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赖姓一最早人杭的客家姓氏
张如山

根据上杭客家联谊会近年来开展的上杭县各姓氏源流

的调查表明，赖姓是最早人杭开基的客家姓氏。赖氏人杭的
时间是唐朝，而其他姓氏人杭大都在宋朝以后，赖姓也是一
个古老的姓氏，其起源可追溯到春秋时期。

一、赖姓溯源

关于赖姓的来源，《风俗通》记载:“春秋时有赖国，其后
以国为氏。”《赖氏族谱》记载，周武王的弟弟叔颖受武王之
命率兵伐封，功成，叔颖退居河南赖地(即颖川，今许昌一

带)，武王念其功勋，乃封赖地为赖国。后子孙以国为姓，并
称颖川为赖姓郡望。

公元636年第四十七世忠诚，任东晋处州知府时，见处

州松阳水秀山青，遂选为居住地。393年第五十世遇，以文
学闻名，任江东知府，升任副使，授中宪大夫，政绩卓著，奏
请以所居松阳为郡，397年蒙晋安帝御书“松阳郡”三字以
赐，赖姓从此有松阳郡(今浙江省西南部地带)。



二、值殿将军赖标入杭开基

赖标原籍浙江省处州府松阳县，为赖氏始祖叔颖76世
孙。赖标是唐朝将军，他一生戎马俊惚，驰骋沙场，南征北

战，运筹帷惺，决胜千里，屡建奇功。唐乾封时征西番有功，
高宗皇帝下诏书“钦赐锦衣之尊，加封值殿将军”，世袭十一
世。有律诗一首赞日:

将军奉旨挂征戎，征战频繁屡建功。

西出嘉峪驱粗虏，南达闽汀镇顽凶。

万马疾驰敌阵内，千里决胜帷惺中。

世袭勋爵十一代，入闽始祖乃标公。
公元674年闽省寇乱，帝加封赖标威武都将军，统兵五

路，人闽剿寇，寇闻风丧胆，追至上杭，一鼓而定。遂率家眷
及兄弟极和枢在汀州府上杭古田开基。赖标晚年蒙圣恩谕
救，镇守闽汀，屯田垦荒，兴学兴商，以德治政，仁政于民，百
姓安居乐业，有“周公复生”之美誉。亦有七绝一首赞日:

披袍却甲去征戎，扶植农商社极丰。

布德兴文居业乐，抚民仁政若周公。

赖标卒于唐高宗己卯年(679)(生年待考)，与姚蓝氏合
葬于上杭古田彝石埔左娱蛤出土形，清光绪6年移葬坪埔
店边竹山大路背。

三、赖标后裔播衍。

赖标下传十一世皆世袭将军职。十一世五郎，讳和，生



九子(六郎—十四郎)有“九龙”之美誉。其中六郎迁永定
汤湖;七郎仍居古田;八郎，世袭将军，徙清流，后裔再迁明
溪，永定仙师贤豪村;九郎迁居江西瑞金;十郎徙江西会昌，
裔孙再迁广东大埔;十一郎迁长汀黄岗头，裔孙再迁广东兴
宁;十二郎迁四都董田;十三郎徙武平，裔孙再迁兴宁、长
乐;十四郎迁上杭。

另据官田谱记载，五郎又娶陈氏生三子:十五郎、十六
郎、十七郎，兄弟俱迁官田。

经过一千多年的繁衍，赖标裔孙已下传至四十余代，播
衍于闽、浙、赣、粤、苏、川、湘、鄂、豫、桂、台、港、澳以及东南
亚各国，世界各地。

四、赖氏宗祠

赖氏宗祠座落在上杭县古田镇赖坊村中心地段，是一
座府第式的古建筑，一正两厢两进，青砖碧瓦，房檐翼然，雕
梁画栋;门前，场地平旷，用鹅卵石砌成图案;两旁设置石雕
立鼓，石雕坐狮，还有高高竖立的华表，整座宗祠古朴典
雅。

赖氏宗祠于清乾隆四十八年(1783)动工兴建，乾隆五
十一年竣工，当时造价达1300余两银元，有“千金屋”之美
称。祖祠供奉大唐人闽始祖赖标之神位，是散居各地赖标裔
孙顶礼膜拜之圣地。

历经二百多年的风风雨雨，宗祠毁坏严重，祠堂前月池
被毁，石狮被盗，石鼓被埋，十数根华表荡然无荐。



2002年秋，古田赖坊村赖氏裔孙及各地宗亲决定重修
赖氏宗祠。随后修柯理事会宣告成立。优秀民营企业家、全
民七届人大代表、修祠理事会名誉理事长赖永兴，优秀民营

企业家，省九届、十届人代表、修祠理事会名誉理事长赖宗
明，率先分别捐资5万元，民营企业家修祠理事会理事赖汝
谦捐资1万元，作为宗祠修缮工程的启动资金。宗祠修缮从
2002年12月22日开工，历经八个多月，于2003年8月28
日竣工。在修祠理事会工作人员的辛勤努力之下，宗祠面貌

焕然一新。
在这次修祠过程中，永定、龙岩适中、长汀、罗源县、泉

州市、晋江市、漳州市、江西瑞金县以及台湾等省内外宗亲
给予大力支持。福建省姓氏源流研究会赖氏委员会筹委会
特别是赖森先生给予大力支持。尤其是晋江市赖膺村的宗
亲们得知祖祠修缮，纷纷响应。罗源县黄土村的赖庆雄先生
闻讯后，立即汇人民币1万元，其爱祖敬宗的精神，令人感
动。

今年8月28日(农历八月初一)，古田镇赖坊村隆重举
行“赖氏宗祠修复竣工庆典”。来自广东、江西，本省福州、晋
江、泉州、莆田、宁德、龙岩等地的赖氏宗亲共10加余人参
加了庆典活动。福建赖氏大多数是赖标的裔孙，上杭古田也
因此成为福建省赖氏宗族的发祥地。赖标被其后裔奉为人
闽始祖。基于此，福建省姓氏源流研究会赖氏委员会筹备工
作会议也于赖氏宗祠修复竣工庆典活动前一日即8月27
日在古田镇赖坊村召开。

赖氏族人必将秉承先辈们不掘不挠、开拓奋进的客家
精神，为中华民族的繁荣昌盛创造出更加辉煌的业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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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杭曾氏源流辩析
台湾 曾嘉治

天下曾氏，只有一个源流，全都一脉相承，他们认同中
华传统文化的大功臣“宗圣”曾参为始祖。俗云:“天下无二
曾”，就是指的这点上。从远古说来，曾姓传自巫，追本朔源，
是上古圣君夏禹郊姓后裔。禹四传裔孙少康，他即帝位，夏
朝中兴，封次子曲烈于都(今山东苍山县)，以地为氏，所以
曲烈为都氏始祖。于春秋鲁襄公六年甲午七月(一567)，传
至54世，巫公都亡奔鲁，为鲁国仕卿，以故国国名“去邑为
曾”，以曾为氏，所以称巫公为曾氏始祖。自此二千多年世代
承袭下来。在全中国百家姓中曾姓人口名列第三十八位，台
湾一地则列第十七位。

曾氏四千多年的悠长源流，明载于我国最古老的姓氏
专书《世本》，它如姓氏古籍《姓纂》、<姓氏考略》等书也同样
有记载。而且在历代各姓谱碟中曾氏谱记最多，也最详细。

曾氏家族发祥地在鲁国。鲁国在今山东，所以每一个曾
姓中国人的老家都在山东，海外曾氏也不例外。有别于迁移
时间的不同，把西汉南下吉安之曾氏叫南宗;清嘉庆十三年
(1808)北徙山东的曾氏称东宗;宋元南迁的曾氏以北宗名
之。江西吉安南宗衍居上杭最早地点可能在际头，但从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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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江家族谱所知，则非南宋时期，此点有待证实，因此暂搁
置不叙。同样的，湖洋乡现居几户曾姓无从明析迁移时地，
也待凭据再解疑。北宗发祥地则是上杭，换句话说，海内外
每一个曾氏北宗裔孙的老家都在上杭。

曾氏约在北宋间(1100)从北方陆续南迁宁化暂居(部
份留住宁化，田舍村即是，方田与济村尚待查证)于北宋政
和二年(1 1 12)五堂兄弟迁移上杭定居，一房在紫金山(部份
迁江西)，一房在白砂安居，一房在大姑(今太古)立业，另一
房在安乡高寨。大房发初公之三子，十三郎公，姚邱氏七娘
则在庐丰湖洋园培下屋开基(湖洋族谱是口传追述，误接南
宋且将堂兄弟当亲兄弟，十三郎公植为三十郎公，此裔台湾
族谱叙述明确，且在2002年3月依谱记找到了百三郎公
坟，此坟1244年葬后1604年重葬于梅子坑，湖洋族谱很多
地方不明)，该村今存三个宋代祖坟及百三郎公共有四个宋
代墓。百三郎公姚为蓝婆太，此后代代不少蓝曾姻亲关系。

从北宋曾氏第四世十三郎公湖洋开基起，第五世长子
百一郎(配陈氏)即迁湖广;第六世千三郎公迁丰子桥(即今
峰市已成棉花滩水电站库区);第七世万一郎迁永定上金高
头、万七郎公移仙师乡;万八郎公随父先移广东，再到湖坑，
最后落脚漳州府南靖县豪岗乡开基，万九郎公移月流，万十
郎、万十一郎公则是随祖百五郎公过蓝溪到下洋，打出一片
天地。另一支六世千四郎随子由广东大埔三洲乡迁永定高
头南山终老于此，坟因土崩而毁，墓碑已得。三洲乡更是人
文辈出，气象一新。此后，其一支移民从永定转漳州平和、南
靖，再经诏安移台湾。直至十世祖指派公徙台中大甲船头



埔;十五世玉普公由下洋太平寨徙台中丰原。由诏安迁台者
集中于台南县，后到者在台南县白河镇近山区，他们甚至以
由来处安地名为“诏安膺”。而万八郎公裔则蕃衍南投内
辘。

另一支移民则是经蕉岭、梅县、大埔，而后从潮州海丰、
陆丰向海外移民其中有台湾桃园龙潭、高雄美浓、苗栗铜
锣、印尼、马来西亚等。此裔衍传早于张化孙之后代，目前人
数虽无准确统计，但必定百万以上。从上杭起，裔衍永定、漳
州、台湾、印尼，广东大埔、黄沙、翁源、河源、梅州、潮州、海
丰、陆丰、始兴，甚至北移江西修水(由下都迁出)，惟缨公徙
浙江湖州。致海公迁江西南昌府下县谢家埔(约距今五百五
十年前)。

裔衍上杭本县则更难于列举，溪口、下都、大雪、太拔、
步云各处都有。约300一350年前，紫金山曾氏移广东始兴
县，南雄市宣传部长曾涛先生所编《族谱》写得非常清楚。又
如漳州南靖豪岗族贤所编谱族，也很详明。

元至正廿八年由湖洋移永定十四世有姑婆太(坟今尚
在)嫁北墩江公，称为曾氏十八女将之一的祖姑。时在明初，
土匪峰起，有温丹师(民以草头王称之)由江西、长汀一路至
永定占山为王，一日唆呀两三百人与十八女将相隔几百米
对峙，十八女将把锄头柄耸立于地，跃身坐于其上，从容不
迫，终于慑敌丧胆而退怯。之后土匪见她必避开不抢，迄今
高头无人不知此事，且神话传说更多。

庐丰湖洋曾演复先生，为革命烈士(1 897一1931)，原名

衍福)，毕业于旧制上杭县立中学，赴粤从军，归杭先后在丰



稳、石牌前、燕竹坑等地任教，1923年，福建陆军郭凤翔部
五旅曹万顺进驻上杭，勾结土豪劣绅，横征暴敛，演复先生
写有一诗抨击当时的腐败军阀:“可惜当年关夫子，华容道
上不诛曹，迄今遗下奸雄种，吸尽吾杭血与膏。”1924年起
他追随张鼎垂革命。又如太古曾衍智先生、曾启英先生，前
者为红军老革命，后者为台军方将领。这些历史留待后人去
追忆吧。

曾氏在上杭县之祠堂，大都折毁，有的也只空留一堵
墙，如庐丰扶阳村祠堂空空荡荡，令后人哀伤，湖洋乡之祠
堂则在溪边农地之中，空屋孤立。而最宏伟的祠堂是在岗背
街(即人民路)，祭祖时，紫金山、下都等各地族亲盛情参
与。

上杭是客家曾氏的发祥地，无论世居或从这里往外迁
徙的都很多，它的外迁开始以永定、梅县、大埔三地为主，然
后再衍居各地及海外，但这些外迁裔孙几乎言及祖先来地，
大者只言永定、梅县或大埔，却不知言上杭源头矣。曾氏上
杭是源，也经历了流，但这一流却有如断根，是一个误区。但
愿今后修谱序文中明确写清楚，使裔孙们不忘回归上杭探
祖才是。

无论是鲁国郡、三省堂、武城郡或陇山衍派那一郡名、
堂号，其源皆同。也不论南宗，北宗或东宗，其根亦一。

父老相传，宗圣公曾参生三子，长子元公为鲁国郡，次
子申公为东鲁郡，三子华公为武城郡。其后裔即分三郡。然
则何以分南北东三宗呢?实则是以族裔之迁徙时间的先后
而分。曾氏家族史上曾发生三次大灾难。夏禹四传裔孙少康



中兴之后，封次子曲烈于都(今山东省苍山县)，典烈为都氏
之始祖，传54世至巫公，于鲁襄公六年甲午七月(一567)为
营国所灭，世子巫公奔鲁为鲁国仕卿，从此去邑为曾。此为
第一次大灾难。曾氏之始祖巫公，四传至曾参，封为宗圣，第
十六世孙据公，西汉谏议大夫，封关内侯，因王莽篡汉坚不
仕新，为免遭戳杀，遂偕二子阐公，踢公及族人千余，于西汉
始建国二年(一10年)由山东奔迁江西庐陵郡吉阳乡(今江
西省吉安市)，此为二次蒙难，而据公也因此为曾氏南宗之
祖。

曾氏第三次灾难与当时宋朝国势弱乱密切相关，完颜
阿骨打，建国号金，1 125年大举侵宋，破宋京汁梁，尽掳徽
钦二帝及宗亲、大臣等三千余人北去，汁京文物、府库为之
一空，南京(今之河南商邱)以北遍地战火，曾氏举族南迁逃
难至宁化。因一再涌进的逃难族群使宁化显得拥挤，又在
1200年左右，迁人上杭再避动乱。在这一百年间，曾氏逃离
山东家园，是为第三次灾难。由于先后三次灾难，曾氏南迁
北移时间的不同，因而产生南宗、北宗与东宗之分。

当今海内外各地曾氏陆续重修族谱，但是，原有老谱因
年湮代远，沧海桑田，多有散失，幸存者又残缺不全。是故，
今之修谱者以南宋武城谱为本，前接上祖，后续于今。殊不
知，战乱亲人远离，前人修谱已多据口传臆测，岂可不经论
证而据以抄写成谱，一再重修，一误再误，以讹传讹，错者为
真，真又误伪。以福建南靖豪冈万八郎公房族谱为证，续修
族谱系在民国十六年之后，民国三十八年之前(1927-
1 949)，且据豪冈原谱所编，然原谱已有所疑，续修族谱岂能



不随其惑?原因在于北宋或南宋才南下的曾氏不能衔接西
汉南下的曾据公。

自巫公算起至据公为止共传18世，以每代二人衍传而
计，18世其总数应为362144人，就算扣除一半为女儿不计，
也有181072人。即以最保守的估计，也至少有一万人人口，
到西汉末年，山东所余曾姓人口必比据公所率南下千余人
多很多倍。迫至元代至正年间，欲寻曾参嫡裔承接祭祀曾子
宗圣公，全山东怎无一户?然则北宋末与南宋时南迁逃难者
又何处去了?现在所存均为南宋武城谱，所有曾氏皆是据公
后裔，现存谱碟都是清代所修，福建、广东各地无一谱不是
三十四派圭、旧、略三公之裔孙，亦即据公之裔孙，推而论
之，据公时之其他曾氏无一有后裔传至三十四派矣。

清曾国藩先贤于道光二十年(1840)将全国各地曾氏各
派统一修成《通天谱》，从当时交通之不便又地域之广，经七
百年的逃难及一再分枝迁徙，直系上祖多已不明，为求续
谱，臆测亦多，失误难免。

台湾一部曾氏家谱及祖宗牌与口传，记录祖先在北宋
南下，此谱是乾隆十七年(1752)之前所记，比闽粤所见族谱
更久远，且不受《通天谱》所影响，依其所述，十三郎公之妻
邱氏七娘逝于宋端平二年(1235)，坟葬上杭湖洋村，现存村
中，子百三郎公于端平十一年(1244)葬于梅仔坑，明万历三
十二年重葬，2002年3月寻到，万一郎公移永定，坟今在，与
永定江氏谱所记吻合，确定此谱之可靠。又代代口传，曾屋
寨，太平寨有共同祖先(未留言两寨在何处)，今查曾屋寨在
湖坑，太平寨在下洋镇已无误。谱记所知，万一、二⋯⋯七郎



公亲兄弟，父千三郎公移永定丰子桥(今之峰市，2000年建
棉花滩电站而淹没)，万八郎公在永定湖坑，万九郎公在月
流，万十、万十一郎公在下洋镇，同一时期祖先排行有序岂
是偶然?万一郎公坟今在高头乡南山，万四郎公坟在东山，
万七郎公坟在仙师，依谱寻坟确可佐证，今福建漳州南靖豪
岗谱指万七郎公分居塘岭，万七郎、万八郎、万九郎为念九
郎四子之三亲兄弟有误，谱中亦提及是推测，永定下洋太平
寨2000年重修谱则指万九郎、万十郎、万十一郎公为胜踢
公之三子，或谓万九郎，万x郎各代均可能出现，然同一地、
同一系、同一时期指不同先祖不同辈的二人，可能性确可怀
疑。

如《南靖万/又郎公谱》及《下洋模公(益友)谱》两地谱也
都在五十四派衍承不上，广东始兴县，南雄市亦如是，而南
雄与始兴《族谱》所记均为上杭县紫金山约三百年前所迁移
去的。

曾氏南、东、北三宗，虽然千流万支但均同一源，千枝万
叶同一根，须有系统的分类，从时间不同着手，或有助于理
清昭穆，正确完整大成族谱的编纂。

一、曾氏南宗:

根据编于明宣德已酉(1429)《曾氏兰溪萦公族谱》序文
所记西汉末，宗圣公十六世孙关内侯曾据公，因王莽篡汉，
忠义不仕新，拒不受相，为免遭抄家杀戳，举家掣族千余人，
于西汉始建国二年(一10年)十一月十一日，由山东急驰南



迁江西庐陵郡吉阳乡，因宗圣居鲁南武城(今山东费县)，也
因此称为“南宗”，据公则为南宗之始祖，子十七世祖阐公，
孙十八世祖植公均为谏议大夫，至廿三世祖涣公为汉乡侯，
其弟震公及忽公均迁韶州居住。三十三世祖谋公迁吉阳之
螺丝岭，三十四世祖垂公生圭、旧、略三子。旧公徙云盖乡，
略公徙永丰明德乡，四十一世祖中彦公传三子美公、良公、
俊公，四十四世祖权公，长子益甫，裔徙嘉应州程乡平远，四
十八世祖世昌公移汀州宁化，五十一世祖六十三郎公迁上
杭，五十四世祖源公为同安大路尾始祖。

二、曾氏东宗

元代延枯三年(1316)中书省武城书院教授咨文:“⋯⋯
圣朝表彰斯文，创立孔、颜、孟三家教授，独曾子缺然。盖曾
子南武城人，本处无曾姓⋯⋯”至明嘉靖十六年(1 537)间，

仍奉旨访求嫡裔，承袭博士，查曾篙、曾衰均无意北徙承袭
主祀宗圣，但山东已无嫡居，直到清嘉庆十三年(1808)始由
曾骄后裔廿二传质粹公归山东授翰林五经博士，即今嘉祥
县现袭翰博“东宗”房，据此，东宗是由南宗房北徙承袭奉祭
宗圣公的分支。

三、曾氏北宗

宗圣45世孙曾显南宗理宝庆间由山东鲁城南来宁化
石壁，孙十三郎又迁上杭紫金山，形成曾氏北宗�曾氏北宗
世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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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口口口口亘网佩

《
移 旧寨，坟在高头)

万一郎 范儒人

《坟今在)

}千一郎

步二郎 .⋯}
}千三郎 邱氏螂}

(移丰子桥)

万二郎

万三郎

(移仙师)

钟 氏

万四郎 刘氏二

脍篡巨二
薰赢羁口{黔一

二}董二因」仁二二口
黔匹二园LL二二口

l 、一世益开公居鲁城北晒岭下，没有南下宁化石壁，香城指曲阜。

2、二世显公，运公随外公周氏南迁(45)派。

3、公生十一子一女，居宁化石壁(今宁化之方田、田舍、济村至少其一是)

4、四世十三郎领四个堂弟移今上杭之紫金山、上坊、庐丰、太古、下都，时约1200年左右十三郎公

1229年去逝，爱人邱七娘在(宋端平二年))1235年去逝坟今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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佩一(字近山，号旬葬旅于幼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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巧、宗盛移大埔，三州乡二世祖墓由其同裔孙重修，文盛移广东黄竹坑。

16、九奕公葬永定大州土霞洋枯燕，英峰裔移律州，秀峰迁广东潮州。

17、明移广东潮州府。

18、永圣公移居大坪湖，友旺裔徙漳州平和。

19、九奕公移员廷山住，葬于洋埔。

20、广通公移永定东门外，再移大洲，后迁湖角里，坟今在龙门。

21、法盛公字近山，号叠峰，批胡氏二娘(1458一1537)

22、惟昌公(南城)坟今在永定高头南山。

23、子宗公移广东河源，文凤公移懊口，惟续公移湖州(浙江)，长兴公移潭州。

24、朝忠公之女为曾家十八女将，之一，十四世祖，稼北山桥下江氏北教公，坟今地与

沮丹师(草头 王)土匪对崎救曾江所有村庄。

25、十七世祖罗婆太与子于1752渡海来台。

26、本谱为明末清初所记，与今福建，广东族谱相当有出人，惟一核对古坟均正确，为

其他谱所无本系本已五次修订，俊证据新出再修。

27、(l)一佩哟

(l)本世系表依据家谱，祖宗牌各祖坟墓碑之记载而编，并由姻亲之家谱寻觅相关

证据，如高头江姓，平和游姓。

(2)姓名依原谱所用字。

(3)各世祖批生辛年月及历代迁移情另编。

(4)l二习表不知名或详情
〔二二二佐为考，右为批

佩二佩表女儿(取婿为半子之惫)
几佩佩表夭折

( )表又名

〔二』表承继曾家(含本姓或他姓)
{〔二习:表过继他人

上表曾显公房系，与福建永定县湖雷、仙师、下洋、月

流、高头、峰市、漳州平和九峰镇及南靖(部分)、江西修水
(一房)、上杭庐丰、上坊、太古、下都、太拔、溪口、广东始兴
县、南雄市(部份)、大埔古野三洲、黄沙、台湾南投、大林、铜
锣均为同一房系，口传五兄弟(堂兄弟才正确)从石壁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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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大房在庐丰湖洋为发初公之三子十三郎公，下都为二房
发龙公之子，此房约在noo年从鲁城北晒岭南迁宁化石
壁，属北宗早期。其后二百年之间再南下逃离战乱者必更
多，而皆列人南宗谱。

明洪武元年(1368)后，局势安定，上杭县共十七姓同迁
上杭的金丰里，(今永定县古竹、高头、陈东、奥杏、湖坑、东
乡、上金、中金、下金等地)，土楼也由此迁人族群大量兴建，
相互呼应与协防自保，这些族群也是同一时期与曾氏北宗
自北方南下经宁化到上杭而永定再续移南靖、平和、诏安至
海外。1 368年后另一迁移路线由上杭、蕉岭、梅县、大埔、而
后潮州府陆丰、海丰、绕平至海外。曾氏北宗也随群依此路
线再南移并至海外，因南宗比北宗早一千年南迁而较安居，
因此海外移民北宗似较南宗多(有待更确实证明，至少台湾
一地已可确定)。时不分今古，宗不论南宗、北宗或东宗，天
下无二曾，曾氏不分南北宗，由宁化同迁上杭一居砺头，一
居扶阳乡，加居湖洋村，长辈敬老尊贤，同辈称兄道弟。是
故，南北宗的明序有助上下伦常昭穆。何况事愈久则文献愈
微，时愈延则编写愈难。今分南宗、东宗、北宗还原历史事
实，有助于厘正照穆伦理。

本文为二修定稿，近九百年之间的家族史，仍侍更多的
证据出土，再修订，敬请海内外专家及曾氏宗长斧正，又下
列各地宗长、乡亲、世叔、世兄提供《族谱》资讯，在此一并敬
谢。

参考资料有:《武城曾氏族谱》(由汀州曾氏联修族谱委员会曾广明，广胜、繁华宗长提

供)



《曾氏族谱)(由广东大埔县大麻曾远松宗长提供)
《曾氏佑启堂族谱)(广东大埔县古野镇三洲乡曾碧金宗长提供)

《曾氏族谱)(南靖紊岗社、台河南投曾亮吉宗长提供) 《黄氏族谱)(长汀房系，台
沟挑园黄辰采先生，1995年提供)

《游氏大族谱》(台清丰原游礼橄先生提供平和谱)
《江家族谱》(高头房系，台湾大林)
《济阳江氏高头北山房族谱)(永定高头江世标世兄提供“2以沁年初稿”)
《鲁国那曾氏族谱)(上杭步云乡曾元珍宗长提供)
《江氏族谱)(永定北山下石车沈、台清大林，l%2编写)
《祖居族谱)(永高头曾氏房系，1929，台湾草领江长川宗长提供)
《武城曾氏族谱)(水定湖雷房系、永定凤城曾样尧宗长提供)
《武城曾氏重修族谱)(水定城郊湖角里曾废昌宗长)
《上杭县志》(1864年及1993年版)(永定县志》
(梅州市志)(1999版)。

“张化孙文化中心筹建处“迁进新址

客家张氏开基始祖化孙公，其海内外裔孙号称千万。张
化孙和陈、圈夫人古墓批准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后，进一步
激发了其海内外裔孙寻根渴祖的热情。近年来，他们花了
20多万元人民币修好了从将军桥到茜洋村张化孙墓近4
公里长的水泥路面大道，还开辟停车场，建纪念亭。通过向
海内外裔孙集资，于2003年春，投资31万多元购置四层新
楼一幢，设立“张化孙文化中心筹建处”，内设“张化孙纪念
馆”(上杭城关和平北路32号)。他们创办的《客家张氏》会
刊，已出版6期。

(江梓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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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火德裔孙发展轨迹
李人旺

“客家是一个最讲‘木本水源’的民系，他们在迁移的时
候，往往把上代的骸骨也背着出来，一同迁葬。或在避难迁
移兄弟将要分散的时候，也必分抄族谱，以备将来还得‘敬
宗睦族’�，�⋯所以，自种族优生的立场说来，客家民系也可
说是民族心理发展中的一群勇者。”这是著名客家学教授罗
香林在《客家源流考》中一段话。而当时南迁上杭捻田的陇
西客人李火德及其后裔历代的迁移却包含着这些特征与优
势。从远古世系看，李火德从李姓始祖利贞公算起是第八十
三代，而从陇西唐高祖李渊算起第二十九代，李火德如何成
为历史上客家人闽的代表人物之一，他的后裔又如何遍布
海内外，且成为当地颇具影响的名门望族的呢?这一点必须
从李火德后裔分布现状来分析，他的裔孙外迁大致可分为
三大流向:一是迁往广东、广西、云南、贵州、四川及江西、湖
南、浙江、江苏、台湾等客家地区;二是迁往福建、广东沿海
的闽南沿海城市和内陆城市走出国门向泰国、印尼、马来西
亚、菲律宾、新加坡等东南亚各国及英国、美国、日本等。李
火德裔孙历代名人辈出，在历史上，有明朝忠臣李鲁，孝子



李嗣英，清代名相李光地、钦点武状元李威光、定国将军李
国深，现代有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上杭官田李氏大宗祠门
联“承相将军府，忠巨孝子门”表述准确，恰如其分。下面我
就李火德后裔发展轨迹提出几点探讨意见。

一、陇西皇室血缘文化和坚忍不拔的强者精神，为李火
德后裔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纵观历史，李氏客人的南迁和所有的中源汉民南迁一
样，是由战乱和灾荒这二种因素迫使这群流动民族不断南
移，并在南方偏僻山区落户，他们只有凭着勤劳和俭朴求生
存、谋发展。勤劳是生存的基础，俭朴是发展的前提。这种坚
忍不拔的强者精神，就能无往而不胜。李氏裔孙无论走到哪
里，总是以勤劳、勇敢著称。他们开山垦地，建造家园，繁衍
生息。客家人为了保持家庭有足够劳动力，他们勇于抵制封
建统治者提倡的妇女缠脚的陋习，使妻子儿女保留自然人
健全的四肢，以便他们同男人一样，能上山开垦、下地耕种，
充分展示出一种强者血统的抗争精神伟力，在困境中求生
存，在逆境里求发展，在近千年漫长的迁徙中，他们的民系
得以延续、发展和壮大，都足以证明这一点。而李火德裔孙
得以生存和发展的另一因素是，陇西皇室强者血统和中原
贵宵优秀文化教养的遗传基因，这给李氏后裔的发展奠定
了牢固基础，受中原传统文化根深蒂固的影响，形成了一种
热爱文化知识的共识，重视后代受教育的良好习惯。俗话
说:“生子过学堂，生女过家娘”，此话虽不全对，但足以证明



在封建落后的社会里就有一种潜在的受教育的向望，因此
“耕读人家”便成了客家民系中的一种传统，是造就一代又
一代李氏名流的摇篮。他们在不断的迁移过程中始终注重
教育这一发展立身之本。

李氏后裔的繁衍发展与祖地宜人风光有着密切的一

-

。系关

客家祖地上杭稳田山水秀丽、人杰地灵，火德后裔之所
以有今天这样海内外蕃衍发达，名人辈出，连天风彩，这都
与李火德故土—上杭捻田这片神奇土地分不开的。

首先让我们从李火德迁居稳田开基说起，族谱有关资
料记载，李火德携妻伍氏行至上杭胜运里丰朗村，目其山青
水秀，土地肥沃，田园广裹，民风淳朴，因而在此开基。由此
可见稳田这片热土，是一块不可多得的宝地。在这片热土上
有二点值得庆幸的，一是李火德在这里蕃衍了新一代，而且
他的后代一直发展至今经久不衰。二是李火德死后葬一风
水宝地“螃蟹游湖”，风水先生断言其子孙必须外迁才有发
展，可是至今仍有部分子孙还不愿离开这片土地，并且事实
已证明这片热土是名流辈出，各领风骚。在这洒满先民创业
汗水的热土，仍然保留着丰厚的客家文化和诚朴善良的客
家民俗风情。那四季飘香的田园情诗，无不凝聚着祖祖辈辈
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追求，这片富饶的山川，给人们留下的
是神话般的传说，诗一般的赞美。富有灵感的人文景观，让
后人追思和探索。



其次，从李火德那神奇的游湖墓葬，为其后裔在外地发
展崛起奠定了牢不可破的根基。“螃蟹游湖”虽属风水传言，
但他们从第二代起就有两房子孙从丰朗村迁出，第一站到
本地大湖与官田，第三代又有外迁永定大溪营溪的，又逐步
再向外发展，他们始终牢记着，“游外必发达”的生存规律。
这种动力那怕他们搬得再远，都能始终把祖地的传统精神
继承发扬光大。他们共同具有的一种强烈的崇拜祖宗意识
和对祖地的认同感。一位哲人说过:“官当得越大，钱赚得越
多的人，也就是越热爱自己的祖宗。”从而使他们产生一种
回报祖地的虔诚信念。最好的见证，那就是在李火德逝世六
百多年后，远地子孙为纪念他，纷纷慷慨解囊，耗资万金，在
祖地建造一座规模宏大、富丽堂皇的李氏大宗祠。

三、陇西李氏与台湾的渊源。

自李火德第八代孝梓公从永定湖坑迁往闽南平和小溪
(今平和县城)，便成了闽南李氏始祖，他的裔孙分布在漳
州、安溪、诏安、晋江等闽南沿海地区，由于他们习惯传统的
耕读文化，加上沿海航运的便利，有利于他们不断认识外部
世界，于是便产生了飘洋过海开发台湾山区的意愿，据资料
记载，“台湾李氏大多迁自闽、粤二省，其最早人台可考者，
有明天启年间，随颜思齐、郑芝龙人台之李魁奇;永历年间，
有漳州人李茂春随郑经人台，平和人李达人垦大糠榔西堡;
康熙年间有李婴人垦鹿仔草堡，南安人李碧等合垦大糠榔
西堡港尾寮庄，闽籍李阳入垦他里露堡，李云龙入垦学甲



堡。”他们大多属李火德第八代孝梓和第十代君怀、君达及
十一代仲仪、仲信、仲文、仲秋之后。他们迁台后，一代代靠
着他们的智慧与勤劳的双手事业有成，不断发展。1991年
至今，台湾李氏先后几十批，近千人次从台湾桃源、苗栗、中
沥、宜兰、台北、台中、台南，打着“陇西李氏”的彩旗，回到祖
地上杭李氏大宗祠寻根渴祖。“木本水源，敦亲睦族”，他们
带着虔诚的心理，诚朴的语言，祭拜于祖先的灵前。正如台
湾陈奇禄先生写道:“同源之亲，凡我华宵皆为炎黄子孙，有
敬天爱人之美德;同文之亲，使用汉字者‘书同文，车同轨，
行同伦’，传统思想坚强;同宗同族之亲，血撤相传，无论流
离于天边海角，终会认同归宗，同乡同门之亲，怀念故旧，济
弱扶倾，培植后昆使其立志进取。”从而使人们产生一种回
报祖地的虔诚信念。

四、李氏后裔走出国门。

客家民系有一种环境适应的强者血统。他们无论走到
那里，却始终牢记自己来自何方，源于何地。然而李火德裔
孙，从上杭稳田沿着黄潭河直下汀江，汇人韩江，本着“螃蟹
游湖”以水为生存求发展信仰，沿着“海上丝绸之路”走出国
门，特别是在清末和民国之间，由于清廷腐败，民不聊生，八
国联军的人侵，战乱不止，导致福建、广东沿海的李氏后裔，
成了一批走出国门务工的移民，到气候环境比较接近闽南、
粤东沿海的菲律宾、印尼、马来西亚、泰国、印度、新加坡等
国进行种植和经商等生存性经营;而另一种是被殖民者作



为劳工输出国外，而侨居海外的;其三是为抵抗侵略而被迫
移民的，如原居广东新安县乌蛟腾的李氏后裔，20世纪30
年代在抵抗日本侵略的战争中而被迫走出国门，李火德第
十一代卯龙之后近百人迁居英国曼彻斯特，而今已在海外
发展成千人之众的客家群体，从而改变了客家人的“耕读模
式”，进人了经商及从事其它社会事务活动。但他们却始终
保留着客家语言，1994年9月旅英乌蛟腾海外联谊会的会
长李祥，副会长李冠平、李谭保等一行几十人带着浓郁的客
家乡音回到李氏大宗祠寻根渴祖，并带有中文手抄《李氏族
谱》赠以李氏大宗祠，又如李火德的后裔旅美李玉芳、元骥
他们也都始终保持着客家语言。这十年间，李氏大宗祠迎来
了上千人次的来自菲律宾、印尼、马来西亚、泰国、新加坡、
美国、日本等李火德后裔，前来寻根渴祖，正如《旅英李氏族
谱》中的一首诗写道:

世代相承数百年，尊卑次序各照然。
蛟腾凤起多先哲，桂馥兰馨有后贤。
披阅家图宗旧简，详书族乘依遗编。
支分派别源流远，一脉蕃昌瓜及绵。

五、谱重始迁，追本溯源。

在社会文明发展的今天，人民对祖先的崇拜观念有了
新的认识，那就是对上祖人类发展史进行比较系统的探讨，
近几年来随着国门的敞开，他们无论是侨居海外或客处异
乡都不会忘记回到祖地来追寻上祖先民开拓创业的脚迹，



着重族谱记述，研究寻找姓氏渊源，他们在敦亲睦族的同
时，有一种不甘守旧，敢超前人的精神。广西新修《李氏族
谱》“颂祠联”中写道:“火播江南李，德垂世后孙。源出陇西
脉，根生俘叙枝。雄祠存珍迹，名谱列精英。上杭雄祠怀祖

德，俘叙叙名谱记宗功，治国英才连辈出，忧民贤士续史流，
陇西风范垂青史，悴叙家声誉神洲。”

赖标宗祠修缮竣工，福建省赖氏委员会
筹委会在古田召开

座落在古田镇赖坊村的赖氏宗祠，是祀奉赖氏人闽始
祖、唐值殿将军赖标的宗祠。这座府第式的古建筑，由于年
代久远，已相当破败。赖标夫妇墓及赖四郎墓，因国道319
线经过墓地，修路时已将墓碑、金婴移至祖祠存放。去年冬，
其裔孙组成了以全国人大代表、优秀民营企业家赖永兴，省
人大代表、优秀民营企业家赖宗明为名誉理事长，赖坊村村
主任赖汝辉为理事长，有晋江、平和、南安、宁德、龙岩、永定
等地代表为理事的修建委员会理事会，实施修整赖氏宗祠
和兴建赖标陵园事宜。修祠工程已于日前举行竣工典礼。同
时在古田召开了福建省姓氏源流研究会赖氏委员会的第三
次筹备会。

(杭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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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杭的另一支客家刘氏
刘致龙何占东

来苏里(旧称辖上都、中都、下都、洪山、峰市即杭之
南路)中都田背刘氏始祖十郎、十一郎兄弟为避战祸，于元
仁宗延佑二年(1 3 15)夏，从江西瑞金塘背长途跋涉，来上杭
县来苏里田背(今为中都镇田背村)定居，为不忘故土，把此
地亦称塘背，后始转音为田背。十郎、十一郎田背开基后，分
别被后裔尊为一世祖，成为客家刘氏人杭的一个支系。

田背刘氏一世十郎，姚梁七娘，生二子，长曰十四郎，批
范九娘，元至顺四年，迁胜运里(今蓝溪镇湖里村);次日百
五郎，批赖四九娘，定居田背今码头街以上，其长子小四，移
上都竹山下(今属军联村)，裔孙再移上登(今临城镇上登
村)。田背刘氏一世十一郎，姚郭七娘，生五子:长曰念二郎
无考;次日念五郎，移居永定洪山石杰，其裔孙元通、元达两
支再迁附近龙骨石，峰市的看龙坪，三方，山心田心里，大塘
背等地;三日念四郎，在上杭城东门建有祠堂(现县党校职
工宿舍址)，子孙散居临城;四日三五郎郎携母郭七娘骸骨，
迁广东嘉应州长乐县(今五华)棉阳约、罗逸坝、圳上(今叫
水寨镇)，其裔又移归善(今惠东市)安墩镇;五日三六郎，世
居田背，今码头街以下，四世德宗迁广东英德县覆船岗。现



十郎子孙下传26代;十一郎子孙下传28代，在中都刘氏共
有479户，2022人(2000年数字)。

我们从《刘氏家谱》中粗略统计了一下，清咸丰前，从田
背迁出的刘氏子孙达344户，外迁地点有:江西，其中义宁
居多;广东，其中惠州、韶州居多;四川，其中遂宁、广安居
多;湖南、湖北、台湾，抗战胜利后，随军去台的有刘瑛、金
和、以禄、传福、传星、传荣、传联等。民国期间有几户到广东
谋生后定居英德、曲江，建国后有些宗亲因学习、工作，在云
南临沧、昆明、江苏沛县、常州、上海、广东深圳、北京、江西
丰城、香港等地定居。在福州有:参加长征的刘振球少将;省
五金矿产进出口公司经理刘永豪。2003年春，十郎25世宁
光，妻郑传梅，男俊，全户迁居加拿大多伦多市，是村首次迁
居侨民。

千里不忘故土，百代不忘宗亲，这是我们民族的美德。
19世锡龄(字乾均)贵州省清镇县籍，清同治庚午科举人;
21世则敬(字惺常)四川遂宁县籍，同治癸酉科举人，他们
高中后，均由自己或父亲带着喜报回村向祖宗报喜。巧世
喜斗之子茂林，康熙年间移居江西赣县，民国九年修谱时，
仍携捐款回来报了丁口。历次修谱外迁裔孙均满控热情派
人回来送捐款，报人丁，谱修完后，又带去族谱，让外出裔孙
知根苗之所出。

80年代以来，派衍各地的宗亲，回来联谊寻根渴祖的
大有人在，广东五华棉洋、惠东，江西大余樟头镇，福州闽
侯、长汀、永定洪山等及本县诸多宗亲。他们回来时均随带
有家谱及谱系资料，认真核对世系，临走还带去《田背村志》



及《刘氏家谱》等资料。年近八旬的香港刘氏宗亲会会长兴
邦先生为寻根问祖，从80年代后期起，曾多次与致龙通信，
并寄来近一公斤重的编定皇位年号宗祖生平及世系参考年
表。2000年11月回龙岩参加世界客属第十六届恳亲会期
间，仍驱车来村联谊，看望学校师生，参观文物保护单位
—云霄阁，还参渴武庙、各宗祠、“乐善好施”牌坊等古建
筑，并解囊捐助人民币4自厌，余元，赞助维修学校、宗祠文物
等事业。

黄石华受聘任上杭黄氏文化研究会名誉会长

黄姓是上杭第一大姓。他们于20()1年成立了黄氏文
化研究会和宗亲联谊会，2002年编辑了《黄氏家声》会刊，已
出版4期。全球客家�祟正会联合总会总执行长、香港祟正
总会会长黄石华先生，其上祖在上杭，已受聘担任该会名誉
会长。研究会准备修编黄氏族谱。

(江梓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