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漳州民间谱牒与民系来源调查 

·林嘉书· 

提要    关于漳州境内汉族民系的来源，本文通过对漳州市 63 姓 260 种 322 册姓氏谱，

以及与漳州相关的汀州等 39 姓 95 种 195 册谱牒资料的分析，得到的结论是，漳州境内绝大

多数居住百年以上形成乡村家族的姓氏，并非直接来自于所谓中原河南，而是来自于邻近的

闽西汀州府宁化、上杭、永定等县。现在讲闽南方言的漳州姓氏家族的绝大多数，是出源于

闽西汀州府。 

主题词：漳州，民系来源，谱牒调查 

 

一、本文所涉姓氏谱 

十五年来，笔者经眼的漳汀旧谱有千余册，本文使用漳州谱三百多册。这些

谱牒，均为 1950 年之前的手抄或木石刻本，最早的是明隆庆四年（1570 年）王

命爵纂修的南靖金山水美王氏族谱稿本。由于谱系记录有上下承转关系，本文使

用了二百多册与漳州相关的汀州等地姓氏谱，谱目如表一。 

表一    本文引用姓氏谱目表 

合计 63 姓 483 种 645 册，非漳州谱 39 姓 95 种 195 册 

序号 姓氏 谱牒种

数 

序号 姓氏 谱牒种数 序号 姓氏 谱牒种

数 

1 陈 37 9 蔡 2 17 曾 15 

2 林 47 10 杨 16 18 张廖 1 

3 黄 29 11 许 8 19 赖 14 

4 张 23 12 郑 8 20 徐 4 

5 李 27 13 谢 1 21 周 3 

6 王 15 14 郭 6 22 叶 6 

7 吴 18 15 洪 1 23 苏 1 

8 刘 8 16 邱 4 24 庄 33 

合计 63 姓 483 种 645 册，非漳州谱 39 姓 95 种 195 册 

 
序号 姓氏 谱牒种

数 

序号 姓氏 谱牒种数 序号 姓氏 谱牒种

数 

25 江 6 51 范 2 77 汤 1 

26 吕 11 52 宋 1 78 姜 0 

27 何 7 53 方 5 79 田 0 

28 罗 2 54 邓 5 80 康 0 

29 高 2 55 杜 0 81 邹 0 

30 萧 23 56 傅 0 82 白 0 

31 潘 0 57 侯 0 83 涂 0 

32 朱 7 58 曹 3 84 尤 0 

33 简 7 59 温 0 85 巫 0 

34 锺 0 60 薛 0 86 韩 2 

35 彭 0 61 丁 1 87 龚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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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游 13 62 马 0 88 严 0 

37 詹 0 63 蒋 3 89 袁 0 

38 胡 5 64 唐 0 90 钟 5 

39 施 4 65 卓 0 91 黎 0 

40 沈 10 66 蓝 2 92 金 0 

41 余 2 67 冯 1 93 阮 1 

42 赵 2 68 姚 0 94 陆 0 

43 芦 3 69 石 2 95 倪 0 

44 梁 0 70 董 2 96 夏 0 

45 颜 1 71 纪 0 97 童 2 

46 柯 0 72 欧阳 1 98 邵 0 

47 孙 1 73 程 1 99 柳 0 

48 魏 2 74 连 2 100 钱 0 

49 翁 0 75 古 0    

50 戴 2 76 汪 0    

表一所列漳州姓氏谱，是按上世纪闽台百大姓排名顺序排列的。为便于参考，

百大姓中本文无谱者亦照列其中。前五十大姓中的潘、锺、彭、詹、梁、柯、翁

未得到谱牒，他们在漳州亦属人口比例很小的姓氏。 

二、谱记漳州民系的开基时代 

漳州地区的汉文明可上溯至秦汉时代，但是，当以姓氏家族人群为对象时，

当今漳州乡村姓氏家族，大都又是什么时代由外地迁入漳州的呢？传说唐代陈元

光率八姓开基漳州，这能否在姓氏谱中见及某些记载？从姓氏家族的数量上而

言，从历史朝代断面上说，哪个朝代是各姓氏迁入漳州最多的时代？同样以表一

所使用漳州姓氏谱，据其谱传序跋或血脉吊线图记录，有明确开基时间者，列为

表二。 

表二    漳州姓氏开基时间表 

姓氏 唐 宋 元 明 清 不明 备      注 

陈 7 2 6 15  3 
谱称开基于唐者，其 

中五种为南院陈邕派 

林  1 3 25 8   

黄   4 15 2   

张     19   

李   2 21    

王 5 
  

5 1 
 谱称开基于唐者，均为王审

知、王延政后裔 

吴   7 17    

刘  1 1 4 1   

蔡 1 1      

杨  2  
18 2 

 称开基于宋末者，均与宋皇

赵氏灭于潮州有关 

许   3 1 1   

郑  2 1 3 1   

郭 1 1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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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氏 唐 宋 元 明 清 不明 备      注 

洪  1      

丘    3    

曾   3 9    

赖    11    

徐    4    

周   1 2    

叶   1 4    

苏    1    

庄    31   同为庄三甲派下,均出潮州大埔

江    4    

吕    5    

何 1   3    

罗    1    

高  2 2     

萧    12    

朱    4 1   

简 
   

7 
  七种谱，为同一大系，均为

简德润传下 

钟    4   均出于上杭、宁化 

游    11   均为游氏上杭二三即派传下

施    3    

沈    9    

赵  2     均为宋末赵氏皇族后裔 

芦    2    

颜  1      

魏    2    

戴 1       

宋    1  1  

方   2 1    

曹     2   

丁 1       

蒋   2 1    

蓝   1     

冯    1    

石    1    

董    2    

连    2    

汤    1    

朝   2     

童    2    

饶     1   

由表二可见，漳州现有姓氏家族，绝大多数是在明代由外地迁入漳州开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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谱牒记载的统计，虽然未包括漳州所有家族，但是，这些谱是漳州现存谱的大多

数，也是乡村姓氏家族的大多数，其记录在统计学上是有意义的。 

表二的漳州姓氏家族开基时代记录，提示下述几个要点： 

（一）所谓唐代随陈元光由河南入漳，其实只有陈、蔡、何、戴、丁、韩等

姓的极少量谱牒自称先人唐代随陈元光入漳开基，而且这些谱均为清编谱；在这

些谱的系传或吊线中，见不到由唐至清血缘系谱树的垂线记录，多为在序言中自

称唐开漳而在系谱吊线中无反映，即在涉及一代代祖先的分世代垂直记录时，没

有上溯至唐代开基漳州的人名文字。 

见及自称唐代入漳的谱牒中，又以陈、王姓谱为主。陈氏谱如表二记录，七

种记录称开漳于唐，但其中五种是南院陈邕派，而非北庙陈元光派。王氏五种则

全属晚于陈元光时代隋王审知兄弟叔侄入漳。资料表明，漳州境内的姓氏家族，

早在唐代入漳的少之又少，少至没有统计学意义的而且是存疑的零星几种谱有记

而已。在十几年的谱牒和田野调查中，笔者在漳州未见及一处姓氏乡社及谱牒是

不可置疑地肇始于唐代陈元光时代。 

（二）大多数漳州姓氏家族开基于明代。谱牒记录开基于明代，是漳州姓氏

谱的一个突出现象。而在明代，又以洪武初开基占很大比例。 

（三）在宋末元初迁入漳州的姓氏谱记中，占较大比例是因宋末赵宋皇族南

逃至粤东潮州，宋亡元立时，军政遗裔隐居于漳州沿海。如陈、吴、蔡、杨、郑、

黄、郭、赵等姓氏的一些族系，即为此例。漳浦湖西诒安城黄氏家族、赵家堡赵

氏皇族、华安银塘赵氏皇族、漳浦佛潭杨氏家族等，其谱牒文物有关于宋末元初

因宋室南迁入漳的详实记录。 

（四）进入清代中期之后，由外地迁入漳州的姓氏家族很少。或者说，当今

漳州乡社姓氏家族，晚于清代中期才开基的极少见。 

三、漳州姓氏的来源 
如表二所记，漳州绝大多数姓氏家族开基不在唐代，而是明代，这些姓氏的

来源，即开基漳州之前的上一站祖居地，也罕见有所谓直接来自中原河南等省的

记录，绝大多数是来自于闽西汀州府的宁化县、上杭县及明成化十二年之后的永

定县。多数来自闽西汀州府的姓氏家族，有关于汀州府宁化县石壁乡的记录，往

往是宁化石壁及上杭同在，少数以江左代称汀州。不少谱牒跳过祖先在赣南、汀

州之历史，在序叙中只称长江以北之祖地，而将迁入漳州时间前推到唐代陈元光

时代，但在世系吊线中却没有减去祖先在赣南汀州的人名地名经历。漳州姓氏来

源，如谱载，归为表三。 

表三    漳州姓氏家族来源表 

来源或上站祖地州府 
姓氏 

汀州 龙岩 泉州 福州 建宁 潮州 赣州 中原 其它 备注

陈 20       6   

林 31          

黄 18     1     

张 16     2     

李 18          

王 1   6       

吴 5  1   2     

刘 4  2   1     

蔡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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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氏 汀州 龙岩 泉州 福州 建宁 潮州 赣州 中原 其它 备注

杨 6     3     

许       1    

郑 1  1        

郭   1        

洪   1        

邱 3          

曾 14          

赖 11          

徐 1          

周 3          

叶 2 1         

许           

苏 1          

庄      33     

江 3          

吕 5     1     

何   2        

罗 1          

高 2          

萧 12          

朱 3       1   

简 7          

方 3          

钟 3          

游 12          

施 0          

沈 9          

赵 杭州1          

卢 2          

颜 0          

魏 2          

戴 河南2          

宋 松江府 1         

曹 2          

丁 不明1          

蓝 延平府 3         

兰       1    

冯 宁波1          

石 1          

董 2          

连  2         

汤 不明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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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氏 汀州 龙岩 泉州 福州 建宁 潮州 赣州 中原 其它 备注

韩 不明2          

童  2         

饶  1         

 

 

表三的统计表明，漳州姓氏家族，无论是姓氏或家族，其来源，在谱牒中记

载的上一站祖居地，涉及汀州、潮州、泉州、福州、延平、赣州等广阔地区，但

是高度集中于汀州府。表三记录的漳州姓氏家族来源，以制表总谱数比例说，来

自汀州府的约占 80 %，泉州府约占 5 %，潮州府（包括今梅州、大埔）约占 8 %；

来自福州、延平、赣州及其它地方的，在统计学上数值太少没有意义。 

漳州姓氏家族的八成以上是来源于汀州府。汀州旧隶宁化、连城、清流、上

杭、武平、长汀、永定，谱载来源于汀州的漳州姓氏家族，绝大多数又来源于汀

州的宁化、上杭，以及明成化十二年由上杭分析出来的永定三县。 

漳州百大姓中的张、李、刘、邱、曾、赖、徐、周、江、吕、罗、萧、朱、

简、钟、游、沈、卢、魏、曹、石、董等 22 大姓，几乎全部家族来自于汀州；

陈、林、黄、吴、杨、叶、苏、方等 8姓的大多数来自汀州。 

从姓氏家族迁移的地理方向上看，漳州的姓氏家族，九成五以上，是来自于汀州、

龙岩州（龙岩、漳平）、延平、赣州、吉安等同一西北方向的州县。从古代交通

地理看，则这些家族均来自于九龙江上游发源地及汀江、赣江流域等非沿海的地

区。而汀州上杭及后来的永定两县，则是与漳州府南靖、平和接壤的县分。 

四、漳州谱记姓氏来源举例 

关于漳州姓氏来源或经过于闽西汀州府的谱载，摘要如下： 

陈氏“俭生有三男，一公陈孟一郎流漳州府龙岩州赤水湖洋住，二公陈孟二

郎流上杭县胜运里住，三公陈孟三郎流广东潮州府程乡县竹篙三透住。爵生有五

男，一公陈仲四郎流漳州府漳浦县大坑住，为考公二公陈仲四郎流漳州府南靖习

贤里竹园住，三公陈仲六郎上杭县丰田里湖雷寨住，四公陈仲七郎流上杭县金丰

里下社古洋住；五公陈仲八郎原在宁化县石壁住，有五男分流，长梅山、次梅宗、

三梅嵩、四梅佐、五梅安”
1
。 

“陈乡陈党氏，后党徙居江西石城县土名宁化莲花石壁，一派在龙岩城外白

土，一派在湖广茶陵州……一派在上杭县土名洋城，吾祖之由来也。祖徙住芦溪

者，间又分五房”；“宁化县石壁下乡开基世次谱，第一世公讳钦，君图公三子也，

居宁化地名石壁下，又名石撩坑，生二子，长俭、次爵”
1
。 

陈氏元隆派是漳州陈氏最大支派之一，“元隆公始祖系汀州府宁化县石壁乡

居住，至元朝至正三年庚戍太公二十八岁，接江西道做布政，天玉行伯三郎，天

历元年贼作乱合家逃走漳州府漳浦县林婆社石下楼小民庵角”
2
。 

有南靖陈氏称说陈氏系出山西潞安府潞城县明德乡归仁里，始祖尹夫人奉宣

为殷夫人，传至魁生山、高、钦三子，“兄弟转宁化住。璋领八十七口入泉州住，

支分兴化、福州”
3
。 

漳州陈氏谱系上必见之陈俭，系由延平府将乐县陈钦所生。钦生二子，“长

名俭，次名爵”。传下宁化石壁仲八郎，生梅山、梅宗、梅嵩、梅佐、梅安，五

梅枝分闽西南边区。梅佐生世侣、德智，住永定金丰里奥杳。德智生孟六郎、孟

七郎。孟七郎子三，迁南靖五经寮。”“祖孟七郎公，前居永邑奥杳……大明成化

元年端月谷旦挈家移居靖辖五经寮创业垂统”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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诏安林氏乾隆二十年立“饶邑族谱序”：“朔我饶北林氏始祖三十郎公，号古

峰……自元朝生长闽汀宁化石壁 社，由明经仕潮州府程乡县教谕……择霞漳诏

邑溪东乡开基立业，生四子”
4
。 

平和漳浦东山林氏说,“谨按林氏之先,始自宁化石壁，移居漳浦”
5
。 

三十七世文德生九子九郎，“七郎王墘赤岭社”。七郎子“观象莲池祖”。观

象生绍文、绍武。绍文子四十一世开漳州鱼头庙，绍武子维善开漳州莲池、石仓，

绍武次子维福开派诏安 6。 

林氏文德九郎派是漳州林氏一大派，九郎“先居宁化县石壁溪，至元仁宗二

年赣州贼蔡九五剿杀，宁化居人奔散，公携三子同族人来龙岩永福里梨仔坪山顶

暂住，后又徙适中社象山”。至四十二世长清，迁和溪麟社开基
7
。 

黄氏上世祖“讳元吉，父实安公来自汀州上杭县金丰里碗窑社，移居漳州南

胜县清宁里公厅社奠居焉……生子九位”
8
。 

平和黄氏“始祖南二公，乃汀州府宁化石壁人也。值元末顺帝至正之年间，

与始祖父迁来高坑小岭等处居住”。“始祖四十一世化公，住福建省宁化县石壁

村……讳元兴”。“祖妣梁氏生下三子”。二世讳央，行九十八郎，生三子，“孟曰

南大，仲曰南二，季曰南三”
9
。 

“均仲公娶江氏蔡氏苏氏生九子，自象牙移居上杭石碑前，后又迁永定县金

丰大溪黄屋窝”。“五十五世祖贵希公，生子佰三郎”，“移居南靖县永丰里三团社

梅林总上版寮田寮坑”
10
。 

漳州张氏罕见非自称张化孙派下。化孙“传下十八子，或居闽之福、漳、龙

岩、汀杭、宁化、武平、清流、南永，或居粤潮州嘉应程乡镇平大埔，或江左江

右等处……传下子孙移漳浦、漳平，移南靖水西，移平和小溪，其一居本营”
11
。 

李氏是漳州五大姓之一，无论沿海山区，咸称系出于上杭李火德。“宋李纲

公字伯纪，初生孟公，孟公生珠公，移居石壁村……生五子，以金木水火土为讳。

金德水德土德系居本处，惟木德火德流移九州，今向火德为吾始祖。”六世德玉

移潮州，裔移江西、南靖、平和、广东、四川；六世五房孝梓，移南胜，分漳州、

平和小溪、侯山、诏安、青龙山、泉州、安溪。八世李实玉次房文俊派移安溪，

三房文美派移泉州；四房文秀派分南靖板寮。三房孝梓第三子“九世叔祖李谊公，

移海澄渐山”。“四房孝梓公第四子九世叔祖李谕公，移同安山边，后裔又移漳浦

刺塘梁山脚。生四子……四仲义移晋江雁塔山……十一世叔祖李福延公住小溪候

山”
12
。 

李火德派下，“仲良分派南靖、油坑、漳浦、惠安。仲义分居龙溪、南安、

晋江、雁塔。仲信即李伯，移居广东、江西、平和、晋江”。“君孝，住海澄大雾

里。君廉住同安驿路。”君怀子“汝南安雄山，汝谨同安南山”，再传晋江仙店

等处。汝海，子致曲，孙“仲文兑山始祖”。汝谟，漳州已山，子永祐住同安后

埔。汝谦漳州金山”。孝梓长房次派“君选，住同安浦园分居浯州”。君达三房“祚

延，子仲良，孙则成，号千五，住安溪湖头”。“汝谨，住同安南山”。“仲起住同

安仙店”。“仲文地山始祖，亦名兑山。仲进，住同安小东山”
13
。 

诏安王氏称，“始祖王念八公……自汀州宁化石壁村移来漳州府漳浦县小段

村埔坪下”
14
。 

平和杨氏“八十五世和邑九峰杨厝坪开基始祖念三公，原籍汀州府宁化县石

壁村杨家坊人，在明朝洪武年间……从祖父流来公与父右爵公由汀入漳”
15
。 

郑氏虎臣派“上祖自过江三十余代，至宋间公入汀漳而分则，始祖名曰清

芝，次曰圣芝……葬在永定溪南堡……子孙在永定溪南堡龙安寨涵水湖居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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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木绵庵诛贾似道之郑虎臣，“乃清芝公之八世孙也”。虎臣诛贾之后居漳州，生

子道生、道养。“道生有子曰兴、曰容，道养有子曰玄，皆隐德不仕，移居南靖

县。迨大明年号太祖洪武景运，兴、容、玄兄弟乃分籍山居。玄公家居于南靖横

坑，而兴公、容公则移入芦溪，兴公居于下卿里，容公居于上卿口”
16
。 

刘氏“始祖刘祥公，即后主之子也，未嗣帝位自江南迁移福建汀州府宁化县

石壁洞”。广传与马氏四子巨渊念四郎，妣李氏、妾练氏朱氏生八子，长滤分派

潮州潮阳，“次，妣饶氏，住海澄县南洋庵头又分黄岗下”，“六刘淦，妣吴氏，

住漳州府又分诏安县”。广传与马氏十二子巨汉，妣颜氏生四子，“四子念四郎名

凤梅妣方氏，住漳州福州”
17
。 

谢氏“我祖澄源公……元延佑年间徙曲溪而移上杭古田……（万十二郎）于

明洪武十二年由古田迁入龙岩州龙门里上坪。”“万九郎公移居漳平居仁里”，“万

十四郎公移居泉州永春县上洋。万十五郎移居广东潮州府驼山”
18
。 

曾氏盛于漳州平和、南靖、龙海，始祖“唐季始入闽中汀州府宁化县莲花石

壁村……四世孙同升……元末家于漳，徙于三都白礁，以山童海激不可以奠居,

元顺帝四年至元戊寅李志甫反,乃迁南胜县之清宁里苏洋”
19
。 

“六十三郎自宁化迁上杭，与平和分支和祖六十四郎，再传而素庵公。我祖

六十三郎六传而百五郎公，则皆从汀州来矣……素庵公元末家于漳，徙之三都白

礁，以山童海激不可以居乃迁南胜县之清宁里苏洋”
20
。 

赖氏漳州各系均出于宁化田心。六十一郎公、六十二郎公、六十三郎公，“共

择漳州府平和县。六十一郎得芦溪漳汀司之地居焉。六十二郎公得葛竹之地居焉。

六十三郎公得（平和）心田之地居焉”
21
。 

萧氏均由于汀州上杭永定。燧生二子，长云龙字云虎。“云龙公温婆太徙上

杭丰田里永定新邑庵前塘背……生二子，长字绍宗移棉村居住……次字维宗李婆

太生二子，长字长春张婆太；次八郎字开春陈婆太移居漳州府诗阳石班滩开基，

生一子十四郎公马婆太生六子”传下漳州、潮州、泉州书山、斗山、涌山萧氏三

大派
22
。 

江氏先祖由宁化石壁迁连城，经潮州府大埔县恋川都、饶平弦歌都、汀州上

杭莒溪之十数传，至百十四郎妣蔡氏生六子，“长曰千一郎妣张氏十娘，分居漳

州府南靖县清宁里……四千四郎妣郭氏四娘居漳州府南靖县清宁里大丰林倒水。

五千五郎妣郑氏四娘居汀州府上杭县原绵村九，原公司铁匠……六曰千六

郎……漳州府平和县新安里大溪寨上住”。上杭千五郎生四子，三万三郎生子恂

恪，恂恪生三子，长文寿，次文英，三文俊。“文英迁平和大溪，生三子”
23
。 

漳州两大派吕氏,一派“祖居汀州府宁化邑石壁乡,宋熙宁年间始来诏邑卜筑

秀篆”
24
。另一派则“我祖大政公在汀州府上杭县金丰里大坡头”

25
。 

简氏系出上杭县太平里。四先生德润，系出会益，“孝宗间因游学福建福宁

州遂家焉”，“后徙汀州府上杭县之蓝路口”，三世致德“又卜迁太平里洪源村”。

十世德润由洪源迁漳州南靖梅林坂上，为长教始祖
26
。 

朱氏“大祖考朱公三十三郎……系汀州府上杭县下金村，先世朱公十二郎，

妣杨氏，五郎之子……因世乱避兵流至漳州府南靖县赤朱山口”，裔分南靖、平

和、东山诸邑
27
。 

锺氏龙海漳州各系，均源于汀州府，“锺氏祖宗源流图书纪，福建汀州府流

传，大唐僖宗建号广平元年……朝公乃流移福建白虎村为始祖。开基漳州海澄冠

山始祖道器，妣林氏，生六子，均在九都之内”
28
。 

漳州各县区游氏，绝少非上杭二三郎派下，“二三郎始祖坟墓在上杭县稔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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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化厚村九曲里游秀窝”。“三世祖五七郎……生二子，长乐水三十郎派下裔孙住

漳州、市尾、九峰……，次乐山派下裔孙上大溪、秀峰、秀篆、饶平车岭、逢源”
29
。 

卢氏“始祖出于范阳之郡，迁于上杭之邑，府曰汀州……自仁美公以来寓居

南靖县永丰里高树社肇基”
30
。 

“十四代卢天禄，文宝公之子也，小字卢戍三郎，祖考居宁化石壁村，同男

筮仕泉州府同安县……祖妣黄氏妙庆生四男，长名县尹宋末官同安令……十五世

始祖系汀州府上杭永定，漳州府漳浦、南靖、漳平县暨江西九江府河源县等处之

始祖也”
31
。 

高氏入漳祖“正纲公，闽汀州宁化县石壁人也，即系东溪公，迁入漳之南靖

县，（生七子二女）十三官即念六公游大溪社乌头进赘于由房坑排黄氏十二娘”
32
。 

龙海高氏谱忽略了高氏在入漳前之汀州一段，但承记是东溪之后裔，“东溪

公为始祖……与出赘（平和）霞苑……惠卿出赘黄田，进卿之子福庆德庆分二大

房”
33
。 

五、结论 

本文所列漳州姓氏谱牒资料，为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者，提出了关于漳州地方

文化历史与民系学研究的实在课题，也对旧有的类似于“唐陈元光开漳”、“闽南

人先来占有条件好的平原，客家人后来才到山区去”一类说法，提出了疑问。 

地方历史是整个中国文化历史整体中的有机组成部分。民系或者姓氏家族形

成发展史，是中华民族史与中国史的基础也是当然有机组成。姓氏家族血缘系谱

树与中华文化及中国文明系谱树，是互关互连的。长期以来，地方文史及或民系

研究界，存在着关于闽南人与客家人不同源、不同时迁入闽西、闽南的种种说法，

但是，本文所列之漳州姓氏谱牒，以确凿记载说明，闽南人或客家人，都是中原

移民。历史的真实景象是，中原移民由北往南，在经历了漫长时间及许多发展站

点之后，那些由长江、赣江流域迁入汀江流域，在闽西汀州府定居的姓氏家族，

后来有些子裔往东南方向再播迁，成了今天的漳州闽南方言人口；有些留在汀州，

成了今天的客家人；有些往广府或“移湖广填四川”，成了其他方言民系。所以，

这些家族，是同源不同流的兄弟关系，是相对的，是同一系谱树上的不同枝桠。 

当然，从文化人类学、民系学与历史学角度上说，谱牒仅是可以引证的一种

资料，不是全部。本文以谱牒展开的关于漳州汉族民系的初步研究，若能得到批

评讨论、指教帮助，则万分感谢！▲ 

 

 

注释： 

1、平和芦溪陈氏族谱，清嘉庆陈腾奎首修，1954 年增补稿本。 

2、平和大溪陈氏肇征系渊源谱，佚名，民国抄本。 

3、南靖五经寮思源祠陈氏族谱，陈廷文编修，清同治三修稿本。 

4、诏安霞葛南陂林氏以来一脉族谱，林景山编纂，民国十四年(1925)九修稿本。 

5、平和林氏伯川系族谱，林和尚抄录，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稿本。 

6、诏安林氏开诏族谱五常衍派世系，林永茂编纂，1984 年旧谱抄本。 

7、南靖林雅林氏十世华彬系谱，佚名，民国三十八年（1949）三修稿本。 

8、平和霞苑黄氏族谱，黄启明等主编，平和江夏堂理事会编纂，1933 年稿本。 

9、平和安厚大径黄氏南二公系族谱，黄国栋编纂，清同治稿本。 

10、南靖书洋上版寮田寮坑黄氏族谱，佚名，清光绪稿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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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南靖书洋奎坑张氏族谱，道光四年（1824 年）张应元纂，民国戊子（1949）张新

科抄本。 

12、诏安秀篆李氏绍衣堂族谱，李慎潜编纂，清道光十四年（1834 年）稿本。 

13、台湾来台始祖李公正公一派世系国考，佚名，清光绪稿本。 

14、诏安秀篆王游氏族谱，佚名，清宣统四修稿本。 

15、平和弘农杨氏平和谱，杨敦慎主编，1999 年平和县杨氏渊源研究会编印。 

16、平和郑氏虎臣十世兴容系族谱，郑惠培编纂，1935 年稿本。 

17、南靖南坑春雅刘氏历代源流族谱，佚名，民国十五年（1926）抄本。 

18、龙岩适中松坑谢氏定瑞公派世谱，谢园华编纂，清干隆癸己年(1773)稿本。 

19、平和上湖曾氏石溪系族谱，佚名，清同治二修稿本。 

20、南靖三团豪山崇本堂曾氏族谱，佚名，清光绪稿本。 

21、南靖葛竹赖氏族谱，赖征祥编纂，清光绪二年（1876）稿本。 

22、漳靖邑永丰里吴宅总涌川萧氏世系总记，萧胜明重修，清同治十二年（1873）二修

稿本。 

23、平和大溪江氏二世文英系谱，佚名，清光绪稿本。 

24、诏安秀篆河美吕氏三房十六公家谱，吕井新编，1995 年铅印本。 

25、南靖书洋吕氏族谱，吕炜卿编修，1924 年稿本。 

26、南靖长教范阳郡简氏世代族谱，简庭编纂，清同治十二年(1873)二修稿本。 

27、平和秀峰福塘紫阳朱氏族谱，朱转其纂修，光绪十八年（1892）稿本。 

28、漳州自汀州一脉源流分派松洲锺家族谱，佚名，民国元年（1911）二修稿本。 

29、诏安乐山念四派游氏族谱，佚名，光绪二十九年（1903）稿本。 

30、南靖范阳卢氏通保系族谱，卢位俊编纂，清道光十三年（1833）三修稿本。 

31、南靖卢氏通保系族谱，卢如兼纂修，清同治十二年（1873）五修稿本。 

32、平和大溪赤坑高氏族谱，佚名，1945 年稿本。 

33、龙海海澄卿山高氏族谱，佚名，清宣统稿本。 

                              二 00 三年七月一稿 

                              二 00 四年六月三稿 

 
（会议论文，原文印发，文中用语和观点系作者个人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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