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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末年，藩镇割据加剧，贪官污吏鱼

肉百姓，黄巢起义爆发。据《新五代史》等记

载，王氏三兄弟本是琅琊王氏后裔，旧居光州

固始，因生活困苦，加入了农民起义军。

他们这支农民军的首领原是屠夫王绪。

王绪胆大、敢拼，领着军队从江西打到了福

建；然而此人心胸狭隘，好猜忌，容不下比他

强的人，滥杀部下。

王潮怕祸及自身，游说众人设下埋伏，囚

禁了王绪。王绪羞愤自杀后，智勇双全的王

潮被奉为农民军新领袖。王氏兄弟团结一

心，从严治军，安抚民众，所过州县秋毫无犯，

势力日渐壮大。

公元886年，在闽地乡绅的支持下，起

义军攻克泉州。朝廷顺坡下驴，恩准王潮就

任泉州刺史。之后，王氏兄弟又拿下了福州

等地，逐步统一福建。唐昭宗不得不接受现

实，任命王潮为福建观察使，王审知为福建

观察副使，将闽地交给王氏兄弟治理。

王审知相貌堂堂，好骑白马，人唤“白马

将军”。王潮去世后，他执掌军权，治理闽

地。时逢乱世，群雄逐鹿，各路军阀轮番称王

称帝，五代十国政权骤兴速亡。强敌环伺，王

审知审时度势，低调克制，不但不称帝，还主

动示弱，尽力避免与其他霸主兵戎相见。

公元10世纪初，朱温废唐自立，建立后

梁，定都洛阳，王审知第一时间遣使拜贺，被

封为闽王；十几年后，后唐灭了后梁，王审知

马上俯首称臣，奉后唐为正朔……

枪打出头鸟，称霸的一个个倒下了，而王

审知韬光养晦的政治智慧，为闽地保全了难

得的安宁。他在任时期，选用贤才，兴办教

育，减赋薄役，鼓励民众种茶，开拓海上丝绸

之路，大力推广中原先进生产经验，为闽地的

腾飞打下了坚实基础。

王审知客死闽地，终其一生，再未还乡，

而这也是千百万河洛郎的南迁写照。他们在

新的家园繁衍生息，却对故乡念念不忘，象征

着故国荣耀的洛阳，成了他们心头的白月光。

在福建泉州，洛阳是个绕不开的名

字，当地的许多地名都与洛阳有关，譬

如洛阳江、洛阳桥、洛阳镇、洛阳街等。

洛阳在中原，泉州在东南沿海，为

啥泉州会有这么多洛阳元素？这就得

说到河洛汉人南迁了。

从两晋南北朝到唐宋时期，中原

汉人数次大规模南下，迁居到了江淮

地区及赣、闽、粤等地。故土难回，家

国难忘，他们遂以“洛阳”作迁居地的

新地名，聊慰乡愁。

在浩浩荡荡的入闽大部队中，河

南人陈元光的身影尤为高大。

大多数河洛汉人，是为躲避中原

战乱或灾荒才离乡背井的，陈元光是

个例外。他和他的家人，是为了平定

闽地暴乱，抛下老家的安逸生活，去福

建上战场的。

陈元光是大唐名将陈政之子，

老家在光州固始（今河南信阳固

始），为“河洛之奥区”。

在他生活的时代，大唐立国未

久，边境未稳。公元669年，闽粤交

界处（今泉州、潮州一带）发生暴

乱，少数民族暴力袭击汉族移民，

朝野哗然。当时这里交通闭塞，文

化落后，民风彪悍，傲慢的中原士

族对当地人抱有偏见，鄙夷地称其

为“南蛮子”，所以这场暴乱被定义

为“蛮獠啸乱”。

暴乱愈演愈烈，形势急如星

火。唐高宗诏令老将陈政出任岭南

行军总管，率府兵数千人南下平乱。

陈政初战告捷，但终因寡不敌

众，被困于九龙山（今福建漳州九

龙岭）。战报传回中原，陈政之兄

陈敏、陈敷请命增援，召集府兵、家

眷数千人，于公元 670 年举族出

征。陈元光和祖母魏氏也在军中。

河南到闽地山高水远，很多士

兵水土不服，病死途中，陈敏、陈敷

也相继病殁。危难关头，魏太夫人

强忍悲痛，披挂上阵，率军继续南

行，与陈政里应外合，击退了敌军。

陈政积劳成疾，数年后病死。

年轻的陈元光子承父业，在祖母的

协助下统领全军，英勇作战，平定

了当地局势。

按说，陈氏一族大可凯旋中

原，回老家过安逸生活，但他们选

择了留守闽地。

据明代《八闽通志》记载，公元

686年，陈元光奏请在当地设郡县，

以利加强王权统治。当时，大唐的

实际执政者是神都洛阳的武则天，

她批准建立漳州郡，陈元光任漳州

刺史。

陈元光恩威并施，率领军民垦

荒建宅，发展农商，兴修水利，兴办学

校，推广科举，传播中原文化。为了

化解民族矛盾，他提倡汉民与当地人

通婚，自己也迎娶当地女子为妻。

在他的治理下，东南边境数十

年无战事，经济文化迅速发展，漳

州由蛮荒之地成了文明的乐土。

陈元光被后世追尊为“开漳圣王”，

成了民间传说中的大英雄。

陈氏父子平乱、开漳的历程，亦是中

原姓氏南迁入闽的过程。一般认为，当

时迁居闽地的有陈、许、马、林、张、王、

李、赵等84姓。今日闽、粤、台等地的客

家人，有许多是这些中原移民的后裔。

其实，早在这之前数百年，已有中原

姓氏入闽。

洛阳是客家先民首次大规模南迁的

出发地。西晋末年，五胡乱华，永嘉之乱

爆发，胡人屠戮中原，京城洛阳沦陷，数

十万中原汉民举族南迁，在长江流域建

立了东晋王朝，史称衣冠南渡。

传说，当时有林、黄、陈、郑、詹、邱、

何、胡八姓入闽，而且这八姓大都来自名

门望族。

比如林姓，据闽地人称，他们中的一

脉出自姬姓，是东周王室的后裔，起源于

河南洛阳一带，故而林姓家谱中称其为

“河南林”。

八姓入闽或有争议，河洛人是客家先

民的主体则是毋庸置疑的。继西晋末年

首次大规模南迁之后，唐代至五代，受安

史之乱、黄巢起义等战乱影响，中原汉人

再度大规模南迁。

唐末入闽的主角是“开闽三

王”：王潮、王审邽、王审知三兄弟。

平定啸乱 英雄出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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