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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版闽都宗祠寻脉闽都宗祠寻脉
闽都文化

——闽清坂东墘上黄氏六叶祠闽清坂东墘上黄氏六叶祠

宗祠是生长在大地上的“植物”，它记载着一个家族的血
脉、迁徙与发展。它不仅是一座建筑，更是一种独特的文化，是
以建筑形式存在的一部部家国历史。

为在乡村文化振兴中积极发挥宗祠文化的作用，让宗祠更
好地成为传承和弘扬传统文化的载体，2022年11月中旬起，福
州市文化和旅游局、福州日报社联合开展“闽都宗祠寻脉”大型
系列报道及出版活动，助力美丽乡村建设，提升文旅魅力。欢
迎福州市民读者积极推荐身边宗祠并参与书写。宗祠文图征
集邮箱：fzwbwhb@163.com，时间截至2022年12月31日。

闽都宗祠报道同步更新请关注微信公众号“悦号”（fzw⁃
bysh），后台发送“闽都宗祠”可查阅具体征稿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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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闽清县坂东镇墘上村的黄氏六叶
祠，原名福建省江夏虎丘黄氏祠堂，是福建
省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古祠堂。其历史可追
溯到北宋大中祥符初年（1008年），其传承
脉络清晰、底蕴深厚，建筑规模宏大、特色
鲜明，素有“万祠之首”的美誉。

六叶祠前身为“护国积善院”，原址在闽
清塔庄镇秀环村凤栖山，为纪念黄氏入闽始
祖敦公而建，历史已有千年之久。祠堂落成
后，族裔黄彦荣率众奏请北宋朝廷敕额名为

“护国积善院”，历宋、元、明、清数朝，兴盛一
时，后毁于火。黄氏子孙于20世纪40年代
初在闽清六都墘上村选址重建。因始祖黄
敦生六子，发六枝，故祠堂被称为“六叶祠”。

避乱开基 结庐躬耕

公元893年，黄敦以部将的身份，跟随
王潮、王审知兄弟领导的义军，从河南固始
县出发，一路南下，进占福州。王审知建立
闽国后，黄敦厌倦了军旅和纷争，选择退隐
山林。但他并没有回归河南，而是选择在闽
清塔庄的凤栖山结庐躬耕。因其庐轮廓貌
似伏虎，遂自号“虎丘居士”。黄敦生有六
子，即：黄宗、黄礼、黄凝、黄勃、黄启、黄余，
子孙均十分繁茂，世称“六叶”。

黄敦十分重视兄弟和睦。为教育儿子
们团结友爱，他曾亲自在厅堂墙壁上题写训
子诗：“六叶同开一样青，莫因微利便相争；
一回相见一回老，能得几回为弟兄”，教育子
女要以和为贵，兄弟之间要和睦相处，开启
了黄氏“诗礼传家”的优秀传统。

耕读立世 诗礼传家

后人道黄敦是一位智者，一位福者，一
位典型的人生赢家。他从中原南下，实为避
乱；从福州的小王廷隐于闽清，还是避乱。
就其选择来说，一直是在求生、求安、求发
家，都为自保、保家、保未来。这是普通人经
历战争与离乱的正常选择，难能可贵处在
于，黄敦不为王氏称王福建的胜利所惑，不
为有功之臣的身份所累，毅然决然解甲归
农，实为初心如磐。他在闽清定居之后，一
边兴业发家，一边教育子孙，开启了耕读立
世、诗礼传家的进程。在这一家风之下，子
孙盛世可仕，光耀门楣；乱世可退，延续烟
火。进退有据，实为明珠在握。

虎丘黄氏“耕读传家”到第七代，就出了
闽清第一个进士黄稹。至科举制度终止时，
后裔中有据可查的进士就有486个。仅在宋
一朝，黄氏就涌现了黄唐、黄裳、黄定等5个
状元。其他朝代为宦而有功于历史及民族

者更是不胜枚举。明末诗人黄文焕赞曰：圣
主而得贤臣，派皆此出；一经以贻百代，善固
可为。南宋状元宰相文天祥在《黄氏世宦谱
序》中也盛赞虎丘黄氏：人诗书，世簪缨。

六叶传芳 传说动人

黄氏在闽清兴旺的家族发展过程和子
孙后代人才辈出的盛况，在民间留下了不少
富有传奇色彩的传说。

传说之一是关于黄敦选择的得天独厚
的住址。他隐居后一度以养蛋鸭为生，因独
得灵地，养殖业有如神助：鸭子每天总生双
蛋，而且多为双黄蛋，让其收入日增，从而奠
定了发家基础。另一个传说是关于黄敦的
墓葬。传说黄敦在放鸭过程中，择中了一个
位于山腰上自然形成的凹陷地。他每天出
工之后便悠闲地在该处休息，人鸭相安，家
业蒸蒸日上。倏忽黄敦年高，某天给他送饭
的夫人来到该处，看见黄敦已陷身凹穴之
中，只露双脚在外，并隐隐听到虎啸之声。
情急之下，夫人边哭泣边扯其双脚。一位颇
有见识的先生经过，见此情形对夫人说：你
相公已经去世，得天赐虎葬，是大德得报，不
要再拉了。这位先生还对黄夫人预言说，得
此“宝地”，子孙当繁衍至六斗芝麻之数。黄
敦后裔至今约有260万之众，不知可算是预
言应验？

在近代，黄氏六叶祠新址进行平整之
时，还挖出一光滑巨石，颜色有如蛋黄，所处
位置恰在后厅的正中心点，与大厅合砖共
向、直线巧合，人们称之为“龙珠”。民间说
这亦是灵兆，寓示后世昌隆，六叶祠内至今
留存此石。六叶祠正门前并排植有六株松
柏，左右分列，其后裔说松树代表着黄敦六
子。哪棵树大，哪个支裔也就庞大。

当然所谓传说，无非是人们出自美好
愿望对神秘力量的遐想，或者对现实中人与
事物的美化。但“六叶传芳”的传奇故事作
为宗族发展的一个映照，六叶祠作为宗族文
化的一个载体，也可视为神话成真的美好案
例。

名祠风采 门庭巍巍

六叶祠建筑为典型的中原宫殿式祠堂

风格，祠堂用地 12000平方米，建筑面积
3961平方米。正大厅宽11.3米，正栋高9.6
米，左右各三边厅。两边住院各三厅，回照
两边各四厅，均是双层建筑，内有海内外宗
亲捐建的纪念厅、怀恩堂。天井埕宽35米，
长19.5米，植四时花树。虎头门威武雄壮，
两边镌贴金对联，一对石狮雄踞左右，门前
埕植六株松柏，明堂外旷野平畴、柳竹溪桥，
内外格局弘阔，环境十分优美。

祠堂大厅以九根立柱组装木扇，尤其
引人注目的是出廊大柱，腰围达1.62米，当
年由百名壮汉经月余时间才从尤溪掮到现
址。大厅正殿神龛供奉敦公夫妇及历代祖
宗牌位。上方悬挂林森题赠的“国族所基”
巨匾，壁上镌敦公所作训子诗。各壁顶、横
梁处悬挂“状元”“民族英雄”“传奇天人”“博
士”等匾额35面。而“两朝双宰相，一代五
状元”等18幅推光嵌金楹联与两壁8幅名人
画像尤为肃穆雅致。两边廊壁镌刻有文天
祥撰写的虎丘黄氏仕宦谱序与黄龟年四劾
秦桧奏章及萃文馆中的状元卷，文采照人。
两边门厅供奉一至六叶列祖牌位，并志各叶
名人，井然有序。

六叶祠重建前后，正值战乱。在颠沛
流离的岁月中，六叶祠曾作为临时学校，接
纳了沦陷的福州城内转移来的学生。这里
还成立了闽清第一个中共党组织，即中共闽
清县中学支部。进步人士在此印刷传单，传
播革命道理。

20世纪60年代，六叶祠一度成为人民
公社的办公处，后又改为造纸厂等。近四十
年的时间里，六叶祠曾承受了岁月风霜的浸
润与历史风云的洗礼，一度破旧不堪。后来
在虎丘黄氏宗亲们的资助下，宗祠于20世
纪80年代初修复了原貌。此后，黄氏宗亲
相继成立了虎丘黄氏六叶祠理事会、宗史研
究会、文保委员会、慈善协会等机构，六叶祠
的各项管理工作走上了正轨。

今天的六叶祠不但是黄氏后裔的一个
共同精神家园，也成为海峡两岸虎丘黄氏后
裔纪念入闽始祖的圣殿，还赢得福建省“万
祠之首”的美名，成为闽清的一个特色旅游
胜地。

（池宜滚/文 林振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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