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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安姓氏志

第一辑

惠安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序

惠安县人民政府副调研员 陈赞法

姓氏文化是中华民族文明成果之一，对研究社会学、历史学、地理学、语言学、民俗学等都起到非常

重要的作用。

姓氏文化，源远流长。司马迁在《史记·夏本纪》里记录了从禹至桀的十四系帝王的顺序，说明了夏

朝帝王世系已有完整的谱牒，而谱牒正是姓氏文化形成、发展和演变的载体。

惠安历史悠久，新石器时代已有人类活动。此后，自汉至宋初置县，屡有中原人士迁入境内居住。清

嘉庆《惠安县志·建置》载：“裹惠公论日：考吾邑建置始末如此。三国时属侯官。晋宋梁隋及唐属南安。

开元以后属晋江。自宋以后，乃自为县也。”如今，惠安人口达93万，有165姓。在这些姓氏中，有清正

廉洁、政绩昭垂的政治家张岳、戴一俊、王约；有才华横溢、名震当时的杰出诗人黄宗旦、卢琦、黄吾野；

有不畏权势、执法如山的卓绩名宦康朗；有舍生忘死、御寇守城的宿臣颐老李恺；有“两藩式士、万里提

师”的节烈忠臣骆日升；有浴血疆场、壮烈殉难的忠义雄杰林成；有耿直不屈、抗清复台的明代遗臣王忠

孝；有博学多才、著作等身的孙经世；有御英卫国、精于韬略的爱国士大夫陈金城；有反清起义、辗转战

斗的巾帼英雄邱二娘；有在惠安暴动中英勇牺牲的共产党人陈琨、蓝飞鹤、林权民等，他们用自己的心力、

才智和鲜血谱写出历史的光辉篇章，留下了姓氏文化的宝贵遗产，激励着后昆弘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开创新的业绩。

《惠安姓氏志》的编纂，其目的就在于传承文明。经惠安县志委和各界有识之士的努力，《惠安姓氏志》

第一辑30姓终于付梓面世。《惠安姓氏志》记述了惠安主要姓氏的源流、分布、迁徙和嬗变，也记载了各

姓古代、近现和现代的代表人物，是一部将为海内外人士寻根谒祖提供可靠依据的文化典籍，可以促进惠

台文化交流，进而推动海峡西岸经济区建设，值得祝贺。同时也希望社会各界人士继续提供谱牒资料，从

而完善《惠安姓氏志》的编纂工作。

匙炎再。

2008年8月2日



凡例

一、本志依据福建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制定的体例，结合惠安实际情况确定篇目。各姓氏独立设篇，

以旧《百家姓》排序，篇不列序号，篇以下设节、目，目以下设小目。

二、本志记述时限，上溯自各姓氏起源，下限至2006年底。主要记述各姓氏渊源、入闽、肇惠、繁衍、

迁徙、分布，兼涉谱牒、祠堂、墓葬、人物、文物、掌故、社团活动等内容。人口分布采用表格式表述。

三、本志资料来源于有关姓氏典籍、族谱、历代地方志和姓氏研究资料，各村(居)委会填报的《惠

安县姓氏情况调查表》，以及社会调查、故老传闻，所有资料已经反覆核实，力求真实可靠，一经入志，概

不注明出处。至今未有定论的，几种观点同时并列。无法查明者，书不详；查而未明者，书未详。

四、本志中各姓氏人口数，系采用2003年各村(居)委会填报的人口统计数字，因实际操作中各地统

计时间和统计口径不尽一致，难免偏差，仅供参考。

五、本志历代纪年沿用历代年号年份，括号加注相应公元纪年，公元前简称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后用公元纪年。民国前的历史纪年、不定数、引文、习惯用语中的数字使用汉字，统计数字、公元纪年均

用阿拉伯数字。

六、本志酌用“新中国成立前”、“新中国成立后”，或“建国前”、“建国后”等概指时间，以1949年

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时间为限；“十年动乱”、“文化大革命”期间概指1966年5月至1976年10

月；“改革开放以来”指1978年10月之后。

七、本志遵循“生不立传”原则，立传人物均为已故者，各姓氏仅选少数重要人物或其他志书未见载

人物。科举及第仕宦名录以朝代为序。近现代、当代人名录因采集工程浩繁，往往挂一漏万，故暂不入志。

本志仅收集英烈名录。

八、本志中的村名系指行政村，即村(居)民委员会，非行政村者标明自然村。因古今地名多有变化，

本志中凡属古地名，多在括号中注明现地名或辖属，少数无从稽考者则从旧。

九、本志部份姓氏后有附录，附录均为与姓氏有关的历史文献，资料来源于族谱和志书，古文句读为

编老板加。

十、本志拟分辑编印。



目族谱栽何氏开闽始祖安抚使公画像

惠安县文物保护单位峰崎何氏宗祠

惠安峰崎庐江何氏宗祠理事会(庐江教育促进会)部份理
事合影

惠安县文物保护单位何氏开闽始祖安抚使套何嗣

韩墓，1993年重修

2003年9月．澳门特区行政长官何厚铧等接见峰
崎宗亲代表团

协

喜 搌深篥发
全国政协港澳台委副主任、愿福建省委副书记何少Ⅲ

为峰崎宗亲题词，刺在峰崎麟麟山巅巨石上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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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崇恪清朝“岁进士”名匾

前内李氏三落祖祠

府宅正走斤“龙图贤相”匾

李姓

李文会父母千年古墓“李封君公泊妣孺人基”

李氏三落先祖古墓葬县文物保护单位李文套舟宅古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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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安县级文物保护单位——埔塘经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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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安县螺阳三蔡上坂村南头石埕祖厝

简介

清康熙年问，惠安县螺阳三蔡第十一世，上坂村南头蔡瑞喜英

年早逝，夫人郭氏(节孝妈)年方二十四岁，坚守冰霜，克尽妇道，

含辛茹苦扶养教育俩幼子长大成人，长子维绢、次子维绸，不负母望，谨

身节用。同建坐东向西、南北二座闽南宫式五问张大厝，抬梁穿斗武

木结构、硬山式屋顶，燕尾武屋脊、红砖砌墙，白花岗岩墙裙，包括

南北护厝、石埕，占地面积1676平方米，主厝、护厝建筑面积808平

方米，石埕(包括后扩)868平方米，蔚为壮观，名盛乡里。

其时节孝咨部赐《劲节缪龄》、《齿德兼优》牌匾各一块，并

被尊称为“节孝妈”．立匾悬挂于大厅前正中，被后人水久传颂。

而今，其后代子孙枝繁叶茂，兴旺发达，为弘扬祖德，承前启

后．南头石埕大厝子孙分别于一九九九年、二OOO年按照原貌重新

修建，加扩石埕，绿化环境，益显金碧辉煌，巍然焕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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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怍蒋氏祖坟

大^乍福垒蒋氏祖祠

蒋姓

’，'J
芦’

鳖气，、：

蒋氏祖裥旁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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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溯源

赵 姓

第一节源流

赵姓出自赢姓，形成于西周，始祖是伯益的后裔造父。伯益助禹治水有功，又为舜驯鸟兽，被舜赐姓

赢氏。造父为伯益的九世孙，善驯马驾驭，助周穆王平徐国叛乱。周穆王便将赵城(今山西洪洞县北)赐

给他作为封邑。造父的子孙就以封地赵城为氏，姓赵。

造父的六世孙奄父及其子叔带于周宣王时救驾有功，叔带被任命为执政，赵氏势力大兴。后因周幽王

无道，叔带离开周而到晋国。叔带的七世孙赵衰辅佐晋文公称霸，赵氏子孙就世代为晋国大夫。至赵襄子，

韩、赵、魏三家分晋，赵国建立。赵国后来被秦国所灭。赵国末代君主代王赵嘉后裔世居陇西天水县西(今

甘肃天水县西南)，在此发展为大族，故赵氏以。‘天水”为郡望和堂号。此外，还有涿郡、南阳、金城、颖

川等郡望。 ．

赵姓在当今按人口多少排序的中华姓氏中居第七位，占全国汉族人口2．29％。

二、入闽

唐高宗总章二年(669年)，河南固始人赵瑞、赵伯恭随陈政、陈元光父子入闽，后开基漳州。

周显德七年(960年)，河北涿县人赵匡胤在陈桥驿发动兵变，建立北宋。至靖康元年(1 126年)，金

兵攻人开封，北宋亡。次年，钦宗之弟赵构在南京(今河南商丘)称帝，后建都临安(今浙江杭州)，史

称南宋。随着政治中心南移，赵氏族人大举南迁。其中有燕王赵德昭(赵匡胤次子)6世孙赵子锡、赵子

铣任职管辖皇族的南外宗正司，绍兴三年(1 133年)从河南归德迁往江苏镇江，后再迁入福建泉州，设署

于泉州城内旧馆驿(原泉州梨园戏剧团院内)。赵德昭8世孙赵师玖开基晋江青阳。赵德昭15世孙赵功全

的后裔开基安溪郭溪。



三、肇惠

祥兴二年(1279年)，元灭宋。南宋末代皇帝赵呙逃亡广东崖山，师溃，沉海而亡。南宋赵氏宗室散

逃至澎湖、潮阳等地，其后主要在闽、粤一带繁衍发展。

宋景炎元年(1276年)，福建招抚使蒲寿庚叛宋降元，一夜杀戮宋宗室及士大夫3000余人，赵氏纷纷

逃离泉州城。其中一支赵学礼，携妻带儿星夜奔惠西湖山定居。

另一支赵姓入惠在清初，赵秉和由晋江吴店市(今青阳)，同姑父颜侍郎建崇福寺于螺北，因此徙居

惠安，住网仔之桥头(今辋川)。

陬繁衍及迁徙

元初肇基惠西的赵学礼有4子，后分居黄塘后西、过宅、高厝头。过宅建有赵氏宗祠，其后每年冬祭，

惠安赵氏都赴宗祠祭祖。

清初肇基辋川的赵秉和，数传而支分仙游慈孝里(惠头庄附近有赵厝乡)，派衍福清烟墩、渔溪，分

居惠安吹楼村。由辋川分居县城大巷的赵氏1世祖为赵直觳，2世赵诚笃的次子赵必援的后裔再分支崇武，

5世赵瑚分支城内八间街。惠安境内赵氏均由黄塘“三赵”或县城大巷等处分支，属太祖派，郡望“天水”。

第二节分布

据2003年惠安县人口统计资料，惠安县赵姓总人口5767人，按人口多少排序居全县第30位。

2003年惠安县赵姓人口分布情况表

乡 镇 人口数 主 要 聚 居 地

辋川镇 820人 吹楼811人、辋)119人

黄塘镇 3907人 松溪27入、省吟469人、黄塘309人、后西3078人、谢厝24人

张坂镇 2人 群力2人

崇武镇 91人 靖江6人、潮乐58人、西华27人

洛阳镇 41人 洛阳13人、万安28人 ’

东南285人、东关35人、北关16人、西北112人、中新117人、霞园螺城镇 696人
19人、新霞90人、霞张22人

紫山镇 202人 坝下71人、油园130人、赤涂1人

东园镇 8人 凤浦3人、东园5人

2



第三节昭穆楹联

赵氏三派字行

太祖派：德惟守(从)世令子伯师希与孟由宜顺

太宗派：元允宗仲士不善 汝崇必良友季同

魏王派：德承克叔之公彦 夫时若嗣次古光

赵氏楹联

。 夹马异香家声远

陈桥即位世泽长

祖德宗功称宋代

乡贤名宦著清时

一门轮传十八天子

九代联科三千进士

(赵令华赵子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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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溯源

孙 姓

第一节源流

孙姓的来源主要有3支。一是出于西周皇族。周文王第8子姬叔分封于康(今河南禹县西北)，史称康

叔。至周成王时移封于卫，建都朝歌(今河南淇县东北)，称卫康叔。卫康叔的8世孙卫武公有个儿子叫惠

孙，惠孙的孙子名乙，字武仲，他以祖父名中的“孙”字为姓。二是出自楚国令尹孙叔敖之后。楚国以芈

为姓。楚王劳冒有个儿子叫蒡章，莠章的儿子吕臣以父名命氏。吕臣有个孙子叫药敖，字孙叔，是楚国著

名的贤臣。他担任楚国令尹，在国内教化民众，开发水利，使楚国国力强盛，深得楚人拥护。孙叔敖的子

孙以他的字“孙”命氏。三是出自齐国的田完之后。陈厉公的儿子陈完避难逃到齐国，改称田氏。陈完的

五世孙田桓子无宇有3个儿子，小儿子田书，字子占，在齐国为大夫，因伐莒有功，齐景公把他封在乐安

(今山东惠民)，赐姓孙。田书的孙子就是著名兵法家孙武，孙武的孙子孙膑也是著名军事家。东汉末年孙

武的22世孙孙权在江东建立吴国，史称孙吴。孙氏以第3支影响最大。历史上，孙姓中孙武的后代形成太

原、乐安、东莞、吴郡(富春)四大郡望。

孙姓在当今按人口多少排序的中华姓氏中居第12位，约占全国汉族人口的1．54％。

二、入闽

中原孙氏在唐代曾两次向福建移民，一是唐高宗时期，河南孙氏族人随陈政、陈元光父子人闽开辟漳

州。二是唐僖宗时，河南孙氏又随王潮、王审知人闽。

唐时，风朔府人、少尹孙湟之子孙揆为刑部侍郎。孙揆子孙讷，为光禄大夫。唐末黄巢起义，孙讷从

弟孙猁提兵于闽越江右间，因功封东平侯，遂定居虔化。孙讷与长子孙仕落籍泉州。同时，孙湟之2世孙

孙明也居泉州。孙讷次子孙信渡嘉禾之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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