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两千万何姓人，宗缘相融、血浓于水，不
论身居何地，往往以一宗支或一地域内的何氏宗
人结而为族，置产业、建宗祠、修族谱、融和亲
情，祭祀先祖，历代沿袭。虽在一九四九年后，
国内曾一度中断了宗族活动，但随着改革开放政
策的实施，宗亲会又勃然而兴，且多以不同名称
进行了合法的社团登记，除大多称何氏宗亲（总）
会外，还有各种称谓，如海南称“何氏公益事业
基金会”；浙江、福建则名为“姓氏源流研究会
何氏委员会”；广东雷州遂溪等地称为“何氏经
济文化交流促进会”；福建福安市称“何氏宗亲
爱国教育研究会”，惠安有“庐江教育促进会”，
云霄有“庐江渊源研究会”，武平有“何大郎历
史文化研究会”；还有称：“××何氏宗亲联谊
会”、“××何氏宗祠理事会”等等，不少地方
的宗亲会还筹资修葺先祖墓，续族谱、建宗祠或
请求有关部门发还原被占用的老词，原址进行翻
修。在港、澳、台地区及国外的何氏宗亲活动也
很活跃，其宗亲组织一般都在当地进行了社团注
册，大多兴办有实业，建有宗祠或会所，其主要
活动除进行祀祖、扫墓、联谊外还开展济困、尊
老、将学等公益活动，他们建的会所、宗祠一般
都很气派，如越南胡志明市于1969年建有“庐江
堂何氏宗祠”，菲律宾的“何氏宗亲大厦”于
1984年竣工，马来西亚于1977年所建的何氏宗亲
会所占地7500多平方米，台湾嘉义的"何大宗祠
“用地9000多平方米，美国的”何氏宗祠“建于

何氏历史文物
何氏宗亲会（族会）、何氏宗祠及列入重点

文物保护的何氏老祠古墓



全国各地还有不少何氏老宗祠、古墓葬被政
府列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如：浙江武义县郭洞
村始建于明代万历三十七年（公元1609年）的何
氏宗祠，被国务院列入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广东番禺沙湾建于元代至元十二年（公元1275年）
的何氏宗祠——留耕堂，1989年经广东省人民政
府确定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安徽庐江的
“何氏太始祖何瑊墓”，2004年安徽省人民政府
其将定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湖南郴州鲁塘
的何氏宗亲为纪念明代侍郎何孟春一门五代蝉联
科甲而建的“何侍郎孟春之墓”、“节寿亭”、
“文峰塔”均是郴州市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浙
江丽水凤凰山何偁、何澹、何处士祖孙三代的墓
葬，是丽水市市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河南琼山
的“何兴公墓园”

（何兴是宋代朝议大夫）于1998年被琼山市
人民政府定为市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福建武平
县人民政府于1997年将“何大郎（何旦）千年古
墓”列为县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如此等等，限
于编者所知，是无力全部罗列的，公此列举一、
二而已。

（据《第七届世界何氏宗亲恳亲大会特刊》、
《中华何氏源流大典》等书中的有关资料整理）

1999年，日本大阪有“何氏家族会馆”，缅甸的
庐江何氏宗亲会建有“何家馆”，加拿大温哥华
的何氏宗亲会也在1993年建成会所，如此等等，
不胜枚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