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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趙 
拼音：ㄓㄠˋ   Zhao 

郡望：天水郡 

勝跡：缺 

文獻：《趙氏族譜》、《趙錢孫李：中國大姓尋根與取名》 

（一）歷史 

趙姓在《百家姓》排名首位，肇因於此書撰於宋朝，故尊天水趙姓為天下第

一姓。趙姓人口是當今中國第七大姓，南方人所占比例較高，在臺灣排名第四十

二。趙姓出自嬴姓，是古帝王少昊後裔，趙姓具體祖先是少昊裔孫造父。據說造

父是西周時著名駕車能手，且曾在華山得到八匹駿馬，他將八匹馬馴服後獻予周

穆王。周穆王用此八匹馬，配置精良馬車而由造父駕駛，載他四處遊玩。一次周

穆王在昆侖山遇見西王母，流連忘返數年，直至徐偃王造反，率三十六諸侯進攻

周都，他才慌忙讓造父駕車返京。由於造父駕車及時趕回，讓周穆王平定叛亂。

周穆王因此將趙城封予造父作為食邑，從此造父後裔居趙邑，且以趙為姓氏。趙

姓早期在北方發展，西元前 403 趙國建立，成為戰國七雄之一，直到西元前 222 

年為秦所滅。從秦朝始，趙姓逐漸向海南、廣東、廣西等地發展，至清朝康熙年

間趙姓進入臺灣。 

（二）遷徙分布 

秦代真定人（今河北正定）趙佗任南海郡龍川縣令，後為南海尉，於秦末兼

并桂林、南海、象三郡而建立南越國，漢高祖時受封南越王。此後趙佗子孫繁衍

於今廣東、廣西一帶。東漢末年京師遭董卓之亂，洛陽人趙達避難遷居江東。唐

高宗總章年間，中原人趙端隨陳政、陳元光父子入閩開闢漳州。五代時劉龑在廣

州建立南漢政權，洛陽人趙光裔、光逢、光胤三兄弟因而在南海安家。開封人趙

廷隱、趙崇韜父子因仕後蜀而在四川成都定居。南宋初開封人趙用賢隨宋高宗趙

構南逃，移居江蘇常熟，鄭州人趙蕃移居江西上饒。南宋亡後，宗室趙氏散逃至

澎湖、潮陽等地，後在閩、粵一帶發展繁衍。趙是中國大姓，在臺灣亦然，於臺

灣姓氏排名第四十二位。趙姓移居臺灣在清朝康熙二十二年（1682），當時鄭成

功之子鄭經安置趙、黃、董、柯、李等五姓，之後臺灣各地趙姓隨而增多。康熙

六十年（1721）朱一貴起義，下淡水港即有位義民趙姓和。雍正初年有趙姓招募

福建漳州和泉州兩地佃人，乾隆年間有泉州人趙普、趙晉兩人。目前全臺各地趙

姓人士以臺中、臺南、基隆三地最多，後又有不少人移居海外，分布歐美及東南

亞國家和地區。 

（三）堂號 

1、半部堂：五代後周時期，趙普助趙匡胤發動「陳橋兵變」建立宋朝，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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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祖趙匡胤封趙普為宰相。趙普又提出「杯酒釋兵權」之法，削減地方武裝，鞏

固中央集權。趙普想方設法治理天下，宋太祖問他如何達此目標？趙普回答道：

「我不過是靠半部《論語》罷了！」趙普卒後家人整理其書箱，果真無甚寶物，

僅有在世時常讀的《論語》。趙普後人因以其行誼而名堂號「半部堂」。 

2、琴鶴堂：宋朝殿中侍御史趙忭是為官清廉愛民，人稱「鐵面御史」。趙忭

任成都知府時一清如水，他見人民安居樂業，便高興地彈琴取樂。趙忭豢養一鶴，

常用鶴毛之潔白勉勵自己不可貪汙，用鶴頂之紅冠勉勵自己赤心為國。他窮得一

窮二白，僅有一琴一鶴，趙忭後人因以其行誼而名堂號「琴鶴堂」。 

3.、趙氏還以「天水」、「孝思」、「谷治」、「萃渙」等為堂號。 

（四）歷史名人 

1、趙勝：戰國趙國平原君，以「食客數千人」著稱，是趙氏有史以來最負

盛名人物。 

2、趙雲：字子龍，三國蜀國大將，為「五虎上將」之一。 

3、趙匡胤：本為後周大將，「陳橋兵變」後代周為帝，建立宋朝，立國 320

年，使趙姓宗族聲望達至最輝煌。 

4、趙孟頫：元代書畫家，精於楷書與行書，筆法圓轉遒麗，人稱「趙體」。 

3、趙之廉：清代書畫家、篆刻家，書、畫、篆刻對後世皆有一定影響，與

任伯年、吳昌碩並稱「清末三大畫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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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錢 
拼音：ㄑㄧㄢˊ  Qian 

郡望：彭城郡 

勝跡：缺 

文獻：《錢氏家乘》、《趙錢孫李：中國大姓尋根與取名》 

(一)歷史 

錢氏在《百家姓》排名第二，現今中國排名第八十九，在臺灣錢姓是第一百

大姓。錢姓何以在《百家姓》排名第二？據說《百家姓》是宋初錢塘名儒所著，

在宋朝尚未建立前，此地為吳越國，國主名錢鏐。傳至錢弘俶時歸順宋朝，那位

名儒將錢姓列居《百家姓》第二，表示不忘故國。錢姓遠祖始於上古，人稱「人

瑞」的彭祖。彭祖是陸終之子、顓頊玄孫，亦是黃帝後裔。他有一位後代名彭孚，

在周代時擔任「錢府上士」，負責管理錢財調度，其後代於是以錢為姓。錢姓發

源於下邳，然由於錢姓源自彭姓，錢姓亦將彭城視為郡望之一。此外，錢姓在吳

興逐漸形成望族，吳興（今浙江湖州）亦成錢姓郡望之一。 

（二）遷徙分布 

錢姓早期除部分散居於今山東、河南等省外，主要在江南發展繁衍。秦朝有

御史大夫錢產，子孫居下邳。西漢徐州人錢林，因王莽專政而棄官隱居長興陂門

里。錢遜因避王莽亂，徙居烏程。唐初光州固始人陳政、陳元光父子入閩開闢漳

州，有中原錢姓將佐隨往，在福建安家落戶。宋元時期錢氏發展至今廣東、四川、

安徽、湖南等省。明清時期今上海、雲南、湖北等省市均有錢氏聚居。從清代開

始居住在閩、粵及沿海之錢姓人士陸續遷至臺灣，後又有徙居海外者。唐末杭州

臨安人錢鏐任鎮海節度使，896 年擊敗董昌，據有今浙江及江蘇西南部、福建東

北部地區，於 907 年被後梁封為吳越王，自稱吳越國王。在位期間曾徵發民工，

興修錢塘江及太湖水利工程，有利當地農業經濟發展。吳越國傳五主 84 年，末

代國君為錢鏐之孫錢弘俶，於 978 年獻所據之地歸北宋，受封鄧王。這是中國歷

史唯一的錢氏政權。 

（三）堂號 

吳越堂：錢鏐是五代吳越開國君王，他在後唐時僅是偏將，因深通兵法，善

於征戰，接連擊敗王郢、消滅黃巢、剿平劉漢宏。皇帝因錢鏐戰功累累，升他為

鎮海節度使。此時董昌造反，錢鏐又剿平董昌，皇帝便封他為越王，後又封為吳

王。至梁太祖時受封為吳越王，錢鏐後人因以而名堂號「吳越堂」。 

（四）歷史名人 

1、錢起：唐代詩人，字仲文，吳興人，天寶年間進士，為「大歷十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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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一，與朗士元齊名，世稱「錢朗」，著有《錢考功集》。 

2、錢鏐：五代政治家，吳越國創立人，907 年至 932 年在位。錢鏐居梁時

受封為吳越王，期間曾徵發民工修建錢塘江海塘；又在太湖流域普造堰閘，以時

蓄洪，使百姓不畏旱澇。錢鏐建立水網區維修制度，有利此地區農業經濟發展。 

3、宋末元初有畫家錢選，明代有學者錢德洪、畫家錢谷，明末清初錢謙益。

清代有藏書家錢曾、學者錢塘、文字訓詁學家錢大昭、畫家錢杜、篆刻家錢松，

近現代有植物學家錢崇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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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孫 
拼音：ㄙㄨㄣ  Sun 

郡望：樂安郡 

勝跡：廣東省香山孫中山故居 

文獻：《樂安孫氏族譜》、《華夏姓氏叢書——孫氏》 

（一）歷史 

孫姓是當今中國第十二大姓，在臺灣排名第四十七。《百家姓》孫姓排名第

三，起因於吳越國主錢鏐愛妃為孫氏。孫姓起源主要有三說：1、出自姬姓，為

衛國國君康叔後代。據《元和姓篡》所載，周文王第八子康叔為衛君，其九世孫

字惠孫，惠孫有孫名乙、字伍仲。伍仲以祖父之字命氏而稱孫氏，因此他又稱孫

仲。孫仲子孫世居汲郡，是為河南孫姓。2、出自華姓，為春秋楚國令尹孫叔敖

之後。孫叔敖是楚國期思人，字孫叔，擔任楚令尹時期教化民眾，曾在期思開發

水利有功，深得楚人擁護。孫叔敖子孫以其字命氏，亦稱孫氏。3、出自媯姓。

春秋時陳厲公之子名完，因事出奔齊國。陳完五世孫陳無宇次子陳書為齊國大

夫，因有功而受齊景公賜為孫氏。後齊國內亂，孫書後人出奔吳國，吳將孫武乃

其後裔，是為山東孫姓。孫書之孫孫武因齊國內亂出逃吳國，並擔任吳國將軍，

其後代成為大族。至孫武第二十二代孫孫權，於 222 年在江東建業建立吳國，是

孫姓影響達至頂峰時期。唐代孫姓兩次向福建移民，明朝時進入廣東。 

（二）遷徙分布 

出自姬姓之孫姓世居汲郡，出自安樂之孫姓至孫武時逃至吳國。其後裔一支

留居太原，一支徙居清河，一支徙居汝州郟城。在唐代中原孫姓曾兩次向福建移

民。唐之前孫姓世居河南陳留，唐僖宗時孫利定居江西寧都，傳至孫承事遷居福

建長汀河田。其後裔孫友松再遷至廣東紫金，其後孫殿朝又遷至翠亨村，孫殿朝

既孫中山高祖。孫殿朝之孫孫敬賢有三子：長子達成、次子學成、三子觀成。達

成娶妻楊夫人，生三子，長子德佑、次子德彰、三子德明，德明即孫中山先生。

孫姓不僅在中國大陸分布廣泛，海外不少國家亦有孫姓子弟。臺灣孫姓人數也不

在少數，名列第四十七，多散居臺灣各地，較多者在嘉義縣。臺灣孫姓皆來自福

建泉州，福建泉州孫姓又來自河南光州。遷居臺灣之孫姓先人是唐朝末年五胡亂

華時，由世居河南光州之孫姓南徙遷閩，移居福建泉州東涑門，目前臺灣孫姓皆

是這支河南光州孫姓之後裔。 

（三）堂號 

1、平治堂：因孫叔敖治楚而民富國強，孫叔敖後人因以而名堂號「平治堂」。 

2、樂安堂：春秋齊國陳書伐莒有功，受封樂安，後人因名堂號為「安樂堂」。 

3、富春堂：大軍事家孫武攜其十三篇兵法見吳王，吳王任用為將。孫武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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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西破強楚、北威齊魯，戰功赫赫。吳王將他封至富春，後人因名堂號為「富春

堂」，實與「樂安堂」同宗。 

4、映雪堂：晉朝御史大夫孫康幼時家貧，買不起油點燈。冬日下大雪時，

他在院子裡映著雪光讀書，終成大名。孫康後人因以名堂號為「映雪堂」。 

（四）歷史名人 

1、孫陽：字伯樂，春秋時人，是最早見於典籍之孫姓名人。孫陽以善相馬

聞名，後世亦以其字「伯樂」表示知人之明。 

2、孫武：春秋末期軍事家，齊國人，應用五行相生相克原理編撰《孫子兵

法》，成為當時乃至今後戰爭具指導意義之兵學盛典。 

3、孫臏：戰國時期軍事家，孫武後裔。孫臏受龐涓暗害而遭臏刑，故稱孫

臏，著有《孫臏兵法》。 

4、孫權：字仲謀，三國時期吳國建立者，雄才大略、驍勇無比，後人有「生

子當如孫仲謀」之說。 

5、孫思邈：唐初醫學家，著有《千金藥方》、《千金翼方》，後人尊為藥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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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李 
拼音：ㄌㄧˇ  Li 

郡望：隴西郡 

勝跡：福建永定李氏宗祠 

文獻：《李氏宗譜》、《趙錢孫李：中國大姓尋根與取名》 

（一）歷史 

李是中國第二大姓氏，人口約 8,700 多萬，在中國以北方人居多，在臺灣排

名第五。李姓來源相當復雜，據說李姓源自黃帝。李姓始祖名皐陶，是黃帝之孫

後裔。皐陶在堯帝時曾任大理，主管司法，並主持制定五種刑罰，史稱「五刑」。

皐陶子孫世襲其職，經歷虞、夏、商三朝，且以官職為自姓，稱「理」氏。直至

商朝末年，皐陶後代理征，受紂王迫害致死。其妻契和與子理利貞逃至伊侯之墟，

因途中曾躲於李樹下，且以李子充饑方保全性命，故改姓為李。因皐陶祖先為嬴

姓，故李姓出自嬴姓。先秦時期李姓發展較緩慢，並無深遠影響。入魏晉後李氏

逐漸發展，成為當時中原五大姓之一，另四姓為王、崔、盧、鄭。至唐代因皇帝

姓李之故，李姓得以快速發展。不僅皇帝將李姓賜姓功臣，更有許多人自行改姓

冒充李氏。於是李姓在唐代三百年間飛速發展，成為中國大姓。 

（二）遷徙分布 

李姓自商末至東周二百年間一直居於今河南東部，西漢時李姓有一支遷往今

山東。大約自東漢始，李姓陸續徙居西南，分布川、滇一帶，其中有些融入白、

苗、壯、彜、滿、回、土家、納西等民族。魏晉南北朝時李氏已是全國大姓，與

中原崔、盧、王、鄭並稱五大名門望族，唐以前主要在北方發展。唐朝是中國鼎

盛時期，李姓作為國姓最為顯貴。唐代李姓南遷主要有三次：一次在唐初，部分

人士南遷，其中河南李姓有些人於唐高宗時隨陳政、陳元光父子入閩開闢漳州。

第二次是安史之亂時，不少李姓子孫遷往南方。第三次是五代時，因北方動亂而

遷往福建、莆田、晉江等地定居。李氏遷至海外始於明朝初年，去琉球國者皆為

福建人，琉球國派往明清之通事許多人姓李，皆係福建移居琉球華人。中國歷史

李姓稱帝稱王者多達 60 餘人，先後建立大成、西涼、涼、吳、魏、唐、楚、後

唐、南唐、大蜀、西夏和大順等政權。從明末開始，閩、粵李姓陸續有人移居臺

灣。臺灣李姓名列第五，各地皆有李姓人士。即使在人煙稀少的偏鄉地區，亦有

李姓後裔繁衍。 

（三）堂號 

    唐《姓氏譜》載「李氏凡十三望，以隴西為第一。」「隴西堂」因李氏望出

隴西郡故名。 

（四）歷史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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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李耳：春秋末期思想家、哲學家，道家創始人。李耳認為「人法地、地

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提出「一陰一陽謂之道」的辯證法和「天人合一」

的系統論。 

    2、李廣：西漢時人，曾歷仕文、景、武帝三朝。李廣多次出征匈奴，作戰

七十餘次，以勇敢善戰著稱。李廣任右北平太守時，匈奴數年不敢攻擾，世人稱

為「飛將軍」。 

    3、李世民：史稱唐太宗，初始以「玄武門事變」取得政權，創造「從諫如

流，道不拾遺、夜不閉戶」之貞觀盛世。 

    4、李白：唐代著名浪漫主義詩人，字太白，號青蓮居士。李白在中國文學

史上占著極重要地位，人稱「詩仙」，與杜甫齊名，代表作有〈蜀道難〉、〈夢遊

天姥吟留別〉、〈靜夜思〉等。 

    5、李清照：南宋女詞人，其詞作前期多寫悠閑生活，後期多悲嘆身世，情

調感傷，有些亦流露對中原之懷念。李清照論詞強調協律，崇尚典雅情致，提出

詞「別是一家」之說，反對以作詩文之法作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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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周 
拼音：ㄓㄡ  Zhou 

郡望：汝南郡 

勝跡：臺北武功周氏宗祠 

文獻：《周氏族譜》 

（一）歷史 

    周姓是當今中國第九大姓，在臺灣排名第十九。周姓起源十分復雜，姓氏來

源眾多；有些出自黃帝將領周昌，有些出自商代太史周任。周姓源於姬氏者，為

黃帝後裔后棄，后棄裔孫周太王古公亶父率族人遷居周原，曾孫姬發攻滅商朝而

建立周朝。至周平王時姬烈封於汝南，稱為周家，之後發展成周姓。周朝最後一

位天子周郝王在周朝被滅後淪為平民，其後代即以周為姓。周姓亦有從其他姓氏

改姓而來，如元代蘇卓周改姓周，因居於武功，被稱為「武功周氏」。北魏獻帝

次兄姓普，在孝文帝遷都時被改姓周。周姓於西晉年間遷入安徽，唐代進入福建，

至清朝始入臺灣。 

（二）遷徙分布 

    周氏早期主要在河南發展繁衍，居今河南臨汝之周姓，部分族人於秦代遷往

沛郡，成為當地著姓，西漢大臣周昌、周勃、周亞夫即屬此支。東漢末年京師遭

董卓之亂，汝南安城周姓有一支遷居今安徽廬江。西晉永嘉年間，中原士族隨晉

室南渡，有一支周氏遷往姑熟。唐高宗總章年間，陳政、陳元光父子入閩開闢漳

州，隨行人員有周姓將校，這是當時周姓入福建最早者。唐僖宗時河南周姓族人

又有隨王潮、王審知入閩者。南宋大臣周必大自稱其先祖為鄭州管城人。汝南周

姓有一支直接遷往福建寧化石壁鄉，另有一支徙居永定。周姓在臺灣百家姓列第

十九，主要集中臺南、臺北兩地，其他各地亦有。臺灣周姓與其他姓氏相同，亦

是中原南遷福建和廣東再移居臺灣。清康熙至乾隆年間即有泉州人周延群乘船東

渡，入墾今新北市石碇鄉，有泉州人周炎移居臺北市景美地區開墾，後又有不少

人至海外謀生。唐代元和年間除沛國周氏、長安周氏為周赧王後代，河南周氏為

鮮卑族改姓外，大都是西漢汝墳侯周仁後裔。周仁五世孫周燕子孫繁盛，分衍許

多支脈。如周燕之子周忠因任泰山太守而在當地定居，形成泰山周氏。 

（三）堂號 

    1、細柳堂：漢文帝六年冬，匈奴六萬兵馬侵犯漢朝。漢文帝令周亞夫駐兵

細柳。幾日後漢文帝御駕親往慰勞官兵，走近細柳軍營，只見甲兵森嚴，官兵個

個持刀執戟、張弓挾箭如臨大敵。當令門崗位傳報，說是車駕到來，營兵卻直挺

挺站著一絲不動，並喝令車駕停住，言道「軍中聞將令，不聞天子令！」漢文帝

親自到營門又被哨兵攔住，漢文帝只好交出天子符節，讓哨兵進帳回報。周亞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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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明證件才下令開門放入車駕，一面囑咐：「營內不准跑馬。」車駕和隨從騎兵

只能按轡徐行。漢文帝進入營門後，周亞夫才不慌不忙出帳迎接。漢文帝慰問後

一出營門，兵士仍關上營門嚴整如故。漢文帝高興地說：「這才是真將軍呀！」

周亞夫後人因以而名堂號為「細柳堂」。 

    2、愛蓮堂：北宋哲學家周敦頤一生清正廉潔，一生最愛蓮花。周敦頤將蓮

花喻為君子，其後人因以而名堂號為「愛蓮堂」。 

(四)歷史名人 

    1、周瑜：字公瑾，三國吳國名將，聯合劉備共同抵抗曹操數十萬大軍，火

燒赤壁而大敗曹軍，創造以弱勝強的著名戰例。有「既生瑜，何生亮」之嘆。 

    2、周昉：唐代以畫肖像、佛像著稱的畫家，出身顯貴家族，其畫風為「衣

裳簡勁，色彩柔麗，以豐厚為體。」宋代米芾將他與顧愷之、陸探微、吳道子三

人並稱為「四大人物畫家」。 

    3、周敦頤：北宋著名哲學家，據陳摶《無極圖》著《太極圖說》，理學大師

朱熹曾推崇其為理學創始人，著有〈愛蓮說〉。 

    4、周邦彥：北宋著名詞人，平生創作許多新詞調，其詞格律謹嚴寫法新穎，

被詞學界推譽為巨擘，對後世影響很大，開南宋格律詞派之先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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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吳 
拼音：ㄨˊ  Wu 

郡望：延陵郡 

勝跡：蘇州吳泰伯墓 

文獻：《吳氏大族譜》 

（一）歷史 

    吳姓是當今中國第十大姓，在臺灣排名第七。上古時已有吳姓，一是舜之後

代有虞，因虞與吳音相近，故舜後有吳姓。一是顓頊帝時有吳權，其後亦有吳氏。

一是少康帝時有神箭手吳賀，其後有吳姓。一說吳姓出自姬姓，以國為氏，是黃

帝軒轅氏直系後裔。商朝時黃帝第十二世孫周太王古公亶父建立周部落，太王有

三子，三子季歷頗有才幹，生子姬昌。姬昌出世時有聖瑞出現，因此太王屬意姬

昌接位。太王長子太伯與二子仲雍知太王欲傳位季歷、再傳位姬昌，便決意自動

讓賢，一起南下荊蠻。太伯和仲雍為當時較落後之江南引進中原文化，被當地土

著舉為君長，號稱句吳，太伯卒後由仲雍繼位。周武王（姬昌為文王，其子姬發

為武王）滅商後，仲雍三世孫周章為諸侯，國號改稱吳，並追封太伯為吳伯。至

仲雍第十九世孫壽夢稱王，建都今江蘇吳縣。壽夢第四子季札本該繼承王位，但

他避而不受，逃至延陵以耕田為生。此後吳王壽夢後裔分為二支：一支在政治上

發展，出現吳王闔閭、吳王夫差等著名國君。另一支則是季札及其後裔獨立發展，

人丁繁衍眾多，構成當今吳姓的絕大部分。 

（二）遷徙分布 

    吳國被越國滅後，其子孫便以國為氏。唐代時吳姓始入福建、廣東，至元代

始入臺灣。吳姓向海外拓展，最早到日本。吳人東渡日本在西元前 450 左右，其

中有一支演變成日本皇室。吳姓在東渡日本時，還有大批人南遷進入今越南地

區。其中季札五十世孫吳權於 939 年稱王，建立越南歷史最早之獨立王朝「吳

朝」，南越政權最後一任總統吳庭艷即吳權之後。現在越南有二百多姓，吳姓為

第六大姓。東漢時有吳風進入朝鮮而發展至今，吳姓為朝鮮 143 姓氏前 20 大姓

之一。明代後吳姓還有人移民南洋，遷至馬來西亞、菲律賓、印尼、新加坡及泰

國、緬甸等國，近代又有人旅居歐美。 

（三）堂號 

    延陵堂：季札是吳王壽夢第四子，以賢德著稱。壽夢欲讓季札繼承王位，但

他堅辭不受，壽夢只能將他封在延陵。季札三位兄長先後為吳王，臨死時欲傳位

季札，他仍不接受，因此他被後人奉為「至德」。又因其封邑在延陵，故時人稱

其為「延陵季子」。 

（四）歷史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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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吳起：戰國時著名軍事家，衛國人，初為魯將，繼為魏將，後奔楚國而

任令尹，主持變法，之後被殺。 

    2、吳承恩：明朝小說家，著有《西遊記》傳世。 

3、吳敬梓：清代人，以小說《儒林外史》而著稱的諷刺作家。 

4、吳沃堯：清代著名小說家，著有《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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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鄭 
拼音：ㄓㄥˋ  Zheng 

郡望：滎陽郡 

勝跡：缺 

文獻：《鄭太崖祖房譜》 

（一）歷史 

    鄭姓是當今中國第二十三大姓，在臺灣是第十二大姓。鄭姓出自姬姓，是周

朝王室後裔。周宣王時封其弟姬友在鄭，姬友稱為鄭桓公。周幽王時鄭桓公擔任

司徒，因見周幽王昏庸無道，鄭桓公向太史請教自保辦法。太史認為洛水以東、

黃河以南地區土地富饒、交通方便，桓公聽從建議，將家屬和重要財產安置在此。

之後鄭桓公死於「犬戎之亂」，其子鄭武公東遷。戰國時鄭國為韓國所滅，國人

即以國為姓。 

(二)遷徙分布 

    鄭氏最早發源地是今河南省新鄭縣，在戰國時因為韓國所滅，便散遷今河南

東部及山東、安徽等地間。秦朝時 19 世孫鄭襲遷司州河南洛陽，27 世孫鄭其舉

族遷回滎陽。秦漢以後鄭姓已遷入鄰近地區，主要以今山東、安徽、陜西、山西

等境為其分布主要地區。其後 29 世孫鄭賓居山東高密，31 世孫鄭眾之子安世遷

居咸陽。因漢武帝令「強宗大族，不得聚居」，有 24 世孫南遷至浙江會稽山陰。

鄭姓大舉南遷始於永嘉之亂，西晉永嘉二年「中原板蕩，衣冠始入閩者八族」，

其中即有鄭姓。唐初河南鄭氏又有隨陳政、陳元光父子移居福建者，唐末又有河

南故始鄭氏隨王潮、王審之入閩。播遷至海外始於清朝，現分布於泰國、菲律賓、

印尼、馬來西亞、加拿大、美國等國家。提及臺灣鄭氏，人們常思及明代收復臺

灣的鄭成功，他是臺灣鄭姓開山始祖。鄭成功收復臺灣五月後病死，傳至其孫鄭

克塽時被滿清征服。清延曾下令鄭成功後裔及所有鄭氏人員全部離臺返回中國大

陸，可鄭姓不僅後裔並未執行，皆躲避匿藏。大陸鄭氏以源源不斷湧入臺灣，亦

有鄭成功後世族人為避清廷注意之故所致。 

（三）堂號 

    1、安遠堂：漢宣帝時鄭吉為侍郎，此時外侮屢屢來犯，鄭吉屢建奇功而受

命為司馬。為西境安全，又任鄭吉為西域都護，封安遠侯，其後人因以而名堂號

為「安遠堂」。 

    2、博經堂：東漢鄭玄博覽群經，幾千人從遠方拜他為師。西漢時期讀書人

大都專治一經，鄭玄卻獨自力主博通。其後人因以而名堂號為「博經堂」。 

    3、滎陽堂：據《新唐書．宰相世系表》，鄭當時任漢大司農，居滎陽。鄭當

時 6 世孫鄭徲，漢末自陳遷居今河南開封，晉朝時置滎陽郡，鄭氏一族遂以「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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陽」為郡望。（不時作「榮陽」，實乃誤寫） 

（四）歷史名人 

    1、鄭光祖：元朝著名劇作家，和關漢卿、馬致遠、白樸被譽為「元曲四大

家」，有代表作《倩女幽魂》。 

    2、鄭和：明代航海家，本姓馬，小字三寶，回族人。鄭和入宮為宦官，後

從燕王起兵，有功而受賜姓鄭。鄭和曾奉命率艦隊七下西洋，途經三十餘國，最

遠曾達非洲東岸、紅海和伊斯蘭聖地麥加。 

    3、鄭成功：明末名將，唐王賜姓朱、名成功，授總統使、詔討大將軍，時

人稱「國姓爺」。 

4、鄭板橋：清朝書畫家，善畫蘭竹，秀麗蒼勁，亦工書法，所創「板橋體」

獨具風格，號稱「三絕」，是「揚州八怪」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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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王 
拼音：ㄨ尢ˊ  Wang 

郡望：太陽郡 

勝跡：太原晉祠太原堂王氏家祠、山西綿山旅遊區王家大院 

文獻：《太原堂王氏族譜》、《歷代王氏望族》 

（一）歷史 

    王是中國五大姓之一，現為中國第一大姓，在臺灣排名第六，全世界王姓者

約一億。周靈王有太子名晉，因從小即聰明過人，未成年即已聞名當世。但後來

因治水與靈王意見不和，遭靈王罷廢太子，晉之家人從王室成員而成普通百姓。

為紀念他們以前王族身份，便以「王」為姓氏。當然王姓也不都是晉之後代，但

王姓大多數支派皆由王族後代改姓形成。王姓大致由數支王族姓氏轉化而來，包

括姬、媯、子、夷等。具體而言，王姓起源有周朝姬姓、商朝子姓、虞舜媯姓及

少數民族夷姓。姬姓起源又分三支，一是周文王姬昌第十五子畢高公後裔，主要

居於京兆、河間。二是最著名的太子晉後裔，主要居於今太原、瑯邪。三是戰國

著名「戰國四公子」之一，魏國公子無忌之孫卑子後代，主要居於今泰山。子姓

之王指商王太丁之子，王子比干後代，主要居於汲郡、天水、東平、新蔡、新野、

山陽、中山、章武、河東等地。媯姓之王指舜後裔媯滿後代，主要居於北海、陳

留。王氏早期在北方發展，至西晉末始向南方發展，並於明末始有王姓遷往臺灣。 

（二）遷徙分布 

    王姓早期主要在北方發展繁衍，周靈王後裔王元避秦亂而遷於瑯邪，後徙至

臨沂。河內王氏先為太原人，世居祁縣，後徙平州，又遷至河內溫縣。魏公子無

忌之孫卑子悼，悼生賢，其後人在西漢時徙居灞陵，遂為京兆人。王氏遷往江南

始於西晉末年，唐僖宗時河南故始人王潮、王審知入閩，王審知受封為閩王，同

時王氏又有遷居今四川、安徽、江西者。北宋末中原人多次大規模南遷，其中不

少王氏族人徙至今浙江、江蘇一帶定居。宋末元初居住於福建的一支王氏遷往廣

東，其後裔散處廣東、廣西各地。王姓移居海外始於明清之際，主要分布在歐美

及東南亞一些國家和地區。王姓在臺灣排第六，源於福建和廣東兩支，此兩地王

姓來自瑯琊，即山東和太原的五氏世族。福建是王潮後裔，來自廣東之王氏祖先

是清雍正年間入臺。明末開始王氏陸續有人遷往臺灣，較早之王忠孝是惠安人，

入臺時曾受鄭芝龍、鄭成功父子厚遇。 

（三）堂號 

    王姓堂號有「三槐」、「槐陰」，其中「三槐堂」較著名。宋朝時宰相座位以

槐樹製成，於是王祐在自家庭院種植三株槐樹，期許子孫有朝一日能坐槐木椅。

果然王祐之子王旦官至宰相，世人傳此佳話，立此「三槐挺秀」堂號以光耀門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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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歷史名人 

1、王昭君：西漢元帝時宮女，為人正直賢貞，因不願賄賂畫工毛延壽，入

宮數年不見帝，竟寧元年請嫁出塞，與匈奴和親。 

2、王羲之：東晉書法家，山東瑯邪臨沂人，獨創圓轉流利之書法風格，後

人奉為「書聖」。 

3、王勃：絳州龍門人，著名文學家，為「初唐四傑」之一，以〈滕王閣序〉

露絕世才華。 

4、王安石：為「唐宋八大家」之一，北宋時期著名政治改革家、文學家，

江西撫州人。他主張「變風俗，立法度」實行變法，其詩以雄健峭拔著稱。 

5、王實甫：元代著名戲劇家，一生創作雜劇達十四種之多，其最傑出作品

《西廂記》，在中國戲曲史上占有極其重要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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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馮 
拼音：ㄈㄥˊ  Feng 

郡望：始平郡 

勝跡：缺 

文獻：《上虞永豐馮氏宗譜》 

（一）歷史 

    馮姓現在於中國姓氏排名第二十七，在臺灣排名第六十七。馮姓來源主要有

二，一是出自姬姓，是周文王之子畢公高之後。畢公高是周文王第十五子，被周

武王封在畢。春秋時畢公高後裔畢萬任晉國大夫，晉滅魏後，畢萬受封魏邑。畢

萬後代有名長卿者受封在馮邑，故長卿之後以邑為姓。馮姓來源另一說法是出自

春秋鄭國大夫馮簡子，馮簡子是鄭簡公時鄭國大夫，受封馮邑，其後代亦以邑為

姓。馮姓有許多支派來源現已無法考證，只能追溯至較晚年代。如戰國時韓國上

黨太守馮亭之後，有些是漢代征西大將軍馮異之後，有些是漢代宜都侯馮參之

後，有些是燕王馮弘之後，有些是西魏時期寧州刺史馮寧之後，有些是唐代監察

御史馮師古之後。先秦時期馮姓主要在今河南發展，亦有部分遷徙至今山東。三

國時期馮姓已發展至今四川、湖北，東晉末年馮姓有人遷徙至今遼寧。唐末黃巢

起義時，馮姓有人遷居今福建，宋末又發展至今廣東。清朝康熙至乾隆年間，馮

姓始入臺灣。 

（二）遷徙分布 

    戰國時有馮亭，入趙，拒秦戰死。其宗族分散，有留上黨潞縣，有在趙，子

孫多為將相。漢文帝車騎都尉馮唐徙居安陵，其弟馮騫自上黨徙居京兆杜陵。此

外，先秦時代馮氏已有徙居今山東者。三國以前馮氏還有遷至今四川射洪、中江、

渠縣等地及湖北公安者，東晉末馮氏又有徙居和龍者。唐玄宗時著名宦官高力士

本為馮盎曾孫，後為宦官高延福收養而改姓高，此為馮姓改為高姓者。唐末黃巢

起義時，中原馮氏有一支南遷福建寧化石壁，宋代分出上杭、漳州、武平等支脈。

宋末元初，上杭馮氏又有南遷至廣東平遠、潮州、揭陽，後再遷至豐順、梅州等

地。清康熙至乾隆年間，廣東、福建馮氏有數支移居臺灣，此後亦有遠播海外者。 

（三）堂號 

    1、同輿堂或三同堂：據《後魏書》記載，馮誕和北魏高祖孝文帝元宏同歲，

幼同學，娶高祖妹安樂公主為駙馬都尉。他常和高祖同輿而行，故其後人因以稱

名堂號「同輿堂」。又馮誕與北魏高祖同案而食、同硯而學，因同輿、同硯、同

案而又稱「三同堂」。 

    2、市義堂：戰國時馮諼是孟嘗君食客，起初孟嘗君對他只當一般門客對待。

後孟嘗君遣馮諼至薛地，他將所有欠帳戶請來，宣布焚燒債券，所有欠帳一筆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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銷。馮諼回去後對孟嘗君說：「竊以為君市義。」孟嘗君當時不懂此意，後孟嘗

君罷官返回薛地，薛人夾道歡迎，此時孟嘗君方省悟而感謝馮諼：「先生所為文

市義者，乃今日見之。」 

（四）歷史名人 

    1、馮道：五代時歷任四朝宰相，在相位二十餘年。他在後唐任宰相期間，

倡議由田敏等人在國子監校定《九經》文字，並組織刻工雕印，至後周完成，後

世稱「五代監本」，官府大規模刻書自此始。 

2、馮夢龍：明末小說家，通經學、善詩文，尤以小說詞曲見長，輯有話本

集《喻世名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合稱「三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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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陳 
拼音：ㄔㄣˊ  Chen 

郡望：潁川郡 

勝跡：臺北德聚星堂陳氏宗祠 

文獻：《陳氏大成宗譜》 

（一）歷史 

    陳姓是當今中國第五大姓，人口約五千萬，在臺灣排名第一。南方人口陳姓

比例較高，在閩、臺地區更有「陳林半天下」之稱。陳姓出自媯姓，因陳姓祖先

為舜帝之後。舜為天子前，帝堯將二女娥皇、女英嫁之，讓她們居於媯地，舜之

後代即以媯為姓。舜第 34 代孫媯滿，被周武王封於陳。媯滿卒後謚號為「陳胡

公」，其子孫有部分即以國為姓，因此陳胡公被認為是陳姓始祖。因陳、胡、田、

姚、虞五姓同源於虞舜，故後人有「媯汭五姓」同宗聯誼之關係。此外，北魏孝

文帝時期，北鮮卑族三字姓侯莫陳氏被改為單姓陳。另外，唐代龜茲王後裔白永

貴入仕內地，改姓陳，這些也是陳姓主要來源。陳姓自胡公滿開始，均發源於河

南，唐代曾兩次南遷福建，並在南宋時始入廣東一帶，明末閩人陳永華隨鄭成功

入臺，陳姓始入臺灣。陳姓聚居地主要在南方，郡望有潁川、江州、汝南、下邳、

廣陵、河南等。 

（二）遷徙分布 

    唐朝初期和中期，中原陳氏有兩次南遷福建。一是唐高宗總章二年，朝廷派

陳政率兵鎮壓福建南部「蠻獠嘯亂」，陳政卒後，其子陳元光代父領兵，平定局

勢後設置漳州郡，因之被後人稱為「開漳聖王」，其子孫稱為「開漳聖王派」。二

是潁川陳實後裔陳忠之子陳邕，受宰相李林甫排擠而遷至福建同安，其後子孫興

旺，在福建發展為「太傅派」陳氏。陳氏入粵始於南宋，陳氏遷入越南歷史較久

遠。李朝女皇李昭皇之夫陳煚，於 1228 年創建越南陳朝，傳 8 世 13 王，歷時

175 年。陳氏移居日本始於明初，大都是明太祖朱元璋派去的水手，此後有在琉

球群島落戶者。明清後閩粵等沿海地區陳氏有許多人出海謀生，如陳臣留率親族

百餘人遷居馬來西亞和新加坡。另有一些人遷至菲律賓、泰國、印尼和美、英、

法、澳大利亞等國家。陳氏是臺灣第一大姓，在臺灣有「陳林半天下」之說，主

要來自福建。陳姓入臺始於明末，福建同安人陳永華於明末隨鄭成功入臺灣，為

陳氏入臺始祖。 

（三）堂號 

    三恪堂：恪是尊敬之意，又是客人之意。周武王滅紂後，將黃帝之後封於薊，

封帝堯之後於祝，封帝舜之後於陳。稱「三恪」，表示他們是周朝之客而不是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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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歷史名人 

    1、陳平：西漢大臣，少時家貧，好讀書，後歸劉邦，多次用計使劉邦脫離

逆境轉危為安，與張良齊名，史稱「良平」。 

2、陳壽：西晉著名史學家，著有《三國志》。 

3、陳群：三國魏尚書，曾建議選任官吏，實行九品中正制。此制度後來成

士族壟斷政權之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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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褚 
拼音：ㄔㄨˇ  Chu 

郡望：河南郡 

勝跡：缺 

文獻：《山渦褚氏宗譜》 

（一）歷史 

    褚姓在百家姓排名第十一，然褚姓在現今中國大陸與臺灣均未列入前一百大

姓。春秋時宋共公之子公子段、字子石，任褚師之官，其子孫即以褚為姓。 

（二）堂號 

    宋是商朝王室後裔，因此褚姓起源於商朝王室之姓子姓。同時宋國在今河南

商丘一帶，因此褚姓起源在河南，故以「河南堂」為堂號。 

（三）歷史名人 

    1、褚少孫：西漢史學家，曾補述司馬遷《史記》。 

    2、褚遂良：唐高宗時受封河南郡公，任尚書右僕射。褚遂良博涉文史，工

楷、隸，書學鍾繇、王羲之而成古雅瘦勁之體。褚遂良與歐陽詢、虞世南、薛稷

並稱「唐初四大書法家」，有文集及墨跡傳世，代表作有《房玄齡碑》、《伊闕佛

龕記》、《雁塔聖教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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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衛 
拼音：ㄨㄟˋ  Wei 

郡望：河東郡 

勝跡：缺 

文獻：《衛氏續修宗譜》 

（一）歷史 

    衛姓在中國大陸和臺灣均未列入一百大姓。周文王第九子受封於康地，稱康

叔，後徙封衛地，國都在殷商舊都朝歌，後衛又遷都至今河南濮陽。衛為秦滅後，

衛國貴族子孫即以國為姓，因此衛姓出於姬姓，起源於河南。衛姓不僅是康叔後

代，少數民族鮮卑族在南北朝民族大融合時亦有改姓衛者。衛姓從河南發祥而向

外發展，有一支逐步遷移至河東郡而發展為望族，故衛姓郡望「河東」。 

（二）歷史名人 

    1、衛子夫：孝武思皇后，衛氏，名字已失考，字子夫，漢代平陽（今山西

臨汾）人，是漢武帝第二任皇后，衛青的同母異父姐姐，霍去病的姨母，漢宣帝

的曾祖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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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蔣 
拼音：ㄐㄧㄤˇ  Jiang 

郡望：樂安郡 

勝跡：缺 

文獻：《丹徒蔣氏宗譜》 

（一）歷史 

    蔣姓在當今中國姓氏排名第四十三，在臺灣排名第六十三。蔣姓出自姬姓，

是周王室之後。西周初年周公姬旦第三子伯齡受封在蔣而立國，春秋時蔣為楚所

滅，亡國之蔣國子民有人以國為姓氏。 

（二）遷徙分布 

    先秦時期蔣姓主要在今河南境內發展繁衍，自楚滅蔣後，蔣氏除部分仍留居

今河南外，大部分外遷至他地。其中一支首先於漢時遷居今陜西境內，又一支於

東漢遷往山東東萊郡，另一支於南朝宋時遷往義陽羨縣（今屬江蘇）。東漢初年

蔣橫隨光武帝劉秀四處征戰而受封逡遒侯，因此遭忌而為劉秀所誅。蔣橫九子除

第七子外，其餘諸子避難四方。待光武帝省悟後，九子皆隨地封侯，即公華侯穎、

會稽（今屬浙江）侯鄭、臨江（今四川忠縣）侯川、臨湖侯曜、臨蘇侯浙、浦亭

侯巡、九江（今屬江西）侯稔、雲陽（今陜西淳化西北）侯默、函亭（今屬江蘇）

侯澄。自蔣橫以後，其子孫多散居南方今浙江、四川、湖北、湖南、江西、江蘇

等地。唐初陳政、陳元光父子入閩開辟漳州，有河南蔣姓將佐隨從，後在今福建

安家落戶。宋代蔣氏已有移居今廣東者，如南宋理宗時進士蔣科為電白人（今廣

東高州縣東北）。元末永嘉人（今浙江溫州）蔣允文避亂移居閩中，元明時期福

建、廣東蔣氏已發展為大族。蔣姓是臺灣第六十三大姓，蔣氏遷臺始於明末永歷

三十七年（1698）。蔣毅庵隨鄭成功父子在臺灣高舉義旗反清復明，且受命任副

總，蔣毅庵卒後葬於彰化縣彰化市之八卦山麓。同時期鄭氏陣營另有一位蔣姓部

屬，這二位追隨鄭成功來臺之蔣姓人士，已被公認為蔣氏移臺始祖。另據史籍記

載，臺灣蔣氏主要來自福建泉州。從《福建通史》可知，泉州蔣氏始祖是南宋大

學者蔣邕。蔣邕是仙遊人，在南宋紹興年間至泉州教書，後即定居此地，成為蔣

氏閩南開山祖。由此推斷，臺灣蔣氏祖先應來自中原蔣邕。 

（三）堂號 

    1、鐘山堂：後漢時有秣陵尉蔣子文在山中剿匪時犧牲，生前認為自己骨相

清奇，卒後定成神仙。三國吳國孫權在健康（今南京）建都，一日孫權至鐘山遊

覽，果然見秣陵尉蔣子文身騎白馬、拿持鵝扇。孫權於是在鐘山為他蓋廟，封為

蔣侯，其子孫因以為堂號。 

    2、九侯堂：如上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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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歷史名人 

    1、蔣植：清代戲曲作家、文學家，曾任翰林院編修，作有雜劇、傳奇 16

種。蔣植詩文負盛名，與袁枚、袁翼並稱「江右三大家」。 

    2、蔣介石：名中正，曾任黃埔軍校校長，後任中華民國總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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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沈 
拼音：ㄕㄣˇ  Shen 

郡望：吳興郡 

勝跡：缺 

文獻：《沈氏族譜》 

（一）歷史 

    沈姓在當今中國姓氏排名第三十七，在臺灣排名第四十。沈姓起源主要有

三，一是出自少昊金天氏。少昊後代昧擔任水官，稱為玄冥師。昧之子臺駘因治

水有功，受封於汾川，後代建立沈國，國人以沈為姓。第二是出自姬姓。周文王

之子季載受封於沈，建立沈國，後沈為蔡所滅，沈國遺民即以沈為姓氏。第三是

出自羋姓，是楚國王族後裔。楚莊王封子公子貞在沈邑，貞之後人以邑為姓氏。 

（二）遷徙分布 

    沈姓起源於今河南、安徽兩省間地，春秋時沈國為蔡國所滅，季載之後子逞

逃奔楚國，其孫沈尹戌初隱居於零山，後仕楚為左司馬。尹戌之子沈諸梁世襲司

馬，食采於葉（今河南葉縣）。秦時，子逞之子孫沈平受封竹邑（今安徽符離集）

侯，沈平之子沈遵徙居九江壽春（今安徽壽縣）。東漢時有沈戎舉家徙居會稽烏

程吳興（今浙江吳興縣），此為沈姓南遷之始。魏晉南北朝是沈姓大舉南遷之時，

唐代時沈姓已散居今江蘇、浙江、江西、湖北、湖南、四川等地。唐初中原有沈

姓將佐隨從陳政、陳元光父子領軍入閩開闢漳州，在今福建安家落戶，其子孫散

居龍溪、漳浦、南靖、長泰、詔安等地。唐末王潮、王審知兄弟入閩，又有中原

沈姓族人隨同遷往。南宋初有吳興人沈啟承官至汀州府知府，其子沈廷輔隨父入

閩，後遷居今福建省建陽縣。沈廷輔有八子，分居寧化、龍巖、長汀、清流、延

平、連城、上杭等地，其後又有人徙居廣東大埔、梅州等地。明末沈斯庵徙居今

臺南市善化區，為沈姓移居臺灣之始。清乾隆、嘉慶年間，福建漳州、泉州及廣

東沈氏又有多支遷往臺灣，進而移居海外。 

（三）堂號 

    1、夢溪堂：宋朝沈括號夢溪丈人，博學能文，累官至翰林學士三司使，對

天文、歷算、方志、音樂、醫藥無所不通。沈括始制造渾天儀、景表、浮漏等天

文儀器，開創隙機、渾圓兩術和弧矢、割圓術之先河。沈括著有《夢溪筆談》，

其子孫因以「夢溪」為堂號。 

（四）歷史名人 

    1、沈約：南北朝梁之文學家、史學家、聲律學家，是《宋書》作者。他首

創「四聲」之說，指出如何運用聲調變化使詩歌動聽，講求聲律對仗，推動詩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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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向格律化，在文學史是重要創新，著有《宋書》、《四聲譜》等書。 

    2、沈佺期：唐代著名詩人，與宋之問齊名，並稱「沈宋」，官至太子少詹事、

修文館直學士，對律詩體制之定型頗有影響。 

    3、沈雁冰：筆名矛盾，近代文學家，先後創作《子夜》、《蝕》、《虹》、《春

蠶》、《林家鋪子》等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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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韓 
拼音：ㄏㄢˊ  Han 

郡望：南陽郡 

勝跡：缺 

文獻：《韓氏族譜》 

（一）歷史 

    韓姓是當今中國第二十五大姓，臺灣排名第八十六。韓姓出自姬姓，是黃帝

後裔。黃帝後裔周武王姬發在滅商建周後，封子叔虞於唐，建立晉國。叔虞後代

有名萬者受封於韓，其後代於戰國建立韓國。戰國末韓國被滅，國人即以國為姓。

韓姓還有一些是少數民族改姓，如北魏孝文帝遷都洛陽，將鮮卑族三字姓出大汗

改為韓姓。秦漢時韓姓已在今江蘇、浙江、四川、山東、甘肅、河北等地發展，

唐朝時河南人韓愈貶為潮州刺史，成為第一位入廣東之韓姓人。唐末韓姓入福

建，在清朝康熙年間入臺灣。 

（二）遷徙分布 

    秦滅韓，盡其地為潁川郡，並以韓國舊都陽翟為治所，此後「潁川」便成韓

氏發展繁衍中心。秦漢時韓氏播遷於今江蘇、浙江、四川、山東、甘肅、河北、

北京及北部一些地方。其中韓襄王子孫韓王信於西漢初逃到匈奴，其子頹當、孫

嬰於漢文帝時歸漢，西漢末年頹當玄孫韓騫為避王莽之亂而徙居南陽堵縣。唐憲

宗時，河南河陽人韓愈被貶為潮州刺史，是為韓氏入廣東最早者。唐末河南固始

韓氏隨王潮、王審知入閩，在福建安家落戶。清代康熙年間，中國大陸韓氏已有

遷入臺灣者，此後有向海外發展，移居新加坡等東南亞國家及歐美一些國家。臺

灣韓姓多在臺北、基隆、陽明山、新竹、臺南、臺中、高雄等地，人數最多者在

新竹縣。據臺灣文獻所載，韓氏由閩、粵入臺始於清康熙年間。康熙六十年（1721

年）朱一貴起義時，有韓任賢已住下淡水港多年。不過大陸韓姓大批入臺則是清

康熙之後。 

（三）堂號 

    1、泣杖堂：漢時孝子韓伯愈一次犯過，母親用拐杖打他，他卻淚如雨下。

母親問他：過去打你都是歡喜接受，今日何以掉淚？韓伯愈對母親說：過去您打

得疼，我知道母親健康有力，所以喜歡。今天杖落在身上一點都不疼，知道母親

體力衰弱，所以難過得掉淚。其子孫因以「泣杖」為堂號。 

    2、昌黎堂：唐朝大文學家韓愈祖籍昌黎，一生從事古文運動，反對駢體文

之華而不實，主張恢復秦漢時散文體，其子孫因以「昌黎」為堂號。 

    3、韓姓堂號亦有為「潁川」、「南陽」。 

（四）歷史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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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韓非：戰國末期思想家，法家創始人，係韓國公族，與李斯同師荀卿。

他縱觀天下形勢，集法家思想之大成，提出「緣道理以從事」，實現「法、術、

勢」合一，以收「道法萬全」之效果。 

    2、韓信：西漢初期官至大將軍，封楚王，後貶為淮陰侯，是秦末漢初著名

軍事家。韓信智勇雙全、治軍嚴明，輔佐劉邦平定天下而屢建奇功，運籌帷幄於

千里之外，有「韓信點兵，多多益善」之頌。韓信與張良、蕭何並稱「興漢三傑」，

著有《兵法》三篇。 

    3、韓愈：唐朝文學家，「唐宋八大家」之首，首開宋明理學之先河。韓愈是

古文運動倡導者，被譽為「百代文宗」。 

4、韓世忠：南宋大將，與岳飛同是南宋抗金民族英雄。韓世忠先在河北屢

敗金兵，後駐鎮江，曾以八千兵迎擊金兀朮，激戰黃天蕩，金兵聞之膽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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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楊 
拼音：ㄧㄤˊ  Yang 

郡望：弘農郡 

勝跡：山西永濟市楊貴妃故裏 

文獻：《楊氏宗譜》 

（一）歷史 

    楊姓是當今中國第六大姓，人口眾多、分布廣泛，在臺灣排名第十。楊姓出

自西周姬姓，周宣王姬靜之子尚父，周幽王封其於楊地而建楊國。春秋時楊國遭

晉國所滅，楊國後人以國為姓。晉滅楊後，將楊分予晉武公之孫突，突被稱為羊

舌大夫。突之孫叔向生子名伯石、字食我，食我以封邑為氏，人稱楊石，亦稱楊

食我。楊石於晉國六卿之亂時被殺，其後裔逃至弘農、華陰，逐漸發展，成為現

在楊姓最主要支派。此外，楊姓也有一些是少數民族姓氏改姓形成。楊姓始在陜

西、河南一帶發展，西晉末年始入福建，並於元朝遷入廣東。楊姓主要聚居地有

華陰、修武、河內、扶風、梅縣等。 

（二）遷徙分布 

    楊姓發源地在今山西省境內，楊為晉所滅，其子孫便向西發展繁衍。首先遷

入今陜西境，後再遷入今山西汾水中游霍縣一帶，而後繁衍至今河南省境內，成

為後世楊姓發展主流。漢代時楊姓已廣布北方大部分地區，楊姓入川亦在此時，

多由今湖北、陜西遷去。春秋戰國已有楊氏族人南遷入江漢地區（今湖北潛江一

帶），後因楚國勢力不斷加強，迫使他們再向東南遷至今江西。與此同時，又有

自今山西遷至今江蘇和安徽之楊氏，散布長江中下游地區。晉、唐時期是楊氏再

繁衍之重要時期，尤以南方最為突出，多因西晉末年永嘉之亂和唐代安史之亂而

引發中原楊氏大舉南遷。宋代起，楊氏已廣布江南廣大地區，並以福建為起播遷

中心。總之，楊姓族人在隋唐前除集中繁衍於今河南、山西、陜西外，還有以今

甘肅天水為中心之一線，以今湖南、江西為中心之一線，此後便逐漸向今河北、

山東、內蒙、安徽、湖南、浙東、福建、廣東、四川、貴州、雲南、廣西等地發

展，直至遍及各地。楊姓入臺始祖是明朝永樂年間福建漳州之楊巷摘，清朝康、

雍、乾年間不斷有楊氏入臺開墾定居。 

（三）堂號 

    1、關西堂：東漢時有關西人楊震，博覽明經，時人稱他是「關西孔子」，其

子孫因以「關西」為堂號。 

    2、四知堂：楊震為官清廉，任荊州刺史時，有人在夜裡攜黃金至楊震家中

行賄。楊震堅決不受，並嚴厲斥責該人。那人仍不死心，對楊震道：現在是深夜，

地點在您府上，絕不會有人知道。楊震義正詞嚴地說：天知、地知、你知、我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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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以無人知道。其子孫因以「四知」為堂號。 

（四）歷史名人 

    1、楊炯：唐代著名詩人，十二歲時被譽為神童，與王勃、盧照鄰、駱賓王

齊名，並稱為「初唐四傑」。 

    2、楊貴妃：名太真，小字玉環，深得唐玄宗寵愛，以容貌美麗聞名於世，

通曉音律，與西施、王昭君、貂蟬並稱「中國四大美人」。 

    3、楊萬里：南宋詩人，其詩與尤袤、范成大、陸游齊名，稱南宋四家。 

    4、楊姓稱帝王者有十餘人，先後建立隋、吳等政權。唐代楊氏任宰相者計

十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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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朱 
拼音：ㄓㄨ  Zhu 

郡望：沛郡 

勝跡：缺 

文獻：《蒲墟朱氏大宗祠主譜》 

（一）歷史 

    朱姓是當今中國第十四大姓，人口占漢族人口百分之一以上，在臺灣排名第

三十二。朱姓原作邾，出自曹姓，其祖先曹挾是古帝顓項之後，受周武王封在邾

而建立邾國。因邾國較弱小，常依附魯國。戰國時邾為楚所滅，邾國公室成員逃

至沛，即以國為姓，後將邾右旁省去而成朱姓。朱姓有另一起源，謂帝舜時有大

臣名朱虎，其子孫亦以朱為姓。雖然這支朱姓發展較早，然朱虎後代卻未有資料

可供查證。此外，西周宋國開國君主宋微子啟（商紂王庶兄）有裔孫朱暉，原以

國名為氏，稱宋氏。春秋時諸侯滅宋，朱暉後裔逃至碭（今江蘇碭山縣），改宋

氏為朱氏。又南北朝時，北魏孝文帝南遷洛陽後，有鮮卑族復姓濁渾氏、朱可渾

氏，改為漢字單姓朱氏。 

（二）遷徙分布 

    朱姓發源於今河南、安徽及江蘇省境。西漢朱質有二子朱禹、朱卓，朱禹在

東漢後期黨錮之禍中被殺，子孫避難逃至丹陽（今屬安徽）。朱卓後裔由於任官

之故，主要在今陜西、河南、湖北等省境發展繁衍。魏晉前朱姓已繁衍至今河南、

山東、安徽等地，東晉時有朱瑋自河南南陽徙居南康（今屬江西），其後朱熹僑

寓建陽（今屬福建）。朱熹之孫朱銓回遷廬陵（今江西吉安），朱銓 5 世孫朱章甫

於南宋末年避亂徙居吉安府安福縣（今屬江西），後又遷至廣東興寧寧中鄉竹絲

湖立業，成為朱氏興寧竹絲派一世祖。朱章甫第三子朱泗於元代徙居羅浮（今廣

西東興各族自治縣東）徐田，此後子孫繁衍，分布於今廣西、廣東。居於閩、粵

等沿海地區之朱氏，從明代開始陸續移居臺灣，進而又有人遠徙東南亞及歐美一

些國家和地區。朱姓在歷史上一直是南方大姓之一。朱姓在臺灣是較有影響之姓

氏，清康熙年間臺灣農民起義首領朱一貴是落籍臺灣朱姓中較有影響者。朱一貴

原是福建省長泰人，小名祖。明亡後他遷居臺灣今臺南羅漢門，率眾起義，以反

清復明相號召，稱「大明重興元帥」，各地農民紛起回應。他率領義軍在諸羅赤

山取得大勝，人數發展達三十萬，進而占領全臺。他被推為中興王，年號永和，

後在清政府渡海進攻下作戰失利，被俘就義。早在明永歷十八年（1420 年）朱

元璋後裔朱術桂隨鄭經來臺開墾，下淡水港、北投、竹南、竹北、彭佳嶼、恒春

等地均有朱氏拓墾足跡。現今新竹、臺南、基隆等地，是朱姓人氏較多縣市。 

（三）堂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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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白鹿堂：宋朝時大理學家朱熹曾在白鹿洞書院講學，其子孫因以「白鹿」

為堂號。 

    2、居敬堂：朱熹講學時主張「循序漸進、居敬持志」之教學原則，循序漸

進在教學方法上是先易後難、由淺入深。居敬持志之意是教師不但教學，更要育

人；不僅言教，更須身教。教師一言一行須以身作則，為學生榜樣。其子孫因以

「敬居」為堂號。 

    3、折檻堂：漢代奸臣張禹欺君害民作惡多端，但因受皇帝信任，竟無人敢

彈劾。槐里令朱雲上朝奏本，請殺張禹，因而觸怒皇帝，下令斬殺朱雲。朱雲面

不改色，侃侃向皇帝道出張禹罪惡事實，大談誅殺奸臣方能保住社稷之理。劊子

手拉他受刑，朱雲卻雙手攀住金殿門檻，道理還說個不完。劊子手用力拉朱雲，

朱雲就是不放門檻，竟將殿檻折斷，劊子手和朱雲都倒在地上。皇帝為朱雲忠心

和不怕強權的精神感動，釋放並獎勵朱雲，將張禹交付大理寺查辦。之後大臣要

派工人修理殿檻，皇帝意味深長地說：不必修復，藉此檢討自己，亦勉勵眾臣須

如朱雲勇於諫言。其子孫因以「折檻」為堂號。 

    4、朱姓還有以「鳳陽」為堂號。 

（四）歷史名人 

    1、朱元璋：元末農民起義，朱元璋參與郭子興領導的紅巾軍，之後統領此

支起義軍。1368 年朱元璋率軍攻克元朝大都（今北京）推翻元朝，建立明朝，

是為明太祖。明朝共傳 12 代 17 帝，立國 277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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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秦 
拼音：ㄑㄧㄣˊ  Qin 

郡望：天水郡 

勝跡：缺 

文獻：《洞庭秦氏宗譜》 

（一）歷史 

    秦姓在大陸是第七十八大姓，在臺灣未入前一百大姓。秦姓遠祖始於西周，

相傳西周孝王時有名為非子者善於飼養良馬，曾奉命在桃林一帶養馬，後因功受

封於秦谷（今天水西南），其後代便在秦谷一帶發展。傳至秦莊公時，由秦谷東

遷大丘（今陜西興平東南）。秦莊公後，非子後代又多次遷徙，直至秦孝公時在

咸陽定居。非子後人有以封地秦為姓，因此秦姓起源於秦朝王室之姓嬴姓。除上

述一支外，秦姓還有一些是西周王室後代。春秋魯國有貴族受封於秦邑（今河南

范陽），此後其子孫亦以秦為姓。此外，漢代有羅馬帝國商人和使者至中國經商，

當時國稱羅馬為大秦，大秦國人始定居中原，其子孫即以秦為姓。秦姓在發展過

程中，逐漸在天水、太原發展成望族，故堂號稱稱「天水堂」、「太原堂」。 

（二）遷徙分布 

    先秦時秦氏主要分布於今河南、陜西、山東、湖北、河北等省，西漢初高祖

劉邦採納婁敬建言，遷徙關東大族充實關中，秦氏有一支自魯徙居扶風茂陵。這

支秦氏人丁興旺、官宦眾多，西漢時有秦襲等五人同時任郡守級官員，故世號「萬

石秦氏」。秦末有秦同，從劉邦擊項羽有功，受封為彭侯，是山東秦氏於西漢初

遷至今江蘇者。兩漢至南北朝時期，秦氏還分布於今甘肅、四川、山西等省。宋、

元、明時期，秦氏有遷至今廣西、安徽、貴州、福建、北京、上海等省市者，歷

清至近現代，分布地更廣，還有不少人移居海外。 

（三）堂號 

    1、三賢堂：孔門七十二大賢有秦祖、秦商、秦非、秦冉四位。這裡的三泛

指多數，「三賢堂」乃表彰秦姓多有賢才者。 

    2、樂善堂：孔子稱眾弟子中秦姓有四位，誇獎秦氏好道樂善，故其子孫以

「樂善堂」為堂號。 

    3、養真堂：秦氏好道樂善，注重養真，故又稱「養真堂」。 

4、忠孝堂：秦瓊後人因秦瓊是唐朝開國元勛，既忠且孝，因名「忠孝堂」。 

5、淮海堂：宋代詞人秦少游後人因其著有《淮海集》，故稱「淮海堂」。 

6、五禮堂：清刑部尚書秦蕙田，任官三十年剛介自守，著有《五禮通考》，

因名「五禮堂」。 

（四）歷史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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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秦越人：即戰國時名醫扁鵲，治病以診脈為名，創立「望、聞、問、切」

四診法，用針、石、熨等簡單醫具治療，並通內、婦、兒、五官各科。 

    2、秦觀：字少游，北宋詞人，與黃庭堅、晁無咎、張耒並稱「蘇門四學士」。

秦觀詞輕婉秀麗，多寫男女戀情和身世感傷，歷來被推為婉約派代表作家，有《淮

海集》、《淮海居士長短句》傳世。 

3、秦九韶：南宋傑出數學家，著有《數書九章》，對「大衍求一術」和「正

負開方術」有深入研究，世稱「秦九韶程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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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尤 
拼音：ㄧㄡˊ  You 

郡望：吳興郡 

勝跡：缺 

文獻：《尤氏宗譜》 

（一）歷史 

    尤姓在今日大陸未列入前一百大姓，在臺灣是第八十四大姓。尤姓可考起源

較晚，五代十國時有閩國，閩國姓沈之人因國主王審知之審同音，將沈去三點水，

並將偏旁改為尤，此即尤姓來源。漢代史書亦有尤姓記載，但祖上來源已不可考。

尤姓從沈姓而來，但只有五代閩國（今天福建一帶〉姓沈者改尤姓，因此尤姓大

多數先祖是福建人，之後向江南及臺灣等地遷移，因此尤姓入臺灣一百大姓也就

不足為奇。尤姓後來逐漸在吳興發展成望族，且以吳興為郡望。另有少部份尤姓

是仇姓人士所改，許多仇姓人士認為仇字有施暴之意，故改為尤姓。一說春秋時

期仇、尤皆有怨意，音義相通，因此亦有稱尤氏者。除漢族尤姓外，亦有少數民

族取本族老姓之首個音節漢化為尤姓，如蒙古族之猷佳氏，滿族之猷格理氏和佑

祜魯氏，赫哲族之尤可勒氏，臺灣原住民、佤、苗、羌等民族亦有尤姓。 

（二）遷徙分布 

    北宋時尤姓寥若晨星，直至宋真宗天禧年期（1017-1022），其後輩人才方見

載籍。據《常州府志》記載，宋真宗時泉州晉江人尤叔保舉家遷往浙江常州府無

錫，子大公、孫尤輝、曾孫尤著、玄孫尤袤、尤梁，尤袤子尤概、孫尤焴、尤耀、

曾孫尤冰寮均名載史冊。至宋元之戰時，蒙古鐵騎南侵，趙宋喪師失地而節節敗

退。尤姓族人大舉遷至今廣東、江西、湖北、湖南等地，北方落入外族統治後，

政治相對穩定，部分尤姓人亦舉家北上。其中戰亂時大批難民湧入相對穩定的山

西，致使山西成為人口稠密地區。明初政府為鞏固新政權和發展經濟，五十年間

八次大規模遷移山西移民至不同地區，當中即包括尤姓，被分遷於今北京、江蘇、

安徽、湖南等地。目前尤姓以福建、潮州和江蘇等地最多，福建、潮州亦因鄰近

海岸，近百年間其族人進一步遷徙至海外，並見於臺灣、越南等地。在越南胡志

明市南部美萩市一帶，即有一批尤姓族人群居，其先祖來自潮州饒平。 

（三）歷史名人 

    1、尤思禮：尤姓得姓始祖，原姓沈，閩王王審知女婿，唐僖宗冊封為駙馬

都尉。公元 907 年朱溫篡唐建梁稱帝，冊封王審知為閩王，沈思禮為避「審」音

諱，與族人將「沈」去水改「尤」。今福建省南安市省新鎮南廳有唐都尉駙馬尤

氏、郡主王氏墓（俗稱駙馬墓）。 

    2、尤道明：宋嘉熙四年（一說是熙寧）中乙科進士，皇帝殿試時謂「尤悔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B%87%E5%A7%93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F%B0%E7%81%A3%E5%8E%9F%E4%BD%8F%E6%B0%91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4%BD%A4&action=edit&redlink=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B%97%E6%97%8F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BE%8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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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不佳」，遂御書《毛詩．小雅．采芑》「克壯其猶」四字賜之，賜姓易尤為猶

姓，成為猶氏得姓始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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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許 
拼音：ㄒㄩˇ  Xu 

郡望：高陽郡 

勝跡：臺北市臺灣許氏宗祠 

文獻：《許氏統宗世譜》、《臺灣許氏宗譜》 

（一）歷史 

    許姓在當今中國姓氏排名第三十五，臺灣排名第十一。許姓出自姜姓，許姓

始祖是許由，是炎帝後代。許由是帝堯時著名賢士，堯因其賢德而欲將帝位禪讓，

然許由不肯，並逃至箕山隱居。後堯又欲邀請許由任九州長官，他便至潁水邊洗

耳朵，表示不願意聽，於是許由後代世居許昌。周武王時，許由後裔姜文叔受封

於許而建許國，春秋末許為楚所滅，許國人有部分以國為姓。許姓最初在河南發

展，戰國時因戰亂始向四周遷徙，發展至今山西、湖北、湖南、河北。漢代又擴

展至今安徽、山東、陜西、雲南、江蘇、浙江。唐初河南許姓始入福建，至宋末

已發展至廣東。明朝時福建許姓有人移居臺灣，更有一些遷入今湖南、廣西等地，

並融入當地少數民族如侗族、壯族、土家族等。 

（二）遷徙分布 

    許氏發源地在今河南省許昌東，春秋戰國時期，許為鄭、楚等國所逼，曾多

次在今河南及安徽北部一帶遷都。許為楚滅後，除部分遷居今湖北荊山及湖南芷

江等地外，多數許姓就地繁衍或北上遷徙。許姓北上最初遷徙之地是冀州高陽（今

河北高陽），後有許氏復遷回河南寶豐等地。秦漢之際許姓已遍布今河南、河北

兩省大部分地區。此後，北方許姓主要分布於今河南、河北、安徽、陜西、山西

等廣大地區。許姓南遷始於魏晉南北朝，唐初時陳政、陳元光父子奉命入閩，有

河南許姓將佐隨同前往，在福建安家落戶。唐僖宗時，侍御史許愛鎮守漳州招安，

後入晉江石龜。唐以後許姓已大舉南遷繁衍於今江蘇、浙江、湖北、福建、廣東

等省地。宋末元初，許氏有一支徙居廣東。遷至湖南、廣東、廣西、福建之許氏，

有些融入侗、壯、布依、土家等少數民族。許姓在臺灣列入第十一大姓，也是名

門望族之一。明代永樂年間，福建人許沖懷、許申最先移居臺灣，此後許氏又多

次向臺灣遷徙。康熙時有泉州人許遠光、許太岳分別入墾雲林縣麥寮鄉和臺北木

柵福德坑等。從明末至清代，入臺許姓人氏越來越多，從臺南擴至彰化、臺北、

澎湖、嘉義等地，以後又有從臺移居海外者。 

（三）堂號 

    1、洗耳堂：堯帝時高士許由，堯欲將天下禪讓，他不肯接受，至箕山腳下

種地。堯又請許由出任九州之長，他又至穎水邊洗耳朵，認為堯之語汙染其耳。

其子孫因以「洗耳」為堂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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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訓詁堂：漢代許慎字叔重，博覽經籍，時人譽為「五經無雙許叔重」。許

慎著《說文解字》，集古今經學和訓詁之大成，至今仍是研究文字學必備工具書。

其子孫因以「訓詁」為堂號。 

（四）歷史名人 

1、許劭：三國魏國名士，好評論人物，每月更換一名，時稱「汝南月旦評」。

許劭評曹操為「治世之能臣，亂世之奸雄」，此言幾乎可為曹操一生之定論，「一

代奸雄」亦成曹操代名詞。 

2、許衡：元朝理學家，元世祖即位後，許衡與劉秉忠等定朝儀官制，為元

統治者策劃立國規模，與劉因、吳澄並稱為「元朝三大理學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