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隶书

小篆金文

不同写法石

故事石
石溪村，因石氏世居而名，为北宋古村，建村已愈千年。在

石溪下村，石氏后裔在石溪义塾的遗址上建有石氏大宗祠一

座，泥木结构，正厅供奉多尊石氏祖先之肖像。日前，记者跟

随71岁的业余文保员、石氏大宗祠管家石国成，走进宗祠参观

瞻仰。

宋咸平二年（999），石待旦与父石文渥在县城南十里石溪

村，创建石溪义塾。义塾分“白云青嶂”“石城半隐”“集贤讲

道”上中下三区，并建有万卷书堂以供藏书。宋代，从石溪义

塾走出来的学生，考中状元、进士者众。成化《新昌县志》中就

有“一门三状元”之说：“宋宣和三年(1121)，武举第一名，石公

略；绍兴二年(1132)，特奏第一，石公辙；嘉定四年(1211)，特奏

第一，石继喻。出于一门，真盛事也。”石待旦后又于北宋天禧

年间（1017—1021）创办鼓山书院，使之成为当时新昌的求学圣

新昌姓氏专记·

读音：shí

释义：

1.构成地壳的坚硬物质，是由矿物集合而成的：

花岗～，石灰～，～碑，～板，～器。

2.指石刻：金～。

3.古代用来治病的石针：药～。

4.姓。

▲
释义

起源石

家训

石待旦（985-1042），字季平，号石城，登第前于县南

创石溪义塾，亲自掌教，各方士子，就学者众，且多学有所

成。宋天禧三年(1019)登进士第，任大理评事，旋弃仕归

里，隐居石溪山水之间，仍以办学为职志，延请各方学者

讲学，县内学风大盛。后其事迹闻于朝廷，相传特赐“待

之景公问宗孝正奕祖”十字作为其子孙辈分命名序列。

时范仲淹知越州，亦甚尊重礼遇之，称石城先生而不名。

后受聘任稽山书院山长，四方受其业者不可胜计。以子

显贵赠开府仪同三司刑部尚书，卒后祀于学宫。

石公弼（1065-1115），石公揆（1084-1138），石溪人，

两人是从兄弟，出身在仕宦世家，又有忠烈孝义的传统。石

公弼，字国佐，元祐六年（1091）进士，历任卫州司法参军、广

德知县、监察御史、中侍御史，以弹劾权奸蔡京闻名于世。

石公揆政和元年中进士，时秦侩拜相，极受宠幸，力主和谈，

冤杀岳飞，天下人不平。石公揆以御史身份接连上奏，弹劾

秦侩，连上十章，致遭秦侩打击，被逮捕入狱，长期关押，身

得重病才出狱，不久就去世了。明代哲学家王阳明为新昌

石大宗祠撰联，称赞兄弟俩是“兄劾蔡京，弟弹秦桧，塞天浩

气镇中州”。

记者 俞帅锋

石氏“一门三状元”北宋创办鼓山书院

相传石氏为黄帝子孙，出自姬姓部族。周武王封其弟康

叔于卫，七传至靖伯，食采于石，因以为氏。

靖伯十七传至秦末，赵国人石奋追随汉高祖刘邦争夺天

下，深受信任，其妹能鼓瑟，为西宫。石奋有四子，高祖即位

后，父子都被封为高官，景帝时各赐爵禄为二千石，故称石奋

为“万石君”。万石君后裔以孝谨传家，虽齐鲁诸儒皆以为不

及，为西汉名门望族。石氏尊石奋为一世祖。

从石奋到三十五世石元遂迁新，历经汉至唐1000多年，

其间经过六次迁徙。石奋随汉高祖从赵地徙居长安。至第八

世石昶徙青州。至第十五世石渊，仕西晋建安太守，中原兵

乱，建兴末（316-317），随晋元帝扈驾渡江，居丹阳。至十九世

石灵赐，官至吴郡别驾，时北魏兵摽城，公守湖州，民赖以安。

朝廷封他为司寇卿，固辞不受。随即偕其父石弥之、弟石灵宝

徙会稽古剡仙桂乡昼锦里（今新昌拔茅长诏一带）。石氏入剡

应从此始。不久，剡中“山贼”窃发，石氏又回迁会稽余姚，但

后裔中有回剡定居者。

石氏在新昌开拓基业，世代繁衍，至今已历 1100 多年。

新昌也已成为中华石姓的主要聚居地之一。

新昌南明石氏尊石奋为一世祖，三十五世石元遂为始迁

祖。石元遂，原籍山阴，唐文宗开成二年（847），由剡东上冈迁

居五山乡石牛镇（即今新昌县城）。唐懿宗咸通元年（860），裘

甫起义，遂避居黄坛，葬平顶山。

石元遂生子石昉。石昉生五子：石涭、石湘、石濋、石洙、

石渝。新昌石氏均为湘、濋、渝三支后裔。

湘公后裔主要分居于岭根、黄坛、埠头、青坛、道士岙、小

将、百菊、泄上、烟山后庄、镜岭大安、长诏、朱部、泉窝、里赵、

青坛、大岭下、五都西山、十字路、里宅、王姆店、大坑、茅洋、拔

茅、张家湖、染里等地。

濋公后裔世居天姥，四十九世石均用徙居彩烟。今彩烟

石氏系濋公之后。

渝公后裔主要分居于溪东、溪西、石溪、大洋、陈岩、查林、

小茅洋、西岸、石佛前、丁家园、鹭鸶岗、青坛、西河、石马岩、南

岙、岟嵔、藕岸、上石演、丁家坞、石桥头、八里、烟山、城中、侯

村、下洋、泉窝、西坑等地。新昌石氏三大宗支，渝公下人口最

发。渝公后裔中，又以沃洲房人口最多。

新昌石氏外迁地有：宁海、定海、临海、三门、山阴、苏州吴

江等。

石塾(1128-1182)，字子重，号克斋。幼端庄警悟，

博览群书。宋绍兴十五年(1145)进士，授桂阳主薄，迁同

安丞，免租赈饥，民德其惠政。绍兴十九年，改知武进县，

后调尤溪县。时学校久废，塾延其友古田林用中掌教事，

旦夕论道，诸生感悟，它郡士子，亦裹粮来学，至不能容。

乾道九年(1173)，拓地扩建校舍，置学田数百亩，购书万

卷。朱熹撰《重修尤溪庙学记》,并为题“明伦堂”匾。晚

年讲学于西郊鼓山，跟随学习的学生很多。

新昌分支

读音：dàn

释义：

容量单位，10斗等于1石。

▲

石

石

石

名人石

学优则仕，进思尽忠，退思补过。

地。石大宗祠内的一副对联，也印证着两宋时期新昌石

氏的光辉业绩：“义塾宏开，造就七十二奇英，陶镕四宰

相，德望浙中第一；儒林丕振，继起五百六进士，中兴三状

元，科甲天下无双。”

年年只待春花发，祭拜不辞山水遥。据悉，清明节祭

祖是石氏历代传统，从20世纪九十年代末发展成为数千

人同祭秦潮公、元遂公、昉公，场面非常壮观，这在全省也

实属罕见。张国成告诉记者，每年春分后第三天为新昌

石氏子孙祭祀先祖的日子，这一天迁居其他地区的石氏

后裔也会回到新昌，共同祭拜石氏先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