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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iHai and CiYuan are more general and authoritative for the interpretation of “Hakka” terms. Combined with the discussions of senior 
experts and scholars, it can be summarized as formation of the Hakka family is a historical process, the beginning of the Hakka ances-
tors’ southward migration (not mass migration) should be in the late Han and early Jin, the Six Dynasties, Tang, Five Dynasties and Ten 
Kingdoms period, to the late Northern Song and Southern Song and the middle of the twelfth century. The three stages of gestation, ma-
turity and development were from the six Dynasties to the end of Tang Dynasty and from the Five Dynasties and ten Kingdoms to 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 From the end of 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 to the Turn of the Yuan Dynasty; From the end of Yuan dynasty to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Most of the space is located in the areas where the Hakka people live, that is, today’s Jingzhou area, Longyan 
area and some counties in Sanming City, Meizhou and some counties, and some counties in Huizhou, forming a triangle. Professor Luo 
Xianglin, a Hakka research expert, made a groundbreaking conclusion of the “Five Great Migrations” on the origins of Hakka. Howev-
er, in each period, the development in various regions was uneven. In general, it can be summarized as being bred in southern Jiangxi, 
mature in western Fujian, and developed in eastern Guangdong. According to the definition of CiHai and CiYuan, the ancestors of the 
Hakka folk family must be those who moved south and settled in the Jiangxi, Fujian, and Guangdong triangles from the end of Han Dy-
nasty to the Jin Dynasty. The academic circle is called the Hakka base camp. However, in Chunke counties of the three provinces, some 
people believe that Zhao Tuo of Longchuan County, Guangdong, China should belong to the earliest Hakka ancestors; Some people 
think that the “Muke” in Xingguo County of Jiangxi is the earliest Hakka ancestor in southern Jiangxi. Does this statement accord with 
the time definition and historical facts of the development history of the Hakka people? The paper discusses th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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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辞海》《辞源》对“客家”词目的释文较具概括性和权威性。结合资深专家学者的论述，可以归纳为：客家民系的形成是
个历史的过程，就客家先民开始南迁（不是成批迁徙）应在汉末晋初，历六朝、唐、五代十国时期，到北宋末南宋中十二世
纪中叶。其间经过的孕育、成熟、发展三个阶段分别为六朝至唐末、五代十国至北宋；北宋末至宋元之交；元末至明清。大
体空间均在当代客家人的聚居区，即今之競州地区、龙岩地区及三明市的部分县，梅州市及部分县、惠州市的部分县，具成
为三角地带。客家研究专家罗香林教授对客家源流作出了开创性的“五次大迁徙” 的结论。但每一时期在各地的发展又呈不
平衡状态，大体言之可概括为孕育于赣南，成熟于闽西，发展于粤东。按照《辞海》《辞源》的界定，客家民系的先民必是
汉末至晋代以后南迁并定居于赣闽粤三角地区者，学术界称为客家大本营。然而，在三省纯客县中有的人认为中国广东龙川
县的赵佗应属客家民系最早的客家先民；又有的人认为江西兴国县的“木客”，是赣南最早的客家先民。此说法是否符合客
家民系发展历史的时间界定和史实呢？论文对此进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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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引言

赵佗是秦始皇使尉屠睢率兵平越，被越人打败，尉屠睢

被杀之后，命赵佗挂郡尉官衔率戍卒驻守五岭，平定南越，

论功行赏，委任赵佗为龙川县令。现广东龙川县有赵佗衍传

后裔。赵姓和一批戍卒在秦时是以征服、拓荒者身份到龙川

一带，是以统治者的身份被官方安排定居下来，他们无法自

由选择居处，只能听命于他人的安置，不能集中居住于一地。

加之人少，分散于土著村落，甚至家族。在这样的情况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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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难以同化土著，而是被土著同化。罗香林教授在《客家

源流考）一书中早已指出：“秦汉戍卒与客家无直接关系”。

赣南师院谢万陆教授说：“我们遂认为秦汉时南迁的汉人，

定居于赣闽粵边三角地区，但不能称为‘客家’。”中央党

校叶杨教授在论文《秦戌卒守五岭与客源的分析》明确指出：

秦戍卒与客家无缘，不能算客家民系的最早客家先民。

再就是所谓的“木客”。传说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初，曾

将六国的降卒编为役徙，用以修筑阿房宫等苦差，有一些进

入江西雩山山脉复地。上洛山（今中国兴国县境内）就是其

中的一个点。由于代远年湮，木客是否确实，既无确凿的史

料可证，也无传衍的后裔可寻。究竟木客留在上洛山或雩山

山脉何地？现是什么姓氏人？居住在哪个村庄？均若烟云。

千里迢迢来到偏僻荒凉的土著区，斫树运往黄河流域建阿房

宫，表示怀疑。就算秦代真有木客在兴国上洛山伐木，也只

能是斯时有北来汉人入赣。之后找不到这部分人的后裔，说

明早已被当地土著人同化，或迁徙他方。资深专家学者（如

罗香林、黄火兴、黄钰钊、丘菊贤、许怀林、李逢蕊、叶杨等）

均持否定态度，认为这部分人不是客家先民。

2 最早的客家姓氏文献记载

从各种渠道查阅了赣闽粤三省纯客县到目前为止具有代

表性的客家姓氏专著和部分方志、族谱，将现有分布在这个

大本营地域的姓氏之迁入年代（未包括曾寄居，后又迁往他处）

梳理摘录如下。这是笔者稽考现有文字记载的资料。

2.1 江西省赣南地区

谢万陆在《客家学概论》（江西高校出版社）提到，兴

国最早的客家是南朝的钟姓。

钟蔚伦在《瑞金客家风情录》（内部出版）提到，瑞金

目前的 9 个著姓是唐天佑从宁都迁入的赖姓。

于都县地名委员会在《于都县地名志》提到，曾氏唐初

迁入、已传 60 代是最早迁于都的。

朱祖振编著的《石城客家姓氏）（石城县志办年内部出版）

对石城现有 83 个姓氏的源流作了翔实考证，得出石城最早迁

居的是东晋义熙八年（412 年）郑姓。

邱常松编著的《宁都姓氏人口综观》（江西科技出版社

1994 年出版）记载了宁都（含石城场）450 多个姓氏的迁居

年代和人口分布（到村委会）。其中含 130 多个姓氏的迁徙

源流历史均考证谱牒，宁都最早的客家是晋初迁入的赖姓，

该姓一直定居至今。

2.2 福建省闽西地区

余兆迁撰写的《宁化客家姓氏源流》记载了宁化 121 个

姓氏的迁徙源流历史，宁化最早的客家是隋代迁入的巫姓。

上杭客家联谊会编著的《上杭客家姓氏源流汇考》（内

部出版）记载了上杭 30 个姓氏的迁徙源流历史，上杭最早的

客家是北宋迁入的郭姓。

《长汀客家风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 年版本）

该书记载了长汀 110 多个姓氏的迁徙源流历史，长汀最早的

客家是唐代迁入的刘姓。

林富保在《武平客家来自何时》（载《客从何来》论文集）

提到，武平最早的客家是后唐迁入的何姓。

2.3 广东省粤东地区

梅州市地方志办、客联会联合编撰的《客家姓氏渊源》

二集共记载了梅州地区 68 个姓氏的源流历史，梅州最早的客

家是后唐迁入的杨姓。

王淦文在《兴宁客家人的根在哪里》（载《客从何来》

论文集）提到，兴宁最早的客家是五代十国时迁入的杨姓。

蕉岭地方志《蕉岭姓氏源流》（内部出版）记载了蕉岭

33 个姓氏的迁徙源流历史，蕉岭最早的客家是北宋时迁入的

钟姓。

廖炳贤、黄振耀文在《五华客家源流及其居民族属演变》

（载《客从何来》论文集）写道：“据各姓族谱记载，最早

的客家是南宋初迁入的古姓。”

黄志环编写的《大埔县姓氏录》（内部出版）记载了大

埔县 100 个姓氏的迁徙源流历史，计宋代 10 个、元代 29 个、

明代 50 个、清代 11 个。大埔最早的客家是北宋淳化间迁入

的古姓。

3 客家大本营主要纯客县的建县时间

《客家风华》（广东省经济出版社，1997 年版）一书：“附

录六：赣闽粤边区各县建置时间表”所载，赣南地区：于都

县，汉高祖六年（前 201）建；赣县，汉朝（前 206-220）

建；兴国县、南康县、宁都县，三国吴嘉禾五年（236）建。

闽西地区：宁化县，唐开元十三年（725）建；长汀县，唐

开元二十四年（736）建；上杭县，北宋淳化五年（994）建；

武平县，北宋淳化五年（994）建。粤东地区：兴宁县，东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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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和六年（331）建；大埔县，东晋义熙九年（413）建；梅县，

南齐（479-502）建；五华县，北宋熙宁四年（1071）建”。

从建县的年代来看，赣南有 5 个县在三国前建县，有 3

个县在南北朝和唐代建县。闽西仅有 2 个县在唐代建县。粵

东有 2 个县在东晋建县，1 个县在南齐建县。

而从客家姓氏迁入的年代来看，赣南也远远早于粵东和

闽西。这充分说明客家民系形成发展的进程先赣南，再闽西，

后粵东的观点是正确的。

愈来愈多的中外客家研究专家学者认为，赣南是客家先

民最早的聚居地区，宁都则是赣南地区乃至赣闽粤客家大本

营中最早、最多客家人迁居的县份，粗略统计全县有 30 多个

姓氏于唐代末之前在此扎根定居，全县 130 多个客家姓氏中，

唐宋时期的“老客”就有 40 多个、而且一直世居至今，代代

相传。这是赣闽粤客家大本营所属纯客县中绝无仅有的。

4 宁都赖氏

就单个姓氏来看，赖忠诚迁入宁都的年代是晋代初，不

仅居宁都、赣南之先，而且闽西、粵东亦没有比该姓先迁入

之客家姓。

前面已述，各县的客家姓氏迁入的年代是以现有的文字

资料为依据的，这些姓氏徙居各县，且一直定居于斯，传代世

系彰彰可考，并不是像有的姓氏早年迁入，过一段时间又匆匆

迁往别地，在原居地没有留下后裔可寻。有的则被当地土著同

化。这就是为何在赣闽粵客家大本营各县找不到始建县时的姓

氏邑人。比如于都县是赣南地区建县最早的县份（汉高祖六年

置县），而迄今有文字记载的最早姓氏只有唐初迁入的曾氏。

宁都赖氏自晋初为躲避战乱，寻求安定，选择赣南最北

部，也是宁都最北边的桴源村。这里山高皇帝远，林木浓郁，

山青水秀，气候温和，雨量充沛，可耕地比比皆是。赖姓在

此边陲村落聚居、蕃衍达 1700 多年的历史，虽时有后裔外迁，

但一直设有断居过，其裔孙外传海内外何止百万人，可谓星

罗棋布，瓜瓞绵绵，凡是翻开赣闽粵纯客县乃至海外客家赖

氏聚居地的赖氏家谱，莫不与宁都赖氏有密切的血缘关系。

5 宁都县肖田乡

如今，桴源赖氏在当地和县内已传世 60 多代。经过

1700 余年的历史沧桑，始祖赖忠诚墓现仍保存完好，座落

于桴源村西侧热水村温泉对面约 200 米处的梅江源头。历代

多次修葺，清代的一次大修是道光乙酉年（1825），近期于

1906 年又重修了一次。桴源赖氏祠堂，始建于明成化七年，

虽比不上那些雕梁画栋、富丽堂皇的古代建筑，但它却是古

朴壮观、令人神往的赖氏族人的圣殿，2000 年经宁都县人民

政府批准列为县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宁都肖田的赖氏，是赣闽粤早期南迁汉民，堪称客家第一

姓。晋武帝太康元年（280），曾在蜀汉间任过都尉太卿的赖忠诚，

为避“八王之乱”（西晋初，皇族大封同姓子弟为王，拥有军

政大权，为争权夺利，八王之间互相杀戮，造成社会大动乱。）

携家口从浙江松阳迁至江西揭阳（宁都古县名）之热水桴源。

据唐嗣圣十九年（702）《赖氏桴源一修谱》序云：“按

赖氏之先，春秋有赖国，本周姬姓。

二修谱（北宋淳化年修）序云：“初祖忠诚公，三国时

人也”。

三修谱（南宋绍定年修）序云：“……吾相国茹公，由

高祖定风直士，仕浙东北，三世士瑞徙松阳。又数传，字仲方，

避地揭阳令以赤竹坪。再两传，而文辉宣仪父子，富甲郡邑。

当隋开皇十八年，改虔化，遂各徙焉。……”

赖忠诚长子赖光，字列宣，号定风直士，仕于西晋惠帝朝，

官至浙东刺史，诏加太尉。次子赖达，仕于广西；裔孙赖匡，

于东晋元兴间由太守入朝，义熙间累官至太尉，加相国，封

茹公。因见刘裕专权，晋室将殆，慨然叹曰：“无人食西山

薇久矣”！遂弃官归隐。匡子硕（字仲方），曾官任太常寺

少卿，后承父志，终南朝不仕，从居住地浙江松阳迁回揭阳

桴源，再迁赤竹坪（又名雪竹坪，即今县城）[1]。

赖氏后裔发达，富甲一方，至孙辈赖昭时，赤竹坪已“人

烟繁，俨然胜地”。隋开皇十八年（598），有司奏政揭阳为

虔化，治所从南部之白鹿营移至赤竹坪，朝廷在县城敕建“神

司”“华表”“灵山”三庙，合州永祀。《宁都直隶州志》：“上

三庙，传为祀赖氏祖文辉、文华、文献”。州治旧名雪竹坪，

系赖氏地基，故设祠祀。

赖姓又是宁都老客向外播迁最早的姓氏，自唐季始迁，

如今全县有裔孙近 3 万人，是宁都第九大姓。其后裔散布在

海内外各地，衍传子孙达二百多万人。在宁都县客联会出版

的《客家第一姓——宁都赖氏》一书有翔实记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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