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佩 《琴岗诗词九百首》受旅台乡亲欢迎

上杭客家联谊会、政协上杭文史资料委员会、上杭琴

岗诗社合编的《琴岗诗词九百首》，流传到台湾后，受到上

杭旅台乡亲的欢迎，言此书“流传旅台乡亲间，莫不一读
为决”。台北市上杭同乡会理事饶汉滨先生给予此书高度评

价，认为是“保存文化资产，繁荣‘诗画之乡’之创举，是

家乡上杭文坛的一大盛事”。

《琴岗诗词九百首》分为上、下两篇。上篇为诗社社员

和旅外乡亲作品，计57人，500余首;下篇为上杭吟坛先

l 辈遗玉，计46家，400余首。该书比较全面地反映了上杭

奏 县本世纪诗词仓，作风貌，是继民国初年‘杭，，，新风雅集，之

凑 后的又一部诗词总汇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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