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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安置县区域筒图说明

永安于明景泰三年(1452年)建县，当时疆域北起沙

县杉口新岭以南(今三明莘口岭)，东北至尤溪宝山以西

(今尤溪新阳镇宝山村以西)，东至德化县英果等地，东南

至龙岩集贤里，南至龙岩马峰岭，西南至连城县秋家岚为

界，西至清流县大岭山顶为界，西北以清流县叶坊为界。

嘉靖年问，县境内设13个坊、13个都。

(1)13个坊分为城内坊和城外坊，城内坊有太平坊、

仁义坊、龙兴坊、忠义坊、安仁坊、进贤坊、尚贤坊、安

静坊、东宁坊、长乐坊、里仁坊；城外坊有城西坊、上下

城南坊。

(2)13个都的名称和区域：

二十四都：今三元区莘口镇、中村乡和永安上坪乡的

上坪、九龙村等地。1940年设立三元特种区后，莘口镇、

中村乡划归该区管辖。

二十五都：今三元区岩前镇全境及莘口镇的楼前、柳

城村等地。1940年设立三元特种区后划归该区管辖。

二十六都：今贡川镇全境，上坪乡的余荆山，大湖镇

的新冲片等地。

二十七都：今大湖丝太部分区域，曹远镇的坑边片，

上坪乡的联合、蕊速篱糟诤獠j陌道的坂尾、兴平、益口、
飞桥村，燕南伍道的蒙既出洛灌、诘峰、埔岭、永浆、茅



坪村，西洋镇的三畲、桂溪村，青水畲族乡的丰田村等地。

二十八都：今西洋镇的大部分区域，洪田镇的忠洛村

和燕南街道的桂口村。1571年设立宁洋县后划归该县，但

割图不割地，实划坑源村归该县管辖。

二十九都：今燕西街道的吉山、文龙、霞岭、大炼等

村及洪田镇(除忠洛村外)区域。1571年设立宁洋县后划归

该县，但割图不割地。

三十都：今小陶镇全境。1571年设立宁洋县后划归该

县，但割图不割地：实划今小陶、大陶口、八一、五一、t

三星、红星、五星、奇河、松山、中板、上湖口、麟厚片

等村归该县管辖。

三十一都：今曹远镇的霞鹤、汶洲、青水池、张坊、

陈坑、上墩、下墩、埔头、下早、蔡地、丰海、鸬鹚、前

坪、富溪源村等。

三十二都：今安砂镇全境。

四十都：今大田县太华镇的西北部。于明嘉靖十四年

(1535年)划归大田县管辖。

四十一都：今青水畲族乡大部分区域。

四十二都：今槐南乡的梧桐洋、皇历村，青水畲族乡

的炉蚯片等地。

四十三都：今槐南乡的大部分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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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安姓氏志

凡 例

一、本志体例依据福建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制定的

《福建省志·姓氏志》篇目(闽志委(2002)1号文)，结

合本市实际情况设定。

二、本志年代断限上自不限，下至2004年6月止。

人物一节截至同年11月。

三、本志采用章、节、目结构，按本末体记述。每姓

设一章，以人口多少为序编排，共40章：章前立概述，

章下设源流、分布、谱牒、文物和人物等5节，节下设目；

章末设附录。

四、本志人物一节分古代(民国前)和现代(民国初年

至今)两部分。古代人物以省、府、县志中有载的相关人

物为主，供稿资料辅之；简要记述人物的主要生平、事迹。

现代人物采用文字、表格形式记述；凡在永安生活、工作

过的同姓知名人士，不论何籍贯，予以“对号入座”。

五、本志中各姓氏之内容是在以供稿资料为主要依据

的基础上，参照有关史料汇编而成的。各项数据主要来自

供稿、史籍和提供资料的部门单位。

六、本志对古、小地名，除少数无从查考者，大多括

注现名或辖属；对少数字词括注汉语拼音。．

七、本志中的“解放前(后)999是以1950年1月28

日永安解放为界。



永墨h娃氏忘

八、本志历史纪年的记述方法：公元纪年前的在年号

前加“前’’字，公元纪年后的年号一律省“公元”两字；

建国前(1949年10月1日)的年号，凡原用干支文字的

均改换成数字，并括注公元纪年。

九、公元纪年、年代、年月日、民国纪年和计数、计

量均使用阿拉伯数字。农历、古代(民国前)纪年及习惯

用语、词汇、表述性语言中的数字使用汉字。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永安姓氏志

序

中共三明市委常委
永安市委书记

永安市人民政府市长

刎§由豸

胗铷
炎黄子孙，万姓各有渊源，千世同一血脉。姓氏既是

每个人、每个家庭和家族的特殊标记，也是人们交际的必

备条件，还是人们追溯生命、记忆源头的重要线索。在历

史的长河中，它在不断形成、演变和发展，融汇了社会、

历史、地理、文学、技艺、语言、民俗、律规等方面内容，

是中华民族灿烂文化的一部分。

回溯历史，永安早在新石器时代就有人类活动：春秋

战国时期，已有土著闽越人居住；唐宋时期，有不少黄淮

流域及浙江、江西和本省闽南、闽西的人徙永定居。此后，

许多外地不同氏族之裔陆续迁至永安。千百年来，永安人

民在这块富饶而又神奇的土地上生息繁衍、成家立业，为

开拓、发展永安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

为了进一步开发、了解和研究永安姓氏文化，激发我

市群众和海内外人士爱国爱乡之情，我市组织编写了《永

安姓氏志》。本书是我市第一部姓氏专著，不仅填补了我

市重要地方史料的一项空白，而且为人们了解永安开启了
．1．



永安姓氏志

一扇极富内涵的窗口。它以“存真求实”为方针，以较为

翔实的史料和调查材料，脉络清晰、文笔流畅地具体记述

了以陈、罗、刘、林、吴、黄、张、李、王等9大姓为主

体，占全市总人口81．4％的40个姓氏源流、分布、谱牒、

文物和人物等5个方面的内容，并刊载了与姓氏相关的部

分史料，从一个方面反映出永安政治、经济、社会等历史

沿革和巨大变化。该志具有浓郁的永安地方特色，堪称是

一部融资料性、科学性和知识性为一体，具有“存史、资

政、教化"功能的地方史料著述，是了解和研究我市市情

的一部好的史料工具书，也是一部有益后代、惠及后世的

重要历史文献。

读史学志，可以鉴古知今、启迪未来。衷心希望全市

人民及海内外乡亲通过《永安姓氏志》寻找生命过往的历

程，缅怀饱经沧桑的历史，记忆千丝万缕的亲情，激励爱

乡创业的热情，为把永安早日建设成为海峡西岸璀璨明珠

贡献才智和力量。

二oo四年十一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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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安市政区图

永安市城区图

永安古城区图

永安置县区域简图

永安置县区域简图说明

凡 例

序

概 述

第一章陈姓⋯⋯⋯⋯⋯⋯⋯⋯⋯⋯⋯⋯⋯⋯⋯⋯(1)

第二章罗姓⋯⋯⋯⋯⋯．．．⋯⋯⋯：⋯⋯⋯⋯⋯··(25)

第三章刘姓⋯⋯⋯⋯⋯⋯⋯⋯⋯⋯⋯⋯⋯⋯⋯(38)

第四章林姓⋯⋯⋯⋯⋯⋯⋯⋯⋯⋯⋯⋯⋯⋯⋯(55)

第五章吴姓⋯⋯⋯⋯⋯⋯⋯⋯⋯⋯⋯⋯⋯⋯⋯(67)

第六章黄姓⋯⋯⋯⋯⋯⋯⋯⋯⋯⋯⋯⋯⋯⋯⋯(77)

第七章张姓⋯⋯⋯⋯⋯⋯⋯⋯⋯．．．⋯⋯⋯⋯⋯(86)

第八章李姓⋯⋯⋯⋯⋯⋯⋯⋯⋯⋯⋯⋯⋯⋯⋯(100)

第九章王姓⋯⋯⋯⋯⋯⋯⋯⋯⋯⋯⋯⋯⋯_⋯(115)

第十章邓姓⋯⋯⋯⋯⋯⋯⋯⋯⋯⋯⋯⋯⋯⋯⋯(125)

第十一章赖姓⋯⋯⋯⋯⋯⋯⋯⋯⋯⋯⋯⋯⋯⋯⋯(133)

第十二章郑姓⋯⋯⋯⋯⋯⋯⋯⋯⋯⋯⋯⋯⋯⋯⋯(145)

第十三章朱姓⋯⋯⋯⋯⋯⋯⋯⋯⋯⋯⋯⋯⋯⋯⋯(153)
．1．



第十四章杨姓⋯⋯⋯⋯⋯⋯⋯⋯⋯⋯⋯⋯⋯⋯(160)

第十五章冯姓⋯⋯⋯⋯⋯⋯⋯⋯⋯⋯⋯⋯⋯⋯(168)

第十六章钟姓⋯⋯⋯⋯⋯⋯⋯⋯⋯⋯⋯⋯⋯⋯(174)

第十七章廖姓⋯⋯⋯⋯⋯⋯⋯⋯⋯⋯⋯⋯⋯⋯(179)

第十八章叶姓⋯⋯⋯⋯⋯⋯⋯⋯⋯⋯⋯⋯⋯⋯(184)

第十九章魏姓⋯⋯⋯⋯⋯⋯⋯⋯⋯⋯⋯⋯⋯⋯(190)

第二十章苏姓⋯⋯⋯⋯⋯⋯⋯⋯⋯⋯⋯⋯⋯⋯(196)

第二十一章邱姓⋯⋯⋯⋯⋯0 00 000 000⋯⋯⋯⋯⋯⋯(201)

第二十二章谢姓⋯⋯⋯⋯⋯⋯⋯⋯⋯⋯⋯⋯⋯⋯(207)

第二十三章江姓⋯⋯⋯⋯⋯⋯⋯⋯⋯⋯⋯⋯⋯⋯(212)

第二十四章余姓⋯⋯⋯⋯⋯⋯⋯⋯⋯⋯⋯⋯⋯⋯(218)

第二十五章管姓⋯⋯⋯⋯⋯⋯⋯⋯⋯⋯⋯⋯⋯⋯(223)

第二十六章范姓⋯⋯⋯⋯⋯⋯⋯⋯⋯⋯⋯⋯⋯⋯(227)

第二十七章姜姓⋯⋯⋯⋯⋯⋯⋯⋯⋯⋯⋯⋯⋯⋯(233)

第二十八章洪姓⋯⋯⋯⋯⋯⋯⋯⋯⋯⋯⋯⋯⋯⋯(238)

第二十九章詹姓⋯⋯⋯⋯⋯⋯⋯⋯⋯⋯⋯⋯⋯⋯(242)

第三十章马姓⋯⋯⋯⋯⋯⋯⋯⋯⋯⋯⋯⋯⋯⋯(245)

第三十一章高姓⋯⋯⋯⋯⋯⋯⋯⋯⋯⋯⋯⋯⋯⋯(250)

第三十二章池姓⋯⋯⋯⋯⋯⋯⋯⋯⋯⋯⋯⋯⋯⋯(255)

第三十三章游姓⋯⋯⋯⋯⋯⋯⋯⋯⋯⋯⋯⋯⋯⋯(258)

第三十四章蓝姓⋯⋯⋯⋯⋯⋯⋯⋯⋯⋯⋯⋯⋯⋯(261)

第三十五章熊姓⋯⋯⋯⋯⋯⋯⋯⋯⋯⋯⋯⋯⋯⋯(264)

第三十六章严姓⋯⋯⋯⋯⋯⋯⋯⋯⋯⋯⋯⋯⋯⋯(267)

第三十七章黎姓⋯⋯⋯⋯⋯⋯⋯⋯⋯⋯⋯⋯⋯⋯(272)

第三十八章聂姓⋯⋯⋯⋯⋯⋯⋯⋯⋯⋯⋯⋯⋯⋯(275)
．2．



第三十九章夏姓⋯⋯⋯⋯⋯⋯⋯⋯⋯⋯⋯⋯⋯⋯(279)

第四十章樊姓⋯⋯⋯⋯⋯⋯⋯⋯⋯⋯⋯⋯⋯⋯(282)

附录

l、永安市姓氏、人口一览表⋯⋯⋯⋯⋯⋯⋯⋯(284)

2、永安历任县(市)领导名表⋯⋯⋯⋯⋯⋯⋯⋯(289)

3、姓氏的由来⋯⋯⋯⋯⋯⋯⋯⋯⋯⋯⋯⋯⋯⋯(312)

4、宋、元、明、清朝职官表⋯⋯⋯⋯⋯⋯⋯⋯⋯(315)

5、古代科举制度简表⋯⋯⋯⋯⋯⋯⋯⋯⋯⋯⋯(330)

6、我国历代纪元表⋯⋯⋯⋯⋯⋯⋯⋯⋯⋯⋯⋯(336)

7、九族称谓简图⋯⋯⋯⋯⋯⋯⋯⋯⋯⋯⋯⋯⋯(353)

8、天干、地支知识⋯⋯⋯⋯⋯⋯⋯⋯⋯⋯⋯⋯(354)

9、永安市区街路巷、居民住宅区命名表⋯⋯⋯(356)

lO、永安市区街路巷、居民住宅区第二批命名表

······················································(363)

11、入编本志姓氏郡望一览表⋯⋯⋯⋯⋯⋯⋯(367)

12、提供编撰《永安姓氏志》资料人员名单
············0 0 0···············0 0 0·····················(3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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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辱壤E氏志

概 述

(一)

永安是福建省的新兴工业城市。位于福建中部偏西，

地处沙溪上游，居于武夷山脉和戴云山脉的过渡地带。介

于东经116度56分到117度47分，北纬25度33分到26

度12分之间。1961年确定的境域为东邻大田县，西靠连

城、清流县，南连漳平、龙岩市，北接明溪县、三元区。

东西长82公里，南北宽7l公里，总面积2942平方公里。

至今境域未变。

永安古名浮流，分属沙邑(今沙县)、尤溪县境。明

景泰三年(1452年)九月置县，以沙县新岭以南的二十四

都上四保至三十二都和尤溪县宝山以西的四十都至四十

三都为县域，时设1坊(在城内外为坊)、13都(在乡为

都)，下辖64图。命名永安县，寓“永久安定”之意。直

到清朝，均属延平府(今南平市)管辖。民国元年(1912

年)废府设道，永安属北路道(1914年改称建安道)：民

国13年废道，实行省、县两级行政制，永安属省政府领

导；民国21年，十九路军发动“闽变"，将福建划为闽海、

兴泉、延建、龙汀四省，永安属延建省：民国23年起国

民党政府实行行政督察专员制度，永安属第八行政督察区

(所在地长汀)；民国24年属第二行政督察区(所在地南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