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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氏祖祠(上杭)

宋理宗时，任江南东路提举的江哗生三子:万里、万载、万顷。宋末，万

顷之子铎，讳十八郎，自江西人闽上杭庐丰三坪开基为始祖。江十八郎生

九子，衍传永定、南靖、漳浦、平和和粤东的大埔、饶平以及台湾的台北

县、台北市、嘉义县、桃园县、彰化县、嘉义市:江十八郎是所有闽粤江氏
族谱公认的入闽上杭始祖。

清乾隆二十二年(1747)，江十八郎后裔在三坪村里建祠，神位牌为
“济阳江氏始祖高曾祖考十八郎公姚邱十六娘昭穆宗亲神位”。大门对
联:“济水源流远;山民山世泽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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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氏宗祠(永定)

高头江氏宗祠又名宗善堂，坐落在永定县高头乡高东村塘角头，始建

于清顺治十七年(1660)。该祠坐东朝西，占地约150平方米，面阔五间，进

深七柱九擦，正厅设神完，供高头开基八世祖似海江公等先祖神位，左右

各为2间厢房，雨坪前为围墙，南侧设一外大门。

江氏家庙(连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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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氏家庙，坐落于庙前镇庙上村杉树下，是开基始祖江永宗公祠。该

祠始建于明万历(1573一1619)年间，清顺治年间(1644一1661)扩建，
1942年重修，建筑面积约为600平方米。江氏家庙上厅顶高9.6米。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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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观仿西方教堂格调，顶高约9米，雄伟壮丽，上题“江氏家庙”，是厦门

大学著名教授虞愚所书。两旁镌八个字，左日:祖泽、孙谋，右曰:意著、爱

存。进门可见两对大柱，下厅柱联为十九世裔上舟所撰，文曰:“思本源同

瞻祖望，数典籍共仰先贤。”背面柱联为十九世裔媳吴启迪所撰，文曰:

“谏草家风声望远，笔花世泽翰墨香。”上厅柱联，文曰:“忠孝绳其祖武，

诗书贻厥孙谋。”厅堂神台之上题“克开厥后”四字。两旁柱联，文曰:“毡

充卧席石载归舟想当年臣节儒风留贻后嗣，论著徙戎诗传谕学缅先世经

济文章彪炳来兹。”宗祠联文概括了江革、江统、江淹等历史名宦的人文精

神，凝聚了江姓宗族文化的精髓。而“喜著”者，诚信卓著之谓也。待人以

诚，这是庙前江姓先祖为人为商的品质，是颇具特性的先祖遗训。宗祠的

四周是弧形围墙，墙高2.9米，周长160多米。墙接外门，外门题“济阳世

胃”额，两旁楹联，文曰:“人庙肃趋跄矩步规行防履阂，登堂如闻见礼门

义路J凛循墙。”



江氏宗祠(泰宁)

该祠位于泰宁县朱口镇朱口村。朱口宗祠是以中山街肖氏宗祠、忠义

坊肖氏宗祠、长寿巷肖氏宗祠及崇德巷江氏玉书宗祠等为代表的宗祠建

筑。宗祠内均设有活动式古戏台，每逢重大节日，宗亲族人聘请梅林戏

班，在此表演泰宁县传统梅林戏。在崇德巷内有单独设置的一座清代古戏

台，该戏台曾为梅林戏表演的重要场所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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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氏梦笔堂(平和)

位于平和县大溪镇的江氏梦笔堂，是江寨江氏肇元裔孙的共同祖祠，

又称“大宗”，奉祀的是大溪镇江氏一世祖江肇元“千五公”。该祠始建于

1939年。1941年“千五公”等先祖进完受供。祖祠落成后。在1943年7月，

把等在济阳堂的鸿江小学迁至大宗，校名改为江寨国民学校。江氏裔孙开

始读“新书”，大宗成为培养人才的摇篮。2006年2月，因梦笔堂多处破

损，拆掉重建，于2006年正月21日动工。 2006年5月21日，台裔宗亲

中国国民党副主席江丙坤回乡祭祖，恰逢梦笔堂重新修葺，江丙坤为祠堂

题词“梦笔堂”，赠送亲笔签名书，并出资建学校，设立奖学金。9月H日

江氏梦笔堂竣工，内贴对联一

副:“梦思念祖德行流芳颂百

世，笔中生花人才辈出传千

秋”。此联记录的是“梦笔生

花”的故事。当年江千五开基

江寨后，以打铁为业，生活艰



辛。他极为重视子孙后代的教育，盼望后代能通过读书获得才识和功名光

宗耀祖，有一天他甚至梦到孙子用的一支笔开出了花朵，后人便将江氏大

宗命名为“梦笔堂”。

开基大溪的江肇元，元时住在上杭县金丰里(今属永定)。其祖先江万

顷居江西，因其弟江万里止水事发，族人被追捕而受株连，为避剿锋其父

辈仿照其他宗族皆以数字命名。肇元父排列第六，称百十三郎。生五子，

肇元排列第五，称千五公。来平和大溪创业时以打铁为业，初居于大径五

斗埔，卒于明洪武四年(1371)。千五公生子敦敏万三、毓敏万四，以为大径

之地狭小，不足贻孙之大业，便卜居于江寨，之后瓜贬连绵，成为元昌、济

昌两大支派。 十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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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十八郎墓(上杭)

江十八郎后裔为纪念祖辈功德，于清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在上杭

三坪源里村鸭妈坡建造祖坟一座(银碑)，碑文录:“宋江始祖考十j又郎公

之墓”。

在三坪村内也建有邱十六娘墓地，碑文为“宋江始祖批邱十六娘之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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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公墓(清流)

江公墓，位于清流县城东门外lO千米的大路口。建于北宋咸平三年

( 】000)，明弘治元年(l 488)重修。江公墓坐落于两山环抱的小山凹里，背

靠青山，面对绿野。坟为砖砌，墓埋周围以砖砌成6米高的围墙，圆形封

土堆高2.4米，占地面积约160平方米，保存较好。

江公，名礼，字恭叔，号允和，又号福谭，生于后梁贞明二年(916)，宋

建隆三年(962)壬戌科二甲进士。清道光《清流县志》卷七载:江礼“太祖

时任潭州判官。乾德元年，慕容延讨刘文表，取周保权，礼率乡兵两千人，

与保权力争于湘阴而死。汀人义之，为立祠”。清流大路口高坑江姓，由江

西九江府凤阳县江礼后人传人。清咸丰三年(1853)，由乡贤于大路口龙分

洞凉伞山东津上立穴，村里建祠以祀江公。



江百/又郎墓(永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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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百八郎墓坐落在永定县高头乡高北村谢屋坑自然村，为夫妻合葬。

百八郎公，生于1330年，为高头乡江氏始祖。该墓坐南朝北，占地约500

平方米，平面呈凤字形，墓丘三合土构筑。龟背形墓顶前立墓碑，方首，碑

高l米，宽0.9米，厚0.4米，正中阴刻楷体直书“高头始祖显考百八郎江

公批周老孺人墓”，右边刻“清乾隆十二年丁卯重修”，左边刻“嗣孙三大

房同立”。墓右侧原有一塔，已废。

元朝初年，上杭三坪开基的江氏第一百一十三世(永定一世祖)江八

郎之曾孙江百八郎携带几个弟弟从三坪出发先迁人永定县大溪乡，后长

兄江百八郎迁高头乡银山米西南坡岗北头开基。其后裔又分迁梅花石、大
岭下等地，现已繁衍至二十八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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