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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雲霄尚書祖祠「致敬堂」，位於烏山腳下的和平鄉徑仔村官田自然村，為二進三開間土木建

築。經雲霄縣博物館館長、研究員湯毓賢考證，致敬堂曾為明名臣、「三部尚書」蔡思充故居，

始建於 1621 年，如今保存的明太學士、福州人葉向高在本祖祠的題字「閣陽世澤」也是有力的佐

證。 
   當年，蔡思充常直言時事得失，觸犯了權宦魏忠賢。魏忠賢進讒言，蔡思充被罷官，只好回

歸故里。回鄉後蔡思充移居此地，素有「官田」美稱。 
   據史料記載，蔡思充（1559—1642 年），字寶卿，號元崗，雲霄西林村人。明萬曆三十五年

赴京考中進士，他為官清正廉明，屢有功績，先後被授予工部、刑部、兵部等尚書官職。   （駐

漳記者 黃樹金 攝影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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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田村“致敬堂”坐落于和平鄉徑仔村官田自然村，于明天啟元年（1621 年）始建于西林，清順治

九年（1652 年）移建官田，為“蔡氏祖廟”，配供雲霄歷史上官員職位最高的明朝“三部尚書”蔡思

充暨夫人張鶴娘。“致敬堂”於 2007 年 6 月被雲霄縣人民政府確認為“第五批文物保護單位”。 

蔡思充（1559～1642 年），字寶卿，號元崗。明天啟時官至南京工部、刑部尚書；崇禎時官至南

京工部尚書，卒追封南京兵部尚書、太子少保，是雲霄歷史上職位最高的官員，號稱“三部尚書”。

蔡思充生前為官清正廉明，體察民情，清吏治，除弊政，興修水利，發展生產，連年豐稔，為百姓

稱頌。 



蔡思充故居 

蔡思充故居又叫雲霄尚書祖祠，始建於明天啟元年，主堂名為“致敬堂”，為雲霄明代三部尚書的故

宅兼祖祠。位於福建雲霄縣和平鄉官田自然村與莆美鎮前塗村兩處，兩地祖祠為二進三開間土木建

築，懸山頂，坐西朝東北。 

和平鄉官田自然村的致敬堂祠內主堂奉祀三部尚書蔡思充及其妻一品誥命夫人張鶴娘神像，主堂屏

風后面供奉蔡氏歷代先祖牌位，主堂屏風旁祀奉清代文華殿大學士兼吏部尚書、加授太子太師蔡新

神像，堂內中間懸乾隆四十一年蔡新題的“致敬堂”牌匾，左右邊分懸萬曆四十二年立的“三部尚書”

匾和“一品誥命夫人”匾，致敬堂匾下掛有明崇禎十六年御賜聖旨牌，堂內左右分懸蔡氏子孫所立兵

部侍郎，刑部侍郎，文魁，進士等牌匾，堂外有蔡新題楹聯：國朝明清三進士三部尚書，詩書禮樂

四文魁六封侍郎。堂外有天井，天井內有水井，祠門上懸有明天啟二年內閣首輔大臣大學士葉向高

題的“閣陽世澤”匾。 

  前塗村致敬堂坐落於前塗城內東南面蔡家厝前，占地 300 多平方米，建築面積 200 多平方

米，始建於明天啟元年（1621 年），由門廳、天井、兩廊、殿堂組成，硬山式廟堂建築。主殿面

闊、進深各 3 間，石礎杉柱，木拱瓜斗，駝墩枋桁，裝飾八寶花卉、壽字紋樣等雕刻彩繪。廟門橫

楣凸飾“濟陽衍派”、“西林分支”兩方朱文篆印，門前辟寬敞的大埕，祠門上懸有“蔡氏家廟”牌匾。

致敬堂內祀明代工刑部尚書蔡思充、夫人張鶴娘。家廟曾在清同治三年甲子（1864 年），因雲霄

廳同知史恩綬、游擊英俊棄城外逃銅山，詔安知縣趙人成為避免戰火陷詔，曾外援作臨時指揮部，

坐鎮指揮莆美、前塗兵勇抗禦太平軍南方餘部，因此具有較高民俗歷史、民間藝術和科學研究價值。 

蔡思充夫人墓 

蔡思充夫人墓位於福建省雲霄縣火田鎮菜埔村磨盾山，始建於明崇禎九年，灰石三合土結構，占地

面積 2900 平方米，葬蔡思充夫人張鶴娘，墓下立一方神道碑，上刻〝大明萬崇三部尚書蔡思充誥

命一品夫人張鶴娘陵園〞，氣勢恢宏，明朝內閣首輔葉向高曾頌讚張鶴娘〝心量寬廣，涵養深純，

名載貞珉，昭垂千秋〞。 

 

 

 

 

 

 

 

 

蔡思充夫人張鶴娘墓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