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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梦客家祖根地”系列

公元311年，匈奴汉国破洛阳后，
残存之洛阳民众的出路有两条，大部
分是南迁，剩余者筑坞堡以自救。郦
道元《水经·洛水注》记载了洛水流域
一些坞的名称，如洛阳西部檀山上的
檀山坞、女几山附近的云中坞，洛阳东
部的百谷坞、嵩山北麓的白马坞、白洞
涧旁的袁公坞等。

从永嘉之乱到西晋灭亡前后，弘
农太守杜尹将太守府设在一泉坞（在
今宜阳三乡），河南尹魏浚率众驻洛北
石梁坞（今孟津魏家坡）。公元317年
冬，刘聪命刘曜率军渡河南征，攻占石
梁坞，魏浚殉国。其子魏该统领余众，
迁至一泉坞。东晋加封魏该为冠军将
军、河南尹、河东太守、平阳太守，督护
河东、河南、平阳三郡。

公元321年，刘曜攻打一泉坞，魏
该取得初步胜利后，乘机率大批民众
南迁。公元 328 年，河洛地区的坞堡
全部沦陷，驻守河洛地区的东晋将军
李矩、魏默等，带大批部卒、民众退往
淮南。魏该、李矩、魏默是当时东晋在
中原的三大军政集团，他们的南迁是
西晋灭亡后中原汉人有组织的最大规
模一次南迁。

与北魏对峙的南朝宋文帝刘义隆
是南朝少有的明君，他经营30年，使长
江流域呈现繁荣景象。公元450年，
刘宋北伐，西路军于当年十月攻入熊
耳山区。分散在山区的汉族民众纷纷
响应，组成5000人的“宜阳义兵”。但
是，宋东路军兵败于滑台。刘义隆命
令西路军班师，“宜阳义兵”及其家人
随军南迁。这是永嘉之乱以来，洛阳
地区又一次有组织的大规模移民。

这个时期，梅州先贤程旼，因避战
乱率族人南迁至广东平远坝头。梅州
的南迁士族，大都是在两晋南北朝因
避战乱而一个家族一个家族群迁梅州
的。南迁人口往往由士族族长率领，
成员大多为其家族、宾客、部曲、佃户、
奴婢，以及一些没有能力自保的散
户。据统计，北方人口迁到南方的总
数为90余万，大约北方每8个人中就
有一人南迁；南方人口有六分之一为
北方的侨民。

结婚公告、结婚纪念日启事、生日祝福、寿诞、乔迁之喜、金榜题名等美好祝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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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声明 通知 注销公告 启事

遗失声明
●洛阳市洛龙区学忠物资

经营部营业执照正、副本丢失，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41030
7MA3XUQ07XC，声明作废。●汝阳县温红强、张新霞夫
妇遗失其子温敖嘉出生日期为
2014年10月30日的出生医学
证明，旧证编号：O350762761，
声明作废。●编号为N410670055，姓
名为徐佳钰,出生日期为2013年

7月10日的出生医学证明丢失,
声明作废。●伊川县乡村振兴局（原伊
川县扶贫开发办公室）开户许可
证 丢 失 ，核 准 号 为 ：
Z4939000022303，声明作废。●栾川县总工会困难职工
帮扶中心开户许可证丢失，核准
号为 J4934000128001，声明作
废。
拟申请注销登记公告

栾川县叫河镇村镇建设发
展中心、栾川县叫河镇计划生

育技术服务中心、栾川县叫河
镇农业服务中心、栾川县叫河
镇文化服务中心拟向事业单位
登记管理机关申请事业单位法
人注销登记。原单位注销后，
由栾川县叫河镇人民政府承接
其资产和债权债务，并负责处
理各项遗留问题。特此公告。

公 告
因机构改革，“嵩县教师进

修学校”现更名为“嵩县教师发
展中心”。特此公告。

通 知
原“洛阳市河洛临终关怀

服务中心”因特殊原因已注销，
该机构之前所开展的所有业
务、纠纷等均由“洛阳市老城区
善终关怀殡葬店”承担一切法
律责任。两机构法定代表人系
同一人。特此声明。

声明人：刘建民

秋高气爽，微凉惬意，洛阳万安山即将迎来五彩斑斓的时节。
这座位于洛阳市区南部的山，不仅是一座风光秀美、历史悠久的千

古名山，也是见证客家先民向南迁徙、根在河洛的人文之山。
由于历史上的战乱动荡，中原汉人曾多次大举南迁。洛阳城里的

人出城门、渡伊洛，与成群结队的百姓流民，或翻越山岭，或通过险隘，
踏上南迁之路，逐渐形成今天具有独特风貌的客家民系。

绵延在汉魏洛阳故城南部的万安山，以及万安山下自西向东的伊
阙、大谷、轘辕三个关口，是当时南迁的必经之地。因此，了解了万安
山，在一定程度上便可以知晓客家先民远走他乡的那段历程。

对万安山的地势地貌，相关志书均有简要介绍。1991年版《伊川
县志》“地形篇”记载，万安山位于县城东北部，东连嵩山，西接龙门山，
因脊背起伏较多，大部分呈“马鞍形”，故名万鞍山，后演变为万安山。

翻越万安山，走过古关口，向南可抵达今汝州市临汝镇的广成关
（东汉“洛阳八关”之一），再往南，客家先民踏上了漫长的迁徙之路。

万安山历史上还曾有半石山、大石山、洛阳山、玉泉山、石林山等多
种名称。

万安山被叫作洛阳山，源自曹植《送应氏二首》。其诗曰：“步登北
邙阪，遥望洛阳山。洛阳何寂寞，宫室尽烧焚。”第一句中的洛阳山，即
指万安山。

据记载和统计，全国有很多洛阳山，也有称洛阳嶂的地方，或是
客家先民南迁途经、再次迁徙之地，或是客家先民扎根生活、形成民系
之处。

今云南安宁市东十里，有洛阳山。《读史方舆纪要》记载，安宁州洛
阳山，在州东十里。山顶平夷，峰峦峭立。下有泉，流经东桥下，入于螳
螂川，灌田三千余亩。

坐落在今江西赣州会昌县西江镇的洛阳山，又名洛阳嶂。其主峰
为三仙峰，海拔686米，峡深谷幽，千姿百态。会昌洛阳山是客家先民
从中原南迁的重要一站，赣州因此成为客家民系的发祥地和客家人的
主要聚居地之一。

曾被称为洛阳山的万安山，在客家人心中重千钧。即便走过万安
山，依然难忘故土情。

洛报融媒记者 赵晨熹

走过万安山 难忘故土情

“好！”“唱得好！”“听着过瘾！”昨日下午，在关林广场，由洛阳豫剧
院二团演出的豫剧《义薄云天》首演成功（如图），演员们精彩的表演引
来现场观众的连声喝彩，掌声不断。

为迎接2024海峡两岸关公文化交流暨关林朝圣大典，洛阳豫剧院
二团排演了该剧，由豫剧李（树建）派创始人李树建亲传弟子、国家一级
演员、洛阳市戏剧家协会副主席、洛阳豫剧院经理刘亚林领衔主演。

记者在现场看到，在演出开始前，数百名观众自发在台下落座。第
一场戏《桃园结义》，刘备、关羽、张飞登台亮相，现场观众掌声雷动、纷
纷喝彩。

《义薄云天》剧情为东汉末年，刘备、关羽、张飞三人因“义”结识，在
桃园三结义，兄弟三人生死相依，立志匡扶社稷。怎料三人在徐州失
散，关羽不得已栖身曹营，获悉刘备下落，遂封金挂印，辞曹而去。关羽
千里走单骑、过五关斩六将，历经千辛万苦，最终兄弟三人在古城相聚；
火烧赤壁，曹操败走华容道，关羽面对曹军，最终“义”释曹操。

桃园结义、封金挑袍、古城会、华容道……豫剧《义薄云天》选取了
关羽一生中的重大事件，紧扣一个“义”字，突出一个“情”字，热情讴

歌关羽“玉可碎不改其白，竹可焚不毁其节”的高贵品质，深入挖掘
了关羽身上体现的忠义精神和时代价值，塑造了一个义薄云天、
有情有义的关羽形象，把兄弟情义上升到民族大义、家国情怀的
高度。

洛报融媒记者 余子愚 通讯员 朱梦婉 张俊望 文/图

洛阳豫剧院二团在关林广场演出的豫剧
《义薄云天》获好评

千秋忠义贯古今

客家先民的三次大南迁

客家是世界上分布范围广阔的民系。据研究，客家
人大规模的迁徙有五次。前三次，发生在西晋末至南北
朝时期、唐五代时期、两宋之际至南宋末年。后两次，发
生在清朝时期。真正把客家民系催生出来的，是客家五
次大迁移中的前三次。客家大迁移的后两次，是客家民
系形成以后客家人从大本营向外播迁，而前三次则是导
致客家民系形成的决定性因素。前三次，是客家先民从
河洛到南方的迁移，统称衣冠南渡。

□郑贞富

公元 1127 年，金军占领宋朝
的东京开封、西京洛阳。康王赵
构继位于南京应天府（今商丘），
但不敌金军的进攻，带领群臣一
路难逃至江南，史称宋室南渡。
历史进入南宋与金对峙时期。

宋室南渡后，北方人开始陆
续南迁，而且规模都极其巨大。
所以，如果从户口上看，南宋虽
丧失半壁河山，但户口数与北宋
盛极之时相比居然损耗甚微，这
主要是北方大量移民涌进江南的
原因。

第三次客家先民大迁徙，多
是举城南遁。如抗金英雄岳飞由
开封朱仙镇被迫南撤，驻地百姓
悉数自愿随军南走；无为军（今安
徽无为市）陷落，全城百姓都在守
臣李知己带领之下南迁；张俊弃

海州南下，于是海州全城便都跟
着一直跑到镇江。

西京洛阳一带是宋金反复争
夺的地区，河洛民众纷纷南逃。
公元 1141 年，西京留守李兴带
数万民众从熊耳山突围，到达鄂
州。这是第三次客家先民大迁
徙中，最后一次有组织的大规模
南迁。

宋室南渡比永嘉南渡的各色
人物更加丰富多彩，这是一支什
么都不缺的南渡队伍，他们完全
可以绰绰有余地把失去的家园在
新的土地上重建起来。这些移民
迅速在各行业中站稳脚跟并根深
叶茂起来，成为勉强支撑风雨飘

摇的南宋王朝的脊梁。
但是，需要说明的是，这三次

汉人从河洛地区的大南
迁，在南方形成了多个
汉族民系，客家民系
只是其中之一。这
三次南迁，不仅是
客家先民的南迁，
也 是 闽 南 人 等 多
个 汉 族 民 系 先 民
的南迁。

唐高宗总章二年（公元 669
年），福建漳州发生土寇叛乱，陈
政、陈元光父子受诏从洛阳率部
入闽平叛，带去五十八姓军校在
彰州落籍，后又带八十四姓定居
福建。后来，陈政被尊为“开漳太
王”，陈元光被尊为“开漳圣王”。

公元 755 年，安禄山在范阳
举兵，率领15万大军南下，安史之
乱爆发。安禄山只用了短短三个
月的时间便攻下洛阳，在这里自
称大燕皇帝，建立伪燕政权。

安史之乱持续8年时间，战火
遍布黄河中下游地区，叛军所到之
处，百姓都避祸他乡。这次大乱引
发了客家先民的又一次迁徙大
潮。这时候还在大江南北游历的
诗人李白看到这情况，他写的《永
王东巡歌》诗中，一句“三川北虏乱
如麻，四海南奔似永嘉”便体现了
当时客家先民南迁的时代背景。

江淮地区军民的英勇作战，
有效地抵抗了叛军南下，使得叛

军困于江淮以北。因此，避难的
客家先民才能在淮河以南的地方
驻足。江西是安史之乱后客家先
民南迁的主要落脚点。

与此同时，湖南发生苗蛮之
乱。《新唐书》卷一百四十云：“申
泰芝，用左道事李辅国，擢谏议大
夫，置军邵道二州间，以泰芝总
之。”《大清一统志》卷二百八十九

《靖州》云：“申泰芝，有道行，隐于
绥宁之莲荷山。乾元间，苗蛮蠢
动。泰芝破之，贼遂灭。”

邵道二州，即今湖南邵阳、永
州二市，这里多为苗蛮土豪，频繁
作乱。唐肃宗乾元年间，发生大
规模苗蛮之乱，唐肃宗任命申泰
芝为谏议大夫，率军平叛，在邵阳
绥宁大破贼兵，平定叛乱。从此，
申泰芝驻军于此，他带的部从是
今邵阳、永州二市客家人的先祖。

由于申泰芝有开邵奇功，后
人将他不断神化，他居住的山也
被称为洛阳山，民众在这里为他

建立祠堂，历代祭祀。《湖广通志》
卷十二《山川志》载：“宝庆府邵阳
县小佘湖山，在城东三里，有申泰
芝祠。”

唐朝末年，发生了黄巢起兵，
又引起了客家先民的大迁徙。当
时，天下大乱，唐光启元年（公元
885年），被称为“开闽三王”的王
潮、王审邽、王审知三兄弟趁机起
兵，带领军队攻入福建。次年，攻
克泉州，其后逐渐占领今福建省
全境，建立闽国。“开闽三王”在世
时，治闽四十一载，广施德政，保
境安民，经略闽疆。五代十国时，
其他地方尚在战乱之中，泉州、福
州乃是一派繁荣景象。“开闽三
王”还致力于拓展海上交通贸易，
成为福建海上丝绸之路最早的开
拓者之一。

“开闽三王”的后裔，繁衍成
东南王氏大族，成为客家王氏的
主流，并播迁到我国台湾和东南
亚各国及世界各地。

宋室南渡与第三次大迁徙

唐五代时期的民众南迁1 洛阳沦陷与民众南迁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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