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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潭家庙(诏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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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潭家庙，又称“盛衍堂”，当地客家人习惯叫龙潭老屋，位于漳州市

诏安县秀篆镇陈龙村，是诏安秀篆与台湾宜兰、基隆、台北、台中、桃园、

高雄两地王游氏祖祠，1991年被列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

龙潭家庙，环境优美，山势灵秀。庙的前面平坦开阔，并有一条秀篆溪

由北向南经过;众山环绕，且有四座名山相映，前面约6千米处有座尖峰

山，后面紧靠犁头米山(海拔1076米)山脉向下弯延起伏10多千米后再

次凸起的玉背山，左前侧约1000米处有座半月形的月山，右前侧约500

米处有座圆形的日山。四面群山、峰峦叠嶂、山青水秀，景色怡人。

龙潭家庙，规模宏大，历史悠久，建筑精巧，景致怡人。龙潭家庙，始建

于明隆庆六年(1572)，是秀篆王游氏五世祖游瑞清所建。龙潭家庙占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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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86平方米(包括后背风景山)，建筑面积1330平方米，有大小屋99间，

它坐西北向东南，由门楼、天井、两廊、中厅、天井、两廊、拜庭、大厅及左

右厢房组成，是单檐悬山式建筑。

大厅面阔七间;一厅二明四暗，进深明暗各两间，并各有楼、柱为圆形

或方形石柱，均带柱础，梁架穿插木构。中厅梁架为一斗三升式，斗拱相

叠，构筑精巧，其面阔七间，进深四间。

「]楼梁架是一斗三升式，面阔七间，柱为圆梭形石柱，带柱础。门楼匾

书“龙潭家庙”、左右各五间厢房。祠前有大埋和半月形池塘。祠的左前侧

另有外门楼，其内侧顶端镶嵌清康熙六十一年(1722)书刻建筑规制碑，其

内侧顶端镶嵌乾隆十九年(1755)重修碑刻。

祠内有祠完，挂有明代抗楼名将俞大酞题书赐予为抗楼立下殊功的

千户游瑞清的“义勇奇勋”的匾额，中国人民解放军少将、原中国人民解放

军军事博物馆馆长、原中国人民解放军艺术学院副院长、教授王怡汉题书

“祖德浩荡”的匾额以及原台湾宜兰县县长、原台湾民进党主席游锡塑题

书“敦宗睦族”的牌匾等。祠外有旗架、石鼓、碑刻等。祠旁栽有从台湾带

回的“台湾树”，并立有“罗汉松”碑记等。

龙潭家庙是联系海峡两岸王游氏宗亲的纽带。自明以来的历代多次

重修都有台胞筹集大量资金共同维修，1992年集资500多万台币按庙原

规制予以重修。从1991年以来，每年都有“龙潭家庙”在台湾的许多后裔

返梓祭拜，已有70多批2000多人次来该庙寻根渴祖。人员往来，增进亲

情，有力推动海峡两岸关系和谐发展。

据《王游氏族谱》等有关资料记载，秀篆王氏乃唐琅哪王豁忠之后，

明永乐年间(1403一1424)，王彭忠后裔王念八从汀州府宁化县石壁村移到

秀篆埔坪际下村定居。初到秀篆时，铸铁营生，娶妻江氏八娘，单生一子取

名先益，先益未满周岁，王念八不幸身故，遗下婿室幼子，时有埔坪崩田游

信忠，与王念八生前有莫逆之交，将先益抚养成人，并分给田地、房产，为

感谢恩情，王先益随游信忠改姓游。

明末清初，秀篆游姓众多人跟随郑成功部队入台，分布在台北、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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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兰、桃园、基隆、高雄等地，现在台有12万人之多。清乾隆年间

( 1736一1795)台湾游氏十二世裔孙游祖送，从台湾返回秀篆龙潭(今陈龙

村)，带回茶树、柳树、罗汉松树苗在祖地栽种，至今枝壮叶茂，郁郁葱葱。当

时，游祖送提倡恢复王姓，并在盛衍堂张挂王、游两个灯笼。现在“盛衍堂”

的裔孙在台湾的仍然姓游，而在大陆秀篆的则恢复王姓。

游氏家庙(上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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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落在上杭县稳田镇坝头(今化厚村)塘背山的游氏家庙，又称“立雪

堂”，始建于元至正二十六年(1366)，1994年台湾省南投县的游岳勋先生

回稳田化厚寻根祭祖后，于19%年率先捐出人民币10万元倡议改建“立

雪堂”，并得到海内外游氏裔孙的热烈响应。19%年6月游氏家庙在原址

重建，1997年2月24日举行“立雪堂”竣工庆典。

新建的游氏“立雪堂”，占地390多平方米，按初建时式样分上、下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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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氏家庙(上杭穗田)



大门上方矗立着“程门立雪”4个大字，大门门额上书“游氏家庙”，楹联是

“郑国家声远，建阳世泽长”。下厅两壁挂有各地裔孙敬送的联、匾，设有书

橱，摆放着《游醉文集》、《游醉评传》、《道南穿山》等研究游醉的专著和论文

集等书刊，可供来访者借阅或购买。右边墙上整齐挂放着南平游醉研究会

和台北市游氏宗亲会共同编纂的定期出版物《游醉研究》及《客家》等供来

访者取阅。左边墙上挂满了各地裔孙历年祭祖的照片，天井里放有盆花。上

厅前檐和外墙挂有台湾裔孙游月清撰的“慎终追远”匾和“祖宗庇佑大展鸿

图郑国愿，立雪程门中流砒柱扬家声”楹联。上厅后壁嵌有“立雪堂”、“广地

落成裨小学，平基增筑育英才”的传世联额及“广平闽杭开基始祖游氏二三

郎公批钟氏太婆一脉传下”神主牌。后壁左右两边悬挂有福建南平游定夫

书院、纪念馆、研究会送的“功载千秋”匾;台湾桃园游氏宗亲会名誉会长游

得男，副会长游象财、游飞松送的“仪表万年”匾。神主牌下的香桌上放着游

氏先祖瓷像，祭台上摆着游醉石雕像，左右两边墙上有台胞游岳勋拜撰的

“溯源务本”牌匾和福建、广东、江西等地游氏后裔送的“弘扬祖德”、“源远

流长”、“立雪流芳”等牌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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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氏家庙“立雪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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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杭县稳田坝头游氏，源于姬姓。《元和姓纂》载:“郑公子堰，字子游，

子孙以王父字为氏。”西周末年，周宣王二十二年(前806)宣王封其弟友于

郑，是为郑桓公。郑桓公传五世穆公生十佩子，第8子公子堰的字是子游。

姬子游曾为郑悼公的相国子孙“以王父字为氏”。秦汉时期，游氏从其发祥

地河南向外发展，在河北广平郡(今河北省鸡泽县东10千米)繁衍为望族。

广平游裙在十六国时为后燕乐浪(今朝鲜平壤南)太守，其子游幼为广平太

守。游幼之子游明根为礼部尚书，赐爵新泰侯。明根之子游肇是北魏明帝的

尚书右仆射。所以游氏郡望为广平郡，总堂号曰“广平堂”。

游氏堂联很多，通用的有:“尚书世第，鸿肿名高”、“郑国家声远，建

阳世泽长”、“程门新世第，立雪旧家风”、“九言教晋卿郑相声名周代震，

三尺尊程子穿山着作宋朝芳”、“绍定夫之征读圣贤书，方不愧建阳门第;

继太叔之美行忠孝事，乃克振郑国家声”等。堂号有“立雪堂”、“盛兰堂”、

“东兴堂”等。

《宋史�杨时传》载，宋元佑八年(1093)，年已41岁，官任太学博士的游

醉同好友杨时，来到著名的儒学大师程颐家，要拜他为师。其时，程老先生

正闭目养神，坐着磕睡，明知有两个客人来了却不言不动，不予理睬。杨、游

两人于是恭恭敬敬地肃然侍立在门外静候老先生醒过来。如此等了好半

天，程颐才如梦初醒，见了游、杨两人，装作一惊地说:“啊!贤辈犹在此乎?”

那天，正是冬季的下雪天，门外积雪已盈尺。杨时、游醉这一段拜师求学的

佳话，使“程门立雪”成为尊师重道的典范。游醉也希望子孙后代要刻苦学

习，特留有《诲子》诗作为家教祖训，教育后代。诗云:

三十年前宿草庐，五年三第世间无。 门前懈雾公裳在，只恐儿孙不

读书。

游醉之后，“立雪程门”传统不断为游氏后人推崇与力行，并充实发展

成游氏的优良家风。为了弘扬“程门立雪”精神，很多地方的游氏后裔都

建有“立雪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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澎 游醉，批吕氏，生七子:长摄、次拟、三拂、

四损、五淡、六抹、七握。游摄为文林郎，官洪

州(今南昌)司曹事，生五子:贞、珠、王白、五、

六。到南宋时，金兵人侵中原，兵荒马乱，三子

游拍，又名白，字文拍，号二三郎，从庐陵府

( 今抚州市)临川县林息坑，迁到福建路汀州

府上杭县胜运里阔滩坝头圳坑上面老屋(今

稳田镇化厚村上游屋)开基创业，成为客家游

氏入闽一世祖。游醉到游二三郎的世系是:游

醉(六十六世)—游摄(六十七世)—游二

三郎(六十八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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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二三郎画像

游二三郎墓位于上杭县稳田镇九曲里游秀窝。墓碑横幅:“蠢斯衍

庆”，墓门对联:“观音座莲名山胜景，光荣郑国番衍神州。”

游二三郎墓

2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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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二三郎姚钟氏，生二子:四一郎、四二郎(外迁失考)。四一郎娶妻陈

氏、范氏，生有九子:五十郎、五一郎、五二郎、五三郎、五四郎、五六郎、五

七郎、五八郎、五九郎。除长子五十郎留守祖业住在阔滩坝头外，其他都外

迁:五一郎迁上杭步云上福村，后裔迁上杭步云、长汀、漳州及广东始兴、

南雄;五二郎、五三郎回迁江西抚州临川;五四郎迁上杭梅溪寨，裔孙迁本

县、将乐及广东，浙江;五六郎迁上杭黄潭，后裔迁漳州南靖;五七郎迁永

定金峰月流，生二男:长子乐水迁漳州市尾，次子乐山生四子，裔孙迁福建

永定、新罗、漳平、南靖、诏安、平和及广东、江西、台湾、香港、澳门及东南

亚各国;五八郎裔迁广东揭阳、汤田;五九郎迁广东饶平三饶洽山，裔孙迁

始兴等地。这就是游氏发展史上称为“兄弟蕃衍散各处，子孙绵延走他乡”

的“九子游”。有《闽杭游氏始祖二三郎公裔孙寻根问祖诗》为证:

入杭始祖二三郎，生赣庐陵林息坑。

广平游氏谱记载，六十八世二三郎。

南宋年间迁福建，上杭胜运坝头乡。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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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二三郎裔孙祭祀祖先(永定大溪)

替
245



.
⋯

名
祠

名
墓

南靖县奎洋镇仙岭村尤氏洋美祠

落地生根开基业，赘德流芳钟太娘:

生下四一为二世，陈范太婆发九房。

五一移居上福住，号名叫他千一郎。

五二五三两兄弟，迁回赣地建宗材。

五四移居梅溪寨，五六迁发黄潭乡。

五七开基永定县，金峰大溪南山坊。

五八入粤居揭阳，五九饶平洽山乡。

兄弟蕃衍发四方，留守祖业五十郎。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游二三郎的后裔大约在清顺治年间(1644一1661)

至乾隆年间(1736一1795)，逐渐从福建永定、诏安、南靖、平和以及广东梅

州、潮州等地渡海到台湾台北、高雄、桃园、宜兰、丰原、彰化、嘉义等地定

居。台湾的《游氏姓源及来台考略》说:“游氏族人渡海来台者，以游乐山

派下为居多。”台湾游氏宗亲会文献也有明确的说明:“台湾游姓的始祖，

就是‘程门立雪’的主人翁游醉。在《台北县双溪乡游氏族谱》上一记载得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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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楚楚:宋代由汝南渡江西，以宋儒游醉为远祖，以游二三郎(游文拍)迁

居上杭者为始祖，嗣再分徙闽南及粤东一带。”目前，台湾游二三郎裔孙约

有13万，已成为台湾一大姓氏，以游乐山一支后裔为最。台湾游氏家族设

有乐山公祭祀公业，在各地建有游氏家庙用予祭祀先祖，有台北县中和广

平祠、宜兰游氏家庙、员山余庆堂、壮围游氏家庙等处。其中以台北县中和

市的广平祠最为壮观，祠联有:“圣道南传仰程门立雪，裔孙东渡绳永邑遗

风。”旅台游氏裔孙，人才济济，蓄英辈出。

明景泰三年(1452)，游二三郎裔孙游辛郎季子游六郎，从永定洪源迁

南靖仙村开基，以游辛郎为始祖、六郎为尤氏一世祖。游氏因“从前户卦永

定、南靖，钱粮征收不得两完，因而上下崔解艰辛，乃以故氏为游者，从此

改为游尤斯”，即仙岭“游”“尤”渊源。尤六郎派下在仙岭与在台湾裔孙共

有2000多人，其中在台湾的台北、基隆尤氏裔孙有1000多人。游二三郎

游氏广平祠(台北中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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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氏家庙(永定大溪)

后裔中，除一些人因避祸等原因改“游”为“尤”姓外，还有一个闽南客家

中特殊的姓氏—王游姓。

1998年，游岳勋先生倡议修纂《游氏族谱》，随后又捐资10万元作为

修谱经费，并成立《闽游二三郎公系大族谱》修谱委员会。游岳勋任重修

《闽游二三郎系大族谱》的主编，他在《序》中说:“儿孙常怀祖先庭训教

诲:‘如能出人头地，应思报本之心，叶落归根，认祖归宗。’追思吾先父月

清公亲面谕曰:‘吃果子拜树头，饮水思源头’，意味深远，刻骨铭心。”游

岳勋多次偕家人和其他在台宗亲回祖居地寻根拜祖。2007年5月17日，

台湾宜兰游氏家庙祭祖团团长游紫极率领了107人的祭祖团来上杭“立

雪堂”寻根渴祖。祭祖团中不但有白发苍苍的老人，还有几位10来岁的男

孩。他们的父母说要让下一代记住自己的根在上杭，在祖国大陆。

经过800多年的繁衍，游二三郎裔孙已播迁闽、粤、赣、浙、川、渝、台、

港、澳等省市区以及新加坡、马来西来、越南、美国、加拿大等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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