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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且源何来?历程何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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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起鹘· ．

中华民族均系炎黄子孙，国史载之；乡情风俗崇奉一

体，郡县志之；氏族一本所出，谱牒详之。三者集史之大

成，昭示万代，启迪后人。志为史之源，谱为史之篇。古人

云：“万物本乎天，人本乎祖，虽子姓浩繁而溯源”。族谱文

化底蕴丰厚，历史原件珍贵，它不仅是纪念先祖、传承先贤

优良传统的好形式，更为丰富中华民族历史文化遗产提供了

弥足珍贵的资料。

钟氏肇自宋微仲衍后，传四十六世桓公御说，脉分二

支，襄公之后，成为烈系；邀公之后，成为接系。在晋末和

南北朝时期，烈系的八十三世钟贤、接系的八十一世钟宠先

后从中原迁徙赣南。千余年来，钟姓在赣繁衍发展，枝繁叶

茂，人才辈出，成为旺族之一。《于都县钟氏志》真实地记

载了于都县钟姓“一脉相承’’的历史和现状：既谱入祖宗德

业，为国为民忘我奉献之精神，又谱有先人崇尚诗礼文明、

忠厚传家之风尚。观谱者可知源分流，因流溯源，不忘一本

所出。既知我族诸贤，功德勋劳，永垂史册；又明宗德泽



远，代有能人。从而上继祖德，克已修身，奋发图强，家祚

以兴，是为我等之厚望焉!

序值丙戌，新谱始成。编纂者不辞辛苦，夜以继日，遍

访全县各堂各系，搜集大量族史资料，理繁梳绪，拾遗补

漏，为钟氏后世子孙留下了一份宝贵的遗产，是钟氏一脉可

喜可贺的大事。族人嘱余作序，不囿才疏，欣然命笔，谨表

敬意。

(钟起煌，系政协江西省委员会主席)

200 6年1o月于南昌市



序 二

钟起洪

姓氏是血缘的标志，婚姻的纽带，部族的开端，国家的根系。姓

氏出现最早的民族是中华民族。随着姓氏的出现和发展，姓氏族谱和

姓氏著作也相应地产生和兴起。研究中华民族史，离不开姓氏史。

姓氏志是姓氏文化，是族谱的提升，属于地方志的范畴，它是我

国社会主义文化大厦的重要支柱之一。编写姓氏志，是弘扬我国社会

主义文化的需要，也是当今时代的需要。 。，

’时逢盛世，盛世修志。在祖国和平崛起，繁荣昌盛，人民安居乐

业，大步奔小康的大好形势下，《于都县钟氏志》出版问世了，这是于

都姓氏史上的创举，是前所未有的一大盛事，令人欣喜，值得庆贺!

于都钟氏是一个优秀的氏族，也是邑中的望族。她历史悠久，人

El众多，人才辈出，功绩卓著。钟氏最早从外地迁入于都定居的是银

坑镇琵琶垅承恩堂，从唐懿宗初年到现在已有一千一百多年的历史。

其它很多堂族都有几百年、上千年的历史。人El最多的堂族，是具有

769年历史的马安乡宝溪世德堂，全族人口已达13000多人。全县现约

有钟氏人El 5．9万人，占全县总人口的6％多；全县23个乡镇中有21

个乡镇有钟氏人El，356个行政村中有100多个村有钟氏人口；还有不

少人定居外地，有的走出国门，侨居国外，可谓枝繁叶茂。从古到今，

于都钟氏都有很多仁人志士，当代更是人才济济，群星灿烂。于都钟

氏具有勤劳朴实、勇于创新、乐于奉献、团结奋进的优良传统。自唐

至今，于都钟氏在征服自然、促进社会进步、发展经济和文化等各方 、

j



面，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有许多可歌可泣的事迹。把他们的光辉业

绩汇集成书，载入史册，使之流芳百世，光照千秋，实是理所应该，

完全必要。

《于都县钟氏志》第一次全面系统地如实记载了于都钟氏的历史和

现状，从源流世系、后裔流布、人口发展、古今人物至宗族文化都作

了详尽的记述。该志的出版，对于全县钟氏宗亲寻根问祖、孝敬前贤、

启迪后昆、承前启后、继往开来，均有重要意义。

诚然，由于条件所限，该志还有不足之处，也可能还有某些误差，

这是不难理解的。但能纂成现在这样，已是尽心尽力、难能可贵了。

它不愧为是一部较好的姓氏史书，是我于都钟氏的必读书，读之定会

受益匪浅。

此志来之不易。它是修志人员经一年多辛勤劳动的结晶，也是全

县宗亲同心协力、团结奋斗的成果。作为身居外省的于都钟氏的一员，

我谨向参与和支持志书编纂和出版工作的宗亲们表示崇高的敬意!

以志为鉴，鉴古知今，鉴往知来。深信志书出版发行之后，于都

宗亲会认真阅读它、珍爱它、研究它，从中汲取智慧和力量，为建设

于都、振兴中华作出更大的贡献，谱写出更新更美的篇章。

志书即将出版之际，于都宗亲嘱我为序，简述数言，聊表心声，

但愿不负重托。

(钟起洪，原广东省河源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2006年3月于广东省河源市



序 三

——在《于都县钟氏志》编纂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钟金龙

尊敬的市方志专家、各位宗亲：

这次编写，《于都县钟氏志》一书，确实是一件具有重要意义的大

事。第一，编写姓氏志，在江西省地方志中还没有过，而我县编写这

本姓氏志，恰好填补了这方面的空白，这是非常有意义的探索和尝试。

它的问世，必将成为全省地方志中一颗璀璨的明珠。第二，编写《于

都县钟氏志》，对于全县钟姓来说，更是一件大喜事、大好事，它对于

我们不忘祖宗，寻根问源，理清、理顺各房、各系、各堂之间的顺序、

排辈等，都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第三，这也是一份宝贵的传统文化

的遗产。

大凡编志、修谱，必须具备两个条件。其一是国泰民安，社会安

定。我留意了众多的家谱、族谱，大多都是在太平盛世修编的。其二

是本姓、本族枝繁叶茂，团结和睦’，人才济济。这是最重要的一条。

我也留意过许多族谱，有许多失考的堂、系。我推测，大多数都是因

为族衰势微，缺少人才，犹如参天大树上枯枝，才无法续上。而我们

现在写这本《于都县钟氏志》，正好两个条件都是十分具备了。既是太

平盛世，全县钟姓又是枝繁叶茂，人才济济。更有原县人大办钟祺瑞、

原县人大财经办钟石福、原县文明办钟栋瑞、县志办钟荣涵等一批具

有得天独厚条件，而又热心为钟姓办事的志士牵头，他们走遍全县的

山山水水，查访全县各堂各系，收集大量的依据、资料，正因为有如



此坚实的基础，我细读这部书稿，觉得此书不但内容丰富，事实清楚，

依据充分，而且体例独特，很有创意，确实是一本于都钟姓不可多得

的传世之作，必将为后世留下一笔宝贵的文化遗产。正因为如此，我

希望：第一，要把好事办好，要把好书出好。稿子一定要慎之又慎，

反复核对、查实，不出差错。第二，大家要众志成城，团结一致，克

服出书过程中遇到的困难。我坚信，在全县钟姓宗亲的全力支持下，

在市地方志办的关怀下，《于都县钟氏志》一定可以早日问世。

祝在座各位工作顺利、身体健康、合家幸福!

(钟金龙，于都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2006年3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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