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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姓氏，是中华民族的特殊标志和传统历史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人们

追溯生命记忆源头的一条线索。华夏人民共为一脉相传，然渊源互有不同。寻根溯

源，不仅可从中体会先人们肇基创业的坎坷与艰辛，亦可从中品味中华传统文化的

丰富内涵，在继承与弘扬中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

丰泽区位于泉州市中心城区东部，1997年7月经国务院批准由原泉州市鲤城区

“一分为三”而设立，是闽东南沿海一个气候宜人、风光旖旎、人杰地灵的港口新

区。因辖区内宋代建造的水利设施“丰泽斗门”而得名，寓“丰饶之地、恩泽于

民”之意。区域面积126．5平方公里，海岸线长16．6公里，下辖8个街道、72个

社区。所在地泉州市是国务院首批公布的24个历史文化名城之一，奇特的风景名

胜、深厚的文化积淀在丰泽区处处凸现和彰扬，区域内有清源山老君造像、灵山圣

墓、真武庙连晋江古码头、施琅墓道碑等国家文物保护单位，保存着南音、南戏、

南少林、南建筑等“四南文化”和梨园戏、木偶戏等珍贵戏曲文化遗产。

丰泽区域内早在旧石器时代就有人类在此繁衍生息，在这片飘香土地上的人们，

秉承先祖之德，艰苦奋斗，勤俭创业，改造自然，创造文明，书写历史，涌现了诸

多能人志士。他们中有勤修诗书、荣登科第的历代先贤；有技艺高超、各领风骚的

能工巧匠；有为新中国的建立浴血奋战、献出宝贵生命的革命先烈；有长期以来心

系故土、热心桑梓的旅外乡亲；有锐意进取、事业有成的当代企业家；更有许许多

多优秀儿女，在各个领域、各条战线上兢兢业业，为国家作出重大贡献。目前，丰

泽区户籍人口211451人，拥有371个姓氏，已融合成为一个团结和睦、积极向上的

大家庭，勤劳勇敢的丰泽人正在努力描绘着丰泽区美好灿烂的未来。

由丰泽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组织编纂的《丰泽区姓氏志》，历时五载，

终于付梓，这是丰泽建区以来第一部由政府专业机构编纂的姓氏专志，也是丰泽区

一部大型文化典籍，斯诚可贺，善莫大焉!全书脉络清晰，行文严谨，广征博采，

融科学性、资料性、可读性于一体，客观地记述了丰泽区87个常住姓氏的源流、入

闽、肇泉、分布、繁衍和迁徙的基本情况；收录各姓氏历代代表性人物；介绍各姓

氏宗祠、谱牒和古墓葬等代表性文物。它的出版，为人们了解丰泽开启了一扇新的

窗口。通过这扇窗口，人们可深入了解丰泽区各姓氏人口变迁的历史过程，真实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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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会丰泽区各姓氏先民在创造丰泽区历史过程中展现出来的精神风貌，也为各姓氏

的海内外宗亲、台港澳同胞寻根揭祖提供一份可资印证的依据，还将有益于海内外

丰泽区人重温历史沧桑，缅怀祖德宗功，追寻血缘亲情，激发爱土爱乡热忱，为建

设丰泽现代化科工贸文化旅游区和现代化城市核心区贡献力量!

有理由相信，本书将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显示更高的历史和文献价值。是为序。

2

中共泉州市丰泽区委书记许维泽

2008年7月



凡 例

一、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

导，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实事求是地反映丰泽区姓氏人口的

变迁和人文历史的发展，力求科学性、资料性与可读性的统一。

二、本志依据福建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制定的要求，结合丰泽区实际情况设定

篇目。

本志采用述、志、传诸体裁，以志为主，表因文所需设置。全志横排姓氏，纵

述史实。卷首设概述。正文以姓氏设章节，共分13章。以姓氏人口多少为序，章下

设节、目。

四、本志记述时限，上限不限，追溯各姓氏起源，下限断至2006年10月31

日。主要记述各姓氏的姓源、入闽肇泉、繁衍分布、祠墓谱牒、人物等历史事实与

人文发展情况。

五、本志所用资料主要取自有关姓氏典籍、历代地方志书和民间族谱，各社区

填报的《丰泽区姓氏情况调查表》，知情人提供的口碑资料，并努力核实，力求真

实可靠，由于所据资料数量大，不注明出处。

六、本志中各姓氏人口总数，系丰泽区公安分局户籍管理部门提供的2004年

12月31日在册人口微机统计数。各社区的人口数字，采用全区各社区填报的2006

年10月31日人口统计数字。两者的统计时间及统计口径不尽一致，仅供参考。

七、本志历代纪年仍沿用其年号、年份，括号加注相应的公元纪年，并省略

“公元”字样，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用公元纪年。志中数字书写根据国家有关

规定。

八、本志酌用“新中国成立前”、“新中国成立后”等文字概指时间，以1949

年lO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时间为界限；“十年动乱”期间概指1966年5月

至1976年10月；“改革开放以来”指1978年12月之后。

九、本志遵循“生不立传”原则，立传人物均为已故者，按生年为序。人物名

表中，均按已知的进行记载。科举及第名录以朝代为序；非科第出身仕外职官及近

现代、当代人物一般以生年为序，生年不详的排列于后。

十、本志社区中古今地名多有变化，本志中凡属古地名者，多在括号内注明现

地名或辖属，少数无从稽查者则从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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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一)

丰泽区位于泉州市中心城区东部，东接洛江区，西北接南安市，西南连鲤城区，

东南向台湾海峡。1997年7月经国务院批准由原泉州市鲤城区“一分为三”而设

立，是闽东南沿海一个气候宜人、风光旖旎、人杰地灵的港口新区。因辖区内有宋

代建造的水利设施“丰泽斗门”而得名，寓“丰饶之地、恩泽于民”之意。全区面

积126．5平方公里，海岸线长16．6公里。至2007年底，全区户籍人口211451人，

下辖8个街道、72个社区。所在地泉州市是国务院首批公布的24个历史文化名城

之一，奇特的风景名胜、深厚的文化积淀在丰泽区处处凸现和彰扬，泉州市中心城

市的金融区、商贸区、休闲旅游区、文化教育区大部分在丰泽区内，泉州市行政中

心将迁址丰泽东海规划组团，丰泽区正在快速发展成为泉州市的政治、经济、文化

中心。

丰泽区虽是1997年建区，但区域所属也是千年古邑。丰泽区域内早在旧石器时

代就有人类在此生息繁衍。唐开元六年(718年)，除北峰街道和清源街道部分属南

安县外，余者属晋江县。1958年，属泉州市(县级市)。1986年，属鲤城区。1997

年7月经国务院批准由原泉州市鲤城区“一分为三”而设立丰泽区，1997年9月29

日丰泽区人民政府挂牌成立。区域内有清源山老君造像、灵山圣墓、真武庙连晋江

古码头、施琅墓道碑等国家文物保护单位，保存着南音、南戏、南少林、南建筑等

“四南文化”和梨园戏、木偶戏等珍贵戏曲文化遗产。

(二)

我国是世界上最早使用“姓氏”的国家。姓氏文化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

部分，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姓氏的渊源与变革宛如一部宏大的历史长卷，浩瀚宏

伟，色彩斑斓。

在上古，我国的姓和氏是不同概念的。在母系氏族社会，姓代表女，氏代表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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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母系氏族社会向着父系氏族社会过渡，姓是根，是炎黄，氏是姓的分支；姓是

表明血缘家族系统的徽号，氏是姓的衍生，标志着贵族宗族系统的徽号。中华民族

的姓，起源于原始社会的母系氏族社会时期。不过当时的“姓”和现代人的“姓”

涵义不同；在原始社会，姓是一个部落的名称，现代人的“姓”相当于那时的

“氏”。据有关史书记载，炎帝神农氏姓姜，为姜姓部落，黄帝轩辕氏姓姬，为姬姓

部落；氏是由姓衍生的分支，它是后起的，产生于父系社会，受君主封地而氏，换

言之，随着人口迅速繁衍，一个部落一个姓已不能满足社会活动的需要，同部落中

一些处于重要地位的男子需要有徽号作为自己的标志，于是出现了氏。历史由原始

社会向奴隶社会过渡，奴隶主(君主)的分封制开始，时至东周，受君主的封地超

过一万个，君主居“中国”，而一个封地为一个“国”，因种种原因，他国被别国所

灭，被灭国的统治者(即该国的贵族)，为了免受诛灭就逃离该国，这些人就“以

国为氏”，一国一个姓，到了秦始皇统一中国时，全国就有一万多个姓(目前常用

的姓还有四千多个)。《左传·隐公八年》中载：“天子建德，因生以赐姓；胙之土

而命之氏。诸侯以字为谥，因经为族；官有世功，则有官族；邑亦如之。”由此可

见，先秦时期姓与氏既有密切的关系，又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南宋史学家郑樵在

《通志·氏族略序》中载：“氏所以别贵贱，贵者有氏，贱者有名无氏。姓所以别婚

姻，氏同姓不同者，婚姻可通；姓同氏不同者，婚姻不可通。”这就充分说明“以

姓表血统，以姓别婚姻”和“以氏表宗族，以氏别贵贱”的作用。

到了战国时代，随着宗法制度的崩溃，氏族贵族日趋瓦解，姓氏制度也随之发

生变化。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基本结束西周封建宗法制度，旧的氏族及姓氏制度被

清除，姓和氏开始合而为一。到了西汉，姓和氏就完全融为一体。所以，西汉司马

迁在《史记》中把秦始皇写为“姓赵氏”，汉高祖写为“姓刘氏”o魏晋至隋唐时，

每郡显贵的世族，称为郡望，意即世居某郡为当地人们所仰望。随着族姓后裔迁他

郡，为示追本溯源，各族姓仍沿用原郡望。

各族姓对家族内的辈份也十分重视，从而形成内涵丰富、意义深远的昭穆，也

称字辈、字行、字均。各姓字行大都以四言骈文，或五言、七言诗文，或类似联语

的表现形式。内容则体现礼义、忠孝、家风，训勉族人，或追根溯源缅怀宗功祖德，

或寄望后裔子孙兴旺发达，或希望民富国强、国泰民安等。

据有关史料记载，中国姓氏超过二万个，目前常用的有四千多个，据新华社北

京2007年4月24日电公安部治安管理局最近对全国户籍人口的一项统计分析显

示：王姓是我国第一大姓，有9288．1万人，占全国人121总数的7．25％。我国第二大

姓是李，有9207．4万人，占全国人口总数的7．19％；第三位是张姓，有8750．2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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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占全国人口总数的6．83％。姓氏人口总数在2000万人以上的姓有lO个，依次

为：王、李、张、刘、陈、杨、黄、赵、吴、周；姓氏人口少于2000万人多于

1000万人的姓氏有12个，依次是：徐、孙、马、朱、胡、郭、何、高、林、罗、

郑、梁。全国前100个的姓氏排列是：

王李张刘陈 杨黄赵吴周 徐孙马朱胡 郭何高林罗 郑梁谢宋唐

许韩冯邓曹 彭曾肖田董 袁潘于蒋蔡 余杜叶程苏 魏吕丁任沈

姚卢姜崔钟 谭陆汪范金 石廖贾夏韦 付方白邹孟 熊秦邱江尹

薛闫段雷侯 龙史陶黎贺 顾毛郝龚邵 万钱严覃武 戴莫孔向汤

前100个姓氏总人口占全国人口的84．77％。

据2004年底，丰泽公安户籍人口统计，前170个姓氏排序是：

陈黄林吴王 蔡张魏李杨 郑庄许刘曾 苏谢郭董洪 叶傅万何柯

潘胡施周徐 朱高吕邱肖 翁颜杜梁蒋 赖欧江戴付 汪b白车骆

金方卢薛尤 赵阮彭泉姚 丁沈连余倪 扬温康詹唐 罗宋廖伍柳

卓马姜纪龚 邓史秦程欧阳石钟钱侯涂 章陶范冯辛 任池汤顾邹

陆学俞饶曹 候贺袁童粘 兰游夏毛辜 易仉佘于向 田熊缪韦韩

占蓝邵凌武 褚芦公崔齐 段甘尹包葛 留祁龙聂孟 安邢孔艾申

蒲富裘季代 成鲍郁宫岳 盛官牟庞阎 华符裴应解

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后，人们的思想观念不断更新，又因计划生育的深入

开展，独生子女成为普遍现象，随之二者之间有区别又有联系。有了璧联姓、三字

姓、多字姓、洋姓名等。然而，不管它怎么变，姓氏作为标志家族系统称号的性质

不会变。姓氏文化的重要特征是宗祖崇拜，这种崇拜深深地融化于每个家庭成员的

血液之中。这一特有的文化现象没有因封建制度的灭亡而消失，也不会因市场经济

的发展而衰落，它将在一个较长的历史时期内存在与发展。丰泽区各族姓对姓源的

追溯和其他地区一样，大都可追溯到三皇(伏羲、女娲、神农)五帝(黄帝、颛

顼、帝喾、尧帝、舜帝)，或秦、汉、唐的皇胄名臣。丰泽区前五姓。如此，其他

姓氏的溯源也大同小异。

丰泽区姓氏得姓之源主要有五种：一是以国(包括封邑或居地)为姓，此类占

了绝大部分；二是以祖先名字为姓；三是以官职为姓；四是以谥号为姓；五是以祖

先名字为姓，如南宋宰相蔡京的三个儿子，为了不受诛杀，遂以蔡京三个妻子的姓

为姓，长改为辛，次改为柯，季改为蔡，致有辛柯蔡同宗也。

上述只是对各姓氏得姓之源作个大体的归类，因为有的姓氏姓源十分复杂，有

好几种，甚至十几种，以上仅是主要来源。区域内保存至今的民间谱牒不多，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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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些民间族谱中，我们也可发现有的姓氏对祖先的追溯过于牵强附会，导致与同

姓族谱所载史料矛盾。有的姓氏在谱牒中把人物的官职夸大，出现与史实不符。这

些疑误都值得商榷和考究。

目前，丰泽区户籍人口都是历朝历代从外地迁人的，没有闽越人。闽越人是土

生土长的本地人或外迁人也无据可考。由于丰泽区建区于1997年，建区以前本区域

隶属南安、晋江、小泉州及鲤城，虽然，南安、晋江、小泉州及老鲤城有有关姓氏

方面的资料，但没有专门记述本区域的，由于本区域保存至今的民间谱牒及谱牒资

料很少而且很不齐全，因此，要叙述本区域1997年以前有关姓氏情况很难。区域内

虽有唐末(886年)人闽的三王(王潮、王审邦、王审知)的后裔，但人住年代无

据可考；区域内金墩黄氏也算是比较早人住的姓氏之一，但什么年代人住，无据

可考。

本志仅就已知记述，疏误谅也难免，还请方家补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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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陈黄林吴王

第一节 陈 姓

一、寻根溯源

陈姓源于舜帝之后，始祖乃妫满。周初，虞舜裔孙遏父(又称“阏父”)精于

制陶，深得文王姬昌赏识。后来，周武王姬发封遏父子妫满于陈(国都宛丘，在今

河南淮阳东南)，为西周十二诸侯之一，国势与地位仅次于“五霸”。妫满谥号“陈

胡公”，故复称“胡公满”o东周之后，陈国衰落，春秋末叶为楚惠王所灭。陈国子

孙因以国为氏。

周惠王阆五年(前672年)，陈厉公之子完，有罪来奔齐，齐桓公以为大夫，

更称田氏。齐景公以后，陈完后裔世代为齐相重臣。东周威烈王午二十二年(前

404年)，田焯子建立田齐国。后历二公、一侯、五王，至楚王负努元年(前227

年，即田齐王建四十四年)秦始皇灭齐，统一中国。齐王田建第三子田轸，在齐国

灭亡之前投奔楚国，出任楚相令尹，封颍川侯，封地在今河南长葛市北，并恢复陈

姓。陈轸遂为颍川陈姓始祖。

陈轸十世孙陈寰，字仲弓，受业太学，因党锢之祸，沉冤二十载，出狱后公府

多次征召，始终不出，居乡平心率物，宽恕待人，乡人争讼，多求判正。陈寰有六

子孙世居高位，满门显贵，家道兴旺，为颍川陈氏望族，因曾为太丘令，其派堂号：

太丘。

二、入闽肇泉

陈姓在汉代即已进入福建。清乾隆《泉州府志·方外·陈寨本传》云：陈寨，

汉时人，“善禁咒，为人治病多愈。”明何乔远《闽书·方域志》卷之十三建安县

“响山”条云：“响山，在府城东五里。空洞枕溪，若传声之谷。溪中屿有小洞，名

浮石。⋯⋯汉梅福炼丹响山。其徒陈先生者，每窃食之。福怒，拔剑逐先生。先生

逃入此洞，名逃奴洞矣。”梅福是真实的历史人物，《汉书》有传，尝人闽修炼，福
5



建历代志书均记其人录其事。

《闽书·方域志·顺昌县》又载：“斡山，晋太康中，道士陈紫斡炼丹于此。其

山周回二十里，巅有石洞，可容数百人，清泉出焉。”

据陈氏族谱记载，有陈润，字文奋，历任散骑常侍、南海太守，于晋永安元年

(304年)由光州固始入闽任尹，居今福州乌石山下，尝撰《闽中草寓记》，生六

子，后散居闽中州县。

《八闽通志·拾遗》云：“永嘉二年，中州板荡，衣冠始人闽者八族，所谓林、

黄、陈、郑、詹、丘、何、胡是也。既以中原多事，畏难怀居，无复北向者，故六

朝间仕宦名迹鲜有闻也。”此为陈姓以氏族群体入闽的最早记载。

陈氏族谱记载：晋盱眙太守陈英第三子陈玄弼晋怀帝永嘉七年(313年)人闽

避乱，居今莆田。又有名陈野者于愍帝建兴四年(316年)也由光州固始迁居新罗

(今龙岩)。

唐黄璞《唐故福建观察使、检校司徒兼御史大夫、颍川郡陈府君墓志铭》称陈

岩先祖西晋时“避永嘉之难人闽之建安绥成”，后定居其地。

唐末进士、韶州刺史陈谠一族，据民国《福建通志·金石志》“陈府君墓志铭”

记载：“其先颍川人，太邱宰仲弓之后也，晋末避乱于闽，因而家焉。”

南朝陈霸先建立陈国后，陈氏宗室子弟封王封侯，联翩入闽，陈世祖第六子陈

伯恭封晋安王，陈宣帝第五子陈叔卿封建安王、第二十四子陈叔俭封南安王，均居

留福建开基。至此，陈姓已成为闽中林黄陈郑四姓之一，称巨族。

陈亡，有一支自称陈宗室的武装队伍入居今永春蓬壶。《闽书抄》云：南安官

田陈郎庙“神，后主陈叔宝中子也(原注：佚其名)o少习兵法，雄猛豁达，征南

越，击虏有勋。隋代，陈郎与兄镜台翁、弟中丞易简，以兵南奔入闽，据桃林肥湖

⋯⋯隐于陈岩峭峰。”

唐高宗总章二年(669年)，“泉潮间蛮獠啸乱，居民苦之，佥乞镇帅以靖边

方。高宗敕(豹韬卫大将军陈)元光父政，统岭南行军总管事镇抚其地。仪凤二年

卒，元光⋯⋯代领父众”，讨平土著山民叛乱(《闽书抄》)，被奉为“开漳圣王”。

后来，其子孙散布福建各地。随陈政、陈元光父子入闽的陈姓府兵军校有队正陈叔

章、陈马、陈实等人。 -c

唐开元二十四年(736年)，太子太傅陈邕因受奸相李林甫排挤，与父陈忠从京

兆万年县被谪人闽，初居兴化，旋迁同安，最后定居漳州南厢山，其后裔分布全省

，各地，为福建陈氏的一支主要宗派。

唐僖宗乾符至广明间(874—881年)王仙芝、黄巢起义，颍川诗人陈黯(字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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