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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中华民族有着广博深厚、源远流长的传统文化。在绚丽多 彩

的传统历史文化中 ， 作为中华民俗文化之一的祠堂文化极具民族

特色并在民间广泛流传。从散建在闽西北各县市的姓氏宗祠，到

坐落在客家祖地宁化石壁的客家公祠 ， 都显示出三明地域有着丰

富的祠堂文化资源。 三明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用了近一年的时

间 ， 广泛征集了辖区内十二个县(市、区)各类宗祠的图片和文字

资料，经过认真的审核工作，编辑成 〈三明宗祠集萃〉 一书 ， 现

由福建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这是一件十分有意义的事。

祠堂文化，包容着深邃的历史内涵。朝代更迭，世事沧桑，祠

堂文化在人类社会曲折前进的脚步中逐步形成并不断扩展。 透过

祠堂正厅上那庄重而神秘的金牌，我们似乎能看到历史风云的变

幻，感触到各姓民众辗转迁徙、繁衍生息的跳动的脉搏。尤溪的

朱文公祠，把人们带到南宋理学大师朱嘉的出生地，去聆听"半

亩方塘 n u 源头活水"的轻声流淌，永安的王氏宗祠，又仿佛让人

感受到唐末王审知等率众五千人从河南光州入闽的一路烽烟…

岁月在祠堂的每块砖每片瓦上都留下了时代的烙痕。

祠堂文化 ， 凝聚着厚重的乡情亲情 。 以姓氏为线索 ， 以宗亲

为纽带，哪怕已远用千山万水，一座座古老的祠堂总是被四面

八方的炎黄子孙所牵念。 宁化的客家公祠每年都吸引了海内外

数以千计的客属乡亲来这里寻根渴祖，举行大规模的祭祀活动，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盛时
充分反映了中华民族血脉相承的执著信念和尊宗敬祖的虔诚情

怀。从某种意义上说，祠堂已经成为凝聚海内外华人乡情亲情

的神圣殿堂。

祠堂文化，连结着多元的门类艺术。走进每一座祠堂，在感

受历史和宗亲的同时，我们还能观赏到各具风格的祠宇建筑，领

略到纯真朴素的乡俗民风，集文学、书画、雕刻于一体的牌匾、植

联给我们以心灵的启迪，珍藏于密室的族谱让我们探寻到先祖先

宗的来龙去脉。可以说，祠堂文化总是携同着建筑艺术、书画艺

术、植联文化、族谱文化等一起展现在人们面前。

因此，我们有理由去关注散落在民间的各类宗祠，有理由去

收集整理祠堂文化这一珍贵的历史文化遗存，也有理由呼吁人们

对具有文化和文物价值的祠堂进行必要的保护。当然，由于历史

的原因 ， 祠堂文化中也有某些糟柏的成分。但是 ， 只要我们坚持

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遵循"存史、资政、团结、育人"的文史

工作方针，我们完全可以取其精华去其糟柏，让祠堂文化更好地

为弘扬中华民族文化服务，为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服务，为团

结海内外同胞共同致力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而发挥积极的作用。

这，正是编辑出版〈三明宗祠集革〉的本意所在。

三明市政协主席 吕少郎

2004 年 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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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化石壁棚、祠
x 

刘善群

宁化县西部的石壁盆地中央，屹立着一座气势恢宏、金碧辉
煌的仿古式建筑，它就是世界客家人的总家庙一一石壁客家公祠。

石壁客家公祠，是一组规模庞大的建筑群体，它是客家人寻
根觅祖、朝宗祭祀、瞻仰凭吊的族群文化含量十分丰富的朝圣地。

整个建筑群体坐北朝南，在数里之外便可总览全貌。 临近石壁村，

一片宽阔的广场，其北沿竖立起一座石柱碧瓦、斗拱飞檐的古典

式牌坊。 牌坊横匾镑刻着原全国政协副主席杨成武将军 1991年题
牌坊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公祠殿宇

书"客家祖地"四个刚劲雄浑的金光大字。 牌坊后横额是书法家

刘老苍的题书"永世其昌" 。 四条方柱上前后刻有四幅植联中

土南迁孕育客家民系追远长怀石壁，环球播衍王振访姓门风溯源

数渴公祠水本水源今未虔参祖地须教长记先辈功栓，杖荣叶

茂此去繁衍八线莫忌弘扬客家古风马壁传芳客家源、远派衍五

湖四海，玉屏俊秀苹水流长支分南北西东万里朝宗祖贤孙达

爱华夏，千秋尤史人杰地灵数客家" 。

牌坊两侧是呈八字排开的两幢供接待、休息、办公、购物的

红瓦平房。

穿过牌坊，是通向公祠的"客家之路" 。 这是一条有 400多米

长的红色水泥大道，两旁绿树成阴 。 此路是原全国政协委员、香

港南源永芳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姚美良和其兄长姚森良捐建的 。

它象征客家始发之路、前进之路、光明之路。宁化县人民政府在

路口立碑纪念 。 路碑正面是姚美良先生题署的"客家之路"四个

大字，后面是路记:

两千年，一条路。 回首望，黄河水志，血影刀尤;瞻前程，重



公祠

峦叠峰，千古洪荒 。 从中原到

A壁，多少华夏子孙，以血汗

铺就求生路，慷慨而悲壮。

客家氏系形成 ， .h壁生

尤 。 客家人从此处迈出坚实第

一步，走遍南国，奔向五洲四

大洋 。 开拓进取，业绩挥煌。

她君森良、美良昆仲，其先祖

从后壁走向广东大埔银江。 其

家严永芳公平岁出洋，功成业

税，教子有方 。 森良秉承父志，

笃实经商，热心公益，享誉南

洋 。 美良幼承庭iJI] ， 负复返乡 。 重温先辈艰辛之足迹，兴实业于

少壮。 着力振奋民族之魂，将中华丈化弘扬。 倡导中国近代史之

研究， 褒扬开拓者之尤挥形 象 。 关注教育事业 ， 热衷造就社会之

栋梁 。 众口皆碑，五洲景仰 。

客家之路乃奋发之路， 成功之路，亿万客家儿女携手阔步，一

路高歌， 一路春风 ， 一路阳尤 。

客家之路一旁是 "客家姓氏碑廊'\数十姓在此立碑铭记宗族

渊源。

路之北端， 是百步红色石阶。 石阶中段有一座小巧古朴的碑

亭， 亭中竖立一方巨石， 黑色大理石正面是姚美良先生题署的"客

家魂" 三个雄浑大字，背面是宁化县人民政府 1995年所立的祠记:

客家乃中原华宵 。 永嘉之乱，唐未兵斐，加之黄河水皂，度

日 维艰。 为生存 ， 求发展 ， 客家先氏 ， 数度举族南迁。 辗转吴楚，

流徙皖赣 ， 革路蓝缕 ， 汇集于宁化石壁盆地间 。

/吕壁，亦称王三屏 ， 处福建西隅，以式夷作屏障，十里平)11 ，百

里林涛 ， 万顷荒原 。 百余姓先祖，挥洒血汗，垦荒拓殖，生，皂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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衍，儒家风范，薪火相传 。 客家文

化在此发源，客家民系于斯诞生 。

追至南宋前后，谋拓展，再

迁数J面，渡重洋，四海扎根。 开

拓进耳叉，不避艰险，英才辈出，建
玉屏堂

树非凡。

客家后裔，情牵故国，倡建公祠，慎终追远。 公祠由宁化县

人民政府斥资，客家贤哲i..助兴建，于圣中奠基，乙亥建竣，来

百余姓先祖于一堂，系客家总祠，祖地灵源 。 此朝拜圣地，乃华

夏子孙凝聚力之体现。 四海客家，同祀祖先，励志图强，携手向

前，客家精神，世代延绵 。

石阶之上，便是客家公祠。 它坐落在石壁土楼山的半坡上，背

依千里遥远的武夷山脉，坐北朝南，雄踞石壁盆地中央，俯视千

顷沃野，远眺百里翠辙， 着实壮观。 它是一座仿古宫殿式建筑，雕

梁画栋、飞檐翘角，气势宏伟、辉煌壮观。 门楼上挂着精制祠匾，

"客家魂"石碑

是原全国政协副主席叶选平专为

1 公祠书写的"客家公祠"四个雄

浑俊雅的大字。 公祠占地3000余

平方米， 三大进，由宽大回廊连

成一体 。 第一进是前厅和天井，

可供上千人活动、休息， 三面墙

上悬挂装饰精美的姓氏渊源介绍

板和"石壁功勋"表彰栏。二进

是正殿，谓"玉屏堂" 。 石壁曾名

玉屏，是客家人的发样地、祖籍

占 地，故以此地名为堂号。 正殿高

耸宽敞，可举行 300余人的祭祀

礼。神坛上奉祀"客家始祖神位"



公祠

和 161 姓氏的始祖牌位，左昭右穆，以汉族人口多少(排名 100

位以上的姓氏以人口多少排列， 100 位以下者以姓氏笔画)从上

到下，从左到右排列:

唐翁俞萧邬古，由汤侯崔廖田 l湖卢邓唐郭吴王 | 总 | 李周何特严苏叶;.!.埠白顾钱贺 甘危幸锐涂阀

M花5庄蓝丈黎孟毛焦晏制傅于罗州，1[ ..1张徐马冯许蒋余任邹成邵尹龚包池卓洪童管
|牌|陈胡呆董沈贯杜范金邱龙易卡邢阴练官涝腾

缪温骆房阮伍刁常万秦陆方~丁曾韦宋未杨 I I 
是虞在柯巫伊贝乔宫史~L姚锺碎吕曹谢林黄 | 位 | 赵高郑4呈彭魏夏μF江段式音华连柳英简

正殿后进 (即第三进)是"文博阁面积900平方米，是展

厅和陈列室。 现陈列着内容丰富的石壁客家祖地文化历史展览。

公祠的巨柱上垂挂有百氏祖神来一堂祠封广忠裔孙绵绵

沐息;季 ， 千万客家奔四海圣地灵源游子世世展鸿图客寓五洲

五洲作客客卢显，家居四海四海为家家道昌爱国爱乡恭敬朵

梓通四海，重礼重教力行孝惮才番五训'1"; 藏千年青史，展百世风

骚丈载千秋史料凭君探胜，博通百姓源流任我寻根"等植联。

公祠的右侧是"碑林碑林" 二字是马来西亚客家长老萧

畹香 1996年 95岁高龄时的手书，字体凝重苍劲。 碑林中不乏名家

墨宝，其中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贾庆林的手书。

客家公祠



三明宗祠集萃

正殿

客家公祠主体是 1 992 年 1 1 月 1 8 日奠基， 1 995 年 1 0 月 1 6 日

落成， 1 998 年配套竣工 。 总体占地2万平方米，总建筑面积4000

余平方米，总投资 400 余万元，由宁化县人民政府斥资，海内外

客家乡贤襄助。

客家公祠的兴建，有它特殊的历史背景。 20世纪80年代 客

家热"在世界各地兴起，海外寻根觅祖的客家人士纷至沓来。 他

们到了宁化、到了石壁， 有的如愿以偿，找到了族亲，找到了根。

但有的族姓却人去楼空，找不到族亲 。 尽管如此，他们仍然明确

认定宁化或石壁是他们的祖地，他们的祖先就是从这里走出去的。

他们无处焚香点烛， 寄托思念，只好捧走一撮土、 一瓶水，带回

去留作纪念。 这种爱乡恋祖之情，是客家人的精神特质，令人钦

佩不已。宁化县政府和客家人士十分理解、钦佩和同情客家乡亲

这种思乡恋祖之心，于是动议要在石壁建造一座能体现石壁客家

祖地历史风貌、供海内外客家人前来祭祀祖宗的场所。 这一动议

得到了省、市领导和有关部门的充分肯定和大力支持，因此石壁



公祠

客家公祠便应运而生 。 1 992年宁化举办首届客家民俗文化节暨客

家公祠奠基仪式。 1 993 年平地建基 ， 1 994 年遇上特大洪水灾害，

工程停建。 1 995 年政府拨出 1 50 万元， 重新动工。 5 月，以马来

西亚客家公会联合会会长萧光麟博士为团长、香港南源永芳集团

有限公司董事长、全国政协委员姚美良为顾问的马来西亚客家文

化寻根访问团二行 1 50多人，前来石壁寻根渴祖。 姚美良先生、萧

光麟先生高度评价了客家公祠的兴建，并认定石壁是世界客家人

的祖地、根之所在。 他们表示愿大力支持客家公祠的建设，并倡

议举行公祠落成典礼和世界客家人的公祭大典。 在他们的鼓励和

支持下，工程加速进行， 主体建设 (公祠的前厅、后厅一-玉屏

堂)于当年 1 0月竣工，迎接了第一届世界客属祭祖大典。 在本届

祭祖大典上，姚美良先生带头慷慨解囊，并发动、组织了客家公

祠基金会，当即筹资 60余万元人民币 。 在姚森良、姚美良昆仲的

多次支持下，基金会筹集资金 1 00多万元。 1 997 年启动续建公祠

的第三进一一文博阁 。 1998年 1 0月 全面落成，完成了公祠的整体

建设，使公祠的功能配套齐全。

客家公祠之所以是客家人的总家庙、朝圣中心，受到世界客

家人的关注和支持， 是由石壁的历史所决定的 。

众多的学者反复论证，宁化石壁是客家人早期的聚散中心，

是客家摇篮、客家人的总祖地。

中国历史上西晋末期的"永嘉之乱造成中原汉人大量南

迁。 他们开始集结在江淮之间，先行者已进入宁化及其石壁，有

的也进入闽粤赣连结地区的其他地方，但为数很少。唐中叶"安

史之乱'\特别是黄巢起义，引起更大规模的汉人南迁 。 他们有的

自中原始发，有的则是辗转江淮之间的早先移民。 这批移民于唐

末至北宋之间大量涌进宁化及其石壁。"靖康之难宋室南移，再

次造成中原汉人南迁，宁化人口达到了历史高峰。 据现有资料统

计，南宋以前迁人宁化及石壁的汉人 1 60 姓以上，占清代以前迁

人总数的 80% 。 宁化人口在南宋宝桔年间猛增到 11 万多，成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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