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秦观后裔探析

秦大峰

历史上世居江南的秦姓，大都在宋代迁入常州，其中以北宋大

文学家、婉约派词宗秦观为始祖，主要聚居在常州、无锡等地一带。

目前秦观后裔有据可查的，多数发源于今常州市武进区雪堰镇秦

村秦湛支派。

北宋大文学家、婉约派词宗秦观（1049—1100），字少游，号淮

海居士，北宋扬州高邮武宁乡左厢里人。元丰八年（1085年）进士，

曾任太学博士、秘书省正字，国史院编修官。文辞为苏轼所赏识，是

“苏门四学士”之一。绍圣元年（1094年），坐元 党籍，出杭州通判，

贬监处州酒税，又以谒告写佛书为罪，削秩郴州，继编管横州，又徙

雷州。元符三年（1100年），放还途中，卒于藤州。有《淮海集》。建炎

四年（1130年），南宋朝廷追赠秦观为“直龙图阁学士”。

秦观之子秦湛千里扶柩，归葬父于高邮故里。秦湛，字处度，号

济川，曾任常州通判、宣教郎，定居常州。承父风，能诗能词，善画山

水，可惜所作诗词大多散佚，《全宋词》仅存其词一首《卜算子·春

情》。秦观生前与苏东坡等多次游览无锡与常州，吟诗咏唱。为江南

的景色所倾倒，认为在此可“俯仰佳览眺，悠哉身世忘”。愿意“讵得

踵三隐，山阿相与邻”。秦观去世后，其子湛又根据其父遗愿，将秦

观的遗骨迁葬于无锡惠山二茅峰东大池（今为江苏省重点文物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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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单位），历经风霜，长眠惠山至今已 900 多年。

秦湛致仕后择地居于晋陵新塘乡，即今武进区雪堰镇秦村，秦

湛为迁常始祖。此支秦氏子孙繁茂，源远流长，迁常至今已有 900

年，衍为 38 世。今居于江苏的常州、无锡、苏州、江阴、宜兴、盐城、

高邮以及上海、安徽、湖北、湖南、江西、浙江、广东、广西、海南、贵

州、四川、河南、重庆等十多个省市绝大部分秦姓子孙皆归宗于常

州秦湛支。多年来，旅居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日本、东南亚、我

国台湾省等地的海内外秦氏后裔，也陆续到常州、无锡寻根问祖。

据初步统计确认，全国现约有秦观后裔宗亲 15 万余人，其中，在常

州有 8 000 余人，在无锡有 15 000 余人。900 多年中，其后裔以在常

州、无锡家族聚居而最为兴盛，可以说秦观后裔家族在江南一带是

一个以孝友书史传家的典型的文化型名门望族。

据洛阳镇西街秦淮海祠内（今洛阳镇文化宫）于清乾隆三十一

年（1766年）重修秦观祠的石碑碑文和《毗陵洛阳顺德堂秦氏宗谱》

记载，北宋政和年间，秦观的小儿子秦湛出任常州通判，定居毗陵

县新塘乡（即今武进区雪堰镇），以姓名村曰：秦村。秦观的五世孙

秦宗贤从秦村迁居永安里，即为常州洛阳秦氏始迁祖。第五世孙秦

宗贤，字思齐，2 岁丧父，幼承母训。及长，两举秀才不第，遂归筑别

业。在南宋孝宗乾道年间（1165—1173）自新塘乡秦村迁居安尚乡永

安里桥滨（今武进区洛阳镇），杜门不出。至南宋光宗年间诏授忠亮

大夫，宁宗朝奉敕同知常州机务事。宗贤之子禹夫（第六世），字子

谟，南宋理宗朝任河南洛阳县尉，卒于任所。其子秦春（第七世）在宝

庆三年（1227年），远赴河南洛阳，扶父柩归葬常州故里，为痛父亡洛

阳，遂将永安更名为洛阳，以志不忘，武进洛阳之名由此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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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0 多年来，常州洛阳秦氏已繁衍成洛阳的一支大族。族人中

有书画家、诗词人、媒体要人、文化学者、学术研究团体领导等文化

艺术界人士，自宋至今，长盛不衰。据 1985年的《洛阳乡志》记载，

截至 1984年 12月底，洛阳全乡 3 万多人中有 199 个姓氏，其中秦

姓 1665 人，是洛阳第三大姓。而到 2002年洛阳秦氏第十一次续修

宗谱统计：洛阳顺德堂秦氏共有 17 分支，族人分布世界和全国各

地，主要聚居地为现常州市武进区洛阳镇，其余较多人数的为常州

武进横林、礼嘉、湖塘、宜兴等地。洛阳支族人现为常州望族，现在

世的族人有 4 000 多人。洛阳族人历史上记载有功名出仕者 80 多

人，官职有同知衔等。近现代以来其中不乏有为民族解放和国家建

设作出杰出贡献的各界人士和担任军政要职人员，其中大学以上

学历人员就有 600 多人，并有博士 6 人、硕士 10 人，具有高级职称

者 60 余人，有 5 人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新中国成立 60 多年，特

别是改革开放 30 多年来，洛阳秦氏族人奋发图强，艰苦创业，取得

了不凡的业绩。

洛阳人文荟萃、历史遗存众多，镇中心建造于几百年前的老石

桥原洛阳桥，由于 1977年河道拓宽，已拆除，现新建了公路桥，仍

命名为“洛阳大桥”，桥两边用石板铺就的百年老街秦氏祖居区遗

风独存。为纪念秦观，省实验学校———武进洛阳中心小学创立了

“淮海书院”，从小培养学生的“爱读书，有爱心”的良好风尚。原五

间三进的秦淮海宗祠由于集镇改造而拆除，武进区洛阳镇人民政

府在祠堂原址上建造了镇文化宫，并在院内建造纪念秦观先生的

“淮海亭”，壁间嵌有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秦观祠碑记》石碑一

块，有秦淮海先生遗像雕塑，并请扬州大学教授秦子卿先生为“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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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亭”题名和撰写楹联一对：“策论济时艰词宗誉满三千界，江淮存

世泽学士风流九百年。”这里现在也成为常州市地方文化研究会

秦少游文化委员会与全国秦观宗亲联谊会常州洛阳秦氏分会的

办公地和活动场所，旁边一条公路命名为“淮海路”。近年，洛阳镇

打造历史文化街区，在洛阳中学前阳光路旁专门开辟了一处秦观

诗词刻石画廊供游人欣赏，成为各地秦氏宗亲瞻仰首选的人文景

观之一。

常州秦姓聚居地主要有常州市洛阳镇洛阳村、洛东村、汤墅村

堵墅，礼嘉镇秦家塘，横林镇杨歧村，雪堰镇太湖村秦村、沿墙，孝

都秦巷里、卜弋桥东、罗溪罗墅村等，常州城区内有鸣珂巷、西直

街、太平巷等地，与秦姓有关的地名也有 33 处之多。

无锡锡山秦氏家族自宋代末年由常州武进迁无锡，已有 700

多年的历史。锡山秦氏家族从明代开始昌盛，自天顺已卯年（1459

年）六世孙秦夔、秦孚同时中举，庚辰年（1460年）秦夔登进土。后七

世孙秦伟、秦金于成化丙午年（1486年）又双双中举，弘治壬子年

（1492年）七世孙秦镒又中举，弘治癸丑年（1493 年）秦金又登进

士。30 多年中 5 人中举，2 人登进土。秦夔官至江西右布政使，而秦

金更是官至户部尚书、太子太保。秦氏家族就此昌盛起来，到清代

乾隆中期达到鼎盛阶段，所谓“科第联翩、簪缨不绝，子孙通显”，无

锡名门望族，历届县志和地方资料上均有记载。另外，上海县城隍

神秦裕伯、辛亥革命政治家秦毓鎏、中共早期主要领导人秦邦宪

（博古）、革命先烈秦宝光、中国工程院院士秦伯益等著名人物均是

江南秦氏后裔。

尊老爱幼，互助友爱。秦氏列祖都以孝友教育子女，出现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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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人的事例。平时侍奉父母至孝外，父母死后，终身守墓，并为此而

迁家，如秦励、秦鄹谄三兄弟等；有的父母病重，日夜侍奉，限于当

时医疗条件，不惜自己割臂割股，和药以治父母病，为邻里所称。如

明代秦永孚、秦仲孚因此而被诏旌为孝子，称兄弟双孝；清代秦开

杰、秦凤翔兄弟万里寻亲，割股治父病也被诏旌为孝子，亦称双孝；

秦树德受金匮县学奖“割股愈亲”匾，黎元洪题褒“考阙流芳”匾额；

其他如秦涑吮父淋疾中毒殒身，秦佩芬事母甚孝诏旌孝女人祀贞

节祠……事例甚多。县志上记载的孝友传中，秦氏子弟列入 14 人，

附传 6 人。乾隆皇帝南巡时（1758年）游寄畅园，亲笔御书“孝友传

家”对秦氏家族进行了奖评。

秦氏子弟自秦观始，一直注重文章、诗词的学习，即使在贫困

中仍能坚持，出现了许多民间诗人和学者，或以授徒，或以教育子

弟，无锡秦氏家族，人文秀起，著述之富，为各姓之冠。乾隆皇帝在

壬午年（1762年）游寄畅园即日得句中有“爱他书史传家学”之句，

这是确切的。秦氏子弟留下许多文学篇章，由于时代变迁，留存不

多，至今可见者有文 500 多篇，成为秦氏家族的重要文献。由于秦

氏子弟知识渊博，无锡地方志的修纂常由秦氏子弟担任编纂工作，

对无锡历史的记载作出了较大贡献。如秦夔纂明弘治《无锡县志》，

秦梁纂明万历《无锡县志》，秦金撰《通惠河志》，秦瀚辑《碧山吟社

志》，秦松龄参与修《明史》，与严绳孙合纂康熙《无锡县志》，秦蕙田

参与修《江南通志》，秦瀛总纂嘉庆《无锡金匮县志》，秦文楷参与修

纂道光《无锡金匮续志》，秦缃业总纂光绪《无锡金匮县志》，近代秦

国璋所辑《寄畅园志》、秦毓钧所撰《寄畅园考》，也属园志范围。清

道光年间，秦彬网罗散佚，搜集遗篇，编辑《锡山秦氏诗钞》18 卷。民 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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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 7年（1918年），秦毓钧笔耕之余，随时留意家族文献，风抄雪纂，

取其精华，得 123 人文、共 490 余篇，编辑《锡山秦氏文钞》十二卷。

县志中列入儒林传的秦氏子弟有 5 人，附传 1 人；列入文苑的有 1

人，附传 1 人；列入艺术传的有 1 人，附传 1 人。

秦氏家族是从耕读世家进而发展为书香门第的文化世族，科

第是秦氏子弟进入仕途的重要途径。明清两代，他称途径 既那面格有这于多这豪渐迥成传面格有这于多这迥多这迥身
多。方源迥身
于既形既素这源这迥民这实
成传面格于这于多这源这迥民这判墨和这迥实
成传面格于随迥身
于于形既素这源这迥民这判传和这迥实
成传面格于墨这于多这迥身
于多这源这迥民这判族和这成传面格有这于多这迥身
于多这源这迥民这判式和这迥实
成忘今庆 希若 裨若 物历 子 子 若 辨 梁人 ， 是



秦观后裔家族，源远流长，在全国留下了许多珍贵的文化遗

产。纪念秦观的建筑物遍布全国各地，留存至今者，多为国家级或

省市级的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现在无锡市的第一个全国重点文物

保护单位———寄畅园，原来就是秦氏家族 500 多年来的族产。有关

的楼台祠堂和遗址还有：江苏无锡秦观（秦龙图）墓地、秦金墓地、

秦淮海祠、秦邦宪故居（在无锡崇宁路）。明正德年间建造的秦淮海

祠，已 500 多年，是我国现存历史最久的纪念淮海先生的建筑，保

存着明邵宝所书《淮海先生祠堂记》碑等三方明碑和《永禁碑》等三

方清碑。江苏高邮文游台、四贤祠，江苏洞庭秦氏宗祠，浙江杭州龙

井淮海祠，浙江丽水万象山淮海祠、姜山淮海先生居署，浙江丽水

县莺花亭、文英阁、柳边亭、法安寺，浙江青田县秦学士祠、栖霞寺，

浙江定海县淮海楼等。这些秦氏名胜古迹和物质遗产，反映了人民

对秦观的怀念，也给我们留下宝贵的物质遗产。

（本稿由常州市社科联推荐）

秦大峰，1969年 10月生，江苏常州人。常州市地方文化

研究会副会长、市姓氏文化研究会副会长、市收藏家协会副

会长、武进谱牒文化研究会副会长、市谱牒文化研究会副秘

书长、市艺术品鉴赏学会副秘书长、市文博鉴赏学会常务理

事、市秦少游文化委员会执行会长。担任《常州地方文化》《常

州收藏家》《集藏天地》副主编、《淮海诗词文选》编委会副主任、《谱牒文化》

编校。创办了常州文人圈文化社交第一平台———常州地方文化总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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