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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孙蕃衍遍闽粤，实为闽粤两者黄氏之始祖―――――――――――――――――――－143
100世  黄仲（约300－?），东晋初随父元方公入福建。生九子，长曰雍旧―――――144
101世  黄雍旧（雍伯，约330－?），名泓，经史博览，官至太史。生四子，次如意―145
102世  黄如意（约370－?）好诗书词赋，朝廷屡征不起，后举孝廉，官至东宫舍人。生四子，
次日齐―――――――――――――――――――――――――――――――――145
十、南北朝时期（420－589）黄氏郡望由江夏等六个增洛阳、晋安至八个――――146
103世  黄齐（约410－?）官至中书令－――――――――――――――――――――146
104世  黄贵林（约450－?）官太傅，生四子，次端仪――――――――――――――147
105世  黄端仪（约485－?）为建安郡建阳县令(今建阳市)――――――――――――147
106世  黄若生（约520－?）南朝陈时荆州刺史，后被武帝召为驸马。生六子次滔之－148
十一、隋唐时期（581－907）黄氏撰家谱并开创紫云、邵武等派系――――――148
【相关链接】中华黄姓第一文状元黄凤麟及文状元11人―――――――――――――149
【相关链接】中华黄姓第一武状元黄仁泽及武状元8人―――――――――――――－153
107世  黄滔之（约545－?）隋朝（581－618）官至御史――――――――――――156
108世  黄芳（约565－?）号竹岩，唐太宗时任参军，勤恤小民，讲学于闽之东山，及撰
写谱图序，撰家谱图序，并与名臣高士廉、温彦博等奏请定天下氏族――――――――156
109世  黄冲（约585－?）唐时隐士，生二子：长岸公、次崖公―――――――――157
110世  黄崖（约605－?），约624年自候官外迁，卜居丰州东南郊（今泉州鲤城区），
子守恭、守美―――――――――――――――――――――――――――――――――157
【相关链接】黄岸与涵江黄巷大门楼——群凤坊―――――――――――――――――158
111世 黄守恭（629－712）乐善好施，人称长者。子：经、纪、纲、纶、纬―――――159
112世  纪（658--?）附：经（655）、纪（658）、纲（661）、纶（669）、纬（686）――162
113世 迪（约690--?），纪公子，任袁州判官，政绩卓著，恤贫赈艰，人称“活佛”。―165
114世 黄赞（约720－?）登进士，官明州刺史－―――――――――――――――――165
115世黄滔（约750－?）唐开成元年（836）进士，历任太子中允，为官数十载，廉洁奉公，
布衣粝食，为后进官者树立风范－―――――――――――――――――――――――166
116世 黄肃（782－?），名严，字娱山，号十一郎―――――――――――――――――167
117世 黄忠（818－?）生四子：刚裕、毅裕、木裕、讷裕―――――――――――――167
118世 毅裕（845－?）生三子：友、烟、义，一女黄厥―――――――――――――－167
【相关链接】黄惟坚（851－941）与广东肇庆高要金利黄氏――――――――――――167
【相关链接】邵武传世之祖黄峭公（872－953）―――――――――――――――――168
十二、五代十国时期（907－960）黄氏随王审知入闽开创虎丘、青山等派系－―――170
119世 黄渊（又名烟，875－?），子三：荣、显、壮―――――――――――――――172
黄厥（约877－937）唐昭宗光化元年（898年）福州威武军节度使王审知(862～925年)娶为妻室。
909年梁太祖加拜王审知中书令封闽王，黄厥成为王妃。黄厥生有二子，长延钧，次延政。933年
王延钧正式即皇帝位，国号闽，追崇生母黄蕨为皇太后。
120世 黄志显（892－?），台州郡文学助教，赠水部郎中，子二：禹锡、禹迪――――174
【相关链接】黄敦（854－?）与虎丘派―――――――――――――――――――――174
【相关链接】黄膺（850—927）与青山派及中华慈善家黄如论――――――――――――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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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世 黄禹锡（约917－?），检校尚书、水部郎中、摄莆田令。子观，薮――――――175
十三、北宋时期（960－1127）黄氏开创江西分宁、湖南渠阳等派系―――――――176
122世 黄 观（954－?），知閬州、国子博士。子二：宗望、宗旦――――――――――176
123世 黄宗旦（973-1030），榜眼，以刑部郎中出知襄州（今湖北襄樊市）―――――176
【相关链接】广东黄致政（约1020－?）黄程（约1075－?）黄詹（约1080－?）黄僚（约1130－?）
黄由（1150－1225）黄献（约1200－?）黄中立（约1214－?）黄进（约1260－?）世系-----177
124世 黄尧允（1030-?），进士及第，历任尚书稽勋郎中，三司省判官。知襄州－――179
【相关链接】黄庭坚(1045－1105)和江西分宁黄氏――――――――――――――――180
125世 黄梦昆（1056—?），尧允长子，以子黄翰为柳州知府，赠奉政大夫。―――――180
126世 黄翰（1081—?），崇宁五年（1106年）进士，初知江宁，后任柳州知府――――180
【相关链接】黄龟年（1088－1145）与湖南渠阳黄氏―――――――――――――――180
十四、南宋时期（1127－1279）海南黄氏开基―――――――――――――――――181
【相关链接】黄篪（1110－?）与海南黄姓――――――――――――――――――――181
【相关链接】黄龙（约1110－?）与檗谷派―――――――――――――――――――－183
【相关链接】黄府（1130—1210）与金墩派―――――――――――――――――――184
127世 黄坮（1133—?），字廷丰，黄翰之四子。上舍生，授官商州（陕西）通判―――185
128世 黄祐（1179—?），九岁能文，下笔千百言立就，当世大儒多出其门下―――――185
129世 黄岩蓀（1218—?），进士及第，任柳州知府。（岩蓀公修譜至此）―――――――185
十五、元朝时期（1271－1368）黄氏因福建动乱和人多地少等因向广东等地迁移―187
130世 黄懋（约1250—?）元初，以父祖皆宋忠臣，耻食元禄遂隐居不士。子光绍―――188
【相关链接】黄公望，（1269－1354）元代的四大画家之一―――――――――――188
131世 黄光绍（约1280—?）时闽不开科（1314年开科），公以隐居自娱。子：文、章－189
【相关链接】广东黄氏：黄久隆（1284－?）、黄建饶（1295－?）、黄紫峰（1324－?）和
黄德三、黄真禄、黄祺潭、黄德盛世系――――――――――――――――――――――189
132世黄文（约1310—?）时际元末，黄田村先受兵焚之灾，继受倭寇之祸，所有房屋尽被焚毁，
村民惨被屠杀，素称万户之村竟成一片废墟，全村只存山后三户。当时，吾族或死于盗、或终
于疾、或流离远涉；留居本乡者，唯公而己。公生四子：自明（公居社壩）、自德（少卒）、
自复（抽軍外出）、自达（留居本宗）―――――――――――――――――191
十六、明朝时期（1368－1644）与福建黄氏北迁浙江――――――――――――――191
【相关链接】明初黄氏随山西洪洞百万大移民至北京、河北、山东，河南、安徽等地－192
133世 黄自达（约1355—?）诸兄迁外地，唯公留居锦田。生二子：孟，仲―――――－193
134世黄仲（约1395－?）以厝分畔，因名为东房之祖。子一遗名。附：东厝黄氏――193
135世 黄遗名（约1435－?）长子彬，卖田宅代民输粮，基址尽为陈家所得―――――193
136世黄仙桥（约1483—?），妣蔡氏，继妣何氏，，合葬于厝西园。后因移墓与祠，移附
于仲公之西石岭下。子一，纯朴―――――――――――――――――――――――― 194
【相关链接】《锦田黄氏大宗族谱》修谱介绍―――――――――――――――――194
137世黄纯朴（约1503—?）始措第宅以遗子孙焉。妣仇氏，继妣李氏。子：汝胤、汝冀、汝辅、
汝助、凤山（佚名，后面进一步考证）―――――――――――――――――194
138世凤山（佚名，约1535—?）约1596年61岁的凤山公，因地震带儿子耀泉、侄子井泉等，
从福建惠安搬到温州平邑二十九都凤山头―――――――――――――――――195
139世 黄耀泉（约1564－?），配王氏，葬29都伏鹰西山湖。子一仰朝。――――――196
140世 黄仰朝（约1593－?）子四：奇玉、鸣玉、荆玉、纯玉。―――――――――－196
【相关链接】黄正束（1606－?）明崇祯十年(1636年)移居台湾澎湖，黄氏迁台第一人－196
十七、清朝时期（1644－1911）黄氏由全国及闽大举迁入四川、浙江和台湾。――197
【相关链接】黄氏239个支派入四川和四川黄氏―――――――――――――――――198
【相关链接】清朝康熙至光绪年间（1704—1877）东渡台湾黄氏始祖41个流派――――199
141世黄奇玉（约1624－?），仰朝公长子，配徐氏（1622－1694）。1661年郑成功收复台湾，
为防止接济郑成功，清廷颁布沿海居民内迁的迁界令，使凤山头人口增多，1663年奇玉搬腾
洋湾底。子三：长君锡王历派，次君秀湾底派，三君美后车派―――――――――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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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鸣玉（约1630－?）子君正凤山头派。黄荆玉（约1636－?）无后。黄纯玉（1641－1702）
长君斌、次君英和五子君宪凤山头派，三子君华甘露尾派、四子君耀瑞安四石派。
142世黄君美（1657－1726）奇玉公三子。配陈氏（1664－1736），夫妻合葬玉苍山北田寮
牛栏岗。女五子三：荣师（1685－1738）、荣熙（1693－1738）、荣杰（1697－1785）－204
143世 黄荣熙（1693－1738）子8人、孙24人、曾孙82人。三子天禄，六子天举――204
144世黄天禄（1729－1807）荣熙公三子。黄天举（1737－1814）荣熙公六子――――205
145世黄志导（1767－1834，天禄公子）。黄志魁（1768－1840，天举公子）――――205
146世黄邦盛（1825－1909，志导公子）。黄邦仍（1811－1857，志魁公子）――――206
147世  黄兴冲（1864－1928，邦盛公子）。黄兴（九斗）（1815－1891，邦仍公子）―－206
148世黄仁篆（1896－1947，兴冲公子）。黄仁峨（1879－1920，兴（九斗）公嗣子）－206
十八、中华民国（1911－1949）与开国元勋黄兴（1874－1916）―――――――――206
149世  黄子素（1924－1995，仁篆公子）。黄子艾（1916－1986，仁峨公子）-------208
十九、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1949－）
【相关链接】世界各地黄氏简介和世界黄氏宗亲总会――――――――――――――210
【封面题字】中国第一慈善家黄如论（1951－）――――――――――――――――――212
150世  黄正瑞（1956－，子素公子），子黄田直、黄田刚。黄正楼（1937－，子艾公子）－214
151世黄祥苗（1966－，正楼公子）子黄文胜（1984－）孙黄梓楠（2006－）――――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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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精装全版彩色印刷，从第1世黄帝开始，到第153世黄梓楠，绝对的一个黄氏历史渊源全纪录，文字
图片内容丰富、非常经典难得。唯一遗憾的是，每一世只介绍了1-2个人，其他的分支就不清楚了。不
过也是，全部写下来估计不可能。
2、真够绝的，可以从黄帝开始写起，将黄氏的族谱做得如此尽善尽美，非常难得。唯一值得探讨的
是：其中的真实性、准确性有几何？毕竟，可供参考的东西太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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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黄姓的由来——http://blog.sina.com.cn/s/blog_62e42c5e0102wemq.html黄姓 黄帝-舜时代，东夷部落的
首领叫伯益，因帮助禹治水有功，又因&quot;佐舜调驯鸟兽，鸟兽多驯服&quot;，被帝舜赐姓蠃氏。
传说伯益的后裔有14支。其中的黄氏，大约於商末周初在今河南潢川建立黄国。春秋时期，南方的楚
国称霸，只有黄国和随国敢於抗衡。公元前648年，楚成王责备黄国不向楚国进贡，黄国国君错误地分
析形势，既不理会楚国的责问，又不进行任何防备，结果於当年夏天被楚国灭掉。亡国后的黄国子孙
，以国名为姓氏，就是黄氏。但是，有的谱牒学家则说黄姓是陆终的后代。那麽，陆终是何人，与上
文所说的伯益又有甚麽关系呢？据史料记载，伯益是颛顼之玄孙，陆终也是颛顼之玄孙，只是他们的
三代近祖不同而已。因此，无论是黄姓出自伯益，还是陆终，总起来说是帝颛顼的后代，属於以国为
氏之类。关於黄姓的起源，还有一种说法是出身於少昊之后。这一支黄人，是颛顼时从河南黄水西迁
到山西汾水下游的，所建的黄国，於春秋早期为晋国所灭，这也是黄氏姓源之一。在历史上多次民族
大融合中，黄氏有一些人融入壮、瑶、侗、水、布依等少数民族。亡国后的黄氏遗民，有的逃至今河
南中部，大批被迁到今湖北境内，有的在楚国做了官。据说今黄冈、黄陂、黄梅等地，都是因为黄人
迁来而得名的。汉代以后，黄氏因任官等原因分别向大江南北迁徙，南至湖南、江西、四川等地，北
至河南固始、南阳。黄氏入居福建，始於晋代。宋元之际，黄氏称盛於闽粤，至明末清初，开始移居
到台湾，后又有不少人移至海外。黄姓为当今中国8大姓，在南方人中所占比例较同。另外，黄姓在
台湾人中更为常见，与郑姓共同享有&quot;黄郑排满街&quot;之美誉。 历史来源1、出自嬴姓。据《通
志·氏族略》、《元和姓纂》等有关资料所载，黄姓为陆终之后，其后建立黄国，后为楚所灭，子孙
以国为氏。帝舜时代，东夷部落的首领叫伯益，是“帝颛顼之苗裔”，因帮助大禹治水有功，被帝舜
赐姓嬴氏。传说伯益的后裔有14支，既徐氏、郯氏、莒氏、终黎氏、运奄氏、菟裘氏、将梁氏、黄氏
、江氏、修鱼氏、白冥氏、蜚廉氏、秦氏、赵氏、合称嬴姓十四氏。其中的黄氏大约于商末周初在今
河南潢川建立黄国，因被周朝封为子爵，又称黄子国。春秋时期，楚国称霸，只有黄国和随国敢于抗
衡。公元前648年，黄被楚灭。亡国后的黄国子孙，以国名为氏，就是黄氏。2、出自金天氏之后。据
《古今姓氏书辨证》所载，黄氏起源于金天氏之后。台骀是上古时期少昊金天氏的苗裔，世代为水官
之长，颛顼时受封于汾川，后世尊为汾水之神。春秋时，台骀的后人曾建立沈、姒、蓐、黄诸国，后
来都被晋国灭掉了。其中黄国公族子孙以国为姓，成为黄姓。3、据《东夷源流史》所载，远古颛顼
时代，黄人从河南黄水西迁到山西汾水下游，建立黄国，以国为姓。4、起源于中国古代南方的蛮族
。据《中国姓氏大全》、《姓氏词典》、《中国姓氏起源》所载，黄氏起源于中国古代南方的蛮族，
为黄国遗民的后裔。另《新唐书》中有“邕管（在广西境内）蛮有黄姓。唐黄少卿、少高、少温是也
。”其实，此支黄氏乃是黄国遗民的后裔。5、出自他姓改姓。上古时代及后朝的王、陆、巫、吴、
金、范、丁皆有改为黄姓者。 6、出自回族中的黄姓来源有二： ①今福建省泉州市的少数蒲姓回族为
避元代“反色目”的诛杀而改黄姓。但由于出自不情愿，放将黄姓故意写成“苗”（莆）字，因苗（
莆）与蒲同音，若被人发觉，落下加上两点就是黄字，久之便成了“黄”姓。② 元代黄姓取阿位伯穆
斯林女子改姓伊斯兰教，其后裔融于回族并姓黄。黄姓回族主要分布在福建、四川、河南、宁夏部分
地区。 得姓始祖陆终。上古时期火神祝融（掌管火的官）吴回之子。后其继任祝融。周代时，其后被
封于黄（今河南省潢川西十二里），建立了黄国。黄国后来被楚国所灭，其后代子孙分散到了各地，
他们不忘亡国之恨，遂以原国名为氏，称黄姓。并尊陆终为其得姓始祖。黄姓迁徙史 1、黄姓的原始
祖先——黄夷的流徙黄夷的发源地在今内蒙古东部、燕山之南的辽河西源——西拉木伦河流域。后来
向东南迁徙，经河北迁安县西的黄山和束鹿县的黄丘进入山东半岛，加入东夷集团，成为九夷中的一
支。再往后，在华夏与东夷的大融合之中，黄夷和其他许多少昊子孙氏族，跟随颛顼从山东半岛内迁
到了中原地区。2、黄国人的迁徙上古黄国之一的潢川黄国在今河南潢川县的古中原境内。自从公元
前648年潢川黄国被楚国灭亡后，黄姓族人有少数逃到河南中部，大批则被迫内迁到楚国腹地，定居在
湖北黄冈、黄陂、黄安、黄梅、黄石等县。今日的黄冈、黄陂、黄安、黄梅等地，据说就是因黄人迁
此而得名。其中有一支内迁到楚都郢(今江陵、荆州)，形成秦时著名的江陵黄氏。还有一支内迁到江
夏安陆(今湖北云梦县东南一带)，后来发展成汉代最著名的江夏黄氏。亡国后，一部分黄国遗民仍留
在潢川故地，坚守家园，顽强生活。战国时期，黄国贵族后代黄歇事楚顷襄王，于楚考烈王元年(
前262)任楚相，被封为春申君，最早的封地在今潢川县，所以，直至清代，潢川城都一直叫春申镇。
后来，黄歇改封于吴（今江苏省苏州），他的13个儿子，有的就定居于江苏。据《客家姓氏渊源》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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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黄歇曾因避难而迁居于距江夏县城30里的黄鹤乡仁义村，其子孙散之四方。从战国晚期起，江夏
郡（今湖北省武汉一带）成为黄氏繁衍发展的中心，如汉丞相黄霸、太尉黄琼都世居江夏，故其族人
以“江夏”为郡号。3、两汉到两晋的迁徙 汉代以后，主要由于任官的原因，黄氏分别向大江南北迁
徙，北迁至河南固始、南阳等地，南迁至江西、湖南、四川等地。黄氏也是从晋代开始大批人居福建
。《闽书》载：“永嘉二年(308年)，中原板荡，衣冠始人闽者八族，所谓林、黄、陈、郑、詹、丘、
何、胡是也。”据福建早期黄氏族谱记载，两晋之际，江夏黄氏族人黄元方，为官晋安太守，后定居
福建，成为福建历史上最早的黄氏望族——晋安黄氏。据说，后来的莆田黄氏、侯官黄氏等，都是黄
元方晋安黄氏的后裔。4、隋唐五代时期的迁徙唐高宗时，陈政、陈元光开漳州，中原58姓将宫随其人
籍漳州，漳州黄氏即为其中之一。台湾《紫云黄氏历代世系表》亦有这方面的记载：有名黄守恭者，
于唐高宗总章年间（668—669年）随陈政、陈元光人闽，垦荒致富，其子孙蕃昌兴旺，成为闽南大族
。又有浯州牧马监陈渊，也在唐朝初期率许、蔡、张、黄等12姓入闽，定居浯州。今福建金门黄氏，
多为这支随陈渊入闽的黄姓后代。唐末，洛阳人黄子棱随父入福建，事后梁太祖朱全忠义子，累官侍
御史，后避乱居于建阳之东。唐末五代时期，河南光州固始人王朝、王审知兄弟人据八闽，中原黄姓
特别是固始黄氏纷纷渡江南下入闽，前往投奔。如宋人黄椿，其祖先“光州固始人也，五季之乱，从
王审知入闽为判官，因家焉。后析而为三：一居福清之嗒林，一寓闽邑之黄巷，一居长乐北乡之黄垅
。”再如黄振龙，“九世祖自光州固始从王氏入闽，因仕焉居，言路有直声，后迁至中丞。”据宋人
何澹《黄公（永存）墓志铭》记载，福建邵武峭山派始祖黄惟淡，也是唐末从光州固始人徙昭开的。
河南光州固始，是黄氏人闽的一个重要“源头”或途径。据《唐贞观八年条举氏族事体》载，括州松
阳郡四姓之首为黄氏，婺州东阳郡五姓有黄氏，濮州濮阳郡六姓有黄氏；据北宋《太平寰宇记》，鄂
州江夏郡三大姓之首为黄氏，泉州南安郡五大姓之首为黄氏，处州缙云郡三大姓之首也是黄氏。隋唐
时期，黄姓由一而二，开始主宗分流，分为两大支：金华黄氏和邵武黄氏。还有一支与浙江金华和福
建邵武两派黄氏都有着渊源关系且也属于江夏分支的著名黄氏宗族——江西盱江黄氏。盱江，位于今
江西省南城县东南，是古代的一个小驿站。盱江黄氏，兴起于唐代中期。盱江黄氏是江夏黄香曾孙黄
琬的一支后裔，其始祖是黄孟偻。黄孟偻，字德崇，一字广成。他是江夏黄香的第十六代孙。生于唐
高宗仪风丙子年（676年）二月十五。原籍江夏安陆（今湖北武昌一带）。唐玄宗天宝丙戌年（746年
），黄孟偻以70岁的高龄中进士，官任西台御史。不久，他奉命南巡江南临汝府。在巡视途中病于盱
江，后就近安葬。夫人李氏故世后，合葬于此，即盱江麻姑山。黄孟偻的子孙为了守护祖先坟陵，没
有再回江夏故地，而是留居落籍于盱江，后来形成了有名的盱江黄氏。他们将自己的族姓郡望定在安
陆，故后世凡以“安陆”为郡名的黄姓，都共宗黄孟僯为始祖。盱江黄氏发展到第四代也即黄孟偻的
曾孙辈黄省谕兄弟三人时，各有功名，家族大昌。这时，宗族也开始分枝。黄翰长子黄省谕，字保仁
，唐宪宗年间（806—820年）进士，官御史大夫。夫人吴氏，生5子：羽衣、裘、表、裹、衰。兄弟5
人，支分数派。黄衰、黄裘兄弟二人，徙居茅山。黄表一支，家族最旺。他排行老二，居盱江。黄表
的后裔，极为兴旺，散布于江西全省各地。他成为后世官溪黄氏和抚州、金溪等派黄氏的共同始祖。
黄表长子黄琬，后迁居福建邵武，成为福建邵武黄氏的一支。次子黄琰，徙居金溪（今江西金溪县）
枫林乡大柘村。据《湖南黄氏世谱》记载，仅黄琰这一盱江分支，就裂变出今天的乌石、火源、常丰
、桂田、新田、新庄、田步、东乡、牛头岭、五里冈、五凤、宝峰、贵溪、安仁、团山、峡山、岩背
、路口、蓝田、瑞州、饶山、砂源、沂阳等不同黄氏支派。黄翰的次子黄省和，字保义，又字仁甫。
生于公元796年。唐文宗大和三年(829年)官任秀州崇德县令，后升节度使，封万户侯。生子黄荣。五
代时期，为避战乱，这支家族便从盱江迁居至浙江金华府（今金华市），构成金华黄氏的一支。黄翰
第三子黄省居，字保信。唐宪宗期间(806—819年)官任淮南转运判官。生2子：宝、贾。长子黄宝，初
任仆射之职，后官至银青光禄大夫。他的后裔，又分居饶州府安仁县（今江西余江县），成为今日江
西安仁黄氏始祖。次子黄贾，也官至银青光禄大夫。黄贾生3子：老大黄实，与妻张氏携三个儿子黄
伯、黄住、黄任一起迁往福建邵武灵槎故城开基立业，是盱江黄氏入闽的又一个重要分支。老二黄陈
，其后裔迁居河南陈州（今河南淮阳县）。老三黄陵，徙江西广信府（今江西上饶市）。5、宋元时
期的迁徙黄姓迅速发展和空前繁荣的时期，据《黄氏渊源》载，宋代，江夏人黄震，官至焕章阁左司
马尚书，重修江夏家谱呈奏皇帝，得到了“黄氏忠孝两全，江夏无双，历代簪缨”的御批。宋代还有
尚书左仆射黄潜善，他有9个儿子散处广东各地，居梅州者为多，后发展成为广东大姓。① 金华黄氏
：始祖是黄香裔孙黄苾。自江夏迁婺（金华府）之浦阳（今浙江金华市浦江县）。黄苾，是东晋时人
，黄香的第十代孙。最初在兖州（今山东郓城县）做官，后来升为金陵（今江苏南京市）按察，故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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谱上称他为按察公。当时，金陵镇守长官吴英，很赏识黄苾的才干，便招他为婿。后因金陵一带战乱
频仍，黄苾夫妻便隐居于浦阳。以后子孙繁衍兴旺，成为东南大族浦阳黄氏。浦阳黄氏自黄苾开始，
祖孙3代8人均为官入仕，并出了3个进士，从而奠定了黄氏家业。但从第四代起，各支大多开始衰落。
传至黄门侍郎（官名）黄汝知一代，浦阳黄氏又家业复兴，声威重振。婺州（金华郡）浦阳黄氏主宗
传到第十七代，即江夏黄香的第二十六代黄洪、黄浩兄弟二人时，正值唐末五代之际。洪、浩兄弟二
人，共生了8个儿子。其中黄洪生子三人：秘、瑕、琰；黄浩生子五人：琛、璞、圮、琬、珍。浦阳
黄氏第十八代的这兄弟8人，后来分居各地：黄苾由浦阳迁郯县（今浙江嵊县）双井，黄瑕一支迁江
西丰城洗江，黄琰、黄璞同迁江西弋阳，黄琛一支徙居江西清江，黄圯迁居江西洪州分宁（今修水）
，黄琬一支徙居建宁浦城（今福建浦城），黄珍的两个儿子黄兰、黄苣则分别徙居江西崇仁和浙江湖
州。② 邵武黄姓：这支黄氏，最初是由江夏北迁至中原光州固始(今河南固始县)，然后再折而向东，
于隋唐之时再迁居于福建邵武。黄峭山，为海内外黄姓万派共宗的邵武黄氏大显祖。其名，其事，虽
不见于经传史志，但在黄氏族人中、在黄氏家乘中，他事迹独特，名望尊显，流传久远，几乎无人不
晓。黄峭山名黄峭，字峭山，又名岳，字实登，号十郎。唐末五代人，是邵武黄氏始祖黄惟淡之孙。
黄惟淡原籍河南光州固始。据福建《麟峰黄氏家谱·旧序》，唐末昭宗景福二年（893年）九月，以王
潮为福建观察使，“潮始人闽”。黄惟淡也于此时带领家族随王朝、王审知兄弟自光州固苎迁徙至福
建，初居建州浦城（今福建浦城），不久迁居邵武，苎籍邵武平洒乡（今邵武市水北乡旧县村），成
为后世闻名的邵武黄氏一派始祖。黄峭山他娶了三位才德兼优的夫人：第一夫人上官氏（亦作官氏）
，诰封一品夫人；第二夫人吴氏，诰封一品夫人；第三夫人郑氏。这三位夫人各生7子。这21个儿子，
个个功名卓著，成就斐然，而且子孙兴旺，后嗣蕃昌。五代后周广顺元年（951年）正月初二，年已八
十高龄的邵武和平黄氏大族祖峭山公，将21房子孙召集齐全，然后当众宣布了一个重大决定：将黄家
自春申君以后数千年所积累的祖产——铜钱80万贯，金银800余称，一并均分为21份，合令三妻位下
共21房子孙，各领祖传家产一份，随即离开家乡，另立基业，各自自谋发展。当时三位夫人啼泣请求
，峭山公便对原来的决定稍作改动，重新宣布：除官、吴、郑三位夫人名下各留长子一房奉养老母以
尽温情之义以外，其余18房子孙，不许恋此一方故土，须各自信步天下，择木而栖，相地而居。接着
，峭山公卜占离家吉日，并于这一天将新修的《黄氏家谱》21套，分授21子，各领一套，嘱令他们随
身携带，妥善珍藏，不忘所出。邵武黄氏的这次大分析，以及随之而来的迁徙流布，相当多的黄氏谱
牒都有详细记载。父子兄弟作别时，峭山公曾规定，以21子所徙居之地的名称，代替21子之名。③ 客
家黄氏 （属邵武分支） 宁化客家黄氏是峭山公的支裔，其开基始祖是峭山公的第九子黄化。黄化，
字惟枋，号从章。又名黄宁，或黄朝化，都是因迁居地“宁化”而得名。他生于五代后梁癸酉年(913
年)正月十一日，原籍邵武禾坪。公元951年邵武黄氏大分析时，黄化即领家室自禾坪再向西南徙居汀
州府宁化县，落籍宁化石壁村，开拓新的基业。黄化在宋初中第十九名进士，官任左御史、广州刺史
等职。黄化的后裔，在闽粤为官任职的不少，子孙极为兴盛，遍布闽、粤两省各地。黄化被尊为闽粤
客家黄氏的始祖，为许多黄氏家谱所尊称的著名的“宁化公”。④ 嘉应客家黄氏 （宁化客家黄氏分
支）嘉应客家黄氏的开基始祖名叫黄僚。据宝安坪山谱和鹳薮谱，黄僚，亦作黄辽，字海虎，号良臣
，南宋(一说元代)人，是峭山公第八子黄化的裔孙。是南宋时期进士，初任大理寺丞，隆兴三年(1165
年)升琼州太守，为官海南。任职期满后告老还乡，途经嘉应时，爱此地水秀山清，便卜居于嘉应州城
西厢五马坊水巷口。黄僚移居嘉应后，家族兴旺，成为当地望族。其子孙广布于粤、闽、赣三省各地
。在嘉应州城的黄氏宗祠里，至今供奉黄僚为始祖神。福建邵武黄氏许多支中除了最著名的一支峭山
派，另外黄膺派也很著名。黄膺，据多种文献资料所述，他是唐中叶人。原籍河南光州固始，后徙居
福建邵武，成为邵武黄氏一派始祖。黄膺的后裔，非常显贵，北宋时出了著名的尚书右丞黄履和大书
法家黄伯思，因此，家族名扬天下。6、明清时期的迁徙 ① 迁往台湾的黄姓：明末清初，闽粤一带的
黄氏，有一部分迁往台湾，人丁兴旺，与陈姓、林姓、郑姓，成为台湾的四大姓，素有“陈林半天下
，黄郑排满街”的美称。后来，黄氏又播迁到了海外。早在明代以前就开始东渡海峡，迁徙人台。尔
后，他们世世代代生息繁衍于此，开拓宝岛，艰苦创业。台湾的发展历史进程，将深深地铭记下他们
不朽的功绩。明朝天启末年（1625—1627年），福建大旱，郑芝龙便舟载饥民数万人人台，其中有大
批黄姓成员。但见于史籍记载的最早迁台黄氏，是明末南安人黄正束，他在明崇祯十年（1637年）移
居今台湾马公，后支分澎湖湖西。这以后，黄姓之人台者，便源源不断，到了清代的前期和中叶，便
形成丁高潮。他们大多来自福建的泉州、漳州、汀州和广东的嘉应、潮州、惠州等地，散居于台湾各
地。他们往往成为后世台湾黄姓各支派的人迁始祖。据《闽台关系族谱资料选编》节选《桃源蓬莱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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氏族谱》记载，福建永春县桃源蓬莱黄氏家族第十四世的黄毓盼，第十五世的黄宗选、黄宗琅、黄宗
瑶，第十六世的黄文令、黄绍养、黄绍禁，第十七世的黄克凉、黄克甚、黄克读、黄克炉，第十八世
的黄鸿钗、黄鸿胖、黄开仓等大批族人，都先后渡海徙居台湾。晋江《安海金墩黄氏族谱》即记载，
该族第十一代有黄贻鼐，第十二代有黄微熔、黄素官、黄光辉，均居台湾。光绪《临海黄氏家谱》（
抄本）所载，福建泉州临海黄氏，在清乾隆年间便有人开始迁往台湾。此后，该族子孙多有徙居台湾
淡水、基隆等地者。如第六代有儒生黄王艺，于雍正时游学台湾邦寮浪桥，后来就落籍台湾；第八代
有黄佳和迁往基隆、黄昕移居淡水；第九代有黄豆附徙台湾、黄牒居淡水、黄情迁鹿港；第十代有黄
公体、黄蜂、黄熙等迁居台湾。台湾黄姓，遍布全省各地，尤以澎湖列岛和台湾西海岸的基隆、淡水
、桃园、新竹、苗栗、鹿港、南投、虎尾、台南、屏东沿线地区为多。 ②移居海外的黄姓 东南亚印
支半岛、南洋、欧美澳等世界各地，到处都有他们在拓荒，在建设，在创造奇迹。 越南黄姓移居越南
，很可能早在黄国灭亡后不久就开始了。当时有大批黄姓遗民被楚国强迫迁徙到江南越人居住地区，
加入了越人队伍。随着越人的不断南迁，黄姓也随之迁入越南。不断南迁的黄姓中，有秦汉山越黄氏
，有六朝唐宋的黄洞蛮，有明清岭南壮、瑶等族黄姓。越南人中的黄姓，绝大部分是上述移民的后裔
。这些越人黄姓后裔，又从越南继续扩展，至今已广布于印支半岛各国。在历史上，还有一些黄姓中
国人，由于政治避难、经商等原因迁居越南。明亡后，许多黄姓遗民不甘事清，纷纷外逃避难。1679
年，中国龙门副将黄进与总兵杨某等，率3000余众、战船50余艘，逃往越南。阮氏王朝迫使他们进入
东浦(当时属柬埔寨)地区。从此，这批人及其后代便在东浦定居下来。当今，黄姓已繁衍成为越南十
大姓之一，在越南全国的200余个姓氏中，黄姓是人口数排在第八位的大姓。泰国。是中国黄姓移民较
早、人数很多的国家之一。据有关资料统计，泰国黄姓现有30余万，在泰国华人社会中有很大的影响
。泰国黄姓华侨、华人，不仅建立有自己的宗族组织“泰国黄氏宗亲会”，还积极参加当地华侨华人
的社会活动与社团组织。南洋。大约是在元朝末年，黄姓移居南洋。当时一位名叫黄森屏的官员奉命
出使婆罗国（今文莱）。他到达婆罗后，便在婆罗国留居下来。之后，他以杰出的才干被推为文莱华
人的领袖。后来，成了整个婆罗国的统治者——苏丹(实即国王)。他去世后，葬在文莱，子孙世代留
居于此，且极为显赫。黄森屏生有一女，于明洪武八年(1375年)嫁给渤泥(即文莱)第二苏丹阿合曼。阿
合曼逝世后，黄森屏的女儿便继位为文莱国王。自此以后，文莱国王按女性血缘世系传递。第一位渤
泥女王黄氏去世后，王位传给了她与阿合曼苏丹所生之女。至本世纪，文莱国王已传20余代，他们都
是黄森屏的女性直系后裔。历史上文莱王室便奉黄森屏为始祖。明代开始，迁徙南洋的黄姓大增。公
元19世纪，由于中国封闭的国门被西方殖民列强的大炮轰开，因而出现了沿海居民移居南洋的高潮。
黄姓也是如此，移居南洋的人数迅速增长，仅据菲律宾殖民政府1893年和1894年的统计资料表明，在
当时移居菲律宾的近10万华人中，来自福建晋江、同安、南安、龙溪等地的黄姓华侨就有数千人之多
，在当时旅菲华人七大姓中名列第二，仅次于陈姓。至今，菲律宾黄姓人口已发展到了5万余名。此
外，在印尼、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国，也有大量的黄姓华人华侨。近代以后，南洋黄姓华侨华人为了
联络同宗，都纷纷建立了各种宗族组织。在菲律宾，建有黄江夏堂；在印尼、新加坡、马来西亚，建
有江夏公所。此外，南洋黄姓华侨还在新加坡建立了统一的“南洋黄氏总会”。移居欧美澳黄姓移居
美洲的历史，始于19世纪50年代。在早期的美洲华侨各姓中，黄姓人数最多，主要来自广东，其次是
福建。广东华侨，又主要来自兴宁、新会、开平、恩平四地，故称“四邑人”。在1850年成立的美国
华侨社团“四邑会馆”中，黄姓人数最多；1854年由广东兴宁华侨创建于三藩市（即圣弗朗西斯科，
又称旧金山）的宁阳会馆中，黄姓人数在26姓中排名第一；在1876年由开平、恩平两地侨民在旧金山
成立的合和会馆中，黄姓在7大姓中名列第二。至今，在全美华裔各姓宗亲中，黄姓宗亲人数仍然是
最多的。家族名人 黄歇：游学博闻，楚考烈王以之为相，封为春申君。相楚二十余年，食客三千多人
。娶李园之妹，知其有孕，纳于考烈王，生幽王。后李园用事，忌春申君，遂伏死士于棘门刺杀之。
黄初平：（黄大仙）黄初平，晋朝丹溪人。十五岁时他去放羊，有个道士见他本性善良，把他带到浙
江金华山石室中，收他为徒。一学就是四十多年。他的哥哥黄初起一直都在寻找他，经过这么多年都
没找到他。后来在街市上看到一个道士在占卜，黄初起就问他弟弟在那里?道士说：「金华山有一个放
羊的小孩，姓黄名初平，是你的弟弟不是?」初起听到之后，立即跟道士到金华山寻找。兄弟相见后悲
喜交集，哥哥问弟弟道：「羊在那里?」黄初平指着白色的石头说：「就在那儿」，并喊：「羊起来」
於是白石头都站起来变成山羊，有数万头。初起惊讶不已，便跟初平学道。他们俩个都成仙了。黄初
平别号「赤松子」。浙江金华有黄初平的赤松观，香港的黄大仙祠，就是浙江金华的「分庙」，黄大
仙即是黄初平，极受崇拜。黄霸：(前？～前51）字次公，西汉淮阳阳夏人。少学律令，武帝末，补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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郎谒者，历河南太守丞，时吏尚严酷，而霸为政宽和。尝从经学家夏庚胜治尚书。官至丞相，封建成
侯，卒谥定。黄庭坚：(1045～1105）字鲁直，号山谷道人，又号涪翁，宋分宁（今江西修水县）人。
与张耒、晁补之、秦观合称苏门四学士。工诗，为江西诗派的开创人，并擅行、草书。着有山谷内集
、外集、别集、词等。黄巢：(？～884)唐曹州人。出身盐商，积财聚众，尤好收留亡命之徒。唐懿宗
以来，因皇室奢侈过度，赋税沉重，加上连年发生水、旱灾，遂致民不聊生，盗匪群起。唐僖宗干符
元年（公元874)，王仙芝率盗匪起事，翌年黄巢起兵响应，干符五年王仙芝败死于湖北，黄巢被推举
为冲天大将军，率众攻掠江、浙、闽、粤等地，广明元年（公元880)陷洛阳、长安，僖宗逃奔成都，
巢自号为帝，国号大齐。唐以官爵笼络李克用相援，大败黄巢，巢自刎身亡，为害十年的黄巢之乱始
告结束，史称为黄巢之乱。黄道婆：元朝时擅于纺织技术的女工艺家。曾随崖州黎族学习纺织技术，
学成后返乡从事纺织工作，促成棉纺织业的进步，使元明以后的松江细布闻名于四方。纺织业者遂立
祠祭之，以感其功。亦称为黄婆。郡望堂号 1、郡望 江夏郡：汉高祖置郡。此支黄氏，为东汉大臣黄
香之族所在。治所在安陆（今湖北省云梦）。会稽郡：秦时置郡。此支黄氏，出自东汉黄昌之后。治
所在吴县（今江苏省苏州市）。 零陵郡：治所在零陵（今广西全州西南）。巴东郡：东汉时置郡。此
支黄氏，出自东汉蜀将黄权之后。治所在鱼复（今四川省奉节东）。 洛阳郡：即今洛阳，为江夏分支
。晋安郡：治所在侯官（今福州市）。 濮阳郡：治所在濮阳（今属河南省）。 东阳郡：治所在长山
（今浙江省金华）。南安郡：治所在豕原道（今陇西渭水东岸）。 西 郡：为酒泉黄衍之后。在今甘
肃省永昌一带。 江陵郡：在今湖北省荆州。松阳郡：治所在今浙江省西南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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