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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姓氏文化是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吴文化是开

创江南古文明的源头，几千年来，泰伯的谦让品德和开拓精神，深刻地影响了华夏大地上

经济最为发达、文化底蕴最为深厚的这一方热土。

文化作为民族凝聚力、创造力的重要源泉，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经济社会发展

的重要支撑，作用日益广泛，影响日益深远 。 拥有强大的文化软实力，占据文化发展的制

高点，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就能立于不败之地。党中央高瞻远瞩，十七届六中全会部署

的文化兴国战略，吹响了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进军号。吴文化就是中华文化大发展

大繁荣的很好载体，作为吴文化核心之一的吴氏文化更是不可或缺的重要元素 。

东阳吴氏自五代开始陆续入迁，千余年来，成为东阳著姓，其间人才辈出，经济发达，

文化昌盛。 记录和整理东阳吴氏的人文历史，继承谦让品德和开拓精神，弘扬优良传统，

为地方文化建设和经济发展作贡献，是新形势下东阳吴氏应负的责任。《东阳吴氏文化

志》的应运而生，是东阳吴氏文化研究的重要成果。参与此项工作的诸同志以实际行动

响应党中央的号召，为推进文化兴市、打造文化东阳付出了卓有成效的劳动 。 示为东阳

吴氏的一员，在此向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吴文化是取之不尽的宝藏，吴氏文化是其中的一座富矿。愿东阳吴文化研究继续深

入、拓展和提高，为文化繁荣、民族振兴作出更大的贡献 。

中叫~~k 1f.lff- ~.:r. ~省军叫令少将羔叫
2012 年 9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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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篡《东阳吴氏文化志》工程，经过多年的努力工作，至今终于可以出版了 。 此书时

出版，凝聚着诸多热心《东阳吴氏文化志》编篡工作者的心血，也离不开诸多热心人士到

《东阳吴氏文化志》编篡工作的关心和支持。 为此，作为东阳吴氏的一员，我在此向各位

致以由衷的感谢!

古人云"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我们对东阳吴文化的历史进行客观的记载、发

掘和总结，对东阳吴文化是一种传承，它能激励吴氏一族奋发有为、报效祖国，具有十分

重要的意义。江河滔滔水，后浪推前浪，衷心祝愿吴氏一族兴旺发达，人才辈出。

东阳市政协副主席

中共东阳市委统战部部长
/多么在谨撰

2012 年 3 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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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吴氏，源于姬姓，黄帝之后，泰伯之裔，为中华民族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史记》

载"吴太伯世家第一" 。

东阳吴氏，始于五代后周显德年间 (954-960) ，自宋至清先后繁衍出 13 个吴氏宗族

和 14 个吴氏房派 。 迄今，计有裔孙 65000 余人(其中，家在东阳户口在市外者 15000 余

人) ，分别聚居于全市各街道和各镇乡的 200 多个自然村中，在全市 576 个姓氏中名列第

四大姓 。

东阳 13 个吴氏宗族 。 其中:出自诸暨吴氏者，有异苏(船山)、星至两个吴氏宗族;出

自义乌吴氏者，有高砂、高城(里厅)、舰荆三个吴氏宗族;出自仙居吴氏者，有灵岳、南岑

两个吴氏宗族;出自新吕吴氏者，有林口、长林两个吴氏宗族;出自永嘉吴氏者，有高城

(外厅)、盘谷两个吴氏宗族，在盘谷吴氏宗族中又分衍出甘井吴氏宗族;出自天台吴氏

者，有鸡峰一个吴氏宗族 。 在 13 个吴氏宗族下分衍出 200 多个主要房派 。

东阳 14 个吴氏房派，即于明清时期从义乌祥贝、大元和永康厚唐三个吴氏宗族中直

接分衍徙居东阳境内发祥的房派 。 其中出自义乌祥贝吴氏宗族者，有里宝塘一个吴氏房

派 。 出自义乌大元吴氏宗族西宅派者，有夏岩、庄口(山口)、社姆坑(登步楼)、新庄四个

吴氏房派;出自义乌大元东宅派者，有乌门、上马、两头塘、杨大、石桥头、呢塘(即"孚八

派")六个吴氏房派;出自义乌大元南宅派者，有罗店一个吴氏房派 。 出自永康厚唐吴氏

宗族者，有章岩下(已迁居横店镇新建村)、降祥两个吴氏房派 。 14 个吴氏房派下亦分衍

诸多支系，为东阳吴氏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

东阳 13 个吴氏宗族，自宋至民国 38 年先后篡修、续修、重修宗谱 155 次，计 13 部，

227 卷 。 其间，东阳 14 个吴氏房派，仍归宗于祖源宗族修谱。 1949 年后，因社会制度变

革等原因，曾一度出现中断修谱现象，原修宗谱毁失严重 。 改革开放后，重兴修谱热潮，

自 1995 年至 2010 年，先后重修起异苏(船山)、高城(里厅)、舰荆、灵岳、林口、高城(外

厅)、盘谷、甘井、鸡峰九部吴氏宗谱。 星歪、南岑两大吴氏宗族虽未开展重修族谱，而其

族下诸多房派，已自发篡修起 28 部房派《吴氏宗谱》。 东阳 14 个吴氏房派，亦自主篡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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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里宝塘、西宅派(夏岩、庄口、社姆坑、新庄四派合修)、乌门、上马、两头塘、杨大、呢塘

(即"孚八派")七部房派吴氏宗谱 。 章岩下(新建)、降祥两个吴氏房派，仍归宗于祖源宗

族修谱。 至今，东阳 13 个吴氏宗族和 14 个吴氏房派，已分别传至中华吴姓开氏始祖泰

伯 108 世至 115 世 。

在重修《吴氏宗谱》热潮中，又推动了东阳吴文化研究 。 自 1999 年开展东阳吴文化

研究工程以来，于 2000 年 8 月编篡一本《东阳吴氏简略)) ，全文人载《 中国吴氏通书 》。

2006 年 8 月又编篡一部《东阳吴氏春秋 )) ，受到全市吴氏宗亲的好评 。 随着东阳吴文化研

究工程的不断深入， 2008 年 5 月 2 日，东阳市谱牒文化研究会吴氏分会宣告成立 。 在继

续深入开展东阳吴文化研究的基础上，又编篡一部较为系统、翔实的《东阳吴氏文化志》

奉献给全市吴氏宗亲。

编志遵循"以谱为本、以史为鉴"的原则，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贯彻存真求实的方

针、实事求是地记载东阳市吴氏的历史和现状。 旨在弘扬至德文化，构建和谐社会。 人

志资料源于本市各族(派)((吴氏宗谱儿新旧史志、档案、文献、报刊、文物和口碑 。 全志分

列中华吴氏渊源、东阳吴氏外纪世系、东阳吴氏内纪分衍世系、东阳吴氏谱序及仪规、东

阳吴氏丛录、东阳吴氏人物等六篇 。 篇下设章、节、目 。 对原修宗谱中出现少数与史志和

祖源宗谱所载互异的资料，按照求同存异的原则，在保留原修宗谱资料的前提下，以加注

的方式予以纠误补漏，以资相关族派继续审核修正 。

东阳吴氏，人文套萃 。 执政之才，治兵之将，茧声文坛，从事科研、发展经济、工于技

艺者层出不穷 。 自宋至今，曾任县团级以上职务，授高级以上职称，获省级以上荣誉和博

士以上学位者计有 800 余人。 他们为国家和民族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至今，编篡《东阳吴氏文化志》工程得以圆满告竣，是全市吴氏宗亲大力支持的结果，

这是东阳市谱牒文化研究会吴氏分会和《东阳吴氏文化志》编篡委员会全体成员共同奋

斗无私奉献的结晶 。 是为序 。

吴寿豆L
2012 年 3 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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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例

一、本志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贯彻存真求实的方针，实事求是地记载东阳吴氏

的历史和现状，以弘扬至德精神，为构建和谐社会服务 。

二、本志主要记述东阳吴氏 13 个宗族和 14 个吴氏房派的源流世系，简明人文，兼及

其他 。

三、记述时限，上溯事物之发端，下迄 2011 年 10 月 18 日 。

四、本志采用篇、章、节、目结构，设篇、章、节、目 。

五、历史纪年，民国 38 年以前，沿用中国历史纪年和干支纪年。 1949 年 10 月 1 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采用公元纪年 。

六、历史地名、机构名称、计量单位及符号，均按传统习惯使用，或加注说明 。 数字

使用，按 1996 年 6 月国家技术监督局批准实施的《出版物数字用法》的规定执行。

七、 生不立传 。 立传人物按生年为序 。 其他人志人物，均以族派、门类和生年为序

排列 。

八、人志资料，源于各族(派) ((吴氏宗谱》、新旧史志、档案、文献、报刊、文物和口碑，

均经印证，一般不注明出处 。 在宗谱中发现谬误缺漏现象，在保留宗谱原载资料的前提

下，经考证查实后分别以加注的方式予以纠误补漏，求同存异，以供相关族派参考 。

九、本志在行文中凡缺一字，皆用"口"表示 。

《 东阳吴氏文化志 》编慕委员会

2011 年 10 月 18 日



祭黄帝陵文

毛泽东

赫赫始祖 ，吾华肇造 ; 青衍祀绵，岳峨河浩 。

聪明睿知 ，光被遐荒; 建此伟业，雄立东方 。

世变沧桑，中更搓跌; 越数千年，强邻蔑德 。

琉台不守，三韩为墟; 辽海燕冀，汉奸何多。

以地事敌，敌欲岂足? 人执答绳，我为奴辱 !

主态 维我祖，命世之英; 1系鹿奋战，区字以宁 。

岂其苗裔，不武如斯; 泱泱大固，让其沦膏?

东等不才，剑展俱奋; 万里崎岖，为国效命 。

频年苦斗，备历险夷; 匈奴未灭，何以家为。

各党各界，团结坚固; 不论军民，不分贫富 。

民族阵线，救国良方; 四万万众，坚决抵抗 。

民主共和，改革内政; 亿兆一心，战则必胜 。

还我河山，卫我国权; 此物此志，永矢勿误 。

经武整军，昭告列祖; 实鉴临之，皇天后土 。

尚 飨 !

1937 年 4 月 5 日，正值清明，苏维埃政府主席毛泽东和人民抗日红军总司令朱德，敬

遣代表林伯呆，从延安至黄陵县，以鲜花时果之仪致祭中华民族始祖轩较黄帝之陵。 毛

泽东亲撰《祭黄帝陵文》。



名人各家论族谱语录

曰若圣人，德与天地同其高厚，名与日月同其光明，文与山川同其悠久 。 故禄位之主

于朝廷，功业之载于青史，福祥之飨于宗庙，子孙之保于万世也 。 洪惟周之泰伯，其圣矣

乎，三让而保其家国之有天下八百余年 。 上王其祖宗，下侯其子孙，圣德圣功为何如哉 。

一一(东汉)康豹

自唐迄今皆有谱，谱有世系图，始以一人传之千百万，支分派别，脉络贯通，条条可

稽，溯之以前而不缪，传之于后而不胞诬。

一一(清代)萧香谷

由家族合成宗族，由宗族合成国家，由国家合成世界大同，世界大同必先治国，国之

兴不可忽视族之旺，族旺不可全然否定家规族训 。

一一(民国)孙中山

收集家谱、族谱加以研究，可以知道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也可以为人文地理提供宝

贵的资料。

一一毛泽东， 1958 年 3 月在成都中央

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

族谱文化是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收集 、研究族谱，有助于中华民族团结和中华文仕

的传播 。

一一江泽民，2000 年 5 月在视察

上海图书馆谱牒中心时的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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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阳市十三个吴氏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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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1.本《世系图》仅载东阳市十

三个吴氏宗族简明的外纪直系先祖

世系。因限于篇幅，其中部分外纪

直系先祖未有人载。

2. 高城(里厅)、舰荆吴氏宗

族后外纪吴雪至圣造世系，依据暨

阳《源一堂吴氏总谱》和暨阳《上

里浦吴氏宗谱 》 所载的世系资料

撰编。

3. 灵岳、南岑吴氏宗族外纪世

系，依据仙居吴氏宗族和南岑吴氏

宗族吴立梅提供的外纪世系资料

编篡。

4. 义乌祥贝、大元和永康厚唐

三个吴氏宗族直接分衍东阳境内的

十四支吴氏房派后外纪世系，详见

本《世系图》背页东阳市十四支吴

氏房派后外纪分衍《世系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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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外组分衍〈世系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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