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百家姓彙整 21-40 何-章 

 1 

二十一、何 

拼音：ㄏㄜˊ  Ho 

郡望：盧平郡 

勝跡：缺 

文獻：《廬江郡何氏大同宗譜》 

（一）歷史 

    何姓是當今中國第十七大姓，總人口占漢族百分之一以上，在臺灣排名第二

十七。何姓出自姬姓，由韓姓轉化而來。西周初年周成王姬誦封其弟叔虞於唐，

史稱唐叔虞，是晉國開國君主。唐叔虞第十一世孫名萬，受封在韓，人稱韓武子，

其後代即以韓為姓氏。之後韓姓發展至淮河和長江一帶，被當地人誤讀為何。另

一種說法是有位姓韓者因遭官府搜尋，當官吏查問時，他指著寒冷河水作為回

答，本意是用寒代韓，但官吏卻誤以為姓「河」。之後他又將河改為何，子孫便

以何為姓。何姓亦有其他來源，如北魏孝文帝遷都洛陽，改突谷渾人賀拔氏為何

氏。西漢時有名為何苗者，本姓朱，冒姓何。元朝和明朝時期亦有人被賜姓為何。

晉以前何姓主要在安徽、山東、江蘇、河南、江西、廣東、湖南、四川、陜西等

地發展，至西晉末年始有人遷往福建。明末何斌在臺灣為荷蘭人擔任翻譯，成為

最早抵臺何姓人士。 

（二）遷徙分佈 

    西漢至兩晉時期何氏分布於今河南、安徽、山東、江西、四川、廣東、湖北、

江蘇、陜西、湖南等地，西晉末年中原何氏有移居福建者，即永嘉入閩八族之一。

唐代中原何氏又有兩次入閩，一是唐高宗時光州固始人何嗣韓隨陳元光入閩，在

福建安家；二是唐僖宗時又有固始人隨王潮、王審知入閩。此後何氏又有多次遷

徙，南宋淳佑年間，何逖基由螺陽遷居溫陵、潯江，後隱居清源洞。宋代何氏還

有一支自廬江遷往福建、南京、江西，至宋末元初有一支由武平經江西尋鄔、定

南、龍南入廣東翁源，另一支由武平入廣東蕉嶺、大埔、梅縣，再分支各地。臺

灣何姓與大陸何姓同宗同祖一脈相承，現多居住臺北、新竹、彰化、嘉義等縣，

其遠祖是康叔虞分居在光州（河南省潢川縣）的後代。清朝時到臺灣開創新天地

的何姓更多，在鳳山、基隆、士林內雙溪、臺中東勢及新竹寶山都有何姓足跡。 

（三）堂號 

    1、水部堂：南朝梁何遜官尚書水部郎，以詩文著稱，著《何水部集》。其子

孫因以「水部」為堂號。 

（四）歷史名人 

    1、何晏：字平叔，南陽宛（今河南南陽）人，三國時期魏國玄學家、大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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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漢大將軍何進之孫（《魏略》認為他可能是何進弟何苗之孫 ）。其父早逝，曹操

納其母尹氏為妾，何晏因而被收養，為曹操所寵愛。少年時以才秀知名，喜好老、

莊之言，娶曹操女金鄉公主。魏文帝曹丕在位時何晏被授官職，明帝曹叡認為他

虛浮不實，也只授予冗官之職。正始（240-249）年間曹爽秉政，何晏黨附曹爽，

累官侍中、吏部尚書，典選舉，封列侯。高平陵之變後與曹爽同為司馬懿所殺，

滅三族。有文集十一卷。何晏曾與鄭沖等共撰《論語集解》，鐘嶸《詩品》稱「平

叔鴻鵠之篇，風規見矣」，將何晏詩列入中品。袁宏在《名士傳》將何晏等稱為

正始名士，與夏侯玄、王弼等宣導玄學，競事清談，遂開一時風氣，為魏晉玄學

的創始者之一。 

    2、何景明：明朝文學家，字仲默，號白坡，又號大複山人，信陽溮河區人。

何景明自幼聰慧，八歲能文，弘治十五年（1502）十九歲中進士，授中書舍人，

並任內閣。正德初，宦官劉瑾擅權，何景明謝病歸。劉瑾誅，何景明官復原職，

官至陝西提學副使。何景明是明代「文壇四傑」的重要人物，也是明代著名「前

七子」之一，與李夢陽並稱文壇領袖。何景明取法漢唐，一些詩作頗有現實內容。

何景明性耿直，淡名利，對當時的黑暗政治不滿，敢於直諫，曾宣導明代文學改

革運動，著有辭賦 32 篇，詩 1560 首，文章 137 篇，另有《大複集》38 卷。 

 

 

 

 

 

 

 

 

 

 

 

 

 

 

 

 

 

 

 

 

 

 

http://baike.baidu.com/view/57399.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57399.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65745.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719.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719.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6865100.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416734.htm
http://baike.baidu.com/subview/5199/5369025.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47901.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23332.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39138.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339161.htm
http://baike.baidu.com/subview/146773/7984821.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95226.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6329.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311993.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57506.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65337.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5687877.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22609.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429725.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699820.htm
http://baike.baidu.com/subview/49306/9441393.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34760.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51818.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3510067.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689425.htm
http://baike.baidu.com/subview/648475/6257929.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49454.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57725.htm
http://baike.baidu.com/subview/572136/6927784.htm
http://baike.baidu.com/subview/28371/5111717.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80497.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7922343.htm


百家姓彙整 21-40 何-章 

 3 

二十二、呂 

拼音：ㄌㄩˇ  Lu 

郡望：河東郡 

勝跡：缺 

文獻：《虞邑西鄉呂氏宗譜》 

（一）歷史 

    呂姓在當今中國姓氏排名第四十，在臺灣排名第二十六。呂姓出自姜姓，是

炎帝之後，始祖是伯夷。伯夷為姜姓，是炎帝裔孫，在堯舜時期負責制訂和掌管

禮法，是四嶽始祖。大禹時期伯夷因協助治水有功受封在呂，稱為呂侯。春秋初

期呂為楚所滅，呂國貴族即以國名為姓。呂姓尚有其他來源，如北魏孝文帝遷都

洛陽，改鮮卑族的叱呂氏為呂姓，北周時的俟呂陵氏亦改為呂姓。呂姓得姓後，

商朝末年呂尚因輔佐周武王有功，受封在齊，使呂姓獲得極大發展。漢代呂姓已

分布在中國許多地方，並在北宋時遷居福建，後又移居廣東。清康熙年間，呂姓

始入臺灣。 

（二）遷徙分布 

    呂姓播遷頻繁，分布較廣。南陽呂國滅亡後，遺民主要分布於今河南南部及

安徽北部，部分遺民被遷至今湖北蘄春。齊國呂氏在康公失國前已散居韓、魏、

齊、魯之間，其後子孫有在陜西、甘肅發展繁衍。兩漢時期呂氏還分布於今河北、

山西、內蒙古一帶。東漢末年西陽人呂範避亂移居壽春（今安徽壽縣），三國時

蜀漢不韋人呂凱、魏任城人呂虔均有後裔徙居河東（今山西永濟縣西南）。南北

朝時，今浙江、江蘇不少地方均有呂姓居民。北宋初呂氏有一支徙居福建，分布

泉、漳二州，後有部分移居廣東。自清代康熙年間開始，閩、粵呂氏有多支移居

臺灣，進而又有一些人遠徙海外，分布新加坡、菲律賓、馬來西亞、印尼、泰國、

文萊、越南、美國、加拿大等國家。 

（三）堂號 

    1、渭濱堂：商朝末年呂尚（姜子牙）在渭水濱釣魚隱居，周文王訪賢而禮

聘之，協助周文王、周武王奠定周朝八百餘年基業，其子孫因以「渭濱」為堂號。 

    2、東萊堂：南宋呂祖謙世稱東萊先生，官至著作郎兼國史館編修，著《東

萊博議》，對《春秋》三傳有獨到見解，其子孫因以「東萊」為堂號。 

（四）歷史名人 

1、呂不韋：衛國濮陽（今河南省安陽市滑縣）人，戰國末年著名商人、政

治家、思想家，官至秦國丞相。西元前 251 年秦昭襄王去世，太子安國君繼位，

為秦孝文王，立一年而卒，儲君嬴子楚繼位，即秦莊襄王。前 249 年以呂不韋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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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國，封文信侯，食邑河南洛陽十萬戶，門下有食客 3000 人，家僮萬人。莊襄

王卒，年幼的太子嬴政立為王，呂不韋為相邦，號稱「仲父」，專斷朝政。呂不

韋主持編纂《呂氏春秋》（又名《呂覽》），有八覽、六論、十二紀共 20 餘萬言，

匯合先秦各派學說，「兼儒墨，合名法」，故史稱「雜家」。書成之日，懸於國門，

聲稱能改動一字者賞千金，此為「一字千金」之典故。呂不韋執政時曾攻取周、

趙、衛土地，立三川、太原、東郡，對秦王政兼併六國事業有重大貢獻。後因嫪

毐集團叛亂事受牽連，被免除相邦職務，出居河南封地。不久，秦王政復命讓其

舉家遷蜀，呂不韋擔心被誅殺，於是飲鴆自盡。 

    2、呂布：字奉先，五原郡九原縣人（今內蒙古包頭九原區），東漢末年名將，

漢末群雄之一。呂布先後為丁原、董卓部將，後與司徒王允合力誅殺董卓，旋即

被董卓舊部李傕等擊敗，依附袁紹。呂布與曹操爭奪兗州失敗後襲取徐州，割據

一方。建安三年十二月（199 年 2 月）呂布於下邳遭曹操擊敗並處死。《三國演

義》及各種民間藝術中，認為呂布是「三國第一猛將」，後世有「三國英雄算馬

超，馬超還是呂布高」的記載。 

3、呂蒙：字子明，東漢末年名將，汝南富陂人（今安徽阜南呂家崗）。呂蒙

少年時依附姊夫鄧當，隨孫策為將，以膽氣稱，累封別部司馬。孫權統事後，呂

蒙漸受重用，從破黃祖作先鋒，封橫野中郎將；又圍曹仁於南郡，破朱光於皖城，

累功拜廬江太守。呂蒙後進佔荊南三郡，計擒郝普，在逍遙津之戰奮勇抵抗張遼

追襲，並於濡須禦魏軍，以功除左護軍、虎威將軍。魯肅去世後呂蒙代其守陸口，

設計襲取荊州，擊敗蜀漢名將關羽，使東吳國土面積大增，拜南郡太守，封孱陵

侯，受勳殊隆。不久後因病去世，享年四十二歲。呂蒙發憤勤學事蹟，成為中國

古代將領勤補拙、篤志力學的代表，與其有關的成語有「士別三日」、「刮目相待」、

「吳下阿蒙」等。 

    4、呂洞賓：名喦（「喦」或作「岩」），字洞賓，道號純陽子，自稱回道人，

唐朝河東蒲州河中府（今山西芮城永樂鎮）人，現在山西運城市芮城有元代丘處

機奉皇帝禦旨興建的永樂宮，又名大純陽萬壽宮。呂洞賓是道教中的大宗師，目

前道教全真派北派（王重陽真人的全真教）、南派（張紫陽真人）、東派（陸潛虛）、

西派（李涵虛），還有隱於民間的道門教外別傳，皆自謂源於呂祖。呂洞賓原為

儒生，40 歲遇鄭火龍真人傳劍術，64 歲遇鐘離權傳丹法，道成之後普渡眾生，

世間多有傳說，被尊為劍祖、劍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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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三、施 

拼音：ㄕ  Shi 

郡望：吳興郡 

勝跡：缺 

文獻：《孝豐西圩施氏宗譜》 

（一）歷史 

    施姓是臺灣第三十九大姓，但在大陸未列入前一百大姓。施姓遠祖始於夏

代，是時有諸侯施國，位於今日湖北恩施一帶，亡國後公族後代以國為姓。有一

支施姓起源於子姓，是商朝後裔。《左傳》記載周文王第九子康叔受封為衛侯，

負責管理商朝遺民，其中即有施氏，據說是製造旗幟之工匠。另一支施姓來源於

春秋魯惠公之子子尾，字施父，後代即以先輩之字施為姓氏。施姓逐漸向南遷移，

其中一支遷至浙江一帶，並在吳興發展為望族，因此施姓郡望為吳興。 

（二）歷史名人： 

    1、施耐庵：原名彥端，字肇瑞，號子安，別號耐庵。元末泰州興化人，祖

籍蘇州。施耐庵是舟人之子，生於興化白駒鎮（今鹽城大豐），13 歲入私塾，19

歲中秀才，29 歲中舉人，35 歲中進士。35 歲至 40 歲間官錢塘二載，後與當道

不合，復歸蘇州。至正十六年（1356）六十歲，張士誠據蘇，徵聘不應；與張士

誠部將卞元亨相友善，後流寓江陰，在祝塘鎮教書。71 歲或 72 歲遷興化，旋遷

白駒場、施家橋。朱元璋屢徵不應；最後居淮安卒，終年 74 歲。著作是四大名

著之一《水滸傳》。 

2、施琅：福建省泉州府晉江縣（今晉江市龍湖鎮衙口村）人，祖籍河南固

始，明末清初軍事家，清朝初期重要將領。施琅早年是鄭芝龍部將，1646 年（順

治三年）隨鄭芝龍降清。不久又加入鄭成功抗清義旅，成為鄭成功得力助手。鄭

成功手下曾德一度得罪施琅，施琅借故殺曾德而得罪鄭成功，鄭成功誅殺施琅父

親與兄弟。由於親人被鄭成功殺害，施琅再次降清。施琅降清後被任命為清軍同

安副將，不久又被提升為同安總兵、福建水師提督。1681 年（康熙二十年）康

熙帝採納李光地意見，授施琅福建水師提督，施琅積極進行攻討臺灣的部署準

備。1682 年（康熙二十一年）康熙帝決定攻台，命施琅與福建總督姚啟聖一起

進取澎湖、臺灣。1683 年（康熙二十二年）六月，施琅指揮清軍水師先行在澎

湖海戰對臺灣水師獲得大勝。上疏籲請清廷在臺灣屯兵鎮守、設府管理，力主保

留臺灣、守衛臺灣。因功授靖海將軍，封靖海侯。1696 年（康熙三十五年）施

琅逝世，賜諡襄莊，贈太子少傅銜。 

 

 

http://baike.baidu.com/subview/5295/7299353.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5367.htm
http://baike.baidu.com/subview/109922/6173282.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572781.htm
http://baike.baidu.com/subview/2566/5757529.htm
http://baike.baidu.com/subview/2566/5757529.htm
http://baike.baidu.com/subview/2578/4991915.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212.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212.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0595418.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5505.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5505.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20778.htm
http://baike.baidu.com/subview/15271/4912996.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7084236.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96982.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96982.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692913.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32943.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32943.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35577.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47957.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918199.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918199.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4093217.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020403.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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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四、張 

拼音：ㄓㄤ  Zhang 

郡望：清河郡 

勝跡：河南張良墓 

文獻：《張氏統宗世譜》、《太原張氏遍天下》 

（一）歷史 

    張姓是中國當代第三大姓，人口有七千八百萬左右，在臺灣排名第四。張姓

最早可追溯遠古黃帝時代，相傳張姓出自黃帝，是黃帝第五子揮之後代。揮發明

弓箭，並因此受黃帝任命為弓正。弓正同時亦稱弓長，合二字即張字，此即張姓

最早由來。春秋時期又有晉國貴族名解張，其後代以其名為姓。張姓除以上主要

起源外，另有其他起源。如世居雲南的南蠻酋長龍佑那，於三國時為諸葛亮賜姓

為張。三國時魏國名將張遼本姓聶，改姓張後亦成大姓。凡此種種皆使張姓不斷

發展與壯大，使張姓遍布中國各地。張姓始祖揮之後代世居清河，因此清河成為

張姓主要聚居地，至唐代更是名列天下十大姓之一。 

（二）遷徙分布 

    晉代有中原張氏遷至福建，唐高宗總章年間，陳政、陳元光父子奉命入閩，

有中原張姓軍校隨從。唐僖宗中和年間，王潮、王審知入閩，又有河南固始人張

睦隨同前往，後被封為梁國公。福建張氏大致以居住地分為鑒湖、金坡、板橋等

派，此後有又遷往廣東，均稱其始祖來自河南光州固始。移居海外的張氏現主要

分布在新加坡、印尼、泰國、菲律賓、美、英、法、澳大利亞、巴拿馬等國家和

香港地區。張氏在臺灣僅次於陳、林、黃三姓，是第四大姓，臺灣張氏來自福建

和廣東。臺灣張姓曾分金坡派、板橋派等多種，主要居往在彰化、臺北、臺南、

南投等地，彰化張姓人數占全臺張姓人口六分之一。第一位入臺開基的張氏先人

是張佑，來自廣東梅豐。從清初開始，閩、粵張氏陸續有人移居臺灣，進而又有

不少人到海外謀生。 

（三）堂號 

    1、百忍堂：唐朝張公藝九世同居，對當時世風影響很大，唐高宗親到他家

請他介紹和睦相處不分家的經驗。張公提起筆寫了一百個「忍」字呈給高宗，高

宗很是佩服，獎勵張公百尺綢緞，其子孫因以「百忍」為堂號。 

    2、張姓堂號尚有清河、金鑒、孝友、親睦、冠英、燕貽、敦睦、宗嶽、敬

誼、源流等。 

（四）歷史名人 

    1、張良：，字子房，潁川城父人，秦末漢初傑出的謀士、大臣，與韓信、

http://baike.baidu.com/view/473579.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653.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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蕭何並稱「漢初三傑」。張良祖父、父親等先輩為五代韓王之相，曾勸劉邦在鴻

門宴上卑辭言和，保存實力，並疏通項羽叔父項伯，使劉邦得以脫身。張良  後又

以出色的智謀協助漢高祖劉邦在楚漢戰爭奪得天下，協助呂后扶持劉盈登上太子

之位，受封為留侯。他精通黃老之道，不留戀權位，晚年據說隨赤松子雲遊。張

良去世後，諡文成侯。漢高祖劉邦在洛陽南宮評價他說：「夫運籌策帷帳之中，

決勝於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  表現出張良的機智謀劃、文韜武略。後世敬其

謀略出眾，稱為「謀聖」。 

    2、張騫：字子文，漢中郡城固（今陝西省漢中市城固縣）人，西漢代傑出

外交家、旅行家、探險家。張騫富有開拓和冒險精神，建元二年（前 139 年）奉

漢武帝之命，由甘父為嚮導，率領一百餘人出使西域，打通漢朝通往西域的南北

道路，即赫赫有名的絲綢之路，漢武帝以軍功封其為博望侯。張騫是絲綢之路的

開拓者，他將中原文明傳播至西域，又從西域諸國引進汗血馬、葡萄、苜蓿、石

榴、胡麻等物種至中原，促進東西方文明交流。 

    3、張衡：字平子，南陽西鄂（今河南南陽市石橋鎮）人，與司馬相如、揚

雄、班固並稱「漢賦四大家」，是東漢時期的天文學家、數學家、發明家、地理

學家、文學家，歷任郎中、太史令、侍中、河間相等職。晚年因病入朝任尚書，

於永和四年（139 年）逝世，享年六十二歲。北宋時被追封為西鄂伯。張衡在天

文學方面著有《靈憲》、《渾儀圖注》等，數學著作有《算罔論》，文學作品以〈二

京賦〉、〈歸田賦〉等為代表。張衡發明渾天儀、地動儀，是東漢中期渾天說的代

表人物之一。由於他的貢獻突出，聯合國天文組織將月球背面的一個環形山命名

為「張衡環形山」，太陽系的 1802 號小行星命名為「張衡星」。 

    4、張仲景：名機，字仲景，東漢南陽涅陽縣（今河南省鄧州市穰東鎮張寨

村）人。東漢末年著名醫學家，受後人尊稱為「醫聖」。張仲景廣泛收集醫方，

寫出傳世巨著《傷寒雜病論》。它確立辨證論治原則，是中醫臨床的基本原則，

是中醫的靈魂所在。在方劑學方面，《傷寒雜病論》創造很多劑型，記載大量有

效方劑。張仲景所確立六經辨證的治療原則，受歷代醫學家推崇。這是中國第一

部從理論到實踐、確立辨證論治法則的醫學專著，是中國醫學史上影響最大的著

作之一，是後世研習中醫必備的經典著作。 

    5、張道陵：字輔漢，原名陵，東漢人沛郡豐邑（今江蘇豐縣）人，是天師

道創始人。據張道陵所稱，太上老君「授以三天正法，命為天師」，「為三天法師

正一真人」，後世尊稱為「老祖天師」、「正一真人」、「三天扶教大法師」、「高明

上帝」、「張天師」，著作《老子想爾注》，弟子有 300 多人，設立 24 治，奠基天

師道。張道陵創建天師道的背景乃因當時在巴蜀一帶，原有巴人信奉原始巫教，

大規模淫祀而害民。這些祀奉鬼妖（學名為：妖邪）的法教巫師聚眾斂財，無惡

不作。張天師攜王長、趙升二位弟子和黃帝九鼎丹經至北邙山修行，平定禍害百

姓的巫妖之教。川渝一帶流傳張天師以太上老君劍印符籙大破鬼兵的故事，即是

以此為原型。 

 

http://baike.baidu.com/view/14549.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51960.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6871.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6871.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1126.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985.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900615.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900615.htm
http://baike.baidu.com/subview/137209/5780424.htm
http://baike.baidu.com/subview/17163/11853616.htm
http://baike.baidu.com/subview/1239/5028598.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8697266.htm
http://baike.baidu.com/subview/3000/17680206.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874.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874.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329252.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61362.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67276.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67276.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9068.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17124.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0375.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68632.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66878.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8923.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68766.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68766.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66893.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500728.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39138.htm
http://baike.baidu.com/subview/28270/5436104.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0422.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69110.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696098.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696098.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487782.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51672.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60377.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38885.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52708.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536486.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451440.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52208.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643322.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94063.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62091.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443302.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8915.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911530.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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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baike.baidu.com/view/422737.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61794.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443302.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605778.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90956.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90956.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30000.htm
http://baike.baidu.com/subview/337678/18975966.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422422.htm
http://baike.baidu.com/subview/1564229/20037043.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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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五、孔 

拼音：ㄎㄨㄥˇ  Kong 

郡望：東魯郡 

勝跡：山東曲阜孔府 

文獻：《孔子世家譜》 

（一）歷史 

    孔姓在中國大陸是第七十二大姓，在臺灣則未列入前一百大姓。孔姓來源很

多，最古老一支遠祖出自春秋時期宋國貴族後代，再予追溯則與黃帝和商朝創立

者有關。黃帝裔孫名契，是商朝始祖，以子為姓。第十四代商湯，名履、字太乙。

據傳其子孫有些人為紀念商湯，將商朝子姓與商湯之字乙字合為一字而成孔姓。

孔姓還有許多其他來源。商朝滅亡後，紂王兄長微子啟受周成王分封於宋（今河

南商丘南），傳至宋厲公時，其兄弗父何有孫名嘉，字孔父，在宋國任大司馬，

之後為權臣華督所殺。孔父之子逃亡至魯國，後以父親之字孔為姓，孔子即這支

孔姓之後。此外據史書載，黃帝時有史官孔甲，其後代亦以孔為姓氏。另外，春

秋時鄭國公子喜，字子孔，其後人亦有以孔為姓。此外，孔子後人有一部分南遷

至會稽（今浙江紹興），因此會稽亦成孔姓一大郡望。歷代皇帝對至聖先師孔子

不僅累加封號，更欽賜孔子裔孫世系字輩譜：希、伯、公、彥、承、宏、聞、貞、

尚、衍〈明洪武時〉；星、毓、傳、繼、廣、昭、憲、慶、繁、祥〈清乾隆時〉；

令、德、維、垂、佑、欽、紹、念、顯、揚〈清道光時〉。  

（二）遷徙分布 

    孔姓最初發源地之一應在今日河南商丘一帶，至孔父嘉之後因避禍逃奔至魯

國，並在魯國定居，可算是孔氏第一次東遷。這次東遷意義重大，以至後世魯地

竟成孔氏繁衍居地。從漢代始，隨孔子地位不斷提高，孔氏逐漸發展為顯赫家族。

由於官職調遣、戰亂等原因，許多孔氏人士從今日山東、河南向其他省遷徙。西

漢時孔子襄曾任長沙太守，孔氏另有遷至今陜西者。東漢時，河北、河南、廣東

皆有孔氏家族足跡，東漢末孔潛一族在浙江紹興發展為望族。北宋末年靖康之變

時，中原孔氏有一支隨宋氏南渡，賜地衢州。宋、明時期，北方山西、遼寧等省，

南方江蘇、雲南、貴州、四川等省皆有孔氏。清代以後孔氏不僅遍布全國各地，

且有不少人移居海外。今天美國、加拿大及東南亞、西歐一些國家都有孔姓華人。 

（三）堂號 

    有「闋里堂」和「至聖堂」，二堂號皆因孔子而命名。孔子生於闋里，故後

人以此為堂號。孔子又稱「大成至聖先師」，故以此為堂號。 

（四）歷史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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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孔子：名丘，字仲尼，春秋魯國陬邑人（今山東曲阜），祖籍宋國栗邑（今

河南夏邑），是中國著名思想家、教育家。孔子開創私人講學風氣，是儒家學派

創始人。孔子曾受業於老子，帶領部分弟子周遊列國十四年，晚年修訂六經，即

《詩》、《書》、《禮》、《樂》、《易》、《春秋》。相傳他有弟子三千，其中有七十二

賢人，又有「四科十哲」列載《論語》。孔子去世後，其弟子及再傳弟子將孔子

及其弟子言行語錄和思想記錄予整理，彙編為儒家經典《論語》。孔子在古代被

尊奉為「天縱之聖」、「天之木鐸」，是當時社會最博學者之一，後世統治者尊為

孔聖人、至聖、至聖先師、大成至聖文宣王先師、萬世師表。孔子儒家思想對中

國和世界都有深遠影響，受列為「世界十大文化名人」之首。孔子受尊為儒教始

祖（非儒學），隨孔子影響力擴大，孔子祭祀亦一度成為與上帝和國家祖宗神同

等級別的「大祀」。 

    2、孔融：字文舉，魯國（今山東曲阜）人，東漢末年文學家，「建安七子」

之一。孔融家學淵源，為孔子第二十世孫、泰山都尉孔宙之子。孔融少有異才，

勤奮好學，與平原陶丘洪、陳留邊讓並稱。漢獻帝即位後，孔融任北軍中侯、虎

賁中郎將、北海相，時稱「孔北海」。在任六年，修城邑，立學校，舉賢才，表

儒術，後兼領青州刺史。建安元年（196 年），袁譚攻北海，孔融與其激戰數月，

最終敗逃山東。不久，孔融受朝廷徵為將作大匠，遷少府，又任太中大夫。孔融

性好賓客，喜抨議時政，言辭激烈，後因觸怒曹操而為其所殺。孔融能詩善文，

曹丕稱其文「揚（揚雄）、班（班固）儔也。」散文鋒利簡潔，代表作是〈薦禰

衡表〉，其六言詩反映漢末動亂現實。原有文集已散佚，明人張溥輯有《孔北海

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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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baike.baidu.com/subview/112125/20111579.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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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baike.baidu.com/subview/169458/7879374.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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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六、曹 

拼音：ㄘㄠˊ  Cao 

郡望：譙郡 

勝跡：山西太谷曹家大院 

文獻：《曹氏族譜》 

（一）歷史 

    曹姓在當今中國姓氏排名第三十二，在臺灣排名第五十八。曹姓主要來源有

二，一是古帝顓頊玄孫陸終之後。陸終有六子，第五子名安，因協助大禹治水有

功而受封於曹，其後代即以曹為姓。曹安後代曹挾，周武王改封在邾，建立邾國。

戰國中期邾為楚所滅，國人即以曹為姓氏。曹姓另一來源出自姬姓，周武王將曹

挾改封至邾，同時將其弟振鐸封於曹。戰國時曹為宋所滅，有些國人亦以國名為

姓氏。曹姓另有二個來源，一是現今烏茲別克曾有曹國，當地人有遷居中原者，

即以曹為姓。另一來源較著名，東漢曹參之後曹騰官至大鴻臚，無後，死後由養

子曹嵩繼任。曹嵩原姓夏侯，過繼曹騰後改姓曹。曹嵩之子曹操是三國時期著名

政治家和軍事家，其子曹丕建立魏國。先秦時期曹姓主要分布在山東和江蘇一

帶，漢代遷至安徽、浙江、湖北等地，唐代曹姓始入福建、廣西，至明代始遷廣

東，清朝雍正年間始移居臺灣。 

（二）遷徙分布 

    早期曹氏長期在山東居住和繁衍，至於遷徙山西、陜西、河北、安徽等地則

是很久以後之事，漢時曹姓已廣布北方及安徽等地。唐代末年曹氏大規模南遷江

南，久居北方的曹氏先人為躲避黃巢起義而舉家南徙，有些輾轉入閩而遷居漳州

一帶。後在福建南部出現曹氏蹤跡，都是這次南遷曹姓之後代長期繁衍、播遷結

果。福建南部這些曹氏族人後又遷居臺灣，臺灣曹姓多集中南投、彰化和臺北。

最先由閩南人曹朝遷居臺北，後又有福建安溪曹姓入墾臺北。自從開創曹氏家族

入臺先例，由福建和廣東移臺的曹姓便源源不斷。據臺灣文獻考證，臺北士林曾

是清雍正年間最先到達臺灣的曹朝招工興建。 

（三）堂號 

    1、清靖堂，又稱無為堂：西漢曹參在蕭何卒後繼任為宰相，他一本蕭何所

立成規，即所謂「蕭規曹隨」。曹參「省刑法，薄稅斂，無為而治」，老百姓因此

歌頌他說：「載以清靖，民以寧一」。後世子孫因以為堂號。 

（四）歷史名人 

    1、曹劌：春秋時代魯莊公時受齊襲擊，曹劌求見莊公，隨莊公戰於長勺，

利用齊軍「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之機，要求莊公鳴鼓進攻，獲得大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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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曹參：字敬伯，沛人，西漢開國功臣與名將，是繼蕭何後的漢代第二位

相國。西元前 209 年（秦二世元年）曹參跟隨劉邦在沛縣起兵反秦，身經百戰而

屢建戰功， 攻下二國和一百二十二縣。劉邦稱帝後論功行賞，曹參功居第二，

賜爵平陽侯。漢惠帝時曹參官至丞相，一遵蕭何約束，有「蕭規曹隨」之稱。 

    3、曹操：字孟德，一名吉利，小字阿瞞，沛國譙縣（今安徽亳州）人，東

漢末年政治家、軍事家、文學家、書法家，三國曹魏政權奠基人。東漢末年天下

大亂，曹操以漢天子名義征討四方，對內消滅二袁、呂布、劉表、馬超、韓遂等

割據勢力，對外降服南匈奴、烏桓、鮮卑等，統一中國北方，並實行一系列政策，

恢復經濟生產和社會秩序。曹操擴大屯田、興修水利、獎勵農桑、重視手工業、

安置流亡人口、實行「租調制」，使中原社會漸趨穩定、經濟出現轉機。黃河流

域在曹操統治下，政治尚稱清明，經濟逐步恢復，社會風氣逐步好轉。曹操在世

時任東漢丞相，後為魏王，奠定曹魏立國基礎。去世後曹操諡號為武王，其子曹

丕稱帝後，追尊曹操為武皇帝，廟號太祖。曹操精兵法，善詩歌，抒發自己的政

治抱負，並反映漢末人民苦難生活；氣魄雄偉，慷慨悲涼。曹操散文亦清峻整潔，

開啟並繁榮建安文學，給後人留下寶貴精神財富，史稱「建安風骨」。曹操亦擅

長書法，唐朝張懷瓘《書斷》將曹操的章草評為「妙品」。 

    4、曹雪芹：名霑，字夢阮，號雪芹，又號芹溪、芹圃，中國古典名著《紅

樓夢》作者，籍貫瀋陽（一說遼陽），生於南京，約十三歲時遷回北京。曹雪芹

出身清代內務府正白旗包衣世家，他是江寧織造曹寅之孫、曹顒之子（一說是曹

頫之子）。曹雪芹早年在南京江寧織造府親歷一段錦衣紈絝、富貴風流的生活。

至雍正六年（1728）曹家因虧空獲罪被抄家，曹雪芹隨家人遷回北京老宅，後又

移居北京西郊，靠賣字畫和朋友救濟為生。曹雪芹素性放達，愛好廣泛，對金石、

詩書、繪畫、園林、中醫、織補、工藝、飲食等均有研究。他以堅韌不拔的毅力

歷經多年艱辛，終於創作極具思想性、藝術性的偉大作品《紅樓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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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七、嚴 

拼音：ㄧㄢˊ  Yan 

郡望：天水郡 

勝跡：缺 

文獻：《豐溪嚴氏宗譜》 

（一）歷史 

    嚴姓在大陸未入前一百大姓，在臺灣是第八十八大姓。嚴姓遠祖始於春秋時

期楚莊王，他生前極有作為，是春秋五霸之一，卒後謚號為「莊」，其子孫有以

莊為姓者。東漢明帝時為避漢明帝劉莊之諱，因莊與嚴意義相近，故莊姓紛紛改

姓嚴。魏晉時有人改回莊姓，從此莊、嚴二姓並存。嚴姓在發展過程中逐漸形成

天水、馮翊、華陰三大郡望，在當地發展為望族，故嚴姓世稱「天水堂」、「馮翊

堂」、「華陰堂」。 

（二）歷史名人 

    1、嚴顏：東漢末年武將，初為劉璋部下，擔任巴郡太守。建安十九年劉備

進攻江州，嚴顏戰敗被俘。張飛對嚴顏說：「大軍至，何以不降而敢拒戰？」嚴

顏回答說：「卿等無狀，侵奪我州，我州但有斷頭將軍，無降將軍也！」張飛生

氣，命左右將嚴顏牽砍首，嚴顏表情不變地說：「砍頭便砍頭，何為怒邪！」張

飛敬佩嚴顏勇氣，遂釋放嚴顏並以嚴顏為賓客，之後事蹟不在正史中出現。 

    2、嚴嵩：字惟中，號勉庵、介溪、分宜等，江西新餘市分宜縣人，弘治十

八年（1505 年）乙丑科進士。嚴嵩是明朝著名權臣，擅專國政達 20 年之久，累

官吏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少傅兼太子太師，少師、華蓋殿大學士，63 歲拜

相入閣。嚴嵩書法造詣深，擅長寫青詞（實為他人代筆）。《明史》將嚴嵩列為明

代六大奸臣之一，稱其「惟一意媚上，竊權罔利。」透過戲曲和文藝作品、歷史

典籍，嚴嵩奸臣形象已深入民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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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家姓彙整 21-40 何-章 

 13 

二十八、華 

拼音：ㄏㄨㄚˋ  Hua 

郡望：武陵郡 

勝跡：缺 

文獻：《朱方華氏族譜》 

（一）歷史 

    華姓在中國大陸和臺灣均未進入前一百大姓。春秋時期宋戴公之子考父受封

於華邑，其後代就以封地為姓。宋是殷商貴族後裔，因此華姓起源於商朝王族子

姓。華姓在發展過程中逐漸形成武陵、平原、沛國三大郡望，在當地發展成為望

族，因此華姓世稱「武陵堂」、「平原堂」、「沛國堂」。 

（二）歷代名人 

    1、華佗：名敷，字元化，漢未沛國樵人。華佗精於方藥、針灸及外科手術，

又仿效虎、鹿、熊、猿、鳥的動態創為「五禽戲」，用以鍛煉身體。華佗年且百

歲，猶有壯容。曹操聞而召之，使常在左右。曹操若頭風每發，心亂目眩。華佗

針灸，隨手而愈。後曹操病重，使忙專視，華佗遲遲不肯奉召。曹操怒而使人送

華佗入獄拷打，華佗臨死出一卷書與獄吏說：「此可活人。吏怕犯法不敢受，舉

火燒之，華佗之醫術遂不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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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九、金 

拼音：ㄐㄧㄣ  Jin 

郡望：彭城郡 

勝跡：缺 

文獻：《古虞金氏宗譜》 

（一）歷史 

    金姓在當今中國姓氏排名第六十九，在臺灣排名第九十二。金姓起源於上古

時期五帝之少昊，名摯，亦稱青陽氏、金天氏，其後代即以金為姓。西漢時匈奴

休屠王隨昆邪王歸順漢朝，他鑄造金人祭天，漢武帝賜姓為金，取名為金日磾，

其後代即以金為姓。漢高祖賜項伯為劉氏，五代時其後人為避吳越王之名錢鏐，

因劉與鏐音同，故去劉字卯頭及刀旁而為金姓。十六國時前秦羌族酋長為金氏，

後人因之姓金。清朝滿族愛新覺羅不少人取漢姓金氏為姓。除外，金姓另有數種

來源：唐時新羅國（今朝鮮半島）王姓金。明永樂年間，明成祖伐漠北，蒙古王

子也先土幹，率妻子部署來降，賜姓金氏。元時有金覆祥，其先本為劉氏，後改

為金氏。清代文學評論家金聖嘆，本姓張，後改姓金氏。 

（二）遷徙分布 

    金姓來源較多，最早一支源於古帝少昊。少昊自窮桑登帝，後徙曲阜，窮桑

即在今山東曲阜市北。新羅為朝鮮古國名，與高麗、百濟並立，其國王為金姓。

金日磾家族居住在長安，累世官宦。南北朝時金氏有遷至今甘肅境者，如北齊大

都督金祚即安定人。唐朝貞觀年間所定益州蜀都三姓之一有金氏，汾州河西郡四

姓之一有金氏。宋明時期南方金氏除在今浙江、江蘇一帶發展外，還分布今江西、

安徽、湖南、湖北、福建、廣東等省，北方河南、河北、遼寧等省亦有金氏聚居。

從清朝嘉慶年間開始，閩、粵金氏陸續有人遷至臺灣，此後亦有遷居海外，僑居

新加坡等國。臺灣金姓排名第九十二位，人數雖不特別眾多，卻遍布臺灣各地。

大陸金氏遷臺始於清代，據有關史料記錄，隨時代變遷，金氏由發源地山東逐漸

向南移遷，先後遷居安徽、江蘇、浙江，以至福建、廣東等，爾後又由福建遷居

臺灣。最早遷臺的金氏是清嘉慶年間以中人為業的金壽老，被後世奉為臺灣金氏

開基始祖。 

（三）堂號 

    1、麗澤堂：宋朝金履祥最長濂洛之學，皇帝召他任國史館編修，未到任即

往生。他曾在麗澤書院講學，故其後人以此為堂號。 

（四）歷史名人 

    1、金日磾：字翁叔，是駐武威的匈奴休屠王太子，漢武帝因獲休屠王祭天

http://baike.baidu.com/view/18061.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172918.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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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人，故賜姓為金。後元二年（前 87 年）漢武帝病重，托霍光與金日磾輔佐太

子劉弗陵，並遺詔封秺侯。昭帝即位後，金日磾擔起輔佐少主重任，鞠躬盡瘁，

死後受封為敬侯，陪葬茂陵。金日磾在維護國家統一和社會安定方面建立不朽功

績，是中國歷史上一位有遠見卓識的少數民族政治家。其後代因忠孝顯名，七世

不衰，歷 130 餘年。 

2、金聖嘆：名采，字若采，一說原姓張。明亡後改名人瑞，字聖嘆，自稱

泐庵法師，是明末清初蘇州吳縣人，著名文學家、文學批評家。金聖歎主要成就

在文學批評，對《水滸傳》、《西廂記》、《左傳》等書及杜甫諸家唐詩都有評點。

他乩降才女葉小鸞，寫下動人篇章，成為江南士人佳話，亦為曹雪芹構思和創作

《紅樓夢》的素材之一。金聖嘆提高通俗文學的地位，提出《莊子》、〈離騷〉、《史

記》、《杜工部集》、《水滸傳》、《西廂記》為「六才子書」之說，使小說戲曲與傳

統經傳詩歌並駕齊驅，受推崇為中國白話文學運動先驅，在中國文學史上有重要

地位。 

 

 

 

 

 

 

 

 

 

 

 

 

 

 

 

 

 

 

 

 

 

 

 

 

 

http://baike.baidu.com/view/1172918.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86916.htm
http://baike.baidu.com/subview/94436/11186379.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645739.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857926.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578.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6440.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9124.htm
http://baike.baidu.com/subview/2211/9582491.htm
http://baike.baidu.com/subview/5586/6213182.htm
http://baike.baidu.com/subview/2571/6230942.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760.htm
http://baike.baidu.com/subview/522409/522409.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578.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40995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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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魏 

拼音：ㄨㄟˋ  Wei 

郡望：鉅鹿郡 

勝跡：缺 

文獻：《山陰吳塘魏氏宗譜》 

（一）歷史 

    魏姓在當今中國大陸姓氏排名第四十七，在臺灣排名第四十八。魏姓出自姬

姓，是黃帝後代。西周初年武王姬發封父親周文王姬昌庶子畢公高於畢，子孫以

畢為姓氏。後畢國逐漸衰弱，最後滅亡。春秋時期畢公高後代畢萬為晉國大夫，

因隨晉獻公滅霍、耿、魏而立功，晉獻公封在魏。畢萬後代名魏武子與韓、趙二

家分晉，魏國成為「戰國七雄」之一。戰國末年魏為秦所滅，滅國後魏國子民有

以國為姓氏者。魏姓還有其他來源，如魏姓有一支出自羋姓，是秦國大臣魏冉後

代，魏冉祖先實為羋姓。此外，宋代有本姓高者，因某些原因而改姓魏，如魏了

翁本即姓高。魏姓早期主要在今山西、河南、山東等地發展，至漢代魏姓已發展

至江南一帶。唐代初年魏姓始入福建和廣東，並在清朝乾隆年間遷至臺灣。 

（二）遷徙分布 

    魏姓早期主要在今山西、河南、山東省境內發展繁衍，亦有部分居於今湖北、

湖南省境。魏公子無忌之孫魏無知第五世孫魏歆定居於鉅鹿（今屬河北），魏無

知有二位玄孫，魏諶定居清河，魏漢定居任城。此外，秦始皇統一六國後，曾「徙

天下豪富於咸陽十二萬戶」，魏氏有部分人遷至今陜西省境內。東漢江南一些地

方已有魏姓居民。唐初，陳政、陳元光父子入閩開闢漳州，隨行將佐有魏有人、

魏仁浦，後均在福建安家。唐代有魏慕中自鉅鹿徙居江西南昌，歷十五世。有一

支移居福建寧化石壁村，又歷十一世，有魏才祿生四子：長子魏元移居廣東長樂，

二子魏亨移居福建上杭，五代孫魏邦政又移居廣東龍川。三子魏利留守祖墳。四

子魏貞有一子移居廣東揭陽，另有一子居海豐。魏元裔孫魏應浩、魏特敬於乾隆

年間遷至臺灣新竹。明代永曆年間，魏亮從福建至臺墾荒開基，開創魏氏落籍臺

灣先驅。後來一直以臺灣郡城開設「張珍山號銀鋪」者，即當年魏亮之後。清康

熙六十年（1721）朱一貴在臺率眾起義，主張反清復明。為平息起義，有同安人

魏大獻隨軍入臺，並因平息有功而升任安平水師協鎮，魏大獻即定居安平。乾隆、

嘉慶、道光年間均有魏姓人氏從福建移居臺灣，泉州人魏居、魏古蘭、魏少及漳

州魏姓皆是此時期遷臺定居。 

（三）堂號 

    1、九合堂：春秋時晉有大夫魏絳，山戎向晉請和，魏絳向晉君說明與戎議

和有五利，於是晉國與附近山戎締結友好條約。八年中晉國九合諸侯，稱為霸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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皆是魏絳之功。其後人因以「九合」為堂號。 

    2、魏姓因鉅鹿為郡望，故以「鉅鹿」為堂號。 

（四）歷史名人 

1、魏無忌：戰國魏國信陵君，魏安釐王弟，有食客三千人，與齊孟嘗君、

趙平原君、楚春申君並稱「養士四公子」。魏無忌處於魏國走向衰落之時，他效

仿孟嘗君田文、平原君趙勝的輔政方法，延攬食客，養士數千人，自成勢力。魏

無忌禮賢下士、急人之困，曾在軍事上兩度擊敗秦軍，分別挽救趙國和魏國危局，

但屢遭魏安釐王猜忌而未能予以重任。前 243 年魏無忌因傷於酒色而死，十八年

後魏國為秦所滅。 

2、魏徵：字玄成，鉅鹿郡人（一說在今河北省巨鹿縣，一說在今河北省館

陶縣），唐朝政治家、思想家、文學家和史學家。魏徵因直言進諫，輔佐唐太宗

共同創建「貞觀之治」大業，受後人稱為「一代名相」。貞觀十七年（643）魏徵

病死，官至光祿大夫，封鄭國公，諡號文貞。魏徵交待後人葬禮從簡，同年入淩

煙閣。魏徵著有《隋書》序論，《梁書》、《陳書》、《齊書》的總論等，其言論多

見《貞觀政要》，其中又以諫文表〈諫太宗十思疏〉為後人熟知。 

    3、魏源：清代啟蒙思想家、政治家、文學家，名遠達，字默深，又字墨生、

漢士，號良圖，湖南邵陽隆回金潭人（今隆回縣司門前鎮）。道光二年（1822）

魏源中舉人，道光二十五年（1845 年）始成進士。魏源官高郵知州，晚年棄官

歸隱，潛心佛學，法名承貫。魏源認為論學應以「經世致用」為宗旨，提出「變

古愈盡，便民愈甚」的變法主張，宣導學習西方先進科學技術。魏源提出「師夷

長技以制夷」的主張，開啟了解世界、向西方學習的新潮流，這是中國思想從傳

統轉向近代的重要標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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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baike.baidu.com/view/3468513.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39776.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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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baike.baidu.com/view/1512039.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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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一、陶 

拼音：ㄊㄠˊ  Tao 

郡望：濟陽郡 

勝跡：缺 

文獻：《陶氏宗譜》 

（一）歷史 

    陶姓在中國大陸和臺灣均未進入前一百大姓。陶姓最早起源是上古帝王陶唐

氏（即唐堯），在今日山東定陶一帶製陶，堯帝後代子孫有以陶為姓者。有一支

陶姓起源於子姓，是商朝後裔。《左傳》記載周文王第九子康叔受封為衛侯，負

責管理商朝遺民，其中有以陶為姓氏，據說是製造陶器之工匠。另外一支陶姓亦

起源於周代，虞思擔任周朝陶正，是管理製造陶器之官職，其子孫亦以陶為姓。

陶姓在發展過程中逐漸形成丹陽、濟陽、洵陽三大郡望，在當地發展為望族，因

此陶姓有「丹陽堂」、「濟陽堂」、「洵陽堂」三支。此外，陶姓亦有出自他族改姓，

滿族陶佳氏、托和羅氏，達斡爾族吐欽氏、古隆氏，錫伯爾族托庫爾氏漢姓均為

陶；今白、傣、京、苗、瑤、彝、布朗、蒙古、回等民族均有此姓。 

（二）歷史名人 

    1、陶侃：字士行，一作士衡，本為鄱陽郡梟陽縣（今江西都昌）人，後徙

居廬江尋陽（今江西九江西），是東晉時期名將。陶侃出身貧寒，初任縣吏，後

逐漸出任郡守。陶侃於永嘉五年（311）任武昌太守，建興元年（313）任荊州刺

史，官至侍中、太尉、荊江二州刺史、都督八州諸軍事，封長沙郡公。咸和九年

（334）陶侃去世，年七十六，獲贈大司馬，諡號桓。有文集二卷，其曾孫為著

名田園詩人陶淵明。陶侃平定陳敏、杜弢、張昌起義，又作為聯軍主帥平定蘇峻

之亂，為穩定東晉政權立下赫赫戰功。他治下的荊州史稱「路不拾遺」，且精勤

於吏職，不喜飲酒、賭博，為人所稱道。在後將軍郭默擅自殺害劉胤後，陶侃即

率兵征討，不費一兵一卒即擒獲郭默父子，因而名震敵國。唐德宗時將陶侃等歷

史上六十四位名將供奉於武成王廟內，尊稱為武成王廟六十四將。宋徽宗位列宋

武廟七十二將之一。 

    2、陶淵明：字元亮，又名潛，私諡「靖節」，世稱靖節先生，潯陽柴桑（今

江西省九江市）人，是東晉末至南朝宋初期詩人、辭賦家。陶淵明曾任江州祭酒、

建威參軍、鎮軍參軍、彭澤縣令等職，最末一次出仕為彭澤縣令，八十多日即棄

職而去，從此歸隱田園。陶淵明是中國第一位田園詩人，受稱為「古今隱逸詩人

之宗」，有《陶淵明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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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二、姜 

拼音：ㄐㄧㄤ  Jiang 

郡望：天水郡 

勝跡：缺 

文獻：《渭川姜氏宗譜》 

（一）歷史 

    姜姓在當今中國大陸姓氏排名第六十，是中國最古老姓氏之一，在臺灣排名

第七十八。姜姓起源於炎帝神農氏之說，在許多文獻如《元和姓氏》、《說文解字》、

《新唐書》皆有記載。《水經注》云：「岐水，又東逕姜氏城南，為姜水。」身為

「三皇」之一的神農氏，出生於陜西岐山西南方姜水河畔，故以姜為姓。姜姓與

姬、媯等 20 個古姓均起源於西元前兩千多年前的母系氏族社會，是我國最古老

姓氏之一。與姜同為神農氏後裔者另有齊、甫、申、呂、紀、許、向等姓氏。  

（二）遷徙分布 

    傳說中的炎帝號烈山氏，亦即神農氏。因生於姜水（今陜西岐山縣），便以

姜為姓。姜姓分布於華夏各地，過程中亦有後裔改為其他姓氏。商周時期的四嶽

是由姜姓發展而來的四支胞族，在與姬姓部落結盟後，他們與子姓商族平行發

展，之後擊敗殷紂而建立周朝。居住在今山東、河南的姜氏在西漢前已發展為關

東大族，西漢時姜姓作為關東大族遷至關中，此後居天水（今屬甘肅）。東漢有

姜詩，廣漢（今四川謝洪縣南）人，發展為姜姓較著名的一支，這說明漢代已有

姜姓居住於今江蘇、四川。第一位到達臺灣的姜姓開基始祖是姜朝鳳，他是姜世

良第十一代孫。據史料載，明代姜世良先遷至福建漳州龍溪縣紅豆村。在此發跡

後，其後代子孫又遷居廣東陸豐縣鹽墩鄉，在廣東繼續繁榮滋長，以後正是這支

姜姓家族後代最先由中國大陸遷居臺灣。姜朝鳳於清朝乾隆二年（1737）航海過

峽遷居臺灣，當時即定居臺灣新竹縣紅毛港。以後姜姓繁衍增多，又由新竹縣分

遷臺北等地。自姜朝鳳入臺後，姜姓人氏來臺不斷增多。不少福建和廣東姜姓源

源不絕遷臺，使臺灣姜姓得到繁衍而成為重要姓氏。 

（三）堂號 

    1、稼穡堂：神農教民稼檣，故名「稼穡堂」。 

    2、渭濱堂：姜子牙八十餘歲於渭水濱得周文王訪探而發掘，其後人因以「渭

濱」為堂號。 

（四）歷史名人 

    1、姜子牙：商末周初人，姜姓、呂氏，名尚，一名望，字子牙，或單呼牙，

別號飛熊。因其先祖輔佐大禹平水土有功受封於呂，故以呂為氏，亦稱呂尚。相

http://baike.baidu.com/subview/766751/15817707.htm
http://baike.baidu.com/subview/7158/7158.htm
http://baike.baidu.com/subview/56754/7067400.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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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姜子牙 72 歲時在渭水之濱的磻溪垂釣，遇到求賢若渴的周文王，受封為太師

（武官名），稱太公望，俗稱太公，周武王尊為「師尚父」。姜子牙輔佐武王伐紂

建立周朝，是齊國締造者，亦是中國古代影響久遠的傑出軍事家與政治家。 

    2、姜維：字伯約，天水冀縣（今甘肅甘穀東南）人，三國時蜀漢名將，官

至大將軍。姜維少年時和母親住在一起，喜歡儒家大師鄭玄學說。因父親姜冏戰

死沙場，姜維受郡裡任命為中郎。諸葛亮北伐時姜維原在曹魏任職，然因被懷疑

有異心，不得已投降蜀漢，爾後受諸葛亮重用。諸葛亮去世後姜維在蜀漢嶄露頭

角，費禕死後姜維獨掌軍權，繼續率領蜀漢軍隊北伐曹魏，與曹魏名將鄧艾、陳

泰、郭淮等多次交手。姜維北伐總計大勝兩次、小勝三次，相距不克四次，大敗

一次、小敗一次。後因蜀中大臣亦多反對姜維北伐，而宦官黃皓弄權，姜維殺之

不成，只得在漢中屯田避禍。後司馬昭五道伐蜀，姜維據守劍閣，阻擋鍾會大軍，

卻遭鄧艾從陰平偷襲成都，劉禪投降。後姜維希望憑一己力量復興蜀漢，假意投

降魏將鍾會，欲藉鍾會反叛曹魏以實現恢復漢室之願，但最終鍾會反叛失敗，姜

維與鍾會一同遭魏軍所殺。 

    3、姜夔：字堯章，號白石道人，饒州鄱陽（今江西省鄱陽縣）人，南宋文

學家、音樂家。姜夔少年孤貧，屢試不第，終生未仕，一生轉徙江湖，靠賣字和

朋友接濟為生。姜夔多才多藝，精通音律，能自度曲，其詞格律嚴密。姜夔作品

素以空靈含蓄著稱，對詩詞、散文、書法、音樂無不精善，是繼蘇軾之後又一難

得的藝術全才。姜夔詞題材廣泛，有感時、抒懷、詠物、戀情、寫景、記遊、節

序、交遊、酬贈等。他在詞中抒發自己雖流落江湖，然不忘君國的感時傷世思想，

描寫自己漂泊的羈旅生活，抒發自己不得用世及情場失意的苦悶心情，以及超凡

脫俗、飄然不群，有如孤雲野鶴般的個性。姜夔晚居西湖，卒葬西馬塍，有《白

石道人詩集》、《白石道人歌曲》、《續書譜》、《絳帖平》等書傳世。 

 

 

 

 

 

 

 

 

 

 

 

 

 

 

 

http://baike.baidu.com/view/899743.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7933.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8265.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8265.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52201.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30023.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48504.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48504.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68562.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039873.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38742.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34623.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470448.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347.htm
http://baike.baidu.com/subview/99121/99121.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8267.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15465.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15465.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52183.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56330.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41908.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52206.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021874.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804651.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33999.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517.htm
http://baike.baidu.com/subview/1598/5868323.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081725.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081725.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324740.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3064384.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8190790.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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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三、戚 

拼音：ㄑㄧ  Qi 

郡望：東海郡 

勝跡：缺 

文獻：《虞東戚氏宗譜》 

（一）歷史 

    戚姓在中國大陸和臺灣均未進入前一百大姓。春秋時衛國大夫孫林父受封於

戚城（今天的河南濮陽），其支系子孫即世代以封地為姓。戚亡封後，其子孫後

代逃至山東東海，並逐步在當地發展為望族，因此戚姓世稱「東海堂」。 

（二）歷史名人 

    1、戚夫人：又稱戚姬，本名戚懿。秦末定陶（今山東省菏澤市定陶區）人，

劉邦為漢王時生下第三子趙隱王劉如意。劉邦認為呂后之子劉盈為人仁弱，不如

自己個性作風，戚姬常隨劉邦到關東，她日夜涕泣，要讓劉邦下定決心廢黜呂后

之子劉盈太子之位，改立自己兒子劉如意為太子。劉如意在取代呂后女婿張敖的

趙王之位後，一直未去封地而留在長安，好幾次險些眼看取代劉盈成為太子。大

臣們不支持劉邦易儲，在此高壓情形下，劉邦不得不停止廢立太子。劉邦卒後呂

后之子即帝位，呂后為皇太后，囚戚夫人於永巷，讓其每日舂米。戚夫人心生不

滿，不甘自己如今被貶為舂工。她通過歌唱形式，希望有人能告訴兒子劉如意以

及大臣，自己被呂後貶做舂工。呂後得知貶為舂工的戚夫人並不甘心，氣得勃然

大怒，派人砍斷戚夫人手腳，挖去其雙眼、熏聾耳朵、毒啞喉嚨，將其關在豬圈

裡，起名為「人彘」。 

2、戚繼光：字元敬，號南塘，晚號孟諸，卒諡武毅，山東蓬萊人（一說祖

籍安徽定遠，生於山東濟寧微山縣魯橋鎮），是明朝抗倭名將，傑出軍事家、書

法家、詩人。戚繼光在東南沿海抗擊倭寇十餘年，掃平多年為虐沿海的倭患，確

保沿海居民生命財產安全。之後戚繼光又在北方抗擊蒙古部族內犯十餘年，保衛

北部疆域安全，寫下十八卷本《紀效新書》和十四卷本《練兵實紀》等著名兵書，?

另有《止止堂集》及在不同歷史時期呈報朝廷的奏疏和修議。同時，戚繼光又是

傑出兵器專家和軍事工程家，他改造、發明各種火攻武器。戚繼光建造大小戰船、

戰車，使明軍水路裝備優於敵人。他富有創造性地在長城修建空心敵臺，進可攻

退可守，是極具特色的軍事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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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四、謝 

拼音：ㄒㄧㄝˋ  Xie 

郡望：陳留郡 

勝跡：缺 

文獻：《蓋東謝氏族譜》 

（一）歷史 

    謝姓是當今中國大陸第二十四大姓，在臺灣排名第十三。謝姓出自任姓，有

黃帝之後與炎帝之後兩支。黃帝有二十五子，第七子姓任。任姓共建立十國，第

一即是謝國。西周末期周宣王將其舅申伯封在謝，申伯就任前，宣王先派人滅任

姓謝國，任姓謝國有部分人士即以國為姓。申伯就任後建立申國，後為楚國所滅，

居於謝邑之人亦有部分人士以邑為姓。因宣王之舅申伯為姜姓，是炎帝之後，故

謝姓有黃帝之後與炎帝之後之別。謝姓尚有部分出自少數民族姓氏，如鮮卑族直

勒氏即有人改姓謝，謝丘氏亦有人改姓謝。 

（二）遷徙分布 

    西周末至春秋時期，謝氏除大部分居在今河南外，尚有一支遷往今山東，一

支遷至今湖北，還有一支遷至今湖南、四川，後又分為三支。一支於三國時遷至

蜀郡，至晉代有部分遷至今陜西。一支遷至今雲南永昌，後發展為當地大姓。還

有一支遷至今四川彭水一帶及今貴州北部，隋唐時被稱為東謝蠻、西謝蠻、南謝

蠻，後大多融入布依族、水族和苗族。漢代謝氏聚居地增加會稽、江西九江、章

陵等處，其中會稽謝氏人丁興旺，已相當有名望。晉代時謝氏發展為名門大族，

最著名者為陳郡陽夏謝氏，及由此遷出的康樂謝氏。西晉末年黃河流域戰亂頻

繁，中原人士大量遷往江南。陽夏人謝衡因避戰亂遷往會稽始寧東山而在此繁

衍，成為謝氏最重要一支。唐朝時河南固始謝氏入福建泉州，同時入閩者尚有一

支居於福建寧化縣，後有一支自寧化遷至江西，至明朝洪武四年（1371）移居梅

縣（廣東）；還有一支自寧化遷至廣東大埔，後移居梅縣。清代時謝氏不僅遍布

中原及南方各省，且發展至北部及東北一些省區。在臺灣謝姓是重要姓氏，一是

落藉較早，明末即有謝氏入居臺灣；二是族大人眾，列第十三。他們遍及全臺，

以臺南、彰化、苗栗、臺北等地為多。明末最先入臺謝姓從廣東、福建渡海東行

登上臺島而居於臺南，清康熙六十年（1721）朱一貴在臺率眾起義，廣東義民謝

姓入居下淡水港，乾隆以後從福建、廣西而來謝姓人士紛紛移居全臺南北。謝氏

移居海外始於明代，多數是自閩粵地區先遷至臺灣，進而遠播東南亞及世界各國。 

（三）堂號 

    1、安晉堂：晉代謝安字安石，名望極高，朝廷屢次延請任官，直至四十歲

才擔任司馬。謝安為官期間表現高風亮節，拜為尚書僕射加後將軍，在淝水之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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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攜其侄謝玄大敗苻堅，使晉朝轉危為安。其子孫即以「安晉」為堂號。 

    2、此外還有以「陳留」、「會稽」為堂號。 

（四）歷史名人 

    1、謝安：字安石，陳郡陽夏（今河南太康）人，東晉著名政治家，太常謝

裒之子、鎮西將軍謝尚的從弟。謝安少以清談知名，最初屢辭避命，隱居會稽郡

山陰縣之東山，與王羲之、許詢等遊山玩水，並教育謝家子弟，多次拒絕朝廷任

命。後謝氏家族於朝中之人盡數逝去，方東山再起，任桓溫征西司馬，此後歷任

吳興太守、侍中、吏部尚書、中護軍等職。咸安二年（372）晉簡文帝卒後，謝

安與王坦之挫敗桓溫篡位意圖，並在其死後與王彪之等共同輔政。謝安在淝水之

戰為東晉總指揮，以八萬兵力擊敗號稱百萬的前秦軍隊，為東晉贏得數十年安靜

和平。戰後因功名太盛而遭孝武帝猜忌，謝安被迫前往廣陵避禍。太元十年（385）

因病重返回建康，旋即病逝，享年六十六歲，追贈太傅、廬陵郡公，諡號文靖。

謝安多才多藝，善行書，通音樂。性情閒雅溫和，處事公允明斷，不專權樹私，

不居功自傲，有宰相氣度。他治國以儒、道互補；作為高門士族，能顧全大局，

以謝氏家族利益服從於晉室利益。王儉稱其為「江左風流宰相。」 

    2、謝靈運：原名公義，字靈運，以字行於世，小名客兒，世稱謝客，南北

朝時期傑出的詩人、文學家、旅行家。謝靈運祖籍陳郡陽夏（今河南太康縣），

生於會稽始寧（今紹興市嵊州市三界鎮）。謝靈運出身陳郡謝氏，為東晉名將謝

玄之孫、秘書郎謝瑍之子。東晉時世襲為康樂公，世稱謝康樂。謝靈運曾出任大

司馬行軍參軍、撫軍將軍記室參軍、太尉參軍等職。劉宋代晉後，謝靈運降封為

康樂侯，歷任永嘉太守、秘書監、臨川內史，於元嘉十年（433）遭宋文帝劉義

隆以叛逆罪名殺害，時年 49 歲。謝靈運少即好學，博覽群書，工詩善文，其詩

與顏延之齊名，並稱「顏謝」，開創中國文學史上的山水詩派。謝靈運還兼通史

學，擅書法，曾翻譯外來佛經，並奉詔撰《晉書》，明人輯有《謝康樂集》。 

    3、謝朓：字玄暉，陳郡陽夏（今河南太康縣）人，南朝齊山水詩人，出身

高門士族，與「大謝」謝靈運同族，世稱「小謝」。謝朓 19 歲任豫章王太尉行參

軍，永明五年（487）與竟陵王蕭子良西邸之游，初任其功曹、文學，為「竟陵

八友」之一。永明九年（491）謝朓隨隨王蕭子隆至荊州，十一年還京，為驃騎

諮議、領記室。建武二年（495）謝朓出為宣城太守，兩年後返京為中書郎。之

後謝朓又出為南東海太守，尋遷尚書吏部郎，又稱謝宣城、謝吏部。東昏侯永元

元年（499）遭始安王蕭遙光誣陷，死獄中，時年 36 歲。謝朓曾與沈約等共創「永

明體」，今存詩二百餘首，多描寫自然景物，間亦直抒懷抱，詩風清新秀麗，圓

美流轉，善於發端，時有佳句；又平仄協調，對偶工整，開啟唐代律絕之先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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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五、鄒 

拼音：ㄗㄡ  Zou 

郡望：范陽郡 

勝跡：缺 

文獻：《鄒氏家譜》 

（一）歷史 

    鄒姓在當今中國大陸姓氏排名第六十七，在臺灣排名第八十。鄒姓一支出於

子姓。西周時宋國第二位君主微仲後代正考父為宋國上卿，受封於鄒（今山東鄒

縣東南），其後人有一支即以封邑為姓。另一支出於姬姓。帝顓頊後代曹挾建立

邾國，又名邾婁國（今山東省鄒縣）。周朝時邾婁國將邾婁二字合音為鄒，改名

為鄒國，該國國君後代有支即以鄒為姓。 

（二）遷徙分布 

    據鄒氏族譜及有關資料記載，鄒氏早期主要在其發源地今山東境內發展繁

衍，至秦漢時期有一支遷至范陽而發展為望族。西漢以後范陽鄒氏逐漸南遷至河

南鄒坊，成為較強的一支。漢代有鄒廷任襄陽令，在當地安家，其後裔有一支遷

到雍州。西晉有新野人鄒湛以才學知名，任國子祭酒、少府，其子孫有一支遷至

衡州。東晉十六國時由於戰亂，中原士族大舉南遷，鄒氏一部分隨之渡江，定居

今江蘇、浙江、安徽、江西等地。唐初時陳政、陳元父子奉命入閩開闢漳州，攜

一部分鄒氏隨從同往，後在福建安家。又唐德宗貞元末年，鄒垣因避戰亂，自今

安徽遷入福建，其子孫繁衍分居於邵武等縣。北宋有鄒異，長樂人，元佑中舉，

這說明北宋時已有鄒鄒氏居於廣東。南宋時期有泰寧人鄒應龍任初權參加政事，

其子孫散居閩、粵，還有遷至廣西樂平。現今臺灣鄒姓及僑居新加坡等國鄒氏華

僑，主要從廣東、福建遷去。目前臺灣鄒姓排名第八十位，臺灣鄒姓最多地方是

臺北、新竹、苗栗及南投等地。 

（三）堂號 

    1、「碣石堂」：戰國時期鄒衍深通陰陽、盛衰、興亡之道，燕昭王招賢，為

其建造碣石宮禮聘鄒衍。 

    2、「諷諫堂」：戰國時期的鄒忌見齊威王不喜聽他人建言，於是以巧妙方式

規勸。齊威王受其意見，下令凡對他提出意見者可得獎賞。一開始眾人爭提意見，

兩個月後人數漸少，三個月後幾乎無人再提，因為大家將能提的意見皆道盡。齊

威王收集這些意見而改正錯誤，使國家蒸蒸日上。鄒衍子孫故將其堂號稱為「諷

諫堂」。 

    3、「范陽堂」：秦漢時期鄒氏人有一支從今山東境內遷至范陽，後發展為望

族，故以「范陽」為堂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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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歷史名人 

    1、鄒衍：戰國陰陽家代表人物、五行創始人，戰國末期齊國人。鄒衍生卒

年不詳，據推斷大約生於西元前 324 年，卒於西元前 250 年，年 70 餘歲，相傳

其墓地在今山東省濟南市章丘區相公莊街道郝莊村。鄒衍主要學說是五行學說、

「五德終始說」和「大九州說」，又是稷下學宮著名學者。因他「盡言天事」，當

時人們稱他「談天衍」，又稱鄒子。鄒衍活動時代後於孟子，與公孫龍、魯仲連

是同時代人。鄒衍著有《鄒子》一書，《永樂大典》等將其列入道家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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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六、喻 

拼音：ㄩˋ  Yu 

郡望：江夏郡 

勝跡：缺 

文獻：喻氏宗譜 

（一）歷史 

    喻姓在中國大陸和臺灣均未進入前一百大姓。喻姓遠祖起源於春秋時期，據

說是鄭國貴族後裔。東漢時期蒼梧太守諭猛改「諭」為「喻」姓，至東晉時期喻

猛後裔諭歸亦改姓「喻」姓，從此史書上再也未見諭姓。宋朝人俞樗，進士出身，

多才多藝，是俞藥後代，受皇帝賜姓為喻。喻姓在發展過程中逐漸形成河東、江

夏、南昌三大郡望，在當地發展為望族，因此喻姓世稱「河東堂」、「江夏堂」、「南

昌堂」。 

（二）歷史名人 

    1、喻皓：浙江杭州一帶人，是出身卑微的建築工匠，生活年代正是五代末、

北宋初。喻皓生卒年代因記載缺乏，僅知他在北宋初年任職都料匠（掌管設計、

施工的木工），長期從事建築實踐。在長期實踐中，喻皓勤於思索並善於向別人

學習，因而在木結構建造技術方面積累豐富經驗，尤其擅長建築多層的寶塔和樓

閣。宋歐陽修《歸田錄》曾稱讚他為「國朝以來木工一人而已」。喻皓所著《木

經》是木造建築史重要文獻。喻皓在當時京都開封建一座高塔，剛造好時呈歪斜

狀，受眾人嘰笑。可是十多年後卻逐漸挺直，原因是喻皓考慮當地風勢較大，故

而有此構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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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七、柏 

拼音：ㄅㄛˊ  Bo 

郡望：魏郡 

勝跡：缺 

文獻：《長安柏氏家譜》 

（一）歷史 

    柏姓在中國大陸與臺灣均未進入前一百大姓。柏姓起源非常古老，上古時期

有古帝柏皇氏，其子孫即以柏為姓。據說舜帝時大費（伯益）受命輔佐舜帝，調

訓鳥獸使鳥獸馴服。舜帝賜大費姓嬴，其後代亦有以柏為姓者。 

（二）歷史名人 

    1、柏良器：字公亮，魏州（今河北大名）人，唐代大將。柏良器之父柏造

為安祿山所殺，柏良器乃學擊劍，立志報仇，受父友王奐推薦予朔方節度使李光

弼。後柏良器因功遷左武衛中郎將，鎮壓袁晁、方清起義，又擊敗淮甯節度使李

希烈。柏良器受封平原郡王，繪像於淩煙閣，官至左領軍衛大將軍，卒贈陝州大

都督，累贈司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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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八、水 

拼音：ㄕㄨㄟ  Shui 

郡望：吳興郡 

勝跡：缺 

文獻：《桃源水氏宗譜》 

（一）歷史 

    水姓在中國大陸和臺灣均未進入前一百大姓。水姓起源非常古老，據說是大

禹治水，其子孫多擔任水官，他們負責掌管湖泊江河，故以水為姓。亦有古時住

在江河邊之人，其子孫亦以水為姓。此外，亦有一說認水姓祖先是黃帝時水官共

工之子孫。浙江鄞縣以前有古姓水丘，清朝時有許多族人改姓為水。現今水姓多

聚集浙江一帶，尤以吳興、臨安為盛，水姓逐漸在此地區發展成為望族，世稱「吳

興堂」、「臨安堂」。 

（二）歷史名人 

    1、水佳胤：字啟明，明朝天啟進士，任禮部郎，因精通典故、熟諳兵法而

升任建寧兵備參議。水佳胤奉命平靖白蓮教之亂，活捉教主王森。水佳胤之後又

奉令平靖粵寇，以銳不可擋之勢，肅清六十餘股賊寇，後以左遷歸隱而卒。後人

為紀念其功德，在薊州建造水督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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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九、竇 

拼音：ㄉㄡˋ  Dou 

郡望：扶風郡 

勝跡：缺 

文獻：《竇氏族譜》 

（一）歷史 

    竇姓在中國大陸與臺灣均未列入前一百大姓。竇姓起源古老，遠祖始於夏

朝，是大禹後代。夏帝太康在位時荒廢政事不理民情，沉湎遊樂田獵，遠去洛水

之陰田獵，其五位弟弟亦一同前往。此時有窮國后羿由於人們不能忍受太康所作

所為，在黃河北岸抵拒太康回國。太康五位弟弟及其家眷，便至洛水入黃河處躲

避和等候太康。待百餘日而不見太康還返，他們亦遭有窮國人發現而拘禁。此時

太康之弟中康之子，相之妻后緡懷孕臨近產期，自竇（地穴）奔歸有仍而生下少

康。太康失位後，弟中康（一作仲康）繼位；中康卒後，子帝相繼位；帝相卒後，

子少康繼位。大概為紀念祖上此次事件，少康賜其留居有仍之子抒、寵之後代姓

竇，世代相傳。古代少數民族氐族（分布在今陜西、甘肅、四川一帶）亦有以竇

為姓者。漢朝時清河觀津竇氏，有女為漢文帝劉恒之妻，是漢景帝劉啟之母，她

一直執政至漢武帝時，清河竇氏亦因此大興，逐漸形成望族。此外，竇姓在發展

過程中亦逐漸形成扶風、河南兩大郡望，在當地發展為望族，因此竇姓世稱「扶

風堂」、「河南堂」、「清河堂」。 

（二）歷史名人 

    1、竇憲：字伯度，扶風平陵（今陝西咸陽西北）人，大司空竇融曾孫，東

漢外戚、權臣、名將。建初二年（77）漢章帝立竇憲之妹為皇后，竇憲、竇篤兄

弟親幸，「賞賜累積，寵貴日盛，自王、主及陰、馬諸家，莫不畏憚。」永元元

年（89）竇憲派遣刺客刺殺太后幸臣劉暢，嫁禍蔡倫，後因事泄獲罪，遭囚於宮

內。竇憲恐懼，請求出擊北匈奴以贖死。適逢南匈奴單于請兵北伐，乃拜竇憲為

車騎將軍，以執金吾耿秉為副手，各領四千騎，合南匈奴、烏桓、羌胡兵三萬餘

出征。竇憲遣精騎萬餘大破北匈奴於稽落山（今外蒙古額布根山），北單于逃走。

竇憲、耿秉乘勝追擊，深入瀚海沙漠三千里（1500 多公里），出雞鹿塞（內蒙古

磴口縣西北七十公里），南單于走出滿夷穀，度遼將軍鄧鴻出稠陽塞（今固陽），

三軍在涿邪山會師，大敗北匈奴於稽洛山，至達和渠北醍海（屠申海），殺一萬

三千多人，俘虜無數。後登燕然山（今外蒙古杭愛山），在燕然山刻石記功，史

稱燕然勒石。朝廷拜竇憲為大將軍，位高三公。燕然山大捷使竇憲堅定消滅北匈

奴決心。永元三年（91）竇憲派兵再次出擊，出塞五千里進攻金微山（今阿爾泰

山），大破北匈奴單于主力，斬名王以下五千餘人，俘虜北單于皇太后，北單于

倉皇逃竄不知所終。竇憲既破匈奴，權震朝廷，遂陰圖篡漢。漢和帝知其陰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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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中常侍鄭眾計畫剷除竇憲。永元四年（92）漢和帝命令逮捕竇憲黨羽，沒收大

將軍印綬，改封為冠軍侯，後將竇憲賜死。 

    2、竇建德：隋末貝州漳南（今河北故城東北）人，世代務農，曾任里長，

尚豪俠，為鄉里敬重。大業七年（611）隋煬帝募兵征討高句麗，竇建德在軍中

任二百人長。竇建德目睹兵民困苦，義憤不平，遂抗拒東征，並助同縣人孫安祖

率數百人入漳南東境高雞泊，舉兵抗隋。及後竇建德家人被隋軍殺害，竇建德乃

率部眾二百人投清河人高士達的起事軍隊，先後擊敗魏刀兒、宇文化及、孟海公

等，建立夏國，稱雄河北。武德四年（621）五月為救王世充，在虎牢關一役被

李世民擊敗並被俘，同年七月十一日（621）被唐高祖處死於長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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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章 

拼音：ㄓㄤ  Zhang 

郡望：河間郡 

勝跡：缺 

文獻：《章氏會譜》 

（一）歷史 

    章姓在中國大陸與臺灣均未列入前一百大姓。章姓遠祖始於春秋時期，周朝

開國功臣姜太公支系子孫受封於鄣地（今山東章丘縣）。西元前 664 年，鄣為齊

國所滅，鄣國君主後代去鄣字邑旁而以章為姓。章姓在發展過程中逐漸形成「河

間」、「豫章」兩大郡望，在當地發展為望族，因此章姓世稱「河間堂」、「豫章堂」。

另有一說章姓起源於黃帝，黃帝賜姓十二子，其中有任姓。任姓氏族頗為昌盛，

又分十姓，其中即有章姓。 

（二）歷史名人 

    1、章學誠：原名文鑣、文酕，字實齋，號少岩，會稽（今浙江紹興）人，

清代傑出史學家和思想家，方志學奠基人，有「浙東史學殿軍」之譽。章學誠因

學問不合時好，屢試不第，遲至乾隆四十三年（1778）方中進士，時年 41 歲。

章學誠一生顛沛流離，窮困潦倒，卻「撰著於車塵馬足之間。」章學誠曾先後主

修《和州志》、《永清縣誌》、《亳州志》、《湖北通志》等十多部志書，創立一套完

整的修志義例，並用畢生精力撰寫《文史通義》、《校讎通義》、《史籍考》等論著，

總結及發展中國古代史學理論，對後世產生深遠影響。章學誠《文史通義》與唐

代劉知幾《史通》齊名，並為中國古代史學理論的雙璧。乾隆五十九年（1794）

漂泊異鄉四十多年的章學誠返回故里，嘉慶五年（1800）因貧病交迫而雙目失明，

次年（1801）十一月卒，葬山陰芳塢。 

    2、章太炎：浙江餘杭人，原名學乘，字枚叔（以紀念漢代辭賦家枚乘），後

易名為炳麟。章太炎因反清意識濃厚，慕顧絳（顧炎武）為人行事而改名為絳，

號太炎，世人常稱為太炎先生。章太炎早年又號「膏蘭室主人」、「劉子駿私淑弟

子」等，後自認「民國遺民」，研究範圍涉及小學、歷史、哲學、政治等等，著

述甚豐。光緒二十三年（1897）章太炎任《時務報》撰述，因參加維新運動被通

緝，流亡日本。光緒二十九年（1903）因發表《駁康有為論革命書》並為鄒容《革

命軍》作序，觸怒清廷，被捕入獄。光緒三十年（1904）與蔡元培等合作，發起

光復會。光緒三十二年（1906）出獄後，孫中山迎其至日本，參加同盟會，主編

同盟會機關報《民報》，與改良派展開論戰。宣統三年（1911）上海光復後回國，

主編《大共和日報》，並任孫中山總統府樞密顧問。章太炎曾參加張謇統一黨，

散佈「革命軍興，革命黨消」言論。民國二年（1913）宋教仁被刺後參加討袁，

為袁禁錮，袁世凱死後被釋放。民國六年（1917）脫離孫中山改組的國民黨，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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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州設章氏國學講習會，以講學為業。民國二十四年（1935）在蘇州主持章氏國

學講習會，主編《制言》雜誌。章太炎晚年憤日本侵略中國，曾贊助抗日救亡運

動。民國二十五年（1936）6 月 14 日病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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