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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七、赖氏

赖氏坦园公祠

赖氏坦园公祠，坐落于长汀县

城南大街roZ+1号，始建于明代，清

道光年间(1821一1850)及民国时期

均有修缮。该祠占地面积约900平

方米，坐北朝南，砖木结构，单檐歇

山顶，抬梁式构架，十一檀前步廊。

为二进式建筑，包括照壁、门楼、前

厅、两廊、正堂。

门楼为岩石所构，通高约9米，

大额仿雕饰“双狮戏珠”图案，小额

仿为琴棋书画雕饰，次间两窗饰有

云纹、蝙蝠与额杭相饰。有画高约9

名
祠

名
墓

米，反映“福禄寿”字图。正厅面阔三间，进深三间，平面为方形。

明间正中为方形藻井，四角有垂球，构架为抬梁与穿斗混合结构。十

一凛前步廊，砖石木混合的神完高1.35米，长4.34米，宽1.67米，平面布

局保留着明代特征。明间柱础直径为43.6公分，高47厘米，有柱联。建筑

规格高，布局严整，雕刻工艺精细，是长汀城内具有鲜明府第式风格、规

模宏大、保存完整的客家古宗祠之一。其作为长汀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的重

要古建筑之一，极具旅游开发价值。

2009年赖氏坦园公祠被列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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赖氏宗祠与标公陵园(上杭)

五
十

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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氏

位于国家历史文化名镇—上杭县古田镇的赖坊村的赖氏宗祠堂，

又名“致爱堂”，是清乾隆二十五年(1760)，赖标裔孙用契银1000两，向余

姓购买位于赖坊村“待风口”的祠堂地基一块所建。该祠面积约1000平方

米，清乾隆四十八年(1786)秋商议建造，十月初四巳时起工，十一月初七

寅时上梁，清乾隆五十年(1785)冬告竣，乾隆五十二年(1787)四月廿十二

午时升神主，供奉人闽始祖赖标公。

赖氏宗祠建筑共用银计1300余两，为府第建筑，两进两厢，青砖黛

瓦，屋檐翼飞，雕梁画栋，古朴典雅。祠后围墙，堂前月池，卵石埔坪，图案

另l]致。精雕石鼓，立于门柱，细琢卧狮，雄视两厢。至20世纪中叶，有各时

期建竖之石雕华表(俗称桅杆)十三柱，形状各异，错落有致，耸立两侧，

蔚为壮观。此乃赖氏追思溯源，顶礼朝拜之圣地。20世纪60年代中期，宗

族活动停止，十数年间，宗祠破败，满目疮咦，碧水断流，月池填平，鹅卵

石坪埋于污泥之下;石鼓填沟，石狮遭窃(后追回)，十数柱华表荡然无

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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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围墙毁坏，左厢房拆做他用，祠堂里外，年久失修。2002年12月，古田

赖氏各房倡议重修赖氏宗祠“致爱堂”，得到台湾、湖北、广东、江西和福

建永定、龙岩、长汀、晋江、南安、平和、泉州、漳州、宁德、罗源等县市宗亲

的大力支持，历经8个多月，于2003年8月28日竣工。重修后的赖氏宗

祠除十数柱华表未能重新竖立，月池较小外，基本恢复原貌。祠内重升溯

祀大唐人闽始祖赖标之神主，下有十二世祖六至十四郎公九兄弟和仲星、

仲庆、均智、均义四房之神位。祠堂屋面改铺琉璃瓦，以增强祖祠之光辉，

大门顶上塑有九龙，以喻十二世祖九兄弟。

古田赖氏为叔颖后裔。商封昏暴，叔颖奉武王之命讨封有功，武王封叔

颖于褒信(今河南息县包信镇)，因当地有个赖亭，所以国名为赖国。国人以

国为姓，叔颖为赖氏受姓始祖。秦朝，赖氏以颖川为郡望。东晋兴宁二年

(364)，叔颖五十四世忠诚，任东晋处州知府，为松阳开基祖。东晋太元十八

年(393)忠城四世孙赖遇，任江东知府，奏请以松阳之居为郡。东晋隆安元

年(397)蒙晋安帝批准，并亲笔题写“松阳郡”三字赐之，赖姓从此有以松阳

为郡望(今浙江西南部一带)。清康熙三十年(1691)，御制((百家姓》，赖氏郡

望为西川郡。西川郡赖氏南迁从周景王七年(前538)开始至唐乾封元年

(666)，前后经历1204年，这是个漫长而复杂的发展过程，子孙蕃衍各地。

O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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赖遇画像

因而历史上赖氏有颖川、松

阳、西川三个郡望，实一脉相

传，同一始祖。唐上元元年

(674)，叔颖六十八世赖标，字

允阎，为平闽乱，赖标统兵五

路，由松阳出发至建宁之疆追

乱寇，到今天的上杭地界一鼓

而定，奉圣谕镇守闽汀即今上

杭古田镇坪埔村，成为赖氏人

闽始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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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赖氏族谱》载:标公“蒙

圣恩谕救，守镇闽汀，奉旨往

任，廉政于民，垦荒造田，号称
‘ 周公复生’，盖因扶佐皇朝有

功，传世袭将军爵有十一代”。

赖标生四子:赖统、赖宏、赖

远、赖一官。赖统居江西宁都。

赖宏携弟赖远居白鹤盐场地。

赖标与第4子赖一官派下篙 赖标画像

五
十

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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氏

郎、晃郎、防郎、翼、大一郎、念得一郎、小标、四郎、五郎，共十一代皆世袭

将军职二

赖标与夫人蓝氏，合葬于上杭蛟洋坪埔店边竹山大路背，呈“娱蛤出

土”形。赖标以遗后十一代和十二代部分世祖及夫人之墓均座坐落在以古

田为中心，方圆十余千米之内。后因建设赣龙铁路及坪埔火车站，赖标夫

妇墓地被征用。2005年8月，赖氏后裔倡议在古田修建标公陵园。2007年

9月14日标公陵园建成并举行标公雕像揭幕及开祭典礼，赖标夫妇墓碑

和新雕赖标石像安放陵园正中，两旁有赖标后裔世袭十代将军的壁像。标

公陵园离赖氏宗祠“致爱祠堂”约千余米，占地3500平方米，主体工程包

括正厅、左右厢房、门楼、碑廊、祭坛等，耗资人民币53万元。

自赖标人闽开基古田始，历千年之久，厥后孙枝繁盛，传四十余代。除

居古田外，迁国内于闽、浙、赣、粤、苏、川、鄂、湘、豫、桂诸省区，移居亚、

欧、美、澳、非诸洲。

赖标十一世孙赖五郎，生九子:六郎至十四郎。六郎生四子:虞观、朝

美、朝英、朝奉。虞观，字朝选，行十九郎，南宋淳佑四年(1243)中举，以文

林郎任浙江省严州府桐庐县知县，后至吏部任职。朝美，名勤，行二十郎，

南宋理宗淳佑六年(1246)举人。后裔于元泰定三年(1326)自上杭古田迁

居永定汤湖。“朝美，举进士，迁永定。朝美之子孙复分居闽、粤各州郡。吾
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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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赖标夫妇墓照片

系赖族，皆以朝美为始祖。谱碟世次皆有可循而无或紊者也。”次子朝美被

尊为永定汤湖松阳郡赖氏始祖;朝英，南宋任福建汀州府宁化县知县，年

老卸任，卜居于宁化县石壁城，为开基祖。派下移居福建平和县、诏安县等

地。明代，朝英裔孙先后迁移广东饶平、普宁、朝阳、惠来各县。朝奉，徙福

建莆田县，宋元之交，战乱不止，派下分移广东潮州、澄海、潮安各地(今

汕头市郊蛇浦镇膺村等地)。惠州、梅州各地赖氏多属赖标之裔系，最早迁

人梅县开基的赖氏是在元末明初，多在明代，有由福建上杭、宁化，江西武

宁迁来，也有由广东丰顺、蕉岭、大埔、平远徙人，开基后再分迁梅县各

地，一般分属赖六郎之子赖朝美，赖七郎之长子赖祖华和次子赖法全，赖

九郎之长子赖百二郎，赖十郎(字富，号土德)之次子赖承主，赖敬襄十二

郎之子源清一郎(以上均为赖氏第八十世)6支裔系。

赖标后裔于明朝末年就向台湾迁徙。赖标十二世孙赖十郎，号士德，

迁武平，赖十郎六世孙赖贵贤，由福建武平迁广东蕉岭。赖贵贤传七世赖

汝兴，于明正统年间(1436一1449)迁台湾，蕉岭族谱记载，赖贵贤派下十

一世一人、十三世二人、十四世五人、十五至十七世三十二人、十八世十八

人、十九世十五人先后迁台。由于赖氏迁台年代较早，发展成为台湾大姓，

排行台全省第巧位。开基台湾的赖姓族人，主要居住沙鹿、鹿港、清水、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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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高雄、新竹、苗栗、桃园、台中等地。平和县心田《赖氏族谱》记载，赖标

十佩世裔孙赖朝英出任宁化知县，届满后择宁化石壁吉地，取名“田心”

开基。赖朝英之孙赖雍，迁诏安下葛田心开基。赖雍次子赖延显生五子:

卜隆、卜英、卜芳、卜茂、卜罗。赖雍长子赖卜隆，生于元大德二年(1298)，

与母钟氏迁平和县，将故里“田心”，改为“心田”，为平和心田赖氏开基始

祖。赖卜隆十五世裔孙赖云从，清康熙六十年(1721)生于平和心田，乾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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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公陵园门楼

标公陵园正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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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和县心田镇赖氏家庙

台中赖氏家族祖屠“五美堂”

十五年至二十五年间(1750一1760)从平和心田渡海去台湾，在台中梧栖

港(又名五叉港)上岸，翻过大度山抵猫雾一带开基(今台中市北屯区松竹

路一带)。赖云从娶妻黄氏，生五子:天水、天仙、天河、天露、天在，五子各

成派系，称台中心田赖氏“五美派”，堂号名“五美堂”。赖云从被尊为台中

心田赖氏“五美派”开台祖。经过200多年的繁衍生息与艰苦创业，心田五

美赖氏发展成为台中地区的名门巨族。台湾中央大学客家学院的创始人

赖泽涵教授、现任台湾“陆委会主委”的赖幸媛派出赖标一脉。赖标裔朝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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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和心田赖氏家庙赖卜隆神位 台中美堂赖云兄弟神位

派下在台湾裔孙，((永定赖氏族谱》记载达81人之多:赖芳锐、赖光辉、赖

春照、赖鸿新、赖启荣、赖鸿彬、赖长茂、赖南华、赖学元、赖洪瑞、赖光龙、

赖春琦、赖鸿明、赖忠晋、赖晓萍、赖象汉、赖建钟、赖介元、赖云楚、赖纬

如、赖曼礼、赖鸿华、赖日填、赖晓亭、赖镜呼、赖照清、赖俊元、赖祥光、赖

忠显、赖家麒、赖鸿琦、赖日溪、赖晓邮、赖琪、赖锦星、赖恺元、赖祥模、

赖绍荣、赖家骏、赖日馆、赖台显、赖晓晖、赖湘生、赖建涨、赖志伟、赖尚

龙、赖绍宗、赖佳仁、赖立文、赖强显、赖敬爵、赖石清、赖志颖、赖永奎、

赖以华、赖德鸿、赖佳伟、赖启纬、赖钦显、赖幼生、赖钦荣、赖锦鹏、赖永

金、赖原生、赖又凯、赖先金、赖昆贤、赖志青、赖幼仪、赖馄元、赖锦龙、

赖志荣、赖仁基、赖光武、赖志钱、赖启添、赖善成、赖幼华、赖志嘉、赖德

亘、赖志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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