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林氏宗祠 

九龍世澤 雙桂家聲 

林姓源於子姓，商朝末年，紂王的叔叔比干因忠諫被

紂王殺害，比干的夫人陳氏懷孕在身，聞聽比干被害，便

出逃到郊野（今河南衛輝縣北、淇縣湛河以西一帶）的樹

林裡的石室中隱藏起來，生下一男名堅，字長恩。不久紂

王被殺，陳夫人和比干的遺腹子堅都歸於周，得到周武王

禮遇，武王因堅在林中所生，因此賜堅姓林，其子孫繁衍，

成為林氏的主要支派。 

戰國時期，林堅後裔，趙國宰相林皋居住九門（今河

北槁城縣西北）生九子（文、成、宣、化、德、修、明、

勉、韶）時稱九龍之戶，十德之門，因趙國君王嫉才，林

皋父子攜逃西河（今山西離石縣），在此發展成望族，從

此便以「西河」為堂號。東漢時期，林皋的十世孫林穎長

子世居濟南，任下邳太守，子孫昌盛，成為當地望族。林

穎次子林祿，字世蔭，隨晉元帝渡江南下福建莆田，泰寧三年(327)，任晉安太守，東晉穆帝永和十

二年(355)卒，被追封為晉安郡王。林祿的二世孫林景公、三世孫林緩公，均有戰功，相繼封為桂陽

郡(今湖南郴州)南平侯，故林氏祠堂或民居常用聯語為「“九龍世澤，雙桂家聲」，出自於此。 

林祿公的十世孫林茂於唐代遷入莆田尊賢裏北螺村，即今之荔城區西天尾鎮。林茂之五世孫林萬

寵官至高平太守，其次子林披生九子葦、藻、著、薦、曄、蘊、蒙、邁、茛、皆官至州牧（即州長）

以上的高官，刺史，世稱「九牧林家」，「九牧流芳」即出於此。 

坑下莆林氏分脈自九牧公下，至近代始祖林耀先在漳州平和縣居住，後因地窄人稠，故遷於廣東

惠州府海豐縣石碑屯吉康都，後又遷到東莞莆崗，至十四世祖永盛公再遷往林村坑吓莆，時約公元

1607 年。現坑吓莆林氏族人奉永盛公為始祖。後因坑吓莆發展無地，建村較寮下村。清光緒三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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年(1906)，大穩祖偕同兩子於泰亨鄉附近買地，建村南華莆村。坑吓莆村、較寮下村及南華莆村原屬

坑吓莆村，三村之宗祠位於坑吓莆村內。 

林氏宗祠為一兩進式建築，首建於何時已無從稽考，只知約於清光緒十一年(1885)時曾作重修。

2005 年，坑吓莆、較寮下及南華莆三村組成重修林氏宗祠委員會，三村合資重修「林氏宗祠」，並於

2006 年 1 月 22 日修繕開光。林氏宗祠石額之上書有「九牧流芳」，特 首 曾 蔭 權 書 贈 林 氏 之 賀 辭 ，

寫 上 「 九 龍 世 澤 ， 雙 桂 家 聲 」， 慶祝建村四百年慶典時，立於村外之花牌上，書有「十德家聲」

等， 都 是 林 氏 祖 上 的 所 得 的 功 名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