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兌山李氏宗族發展與家廟簡介

兌山李氏宗族發展史

同安兌山（今廈門市集美區僑英街道兌山村）開基

祖，排行三十三郎，名仲文，於南宋時從同安南山遷居

地山（兌山）。

據明朝正德十一年丙子（1516年）陳良策撰寫的

《同安地山李氏家譜引序》記載：「其始光州固始縣人

也，同閩王王審知入閩，遂卜於縣南人（仁）德里地山 本文作者：李勝芳

◎祭祀公業李九德 李勝芳

地區：台灣

保家焉。」

清康熙六十年辛丑（1721年）《重修地山李氏族譜序》亦言：「惟吾

地山一脈，相傳始自光州固始縣居民；當唐末梁初之時，隨閩王王審知入

閩，兄弟叔侄散處閩地，分居五山。始猶時相往來，一二世後遂不相聞，

各就所處之地建立宗祠，自立譜系；後人不能稽核古跡，各以其始至者為

祖」。又言：「嘗聞吾始祖之來此地山也，其始受命於太祖貞孚公曰：

『惟吾始至閩中，依山立家；後世子孫分居，勿忘山宇。』由是言之，凡

以山為號者，皆吾宗人也。」

譜載其居同安仙店之南山者，為肇南公，諱諭；有兄弟4人，曰詮、

曰誠、曰誼、曰諭。諭居同安之仙店南山（今廈門市杏林區東孚鎮東坂

村），生五子，君安、君懷、君博、君道、君逸，稱「大五山」。後裔孫

在南山，蓋有「南山大宗」祖祠。

諭次子君懷，諱貞孚，亦生五子。長子汝諄分居南安雄山，次子汝謹

分居同安南山，三子汝誨其後裔分居兌山，四子汝謨分居漳州漸山（亦稱

巳山），五子汝謙分居角尾金山，稱「小五山」。原居南山之君懷，後隨

五子汝謙同住金山，以後又隨長子汝諄同住雄山。清乾隆二年（1737年）

其裔孫於南安東嶺（今新營朴鼎）修築祖墳，為五山始祖君懷之祖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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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懷三子汝誨，生子致曲。致曲生二子：仲文、仲進；仲文兄弟遷

兌山，後仲進遷小東山。兌山開基祖仲文，生二子：長子子祥，次子子玄

（古譜亦作賢）。子祥生二子，長汝順，次汝長；汝長出繼子玄，傳西山

南寮一派。汝順生三子，長克忠，次克敏，三克厚，稱兌山大三房。

自仲文開始至四世克忠，生卒年多失記；惟記克厚生於元順帝至正

七年丁亥（1347年），卒於明洪武二十八年乙亥（1395年）。清雍正四年

丙午（1726年），裔孫改築二世子祥墳堆，鑿破黃金之蓋，其內有文曰：

「維嘉定十七年十二月癸巳谷旦立於震山，坐乙向辛，永安於茲，子孫長

興。」看後推二世祖，妣盧氏「墳內所記如是」。可知子祥係卒於宋寧宗

嘉定十七年癸巳（1224年）之前。二世子祥卒年與四世克厚生年相距123

年，疑仲文至四世克厚之間顯有失記數代。自五世以後多明記生卒年月，

世系均屬可靠。

據譜載，兌山李氏自仲文以下數世「尚未有聞」，至克厚始「廣創基

業，自蓋房屋、與諸侄同居」。至五世光祿、光爵、光成、光榮等「始拓

田產，族日以大。經四奕葉，子姓蕃衍幾百人，允為吾同一巨族。」此後

各房子孫，分散開發附近土地，並另蓋新居，成為各地分支祖。長房六世

普旺及其後裔為西珩、大井祖；五房祖普興長子慶玄為煙墩兜祖，次子慶

質為壠尾井祖，三子慶禹為大學祖，四子慶讓為可湖祖，五子慶郁及其裔

孫為陳坂、馬坂祖；二房普顯為大亨泥祖。

至康熙末年，兌山李氏已傳至十七世，「蕃育千有餘丁」，而此時散

居各地的五山後裔「丁且數萬」。而兌山一支「雖未有奇材大猷之子孫能

建立大功名以顯祖宗之令德者，然而生聚既盛，人文自興。」

在“耕讀”家風的影響下，明代已出了一批秀才。嘉靖、隆慶年間，

有李常春及其子毓華先後入貢，常春任江西潯州府通判，毓華任江西德興

縣丞。萬曆二十八年（1600年）有八世李懋觀中舉，四十六年（1618年）

又有李光斗中舉，乾隆元年丙辰（1736年）又有李遂良中舉，二十一年丙

子（1756年）又有李攀龍（字公御）中舉，四十八年癸卯（1783年）又有

李經邦中舉人第二名。而與兌山鄰近的本縣南山一支君懷裔孫，則人文鼎

盛，除出了一批舉人、貢生外，明隆慶二年戊辰（1568年）有八世李文簡

（字志可）成進士，任南京戶部郎中，祀鄉賢祠。清順治九年壬辰（1652

年）又有李其蔚（字豹君）成進士，任汾州推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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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仲文遷兌山時，兌山有盧、吳、洪、蔡、汪、翁、林、許多姓雜

居。起初，仲文兄弟為本鄉盧員外家打雜工；至二世子祥時，向盧員外討

了一塊荒地蓋草屋棲身，後來改建為房屋，成為兌山李氏大三房的祖屋。

至明永樂年間，五世光祿、光爵、光成、光榮等兄弟，及六世普興諸

兄弟，共同擴建李氏祖屋。正統十三年戊辰（1448年）本省沙縣鄧茂七領

導的民變爆發，各地紛紛響應，擁眾十多萬人。是年有一支民變隊伍「入

縣西積善里，里人劉雄率義民拒戰死之。」翌年其黨陳敬德率部“陷同

安”。另有「其黨楊福率部數萬，攻陷漳浦、南靖、長泰，圍漳城。」

在此次兵亂中，六世普興於四月初一日「兵亂死於賊」。五世光榮妻

龍山王氏，亦於二月兵亂時自縊死。所蓋李氏祖屋亦“火於兵”。至成化

十九年癸卯（1483年），由七世崖叟「糾眾鼎新，正坐坤艮」，成為李氏

大三房的祖祠。七世慶質，「尤重祀事，作龕於祠堂，是其力也。」至嘉

靖十八年己亥（1539年）閏七月，九世「族眾議借銀二十兩，買得族孫李

道兄弟一廂，受種一斗，麻三升、民米一升，坐掛祠堂後，有文契，又有

鬮書，三房輪收，以供祀事。」從此建立起較為正規的共同祭祖活動。

兌山李氏一至四世「尚未有聞」，從五世後「始拓田產，族日以

大」。至九世，「子孫繁衍幾百人」。五、六世開始擴建祖屋，旋火於兵

亂；1483年，七世裔孫崖叟「糾眾鼎新」，後發展為李氏祖祠。1539年開

始購買族田，「三房輪收，以供祀事 」，開展共同的祭祖活動。從七世崖

叟到八世朝繹、九世職修、君佐等，進行了兩次修譜，開展「尊祖睦族」

活動。所以到八、九世明正德年間，兌山李氏已開始形成為宗族，所謂

「允為吾同一巨族」。

地處廈門海灣的兌山李氏，歷經明末倭寇、海盜的騷擾，以及明清

鼎革之際，鄭清間多年交戰的衝擊，族眾死於兵亂或被迫流徙者不少。但

在族中士紳如懋箕、執中、允升、允飛、光輝等倡導下，在萬曆、康熙、

乾隆年間，進行了三次修譜睦族活動，使李氏宗族在戰亂中仍能得到恢復

發展；至萬曆年間，又比正德年間人口成倍增加，「雖未有顯人，亦得著

姓是邦以有今日」，已成為同安著名宗族之一。至康熙年間傳至十七世，

「已蕃育千有餘丁」，「生聚既盛，人文自興」。自明末嘉萬以後至清

初，已出現了一批秀才、貢生、舉人，已是同安大族之一，而且已向望族

的目標邁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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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5月13日與兌山宗親在「兌山李氏南尾井派祖祠」前合影(後排左1李勝芳)

2008年5月13日與兌山宗親在「兌山李氏祖祠」前合影(後排左4李勝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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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台灣歸清，閩台地區比較安定，經濟得到較

快的恢復和發展，人口繁殖也較快。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離康熙六十

年丁丑（1721年）僅三十多年期間，「丁數蓋比辛丑之額則三加矣」。又

過三十多年，至乾隆甲寅（1794年）年間，「族之日大、眾之蕃，視前尤

加數倍」。由於兌山地少人多，而台灣膏腴之地正待移民開發，所以康熙

末年以後，兌山李氏開始成批地向台灣移民開墾。

兌山李氏家廟與簡介
（引自《隴西李氏族譜——李清知初稿》）

吾兌山一派先世始祖仲文公，號稱三十三郎，係君懷公裔孫，相信

自河南光州固始縣人也。當唐末梁初（西元907年）之時，隨閩王王審知

入閩，兄弟叔侄散處閩地，分居五山。仲文公遂卜於同安縣南人德里地山

保，始猶時相往來，一二世遂不相聞焉，仲文公下四世尚未有聞，至克忠

公之子光祿公等始拓田產，族日以大；經四奕葉，子孫繁幾百人，允若為

吾同一巨族也；各就所處之地建立宗祠，自譜系後人不能稽古跡各以其始

也。吾始祖之來地山也，其始受命於太祖貞孚公（君懷公字），曰：「惟

吾始至閩中，依山立家，後世子孫分居，勿忘山宇；由是言之，凡以山為

號者，皆吾宗人也。」

大約宗祠始自明永樂期間（西元1403年至1424）五世光祿公41歲63歲

時，和胞弟光爵公及弟光成公、光榮公，以及六世子侄普旺公、普興公諸

兄弟壯年時，共同發起擴建李氏家廟（即現在大祖祠堂）。祠堂雖經歷世

數次修建，但因失傳，時至西元1947年大維修。

這次在西元1924農曆九月初五日，因雷雨交加，雷以後落北邊屋脊擊

一個大洞，翌日在村裏執政者重視下，召集族人，決定修建，並取得海內

外宗親支持，因此農曆十月初六日動土，海內外全族人熱情捐獻，已於西

元1985年農曆二月初六日完成。特立此紙，以資後世子孫留念。

上述祠堂簡介已於1985年3月26日，入在前落屋脊中部內。

（西元1985年3月26日二十一世孫 李清知整理）

兌山李氏昭穆

昭穆，俗稱「字倫」、「字輩」，是指開基傳世的字號，後代子孫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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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世   01世   02世   03世   04世   05世   06世   07世

 致     仲     子     汝     克     光     普     慶

08世   09世   10世   11世   12世   13世   14世   15世

 繹     職     惟     彬     孟     爾     段     伯

16世   17世   18世   19世   20世   21世   22世   23世

 侯     公     夫     士     孝     友    隆(良)  芳

24世   25世   26世   27世   28世   29世   30世   31世

 文     章     永     世     懿     德    常(尚)  懷

32世   33世   34世   35世

 家     聲     可     繼

輩而行。「蘆洲九柱李」是屬於兌山開基祖──仲文公派下之重侯公系，

祖籍福建省泉州府同安縣仁德里十二都兌山鄉壠尾井社，代代流傳的昭穆

共有36字：

兌山派重侯公系列祖名諱

兌山開基始祖仲文→第二世子祥→第三世汝順→第四世克忠→第五世

光祿→第六世普興→第七世慶質→第八世惠繹→第九世子懋→第十世惟傑

→第十一世慶仲→第十二世孟準→第十三世爾聚→第十四世段嘉→第十五

世伯略→第十六世重侯→第十七世公敏（渡台祖）

說明一：根據1967年台光文化出版社由李秋茂先生主編的《隴西李氏

大族譜》泉系103頁中，蘆洲九柱李編為「兌山派重侯公系」。

說明二：原族譜第9世字倫為「子」、第11世字倫為「仲」。但2008年

「兌山村居委會」著手編纂族譜時，為解決36字倫中有出現重複的情形，

決定將第9、11世改成「職」、「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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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三：2008年「兌山村居委會」計畫編纂族譜，並增訂字倫16字：

物競天華，豁達壽疆，勤耕博智，邦寧昌泰。

兌山李氏各支派說明

兌山李氏家族，在第七世始開創分支派。第七世慶字輩共有21人，當

時兌山祖居地，已經容納不了眾多子孫共同生活的情形；這21位兄弟遂於

此時，從兌山本地向外擴展，繁衍子孫分居各地，開創支派。茲將各支派

開創淵源說明如下：

西  珩：六世祖普旺公之長子慶隆公，是西珩祖。

大  井：六世祖普旺公之次子慶睿公，是大井祖。

潘  塗：六世祖普興公之長子慶玄公，是煙墩兜祖，居住潘塗社。

壠尾井：六世祖普興公之次子慶質公，是壠尾井祖，目前已稱為「南

        尾井」。

大  學：六世祖普興公之三子慶禹公，是大學祖（居住同安，故亦稱

        同安大學祖）。

可  湖：六世祖普興公之四子慶讓公，是可湖祖（目前已無法追尋地

        點及其後人）。

陳坂、馬坂：六世祖普興公之五子慶郁公，是陳坂、馬坂祖（目前已

            無法追尋地點及其後人）。

下  蔡：六世祖普顯公，是大亨泥祖，居住下蔡社；其長子慶祥公，

        是下蔡頂厝祖；三子慶文公，是下蔡下厝祖。

東  橋：六世祖普淵公之長子慶祺公，是東橋祖。

西  頭：六世祖普淵公之次子慶餘公，是西頭祖。

合  春：大部分是下蔡派後代再分出的支派。

宅  內：大部分是潘塗派後代再分出的支派。

祖厝后：大部分是潘塗派後代再分出的支派。

雙  塔：為壠尾井、祖厝后、西頭等派後代再分出的支派，其中以壠

      壠尾井派佔多數人。

註：兌山李氏的祖居地，目前是以第四世「克」字輩來分為三大房；

    上述介紹的各支派，均屬於大房的支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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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福建省廈門兌山的金鞍山寺

2008年5月13日與兌山宗親在「兌山金鞍山寺」前合影(前排左1李勝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