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レジュメ 

中国の福建から琉球に移住した久米村人が明の時代から冊封朝貢のシステムにおいて外

交官の役割を果たしてきた。その事は琉球王朝の政治及び、庶民の風俗習慣、信仰、親族

制度、文学などに大きな影響を与えた。しかし、政権の移り変わりにつれ、そういった影

響力も徐々に弱まり、琉球社会に溶け込んでいってしまった。その変化の過程及び適応の

メカニズムを明らかにすることは、類似した歴史過程を経て、多くの異文化と接触してき

たわれわれ台湾人に、今後いかに歩んでいくべきかという新たな視点をもたらすことに繋

がると思われる。 

具体的には、久米村人が、職業、姓氏、言語使用、宗教信仰、アイデンティティなどを

いかに調整して、刻々と変化する状況へ適応してきたかについて、エスノヒストリの視角

から解明の糸口を追究していこう思う。 

今回は時間の制限があるため、久米系門中会の調査結果に絞って発表させていただきた

い。本稿の目的は門中会という組織を通じて、久米村人が今日どこに分布しているか、門

中会がどのように運営しているかを調べ、久米村人のミクロの研究ベースを築くことであ

る。 

調査結果は、久米系の門中会の内、事務所をもち、かつ積極的に運営しているのは阮氏

我華会、毛氏国鼎会、梁氏吳江会だけであるということである。門中会は共同財産を管理

し、門中相互の親睦をはかり、門中及びその子孫の繁栄に貢献することを目的としている。

具体的には祖先祭祀、敬老、助学金の提供、家譜の編纂、海外の宗親会との交流である。

門中会はそういったイヴェントによって門中の結束を強めている。特に、清明祭は慎重に 

行われている。家譜の編纂によって、門中の権威を復振し、中国、香港、台湾の宗親会と

の交流によって、新たに自分を認識するのである。 

前述した三つの門中会には、300~400 世帯すなわち 1200~1400 人のメンバーがおり、ほと

んど沖縄県に住んでいる。久米村人（kunindachyu）と自称しているが、名刺に「久米」と

いう字を記しているものもいる。他人から「久米三十六姓」と呼ばれているが、誇り高い

人達という印象が一般的である。 

 

キーワード：門中会 久米村 社会組織  

 

 

中文摘要 
本文的目的是希望透過門中會組織，調查出久米村人目前分布、門中會組織運作的情形，

作為對久米村人宏觀研究的起步。 
結果發現，目前久米系統的門中會中，設有事務所且積極運作的，僅有阮氏我華會、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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氏國鼎會、梁氏吳江會，其他諸會多已沒落。基本上，門中會成立的宗旨在管理、維持及營

運共同財產，聯絡宗親的情感，以求子孫繁榮昌盛。具體會務內容有祭祀，敬老，提供獎助

學金，編印家譜，與海外宗親會交流。門中會藉以上各種活動來加強宗親的凝聚力，尤其是

清明掃墓，特別慎重；藉家譜編印重振家族聲威；並與中國原鄉、香港、台灣的宗親會交流，

重新認識自我。 
上述三個門中會的會員，大約都在 300~400 戶之間，人數各約 1200~1400 人左右，主要

分布在沖繩縣內。自稱「kunindachyu」（久米村人），甚至在名片上印上有「久米」的字樣，

一般都以「久米三十六姓」稱之；對當地人來說，久米村人是一群自視很高的人。至於久米

村人的職業分布、信仰體系、與當地人互動的情形、自我認同問題、以及當地人對久米村人

的的理解與看法等，尚有待更深入的調查。 
 

關鍵詞：門中會 久米村 社會組織 

 

An Investigation of Lineage Organizations Found in the Kume System in 

Ryukyu (Okinawa) 
Lu, Chinghua 

Department of Tourism, Tung Fa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PhD student, Department of Ethnology,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paper is to explore the population of the Kume Village, and its distribution in 

Ryukyu (Okinawa) by investigating the lineage organizations.  The results are as follows:1) there are 
only three lineage organizations, Gen Uji Wagakai（阮氏我華會）, Mao Uji Kouteikai （毛氏國鼎

會）, and Ryo Uji Gokokai（梁氏吳江會）, and they are equipped with an office for having regular 
meetings; 2)  Each organization has approximately 300-400 households and 1200-1400 members, 
mainly distributed in Okinawa county; 3) A sacrificial offering, reverence for elders, providing a prize 
for the best students, and compiling and printing the genealogy are the affairs held in the regular 
organizational meetings. 
 
Keywords:  lineage organization in Okinawa, Kume system, distributio 

 

 

緒論 

琉球「久米村人」，一般認為乃明洪武年間朝廷為幫助琉球王國順利進貢而派到琉球的

「閩人三十六姓」的後裔，這些人在近世琉球的社會‧文化史扮演著媒介者的重要角色，要

深入探究琉球文化對中國的吸收情形，就必須對久米村人生活的全貌有所了解。 

久米村人在 1815 年尚有 354 戶，5513 人，但「廢藩置縣」（1879 年）之後，失去俸祿，

村人遷移四散，又經過改名改姓運動，姓氏多歧。過去擁有光榮傳統的久米村人，隨著琉球



王國的消失而勢力衰微；過去聚居在一處，自成聚落的久米村人，如今散居沖繩、甚至日本

本土各地。在這種狀況下，門中會組織可能是唯一維繫宗族的力量（如圖 1）。  

「門中」（ムンチュー/muntyu）原是琉球社會因父系血緣關係而形成的親族集團，主要

的功能在祭祀祖先。本文主要的目的是，希望透過門中會組織，調查出久米村人目前分布、

門中會組織運作的情形，作為對久米村人宏觀研究的起步。以下的內容是 2003 年 1 月~2 月

在日本沖繩縣那霸市所做的調查結果。 

 

圖 1：久米村變遷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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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中會  
 

一、久米系門中會 

（一）門中的概念 

在沖繩列島文化區域1內，對親族組織的稱呼有「門中」、「一門（ichimon）」、「ハロウジ

（harouji）」、「ハラ（hara）」、「ウェーカ（weka）」、「ヒキ（hiki）」等。相對於以父系血緣為

主的「門中」、 「一門」而言，則「ハロウジ（harouji）」、「ウェーカ（weka）」、「ヒキ（hiki）」

指的是包含父、母兩方的雙系親族集團2。 

學者普遍認為門中制度乃是 17 世紀初（1609）島津氏入侵琉球的時候，琉球王國的士族

為了與武士集團分庭抗禮所建立的一種身分制度。在島津氏入侵之前，士族、百姓的階級區

分並不明顯，支配階層的後代可能成為被支配者，被支配階層的子孫也有機會上昇到支配階

層，但在島津氏入侵之後，王府直轄的首里、那霸地區出現了特權階級，在王府任職代代相

承的人逐漸固定，這群擁有特權的人為了持續維持特權，便以血緣作為承繼的決定性因素。 

1689 年設立「系図座」－－王府用來編輯、管理士族家譜的機關－－之後，身分制度臻

於完備，士族皆有家譜，無譜者皆為百姓。「士族門中」基本上集中居住在首里、那霸都會區，

根據戶籍再分為首里、那霸、泊、久米系統。首里、那霸、泊三系統的家譜書寫格式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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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此處所指的沖繩列島區域的範圍，包括沖繩本島群島、宮古群島、八重山群島。 
2 田名真之，1998，《近世沖縄の素顔》，那覇：ひるぎ社，頁71。 



有自己固定的氏名和名乗頭字，而久米系的門中則沒有名乗頭字3。 
以下取首里系的《麻姓家譜》4和久米系的《蔡氏家譜》5的一世～四世說明（原世系圖

為直式書寫）。麻姓二世～四世皆為單傳，家譜中所有男性成員的名乘都是「真○」，也就是

名乘頭字為「真」；而蔡氏家譜中，蔡崇生四子，傳給蔡讓，蔡讓有四男一女，兒子都取玉偏

旁的名字，三世由蔡璟繼承，蔡璟生三子，選取寶蓋頭的實、寶、賓做為兒子的名字。 

 

表 1：首里系與久米系之姓氏對照表 

世代 首里系/麻姓 久米系/蔡氏 

一世 

二世 

三世 

四世 

         真武 

           ∣ 

      長男真宗 

           ∣ 

  長女思戶  長男真福         

           ∣ 

長女思戶    長男真孟         

          崇 

          ∣  

  清  湘  讓   譽 

          ∣ 

珦  璋    璟  女亞佳度  璇 

          ∣ 

      實  寶  賓 

資料來源：《麻姓家譜（1世真武）》、《那覇市史 資料編第1巻6 家譜資料二（上）》。 

 
相對於「士族門中」，後來逐漸有農村階層的「百姓門中」出現。根據學者們多年的持續

調查發現，沖繩本島南部的門中組織比較完備，而沖繩本島北部地區和離島農村的門中組織

規制較鬆散6，乃據此推測都市的「士族門中」概念逐漸擴散到鄉間，影響地方，才有「百姓

門中」的出現。 
 

（二）、現存久米系門中會 
舊藩時代的久米村大門在現今那霸市內巴士「大門前」站牌附近，大門向北面對「久米

通り」（久米大道），向右走是「久茂地通り」，向左是「門前通り」，「久茂地通り」通チンマ

ーサー（chinmasa，伊辺嘉麻），向右彎是十貫地道（長虹堤），接崇元寺橋；チンマーサー

這頭接「若狭通り」，「門前通り」是那霸非常熱鬧的一條街，從那霸郵局到那霸市役所前的

消防署稱為久米，往前接東町、西本町進入那霸市中樞區域，沿著市役所旁善興寺的坡往上

走，接上之藏，出西武門就是若狹町，再向東若狹町前進，接「久茂地通り」，這一區域範圍

大致上就是以前的久米村7，相當於現在的久米、天妃、松下、久茂地、美榮橋、松山、若狹

等行政區域。 

明治 36（1903）年土地重劃，久米通把久米村一分為二，東為久米町，西為天妃町，時

至今日，以「久米」為地名的區域只剩下「久米一、二丁目」（參照圖 2）而已。換句話說，

過去固定聚居在偌大區域的久米村人在 1879 年明治政府「廢琉球藩置沖繩縣」之後，被迫遷

離當時的都會區，向農村或離島移動，今日的久米一、二丁目僅有極少部分久米村人的後代，

大部分是外來的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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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田名真之，1992，《沖縄近世史の諸相》，那覇：ひるぎ社，頁157 
4 《麻姓家譜（1世真武）》，微縮片，沖縄マイクロセンター 
5 那覇市企画部市史編集室編集、発行，1980，《那覇市史 資料編第1巻6 家譜資料二（上）》，頁238。 
6 比嘉政夫，1983，沖縄大百科事典刊行事務局編，《沖縄大百科事典（下）》，那覇：沖縄タイムス社，頁645。 
7 具志堅以徳，1988，《久米村の民俗》，那覇：久米崇聖会，頁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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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久米系統8的門中會中設有事務所的，有阮氏我華會、毛氏國鼎會、梁氏吳江會（參

照照片），地址依次為那霸市泉崎 1-14-6、那霸市字安里 45 番地、那霸市壺屋 1-34。此外王

氏和金氏門中，在那霸市內雖無正式的事務所，但仍有熱心的族人將聚會中心設在自宅，負

責連絡，或編纂家譜、出版品。例如：王氏小渡清孝收集出版了《久米村王氏門中槐王會資

料（一）（二）（三）（四）》，金氏門中的具志堅以德編著《唐榮=久米村金氏年代記 366~1879》。 

1、遷移模式 

祖籍福建的久米村人，移民的動機和中國歷史上外族的入侵、新舊移民不和、人口壓力

而引發的遷移運動不同。有主張說是「純為協助琉人辦理航海入貢之事」9，日本的歷史學者

針對這個看法援引許多史料考證認為應該是在明國之前與琉球有生意往來的商人，或在明太

祖建國之後，隨著冊封隊伍到琉球，後來因為某些原因而定居在那霸，久米村應是一個自然

逐漸形成的聚落10。 

這群最早定居在久米村的閩人最初是否為明太祖所遣來的論爭，至今尚未落幕，但是日

本學界傾向認為這群明國福建人是因為朝貢貿易的經濟性原因遷移來琉，因此把他們定義為

「從古琉球到近世，在琉球王國體制下擔任與中國進貢貿易事務且具有特殊技能的集團」，統

稱為「久米村人」。若用渡口真清的說法，則久米村人是「居住在久米村、且在唐榮司有戶籍

者，加入諳華語者，所組成的技能集團」11。 

久米村人依遷琉入籍的時間早晚可分為（1）「三十六姓」，也就是明洪武永樂年間遷琉的

明國人及其後代，（2）明代三十六姓以外以其他途徑（如漂流）移住琉球的明國人，（3）清

康熙以後，因懂中國文字、中國話而被編入久米村籍的首里、那霸籍人12。 

由表 2 可知，金氏門中開基祖金瑛，福建省福州府閩縣人，梁氏吳江會祖先梁崇，福建

省福州府長楽県人，即是「三十六姓」的後代；王氏槐王會、阮氏我華會、毛氏國鼎會，祖

先分別是王立思、阮國、毛國鼎，三人很巧地都來自於福建省漳州府龍溪縣，是屬於第二批

入籍久米村的。 

 

 

 

 

 

 

 

 

 
8 久米系統共有25 系統，19 姓，參照附錄久米村姓氏一覽表。 
9 楊仲揆，1972，《中國 琉球 釣魚台》，香港：友聯研究所，頁25。 
10 高良倉吉，1993，《琉球王国》，東京：岩波書店，頁90。 
11 「久米村に居住し唐栄司に戸籍をもつ者で、華語に秀でた者を以って再編成された職能集団」，渡口真清，《近

世の琉球》，頁447。 
12 嘉手納宗徳，1987，《琉球史の再考察》，沖縄：沖縄あき書房，頁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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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現存久米系門中會一覽表13： 

門中會名稱 開基祖 出身地 來琉時間 

金氏門中 金瑛 福建省福州府閩縣 洪武25年(1392) 

梁氏吳江會 梁崇 福建省福州府長楽縣 永樂年間 

王氏槐王會 王立思 福建省漳州府龍溪縣 萬曆19年（1591） 

阮氏我華會 阮國 福建省漳州府龍溪縣 萬曆35年 (1607) 

毛氏國鼎會 毛國鼎 福建省漳州府龍溪縣 萬曆35年 (1607) 

資料來源：富島壮英，1987，〈明末における久米村の衰退と振興策について〉 

2、組織原則 

如前所述，門中是以父系血緣關係而組成的親屬集團，雖然受到中國宗族組織的影響，

但和中國在海外成立的宗親會性質不同。謝劍認為宗親會這一類的志願性團體的組織原則有

（1）親屬原則，（2）地域原則，（3）方言原則，（4）行業原則14，久米系門中會現在的性質

雖也是屬於自由加入的志願團體，但卻是非常嚴格遵守「父系血緣」要素的親族集團，不會

因為同姓就得以隨意加入，必須憑戶口謄本上的祖承記載才可申請入會15。 
換句話說，久米系門中會是嚴格以家譜來限制的血緣集團，不是擴大式的同姓集團。因

此，可以把沖繩現行民俗的門中模式所具備的要素歸納如下16： 
1、擁有共同的始祖 
2、擁有家譜 
3、共有中國式的姓 
4、在始祖的墳墓和共有的門中墓前定期祭拜祖先 
5、父系血緣歸屬原理：（1）女婿不得繼承，養子必須出自同一門中，（2）長男有優先繼

承祖先牌位的祭祀權。 
 

二、門中會的組織與內容 

（一）、組織 

1、內部編制 

各門中會內部編制的名稱、人數雖有若干差異，但大致上來說分為理事和監事兩部分，

二者平行直屬於門中會長，彼此間互相制衡。另設有顧問（＝相談役）若干名，供會長諮詢，

或在理事會提出建議（如阮式門中會、梁氏門中會）。會長（梁氏、王氏）或理事長（如阮式），

對外代表門中會，總理除祭祀以外的所有會務17；副會長或副理事長輔佐會長；專務理事或

事務局長一人，處理日常會務，任期或三年或兩年18（如圖 3）。 

                                                 
13 富島壮英，1987，〈明末における久米村の衰退と振興策について〉，中琉文化経済協会編《第一屆中琉歷史關

係國際學術會議論文集》，台北：聯合報文化基金會國學文獻館，頁481～482。 
14 謝劍，1981，《香港的惠州社團－從人類學看客家文化的持續》，香港：香港大學出版社，頁9~14。 
15 入會申請書如附錄。 
16 同註2。 
17 門中的祖先祭祀活動由宗家代表主祭。 
18 根據《始祖阮國公來琉四百年紀念 阮氏我華會創立十周年記念 阮氏記念誌》、《呉江会の永遠  の発展を祈念



現存的門中會當中，阮氏門中會組織較為完備健全，除了上述的顧問、理事長、副理事

長、專務理事、理事、監事之外，還設有各種研究委員會，包括家譜研究委員會、祖廟「世

德堂」建設研究委員會、人材育成研究委員會、財產管理運營研究委員會等19。 

圖 3：久米系門中會內部組織圖 

會員大會 

理事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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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事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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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來源：《始祖阮國公來琉四百年紀念 阮氏我華會創立十周年記念 阮氏記念誌》 

 

2、外部聯繫 

久米系門中會與外部聯繫的內容主要有（1）參與久米崇聖會活動，（2）返回中國原

鄉尋根，（3）與其他地區宗親會交流。 

（1）參與久米崇聖會活動 

        1610 年久米村總役（久米村最高長官）紫金大夫蔡堅（喜友名親方念亭）從中國山

東曲阜購得孔子、顏子、曾子、子思、孟子的畫像攜回琉球，之後有志人士陸續出資，

輪流在各士大夫家舉行祭孔儀式。1671 年興建孔子廟，於是有了固定祭孔的地點。後

因孔廟年久失修，1912 年久米村人乃發起修繕至聖廟募金運動，同時成立社團法人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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して》、《久米村王氏門中槐王會資料（一）》整理而成。 
19 阮氏記念誌編集委員會，1998，《始祖阮國公來琉四百年紀念 阮氏我華會創立十周年記念 阮氏記念誌》沖繩：

阮氏我華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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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崇聖會，以維護管理至聖廟（孔子廟）、明倫堂，並負責執行祭典，普及儒教20。 

因為有這樣的淵源，久米崇聖會的會員幾乎都是久米村系出身的人，事務局長目前

由鄭氏後代上原和信擔任。崇聖會始終是非常積極地傳遞儒教思想，除了每年的新曆 9
月 28 日舉行盛大的祭孔典禮之外，並且收集、出版儒教21及鄉土相關的刊物與兒童讀物

約一萬冊存放於明倫堂，又在事務所設置久米村研究室，鼓勵有志者讀書，全年無休，

同時免費開放參觀。 

值得一提的是，每年聯考季節（1 月）之前會有許多家長和考生前來祭拜孔子，祈

求上榜。相較於日本本土的人到神社祭拜，然後在「繪馬」木牌上寫上祈求的話，以及

台灣的家長帶著考生，備香燭向文昌帝君祈求，甚至偷走文昌帝君的毛筆，則孔子在沖

繩儼然成為主掌「功名」的「神明」。 

         除此之外，二次大戰後重建孔子廟時，也把天妃宮、天尊廟蓋在孔子廟的基地內，

所以久米崇聖會除了祭孔之外，又分別在舊曆的 1 月 4 日舉行天尊‧天妃的下天祭，2
月 28 日春季例祭，8 月 18 日秋季例祭，12 月 24 日舉行上天祭。饒有趣味的是，據事務

局長上原說，平常前來祭拜天尊和天妃的多是沖繩地區的靈媒ユタ（yuta）。 

（2）回福建原鄉尋根 

自從中國大陸開革開放以來，海外人士得以自由出入中國，久米系門中會也因而多

次回原鄉尋根。阮氏門中會、王氏門中會在 1987、1993 年，梁氏、毛氏兩門中則在 1988
年分別組團到中國福建展開尋根之旅。阮氏祖廟「世德堂」座落於福建省漳州市龍溪縣

角美鎮石美隸頭村，王氏祖廟座落於龍溪縣步文鄉上苑，梁氏的祖廟則座落於長樂縣梁

邊村。 

（3）與其他地區同姓宗親會之交流 

阮氏門中會從 1987 年開始陸續與中國阮姓宗親會、香港阮姓宗親會、台灣阮姓宗親

會交流，最初是為了尋找原鄉的祖廟而組團到福建調查，果然如願，後來又出資招待祖

廟宗親會的會長來沖繩訪問；與台灣阮姓宗親會互訪則晚至 1992 年，台灣方面在台北、

台中、台南、彰化、屏東都設有阮姓宗親會。 

    一個值得省思的現象是，筆者參訪阮氏門中會事務所，富麗堂皇的正廳中央安放著

開基祖阮國的牌位，右方是孔子像，兩側牆上掛滿與中國阮姓宗親會交流時獲贈的匾

額，獨不見台灣鄉親所贈送的紀念物。事務局長與古田增秋不待筆者問起便自動地告

知，不是完全不掛台灣的東西，而是以前掛，最近收起來了。談話中還提起彰化阮姓宗

親前縣長阮剛猛。 

 

（二）、內容 

1、 成員數量與分布 

（1） 阮氏我華會 

 
20具志堅以徳，1975，《久米至聖廟沿革概要》，那覇：久米崇聖会 
21 例如：《六諭衍義大意 翻譯本》、《蔡溫具志頭親方文若頌德碑 程順則名護親方寵文頌德碑》、《久米村的民俗》，

供免費索取。 



目前會員 317 戶22，每戶平均以 4 人計（小家庭制下的每戶平均人口和以往已不能

同日而語），則約有 1300 人左右23，「宗家/sokei」神村，支派有 10，包括與古田、与古

田、横田、宜保、我謝．我喜屋、吉元、真栄田、真玉橋、小渡、山田，住在沖繩縣以

外地區的有 10 戶，其餘的 307 戶分布在沖繩縣內的那霸市（其中有 14 戶住在那霸久米）、

具志川市、西原町、嘉手納町、豊見城村、宜野湾市、東村、読谷村、沖縄市、南風原

町、浦添市、北谷町、石川市、大里村24。 

（2）毛氏國鼎會 

會員約 370 戶25，1480 人左右，「宗家」與世山，支派有 20，仲嶺、安富祖、田里、

普久嶺、南風原、許田、喜友名、奥間、喜瀬、与儀、垣花、吉川、桑江、伊佐、安仁

屋、阿嘉嶺、喜久山、宇久村、奥村、安富，分布情形不詳。 

（3）梁氏吳江會 

會員 308 戶，1429 人26，「宗家」亀島，支派有 14，分別是國吉、古謝、安仁屋、

饒波、崎山、上江洲、當間、瀬名波、吉浜、仲地、仲石、上津、山本、儀保，除亀島

家有 69 人、國吉家有 58 人居住在沖繩縣以外的地方，其他分布在沖繩本島的那霸市、

嘉手納町、讀谷町、本部町、具志川市、石川市、与那城村、系滿市、以及離島的久米

島。 
（4）王氏槐王會 

會員人數不詳，「宗家」國場，支系有 11，知名、大田、上運天、小渡、新崎、仲

宗根、名嘉真、久高、山田、伊計、 宮城，分布在那霸市、嘉手納町、系滿市、首里

市、豐見城村、沖繩市、具志川市、石川市、与那城村、宜野灣市、西原町、金武町、

宜野座村、及離島、日本本土的兵庫縣神戶市。 
 
表 3：現有久米系門中會人數分布一覽表： 

門中名稱 戶數 人數 分布區域 

阮氏 317 1300 那霸市、具志川市、西原町、嘉手納町、豊見城村、宜野

湾市、東村、読谷村、沖縄市、南風原町、浦添市、北谷

町、石川市、大里村、沖繩縣以外的地區 

毛氏 370 1480 N/A 

梁氏 308 1429 那霸市、嘉手納町、讀谷町、本部町、具志川市、石川市、

与那城村、系滿市、離島的久米島、沖繩縣以外的地區 

王氏 N/A N/A 那霸市、嘉手納町、系滿市、首里市、豐見城村、沖繩市、

具志川市、石川市、与那城村、宜野灣市、西原町、金武

町、宜野座村、及離島、日本本土的兵庫縣神戶市 

合計 995 4209+  

 

                                                 
22 阮氏記念誌編集委員會，1998，《始祖阮國公來琉四百年紀念 阮氏我華會創立十周年記念 阮氏記念誌》沖繩：

阮氏我華會 
23 沖縄県人口（2006年9月現在）1,367,004人，http://www.pref.okinawa.jp/toukeika/ 
24 沖繩縣有那覇市等11市、24村、16町，參照ttp://www.pref.okinawa.jp/toukeika/estimates/2004/200404.xls 
25 2003/2 口訪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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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十周年記念事業実行委員，1991，《呉江会の永遠の発展を祈念して》，那覇：梁氏呉江会会長國吉順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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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 3 可以知道，絕大部分的久米村人都留在沖繩縣內發展，理由是否跟土地擁有有關？

沖繩人的姓氏來源基本上取自地名，換句話說，以地名為姓氏，如果把古地名和現在行政區

劃對照，或許可以找出答案，關於這點還需要深入探查。 
由於門中會乃採自由加入性質，又王氏門中的會員人數不詳，再加上其他沒有組織門中

會的久米村人，總人數應該高於表 3 所估算的 4200 人，合理估計應在 6000 人以上，和「廢

藩置縣」後第二年的 1880 年相較（參照表 4），久米村的人口似乎沒有太大的成長。 
必須特別說明的是，迄至目前為止對久米村人口變遷的研究少之又少，可能是因為明治

36（1903）年土地重劃以後，找不到或根本不做舊籍的人口統計，所以 1880 年「廢藩置縣」

後到 2004 年的人口變遷數據出現了斷層。表 3 中筆者所做的是跨地緣性、因血緣關係而自我

認同為「久米」後代，屬於主觀認同的人口數。此與田名真之在表 4 中列述的客觀性的行政

村人口數有別。 
 

表 4：歷年琉球都會人口對照一覽表27

年代 總人口 都會人口 首里 那霸 久米 泊 

1654 N/A 13,689 8,455 3,442 995 797 

1690 128,567 24,032 16,210 5,280 1,632 910 

1729 173,969 32,823 20,861 7,819 2,838 1,305 

1815 N/A 56,616 38,613 9,649 5,513 2,841 

1873 166,782 75,231 44,984 14,610 9,800 5,837 

1879 286,787 46,638 22,542 14,905 5,542 3,649 

1880 356,979 48,586 24,922 13,358 6,038 4,286 

    

2004 1,346,781 6000+  

資料來源：田名真之，1992，《沖縄近世史の諸相》，那覇：ひるぎ社 

 

2、經費來源 

    門中會成立宗旨原本是要祭祀祖先、聯絡感情、培育人才，現已轉換成以管理共有財

產為主，主要活動有年節祭祀、敬老、表彰有貢獻者、家譜歷史研究、收集、海外宗親會的

交流等五項。不論宗旨如何改變，每一項活動都需要經費支持，久米系的門中會主要的經費

來源有：（1）出租土地或不動產的收益，（2）會員的捐獻，（3）會費。出租不動產的收益最

大，例如阮氏門中在那霸市區泉崎有一棟 6 層樓的商業大樓，在首里有三棟公寓住宅（共 28
戶）出租，首里地區三房兩廳的公寓月租至少為日幣 5 萬，市中心的商業大樓更是遠高於此

數，而會費方面則是為了鼓勵同門族人加入門中會，一年僅收象徵性的 1000 日幣（約台 300  
元左右）。 
 
三、門中會的功能 

（一）、宗教功能 
如前所述，門中會成立最主要的活動是祭祀祖先，主要的年節祭祀有三：（1）年始祭，

舊曆的正月初一正午時分，（2）清明祭，進入清明節氣的第一個週日正午，（3）開基祖祭日。

其中清明祭尤其盛大舉行。 

                                                 
27 田名真之，1992，《沖縄近世史の諸相》，那覇：ひるぎ社，頁262～263；2004年部分為筆者的估計數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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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明掃墓，時間原是以舊曆為準，但為因應現代社會時間的作息，希望能有最多人參與，

所以改訂在清明節氣的第一個星期日。梁氏吳江會 2002 年時，宗家（也就是長房）亀島去世，

清明不祭祖。因為清明是節慶，有慶賀之意，所以習慣上宗家傳人去世，兩年不舉行清明祭

祖，以示哀悼。阮、毛二氏的祭祀時間仍循舊例，在西曆的四月六日（當年清明節氣的第一

個星期日）下午 2 時舉行。 

除了阮氏仍維持男性親族才能參加清明墓前祭之外，其餘的門中會都已因應社會民主化

男女平等的要求，改為男女都可以參加。 

茲以毛氏門中的清明祭為例，說明門中會如何藉祖先祭拜來加強同族之間的凝聚力。 
毛氏祖墳（照片 1）位於門中會事務所（照片 2）左側，整個墓區以水泥覆蓋，石墓碑上

刻有「明萬曆年間 中山正議大夫 毛公之墓」，墓碑下方為兩階四方石台，樣式類似日本本土

墳墓，石碑前置香爐，香爐兩側擺置花瓶，前有墓埕，墓埕與前面空地以台階相隔，空地平

常作為停車場使用。 
祭典當日，陽光普照。下午一時三十分許，墳墓入口處事務局長和會長忙著招呼來來參

加祭拜的門中會員，墓前空地已經搭好塑膠棚，地上舖有塑膠布（類似台灣路邊喜宴，只是

桌椅換成塑膠布），中國古樂陪襯。入口處右側設有報到處，會員不必簽名即可領便當，大人

小孩一人一份，之後各自就在墓前的空地找位置坐下來，只有宗家長子帶著他讀國中的兒子

坐在比空地高一階的墓埕。 
    整個清明祭的程序為（1）祭祖，（2）門中會長致詞，（3）宗家代表講話，（4）用餐聯誼。

會長是主席，事務局長擔任司儀。 
（1）祭祖 

會長點兩柱香給宗家代表与世山，先祭拜位在面向墳墓右側處的土地公，其他族人依司

儀口令雙掌合十一拜，上完香，燒黃色紙錢，之後向祖先墓碑重複一次同樣儀式。祭品有鮮

花、水果（芒果、香蕉、蘋果、鳳梨）、甘蔗（製糖用甘蔗）、全雞（雞背上插著一把菜刀）、

白色圓形麻薯（照片 3）。 
（2）門中會長致詞 

著西裝的會長向大家報告，內容略為：一年一度的清明祭，便當的內容是精心準備的，

也即是今天祭品的內容：白斬雞和油飯。2007 年是毛氏來琉 400 年，計畫以出版家譜方式紀

念。之後會長介紹從沖繩縣立公文書館（類似台灣的國史館）聘請來執筆編撰的專家孫薇。 
（3）宗家代表講話 

年約 40 的宗家代表（照片 4）闡釋孔子的「小人與女子，難養也」，認為可以作為父母

教育小孩時的參考；此外並解釋家譜中「愚孫」的意義。 
（4）用餐聯誼 

會長表示他將代表毛氏門中前往祭拜鄭氏祖墳，必須先行離開，希望大家留下聚餐，聯

絡感情。但就在司儀宣佈清明祭祖儀式完成，不待用餐，多數人便紛紛離去，儘管如此，清

明祭仍然讓平常散居各地的族人有一個難得的情感交流機會。 

 
（二）、社會功能 
    門中會的社會功能之一是推動社會福利，二次戰後復建時期此一功能發揮了很大的作

用，有錢的出錢，組成聯誼互助會「模合」28，救助經濟狀況較差的同門親屬，或讓他們以

低價租用門中會所購置的房子；遇有喪事，除了人力的支持外，門中會也贈與「弔慰金」。 

 
28 模合（moai），又稱賴母子，平民百姓廣為流行具互助性的金融組織、融資機構。 



功能之二是定期舉辦會員大會、「敬老會」、「彰顯會」，提供聯誼社交機會。通常清明祭

結束後，是會員大會舉辦最好的時機，出席的人數最多，聯誼的效果最好。對於 85、88、97、

100 歲（這幾個壽齡，在習俗中特別有吉祥的意義）的會員頒給一定金額的祝壽金；對於有

特殊功蹟的人，例如對門中會營運有顯著貢獻者，或常年在門中會服務，以及可為他人模範

者、對社會公益有貢獻者，都會在各項集會上頒與感謝狀和紀念品。種種的活動，目的都在

提高會員對門中會的向心力。 
（三）、文化與教育功能 

最具體的是舉辦「學事獎勵會」，在戰前是以發給成績優秀的子弟筆記本或鉛筆作為鼓

勵，戰後則是對中小學學生頒給文具用品，中學以上的頒給獎勵金，其後慢慢演變成不論學

齡一律給予現金鼓勵。阮氏門中還提供留學獎助金，鼓勵子弟到中國福建或台灣學習中國話，

以因應越來越頻繁的交流，對於懂漢文、會說流利漢語的子弟需求殷切。 
 

結論 

經過 6 個星期的調查，除了釐清幾項重要的疑點之外，也留下一些待解決的問題，前者

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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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久米村」地理範圍的縮小 
西起市內巴士「大門前」站牌，東到崇元寺，北達西武門，南沿久茂地川的整個區域都

屬於歷史上的「久米村」範圍，而今天以「久米」為地名的行政區劃範圍僅在國道 58、縣道

43、47 和泉崎橋通所包圍的區域內（如圖 2）。   
 
  圖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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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久米村人由聚居變為散居 
1880 年居住在上述「久米村」，且有戶籍的久米村人有 6038 人，這些人的後代子孫現今

散居在沖繩本島、沖繩縣的離島、日本本土、海外的夏威夷，人口估計約在 6000 人以上；

而目前住在「久米」的人，只有極少部分是久米村人的後代。 
3、 組織門中會凝聚力量 

散居的久米村人以組織門中會的方式來凝聚力量，目前比較活躍的門中會有阮氏、毛氏、

梁氏，王氏，各門中會有日趨健全的內部編制，藉各項活動的舉辦，發揮互助、社交的社會

功能；藉祭拜祖先及其他祭祀，強化凝聚向心力的宗教功能；藉編輯族譜、舉辦「學事獎勵

會」傳遞儒教思想（如慎宗追遠、孝順父母的觀念）的文化與教育活動，凝聚族人的向心力，

同時藉回福建原鄉尋根，擴大對海外同姓宗親會的交流。 
尚待解決的問題有： 

1、名稱問題 
一般人提到久米村，第一個反應便是「kuninda」，對久米村人的概念則是「一群自視很高

的人」。久米村人到底是一群什麼樣的人，概念卻是極其模糊的。外人的印象如此，那麼久米

村人本身如何稱呼自己？如何看待自己？作為一個研究者要用什麼指標來檢驗？ 
2、信仰體系 

從門中會的年節祭祀來看，有祭祖的清明祭（4 月 6 日），有祈求豐收消災的   ウマチー

（umachi/舊曆 5 月 15 日、6 月 15 日 ），有春、秋分祭祖的彼岸祭（9 月 23 日），和祈福消

災敬祖靈的遶境活動－－東廻り（agariumai/10 月中旬）。平常家中有佛龕可供養祖先，年節

則至幕前祭拜。 
    調查期間參與了最重要的清明祭，其他的則限於駐留時間而無其他成果；曾經多次試圖

前往久米村人家中拜訪，以便觀察他們家中供養祖先牌位的情形，但都遭拒絕，如此一來，

不能明顯比較出久米村人在家中的祖先祭拜和日本本土或台灣有什麼異同，宗教信仰方面有

什麼的改變。 
3、婚姻圈 

 學界對久米村人的婚姻關係的研究不多，初步的成果只發掘了「同姓不婚」的現象29，

至於是內婚還是外婚，不同家族之間通婚頻率如何，都沒有人在這方面著力。 
4、 語言使用問題 

對於維繫民族邊界最有效的語言，一般 40 歲以下者只會說日本話，60 歲以上者擅日本

話和琉球話，推測可能沒有使用漢語的人口，但是實際情形如何，仍有待作深入的調查。 
5、門中會的其他功能 

宗親會一類的親族集團所能發揮的功能，除了前述的社會功能、宗教功能、文化與教育功

能外，可能還有經濟、政治（例如回中國原鄉尋根）等方面的功能，是這次調查期間未能觀

察到的。 
 

 

謝誌：本研究感謝指導教授林修澈老師的啟發，「民族學方法研究方法專題研究」課程全體同

學的指正，以及政治大學社會科學院的調查經費補助。  

 

 

 
29 比嘉政夫，1983，〈沖縄の中国系社会における婚姻と社会構造－－歴史と現状〉，《わが国華人社会の宗教文

化に関する調査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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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3：清明祭祖的供品                    照片 4：宗家代表致詞 

 14



        
附錄 1：久米村姓氏一覧表 

元祖 出身地 渡来年 大宗家 家名 

蔡 崇 福建省泉州府南安県 洪武25 年（1392） 儀間 
神山・上原・志多伯・具志・武嶋・安次嶺・宮城・小渡・天願・

宇栄原・大田 

林 喜 福建省福州府 県 洪武永楽年間 名嘉山   

金 瑛 福建省福州府 県 洪武25 年（1392） 具志堅 多嘉良・渡久知・阿波連・目取真・松長・安次嶺・豊里・與座 

鄭 義才 福建省福州府長楽県 洪武25 年（1392） 湖城 

池宮城・村田・志堅原・上原・渡久村・登川・宮城・屋宜・宜保・

屋富祖・仲嶺・古波蔵・糸数・与那覇・宇地原・城田・伊礼・屋

部・八木・池宮 

梁 崇 福建省福州府長楽県 永楽年間 亀島 古謝・安仁屋・饒波・崎山・上江洲・國吉・當間・瀬名波・吉浜

紅 英 福建省福州府 県 洪武永楽年間 和宇慶 東恩納 

陳 康 福建省福州府 県 永楽年間 仲本 宮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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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 國鼎 福建省 州府龍渓県 万暦35 年（1607） 與世山 

仲嶺・安富祖・田里・普久嶺・南風原・許田・喜友名・奥間・喜

瀬・与儀・垣花・吉川・桑江・伊佐・安仁屋・阿嘉嶺・喜久山・

宇久村・奥村・安富 

鄭 肇祚 福建省福州府長楽県 嘉靖年間 與座 真栄里・高志保・伊差川・高良・屋部・外間 

蔡 宗貴 福建省福州府 嘉靖年間 平川   

王 立思 福建省 州府龍渓県 万暦19 年（1591） 國場 
知名・大田・上運天・小渡・新崎・仲宗根・名嘉真・久高・山田・

伊計・ 宮城 

阮 明 福建省 州府龍渓県 万暦19 年（1591） 浜比嘉   

陳 華 福建省 州府 万暦45 年（1617） 幸喜 賀数・真栄平 

楊 明州 浙江省台州府 順治5 年（1648） 古堅 名嘉地・村山・山口・平田 

林 世重 琉球 万暦3 年（1575） 上原   

蔡 塵 琉球 万暦38 年（1610） 伊計 宇良・湖城 

梁 守徳 琉球 万暦年間 富山 我喜屋・又吉・兼コ段・阿嘉・安慶名・外間・源河 

周 文郁 琉球 崇禎年間 阿嘉嶺   

孫 良秀 琉球 順治2 年（1645） 安座間 大嶺・石橋 

曾 志美 琉球 順治13 年（1656） 仲宗根   

程 泰祚 琉球 順治13 年（1656） 名護   

魏 瑞麟 琉球 康煕8 年（1669） 高嶺 慶佐次・大湾・多嘉嶺・楚南・志喜屋・喜瀬 

林 胤  琉球 康煕9 年（1670） 平安座 神山・真栄田・新垣・渡久地・松本 

資料來源：http://www2.tontonme.ne.jp/users/koushi/kume36/ichiran.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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