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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十一、酆 

拼音：ㄈㄥ  Feng 

郡望：京兆郡 

勝跡：缺 

文獻：《平江酆氏支譜》 

（一）歷史 

    酆姓在中國大陸與臺灣均未進入前一百大姓。酆姓遠祖始於周代，據《通志．

氏族略》記載，周文王第十七子受封於酆地（今湖南永興縣北），其子孫即世代

以國號「酆」為姓，知酆姓出自周王室之姬姓。 

（二）歷史名人 

    1、酆慶：字文慶，明代鄞縣（今浙江省）人，正統年間進士，官給事中。

景泰年間代宗廢太子朱見深，另立己子朱見濟為太子。酆慶直言諫阻，言詞懇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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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十二、鮑 

拼音：ㄅㄠˋ  Bao 

郡望：上黨郡 

勝跡：缺 

文獻：《新安鮑氏承鳳派支譜》 

（一）歷史 

    鮑姓在中國大陸與臺灣均未進入前一百大姓。鮑姓遠祖始於春秋時期，據《元

和姓纂》，春秋時夏禹後代杞國公子鮑敬叔至齊國任大夫，受封於鮑邑（今山東

丙城東），其後代因以封地「鮑」為姓。鮑敬叔之子鮑叔牙、其曾孫鮑國，世代

為齊國上卿。 

（二）遷徙分佈 

    據《魏書．官氏志》，南北朝民族大融合時期，北魏代北地區少數民族俟力

伐氏隨北魏孝文帝南下而定居洛陽，與漢族融合後改姓「鮑」。另外，同時還有

代北少數民族鮑俎氏亦有改姓鮑者。鮑姓在發展過程中逐漸形成上黨、東海、泰

山、河南四大郡望，在當地發展成為望族，因此鮑姓世稱「上黨堂」、「東海堂」、

「泰山堂」、「河南堂」。其中山東東海、泰山兩郡後人大多數是鮑敬叔、鮑叔牙

後代。 

（三）歷史名人 

    1、鮑叔牙：潁上（今屬安徽）人，春秋時期齊國大夫。鮑叔牙早年輔助公

子小白（即齊桓公），齊襄公十二年（前 686）協助公子小白奪得君位，並推薦

管仲為相。齊桓公三十年（前 656）齊桓公參與召陵之盟，使諸國尊齊為霸主。

齊桓公四十一年（前 645）鮑叔牙稱相，不久後病逝。在鮑叔牙協助下，齊國順

利實行齊桓公治國之道。鮑叔牙為政重教化，使齊國迅速由亂轉治、由弱變強，

齊桓公也成為春秋時期第一位霸主。 

    2、鮑照：字明遠，東海郡人（今屬山東臨沂市蘭陵縣長城鎮），南朝宋文學

家、詩人。宋元嘉中，臨川王劉義慶「招聚文學之士，近遠必至」，鮑照以辭章

之美而受重視，遂引為「佐史國臣」。元嘉十六年鮑照因獻詩而為宋文帝用為中

書令、秣稜令。大明五年鮑照出任前軍參軍，故世稱「鮑參軍」。泰始二年劉子

頊起兵反宋明帝失敗，鮑照死於亂軍中。鮑照與顏延之、謝靈運同為宋元嘉時代

著名詩人，合稱「元嘉三大家」，詩歌注意描寫山水，講究對仗和辭藻，世稱「元

嘉體」，現有《鮑參軍集》傳世。 

 

 

 

http://baike.baidu.com/view/80273.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4380.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7145.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7145.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57372.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30464.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30464.htm
http://baike.baidu.com/subview/2841/5530360.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92603.htm
http://baike.baidu.com/subview/2810/5969198.htm
http://baike.baidu.com/subview/2841/5530360.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11794.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708047.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7145.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596858.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42561.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50122.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5168.htm
http://baike.baidu.com/subview/62599/15872538.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377739.htm
http://baike.baidu.com/subview/57226/18833766.htm
http://baike.baidu.com/subview/57226/18833766.htm
http://baike.baidu.com/subview/39156/11215137.htm
http://baike.baidu.com/subview/39156/11215137.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4696741.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4696741.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25595.htm
http://baike.baidu.com/subview/7545/19132058.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390940.htm


百家姓彙整 61-80酆-常 

 3 

六十三、史 

拼音：ㄕˇ  Shi 

郡望：京兆郡 

勝跡：缺 

文獻：《史氏家乘》 

（一）歷史 

    史姓在中國大陸是第八十大姓，在臺灣未進入前一百大姓之列。史姓以官名

為姓，遠祖始於上古黃帝時期。相傳黃帝史官倉頡發明文字代替結繩記事，其後

代即以官名「史」為姓。此外，西周初年尹佚任太史（管理觀察天文、曆法職官），

史稱太史尹佚。尹佚子孫世襲此官，同時以官名「史」為姓。史姓尚有幾大來源，

春秋時期晉國有史黯、秦國有史顆、衛國有史魚，後代皆以「史」為姓。 

（二）遷徙分佈 

    據《唐書》所載，「史」氏為「昭武九姓」之一。隋唐時祁連山北邵武城（今

甘肅省臨澤縣）有康居國，後為匈奴擊敗，遷至中亞（今烏茲別克斯坦的布哈拉

一帶），建立安、曹、何、康、石、米、史、火尋、戊地等九個小國，其中米國

在今日烏茲別克撒馬爾罕西南一帶。唐高宗永徽年間，「昭武九姓」先後歸附中

國，其中有「史」氏，遂在中原定居繁衍並以「史」為姓。唐朝時還有少數民族

姓阿史那氏改姓「史」，唐朝突厥人亦有史姓，比如安史之亂的史思明、史朝義

父子。史姓後來主要在中原和關中地區發展，形成京兆、武昌兩大著名郡望。 

（三）堂號 

    1、忠烈堂：明末史可法以兵部尚書、大學士督師揚州抗清，當揚州城危時，

史可法給母親與妻子寫下遺書。因為史可法無子，命副將史德威為子，並交待將

自己屍骨埋在明孝陵旁。城破後史可法自刎不死，他又命史德威殺他。史德威哭

著不肯殺，結果為清兵俘虜。被俘後清人勸他投降，他堅決不屈，壯烈殉國。 

（四）歷史名人 

    1、史可法：字憲之，號道鄰，明末抗清名將，順天府大興籍，河南開封府

祥符縣（今開封祥符區）人。史可法為崇禎元年（1628）進士，任西安府推官，

後轉平各地叛亂。北京城被攻陷後，史可法擁立明福王（弘光帝）繼續與清軍作

戰，官至督師、建極殿大學士、兵部尚書。弘光元年（1645）清軍大舉圍攻揚州

城，不久後城破，史可法拒降遇害。當時正值夏天，屍體腐爛較快，史可法遺骸

無法辨認，其義子史德威與揚州民眾隨後便以史可法衣冠代人，葬於城外梅花

嶺。史可法卒後，南明朝廷諡為忠靖，清高宗追諡為忠正。其後人收其著作，編

為《史忠正公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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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十四、唐 

拼音：ㄊㄤˊ  Tang 

郡望：晉陽郡 

勝跡：太原晉祠內唐叔虞祠 

文獻：《唐氏世譜》 

（一）歷史 

    唐姓在中國大陸排名第二十六，在臺灣排名第六十四。唐姓出自祁姓，是帝

堯後裔。堯原姓祁，亦稱伊祁，名放勛，堯是其謚號。堯始居陶，後受封於唐，

因此被稱為陶唐氏或唐堯。堯卒後，舜封堯之子丹朱為唐侯而建立唐國。唐國在

西周時為周公所滅，唐侯後裔即以唐為姓氏。唐姓還有一支主要來源是出自姬

姓，朱丹所建唐國被滅後，周成王封其弟叔虞於唐，史稱「唐叔虞」。叔虞子孫

有留居唐者，在唐國為楚所滅後，即以國名為姓氏。 

（二）遷徙分佈 

    早期唐氏主要分布於魏、楚、晉、秦，如戰國時魏有唐雎、楚有唐昧。西漢

時唐雎之孫唐厲徙居沛國（今江蘇沛縣），東漢時唐翔在丹陽（今安徽當塗縣東

北）定居。晉代唐熙定居涼州（今甘肅武威），其子唐輝又徙居晉昌（今山西定

襄縣西北）。南朝齊時三吳地區農民起義首領唐寓之曾攻占錢塘（今浙江杭州）

而稱帝，國號吳。由此可見，南北朝時期唐氏已廣泛分布大江南北許多地方。唐

朝時有河南固始唐氏移居福建。宋代有晉昌唐氏隨宋室南渡，定居江西寧都，後

遷廣東潮陽、大埔，又有遷梅州及廣西者。清代時閩、粵唐氏有移居臺灣，進而

又有人遠徙海外。臺灣各地有許許多多的唐姓人家，尤其在臺北、新竹、南投、

彰化、嘉義等地愈為集中。 

（三）堂號 

    1、移風堂：漢朝時費汛為蕭縣令，愛民如子，先教後罰，在官九年連地方

壞風俗都轉變，全縣三年未有官司。鄰縣沛縣發生蝗災，蝗蟲到蕭界卻不入蕭境，

之後皇帝封費汛為梁相。 

    2、唐姓又有以「晉陽」、「晉昌」、「北海」為其堂號。 

（四）歷史名人 

    1、唐寅：字伯虎，後改字子畏，號六如居士、桃花庵主、魯國唐生、逃禪

仙吏等，明代畫家、書法家、詩人。三十歲時唐寅進京會試，涉會試泄題案而被

革黜，妻子改嫁，一生坎坷。唐寅後遊歷名山大川，以賣文鬻畫聞名天下。唐寅

早年隨沈周、周臣學畫，宗法李唐、劉松年，融會南北畫派，筆墨細秀，佈局疏

朗，風格秀逸清俊。人物畫師承唐代傳統，色彩豔麗清雅，體態優美，造型準確；

http://baike.baidu.com/subview/87546/11090644.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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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工寫意人物，筆簡意賅，饒有意趣。唐寅花鳥畫長於水墨寫意，灑脫秀逸。至

於書法則奇峭俊秀，取法趙孟頫。詩文上，唐寅與祝允明、文徵明、徐禎卿並稱

「吳中四才子」。繪畫上與沈周、文徵明、仇英並稱「吳門四家」，又稱「明四家」。

唐寅作品有《騎驢思歸圖》、《山路松聲圖》、《事茗圖》、《王蜀宮妓圖》、《李端端

落籍圖》、《秋風紈扇圖》、《枯槎鸜鵒圖》等繪畫作品，藏於世界各大博物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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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十五、費 

拼音：ㄈㄟˋ  Fei 

郡望：江夏郡 

勝跡：缺 

文獻：《費氏宗譜》 

（一）歷史 

    費姓在中國大陸與臺灣均未進入前一百大姓。費姓遠祖始於夏代，據《通志．

氏族略》記載，夏代有費昌、費仲，據說是夏禹後代，子孫即以名字中的「費」

為姓，因此費姓起源於姒姓。另有一說，費姓起源於姬姓。春秋時魯懿公之孫大

夫無極封地在山東費縣西北，人稱費無極，費無極子孫即以「費」為姓，因此這

支費姓是魯國公族後代。另外，據《魏書．官氏志》記載，在南北朝時期，代北

貴族費連氏隨北魏孝文帝南下而定居洛陽，亦改漢姓「費」。三國時期江夏費姓

出名人，是蜀國大臣費禕，於是費姓在湖北江夏郡發展成望族，世稱「江夏堂」。 

（二）歷史名人 

    1、費無忌：亦作費無忌，春秋末年楚國佞臣，官至太子少師。楚平王本為

聯秦制晉，讓太子建與秦女孟嬴聯姻。派費無忌至秦國迎接秦女孟嬴，見孟嬴甚

美，費無極便勸楚平王自己娶她。楚平王好色，強納兒媳，費無忌亦轉為侍奉楚

平王。由於擔心太子建登位後對自己不利，於是不斷離間楚平王和太子建。費無

忌迫害太子建與伍奢全家，伍奢之子伍員僥倖逃脫至吳國，為楚國大亂埋下伏

筆。後費無忌與鄢將師妒忌左尹郤宛擊敗吳國，殺其全家，郤宛之子伯嚭奔吳。

楚國人怨令尹囊瓦，囊瓦（子常）殺費無忌並滅其族以轉移國人對其不滿。 

    2、費禕：字文偉，江夏鄳縣人，三國時蜀漢名臣，與諸葛亮、蔣琬、董允

並稱「蜀漢四相」。費禕深得諸葛亮器重，屢次出使東吳，孫權、諸葛恪、羊茞

等人以辭鋒刁難，而費禕據理以答、辭義兼備，始終不為所屈。孫權非常驚異其

才能，加以禮遇。北伐時為費禕中央軍隊保護總監，又轉為丞相府參謀長。當時

魏延與楊儀不和，坐常爭論，費禕常為二人諫喻，兩相匡護以盡其用。諸葛亮卒

後，費禕初為後軍師，再為尚書令，官至大將軍，封成鄉候。費禕主政時執行休

養生息政策，為蜀漢發展盡心竭力。費禕性格謙恭真誠，頗為廉潔，家無餘財。

後為魏降將郭循（一作郭脩）行刺身死，葬於今廣元市昭化古城城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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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十六、廉 

拼音：ㄌㄧㄢˊ  Lian 

郡望：河東郡 

勝跡：缺 

文獻：《廉氏宗譜》 

（一）歷史 

    廉姓在中國大陸與臺灣均未進入前一百大姓。廉姓遠祖起源上古時期，據《元

和姓纂》記載，廉姓起源非常古老，黃帝有孫名顓頊，他又有一孫名秦大廉，秦

大廉後代即以其名之「廉」為姓。據《元史》記載，元朝時有一維吾爾族人布魯

海牙深得元朝皇帝信任，官拜肅政廉訪使，不久其子降生，他即以官名為子取名

為廉希憲，從此廉希憲後代皆以廉為姓。廉姓後來在河東郡發展成望族，世稱「河

東堂」。 

（二）歷史名人 

    1、廉頗：生卒年不詳，山西太原（一說山西運城，山東德州）人，戰國末

期趙國名將，與白起、王翦、李牧並稱「戰國四大名將」。廉頗曾率兵討伐齊國

取得大勝，奪取晉陽，趙王封他為上卿。廉頗因勇猛果敢聞名諸侯各國，長平之

戰前期，他以固守方式成功抵禦秦國軍隊。長平之戰後，廉頗又擊退燕國入侵，

斬殺燕國栗腹，並令對方割五城求和。西元前 251年廉頗戰勝燕軍，任為相國，

封為信平君。至趙悼襄王時，由於廉頗不得志，先後投奔魏國和楚國，後老死於

楚，葬于壽春。唐德宗時將廉頗等歷史上六十四位武功卓著的名將，供奉於武成

王廟內，稱為「武成王廟六十四將」。宋徽宗時追尊廉頗為臨城伯，位列宋武廟

七十二將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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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baike.baidu.com/view/650535.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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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baike.baidu.com/view/42625.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13333.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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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baike.baidu.com/view/63152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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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十七、岑 

拼音：ㄘㄣˊ  Cen 

郡望：南陽郡 

勝跡：缺 

文獻：《西林岑氏族譜》 

（一）歷史 

    岑姓在中國大陸與臺灣均未進入前一百大姓。岑姓遠祖始於西周時期，據《通

志．氏族略》引《呂氏春秋》，周文王異母弟耀之子名渠，周文王封他岑子，封

地在古梁國岑亭（今陜西韓城縣南），其子孫即以封地名為姓。因此岑姓是周王

室後裔，岑姓起源於姬姓。岑姓在河南南陽郡發展成望族，世稱「南陽堂」。 

（二）歷史名人 

    1、岑彭：字君然，東漢初年軍事家，南陽棘陽（今河南省新野縣）人，雲

台二十八將之一。岑彭原是新朝棘陽縣長，後無奈歸降更始政權，受任為歸德侯，

隸屬劉縯。劉縯被殺後，岑彭又成為大司馬朱鮪校尉，受薦為淮陽都尉，又遷任

潁川太守。建武元年（25）岑彭歸降劉秀，受命為刺奸大將軍，督察眾營。劉秀

稱帝後，岑彭拜廷尉，行大將軍事。建武二年（26）岑彭升任征南大將軍，封舞

陰侯。建武八年（32）岑彭隨帝攻破天水，滅隗囂。建武十一年（35）岑彭伐公

孫述，陣戰侯丹，直抵成都。公孫述派遣刺客，乘夜間將岑彭刺死。岑彭卒後諡

號壯侯。 

    2、岑參：唐代邊塞詩人，南陽人，太宗時功臣岑文本重孫，後徙居江陵。

岑參早歲孤貧，從兄就讀，遍覽史籍。唐玄宗天寶三載（744）曾參中進士，初

為率府兵曹參軍。岑參後兩次從軍邊塞，先在安西節度使高仙芝幕府掌書記。天

寶末年，封常清為安西北庭節度使時，為其幕府判官。唐代宗時岑參曾官嘉州刺

史（今四川樂山），世稱「岑嘉州」。大曆五年（770）卒於成都。岑參工詩，長

於七言歌行，代表作是〈白雪歌送武判官歸京〉，現存詩三百六十首。岑參對邊

塞風光、軍旅生活及少數民族文化風俗有親切感受，故其邊塞詩尤多佳作。岑參

風格與高適相近，後人多並稱「高岑」。有《岑參集》十卷，已佚。今有《岑嘉

州集》七卷（或為八卷）行世。《全唐詩》編詩四卷。 

 

 

 

 

 

 

 

http://baike.baidu.com/view/231893.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31893.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93746.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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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baike.baidu.com/view/155283.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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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baike.baidu.com/view/2637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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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十八、薛 

拼音：ㄒㄩㄝ  Xue 

郡望：河東郡 

勝跡：缺 

文獻：《薛氏宗譜》 

（一）歷史 

    薛姓在中國大陸姓氏排名第四十八，在臺灣排名第六十位。薛姓出自任姓，

是黃帝後代。據傳說，黃帝共有二十五子，得十二姓，其中黃帝季子禹陽因受封

於任，因此得「任」姓。禹陽第十二代子孫奚仲受封於薛而建立薛國，奚仲後代

曾任商朝宰相。周滅商后，又封奚仲後代在薛。戰國時薛國為齊所滅，薛國國人

即以國名為姓氏。薛姓還有其他一些來源，如有一支薛姓出自田姓。戰國時期田

氏代齊，孟嘗君田文因功被封於薛。後薛為秦所滅，子孫從此亦姓薛。 

（二）遷徙分佈 

    北魏時期孝文帝遷都洛陽，將鮮卑族叱干氏改成薛姓。薛姓早期主要在山東

發展，戰國時已擴展至今湖北、江蘇、湖南、河南、河北等地。三國時薛姓跟隨

劉備始入四川，在曹魏則發展至今甘肅。南朝時期薛姓首入今福建，南宋時始入

今廣東。清朝康熙年間，薛姓始入臺灣。 

（三）歷史名人 

    1、薛道衡：字玄卿，河東汾陰（今山西萬榮縣）人，隋朝大臣，著名詩人。

薛道衡六歲而孤，專精好學，歷仕北齊、北周。隋朝建立後，薛道衡任內史侍郎，

加開府儀同三司。隋煬帝時薛道衡出為番州刺史，改任司隸大夫。大業五年薛道

衡受逼令自盡，時年七十，天下冤之。有集七十卷，他和盧思道齊名，在隋代詩

人中藝術成就最高。薛道衡著有文集七十卷行於世，至今已佚，僅存《薛司隸集》

一卷。《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錄詩二十餘首，《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錄

存其文 八篇。事蹟見《隋書》、《北史》本傳。 

    2、薛仁貴：名禮，字仁貴，河東道絳州龍門縣修村人（今山西河津市修村

人），唐朝名將，著名軍事家。薛仁貴出身河東薛氏世族，在貞觀末年投軍，征

戰數十年，曾大敗九姓鐵勒，降服高句麗、擊破突厥，功勳卓著，留下「良策息

干戈」、「三箭定天山」、「神勇收遼東」、「仁政高麗國」、「愛民象州城」、「脫帽退

萬敵」等故事。薛仁貴官至瓜州長史、右領軍衛將軍、檢校代州都督，封平陽郡

公。永淳二年（683）薛仁貴去世，年七十。追贈左驍衛大將軍、幽州都督。著

有《周易新注本義》十四卷，今已佚。 

 

 

http://baike.baidu.com/view/2985238.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75233.htm
http://baike.baidu.com/subview/57721/57721.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57648.htm
http://baike.baidu.com/subview/39212/39212.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3959134.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19043.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89148.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73414.htm
http://baike.baidu.com/subview/1518540/16349829.htm
http://baike.baidu.com/subview/1518540/16349829.htm
http://baike.baidu.com/subview/154176/13354756.htm
http://baike.baidu.com/subview/154176/13354756.htm
http://baike.baidu.com/subview/6527/9153777.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3251919.htm
http://baike.baidu.com/subview/276161/5813667.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5801.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2570.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590269.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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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十九、雷 

拼音：ㄌㄟˊ  Lei 

郡望：馮翊郡 

勝跡：缺 

文獻：《北山雷氏族譜》 

（一）歷史 

    雷姓是中國大陸第八十八大姓，但在臺灣未列入前一百大姓。雷姓起源十分

古老，據《元和姓纂》與《古今姓氏書辨證》所載，相傳黃帝時期有方雷氏，與

黃帝部落關係密切。黃帝曾娶方雷氏女子為妻，生下青陽氏玄囂。方雷氏後代即

以「雷」或者「方」為姓。黃帝時期另有大臣名雷公，發明中草藥製作，雷公後

代亦以「雷」為姓。東漢明帝時期，少數民族羌族一支燒當羌，受朝廷遷至馮詡

（今陜西大荔 一帶）居住，其中有一支雷姓因勢力較大，因而與同族的黨不蒙、

紺耳等氏族受漢朝優待。這支雷姓氏足即在馮詡一帶發展，逐漸形成望族。南北

朝時又逐漸與漢族融合，便以馮詡為郡望。另外，三國時期有雷義、雷同，其後

代在魏晉時期南遷至豫章（今江西南昌），並發展成為望族，稱「豫章堂」。 

（二）遷徙分佈 

    晉以前雷氏已分布於南方今安徽、江西、四川、湖北等省，西晉豫章（今江

西南昌）人雷煥後裔有一支遷至馮翊（今陜西大荔），後發展成名門望族。南北

朝至五代期間，雷氏聚居地在南北皆有發展，已散播至今內蒙古、湖南、廣東等

省的一些地區。宋代時雷氏分布更為廣泛，今福建、廣西、湖南、廣東、山西等

省均有雷氏人居住。 

（三）堂號 

    1、謙讓堂：東漢雷義和同郡陳重是好友，太守舉陳重孝廉，陳重要讓予雷

義，太守不允。刺史舉雷義茂才，雷義又欲讓予陳重，刺史不聽，雷義遂裝瘋披

發而去。雷義子孫即以此為堂號，稱「謙讓堂」。 

（四）歷史名人 

    1、樣式雷：在十七世紀末年，南方匠人雷發達至北京參加營造宮殿工作。

因技術高超，雷發達很快提升擔任設計工作。從他起一共七代直至清朝末年，主

要的皇室建築如宮殿、皇陵、圓明園、頤和園等皆由雷氏負責，此世襲建築師家

族被稱為「樣式雷」。樣式雷祖籍江西永修，從第一代雷發達於康熙年間由江寧

（現江蘇南京）至北京，至第七代雷廷昌在光緒末年逝世，雷家有七代為皇家進

行宮殿、園囿、陵寢以及衙署、廟宇等設計和修建工程。因雷家幾代都是清廷樣

式房的掌案頭目人（首席建築設計師），即被世人尊稱為「樣式雷」，也有口語「樣

http://baike.baidu.com/view/677033.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001206.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476.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7379.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400631.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53726.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53726.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61795.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767516.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767516.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703065.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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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雷」的稱法。雷發達在很長時間內被認為是樣式雷的鼻祖，在樣式雷家族中，

聲譽最好、名氣最大。最受朝廷賞識的應是第二代雷金玉，他因修建圓明園而開

始執掌樣式房的工作，是雷家第一位任此職務者。康熙在《暢春園記》曾提及他

非常牽掛一位傑出匠師，即指雷金玉。直至清代末年 ，雷氏家族有六代都在樣

式房任掌案職務，負責北京故宮、三海、圓明園、頤和園、靜宜園、承德避暑山

莊、清東陵和西陵等重要工程設計。雷氏家族進行建築設計方案，皆按 1/100或

1/200 比例先製作模型小樣進呈內廷以供審定。模型用草紙板熱壓製成，故名燙

樣。其臺基、瓦頂、柱枋、門窗及床榻桌椅、屏風紗櫥等均按比例製成。雷氏家

族燙樣獨樹一幟，是了解清代建築和設計程式的重要資料，留存於世的部分燙樣

現存北京故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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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baike.baidu.com/view/677027.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476.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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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十、賀 

拼音：ㄏㄜˋ  He 

郡望：廣平郡 

勝跡：缺 

文獻：《賀氏十二修族譜》 

（一）歷史 

    賀姓在臺灣未入前一百大姓，但在中國大陸賀姓是第九十七大姓。賀姓起源

於慶姓。據《通志．氏族略》所載，漢安帝名劉慶，為避劉慶名諱，所有慶姓者

皆改為意思相近的「賀」姓。慶姓起源於何方呢？春秋初期齊桓公裔孫名公孫慶

克，其子名慶封。從他以後，家族即以「慶」為姓。賀姓郡望廣平、會稽，賀姓

南遷源頭可追溯至慶封。慶封與齊國大夫崔杼在齊靈公卒後廢除公子牙，立公子

光為齊莊公，不久又弒齊莊公改立齊景公，激起齊國貴族不滿。他們首先煽動慶

封殺崔杼，隨後又進一步發動政變屠殺慶氏宗族。慶封出逃吳國，受封於朱方（今

江蘇鎮江東部），後來殘存的慶氏宗族亦輾轉南來。會稽賀姓十分興旺，在漢魏

南北朝時，與虞、魏、孔列為「會稽四姓」。另據《魏書．官氏志》記載，南北

朝時期北魏鮮卑族貴族賀蘭氏、賀拔氏、賀敦氏、賀賴氏皆隨北魏孝文帝南下而

定居洛陽，皆改姓漢姓為「賀」。 

（二）遷徙分佈 

    賀氏播遷各地主要在漢代之後，分布地區廣泛，郡族門望較多。據《元和姓

篡》記載，慶質之孫賀齊為三國時吳國大將，賀齊之子賀邵任中書令，賀邵之子

賀修在西晉任太子太傅，賀修 12 世孫賀德仁為唐太子中書舍人，賀德仁侄孫賀

默為彭州刺史，賀德仁侄曾孫即唐玄宗時秘書監賀知章。又據《古今姓氏書辯證》

記載，南北朝時後燕有清河太守賀耕，南涼（都樂都，今屬青海）有將軍賀連，

宋朝時有忻州定襄（今屬山西）賀氏、易州（今屬河北）賀氏、開封陳留（今屬

河南）賀氏、蔡州（今河南汝南）賀氏、洛州（今河南洛陽）賀氏、濟南（今屬

山東）賀氏、會稽（今浙江紹興）賀氏、齊州臨邑（今屬山東）賀氏，密州（今

山東諸城）賀氏等。其中，會稽賀氏和河南（今洛陽市）賀氏族大人眾，所以賀

氏以會稽、河南為郡號。洛陽賀氏則以鮮卑族居多。除上述賀氏外，宋代以後各

朝代賀姓人散居各地者仍多，不勝枚舉。 

（三）堂號 

    1、四明堂：唐朝光祿大夫賀知章工詩，書法亦佳，醉後作詩寫字，揮筆成

卷。因賀知章自號「四明狂客」，子孫即以「四明堂」為堂號。 

（四）歷史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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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賀知章：字季真，晚年自號四明狂客，越州永興（今浙江杭州蕭山區）

人，唐代著名詩人、書法家。賀知章少時即以詩文知名，武則天證聖元年（695）

中乙未科狀元，授國子四門博士，遷太常博士，後歷任禮部侍郎、秘書監、太子

賓客等職。賀知章為人曠達不羈，有「清談風流」之譽，晚年尤縱，自號「四明

狂客」、「秘書外監」。八十六歲賀知章告老還鄉，旋逝。賀知章屬盛唐前期詩人，

又是著名書法家，與張若虛、張旭、包融並稱「吳中四士」。賀知章詩以絕句見

長，除祭神樂章、應制詩外，其寫景、抒懷之作風格獨特，清新瀟灑，著名的〈詠

柳〉、〈回鄉偶書〉膾炙人口、千古傳誦。賀知章作品大多散佚，今尚存錄入《全

唐詩》共 19首。賀知章與陳子昂、盧藏用、宋之問、王適、畢構、李白、孟浩

然、王維、司馬承禎稱為「仙宗十友」。 

2、賀鑄：北宋詞人，字方回，又名賀三愁，人稱賀梅子，自號慶湖遺老。

賀鑄祖籍山陰（今浙江紹興），出生於衛州（今河南衛輝市），出身貴族，是宋太

祖賀皇后族孫，所娶亦宗室之女。賀鑄自稱遠祖本居山陰，是唐代賀知章後裔，

以知章居慶湖（即鏡湖），故自號「慶湖遺老」。賀鑄長身聳目、面色鐵青，人稱

「賀鬼頭」，曾任右班殿直，元佑中曾任泗州、太平州通判。賀鑄晚年退居蘇州，

杜門校書，不附權貴而喜論天下事。賀鑄能詩文，尤長於詞。其詞內容、風格較

豐富多樣，兼有豪放、婉約二派之長，長於錘煉語言並善融化前人成句。賀鑄用

韻特嚴，富有節奏感和音樂美。部分描繪春花秋月之作，意境高曠，語言濃麗哀

婉，近秦觀、晏幾道。其愛國憂時之作悲壯激昂，又近蘇軾。南宋愛國詞人辛棄

疾等對其詞均有續作，足見其影響。 

 

 

 

 

 

 

 

 

 

 

 

 

 

 

 

 

 

 

http://baike.baidu.com/item/%E4%BB%99%E5%AE%97%E5%8D%81%E5%8F%8B
http://baike.baidu.com/subview/77348/10910153.htm
http://baike.baidu.com/subview/6667/6250439.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015788.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47258.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3700.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3700.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5313.htm
http://baike.baidu.com/subview/379789/11100207.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3622023.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7346.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7321.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517.htm
http://baike.baidu.com/subview/2982/11994917.htm
http://baike.baidu.com/subview/2982/11994917.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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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十一、倪 

拼音：ㄋㄧˊ  Ni 

郡望：千乘郡 

勝跡：缺 

文獻：《上虞賀溪倪氏宗譜》 

（一）歷史 

    倪姓在中國大陸未入前一百大姓，在臺灣則是第九十四大姓。倪姓起源周代

諸侯，為周朝附屬國，又稱小邾，開國國君為邾武公之子公子肥。倪為楚所滅後，

倪國人士有以國名為姓者。倪姓子孫在山東一帶發展繁衍，後倪姓在山東千乘郡

發展成望族，世稱「千乘堂」。 

（二）歷史名人  

    1、倪寬：千乘（今山東濱州、東營一帶）人，西漢政治家。倪寬少時家貧，

為人雇傭，常一邊耕作一邊看書，治《尚書》，師事歐陽生。倪寬早年在廷尉張

湯府中任筆墨小吏，漢武帝戊辰元鼎四年（前 113）任左內史，在任數年間，重

視農業，並徵發民工，負責在鄭國渠上流南岸開六條小渠，使兩旁高地得到灌溉，

稱為「六輔渠」。倪寬後任御史大夫，元封元年（前 110）與司馬遷等共同制定

「太初曆」，卒後歸葬故里。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D%83%E4%B9%98%E9%83%A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1%B1%E6%9D%B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1%B1%E6%9D%B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8%9C%E8%90%A5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0%9A%E4%B9%A6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AD%90%E9%99%BD%E7%94%9F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B%B7%E5%B0%89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B%B7%E5%B0%89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C%A0%E6%B1%A4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C%A2%E6%AD%A6%E5%B8%9D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C%A2%E6%AD%A6%E5%B8%9D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5%83%E9%BC%8E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5%A7%E5%8F%B2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BE%B2%E6%A5%AD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84%AD%E5%9C%8B%E6%B8%A0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5%AD%E8%BC%94%E6%B8%A0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E%A1%E5%8F%B2%E5%A4%A7%E5%A4%AB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5%83%E5%B0%8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F%B8%E9%A6%AC%E9%81%B7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4%AA%E5%88%9D%E6%9B%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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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十二、湯 

拼音：ㄊㄤ  Tang 

郡望：中山郡 

勝跡：缺 

文獻：《湯氏族譜》 

（一）歷史 

    湯姓在中國大陸是第九十大姓，在臺灣是第七十七大姓。據《通志．氏族略》，

湯姓遠祖起源於商朝，商朝建立者商湯稱成湯，名履，字天乙，或稱武湯、武王、

成唐、大乙、高祖乙。夏王朝帝王夏桀昏庸無道，商湯於是起兵反夏，任用賢能

伊尹，攻滅夏之盟國葛、韋、顧、昆吾等國。先後經過十一次戰爭，商湯終於消

滅夏朝而建立商朝，建都毫（今河南偃師二裏頭）。商湯去世後，子孫中有一些

人即以名號之「湯」為姓，因此「湯」姓是出自商朝王族之姓子姓。湯姓亦是黃

帝直裔子孫，商部落第一任領袖契，便是黃帝玄孫帝嚳之子。 

（二）遷徙分佈 

    湯姓隨商朝統治擴大而逐漸發展，至唐朝時湯姓一支北遷至中山（今河北定

縣）、范陽（今北京西南），並在當地形成望族，稱「中山堂」和「范陽堂」。唐

宋以後湯姓始遷至沿海各地，明清時又有湯姓人向臺灣和東南亞遷移。 

（三）歷史名人 

    1、湯顯祖：明代戲曲家、文學家，字義仍，號海若、若士、清遠道人，江

西臨川人。湯氏祖籍臨川縣雲山鄉，後遷居湯家山（今撫州市）。湯顯祖出身書

香門第，早有才名，不僅於古文詩詞頗精，且能通天文地理、醫藥卜筮諸書。湯

顯祖 34歲中進士，在南京先後任太常寺博士、詹事府主簿和禮部祠祭司主事。

萬曆十九年（1591）因目睹當時官僚腐敗憤而上〈論輔臣科臣疏〉，觸怒皇帝而

遭貶為徐聞典史，後調任浙江遂昌縣知縣，一任五年，政績斐然，卻因壓制豪強，

觸怒權貴而招致上司非議和地方勢力反對，終於萬曆二十六年（1598）憤而棄官

歸里。家居期間，湯顯祖一方面希望有「起報知遇」之日，一方面卻又指望「朝

廷有威風之臣，郡邑無餓虎之吏，吟詠升平，每年添一卷詩足矣。」後逐漸打消

仕進之念，潛心於戲劇及詩詞創作。在湯顯祖多方面成就中，以戲曲創作為最，

其戲劇作品《還魂記》、《紫釵記》、《南柯記》和《邯鄲記》合稱「臨川四夢」，

其中《牡丹亭》是他的代表作。湯氏專著《宜黃縣戲神清源師廟記》也是中國戲

曲史上論述戲劇表演的一篇重要文獻，對導演學起拓荒開路的作用。湯顯祖還是

傑出詩人，詩作有《玉茗堂全集》四卷、《紅泉逸草》一卷，《問棘郵草》二卷。 

 

 

http://baike.baidu.com/view/68777.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39228.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4708316.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4708316.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4580912.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88835.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88835.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539178.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917998.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346875.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793092.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976350.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72356.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39853.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8676938.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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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十三、滕 

拼音：ㄊㄥˊ  Teng 

郡望：南陽郡 

勝跡：缺 

文獻：《滕氏六修宗譜》 

（一）歷史 

    滕姓在中國大陸與臺灣均未進入前一百大姓。滕姓起源很早，黃帝二十五子

為四母所生，黃帝將他們分為十二胞族，賜予十二姓氏，滕姓即其中之一。據《通

志．氏族略》記載，還有一支滕姓起源於周王族之姓姬姓。西周時期周武王封周

文王第十四子錯叔繡於滕（今山東滕縣西南），後滕國為越國攻滅，但不久後復

國。後又為宋國攻滅，於是子孫即以國名「滕」為姓。滕姓後來在開封府及南陽

一帶發展成望族，世稱「開封堂」、「南陽堂」。 

（二）歷史名人 

    1、滕胤：字承嗣，三國時期吳國重臣，北海郡劇縣（今山東省昌樂縣）人。

滕胤儀表堂堂，少時有節操，後娶公主為妻。孫權稱王後，滕胤受封都亭侯，後

歷任丹楊太守、吳郡太守、會稽太守。孫亮繼位後，滕胤出任太常、衛將軍。諸

葛恪被殺後，群臣推舉滕胤為司徒，但遭權臣孫峻黨羽阻撓，滕胤亦有意避嫌，

最終只晉爵高密侯。孫峻卒後，由其堂弟孫綝執政。滕胤連襟、驃騎將軍呂據聯

繫北伐前線諸將推舉滕胤為相，希望分割孫綝權力，但未成功。滕胤被改任大司

馬，鎮守武昌。不久滕胤與呂據密謀推翻孫綝，因計畫洩露而被殺，慘遭滅族。

孫綝被殺後，景帝孫休為滕胤平反。 

 

 

 

 

 

 

 

 

 

 

 

 

 

 

http://baike.baidu.com/item/%E4%B8%89%E5%9B%BD
http://baike.baidu.com/item/%E5%90%B4%E5%9B%BD
http://baike.baidu.com/item/%E5%89%A7%E5%8E%BF
http://baike.baidu.com/item/%E5%AD%99%E6%9D%83
http://baike.baidu.com/item/%E5%90%B4%E9%83%A1
http://baike.baidu.com/item/%E4%BC%9A%E7%A8%BD
http://baike.baidu.com/item/%E5%AD%99%E4%BA%AE/8386
http://baike.baidu.com/item/%E5%A4%AA%E5%B8%B8
http://baike.baidu.com/item/%E5%AD%99%E5%B3%BB/6809
http://baike.baidu.com/item/%E5%AD%99%E7%B6%9D
http://baike.baidu.com/item/%E5%90%95%E6%8D%AE
http://baike.baidu.com/item/%E5%A4%A7%E5%8F%B8%E9%A9%AC
http://baike.baidu.com/item/%E5%A4%A7%E5%8F%B8%E9%A9%A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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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十四、殷 

拼音：ㄧㄣ  Yin 

郡望：汝南郡 

勝跡：缺 

文獻：《殷氏續修宗譜》 

（一）歷史 

    殷姓在中國大陸與臺灣均未進入前一百大姓。據《世本》、《元和姓纂》、《通

志．氏族略》記載，殷乃國為氏，殷姓是成湯後裔。商王盤庚遷都至殷（今河南

安陽小屯村），武王滅商後，殷商貴族子孫四處分散，有人以舊都「殷」為姓。

因此殷姓起源於商朝王室後代，出自子姓。殷姓後來在彭城郡、汝南郡發展成望

族，世稱「彭城堂」、「汝南堂」。 

（二）歷史名人 

    1、殷浩：字淵源（因《晉書》避唐高祖李淵之諱，故改為深源），陳郡長平

（今河南西華）人，豫章太守、光祿勳殷羨之子，東晉時期大臣、將領。殷浩早

年以見識度量、清明高遠而富有美名，酷愛《老子》，隱居十年不曾出仕任官，

後受會稽王司馬昱徵召入朝任建武將軍、揚州刺史。當時桓溫勢力因消滅成漢而

逐漸坐大，司馬昱為與桓溫抗衡，有意栽培殷浩，令其參與朝政。因此桓溫和殷

浩兩股勢力開始令東晉朝廷內部矛盾激化。王羲之、荀羨等人紛紛寫信勸阻，殷

浩一概不理。永和五年（349）後趙皇帝石虎病死，諸子爭位而致關中大亂，東

晉朝廷開始決策北伐，並任殷浩為中軍將軍。永和八年（352）殷浩奉命北伐，

出兵攻打許昌、洛陽。永和九年（353）殷浩中計兵敗許昌，桓溫趁機上表彈劾，

朝廷只得將殷浩廢為庶人，流放東陽。永和十二年（356）殷浩病死於東陽，時

年 53歲。 

    2、殷嶠：字開山，雍州鄠縣（今陝西戶縣）人，唐朝開國功臣，淩煙閣二

十四功臣之一。殷嶠之父殷僧首為隋朝秘書丞，隋末為大穀長。李淵自太原起兵，

殷嶠召補大將軍掾，從攻西河為渭北道元帥長史，與劉弘基屯兵故城，破京兆內

史衛文升之兵，賜爵陳郡公，遷丞相府掾。殷嶠又從秦王李世民率八總管兵討薛

舉戰敗，士卒死者十之五六，被除名為民。後又從平薛舉子薛仁杲，恢復爵位。

武德六年（622）殷嶠在討伐劉黑闥的路上病死，李世民臨喪痛哭，贈陝東道大

行台右僕射，諡曰節。貞觀四年（630）配饗唐高祖廟庭。 

 

 

 

 

 

http://baike.baidu.com/view/60545.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3050477.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09408.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45397.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527.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961668.htm
http://baike.baidu.com/subview/623687/5111561.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40885.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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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baike.baidu.com/view/91087.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79591.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79591.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0102390.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3380657.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7611.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664027.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09663.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300889.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85507.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437714.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154907.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739042.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406233.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59618.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92549.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92549.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648449.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34427.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216.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811258.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3069273.htm
http://baike.baidu.com/subview/276161/5813667.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3312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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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十五、羅 

拼音：ㄌㄨㄛˊ  Lo 

郡望：豫章郡 

勝跡：缺 

文獻：《羅氏重修族譜》 

（一）歷史 

    羅姓是當今中國大陸第二十大姓，在臺灣排名第二十八位。羅姓出處有兩種

說法，一是出自熊姓，一是出自羋姓，亦有說羅姓是祝融後代。據記載，羅國是

周武王滅商後封的異姓諸侯國之一，稱羅子國，春秋初期為楚所滅，羅國人即以

國名為自姓。許多羅姓人認為自己是出自熊姓，他們祖先是古代管理火種的官員

祝融。祝融後被殺，其弟吳回繼任。吳回生陸終，陸終第六子季連姓羋，季連有

孫名穴熊，其後代就是熊氏，並且逐漸轉化成羅姓。羅姓還有其他來源，如北魏

孝文帝遷都洛陽，改鮮卑族破多羅氏、解瑟羅氏和叱羅氏為羅姓。 

（二）遷徙分佈 

    羅國傳至 24 世萬通時，為楚所滅。萬通與次子蒼噩逃至襄陽黃龍洞避隱，

其長子芳噩逃往四川。周顯王時，有 31 世羅乘遷往枝江，其孫羅守隴自枝江遷

至今湖南長沙。40 世羅君用次子羅珠遷居豫章（今江西南昌）西山，為豫章羅

氏一世祖。唐昭宗時，羅珠 28 世孫羅景新遷往虔州虔化（今江西寧都），31 世

有兩支分別徙居廣東大埔、興寧。45 世羅尚立在元代由虔州遷居福建汀州寧化

石壁村，明代又遷往上杭縣扶陽，其子羅新松徙廣東梅州。另外，羅國亡國後，

羅氏有部分人從滇南、滇東遷入湄南河下遊，融入傣族。入四川者有部分定居閬

中，後成為板楯蠻七姓之首姓大族，有些則融入土家族或彜族。還有一支遷入貴

州東部、南部，融入布依族。遷至湘南者，有融入瑤族。隋唐以前除上述地區外，

羅氏還分布於今山西、陜西、河北、河南、山東、安徽、浙江、江蘇等省。唐高

宗總章年間，有河南羅氏隨陳政、陳元光父子入閩，在福建安家落戶。自清代開

始，居住廣東梅縣、大埔及福建寧化等地的羅姓人士曾多次向臺灣遷徙，還有一

些遷往南洋的文島（印尼）等國家。其中，祖籍廣東嘉應州梅縣石扇堡的羅芳伯

在西婆羅洲（今加里曼島）建立共和制的蘭芳國，實行"蘭芳大總長制"，立國時

間達 108年（1777--1885）。 

（三）堂號 

    1、尊堯堂：羅氏郡望豫章，宋朝時豫章人羅從彥是大儒程頤、程顥再傳弟

子。羅從彥遵守師訓，隱居不仕，傳朱熹理學，著有《尊堯錄》，世人稱為豫章

先生。羅從彥子孫以其書名為堂號，是為「尊堯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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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歷史名人  

1、羅貫中：名本，字貫中，號湖海散人，元末明初小說家，《三國志通俗演

義》的作者，山西并州太原府人。羅貫中其他作品有小說《隋唐兩朝志傳》、《殘

唐五代史演義》、《三遂平妖傳》、《水滸全傳》。《三國志通俗演義》（簡稱《三國

演義》）是羅貫中力作，這部長篇小說對後世文學創作影響深遠。除小說創作外，

尚存雜劇《宋太祖龍虎風雲會》。 

2、羅福星：祖籍廣東嘉應鎮平縣，生於印尼雅加達，中國近代民主革命家。

羅福星少年時期始終懷著為國雪恥、振興中華抱負，1903年隨父遷臺，1907年

加入中國同盟會，投身民主革命事業。1912 年羅福星奉孫中山先生委派回臺成

立中國同盟會支部，籌畫抗擊日寇、光復臺灣的革命事業。羅福星主張以革命推

翻日本殖民統治，結束臺灣遭受異族統治的命運。1913 年 4 月中國同盟會臺灣

支部大會在苗栗縣召開，會議明確提出以武裝起義進行抗日復臺方針。羅福星自

撰寫〈大革命宣言書〉，動員臺灣人民為爭取自由，公開號召「在日本強權壓制

下的臺灣人民，除以革命手段推翻日本帝國主義以外，別無自救之路。」因為羅

福星的抗日革命活動引起日本注意，從而進行大搜查，羅福星在 1913年 12月不

幸被捕。羅福星在獄中寫下〈致愛妻〉、〈致愛卿書〉等四封遺書，書中表現他對

革命的忠貞：「不死於家，永為子孫紀念；而死於臺灣，永為臺民紀念耳。」1914

年羅福星遇難，實踐他生前豪言壯語：「大好頭顱誰取去，何須馬革裹屍還。」 

 

 

 

 

 

 

 

 

 

 

 

 

 

 

 

 

 

 

 

http://baike.baidu.com/subview/54531/5121983.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679271.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679271.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57362.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57362.htm
http://baike.baidu.com/subview/94574/8050496.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148575.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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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baike.baidu.com/item/%E9%9D%A9%E5%91%BD%E5%AE%B6
http://baike.baidu.com/item/%E4%B8%AD%E5%9B%BD%E5%90%8C%E7%9B%9F%E4%BC%9A
http://baike.baidu.com/item/%E5%AD%99%E4%B8%AD%E5%B1%B1/128084
http://baike.baidu.com/item/%E5%8F%B0%E6%B9%BE/122340
http://baike.baidu.com/item/%E5%8F%B0%E6%B9%BE/1223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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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十六、畢 

拼音：ㄅ一ˋ  Bi 

郡望：河南郡 

勝跡：缺 

文獻：《新安畢氏族譜》 

（一）歷史 

    畢姓在中國大陸與臺灣均未進入前一百大姓。據《新唐書．宰相世系表》記

載，畢姓出自姬姓，周文王第十五子名高，受封於畢國（今陜西西安，咸陽以北），

稱畢公高，其子孫即以國「畢」為姓。據《魏書．官氏志》記載，南北朝時期北

魏代北的鮮卑貴族出連氏隨孝文帝南下定居洛陽，亦改姓漢姓「畢」。由於畢姓

來源廣泛，其在發展過程中逐漸形成多個郡望，較著名的有河內、東平、太原、

河南。因此畢姓世稱「河內堂」、「東平堂」、「太原堂」、「河南堂」。唐書世系表：

周文王第十五子畢公高之後，以國為氏。 

（二）歷史名人 

    1、畢升：北宋布衣，歙州（今安徽省黃山市）人，卒於北宋皇佑四年二月，

古代偉大發明家。畢升原為杭州書肆刻工，慶歷年間（1041-1048）他根據實踐

經驗，發明膠泥活字印刷技術。所謂膠泥活字即在膠泥片上刻字，一字一印，用

火燒硬後便成活字。這一技術未及推廣畢昇就去世，他的字印為沈括家人收藏，

事蹟見於沈括《夢溪筆談》。活字印刷術具有一字多用、重複使用、印刷多且快、

省時省力、節約材料等優點，比整版雕刻經濟方便，是印刷技術史上的一次飛躍，

對後世印刷術乃至世界文明進步有深遠影響，稱為中國古代四大發明之一。 

 

 

 

 

 

 

 

 

 

 

 

 

 

 

http://baike.baidu.com/item/%E6%AD%99%E5%B7%9E
http://baike.baidu.com/item/%E5%AE%89%E5%BE%BD%E7%9C%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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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十七、郝 

拼音：ㄏㄠˇ  Hao 

郡望：太原郡 

勝跡：缺 

文獻：《淮山郝氏宗譜》 

（一）歷史 

    郝姓在中國大陸是第七十一大姓，但在臺灣未列入前一百大姓之列。郝姓遠

祖源於商代，據史書記載，商湯建立商朝後傳數代到帝乙，帝乙封名為期之子於

郝鄉（今山西太原一帶），爾後期之子孫即以地名為姓氏，因此郝姓起源於商王

朝王室之姓子姓。除上述這一支外，郝姓還有幾支出於少數民族。據《姓氏考略》

記載，漢魏時期活動在我國北方的少數民族烏桓族中即有以郝為姓者。唐代時南

方某些少數民族有郝、楊、劉三姓。另外，據某些郝姓家譜記載，在南方還生活

一些由其他姓氏改姓而來的郝姓氏族，屬郝姓的另外支派。在郝姓發展過程中，

從商朝王室成員期而來的郝姓氏族發展出太原和京兆兩大郡望，歷史上大多數郝

姓名人亦出自太原和京兆，世稱「太原堂」、「京兆堂」。 

（二）遷徙分佈 

    始於商末的郝姓傳繼千餘年，至漢代仍以今山西太原一帶為繁衍地區。至宋

代，郝姓雖已分佈北方大部分地區，但主要仍以中原地區為繁衍中心。郝姓南遷

較晚，直至宋代南方一些地方方出現郝姓人家。這也是導致明、清兩代郝姓仍以

北方分佈居多的主因。總之，郝姓著實是比較典型的北方姓氏。 

（三）堂號 

    1、曬書堂：晉朝時每年七月七日，富豪之家將衣服取至陽光下曝曬，以防

發黴或蟲蛀。郝隆為桓溫南蠻參軍，他脫了衣服在太陽下摩肚皮曬太陽。人家問

他做什麼，他說自己在曬書，因為肚子裡裝的都是書籍。郝隆子孫以此為典故，

立堂號為「曬書堂」。 

（四）歷史名人：  

    1、郝懿行：字恂九，號蘭皋，山東棲霞人，清嘉慶年間進士，官戶部主事，

清代著名學者，是經學家、訓詁學家。郝懿行長於名物訓詁及考據之學，於《爾

雅》研究尤深。郝氏著有《爾雅義疏》、《山海經箋疏》、《易說》、《書說》、《春秋

說略》、《竹書紀年校正》等書。 

 

 

 

http://baike.baidu.com/item/%E5%B0%94%E9%9B%85/735520
http://baike.baidu.com/item/%E5%B0%94%E9%9B%85/735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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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十八、鄔 

拼音：ㄨ  Wu 

郡望：南昌郡 

勝跡：缺 

文獻：《鄔氏宗譜》 

（一）歷史 

    鄔姓在中國大陸與臺灣均未進入前一百大姓。傳說黃帝後代顓頊之後裔陸終

第四子求言受封在鄔地，其後代即以封地為姓。據《通志．氏族略》記載，春秋

時期晉朝公族祁盈家臣藏受封於鄔（今山西介休東北），其子孫遂以鄔為姓。鄔

姓後來在江西南昌郡發展成望族，世稱「南昌堂」。通志氏族略：晉大夫鄔之後，

食邑於鄔，因以為氏。 

（二）歷史名人 

    1、鄔景和：昆山（今江蘇蘇州）人，明嘉靖九年武狀元。鄔景和為駙馬都

尉，卒贈少保，諡榮簡。據說鄔景和資貌平平，卻是怪才，因而被太后相中，官

駙馬都尉，成為嘉靖皇帝妹夫。《八山疊翠詩．遊蘇州半山寺》因描寫的是半山

寺，故以八個山字嵌在半腰，「高低寫作四層，壘成山形」，故稱「疊翠詩」。鄔

景和於是成為疊翠詩體的創建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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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十九、安 

拼音：ㄢ  An 

郡望：姑臧郡 

勝跡：缺 

文獻：《安氏族譜》 

（一）歷史 

    安姓在中國大陸與臺灣均未進入前一百大姓。據《新唐書．宰相世系表》記

載，傳說古帝顓頊之弟、昌意次子，黃帝之孫名安，自立為安息國（今伊朗高原

東北部），後安息國與中原有了交流，安息國人至中國即以國名「安」為姓，因

此安姓亦是黃帝嫡裔。據《魏書．官氏志》記載，南北朝時北魏代北鮮卑族安遲

氏隨北魏孝文帝南下定居洛陽，亦改姓漢姓「安」。又據《唐書》所載，安氏為

「昭武九姓」之一。隋唐時期祁連山北邵武城（今甘肅省臨澤縣）有康國，後為

匈奴擊敗，遷至中亞（今烏茲別克斯坦的布哈拉一帶），建立安、曹、何、康、

石、米、史、火尋、戊地等九小國。唐高宗永徽年間，「昭武九姓」先後歸附內

地，其中有安氏。另外，唐代叛將安祿山本姓康，冒姓安。安姓後來在姑臧郡發

展成望族，世稱為「姑臧堂」。 

（二）歷史名人  

    1、安祿山：唐代營州（今遼寧朝陽）人，本姓康，名軋犖山，其父可能是

康姓胡人，母阿史德氏是突厥族巫婆。相傳其母多年不生育，去祈禱紮犖山（突

厥尊紮犖山為戰鬥之神），遂於長安三年（703）正月初一感應生子，故名紮犖山。

安祿山之父早卒，他從小隨母在突厥人部族生活。後其母改嫁突厥將軍安波注之

兄延偃。開元初年，其族破落離散，安祿山與將軍安道買之子孝節，安波注之子

安思順、安文貞一同逃離突厥，遂與安思順等約為兄弟，從此即冒姓安氏，名祿

山。安祿山是唐代藩鎮割據勢力之一的最初建立者，亦是安史之亂禍首之一，建

立燕政權，年號聖武。安祿山長得癡肥，眼盲後，長期靠心腹小宦官為其穿衣。

因其寵愛幼子，二子安慶緒見安祿山對自己不加寵幸，心中怨憤，命令安祿山寵

幸宦官李豬兒替他穿衣時以刀刺其腹而死，安系勢力開始走下坡路。 

 

 

 

 

 

 

 

 

https://wapbaike.baidu.com/item/%E8%90%A5%E5%B7%9E
https://wapbaike.baidu.com/item/%E5%BA%B7%E5%A7%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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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apbaike.baidu.com/item/%E7%AA%81%E5%8E%A5%E6%97%8F
https://wapbaike.baidu.com/item/%E5%AE%89%E6%80%9D%E9%A1%BA
https://wapbaike.baidu.com/item/%E7%AA%81%E5%8E%A5
https://wapbaike.baidu.com/item/%E5%AE%89%E6%B0%8F
https://wapbaike.baidu.com/item/%E8%97%A9%E9%95%87%E5%89%B2%E6%8D%AE
https://wapbaike.baidu.com/item/%E5%AE%89%E5%BA%86%E7%BB%AA
https://wapbaike.baidu.com/item/%E6%9D%8E%E7%8C%AA%E5%84%B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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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十、常 

拼音：ㄔㄤˊ  Chang 

郡望：平原郡 

勝跡：缺 

文獻：《常氏宗譜》 

（一）歷史 

    常姓在臺灣未進入前一百大姓，在中國大陸是第九十四大姓。黃帝有大臣常

先任大司空，子孫遂以其名字之「常」為姓。黃帝時另有大臣常羲任太史令，其

子孫後代亦以「常」為姓。常氏還有一支出自「姬」姓，以邑名為氏。據《通志．

氏族略》所載，周武王克商後，封周文王一子於康國，世稱康叔。武庚叛亂平定

後，康叔又轉封衛國。後來康叔又封其子於常邑，其後逐為常氏。又據《世本》

記載，春秋時楚國公族恒惠公之後有恒氏，後一度改為常氏，以避宋真宗趙恒名

諱。又據《路史》記載，戰國時吳國公族後代亦有常氏。常姓後來在平原郡發展

成望族，世稱「平原堂」。 

（二）遷徙分佈 

    常姓發源於今山東西部，常姓以此地為主要繁衍中心。戰國末年常姓主支繁

衍於今河南、河北南部等地，並已散居大江南北。漢初有一支常姓遷入山西，形

成以太原郡為中心的望族。同時，山東西部常姓起源地亦形成一大望族。漢末至

三國時，常姓有一支遷入四川。魏晉南北朝時有常姓入今甘肅。隋唐時新豐（今

陜西臨潼）人常袞遷居今福建。宋代常姓已多分布於長江中下遊地區，並有常姓

遷居今福建、廣東，最後達今雲南、貴州等地。明清時常姓已廣布中國境內大部

分地區。清代以後又有部分滿族人融入常姓。從歷代繁衍遷徙情況，常姓在北方

山西、山東、河南、陜西、河北、甘肅分布最廣，江蘇、四川、浙江次之。 

（三）堂號 

    1、知人堂：唐朝常何貞觀時為中郎將，唐太宗要百官上書議論國事，常何

是武人不會寫，只好請門客馬周代寫三十多條。唐太宗看了很高興，表揚常何寫

得很好。常何不願偷功，便告訴太宗自己不識字，這是門客馬周代寫。唐太宗封

馬周為監察御史，並表揚常何知人，賜予綢緞三百匹。常何子孫以為典故，稱堂

號為「知人堂」。 

（四）歷史名人 

    1、常惠：西漢大臣，太原郡人，活躍在漢武帝、漢昭帝、漢宣帝三朝的外

交家。常惠年輕時任蘇武副使出使匈奴，遭扣留十九年。漢昭帝時回國，封為光

祿大夫。常惠後出使烏孫，擊敗匈奴，受封為長羅侯。常惠誅殺殺害漢使的龜茲

http://baike.baidu.com/subview/17163/11853616.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53846.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33660.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7500.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36629.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4656.htm
http://baike.baidu.com/subview/73480/73480.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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貴人姑翼，之後龜茲入為唐朝廷典屬國。漢宣帝時常惠為右將軍，漢元帝時去世，

諡號壯武侯。史稱常惠「明習外國事，勤勞數有功」。 

    2、常遇春：字伯仁，號燕衡，南直隸鳳陽府懷遠縣（今安徽省蚌埠市懷遠

縣）人，元末紅巾軍傑出將領，明朝開國名將。元順帝至正十五年歸附朱元璋，

自請為前鋒，力戰克敵，嘗自言能將十萬眾，橫行天下，軍中稱「常十萬」。常

遇春官至中書平章軍國重事，封鄂國公，洪武二年病卒軍中，追封開平王。 

 

http://baike.baidu.com/view/19291.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3045368.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4380.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6469.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07747.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07747.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336194.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690.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065514.ht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