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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 一

莆田市史称“兴化” “莆仙”，雅称“海滨邹鲁”，又以“文献名邦”名

扬古今。境内物华天宝，英才辈出，文化底蕴丰厚。1400多年的历史积淀，一

代接一代莆仙人的辛勤耕耘，使得兴化大地日益以其古府新市和妈祖文化的独

特风貌与时俱进，焕发出无尽的魅力。

盛世修志，泽惠千秋。根据福建省委、省政府办公厅《关于开展第二届志

书编纂工作意见的通知精神》，我市于2008年40q启动《莆田市地名志》《莆

田市姓氏志》《莆田市名产志》《莆田市方志志》等四部专志的编纂工作，由

莆田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组织编修。经过两年多的不懈努力，调查了解情况，

收集整理资料，伏案精心编写，书稿终于大功告成，并且相继出版发行。为

此，我感到由衷的高兴，表示热烈的祝贺。

四部专志从各自不同的侧面，多角度地呈现出了莆田市历史文化的厚重，

折射出新时代的辉煌，反映出莆田市的沧桑巨变。 《地名志》翔实记载了莆田

市地名的古今嬗变与现实景况，打开了古府新市地域名称的历史画卷，为海内

外莆田人寻根问祖提供了一幅比较详尽准确的“路线图”； 《姓氏志》则是从

人文的视角，展示出“文献名邦”生生不息、斑斓多姿的姓氏文化，为莆田人

传承地域文化提供了可追寻缅怀的余绪和遗迹，也为各姓氏族裔慎终追远、访

祖还愿，以及寻根期求提供了历史线索与事实依据； 《名产志》着重记述了莆

田市独特的地理物候所造就的众多名闻遐迩的奇珍物产，特别是展现出改革开

放以来所催生的丰富多彩的名优产品，为各行各业提供了宝贵的创新借鉴标

本； 《方志志》则系统地介绍了记载着莆田市古今地情地物民俗风貌的各种历

史性文献，为人们进一步了解莆田历史演绎点亮了航向灯。四部专志，跨越千

年时空，纵横壶山兰水，内容纷繁翔实，考证科学严谨，成为我市地方志文化

的权威性载体，也是不可或缺的地情风物工具书。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文化状况是一个国家、一个城市软实力的要素构成之一，而地方志作为功

能独特的文化典籍，它是连接历史与现实的纽带，是传承与发扬优良文化的桥

梁。志书具有“存史、资政、教化”的巨大功用。加强方志编纂工作，有助于

发掘、整理和展示源远流长的莆田传统文化，让广大民众，尤其是年轻一代了

解、研究、利用独特的地域文化资源，增进莆田人民知乡爱乡的意识与情怀，

教育和鼓舞莆田300多万儿女为建设更加美好的家园而自强不息。温故可知

新，它不仅能让人“发思古之幽情”，缅怀和借鉴先贤，更能够激励创新。而

且通过传承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使之发扬光大，从而加快我市的物质和精神

文明建设，创造出新的更大的辉煌。同时，它也向世人进一步展现了莆田古府

新市的综合实力，提高文化品位，增强知名度和凝聚力。

我深信，新近面世的四部专业志，定能发挥其独特而巨大的功用，成为海

内外莆田人知晓莆田的基础资料和科学依据。这对于服务海峡西岸经济区建

设，推动莆田“以港兴市、工业强市”进程，促进跨越式发展，都将起到无以

替代的积极作用。

是为序。

莆田市人民政府副市长 张丽冰

2010年9月



序 二

莆田山青水秀，历史悠久，早在秦时，境内就出现了刀耕火种的初始农

业。西晋末年， “永嘉之乱”，中原氏族避乱南迁，与境内先民共同耕山驭

海，加快境域的经济发展进程。至南北朝的梁、陈时期，莆田的南北洋平原和

仙游的东西乡平原已具雏形。在尔后的历史演进中，除了少数外来人口不间断

地入莆外，较大规模的有西晋、唐初、唐末及宋代等四次中原汉人南渡。至宋

朝莆仙设兴化军时，境内有居民631 57户，人口148647A,．。后经一千多年的繁

衍增长，迄今全市人口达310．26万多人。

为了进一步挖掘研究莆田的姓氏文化，激发全市人民和海内外人士爱国爱

乡之情，按照福建省人民政府的部署，市政府于2008年初发文部署编纂《莆田

市姓氏志》等四部专志。由市方志委负责具体组织实施，历经两年多的编纂，

终于付梓发行。本志共65章，907Y字。它是我市第一部比较系统、全面的姓氏

文化专著，既填补了地方史料的一项空白，又为人们了解莆田开启了一扇全新

的知识天窗。它以“求真务实”的态度，较为翔实的姓氏文化史料，清晰、流

畅、系统地记述各个姓氏的源流、分布、谱牒、文物和人物等五个方面的内

容。该志具有浓郁深厚的莆仙地方特色，堪称是一部集资料性、科学性和知识

性为一体的地方史料著述，是了解和研究我市市情的一部较好的史料工具书，

也是一部功在当代、惠及千秋的重要历史文献。

通过《莆田市姓氏志》我们可以看到，莆仙人民在长期的生存斗争中铸就

了诚信、坚毅、果敢的性格，具有高度的民族气节和无畏的献身精神。在漫长

的封建社会里，境域战事频繁，先民们面对时局，不畏艰险，英勇地进行反侵

略、反压迫斗争，为维护国家的统一，推动莆仙历史的发展作出了贡献，写下

无数可歌可泣的诗篇。

通过《莆田市姓氏志》我们还可以知道，莆田历来教育兴盛，文化灿烂，



人才辈出，名扬全国。在这块海滨宝地上，曾哺育出2340多名进士，1 2．g状

元，13名宰相，有过“一家九刺史” “一门五学士” “一科二状元” “魁亚占

双标” “兄弟两宰相” “父子兄弟同朝为官”等科甲佳话。自唐代以来，位居

相位，官至六部尚书、御史、布政使、郡守以及学者名流，群星璀璨，彪炳史

册。在中国二十四史中立传的有98人，著作被《四库全书》收录的有38种650

卷。蔡襄撰写《荔枝谱》《茶录》、郑樵编修《通志》、陈均辑成《宋编年举

要》《备要》、杨兴宗修成《四朝会要》、方炯著述《杏林村肘后方》《伤寒

书》《脉理精微书》，以及王迈、方信儒、刘克庄等著名诗人和词人文学作

品，均为不朽的文献，为后人传颂。莆田成为名副其实的“海滨邹鲁” “文献

名邦”。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莆田各姓氏，更是英才辈出，群星璀璨，在自然

科学领域涌现出水稻育种专家陆财、甘蔗专家林金涌、半导体专家林兰英、航

天专家闵桂荣和林华宝、医学家余文光等；社会科学、文学艺术领域涌现出画

家李耕、戏剧家陈仁鉴等全国性有影响的名人。

历史的脚步声随着时间的推移终将远去，历史的辉煌不会自然延续，我们

不能驻足在旧时的名苑里而沾沾自喜。改革开放大潮中，千舟竞发，不进则

退。重振莆田雄风，再创莆田辉煌，需要今天和今后的莆田人发愤努力，奋力

追赶。

读史可以明志，学志则能鉴今。衷心希望透过《莆田市姓氏志》，能够让

读者追寻先辈们筚路蓝缕艰苦创业的履程，弘扬前人甘于奉献敢于牺牲的品

格，进一步激发爱国爱乡的豪情壮志，为莆田的新一轮创业和跨越式发展贡献

自己的一份才智和聪明。

我谨向此书的编纂人员，以及参与核稿、审稿的专家、学者表示衷心的感

谢!

莆田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主任傅庆定

2010年9月



凡 例

一、本志运用辨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以科学发展观为指

导，客观地记述莆田百家姓的姓氏文化，力求观点正确、史实无误，准确地

反映莆田市姓氏文化古今风貌。

二、本志体例按福建省地方志编委会设定的篇目，每个姓氏设一章，各

章按“源流、人口分布、谱牒、文化文物、人物”五个要素设节。节下条目根

据莆田市实际情况设立。 “文化文物”节增加郡望、堂号、门额题匾、姓氏楹

联和家风等内容，以彰显莆田姓氏文化丰富的内涵。

三、本志依传统“百家姓”选择姓氏，按全市姓氏人口多少排序；万人

以上人口的前52姓，每姓设一章，万人以下“百家姓”之内的4-5姓合一章；

百家姓之外人口千人以上的1 1姓合为一章；千人以下百人以上47姓设一章，

只记姓氏与人口分布；百人以下及单人单姓设一章，只记姓氏与人口数。

四、根据各姓氏谱牒记载内容，有的姓氏把全国性涉及该姓人物列入记

述，此有悖志体。本志特于“文化文物”一节中设一目“百姓家风”，把境内

外该姓的历史人物事迹浓缩，编为民谣宣扬，避免超范围之嫌。

五、本志所记莆田姓种和各姓氏人口数据，依据市公安局户籍管理部门

提供的2007年底在册人口微机统计数。有的姓氏统计的人口与微机统计数不符

的，均在“人口分布”表下注明。单人单姓，亦依户籍统计照录。每章开首

全国百家姓排序据2006年《人民日报》报道的新排序。福建省则以2007年公安

部门户籍人口统计数字为据。

六、入志人物传记，以古、近代为主，现代择选2007年前谢世的知名度较

高者。传主事迹以市、县(区)志中所载为主，辅以姓氏谱牒中的人物资

料，按生卒年为序，简介职官履历，历史上影响较大人物，略述其事迹。

七、本志各姓氏家族起源，参考现行出版的各类志书谱牒所载姓氏起源



2 凡 例

之说，经梳理后载入，入闽入莆脉络瓜瓞及其定居、繁衍、播迁情况，均以

各姓氏谱牒、祠堂、楹联记载为依据，部分有误的，载入时加以订正。

八、古今地名变化较多，志书中古今有异地名，在括号内注明现地名与

辖属，少数无稽考者从旧。

九、本志为莆田百家姓之志，但从多年内查外寻、田野调查情况看，除

发展历史久远大姓外，仍有部分姓氏要素不全，如，无谱牒、无古迹文物、

祠宇等，本志只好暂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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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莆田市位于台湾海峡西岸中部，山陬海滋， “枕山带海"。陆域面积4119平方公里，

海域面积11000平方公里。境域建置前属古扬州、闽越等地。宋太平兴国四年(979年)建

兴化军，景炎二年(1128年)改为兴安州，元至元十五年(1278年)改为兴化路，明洪武

二年(1369年)改为兴化府，民国时属福建省第四行政督察区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后，莆仙两县属晋江专区，1971年莆田地区成立后辖归其管辖，1983年成立莆田市。至2009

年，莆田市辖仙游县和城厢、荔城、涵江、秀屿四区及湄洲岛、北岸两个管委会。1000多

年来，繁衍至今境内有310．26万人口，还有播迁海外和港澳台同胞70多万人，共计528个姓

氏。姓氏是血缘关系的标示，家族系统的符号。那么，莆田这些姓氏人口是从哪里来的

呢?拂去岁月烟云，寻觅历史陈迹，可知：

古代福建是少数民族的居住之地。从原始社会到封建社会初期，繁衍、生息在福建境

域的人口，主要是古越族中的闽越族。闽越族人身材矮小，面短，眼睛圆大，双眼皮。他

们崇拜蛇，以蛇为氏族图腾，有“断发纹身"的风俗，过着“饭稻羹鱼”的生活。他们栖

息于东南沿海，是早期开发闽地的主要人口。

秦汉以后，中原战争频仍，烽烟不断，而相对稳定的闽地，吸引着中原汉人源源入

境。莆仙虽为东南滨海一隅，但优越的地理位置和宜人的气候环境，亦为他们首选地之

一。早在汉代就有胡、陈、何、方、黄等姓人口入莆。在尔后历史演进中，除了少数不间

断入莆外，较大规模的有西晋、唐初、唐末及宋代等四次中原汉人“南渡”。而每次南渡

汉人，均有部分直接或间接入莆。

《闽书》载： “永嘉二年(308年)中原板荡，衣冠始入闽者八族。’’(《台湾省通

志》载有13姓)，其中入莆的有陈、林、郑、张、钟等姓。他们是永嘉二年(308年)光州

固始人陈润，避乱入闽。陈润十一世孙陈迈居莆田(首任县令后人尊为入莆始祖)。东晋

孝武帝宁康元年(373年)，入闽始祖、晋安郡王林禄四世孙林恪，为郎中令，率子侄入蒲

口，居蛎埽山。林禄十世孙林茂，再迁澄渚村，后裔为九牧；郑姓先祖郑庠的后裔郑昭，

随元帝南渡，在福州为官，郑昭开闽后，其后裔郑露三兄弟于陈永定元年(557年)，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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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泰入莆，居莆田南湖。各姓人氏入莆定居后，繁衍生息，后裔称其为入莆始祖。

唐总章二年(669年)，陈政、陈元光父子入闽征剿漳、泉“蛮獠”的军事行动，唐

末王潮、王审知起义军入闽以及黄巢起义队伍进入福建，时随军入闽的，共有58姓，直接

或间接入莆的有王、吴、黄、李、蔡、刘、傅、杨、周、欧、宋、蒋、阮、詹、庄、严、

孔、卓、潘、马、茅、池、柳、杨、许、徐、郭、戴、余、凌、汤、韩、高、连、罗、

康、廖、赖、金、章、柯、翁等40多姓。其中黄岸于唐嗣圣元年(684年)白侯官迁涵江；

吴兴于唐神龙元年(705年)迁莆，首筑延寿陂；孔仲于唐大和五年(831年)、李丹于唐

咸通元年(860年)分别被派任莆田县令，致仕后定居莆田；宋骈于唐咸通六年(865年)

任福建观察判官后寓居莆田；蔡用元于光启前后(884—886年)从浙江钱塘随王审知义军

移民入闽，经辗转居仙游慈孝里蕉溪，为入莆始祖；傅实亦从光州固始随王潮入闽，后裔

傅瑞居仙游赖店；詹敦仁等人从光州固始随王潮入闽，居仙游大济、莆田泽顶等地。他们

入莆定居后子孙蕃衍昌盛。

中原汉人入莆后，部分定居于境内的，与当地人结合，和谐共生。他们带来的先进文

化和科学技术，被当地吸纳，引发莆仙地域的开发，开启了文化教育事业，汉化了当地的

民俗风情。至唐代，莆仙行政地域形成，莆田、仙游先后立县，莆仙的社会经济、文化肇

基发祥。

两宋之际，中原烽火不断，而居于东南沿海的八闽，远离兵燹，仍然偏安。靖康元年

(1 1 26年)金兵攻入汴京， “中原士民扶携南渡，不知几千万人”。簪缨世胄，举族南

迁。此时，又有20多个姓氏直接或间接入莆，他们是孙、纪、薛、温、龚、田、洪、姚、

邹、赵、彭、俞、梁、邱、魏、卢、陆、冯、崔、石、伊、蓝、唐等。

汉人融入莆仙社会中，使莆域人口不断增加。宋《仙溪志》载： “置县之始，人烟稀

疏，故老相传，其时主、客未满千户也。”宋时莆仙升格为兴化军，并有人口记载。兴化

军时有居民63157户，人口148647人。自唐代莆仙鸿基发祥肇始，到宋代，兴化军已是社会

经济、文化教育相当兴盛发达时期。两宋319年，兴化军共孕育1670多名进士，尚有难于计

数的职官。一个准州级之军，“科甲蝉联，簪缨鼎盛，甲于他邑”，举世瞩目。

元明两朝也有部分姓氏入莆，有记载的有祁、颜、佘、关、范、曾、任、姚、邓、

史、岳、武、官、雷、倪。明代实行卫兵制，军户世袭，亦有不少姓氏落籍莆田。直至清

代还有施、汪、童姓人口入莆。

虽然北方人口不断南迁，但南宋之后，战争烽火已波及兴化，宋亡前夕的莆城之战及

后明代倭患侵扰，使境域姓氏有加，人口无增。宋绍熙年间(1190—1194年)兴化军有住

民72363户，人口171784人，至明万历四十年(1612年)兴化府人口仅159434人，比南宋

减少1万多人。清初遭“截界”劫难。顺治十八年(1661年)兴化府人口仅剩103348人，直

到清代后期才回升。民国29年(1940年)莆仙两县人口达100．36万人，首次突破百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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