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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序 言

胡桂浪

中川之有乡也，始自何时?年远事湮，渺不可考。惟自胡公

铁缘奠基以还，则已历五百六十余年矣l其间斩棘披荆，筚路褴

褛，集世代先辈之血汗，始成今日之结晶。吾人但知其然，不知

其所以然，岂不憾乎?营草创之初，似与外姓杂处。揆之村中地

名，有所谓谢屋坎头，张屋背头者，即可证之。及后不断繁衍，乃

自南而北，自东徂西，渐次扩展，卒而掩有全村，并据沿村各小

山庄。昔贤中川竹枝辞有句云； “试向沿村十里望，家家都是姓

胡人’’。足见发展历程，非经一番奋斗，曷克臻此。今也四山环

抱，一水中流，房屋鳞次栉比，人口不下万丁。尤其散之四方之

牡者，或浮海而南，或驱车而北。就地安居，开枝发叶者，数更

倍焉。富者摩肩，学者踵接，人文蔚起，鼎盛一时。往者如胡公

子春、文虎、重益、日初、仁周，俱为其之翘楚，且又驰誉中外

者也。如今香港之胡仙，星洲之赐道，恰保之万铎，亦莫不头角

峥嵘，足为桑梓生色。虽日地灵人杰，未可凭式，而先德潜光，

庶几赖之。近者留乡志士；有鉴于此，爱有修纂乡史之议。其主

持人以按君来函征序于余。吁!八十衰翁，海外栖迟，。固一事无

成，愧对江东父老，而疗饥煮字，毕竟将近半生。 今虽归隐林

泉，只与烟霞为伍。然白云在望，桑梓依旧情深。敢不略缀数

言，囊扫此盛举。是为序．
“

(一九八七年四月十五日撰于新加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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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于l 9 8 6年春离职休息，从厦门回到故乡探亲访友期 ，

间，得悉近年来参观访问中川的人很多，有福建省各方面的领导

人及有关方面的中外专家学者。但他们只能看到中川的外貌，无

从了解中川五百六十多年的历史。就是中川人，包括旅外华侨和

港、澳、台同胞，对中川的历史也不尽清楚。为此，留在中川的

一些有识之士，主张编写出版一本介绍中川历史，人文和风貌的

书。概而言之，其意义有四： ．

其一，把中川五百多年来的历史记录下来，可为中川保存一

些有价值的历史资料，既可传之于后世，又可作为乡土教育的材‘

料，、 ·． ，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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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帮助海内外现在和后代中川人了解中川历史，

其三，以中川的历史，激发海内外中川人热爱中川、建设 ，

中川的光荣感和责任感，发奋图强，把故乡建设得更加美好，一

。其四，作为解剖麻雀式的一件工作，编写这部村史，对社会



学，地方史、华侨史、建筑史等科学研究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随后，我们正式倡议编写出版《中川史志))，提交中川离退

休人员联谊会会员大会审议。大会一致赞同出版此书，监成立

《中川史志》编辑委员会，负责组织、编写和出版工作。编辑委

员会推选我为主编。我和编委会同仁义不容辞，决心不负众托，

把这个重任承担起来。

(二)

《中川史志》应有什么内容?这是我们所要着重考虑的问7

题。我们认为，写中川的书，就耍从中JII的实际出发，就要立足

于中川。在我们看来，历史上的中川有五个特点：

二、历史悠久。中川有五百六十余年历史，内容极其丰富，

有写之不尽的材料，有许多_丁歌’一t颂的人和事。这是编写《中川

史志吣的基础和前提。

二、勤劳勇敢。中川历代先人具有勤劳勇敢的精神，开天辟

地的气魄。他们敢于去开辟新的村子，有许多人迁居到外县外省

去创业，甚至飘洋过海到异国去，同当地人民友好相处，为开发

和繁荣当地经济作出贡献。

三，文化发达。中川的文化教育事业，历来比较发达。先贤

们为了办学和奖励读书人，早就设有义学谷和儒资谷，中川的读

书人是比较多的。教育事业的发展，对提高中川人的文化素质发：

挥了很大的作用。 ．

，，

四、著名侨乡。早在十八世纪初叶，中川就有人到东南亚各

国去谋生，现有华侨一万五千人左右。古往今来，涌现了许多杰

出的企业家。胡文虎被公认为华侨领袖之一。． ．

五、人才辈出。’五百多年来，中川人才辈出，历代都有一些

比较杰出的人物，故中川有“文武世家刀之称。近一个世纪来，

更是出现了人才济济的景象，各种人才应运而生，i据不完全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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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获得博士学位的有十五入，教授、讲师、工程师等有近百

人。 ，

‘

中川除了有如上五个明显的特点应予记述之外，尚有许多可

记之事，如秀丽的风光和独具一格的土楼，等等。

编委会同仁对中川有一个初步认识之后，拟出了《中川史

志》一批题目，以后又不断补充，韭组织力量撰写，有计划、有
， 组织和勤奋地开展工作。 ．

‘ ●

、
(三)

．

，

编写出版《中川史志》是一桩很有意义的事，又是一桩很艰

难的事。主要困难是缺乏资料和专业力量。编委会同仁迎着困难

上，任劳任怨，善始善终。我们用“情况汇报"(出了五期)的

形式，及时向海内外的中川乡亲汇报工作进展情况；认真倾听各

方面的意见，改进我们的工作，对稿件反复修改补充。
· 在编写出版((中川史志》的过程中，得到了海内外中川乡亲

广泛的关心和有力的支持。他们提出了许多好建议，监寄来出版

_ 经费。凡是我们向乡亲们提出的要求，都能如愿以偿。《中川

史志》的出版，是海内外乡亲共同努力的结果。

Ⅸ中川史志》基本上反映了中川的历史面貌，有助于读者了
‘

解中川，研究中川。但是，限于资料欠缺，编写水平不高，必有许

多欠妥之处。特别是要达到厦门大学出版社提出的“立足中川，

面向全国"．、 “学术性要强，，的要求，还有相当的差距；，衷心希
． 望读者不吝赐教。

。． 借此机会，谨向关心支持出版奴中川史志》的人土表示感
，

‘

?谢!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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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川I胡氏源流

一、胡氏的来由

在我国周朝初年，有一位舜帝后代三十二世孙，名叫虞．阏i

父，他的儿子叫满公。武王以元女许配给满公，赐姓妫封于陈，

邑都在今河南省商丘县。满公逝世后谥曰“胡公”。他所传下的“

二个儿子，大的叫申公，小的叫日公。申公以父亲满公的谥

-“胡"为姓，日公以封地“陈”为姓。 “胡”、 “陈蟹两姓的子

孙，都是满公的后裔。中川胡氏，其由来就是如此。 ．

． ‘因为满公是中川胡氏最老的祖宗，故称满公为周始祖。、．

满公第九十世孙是胡铨。他是南宋高宗朝的翰林院编修‘(后

为资政殿大学士)，历史}有名的忠臣，给高宗皇帝写过“奏

章’’≯建议杀掉卖国贼秦桧。 一+

胡铨、谥忠简，江西省吉安芗城(现今值夏市)人。传到他

的第四代万九郎·，于南宋末年，由赣州宁都移居到福建长汀第

三街大塘背。所以，中川胡氏尊胡铨为宋始祖。也叫宋始祖忠简

公。 j” ：’ t “． 一

、|，上面写的是万九郎的第三子七郎肇基下洋以前的简要历史情

况， ’

．
，·

， ^r

‘，’祀奉中川肇基始祖胡公铁缘的胡氏家庙里，悬挂着一副对

联： “上承八代光前烈，下衍三房裕后谟，，。为何Ⅱq做上承八代

与下衍三房?原来，万九郎的第三子七郎由长汀移居当时属上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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