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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姓氏是血缘谱系的记录，是一个人完整称呼的需要；对一个地方来说，它传承与积累着有益的知
识经验，是一种优秀的文化载体。
中华民族自古就有慎终追远、弘扬祖德、敦宗睦族的历史传统和文化背景，有着非常深厚的寻根文化
沉淀。
深入研究德化姓氏文化，可以了解德化发展的诸多原因，丰富激励德化人不断前进的不朽精神，对于
把握现在、创造未来、建设和谐德化、促进德化发展，至关重要。
　　德化现有230个姓氏，他们入德有先后，发展各不同，但精神与信念却是相同的。
德化是中国三大古瓷都之一，自宋以来，德化制造的瓷器惊艳八方，誉盈宇内，陶瓷是德化的名片，
瓷窑是德化的象征，陶瓷文化是德化的主流文化，德化每一个姓氏的发展都与德化瓷的发展息息相关
，其成就都与德化窑的成就紧密相联。
德化瓷的生成特点成就了德化人谨慎果断、坚韧独立、团结协作、讲求质量创新、追求精湛技艺的优
良品德，这也是德化姓氏众多而仍能和谐相处，互相帮促，共同发展，繁荣昌盛的重要原因。
　　《德化县姓氏志》真实记载了德化各姓氏的源流、分布、迁徙、嬗变的历史及其感人至深的创业
历程，其中有聚有散，有喜有忧，展示了千百年来德化人民与邻为伴、与人为善、和睦相处的品德，
宣扬了德化人民为社会的发展尽忠尽责、自强不息、百折不挠的精神，是德化姓氏文化研究的重大成
果，其顺利付梓是瓷都文化生活的一件盛事，将有益于世界了解德化、研究德化陶瓷，有益于德化及
海内外人士寻根问祖、传承和弘扬历史文化、丰富和发扬瓷都精神，对于德化人民了解历史，爱国爱
乡，联络感情，加强交流，推进德化各项事业健康发展有着非同一般的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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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一、本志坚持实事求是、客观公正的原则，如实记录德化县姓氏的历史和现状。
    二、本志篇目依据福建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文件(闽志委[2002]1号文)要求，结合德化县实际情况设
置。
    三、本志上限溯至姓氏发端，下限截至2006年底。
    四、本志采用章、节、目结构，按时序记述，部分结合纪事本末体。
1000人口以上的姓氏独立设章，章下设源流、分布、谱牒、文物和人物五节；1000人M以下的姓氏合
章编写，章下酌设节目，排名不分先后。
    五、本志以各乡镇政府暨各姓氏提供的姓氏志资料为主要依据，参照省、市、县有关史料编写。
    六、本志中全县人口总数，为德化县公安局户籍管理部门提供的2005年1月在册人M微机统计数。
各姓氏人口数为各姓氏统计数。
    七、本志中民国前人物以八品(含同级、下同)、举人以上者为人志对象。
民国成立至今人物以行政正科级以上、专业技术职称高级以上者为入志对象。
非以上对象而有特殊贡献、特别影响的人物也入志。
以生年先后为序。
    八、本志纪年，民国以前采用朝代年号，括注公元纪年；民国时期采用民国年份，括注公元纪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一律采用公元纪年。
本志统计数字、民国年份、公元纪年均用阿拉伯数字；民国成立前历史纪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
月份(一般指农历)、不定数、世次、习惯用语中的数字使用汉字数字。
    九、本志中古地名一般括注今地名或辖属，无从稽考者，恕无注明。
    十、本志酌用概指时间文字。
其中“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乃以1949年10月1日为界；“文化大革
命”期间概指1966年5月至1976年10月；“改革开放以来”指1978年12月以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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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四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德化已有人类活动。
唐贞元年间（785-804年）置归德场，隶属永泰县。
后唐长兴四年（933年）建德化县，隶属闽长乐府、东都、南唐清源军；宋代隶属清源军、平海军和泉
州；元代隶属泉州路、泉宁府和泉州分省；明代隶属福建布政使司泉州府；清代隶属福建布政使司泉
州府、永春直隶州；民国时期隶属福建省兴泉永道，第四、第六、第七行政督察区；1949年11月24日
，德化解放，此后隶属永安专区、晋江专区和泉州市。
　　2006年，德化有18个乡镇，191个村、11个社区，总人口30.9 万人。
有19个民族，汉族占总人口的99.7 ％，其余为畲、回、壮、满、蒙古、高山、土家、藏、维吾尔、苗
、彝、布依、侗、瑶、傣、水、毛南、锡伯族，通行闽南方言。
有华侨、华裔13万多人。
　　德化境内山脉连绵，山间盆地和河谷两岸土壤肥沃，物产丰富，具有山多、水足、瓷美、矿富四
大优势。
长期以来，全县人民以从事农业生产为主，同时兼营陶瓷、林业、养殖业等。
20世纪80年代后，国家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德化传统农业开始向现代农业，以及其他产业转化，“瓷
、林、电、矿”逐渐成为主要产业，经济和社会事业步入快速发展轨道，人民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
90年代以来，德化县先后荣获“福建省经济发展十佳县”、“中国小水电之乡”、“全国科技工作先
进县”、“中国瓷都·德化”等称号。
拥有戴云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石牛山国家级森林公园、石牛山国家级地质公园、唐寨山省级森林公
园、德化陶瓷职业技术学院。
泉三高速公路德化连接线通德化县城。
2006年，德化县工农业总产值88.8 4亿元，人均纯收入5255元，经济和社会各项建设事业进入福建省山
区县发展前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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