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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民与寻根: 琉球阮氏发展及其与福建的祖根情缘

刘　 丹

(福建师范大学协和学院, 福建福州　 350117)
 

　 　 摘　 要: 明洪武五年(1372), 中国与琉球建立宗藩关系。 为确保两国朝贡活动顺利进行, 明太祖不

仅赐海船给琉球, 而且陆续派遣闽籍舵手、 船工等, 这便是 “闽人三十六姓” 的来源。 明万历年间, 由

于琉球王国的贸易衰退, 久米村日渐萧条, 明廷应琉球国的请求, 准许阮、 毛二姓补籍琉球。 其中阮国

成为久米阮氏之始祖。 阮氏家族在琉球国发展成为久米村最重要的家族之一, 对琉球国的政治、 经济、
文化和外交等方面做出重要贡献。 琉球被日本吞并后, 阮氏家族在艰难发展中仍成立阮氏我华会。 阮氏

后裔 20 世纪 80 年代积极来福建寻根谒祖, 赓续与福建的祖根情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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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万历年间, 明朝应琉球补赐 “闽人三十

六姓” 的请求, 准许阮、 毛二姓入籍琉球。 从

福建漳州入籍琉球久米村的阮氏有两支, 一支

为万历十九年(1591)入籍的阮明, 另一支为万

历三十五年(1607)入籍的阮国。 在琉球王国时

代, 以阮国为大宗的神村本家成员不仅在琉球

王府和久米村中任职, 还参与中琉封贡活动,
前往中国读书习礼、 学习生产技能等。 他们对

推动琉球的政治、 经济、 文化的发展以及中琉

关系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琉球灭国后, 阮

氏家族依然继续发展。 其后裔成立的阮氏我华

会不仅发展成为久米村三大门中会之一, 而且

成为冲绳阮氏与福建阮氏沟通的重要桥梁。
国内关于琉球阮氏的论述, 大部分仅散见

于研究琉球久米村和 “闽人三十六姓” 的相

关著作和论文中。 台湾学者吕青华在《琉球久

米村人———闽人三十六姓的民族史》中简要介

绍了阮氏家族的婚姻制度以及阮氏门中的人

数、 年中祭祀活动[1] 。 大陆方面, 仅谢必震

《中国与琉球》 [2]266 和杨国桢《闽在海中》 [3] 分

别提到了阮氏家族九世孙阮宣诏和阮明、 阮

国, 但篇幅有限。 其余学者关于阮氏的研究主

要集中在阮氏后裔成立的阮氏我华会及其与福

建阮氏的交流情况, 且字数寥寥。 著作方面,
李凤娟《冲绳久米村文化研究》 简要介绍了阮

氏我华会的功能及其与中国宗亲的交流情

况[4] 。 赖正维在《东海海域移民与汉文化的传

播———以琉球闽人三十六姓为中心》 [5] 和《福

州与琉球》 [6] 中虽然用了一个章节介绍了毛氏

家族, 但却未另立章节对阮氏家族详加论述,
内容仅涉及阮氏我华会的发展历程、 事业成就

及其对中国的故土情。 论文方面, 吴永宁《关

于 “闽人三十六姓” 姓氏源流的探讨》试图从

福建族谱中寻找久米村阮姓氏的姓氏源流[7] 。
连晨曦、 谢必震、 吴巍巍《琉球闽人后裔的祖

根情结及其对中华文化的持守———以中琉民间

家谱对接为考察中心》探讨了阮氏我华会与漳

州阮氏的家谱对接问题[8] 。 黄颖、 李湘敏、 谢

必震《琉球闽人家谱研究的几个问题》 也提到

了琉球阮氏与漳州的渊源[9] 。 可以看出, 中国

学者主要从宏观层面对琉球若干闽人家族的家

谱及其与福建家谱的对比、 对接情况进行概括

收稿日期: 2023-02-10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23BSS049); 福建省社会科学规划项目(FJ2020C032)。
作者简介: 刘丹(1986—　 ), 女, 福建福州人, 硕士, 副教授, 研究方向为中琉关系史。



福建技术师范学院学报 2023 年 12 月 　

性论述, 目前尚未有研究琉球阮氏家族的专门

论文或著作出版。
同样, 日本方面亦缺少对阮氏家族具体、

全面的研究。 池宫正治、 小渡清孝、 田名真之

《久米村历史和人物》 阐述了阮国入籍琉球的

经过[10] 。 山川静香《日本冲绳华裔中的阮氏族

群》虽记录了中日两国阮氏族群之间的历史与

联系, 但却偏向于研究战后琉球、 中国大陆、
台湾地区阮氏族群, 对福建阮氏入琉始末及其

在琉球的发展、 贡献方面的研究涉及较少[11] 。
相比之下, 日本方面关于阮氏家族的史料则较

丰富。 1977 年起, 那霸市企画部市史编集室

开始陆续发行《那霸市史》, 其中的资料篇第

一卷 6 册《久米村系家谱》中的《阮氏家谱》是

目前研究阮氏家族的重要历史资料[12] 。 此外,
阮氏我华会于 1998 年和 2018 年分别出版的

《始祖阮国公来琉四百年纪念·阮氏我华会创

立十周年纪念
 

阮氏纪念志》 [13] 和《阮国公 450
年诞辰纪念志: 阮氏门中会·我华会的发展历

程》 [14]也为研究久米阮氏 400 余年的发展历史

提供了重要参考。
 

以阮国为始祖的阮氏家族无论在琉球王国

时代还是在日本吞并琉球期间, 无论是在战后

美国占领琉球时期, 还是在现代, 都具有举足

轻重、 不容忽视的地位, 对琉球的政治、 经

济、 文化产生了重要影响。 阮氏后裔组成的阮

氏我华会至今仍积极寻根谒祖, 与福建阮氏进

行密切交流, 可见阮氏后裔强烈的祖根情缘。
鉴于阮氏家族的重要地位和影响, 本文拟在前

人研究的基础上, 对相关文献进行解读, 分析

久米村阮氏家族 400 余年的发展进程及其贡

献, 考察阮氏对福建的祖根情缘, 旨在对阮氏

家族入籍琉球 400 余年的历史以及对中琉关系

的贡献有一个全面系统的研究。
一、 福建阮氏移居琉球

明洪武五年(1372), 中琉建立朝贡贸易关

系。 为了使琉球顺利进行朝贡贸易, 明太祖不

仅赐海船给琉球, 又陆续派遣 “闽人三十六姓

善操舟者, 令往来朝贡”
 [15] 。 闽人三十六姓

聚居在久米村, 担任朝贡贸易的重要职责, 与

东南亚诸国进行贸易往来。 随着琉球王国在

15 至 16 世纪出现繁荣的贸易景象, 久米村也

不断发展壮大。 16 世纪后半期亚洲情势急变,
导致琉球王国的贸易衰退, 久米村也日渐萧

条。 万历七年( 1579) 谢杰出使琉球时, 描述

“三十六姓今所存者, 仅七姓” [16] 。 到了万历

三十四年 ( 1606), 出使琉球的夏子阳则称

“今诸姓仅存蔡、 郑、 林、 程、 梁、 金等六

家” [17] 。 琉球王府为了维持与中国的朝贡贸易

关系, 多次请求明廷 “补姓”。 福建漳州阮氏

正是在此背景下移居琉球。 《阮氏家谱》 载:
“元祖讳国, 号我莘, 原是福建漳州府龙溪县

人, 万历三十五年九月二十八日奉旨为三十六

姓补抵中山, 赐宅唐荣, 食采地俸禄, 是唐荣

有阮氏自国始矣。” [12]155 可知出身于福建漳州

府龙溪县的阮国因琉球久米村姓氏凋零, 为

“补三十六姓” 于明万历年间来到琉球。
其实早在万历三十五(1607)之前, 阮国就

已经和琉球有了往来。 万历二十二年(1594),
琉球进贡使菊寿等一行人本欲前往福州纳贡,
却因弄错航线到达浙江。 福建巡抚金学曾向朝

廷报告此事, 朝廷得知后即派阮国护送其回

国, 这是阮国首次到达琉球。 万历二十八年

(1600), 琉球长史蔡奎等人携带请求册封的表

文前往中国, 回国时同样因弄错路线而向福建

衙门请求援助。 于是, 福建衙门随即派遣阮国

和毛国鼎护送蔡奎等人返回琉球, 这是阮国第

二次到达琉球。 到了万历三十年(1602), 琉球

国因缺少合适人选迎接册封使, 故尚宁王任命

阮国为都通事前往福建。 万历三十四年(1606)
阮国跟随册封正使夏子阳、 副使王士祯返回琉

球。 册封结束后, 尚宁王派遣王舅毛凤仪为册

封谢恩兼朝贡使, 郑道为正议大夫, 率琉球使

团前往中国。 此时, 阮国和毛国鼎也一同护送

前往福建, 翌年返回琉球。 据悉, 王舅毛凤仪

此次前往中国还携带了尚宁王请求赐姓阮、 毛

二人的奏疏。 奏疏提到因阮国、 毛国鼎二人多

次护送琉球船只有功, 且已经拥有琉球国官

职, 希望明廷能够准许二人继续担任琉球国贡

使, 允许二人入籍琉球。 由于此时明朝刚刚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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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了朝鲜战争, 对东南沿海倭寇和间谍活动仍

心有余悸, 且朝中众臣多认为从事海事活动之

人多为贪图利益的 “奸徒”, 因而明朝对阮、
毛二人的 “真实身份” 表示怀疑。 直到万历

三十五年(1607), 中国才同意琉球国王提出的

赐姓请求。 于是, 阮国入籍久米村, 接受西原

间切我谢地头职。 天启七年(1627), 阮国受知

行俸禄二十石[12]155。
根据以上记载可知阮国 1594 年和 1600 年

赴琉球都是以中国人的身份护送琉球使团回

国, 而 1602 年和 1606 年却作为琉球国的官吏

前往福建。 虽然如此, 但此时阮国还未真正入

籍久米村。 其真正入籍久米村的时间是在

1607 年。 之后, 以阮国为宗祖的阮氏家族便

以士族身份入居久米村并不断发展壮大。
二、 阮氏家族的分衍与发展

尚贞王二十一年(1689), 琉球王为了区分

士农阶层以维护国家统治, 下令全国制作家

谱, 并设立族谱管理中心 “系图座” 进行管

理。 尚敬王十七年(1729)王府颁布家谱编纂令

后, 各大士族便纷纷开始编纂家谱。 士族编纂

两部家谱, 一部上交给 “系图座”, 另外一部

由 “系图座” 加盖公印后自行保存。 以阮国

为大宗的阮氏家族曾拥有 12 册家谱, 是久米

村位列毛氏、 郑氏之后拥有第三多家谱的宗

族。 在这些谱中除了大宗本家的家谱之外, 还

有许多有权势地位的小宗分家的家谱。 从表 1
可以窥探阮氏家族的分衍与发展情况。

表 1　 琉球阮氏家谱一览表[13]25

家谱 各家谱的系祖 子孙姓氏

① 福建省漳州府龙溪县人　 大宗讳国 阮氏 宫城亲云上

② 元祖讳国长子讳士元支流二子中议大夫起龙天久亲云上 阮氏许田亲云上

③ 元祖讳国七世讳世晋支流二子功烈与古田亲云上 阮氏与古田子亲云上

④ 元祖讳国四世讳维德久天亲云上支流二子为模真荣城亲云上 阮氏真荣城亲云上

⑤ 元祖讳国五世为标支流二子民安 阮氏与古田子亲云上

⑥ 元祖讳国孙讳起龙支流四子维新宜保亲云上 阮氏宜保子亲云上

⑦ 元祖讳国六世讳民协支流三子世昌与古田子亲云上 阮氏与古田子亲云上

⑧ 元祖讳国六世讳民协支流二子世晃 阮氏与古田子亲云上

⑨ 元祖讳国五世讳为标支流六子民伯与古田里之子 阮氏与古田子亲云上

⑩ 元祖讳国四世讳延嘉支流二子讳玠 阮氏吉元亲云上

⑪I1 元祖讳国五世讳玠支流三子超陛真玉桥子亲云上 阮氏真荣田子亲云上

⑪I2 元祖讳国五世讳玠支流四子讳超叙小渡亲云上 阮氏小渡子亲云上

表 1 的阮氏本家家谱所对应的姓氏为 宫

城, 但通过家谱可知实际上阮氏本家的姓氏是

从一到三世的我谢, 到四世的真玉桥, 再到五

到八世的 宫城, 最后到现在的神村。 这是因

为在琉球王国时代, 阮氏始祖阮国担任西原间

切我谢的地头, 从我谢村取得收入, 同时也以

此村的名称 “我谢” 为姓氏, 成为我谢亲云

上。 之后, 我谢之姓由二世的士元、 三世的起

凤继承。 但由于四世的长男延嘉任职丰见城间

切真玉桥的地头, 则称姓为真玉桥。 故此时的

我谢之姓由四世的次男延章蹈袭。 此后, 直系

本家延嘉的长男延璋担任小禄间切 宫城地

头, 改姓为 宫城, 而真玉桥姓则由次男阮玠

蹈袭。 本家在六世、 七世及八世皆以 宫城为

姓。 到了九世阮宣诏因同治四年(1865)担任南

风原间切神里村地头, 故改姓为神里村。 据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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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该村有位拿着镰刀割人头的杀人魔的姓也

为神里, 故阮氏家族便把 “里” 去掉, 以神

村为姓并蹈袭至今[11]55。
从家谱中还可以发现阮氏家族的姓从我谢

开始, 一直发展到真玉桥、 宫城、 神村、 许

田、 与古田、 真荣城、 宜保、 吉元、 真荣田、
小渡。 此外, 还有山田、 名城, 共计 13 个姓。
其中, 以与古田为姓的分家最多, 人数也最

多。 由于被任命为间切地头职位的琉球士族常

以所任职的间切名为姓, 并从间切的田地取得

收入, 即把间切当作领地。 因此, 从阮氏家族

子孙的姓氏之多可推断阮氏家族成员所担任的

地头职较多, 即所管辖的领地较多。 同时, 也

反映出阮氏家族顺畅的仕途。
《阮氏家谱》 记载的男性成员从始祖阮国

到十一世孙阮庆纶, 共计 44 人, 世代皆有成

员在琉球王府中担任官职。 阮廷璋(四世) 曾

任琉球国司历官, 阮瓒(五世) 曾任长史司,
其他琉球王府职位如长史、 漏刻番、 讲谈师等

也均有阮氏家族成员出任过, 更有甚者还官至

紫金大夫。 据清代册封使周煌《琉球国志略》
记载: “久米府官: 紫金大夫四员, 总理唐荣

司一员; 即于四员中以一员统辖一村事为最

尊, 主朝贡、 礼仪、 文移。” [18] 阮氏家族仅大

宗神村一系就出过阮翼(七世) 和阮宣诏(九

世)两位紫金大夫。
琉球王国的爵位制度分为王子、 按司、 亲

方、 亲云上、 里之子、 筑登之。 尚敬王十六年

(1728), 琉球王府在久米村设置了里之子家和

筑登之家。 当时, 阮氏家族就被认定为里之子

家。 至于亲方爵位, 阮氏成员中有分家四世的

阮维新宜保亲方、 分家五世的阮为标与古田亲

方、 本家七世的阮翼 宫城亲方、 本家九世的

阮宣诏神村亲方[13]24。 可见阮氏在久米村的门

第较高, 拥有爵位之人较多。
阮氏神村家族成员除了在琉球王府里任

职, 也广泛地担任久米村职务。 比如, 阮骏

(六世) 担任过惣与头、 久米村总横目、 久米

村系正, 阮翼(七世)更是 3 次担任久米村总横

目。 阮宣诏(九世) 于咸丰十一年(1861) 担任

的总理唐荣司为久米村级别最高的职务。 阮氏

家族在久米村的地位可谓举足轻重。
阮氏神村家族成员还积极参与中琉间的封

贡活动。 在中国册封琉球的活动中, 阮氏家族

的阮国(一世)、 阮士元(二世)、 阮翼(七世)
三人曾在册封事务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如前文

所述, 阮国第一次参与琉球的请封事务纯属机

缘巧合, 乃因万历二十八年(1600)琉球长史蔡

奎等人前往中国请封时迷失了航路, 福建衙门

派遣阮国和毛国鼎护送蔡奎等人返回琉球。 阮

国到了琉球后, 受到尚宁王的礼遇, 被委以琉

球国官职, 并于万历三十年(1602)以都通事的

身份赴闽迎接明廷的册封使。 万历三十四年

(1606), 阮国陪同册封钦差正使夏子阳、 副使

王士祯返回琉球, 同年又护送册封谢恩兼朝贡

使毛凤仪等前往福建, 翌年返琉[12]155。 可以

看出, 除了第一次, 之后几次阮国都是以琉球

官员的身份参与中国册封琉球的活动。 但无论

阮国是作为中方人员护送琉球使团返琉, 还是

以琉球官员的身份参与中国册封琉球和琉球向

中国请封事务, 都为中琉交往发挥了积极

作用。
在琉球向中国朝贡的活动中, 崇祯九年

(1636), 阮士元 “为进贡事奉使为在船通事

仝都通事金应精平川亲云上赴闽” [12]156, 这是

阮氏家族成员首次参与琉球朝贡事务。 而家谱

中记载阮氏家族最后一次参与琉球进贡事务的

成员为咸丰六年(1856)以正议大夫的身份前往

北京进贡的阮宣诏。 在从 1636 至 1856 年这跨

越明清两朝的 220 年时间里, 阮氏家族一直活

跃于中琉朝贡贸易活动中, 有阮士元、 阮起

凤、 阮廷嘉、 阮廷璋、 阮璋、 阮瓒、 阮继南、
阮骏、 阮为栋、 阮翼、 阮宣诏共计 11 人, 他

们或为通事, 或为进贡大夫, 或为总管, 共

23 次参与琉球国的朝贡事务。 其中阮璋随船

进贡 6 次, 是阮氏家族参与琉球朝贡次数最多

之人。 阮璋最后一次进贡是在康熙五十三年

(1714), 12 月 13 日到达福建, 翌年七月初十

持表文、 贡物赴京, 10 月 23 日到京, 25 日觐

见康熙帝, 11 月 20 日进献方物, 28 日康熙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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御赐下马宴、 上马宴[12]159。 阮璋也成为阮氏

家族中受到中国皇帝御赐宴席的第一人, 可见

其所受的礼遇极高。
阮氏家族成员除了积极参与中琉封贡活

动, 还作为留学生来华留学。 这些留学生分为

两类, 一类为 “ 官生”, 前往京城国子监学

习; 另一类为 “勤学”, 一般在福州学习中国

的传统技艺。 他们学成回国后均在琉球王府里

担任官职。
阮氏九世孙阮宣诏是琉球国历史上最后一

批官生。 《阮氏家谱》记载: “道光十七年丁酉

八月二十二日为入监读书事, 奉命充为官生。
……二十年庚子九月二十四日各率领跟伴一

名, 随同贡使耳目官向国鼎识名亲云上、 正议

大夫林常裕名嘉山亲云上等, 坐驾头号贡船,

那霸开洋。 十月初一日进五虎门, 初六日安插

馆驿。 ……辛丑年正月二十四日, 随同贡使启

程赴京。 闰三月初六日进到京城四驿馆, 四月

初一日奉旨入国子监。” [12]171 阮宣诏于道光二

十七年(1847)学成归国, 先后在琉球王府里担

任长史司、 进贡大夫等官职, 甚至官至紫金大

夫。 咸丰十一年(1861)阮宣诏出任久米村总理

唐荣司, 他也是琉球国历史上最后一位久米村

总理唐荣司。
“勤学” 一般在福建读书习礼、 学习制

糖、 制陶、 种蔗等生产技术, 他们学成归国后

通常会受到琉球王府的重视, 被委以重任, 活

跃于琉球国的各个领域, 为琉球社会的进步和

发展, 以及促进中琉的经济、 文化交流和两国

人民的友谊做出突出贡献。

表 2　 阮氏家族 “勤学” 情况统计表

序号 人员 出发时间 搭乘船只 归国时间 备注

1 阮璋(五世) 1689 年 接贡船 1690 年 随正议大夫金元达上京

2 阮瓒(五世) 1698 年 进贡船 1704 年 跟随兄长阮璋赴闽

3 阮为栋(七世) 1737 年 进贡船 1743 年 跟随王舅向启猷赴闽, 归途两遇大风, 幸返琉球

4 阮为栋(七世) 1743 年 接贡船 不详 跟随存留通事魏献芝赴闽, 客死福州

5 阮骏(六世) 1747 年 进贡船 1750 年 跟随存留协通事梁增国赴闽

6 阮翼(七世) 1766 年 进贡船 1768 年 跟随赴京正议大夫阮大鼎赴闽

7 阮屏(七世) 1775 年 进贡船 1778 年 跟随存留协通事阮承祐赴闽

8 阮成允(十世) 1852 年 缺 1853 年 跟随父亲阮宣诏赴闽

9 阮成功(十世) 1857 年 接贡船 1858 年 跟随接贡大通事林兴教赴闽

注: 该表格系笔者根据《久米村系家谱》 [12]155-174 资料所制

从表 2 可知, 《阮氏家谱》统计的勤学共计

8 人 9 次, 这 8 位勤学在福州留学的时间从 1
年到 6 年不等。 阮氏家族最早关于勤学的记录

是阮璋(五世), 于康熙二十八年(1689) 前往

北京学习礼仪, 最后一位为阮成功 (十世),
于咸丰七年( 1857) 赴闽勤学。 此外, 阮为栋

(七世) 还曾两次前往福州留学, 最终客死

福州。

三、 阮氏门中的成立及其活动

早在 1880 年, 阮国的九世孙阮宣诏便开

始组织、 经营阮氏门中会。 门中进行的主要祭

祀活动有农历正月初一举行的年始祭、 清明后

的第一个星期日举行的清明祭、 秋分日举行的

秋彼岸和农历十二月初五举行的大祖御命日,
其中以清明祭最为盛大。 早期的阮氏门中尚无

会则, 是由长老们的审议决定。 其运作经费主

要来源于那霸热心人士出租房产所获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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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
1944 年 10 月 10 日, 美军空袭那霸港, 久

米村几乎被夷为平地, 阮氏门中会的活动被迫

中断。 1951 年美军开放那霸区, 并将原久米

村区域进行重新规划, 阮氏门中会才开始逐步

恢复运作。 1953 年 4 月阮氏门中制定《阮氏门

中会会则》, 包括门中会的名称、 目的、 活动、
组织构成及各委员的职责等。 阮氏门中会还从

1953 年 11 月开始着手整理各家所存的家谱资

料。 1954 年 4 月阮氏门中会筹集资金用以修复

阮氏元祖的牌位和墓地[13]52-55。
战后, 阮氏门中朝着法人化的方向迈进。

从 1987 年 11 月 8 日起以 “无权利能力的社团

法人阮氏我华会” 的名义多次向政府申请。 直

到 2003 年才以 “有限责任中间法人冲绳阮氏

我华会” 的名义获批, 2010 年最终成立了

“一般社团法人冲绳阮氏我华会”。
 

阮氏我华会成立的目的是彰显并永传始祖

阮国公的丰功伟业, 保全和运营共有资产, 促

进门中祭祀的执行、 子弟的教育、 会员的相互

交流繁荣, 并为地域社会做出贡献[13]64。 为达

成这一目的, 阮氏我华会积极开展经济、 文化

等各项事业, 其中最主要的就是祭祀活动。 阮

氏我华会的祭祀活动与战前阮氏门中一样。 除

了每年的祭祖活动之外, 阮氏我华会每 3 年还

会举行一次圣地巡拜。 所谓圣地巡拜, 指的是

巡拜先祖以前住过的城迹、 住所的泉或井, 先

祖的坟墓、 御岳等地的活动。 此外, 阮氏我华

会的办事处设有始祖阮国的牌位, 可见阮氏对

祖先观念的执着态度和浓厚的祖先崇拜之情。
此外, 为了促进冲绳久米村阮氏与海外阮

氏宗亲的交流, 阮氏我华会还会鼓励门中子弟

到中国留学, 以及参加世界阮姓大会等。 1997
年阮氏我华会举办了大型的 “始祖阮国公来琉

四百年纪念暨阮氏我华会成立十周年纪念活

动”, 并在始祖阮国墓前树立 “始祖阮国公来

琉四百年纪念碑”, 碑文记载了中国福建省漳

州人阮国入琉的原因、 经过和贡献。 此外, 阮

氏我华会还于 1998 年和 2018 年分别出版发行

了《始祖阮国公来琉四百年纪念·阮氏我华会

创立十周年纪念
 

阮氏纪念志》 和《阮国公 450
年诞辰纪念志: 阮氏门中会·我华会的发展历

程》2 本书籍。 这些都反映了阮氏家族对中国

血统和中华文化的认同意识, 同时也印证了琉

球久米村阮氏家族与中国福建深厚的祖根

情缘。
1987 年 7 月 27 日, 阮氏门中的代表和学

者组团到福建寻找始祖出生地, 经调查得知阮

氏的祖庙世德堂位于福建省漳州市龙海县(今

龙海市) 角美镇石美埭头村。 在此次访问中,
冲绳阮氏代表遇见了漳州宗亲阮虎齿和阮天

发, 这是冲绳阮氏与中国阮氏的首次交流。 此

后, 冲绳阮氏与福建宗亲建立了长期友好的交

流关系。 他们有的凭族谱来寻找祖墓祭祖, 有

的凭籍贯来寻源谒祖, 还有不少通过函电的方

式来寻找自己的祖籍。 除了寻根谒祖之外, 他

们还积极为家乡捐献校舍、 筹建医院、 修桥铺

路、 修建名胜古迹、 投资祖籍地的经济建设

等, 促进了祖籍地的经济文化和教育事业的发

展。 此外, 冲绳阮氏还多次邀请福建阮氏宗亲

赴冲绳交流。
四、 结语

福建阮氏移民至琉球是在琉球对中国朝贡

贸易的大背景下发生的, 是得到移出国和移入

国双方政府认可、 支持的移民行为。 明代阮氏

移民琉球后在琉球不断繁衍壮大, 发展成为久

米村最重要的家族之一, 对琉球国的政治、 经

济、 文化以及外交等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 如

今, 阮氏一族已在冲绳地区传续了十几世, 后

裔有 3
 

000 多人。 他们不仅通过门中会紧紧地

团结在一起, 而且时刻不忘福建的祖籍地和祖

先, 积极与福建宗亲联系, 来福建寻根谒祖。
虽然福建阮氏移居琉球距今已跨越 400 余年,
但中华传统文化的历久积淀和慎终追远的道德

情怀始终影响着冲绳阮氏后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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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fifth
 

year
 

of
 

the
 

Hongwu
 

reign
 

of
 

the
 

Ming
 

Dynasty
 

(1372),
 

China
 

established
 

a
 

suze-
rain-vassal

 

relationship
 

with
 

Ryukyu.
 

In
 

order
 

to
 

ensure
 

the
 

smooth
 

progress
 

of
 

the
 

tributary
 

activities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Emperor
 

Taizu
 

of
 

the
 

Ming
 

Dynasty
 

not
 

only
 

gave
 

ships
 

to
 

Ryukyu,
 

but
 

also
 

successively
 

dispatched
 

Fujian
 

helmsmen
 

and
 

boatmen,
 

which
 

was
 

the
 

origin
 

of
 

the
 

" Thirty -six
 

Clans
 

from
 

Fujian" .
 

During
 

the
 

Wanli
 

period
 

of
 

the
 

Ming
 

Dynasty,
 

due
 

to
 

the
 

decline
 

of
 

trade
 

in
 

the
 

Kingdom
 

of
 

Ryukyu,
 

Kume
 

Village
 

became
 

increasingly
 

depressed.
 

At
 

the
 

request
 

of
 

the
 

Kingdom
 

of
 

Ryukyu,
 

the
 

Court
 

of
 

the
 

Ming
 

Dynasty
 

allowed
 

the
 

two
 

surnames
 

Ruan
 

and
 

Mao
 

to
 

resubscribe
 

their
 

nationality
 

in
 

Ryu-
kyu,

 

among
 

which
 

Ruan
 

Guo
 

became
 

the
 

ancestor
 

of
 

the
 

Ruan
 

family.
 

The
 

Ruan
 

family
 

developed
 

into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families
 

in
 

Kume
 

Village
 

of
 

Ryukyu
 

and
 

made
 

important
 

contributions
 

to
 

the
 

pol-
itics,

 

economy,
 

culture
 

and
 

diplomacy
 

of
 

the
 

Kingdom
 

of
 

Ryukyu.
 

After
 

the
 

annexation
 

of
 

Ryukyu
 

by
 

Japan,
 

the
 

Ruan
 

family
 

continued
 

to
 

develop,
 

and
 

established
 

the
 

association
 

which
 

was
 

named
 

Genji
 

Gakakai.
 

Subsequently,
 

the
 

descendants
 

of
 

the
 

Ruan
 

family
 

actively
 

came
 

to
 

Fujian
 

in
 

the
 

1980s
 

to
 

seek
 

roots
 

and
 

ancestors,
 

and
 

continued
 

the
 

ancestral
 

roots
 

with
 

Fuj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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