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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百二十一、熊 

拼音：ㄒㄩㄥˊ  Xiong 

郡望：江陵郡 

勝跡：缺 

文獻：《熊氏族譜》 

（一）歷史 

    熊姓在當今中國大陸姓氏中排名第六十八。相傳黃帝在有熊（今河南省新鄭

縣）建都，因而稱為有熊氏，其後人即有以熊為姓氏者。相傳顓項有位後代名鬻

熊，博學多識，曾任周文王老師。周成王時追封前代功臣後代，於是封鬻熊曾孫

熊繹至荊山一帶（今湖北西部）而建立荊國，建都於丹陽（今湖北省秭歸市）。

春秋時期荊國遷都至郢，改國號為楚。楚國在春秋、戰國一直是強國，楚王子孫

多有以熊為姓氏者。 

（二）遷徙分佈 

    從上古時期即有熊姓人物活動。夏初曾奪取太康帝位的后羿有臣名熊髡。西

周時在楚國附近建立羅國，亦為熊姓，後為楚國所滅。先秦至漢代熊氏主要在今

湖北、湖南省境內發展繁衍，魏晉南北朝時熊氏部分人遷居今江西，還有遷至今

山東者。此後直至元、明時期，江西南昌熊氏和湖北江陵熊氏繁衍昌盛，人才輩

出，成為當地望族。此外，熊氏在宋代還分布今福建、江蘇一些地方。明代時今

四川、浙江、安徽等省亦有熊氏聚居點，清代時廣東、廣西、雲南等省亦有熊姓

居民。湖南、貴州等省熊氏有部分融入苗、水、布依等民族。閩、粵熊氏有些人

遷至海外，僑居於新加坡等國家。 

（三）堂號 

    1、射石堂：古時有位善於射術之人名熊渠，有次他夜間走路，老遠見到前

面有老虎橫臥。他彎弓搭箭射出，見老虎一動也不動。他走近一瞧，果然射中老

虎，且箭頭射入數寸，用手拔也拔不出，後來才知自己所射原是一塊大石頭。其

子孫以此典故，立堂號「射石堂」。 

（四）歷史名人 

    1、熊廷弼：字飛白，號芝岡，湖廣江夏人，明末將領，萬曆進士，由推官

擢御史，後巡按遼東。萬曆三十六年（1608）熊廷弼受命巡按遼東，萬曆四十七

年（1619）以兵部右侍郎代楊鎬經略遼東，招集流亡、整肅軍令，造戰車、治火

器，浚壕繕城、守備大固。明熹宗即位，天啟元年（1621）後金汗努爾哈赤攻破

遼陽，再任熊廷弼為遼東經略。因熊氏與廣甯（今遼寧北鎮）巡撫王化貞不和，

終致兵敗潰退廣寧失守。淪為囚犯的熊氏又不幸陷入黨爭，以前雖為楚黨，但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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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林黨關係密切，且與東林六君子也關係匪淺，並傳言楊漣彈劾閹黨的奏疏即出

自熊廷弼之手。後熊氏為閹黨所害，天啟五年（1625）被殺，並傳首九邊。 

    2、熊賜履：清初理學名臣，字敬修，又字青嶽，號素九，別號愚齋，湖廣

漢陽府孝感人，世籍南昌。熊氏為順治十五年（1658）進士，選為庶起士，任職

檢討，遷任國子監司業，進弘文院侍讀，以直言論事著稱於時。康熙七年（1668）

熊氏任秘書院侍讀學士，又上書論政，兩次均為權臣鼇拜所忌，後升為國史院學

士，改任翰林院學士，經筵講官。康熙十四年（1675）清聖祖嘉稱其才幹，升官

為內閣學士，授武英殿大學士兼刑部尚書。康熙十五年（1676）他因票擬（內閣

接到奏章後，用小票寫所擬批答，再由皇帝朱筆批出）有誤而圖隱瞞，遭免官，

寄居江寧。康熙二十七年（1688）熊氏復起為禮部尚書，奉命往江南審訊疑獄後

調任吏部，任期奏免高郵、山陰等 30 縣 3700 多項額賦。康熙三十八年（1699）

熊氏任東閣大學士兼吏部尚書。熊賜履曾四任會試考官，並擔任修撰《聖訓》、《平

定朔漠方略》、《實錄》、《方略》、《明史》的總裁官。康熙四十二年（1703）熊氏

辭去朝政機務，留京師充任顧問，康熙四十八年（1709）卒，贈太子少保，諡文

端。熊氏著有《經義齋集》18 卷、《閑道錄》3 卷、《學統》56 卷、《澡修堂集》

16 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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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百二十二、紀 

拼音：ㄐㄧˋ  Ji 

郡望：平陽郡 

勝跡：缺 

文獻：《高陽紀氏宗譜》 

（一）歷史 

    紀在中國大陸未列入前一百大姓，但在臺灣是第七十一大姓。紀姓是炎帝後

代，傳說紀姓先祖在紀地（今山東壽光南紀臺村一帶）立國。春秋時紀國遭齊攻

滅，紀國公卿後代遂以國名為姓。紀姓後在甘肅天水郡發展成望族，世稱「天水

堂」。唐、宋間紀姓向沿海遷移，明清時更進一步向臺灣遷移，逐漸發展為大姓。 

（二）遷徙分佈 

臺灣紀氏開基始祖，據考證是福建泉州人紀受華。他於乾隆末年（1795）渡

海而來，並在當時的港東中里開墾定居。臺灣紀姓以臺中一地最眾，大約有半數

紀姓臺灣藉人士聚居於該地，其次則為彰化、南投和澎湖等地，另外，新竹、苗

栗、嘉義、臺南等地也有熊姓人士居住。 

（三）歷史名人 

    1、紀信：漢朝將軍，趙人，曾參與鴻門宴，隨劉邦起兵抗秦。在滎陽城危

時紀信乘黃屋車、用左纛，自稱劉邦向西楚詐降，讓劉邦趁隙逃脫，自己則遭俘。

項羽見紀信忠心，有意招降，但紀信拒絕，最終被項羽以火刑處決，多年後受鄭

州人民奉為城隍。 

    2、紀昀：字曉嵐，一字春帆，晚號石雲，道號觀弈道人，直隸獻縣（今河

北滄州市）人，清代政治家、文學家，乾隆年間官員。紀昀歷任左都御史、兵部

及禮部尚書、協辦大學士加太子太保管國子監事致仕，曾任《四庫全書》總纂修

官。紀昀學宗漢儒，博覽群書，工詩及駢文，尤長於考證訓詁。紀昀任官 50 餘

年，年輕時才華橫溢、血氣方剛，晚年內心世界卻日益封閉，其《閱微草堂筆記》

正是此種心境之產物。其詩文經後人搜集編為《紀文達公遺集》。嘉慶十年（1805）

二月紀昀病逝，因其「敏而好學可為文，授之以政無不達」（嘉慶帝御賜碑文），

故卒後諡號文達，鄉里世稱文達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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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百二十三、舒 

拼音：ㄕㄨ  Shu 

郡望：鉅鹿郡 

勝跡：缺 

文獻：《永川舒氏宗譜》 

（一）歷史 

    舒姓在中國大陸與臺灣均未進入前一百大姓。舒姓最早來源可追溯至上古時

期，據說舒姓是黃帝直系後代。周武王攻滅商朝後大封諸侯國，他封古帝臯陶後

代於舒（今安徽廬江縣西）。春秋時舒國遭楚攻滅，舒國公族後代即以國名為姓。

由於臯陶姓偃，因此舒姓起源於偃姓。舒姓後在河北鉅鹿郡發展成望族，世稱「鉅

鹿堂」。  

（二）堂號 

    1、閬風堂：宋朝時舒岳祥任承直郎，宋亡後避居奉化，不任元朝官吏，讀

書於閬風臺，著有《閬風集》200 餘卷。後世子孫以此為典故，立堂號「閬風堂」。 

（三）歷史名人 

    1、舒元輿：字升遠，唐婺州東陽（今屬浙江金華）人。其先祖曾任東陽郡

守，祖父舒縝，授蘭溪醫學學訓導、學正。父敬之，母薛氏，其為長子。舒元輿

為唐元和八年（813）進士，初仕即以幹練知名。舒氏曾任刑、兵兩部侍郎，蘭

溪歷史上第一位官至宰相之人，擅文敢諫，著有《舒元輿集》等。舒氏與白居易

互為唱和，作品收錄於《全唐詩》。舒氏拜監察御史，遷刑部員外郎，改著作郎。

唐文宗時舒氏官至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宰相）。因與李訓、鄭注謀誅宦官，事機

不密，於甘露之變中被腰斬。其五子舒普聞變攜帶家眷逃入叢林，後隱姓埋名。

唐宣宗時期平反加封顯號——乘仙公，其後裔將其遺骨移葬到蘭溪白露山惠安寺

側。舒元輿曾作〈牡丹賦〉，唐文宗賞牡丹時，吟誦其詞句，為舒元輿殺身成仁

落淚哀悼。 

    2、舒亶：北宋大臣、詞人，字信道，號懶堂，北宋明州慈谿（今屬浙江省

寧波市）人。舒氏早年受學於樓鬱，治平二年（1065）進士及第，試禮部第一，

授臨海縣尉，思致縝密，張商英稱其才。宋神宗時舒氏除神官院主簿、知制誥，

御史中丞。舒氏曾與李定劾蘇軾，史稱「烏臺詩案」，宋徽宗時任龍圖閣待制。

舒氏著有《西湖引水記》，又能詞，以小令見長。趙萬里輯有《舒學士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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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百二十四、屈 

拼音：ㄑㄩ  Qu 

郡望：臨海郡 

勝跡：缺 

文獻：《江西屈氏族譜》 

（一）歷史 

    屈姓起源有幾支，第一是夏代時有屈驁，曾受夏王啟討伐，是屈氏之祖先。

第二是以封地命姓，出於羋姓，始祖是春秋時楚國莫敖。楚武王之王子瑕官至莫

敖，位於令尹之下。楚武王封瑕於屈地（今湖北秭歸），將屈作為瑕之食邑，故

史稱屈瑕。屈瑕後代以封地命姓，遂稱屈氏。戰國時屈氏、景氏、昭氏成為楚國

公族最有勢力的分支。第三是北魏孝文帝時有代北複姓屈男氏、屈突氏改為屈

姓，其後子孫亦稱屈氏。 

（二）遷徒分佈 

    西元前 223 年楚滅於秦，屈氏從此徒奔四方，一部分為避難散居今湖北、湖

南等地。漢滅秦，曾遷六國貴族後裔和關東豪族於關中，屈氏亦列其中，為屈氏

入陜之始。西漢後兩湖之地的屈氏有部分遷居今浙江臨海，部分遷居今江蘇泗

洪、盱眙等地。兩漢之交的動蕩不寧，使關中屈氏有部分進入今山西、河北、山

東者，其中一支遷居河南洛陽。魏晉南北朝時期，屈氏繁衍於今浙江臨海、江蘇

盱眙、河南洛陽的屈氏家族龐大，人丁興旺，為臨海、臨淮、河南郡望。屈氏後

在臨海郡發展成望族，世稱「臨海堂」。三國時期汝南人屈晃因仕宦於吳，落籍

今江蘇省境。北魏時期屈遵家族在河北北部、遼寧南部繁衍亦頗引人註目。隨同

時期屈突氏改屈氏，壯大屈氏家族。宋元時期屈氏在南方發展壓倒北方，播遷於

南方廣大省分，今江西、福建、廣東、廣西均有屈氏人定居。明朝初期山西屈氏

作為洪洞大槐樹遷民姓氏，被分遷於河北、北京、江蘇、河南、山東等地。明、

清以後，屈氏分布地進一步擴大。屈氏在當今中國分布較廣，至 2009 年 1 月為

止，以湖南、陜西等省為多。 

（三）堂號 

    1、三閭堂：戰國時屈原博聞強記、明於治亂，在楚國官至三閭大夫，楚懷

王很尊重其才。後因遭奸臣靳尚和鄭貴妃進讒，屈原被貶至江南。他創作〈漁父

詞〉表明自己的愛國心，自投汨羅江而死。 

（四）歷史名人 

    1、屈原：戰國時期楚國詩人、政治家，羋姓、屈氏、名平、字原，又自雲

名正則，字靈均。屈原約西元前 340 年出生於楚國丹陽，楚武王熊通之子屈瑕後

http://baike.baidu.com/item/%E6%88%98%E5%9B%BD/4819
http://baike.baidu.com/item/%E6%A5%9A%E5%9B%BD/950754
http://baike.baidu.com/item/%E8%8A%88/19186856
http://baike.baidu.com/item/%E6%A5%9A%E5%9B%BD/950754
http://baike.baidu.com/item/%E6%A5%9A%E5%9B%BD/950754
http://baike.baidu.com/item/%E7%86%8A%E9%80%9A/59417
http://baike.baidu.com/item/%E5%B1%88%E7%9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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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他出身楚國宗室貴族，少年時受過良好教育，博聞強志，志向遠大。屈原是

中國歷史上第一位偉大的愛國詩人，被譽為辭賦之祖。他是「楚辭」的創立者和

代表作者，開闢「香草美人」的傳統。屈原的出現標誌中國詩歌進入由集體歌唱

至個人獨創的新時代。屈原還是楚國重要政治家，早年受楚懷王信任，任左徒、

三閭大夫，兼管內政外交大事。吳起之後，在楚國另一位主張變法者即是屈原。

他提倡「美政」，主張對內舉賢任能、修明法度，對外力主聯齊抗秦。因遭貴族

排擠譭謗，被先後流放至漢北和沅湘流域。西元前 278 年，秦將白起攻破楚都郢

都（今湖北江陵），屈原悲憤交加，懷石自沉於汨羅江，以身殉國。統治者為樹

立忠君愛國標籤，將端午節作為紀念屈原節日。1953 年是屈原逝世 2230 週年，

世界和平理事會通過決議，確定屈原為當年紀念的世界四大文化名人之一。屈原

主要作品有〈離騷〉、〈九歌〉、〈九章〉、〈天問〉等，由他而起的「楚辭」是浪漫

主義文學源頭，與《詩經》「國風」並稱「風騷」，對後世詩歌產生深遠影響。 

    2、屈大均：初名邵龍，又名邵隆，號非池，字騷餘，又字翁山、介子，號

菜圃，廣東番禺人，明末清初著名學者、詩人，與陳恭尹、梁佩蘭並稱「嶺南三

大家」，有「廣東徐霞客」美稱。屈氏曾與魏耕等進行反清活動，後避禍為僧，

中年乃改儒服。屈氏之詩有李白、屈原遺風，著作多毀於雍正、乾隆兩朝，後人

輯有《翁山詩外》、《翁山文外》、《翁山易外》、《廣東新語》及《四朝成仁錄》，

合稱「屈沱五書」。 

 

 

 

 

 

 

 

 

 

 

 

 

 

 

 

 

 

 

 

 

http://baike.baidu.com/item/%E8%BE%9E%E8%B5%8B
http://baike.baidu.com/item/%E6%A5%9A%E8%BE%9E/12021145
http://baike.baidu.com/item/%E9%A6%99%E8%8D%89%E7%BE%8E%E4%BA%BA/2908
http://baike.baidu.com/item/%E6%A5%9A%E6%80%80%E7%8E%8B/22236
http://baike.baidu.com/item/%E5%B7%A6%E5%BE%92
http://baike.baidu.com/item/%E4%B8%89%E9%97%BE%E5%A4%A7%E5%A4%AB
http://baike.baidu.com/item/%E5%90%B4%E8%B5%B7/8257
http://baike.baidu.com/item/%E7%BE%8E%E6%94%BF
http://baike.baidu.com/item/%E4%B8%BE%E8%B4%A4%E4%BB%BB%E8%83%BD
http://baike.baidu.com/item/%E6%B1%89%E5%8C%97
http://baike.baidu.com/item/%E6%B2%85%E6%B9%98
http://baike.baidu.com/item/%E7%99%BD%E8%B5%B7/131407
http://baike.baidu.com/item/%E9%83%A2/16657268
http://baike.baidu.com/item/%E9%83%A2/16657268
http://baike.baidu.com/item/%E6%B1%9F%E9%99%B5/4726
http://baike.baidu.com/item/%E5%B1%88%E5%8E%9F/6109
http://baike.baidu.com/item/%E6%B1%A8%E7%BD%97%E6%B1%9F
http://baike.baidu.com/item/%E5%B1%88%E5%8E%9F/6109
http://baike.baidu.com/item/%E4%B8%96%E7%95%8C%E5%92%8C%E5%B9%B3%E7%90%86%E4%BA%8B%E4%BC%9A
http://baike.baidu.com/item/%E4%B8%96%E7%95%8C%E5%9B%9B%E5%A4%A7%E6%96%87%E5%8C%96%E5%90%8D%E4%BA%BA
http://baike.baidu.com/item/%E7%A6%BB%E9%AA%9A/1045
http://baike.baidu.com/item/%E4%B9%9D%E6%AD%8C/67994
http://baike.baidu.com/item/%E4%B9%9D%E7%AB%A0/4501045
http://baike.baidu.com/item/%E5%A4%A9%E9%97%AE/14813
http://baike.baidu.com/item/%E6%A5%9A%E8%BE%9E/291160
http://baike.baidu.com/item/%E8%AF%97%E7%BB%8F
http://baike.baidu.com/item/%E9%A3%8E%E9%AA%9A/291400
http://baike.baidu.com/item/%E9%82%B5%E9%BE%99
http://baike.baidu.com/item/%E7%95%AA%E7%A6%BA
http://baike.baidu.com/item/%E9%99%88%E6%81%AD%E5%B0%B9
http://baike.baidu.com/item/%E6%A2%81%E4%BD%A9%E5%85%B0
http://baike.baidu.com/item/%E5%B2%AD%E5%8D%97%E4%B8%89%E5%A4%A7%E5%AE%B6
http://baike.baidu.com/item/%E5%B2%AD%E5%8D%97%E4%B8%89%E5%A4%A7%E5%AE%B6
http://baike.baidu.com/item/%E5%BE%90%E9%9C%9E%E5%AE%A2
http://baike.baidu.com/item/%E9%AD%8F%E8%80%95
http://baike.baidu.com/item/%E5%B1%88%E5%8E%9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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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百二十五、項 

拼音：ㄒㄧㄤˋ  Xiang 

郡望：遼西郡 

勝跡：缺 

文獻：《永壽項氏宗譜》 

（一）歷史 

    項姓在中國大陸與臺灣均未進入前一百大姓。春秋時有諸侯國項國（今河南

項城東北一帶），是很小的姬姓諸侯國，後遭齊桓公攻滅，項國公族後代即以國

名為姓。項姓後在遼西郡發展成望族，世稱「遼西堂」。 

（二）堂號 

1、聖師堂：春秋時項橐七歲為孔子之師。項橐子孫以此為典故，立堂號「聖

師堂」。 

（三）歷史名人 

    1、項羽：項氏、羋姓，名籍，字羽，楚國下相（今江蘇宿遷）人，楚國名

將項燕之孫，也是以個人武力出眾而聞名的武將。李晚芳對其有「羽之神勇，千

古無二」的評價。項羽早年跟隨叔父項梁在吳中（今江蘇蘇州）起義反秦，項梁

陣亡後他率軍渡河救趙王歇，於鉅鹿之戰擊破章邯、王離領導的秦軍主力。秦亡

後稱西楚霸王，定都彭城（今江蘇徐州），實行分封制，封滅秦功臣及六國貴族

為王。而後漢王劉邦從漢中出兵進攻項羽，項羽與其展開歷時四年的楚漢戰爭。

期間項羽雖屢屢大破劉邦，然項羽始終無法有固定的後方補給，糧草殆盡。他又

猜疑亞父范增，最後反被劉邦所滅。西元前 202 年項羽兵敗垓下（今安徽靈璧縣

南），突圍至烏江（今安徽和縣烏江鎮）邊自刎而死。 

    2、項斯：字子遷，晚唐著名詩人，台州府樂安縣（今浙江仙居）人。項斯

因受國子祭酒楊敬之賞識，作詩云：「幾度見詩詩總好，及觀標格過於詩。平生

不解藏人善，到處逢人說項斯。」因此項斯聲名鵲起，詩達長安，於會昌四年擢

進士第，官終丹徒尉，卒於任所。項斯是台州第一位進士，亦是台州第一位走向

全國的詩人。他的詩在《全唐詩》收錄一卷計 88 首，被列為唐朝百家之一。項

斯著有詩集一卷，《新唐書．藝文志》傳於世。 

 

 

 

 

 

 

http://baike.baidu.com/item/%E6%B1%9F%E8%8B%8F
http://baike.baidu.com/item/%E6%B1%9F%E8%8B%8F
http://baike.baidu.com/item/%E9%A1%B9%E7%87%95
http://baike.baidu.com/item/%E6%9D%8E%E6%99%9A%E8%8A%B3
http://baike.baidu.com/item/%E9%A1%B9%E6%A2%81
http://baike.baidu.com/item/%E8%B5%B5%E7%8E%8B%E6%AD%87
http://baike.baidu.com/item/%E5%B7%A8%E9%B9%BF%E4%B9%8B%E6%88%98
http://baike.baidu.com/item/%E7%8E%8B%E7%A6%BB/34918
http://baike.baidu.com/item/%E8%A5%BF%E6%A5%9A%E9%9C%B8%E7%8E%8B
http://baike.baidu.com/item/%E5%BE%90%E5%B7%9E/6250
http://baike.baidu.com/item/%E5%88%86%E5%B0%81%E5%88%B6
http://baike.baidu.com/item/%E5%85%AD%E5%9B%BD
http://baike.baidu.com/item/%E5%88%98%E9%82%A6
http://baike.baidu.com/item/%E6%A5%9A%E6%B1%89%E6%88%98%E4%BA%89
http://baike.baidu.com/item/%E8%8C%83%E5%A2%9E/65206
http://baike.baidu.com/item/%E5%9E%93%E4%B8%8B
http://baike.baidu.com/item/%E7%81%B5%E7%92%A7%E5%8E%BF
http://baike.baidu.com/item/%E7%81%B5%E7%92%A7%E5%8E%BF
http://baike.baidu.com/item/%E4%B9%8C%E6%B1%9F
http://baike.baidu.com/item/%E4%BB%99%E5%B1%85
http://baike.baidu.com/item/%E6%9D%A8%E6%95%AC%E4%B9%8B/24679
http://baike.baidu.com/item/%E9%80%A2%E4%BA%BA%E8%AF%B4%E9%A1%B9
http://baike.baidu.com/item/%E6%93%A2
http://baike.baidu.com/item/%E6%93%A2
http://baike.baidu.com/item/%E5%85%A8%E5%94%90%E8%AF%97
http://baike.baidu.com/item/%E6%96%B0%E5%94%90%E4%B9%A6%C2%B7%E8%89%BA%E6%96%87%E5%BF%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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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百二十六、祝 

拼音：ㄓㄨˋ  Zhu 

郡望：太原郡 

勝跡：缺 

文獻：《西安上麓祝氏宗譜》 

（一）歷史 

    祝姓在中國大陸與臺灣均未進入前一百大姓。祝姓遠祖始於上古時期，有官

職「祝史」（管理祭祀時祝禱詞的官員），有些祝史後代即以官名為姓，或複姓祝

史，或姓祝。又有一說謂祝姓是上古火神祝融後代。周武王攻滅商朝後，將黃帝

一支後裔封在祝（今山東歷城縣西南），祝國公族後代即以國名為姓。  

（二）歷史名人 

    1、祝融：本名重黎，上古神話人物，號赤帝，後人尊為火神，廣東一帶亦

有尊為南海神。有人謂祝融是古時三皇五帝三皇之一，亦為夏神，是神農氏輔佐

神。據《山海經》記載，祝融居所是南方盡頭，是他傳下火種，教人類使用火的

方法。另一說祝融為顓頊帝孫重黎，高辛氏火正之官。在日常用語中，祝融是火

的代名詞；一些報紙新聞標題經常將祝融視為火災代稱。 

    2、祝英台：《梁祝》傳說中的女主角，生於東晉孝武帝太元二年（377），祝

家亦是由於北方出現五胡亂華局面而南遷的士族，定居會稽上虞（今紹興上虞

區)，在一處荒僻的梅溪源頭聚族而居，當地人稱此為祝家莊。 

    3、祝允明：字希哲，長洲（今江蘇吳縣）人，因長像奇特而自嘲醜陋。又

因右手有枝生手指，故自號枝山，世人稱為「祝京兆」，明代著名書法家。祝允

明科舉仕途頗為坎坷，十九歲中秀才，五次參加鄉試，才於明弘治五年（1492）

中舉，後七次參加會試不第。甚至其子祝續亦在前一科中進士，於是祝允明絕了

科舉念頭，以舉人選官。正德九年（1514）授為廣東興甯縣知縣，嘉靖元年（1522）

轉任應天（今南京）府通判，不久稱病還鄉。祝允明擅詩文，尤工書法，名動海

內。他與唐寅、文徵明、徐禎卿並稱「吳中四才子」，又與文徵明、王寵同為明

中期書家之代表。祝允明楷書早年精謹，師法趙孟頫、褚遂良，並從歐、虞而直

追「二王」。祝允明草書師法李邕、黃庭堅、米芾，功力深厚，晚年尤重變化，

風骨爛熳。祝允明代表作有《太湖詩卷》、〈箜篌引〉、〈赤壁賦〉等，所書〈六體

書詩賦卷〉、〈草書杜甫詩卷〉、〈古詩十九首〉、〈草書唐人詩卷〉及〈草書詩翰卷〉

等皆為傳世墨寶。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81%AB%E7%A5%9E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D%97%E6%B5%B7%E7%A5%9E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8%89%E7%9A%87%E4%BA%94%E5%B8%9D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A5%9E%E8%BE%B2%E6%B0%8F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1%B1%E6%B5%B7%E7%BB%8F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AB%98%E8%BE%9B%E6%B0%8F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81%AB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81%AB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B%A3%E5%90%8D%E8%A9%9E
http://baike.baidu.com/item/%E4%BA%94%E8%83%A1%E4%B9%B1%E5%8D%8E
http://baike.baidu.com/item/%E6%A2%85%E6%BA%AA
http://baike.baidu.com/item/%E5%94%90%E5%AF%85
http://baike.baidu.com/item/%E6%96%87%E5%BE%B5%E6%98%8E
http://baike.baidu.com/item/%E5%BE%90%E7%A5%AF%E5%8D%BF
http://baike.baidu.com/item/%E5%90%B4%E4%B8%AD%E5%9B%9B%E6%89%8D%E5%AD%90
http://baike.baidu.com/item/%E8%B5%B5%E5%AD%9F%E9%A0%AB
http://baike.baidu.com/item/%E6%9D%9C%E7%94%AB/635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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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百二十七、董 

拼音：ㄉㄨㄥˇ  Dong 

郡望：隴西郡 

勝跡：缺 

文獻：《董氏宗譜》 

（一）歷史 

    董姓在當今中國大陸姓氏中排名第二十九，在臺灣排名第七十。董姓出自己

姓，是黃帝後代。相傳黃帝子孫有一位叔安，受封於蓼，稱為蓼叔安。蓼叔安之

子名董父，因擅長馴養蛟龍，受舜封為御龍氏，且賜姓為董。董姓另一起源是春

秋時代大夫辛有二子在晉國主管典籍，因其職責是「董督晉史」，後代即將職務

「董」作為己姓。 

（二）遷徙分佈 

    辛有後代世襲晉國太史之職，至春秋時有史官董狐。晉靈公時晉卿趙盾因避

晉靈公殺害而出奔，未出境，其族人趙穿殺晉靈公。董狐認為責在趙盾，因此在

史冊上寫道：「趙盾弒其君。」由於他不畏權貴、秉筆直書，舊時被譽為良史。

董狐裔孫董翳秦末受項羽封為翟王，都高奴（在今陜西延安市延河東岸），子孫

遂居隴西（今屬甘肅）。西漢時董仲舒為廣川人（今河北棗強東），其曾孫自廣川

徙隴西，裔孫徙河東（今屬山西）。西漢武帝時功臣有董金吾，原為匈奴人。東

漢公孫述時，牂柯（今屬貴州）大姓有董氏。此外董姓在漢代還分布於今山東定

陶、高青，廣東廣州、四川資陽、德陽，浙江餘姚，湖北襄陽、枝江，福建福州、

河南禹州、伊川、南陽、開封、杞縣、信陽、靈寶等地。至隋唐時期除上述地區

外，今安徽、湖南、江蘇、江西等地皆有董姓居住。唐末固始（今屬河南）董氏

又有隨王潮、王審知入閩者。明代前董氏已遍布江南各省。董是臺灣第七十大姓，

於清康熙年間從中國大陸逐漸遷來。他們主要分布在彰化、臺南、嘉義及臺北、

新竹、南投、澎湖等地。康熙二十二年（1683）有弁屯董、朱、柯、越、黃五姓

移住今屏東縣恒春鎮，乾隆初年有董顯謨築大肚下堡玉田圳，引水開墾九弱黎莊。 

（三）堂號 

    1、直筆堂、良史堂：春秋時董狐是晉國史官，他寫史求實存真、不畏權勢。

晉靈公被弒，董狐在史書上寫道：「趙盾弒其君。」孔子誇讚他是良史。董狐後

世子孫即以此為典故，立堂號「直筆堂」、「良史堂」。 

（四）歷史名人 

    1、董仲舒：西漢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和今文經學大師，西漢廣川郡（今

河北棗強縣舊縣村）人。漢景帝時董仲舒任博士，講授《公羊春秋》。漢武帝元

http://baike.baidu.com/item/%E8%A5%BF%E6%B1%89
http://baike.baidu.com/item/%E4%BB%8A%E6%96%87%E7%BB%8F%E5%AD%A6
http://baike.baidu.com/item/%E6%B1%89%E6%99%AF%E5%B8%9D
http://baike.baidu.com/item/%E6%B1%89%E6%AD%A6%E5%B8%9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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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元年（西元前 134），漢武帝下詔徵求治國方略。董仲舒在著名的〈舉賢良對

策〉中，系統地提出「天人感應」、「大一統」學說和「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

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董仲舒「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主張為漢武帝

所納，使儒學成為正統思想，影響長達二千餘年。董仲舒之學以儒家宗法思想為

中心，雜以陰陽五行說，將神權、君權、父權、夫權予以貫，形成帝制神學體系，

提出天人感應、三綱五常等重要儒家理論。其後，董仲舒任江都易王劉非國相十

年，元朔四年（西元前 125）任膠西王劉端國相，四年後辭職回家著書寫作。以

後朝廷每有大事商議，皇帝即下令使者和廷尉前去董家徵詢其建議，表明董仲舒

仍受漢武帝尊重。董仲舒一生歷經四朝，度過西漢王朝極盛時期，西元前 104

年病故，享年約 75 歲。死後得漢武帝眷顧，賜葬於長安下馬陵。 

    2、董卓：字仲穎，隴西臨洮（今甘肅省岷縣）人，東漢末年獻帝時權臣，

官至太師，封郿侯。中平六年（189）董卓原本屯兵河東郡，因受大將軍何進、

司隸校尉袁紹所召，率軍進京討伐「十常侍」，卻趁何進死亡後參與朝政。隨後

董卓廢除少帝，改立獻帝，引發袁紹等人不滿。次年，袁紹聯合關東各地刺史、

太守討伐董卓。最終董卓為孫堅擊敗，退守長安。初平三年（192）四月，董卓

被其親信呂布所殺。 

    3、董其昌：字玄宰，號思白、香光居士，松江華亭（今上海閔行區馬橋）

人，明代書畫家。董其昌為萬曆十七年進士，授翰林院編修，官至南京禮部尚書，

卒後諡文敏。董其昌擅畫山水，師法董源、巨然、黃公望、倪瓚，筆致清秀中和，

恬靜疏曠；用墨明潔雋朗，溫敦淡蕩；青綠設色，古樸典雅。董氏以佛家禪宗喻

畫，倡「南北宗」論，為「華亭畫派」傑出代表，兼有「顏骨趙姿」之美。其畫

及畫論對明末清初畫壇影響甚大，書法出入晉唐，自成一格，能詩文。其存世作

品有〈岩居圖〉、〈明董其昌秋興八景圖冊〉、〈晝錦堂圖〉、〈白居易琵琶行〉、〈草

書詩冊〉、〈煙江疊嶂圖跋等，著有《畫禪室隨筆》、《容台文集》、《戲鴻堂帖》（刻

帖）等。 

 

 

 

 

 

 

 

 

 

 

 

 

 

http://baike.baidu.com/item/%E5%A4%A9%E4%BA%BA%E6%84%9F%E5%BA%94
http://baike.baidu.com/item/%E5%A4%A7%E4%B8%80%E7%BB%9F
http://baike.baidu.com/item/%E5%AD%94%E5%AD%90
http://baike.baidu.com/item/%E7%BD%A2%E9%BB%9C%E7%99%BE%E5%AE%B6%EF%BC%8C%E7%8B%AC%E5%B0%8A%E5%84%92%E6%9C%AF
http://baike.baidu.com/item/%E5%84%92%E5%AD%A6
http://baike.baidu.com/item/%E9%98%B4%E9%98%B3%E4%BA%94%E8%A1%8C%E8%AF%B4
http://baike.baidu.com/item/%E5%A4%A9%E4%BA%BA%E6%84%9F%E5%BA%94
http://baike.baidu.com/item/%E4%B8%89%E7%BA%B2%E4%BA%94%E5%B8%B8
http://baike.baidu.com/item/%E8%A5%BF%E6%B1%89
http://baike.baidu.com/item/%E4%B8%8B%E9%A9%AC%E9%99%B5
http://baike.baidu.com/item/%E9%99%87%E8%A5%BF
http://baike.baidu.com/item/%E9%99%87%E8%A5%BF
http://baike.baidu.com/item/%E7%94%98%E8%82%83%E7%9C%81
http://baike.baidu.com/item/%E7%94%98%E8%82%83%E7%9C%81
http://baike.baidu.com/item/%E7%8C%AE%E5%B8%9D
http://baike.baidu.com/item/%E5%A4%AA%E5%B8%88
http://baike.baidu.com/item/%E4%BD%95%E8%BF%9B
http://baike.baidu.com/item/%E5%90%95%E5%B8%83
http://baike.baidu.com/subview/1172202/9073479.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31575.htm
http://baike.baidu.com/subview/88750/8311608.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33894.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88741.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80620.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5863617.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1536925.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780763.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6093972.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099458.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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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百二十八、梁 

拼音：ㄌ一ㄤˊ  Liang 

郡望：安定郡 

勝跡：太原梁村遺址 

文獻：《梁氏七修族譜》 

（一）歷史 

    梁姓是當今中國大陸第二十一大姓，在臺灣排名第四十四。梁姓出自嬴姓，

是大禹時期治水名臣伯益之後。伯益後裔有位名非子，因善於養馬，受周孝王封

在秦，恢復嬴姓祭祀，稱為「秦嬴」。非子曾孫秦仲奉周宣王之命征討西戎，兵

敗被殺，其五位兒子領兵七千繼續征討，終於大獲全勝。周平王因此封秦仲季子

秦康於夏陽梁山而建立梁國。直至梁國為秦國所滅，梁國貴族出奔晉國，以梁國

之名為姓氏。梁姓還有其他來源，如春秋時期晉大夫梁益、梁弘，楚大夫梁公弘，

他們的梁姓皆因該國地名有一梁字，如梁城、高梁、曲梁等，因而以地名為姓。

另外周平王之子姬唐受封於南梁，其後代亦有人將梁作為己姓者。北魏孝文帝遷

都洛陽，將鮮氏卑族的拔列氏改為梁氏。 

（二）遷徙分佈 

    據《梁氏族譜》記載，梁益耳是梁康伯玄孫，居河東（郡治在今山西夏縣西

北禹王城），是為河東梁氏開基祖。梁鱔是康伯九世孫，晚年居住曲阜（今屬山

東），其子梁聰又遷至鄆州（今約山東沂水縣附近）。西漢平帝末年，梁益耳第

20 世孫梁橋徙居安定（大約在今甘肅涇川縣北涇河北岸），是安定梁氏開基宗

祖，還有一支移居扶風（今陜西興平縣東南）。東漢時除上述地區外，近今河南

和江南一些地方已有梁氏居民。西晉時有梁芬，其女為晉懷帝之后，因晉室離亂

而舉族隨晉室渡江，子孫在錢塘（今浙江杭州）、合浦（今屬廣西）等地間繁衍。

梁芬之孫梁遐在東晉任官，因桓玄纂位，被迫隨晉安帝逃至福建洛陽縣三山裡，

後在此定居，成為梁氏入閩始祖。唐代以前梁氏居住地又擴展至今河北、青海、

四川、湖南等地。世居陸渾的梁肅在安史叛軍入洛陽後，「竄身東下，旅於吳越。」

梁遐第 21 世孫梁頎在唐代移居泉州惠安縣黃淡村，第 25 世孫梁熙嘏在北宋時遷

入廣東順德石蠟，其第 4 世孫梁孟堅又遷至福建寧化石壁鄉。在此之後這支梁氏

始在閩、粵發展繁衍，至清康熙末年有部分人梁姓人氏移居臺灣，進而又有人遠

徙海外開基立業。 

（三）堂號 

    1、儀國堂、保善堂：宋朝時右丞相梁克家，風度修整，雖近親、權、幸（權

是大官，幸是寵官）請託，仍按原則辦事，受封為儀國公。因梁克家保全善良之

人，又受封為儀國公，故子孫以此為典故而立堂號「儀國堂」、「保善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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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歷史名人 

    1、梁鴻：字伯鸞，扶風平陵（今陝西咸陽）人，東漢詩人。梁鴻初入太學，

後回鄉娶孟氏，有德無容，取名孟光，字德曜。梁鴻入霸陵山隱居，以耕織為業。

漢章帝時梁鴻出函谷關過京城，作〈五噫歌〉諷世。漢章帝聞知不悅，下詔搜捕，

遂改姓運期，名耀。梁鴻南逃至吳，為人傭耕。東家見孟光進食舉案齊眉，認為

妻對夫如此敬重，絕非平常傭工，乃以禮相待，從而梁鴻得以閉門著書。梁鴻詩

歌僅存三首，載於《後漢書》，即〈五噫歌〉、〈適吳詩〉、〈思友詩〉。從形式看仍

以騷體為主，略有變化。 

    2、梁夫人：宋朝抗金女英雄，名將韓世忠繼室，即野史小說所稱梁紅玉。

梁氏主要事蹟載於宋朝李心傳撰《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宋史．韓世忠列傳》、《續

資治通鑑》等史書，及韓世忠墓誌、神道碑《中興佐命定國元勳之碑》等文獻，

源頭可能是成書最早的《要錄》。《要錄》共有六處提到梁氏，主要涉及四件事。

在她出生之地，人民建祠堂，俗稱「七奶奶廟」。 

    3、梁啟超：字卓如，一字任甫，號任公，又號飲冰室主人、飲冰子、哀時

客、中國之新民、自由齋主人。梁啟超為光緒年間舉人，近代思想家、政治家、

教育家、史學家、文學家。梁氏是戊戌變法（百日維新）領袖之一、中國近代維

新派、新法家代表人物。梁氏幼年時從師學習，八歲學為文，九歲能綴千言，十

七歲中舉，後從師於康有為。維新變法前，梁氏與康有為一起聯合各省舉人發動

「公車上書」運動，此後先後領導北京和上海「強學會」，又與黃遵憲一起辦《時

務報》，任長沙時務學堂主講，並著《變法通議》為變法做宣傳。戊戌變法失敗

後，梁氏與康有為一起流亡日本，政治思想逐漸走向保守，但他是近代文學革命

運動的理論宣導者。逃亡日本後，梁啟超在《飲冰室合集》、《夏威夷遊記》繼續

推廣「詩界革命」，批判以往詩中運用新名詞以表新意的作法。辛亥革命後，梁

氏一度入袁世凱政府擔任司法總長。之後他對袁世凱稱帝、張勳復辟等嚴詞抨

擊，並加入段祺瑞政府。他宣導新文化運動，支持五四運動。其著作合編為《飲

冰室合集》。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89%B6%E9%A3%8E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89%B6%E9%A3%8E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99%95%E8%A5%BF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99%95%E8%A5%BF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8%9C%E6%B1%89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4%AA%E5%AD%A6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D%9F%E5%85%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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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7%BD%E8%B0%B7%E5%85%B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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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baike.baidu.com/item/%E6%97%B6%E5%8A%A1%E6%8A%A5
http://baike.baidu.com/item/%E9%95%BF%E6%B2%99%E6%97%B6%E5%8A%A1%E5%AD%A6%E5%A0%82
http://baike.baidu.com/item/%E5%8F%98%E6%B3%95%E9%80%9A%E8%AE%AE
http://baike.baidu.com/item/%E5%8F%98%E6%B3%95/9374297
http://baike.baidu.com/item/%E6%97%A5%E6%9C%AC/111617
http://baike.baidu.com/item/%E6%94%BF%E6%B2%BB%E6%80%9D%E6%83%B3
http://baike.baidu.com/item/%E4%BF%9D%E5%AE%88
http://baike.baidu.com/item/%E6%96%87%E5%AD%A6%E9%9D%A9%E5%91%BD
http://baike.baidu.com/item/%E6%96%87%E5%AD%A6%E9%9D%A9%E5%91%BD
http://baike.baidu.com/item/%E8%AF%97%E7%95%8C%E9%9D%A9%E5%91%BD
http://baike.baidu.com/item/%E8%BE%9B%E4%BA%A5%E9%9D%A9%E5%91%BD
http://baike.baidu.com/item/%E8%A2%81%E4%B8%96%E5%87%AF
http://baike.baidu.com/item/%E8%A2%81%E4%B8%96%E5%87%AF%E7%A7%B0%E5%B8%9D
http://baike.baidu.com/item/%E5%BC%A0%E5%8B%8B%E5%A4%8D%E8%BE%9F
http://baike.baidu.com/item/%E6%AE%B5%E7%A5%BA%E7%91%9E
http://baike.baidu.com/item/%E6%96%B0%E6%96%87%E5%8C%96%E8%BF%90%E5%8A%A8
http://baike.baidu.com/item/%E4%BA%94%E5%9B%9B%E8%BF%90%E5%8A%A8
http://baike.baidu.com/item/%E9%A5%AE%E5%86%B0%E5%AE%A4%E5%90%88%E9%9B%86
http://baike.baidu.com/item/%E9%A5%AE%E5%86%B0%E5%AE%A4%E5%90%88%E9%9B%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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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百二十九、杜 

拼音：ㄉㄨˋ  Du 

郡望：京兆郡 

勝跡：缺 

文獻：《八仙源杜氏宗譜》 

（一）歷史 

    杜姓在當今中國大陸姓氏中排名第五十三，在臺灣排名第五十五。杜姓出自

祁姓，是帝堯裔孫劉累後代。堯之子丹朱受舜封於唐，史稱唐侯。丹朱裔孫劉累

因能馴養龍而封為御龍氏。西周初年唐國遭滅，周成王封己弟叔虞在唐，改封劉

累後代在杜，史稱杜伯。周宣王時杜伯因被冤枉遭宣王所殺，杜國因此滅國，杜

國子民有些即國名為己姓。杜姓還有一個起源，北魏孝文帝遷都洛陽，改鮮卑族

的獨孤渾氏為杜姓。杜姓早在黃帝時代即已出現，如釀酒鼻祖名為杜康。 

（二）遷徙分佈 

    杜姓在先秦時期播遷繁衍於今山西、山東、湖北、四川等省。漢代到南北朝

時期，杜氏在今河南境內分布較廣，如南陽、內黃、衛輝、登封、偃師、許昌、

林縣、鄧州、林寶、洛陽、新野等地均有其族人。此外，今四川、德陽、彭山、

綿陽、成都，山西、永濟、太原，安徽廬江霍山，浙江杭州，湖北襄陽，江蘇高

郵，河北臨漳、正定，山東濰坊、章丘等地，皆有杜氏聚居點。杜姓是臺灣第五

十五個大姓，主要分布在臺北一帶，其次是苗栗、新竹、臺南、彰化、臺中等地。 

（三）堂號 

    1、詩聖堂、少陵堂：唐代大詩人杜甫自號少陵野老，史冊又稱他為詩聖。

故杜甫子孫即以為典故而立堂號「詩聖堂」、「少陵堂」。 

（四）歷史名人 

    1、杜預：字元凱，京兆杜陵（今陝西西安東南）人，西晉時期著名政治家、

軍事家和學者，滅吳統一戰爭的統帥之一。杜預歷任曹魏尚書郎、西晉河南尹、

安西軍司、秦州刺史、度支尚書、鎮南大將軍，官至司隸校尉。太康五年閏十二

月（285 年初）杜預逝世，終年六十三歲，追贈征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諡

號成侯。杜預在滅吳功成後，耽思經籍、博學多通而多有建樹，被譽為「杜武庫」，

著有《春秋左氏經傳集解》及《春秋釋例》等。他是明朝前唯一同時進入文廟和

武廟之人。 

    2、杜甫：字子美，本襄陽人，後徙河南鞏縣，自號少陵野老，唐代詩人，

與李白合稱「李杜」。為與另二位詩人李商隱與杜牧即「小李杜」區別，杜甫與

李白又合稱「大李杜」，杜甫也常被稱為「老杜」。杜甫在古典詩歌影響深遠，被

http://baike.baidu.com/item/%E6%9D%9C%E9%99%B5
http://baike.baidu.com/item/%E6%B2%B3%E5%8D%97%E5%B0%B9
http://baike.baidu.com/item/%E5%BA%A6%E6%94%AF%E5%B0%9A%E4%B9%A6
http://baike.baidu.com/item/%E9%95%87%E5%8D%97%E5%A4%A7%E5%B0%86%E5%86%9B
http://baike.baidu.com/item/%E6%98%A5%E7%A7%8B%E5%B7%A6%E6%B0%8F%E7%BB%8F%E4%BC%A0%E9%9B%86%E8%A7%A3
http://baike.baidu.com/item/%E6%9D%9C%E7%94%AB
http://baike.baidu.com/item/%E5%94%90%E4%BB%A3
http://baike.baidu.com/item/%E6%9D%8E%E7%99%BD
http://baike.baidu.com/item/%E6%9D%8E%E5%95%86%E9%9A%90
http://baike.baidu.com/item/%E6%9D%9C%E7%89%A7
http://baike.baidu.com/item/%E4%B8%AD%E5%9B%BD%E5%8F%A4%E5%85%B8%E8%AF%97%E6%AD%8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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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人稱為詩聖，其詩被稱為詩史，後世稱杜甫為杜拾遺、杜工部，亦稱他杜少陵、

杜草堂。杜甫創作〈春望〉、〈北征〉、〈三吏〉、〈三別〉等名作，759 年杜甫棄官

入川，雖然躲避戰亂，生活相對安定，但仍心繫蒼生、胸懷國事。杜甫思想核心

是儒家仁政思想，他有「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的宏偉抱負。杜甫雖然在世

時名聲並不顯赫，但後來聲名遠播，對中國文學和日本文學產生深遠影響。杜甫

共有約 1500 首詩歌保留傳世，大多集於《杜工部集》。 

    3、杜牧：字牧之，號樊川居士，京兆萬年（今陝西西安）人。杜牧是唐代

傑出的詩人、散文家，是宰相杜佑之孫、杜從鬱之子。唐文宗大和二年，杜牧以

二十六歲中進士，授弘文館校書郎。後赴江西觀察使幕，轉淮南節度使幕，又入

觀察使幕，理人國史館修撰，膳部、比部、司勳員外郎，黃州、池州、睦州刺史

等職。杜牧因晚年居長安南樊川別墅，故後世稱「杜樊川」，著有《樊川文集》。

杜牧詩歌以七言絕句著稱，內容以詠史抒懷為主。其詩英發俊爽，多切經世之物，

在晚唐成就頗高。杜牧人稱「小杜」，以別杜甫「大杜」。杜牧又與李商隱並稱「小

李杜」。 

    4、杜秋娘：《資治通鑒》稱杜仲陽，後世多稱為杜秋娘，是唐代金陵人。杜

秋娘 15 歲時成為李錡妾侍，元和二年（807 年）李錡正式起兵造反，後造反失

敗，杜秋被納入宮中，頗受唐憲宗寵倖。元和十五年（820 年）唐穆宗即位，任

命杜秋娘為兒子李湊的傅姆。後李湊被廢去漳王之位，杜秋娘賜歸故鄉。杜牧經

過金陵時，見她又窮又老，作〈杜秋娘詩〉以簡述其身世。 

 

 

 

 

 

 

 

 

 

 

 

 

 

 

 

 

 

 

 

http://baike.baidu.com/item/%E8%AF%97%E5%9C%A3
http://baike.baidu.com/item/%E8%AF%97%E5%8F%B2
http://baike.baidu.com/item/%E6%98%A5%E6%9C%9B
http://baike.baidu.com/item/%E5%8C%97%E5%BE%81
http://baike.baidu.com/item/%E4%B8%89%E5%90%8F
http://baike.baidu.com/item/%E4%B8%89%E5%88%AB
http://baike.baidu.com/item/%E4%BB%81%E6%94%BF
http://baike.baidu.com/item/%E4%B8%AD%E5%9B%BD%E6%96%87%E5%AD%A6
http://baike.baidu.com/item/%E6%97%A5%E6%9C%AC%E6%96%87%E5%AD%A6
http://baike.baidu.com/item/%E6%9D%9C%E5%B7%A5%E9%83%A8%E9%9B%86
http://baike.baidu.com/view/17592.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7592.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68693.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04811.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705948.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33138.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33138.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57363.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67955.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54646.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802837.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802837.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675526.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582554.htm
http://baike.baidu.com/subview/2211/9582491.htm
http://baike.baidu.com/subview/6028/10842872.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7796.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7796.htm
http://baike.baidu.com/item/%E8%B5%84%E6%B2%BB%E9%80%9A%E9%89%B4
http://baike.baidu.com/item/%E9%87%91%E9%99%B5
http://baike.baidu.com/item/%E6%9D%8E%E9%94%9C
http://baike.baidu.com/item/%E5%85%83%E5%92%8C
http://baike.baidu.com/item/%E5%94%90%E5%AE%AA%E5%AE%97
http://baike.baidu.com/item/%E5%94%90%E7%A9%86%E5%AE%97
http://baike.baidu.com/item/%E6%9D%8E%E5%87%91
http://baike.baidu.com/item/%E5%82%85%E5%A7%86
http://baike.baidu.com/item/%E6%9D%9C%E7%89%A7
http://baike.baidu.com/item/%E6%9D%9C%E7%A7%8B%E5%A8%98%E8%AF%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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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百三十、阮 

拼音：ㄖㄨㄢˇ  Ruan 

郡望：陳留郡 

勝跡：缺 

文獻：《金華阮氏宗譜》 

（一）歷史 

    阮姓在中國大陸未列入前一百大姓，但在臺灣是第九十三大姓。阮姓遠祖起

源於商代。據《姓譜》及《通志．氏族略》記載，阮為商代諸侯小國，在岐山與

渭水之間（山西涇川縣），與周部落相鄰，後為周文王所滅。阮國後世子孫世代

即以阮為姓。古越南有阮氏王朝，因此今日越南多有阮姓者。阮姓在發展過程在

陳留聚居而成為大姓，陳留即為阮姓一大郡望。 

（二）歷史名人 

    1、阮籍：字嗣宗，陳留尉氏（今河南開封）人，三國曹魏詩人，「竹林七賢」

之一。阮籍曾任步兵校尉，人稱「阮步兵」，與嵇康並稱「嵇阮」。阮籍年幼喪父，

家貧勤學，少年即通詩書。阮籍本有輔佐天子，濟世安民之大志，但苦於時運，

在司馬懿、司馬昭父子執政下任官，動輒飲酒佯狂。司馬昭想為其子司馬炎求娶

阮籍女，阮籍連續醉酒六十多日，讓司馬昭找不到提出求親的機會，只得作罷。

阮籍思想可分為兩階段。早年阮籍信奉儒家思想，自述：「昔年十四五，志尚好

詩書。被褐懷珠玉，顏閔相與期。」甚至有「視彼莊周子，榮枯何足賴」的詩句，

表達對莊子想法的不認同。可是後來阮籍觀察當時政治現實殘酷後，逐漸接受老

莊思想，著有〈大人先生傳〉、〈達莊論〉等文章，批判儒學想法。因為當時政治

險惡，即便有濟世思想，作為文人也會在政治上不得意。面對同時代文人被誅殺

的命運，導致阮籍對現實希望破滅，自然趨於消極避世思想。阮籍這些充滿老莊

思想的文章，對當時玄學潮流產生一定影響。 

    2、阮元：字伯元，號雲台、雷塘庵主，晚號怡性老人，籍貫江蘇儀徵人，

乾隆五十四年進士，先後任禮部、兵部、戶部、工部侍郎，山東、浙江學政，浙

江、江西、河南巡撫及漕運總督、湖廣總督、兩廣總督、雲貴總督等職。阮元歷

乾隆、嘉慶、道光三朝，體仁閣大學士，太傅，諡號文達。阮元是著作家、刊刻

家、思想家，在經史、數學、天算、輿地、編纂、金石、校勘等方面都有著非常

高的造詣，被尊為三朝閣老、九省疆臣、一代文宗。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99%B3%E7%95%99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99%B3%E7%95%99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2%B3%E5%8D%97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2%B3%E5%8D%97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8%89%E5%9B%BD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B%B9%E9%AD%8F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AB%B9%E6%9E%97%E4%B8%83%E8%B4%A4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A0%A1%E5%B0%89#.E4.B8.9C.E6.B1.89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5%87%E5%BA%B7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4%A9%E5%AD%90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F%B8%E9%A6%AC%E6%87%BF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F%B8%E9%A6%AC%E6%98%AD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F%B8%E9%A9%AC%E7%82%8E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4%92%E5%AE%B6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E%8A%E5%AD%90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0%81%E5%BA%84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0%81%E5%BA%84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4%92%E5%AD%B8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0%81%E5%BA%84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0%81%E5%BA%84
http://baike.baidu.com/item/%E9%9B%B7%E5%A1%98
http://baike.baidu.com/item/%E5%98%89%E5%BA%86
http://baike.baidu.com/item/%E9%81%93%E5%85%89
http://baike.baidu.com/item/%E4%BD%93%E4%BB%81%E9%98%81%E5%A4%A7%E5%AD%A6%E5%A3%AB
http://baike.baidu.com/item/%E5%A4%A9%E7%AE%97
http://baike.baidu.com/item/%E8%88%86%E5%9C%B0
http://baike.baidu.com/item/%E7%BC%96%E7%BA%82
http://baike.baidu.com/item/%E9%87%91%E7%9F%B3/4861873
http://baike.baidu.com/item/%E6%A0%A1%E5%8B%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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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百三十一、藍 

拼音：ㄌㄢˊ  Lan 

郡望：汝南郡 

勝跡：缺 

文獻：《藍氏續修族譜》 

（一）歷史 

    藍姓在中國大陸未入前一百大姓，但在臺灣是第六十六大姓。對於藍姓的起

源，古書未有詳盡記載。藍姓最早出現在戰國時期，梁惠王三年，秦子向受封於

藍田（今陜西藍田），人稱「藍君」，可能是其後代子孫以封地名藍為姓。古書記

載戰國時中山國有大夫藍諸，藍姓郡望為中山，可能與此有關。但具體如何，古

書未有詳細記載。藍姓亦有一支出自羋姓。春秋後期楚國有大夫名亹，因任藍縣

尹，又稱藍尹亹，藍尹亹後代子孫以藍為姓，稱為藍姓。藍姓現多被誤寫成「蘭」

姓，但是二者起源並不相同。  

（二）遷徙分佈 

    藍氏在臺灣為第六十六大姓，其住地以臺北一地最盛，其次是南投、屏東兩

地。藍氏自閩、粵一帶遷居入臺，是在清代初年。當時漳州人藍鳳到達今臺南大

農村和大康村開基，康熙六十年（1721）朱一貴起義反清時，又有一位粵籍義民

藍溢海定居於下淡水港。 

（三）堂號 

1、戒君堂：春秋楚昭王時，伍子胥為報楚平王殺父之仇，率吳軍攻破楚國

郢都。楚昭王倉皇出逃至成臼河邊，這時有條船離開岸邊。楚昭王認得船上是藍

尹亹及其妻兒，便要求上船。渠料藍尹亹毫不理睬，楚昭王大聲呼喊幾次，藍尹

亹才告訴楚王現在楚國滅亡都是其過錯，何故逃至水邊？楚昭王無奈，僅能從陸

路逃至隨國。後楚昭王在秦國協助下回國復位，這時藍尹亹又來求見。楚昭王大

怒，欲逮捕之。令尹子西在旁勸阻，認為可先聽其言。藍尹亹回答道，前任令尹

子常因積怨太多，引起國人不和，所以敗給吳軍。現今楚王是否仍循此失敗之途？

藍尹亹認為自己在成臼河不救楚王是藉此告誡，希望楚王有所改變。現在求見楚

王便是觀察楚王是否改變，若楚王仍不願改，楚國必然亡國。既然如此，自己這

條命又有何值得顧惜？楚昭王為警誡自己，於是重新任用藍尹亹。藍尹亹子孫以

此為典故，立堂號「戒君堂」。 

（四）歷史名人 

1、藍采和：姓許、名堅，字伯通，是道教八仙之一，唐玄宗時人，手捧花

籃。花籃裡包羅萬象，神秘莫測，芳香襲人，能廣通神明，驅除邪靈。他經常並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81%93%E6%95%99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81%93%E6%95%99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4%90%E7%8E%84%E5%AE%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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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持大拍版，穿破爛衣服，一隻腳穿靴，另一隻打赤腳，於長安市上乞討。乞討

得來的銀錢有時贈與窮人，有時花在酒肆中，醉了就唱歌，歌詞多充滿神仙之意。

另外，他又喜歡於夏天穿厚厚的衣服，冬天躺在雪地上並且身上冒出白色的熱

氣。相傳有人在童年及老年見過他，藍采和容貌未曾改變。最後藍采和得鍾離權

度化，於酒樓乘醉騎鶴而去，在八仙中排第六位。民間傳說的八仙分別是鐵拐李、

鍾離權、張果老、呂洞賓、何仙姑、藍采和、韓湘子、曹國舅。有人研究，漢、

六朝時已有「八仙」一詞，原指漢晉以來神仙家所幻想的一組仙人，直至唐代「八

仙」都僅是空泛名詞。明代中葉吳元泰《東遊記》和湯顯祖《邯鄲夢》問世後，

才正式確定八仙人物。據華軒居士最早史料佐證，北宋乾德四年應李玄之邀在石

筍山聚會，才形成八仙之說。實際上藍采和年齡和性別未知，但很多人說他是貌

似少女的男童。道教一些經典説法是兼具男女特徵，意即陰陽結合。加上藍采和

性格古怪，使他成爲八仙中最神秘難懂的一位。 

2、藍繼宗：字承祖，廣州南海人，原為南漢皇帝劉鋹宮中小宦官，十二歲

時隨劉鋹降宋，進入北宋皇宮任職。他在北宋先後經歷宋太祖、宋太宗、宋真宗、

宋仁宋四朝，深得歷代皇帝信任。藍繼宗曾隨宋太宗出征北漢，負責在軍中傳旨。

藍繼宗還曾出巡秦州，為知州溫仲舒辯誣，支持溫仲舒驅逐渭南番族，將渭南從

邊地變成內地。藍繼宗出任賞賜黨項首領李德明加恩使時，還以精准射術贏得李

德明尊重。藍繼宗年老後以景福殿使、邕州觀察使身分回家養病，去世後贈官安

德軍節度使，諡號僖靖。 

3、藍玉：元末定遠（今屬安徽定遠縣）人，常遇春妻弟，明朝開國將領。

藍玉有膽有謀，勇敢善戰，屢立戰功，官拜大將軍，封涼國公。藍玉於捕魚兒海

大破北元，基本摧毀其職官體系而名震天下。洪武十二年（1379）藍玉受封永昌

侯，洪武二十年（1387）拜征虜大將軍，洪武二十一年（1388）拜大將軍、涼國

公。藍玉是常遇春妻弟，常遇春是太子朱標岳父，藍玉是太子妃舅父，因極力維

護太子的儲君地位，與早已覬覦皇位的燕王交惡。朱元璋為兒子朱標組建當時明

朝一流武人集團班底，做為兒子繼承大統徹底清除北元而預備。然太子死而皇孫

幼，朱標太子武人集團班底全部被屠戮乾淨。洪武二十六年（1393 年），藍玉以

謀反罪被殺，剝皮實草，傳示各地。究其黨羽，牽連致死者達一萬五千餘人，史

稱「藍玉案」。 

4、藍廷珍：字荊璞，漳浦縣湖西人，康熙三十四年任浙江定海營把總，四

十四年升溫州鎮右營遊擊，五十八年升澎湖副將、南澳總兵，六十年上書自薦，

出師臺灣征戰朱一貴義軍。平臺後藍廷珍奉命繼續留台，署理提督職務，前後三

年之久。在這段時間藍廷珍對臺灣的治理和開拓，提出一系列很有遠見的建議和

措施，對臺灣歷史發展生成深遠影響。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95%B7%E5%AE%89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8A%80%E9%8C%A2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9%85%92%E8%82%86&action=edit&redlink=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4%8F%E5%A4%A9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6%AC%E5%A4%A9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9B%AA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8D%BE%E9%9B%A2%E6%AC%8A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8D%BE%E9%9B%A2%E6%AC%8A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93%81%E6%8B%90%E6%9D%8E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92%9F%E7%A6%BB%E6%9D%83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C%B5%E6%9E%9C%E8%80%8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0%95%E6%B4%9E%E5%AE%BE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D%95%E4%BB%99%E5%A7%9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9F%A9%E6%B9%98%E5%AD%90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B%B9%E5%9C%8B%E8%88%85
http://baike.baidu.com/item/%E5%88%98%E9%8B%B9
http://baike.baidu.com/item/%E5%88%98%E9%8B%B9
http://baike.baidu.com/item/%E5%AE%8B%E5%A4%AA%E7%A5%96
http://baike.baidu.com/item/%E5%AE%8B%E5%A4%AA%E5%AE%97
http://baike.baidu.com/item/%E5%AE%8B%E7%9C%9F%E5%AE%97
http://baike.baidu.com/item/%E5%AE%8B%E4%BB%81%E5%AE%8B
http://baike.baidu.com/item/%E6%B8%A9%E4%BB%B2%E8%88%92
http://baike.baidu.com/item/%E6%9D%8E%E5%BE%B7%E6%98%8E/21713
http://baike.baidu.com/item/%E8%A7%82%E5%AF%9F%E4%BD%BF
http://baike.baidu.com/item/%E8%8A%82%E5%BA%A6%E4%BD%BF
http://baike.baidu.com/item/%E5%AE%89%E5%BE%BD
http://baike.baidu.com/item/%E5%B8%B8%E9%81%87%E6%98%A5
http://baike.baidu.com/item/%E6%98%8E%E6%9C%9D/141291
http://baike.baidu.com/item/%E6%8D%95%E9%B1%BC%E5%84%BF%E6%B5%B7
http://baike.baidu.com/item/%E6%8D%95%E9%B1%BC%E5%84%BF%E6%B5%B7
http://baike.baidu.com/item/%E5%8C%97%E5%85%83
http://baike.baidu.com/item/%E8%81%8C%E5%AE%98
http://baike.baidu.com/item/%E5%B8%B8%E9%81%87%E6%98%A5
http://baike.baidu.com/item/%E8%93%9D%E7%8E%89%E6%A1%88
http://baike.baidu.com/view/59028.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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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百三十二、閔 

拼音：ㄇㄧㄣˇ  Min 

郡望：魯郡 

勝跡：缺 

文獻：《全國閔氏族譜》 

（一）歷史 

閔姓在中國大陸與臺灣均未進入前壹百大姓。閔氏出自姬姓，以謚號為氏。

春秋時代魯莊公卒後，公子啟繼位為君，是為魯閔公，閔公繼位不到兩年便遭慶

父所弒。古代閔與憫、湣字義相同，皆有憐惜之意，魯閔公後世以其謚號閔為姓。 

（二）遷徙分佈 

閔氏源於魯國國都，今山東濟寧曲阜。戰國時魯地先為楚國所滅，後為齊國

所據，閔氏子孫便散居山東。秦漢之際因避亂、仕宦、謀生等原由，閔氏逐漸遷

於今陜西、河北、河南、山西等省。春秋時周大夫閔子馬封地隴西，歷兩漢四百

餘年成為隴西望族。東漢中葉，隴西閔氏部分後人西遷山西太原，昌盛為太原郡。

西漢光武中興，閔業因功受封為關內侯，子孫遂落籍於今陜西西安。三國兩晉南

北朝時，中國歷史上最大規模的移民運動之一開啟，閔氏後人同其他中原士族為

避亂進入今安徽、江蘇、江西、浙江、湖北等南方省分。唐宋之際，閔氏逐漸在

長江中下游地區播遷。北宋年間，閔稱道出使高麗，後定居朝鮮驪興。宋末元初，

閔姓人士有避亂進入今廣東者。明初時山西閔姓作為洪洞大槐樹遷民姓氏之一，

被分遷於今甘肅、山東、河南、寧夏、北京、天津、陜西等地。明末時有沿海閔

姓渡過臺灣海峽播遷於臺島，亦有飄洋過海遠徒東南亞及歐美各地。 

（三）歷史名人 

1、閔子騫：名損，字子騫，尊稱閔子，世以字行。閔子騫祖籍魯國，徒居

宋國相邑，是孔子高徒，在孔門以德行與顏回並稱，為七十二賢之一。閔子騫其

父閔世恭以啟蒙教書為生，後逢魯國三桓把持朝政而國政日非，遂舉家遷居宋國

相邑之東。閔子為人所稱道者主要是其孝行，孔子稱讚云：「孝哉，閔子騫！人

不間於其父母昆弟之言。」元朝編撰《二十四孝圖》閔子騫排在第三 

 

 

 

 

 

 

  

http://baike.baidu.com/subview/169458/7879374.htm
http://baike.baidu.com/subview/169458/7879374.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176.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6198.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670616.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485295.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567.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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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百三十三、席 

拼音：ㄒㄧˊ  Xi 

郡望：安定郡 

勝跡：缺 

文獻：《江蘇吳縣席氏家譜十六卷》 

（一）歷史 

據《萬姓宗譜》的記載，堯為部落首領時，遇自稱席氏的老翁，擊壤（古代

投擲的遊戲）而歌。堯聽後很是佩服，於是拜他為師，席師就是席氏始祖。席氏

亦有從籍姓所改者。秦朝末年項羽手下有名為籍歸者，為避項羽名諱（項羽名籍）

而改籍為席姓。後項羽戰敗自殺，籍氏不用改姓避諱，於是有部分恢復族姓，有

部分沿襲席姓，形成席姓的一支。 

（二）堂號  

1、嘉會堂：宋朝尚書司封郎席汝言喜交友，和文彥博、傅弼、司馬旦、司

馬光兄弟、王安石、楚王叔等人分別形成耆英會、令甲會、真率會，朋友很多。

其後世子孫以此為典故，立堂號「嘉會堂」。 

（三）歷史名人  

1、席書：字文同，號元山，明四川潼川州遂寧縣吉祥鄉（今遂寧市蓬溪縣

吉祥鎮）人，明代學者、官員。明朝順五年（1461）生，明弘治元年（1488 年）

中舉，弘治三年（1490 年）中進士，授任山東郯縣（今山東省郯城縣北）知縣。

正德中，歷河南按察司僉事、貴州提學副使、右副僉都禦史，巡撫湖廣。明世宗

即位，「大禮」議起。席書揣摩帝意，草疏以宋英宗入繼大統為例，議尊皇父興

獻王為皇考興獻帝。疏成，席書以示桂萼，桂萼遂上其疏，正合帝意，賜召見席

書，特旨授禮部尚書。自此明世宗倚為親信，眷顧隆異，雖輔臣不敢望。嘉靖六

年（1527）二月初五日進武英殿大學士致仕，賜第京師，同年卒，年六十七。贈

太傅，諡文襄，有《大禮集議》等。 

2、席佩蘭：清代女詩人，袁枚女弟子，名蕊珠，字韻芬，一字遺華，號浣

雲、道華、佩蘭等，昭文（今江蘇常熟）人，是內閣中書席寶箴孫女，常熟孫原

湘妻。席佩蘭擅畫蘭，詩天機清妙，後嫁常熟孫原湘為妻。夫婦倡隨，名重一時。

席佩蘭為袁枚女弟子中詩才最著者，其詩作「字字出於性靈，不拾古人牙慧，而

能天機清妙，音節琮琤。」（袁枚《長真閣集題辭》），著有《長真閣集》七卷、《傍

杏樓調琴草》等。《長真閣集》卷首有袁枚題詞，稱「似此詩才，不獨閨中罕有

其儷也。」 

 

 

http://baike.baidu.com/item/%E5%90%B4%E5%8E%BF/10898157
http://baike.baidu.com/item/%E6%96%87%E5%90%8C
http://baike.baidu.com/item/%E9%81%82%E5%AE%81%E5%8E%BF
http://baike.baidu.com/item/%E9%81%82%E5%AE%81%E5%B8%82
http://baike.baidu.com/item/%E5%BC%98%E6%B2%BB
http://baike.baidu.com/item/%E5%BC%98%E6%B2%BB
http://baike.baidu.com/item/%E4%BD%A5%E9%83%BD%E5%BE%A1%E5%8F%B2
http://baike.baidu.com/item/%E7%8C%AE%E5%B8%9D
http://baike.baidu.com/item/%E6%A1%82%E8%90%BC
http://baike.baidu.com/item/%E6%AD%A6%E8%8B%B1%E6%AE%BF%E5%A4%A7%E5%AD%A6%E5%A3%AB
http://baike.baidu.com/item/%E5%A4%AA%E5%82%85
http://baike.baidu.com/item/%E6%96%87%E8%A5%84
http://baike.baidu.com/item/%E5%A4%A7%E7%A4%BC%E9%9B%86%E8%AE%AE
http://baike.baidu.com/item/%E8%A2%81%E6%9E%9A
http://baike.baidu.com/item/%E6%98%AD%E6%96%87
http://baike.baidu.com/item/%E5%AD%99%E5%8E%9F%E6%B9%98
http://baike.baidu.com/item/%E5%AD%99%E5%8E%9F%E6%B9%98
http://baike.baidu.com/item/%E5%AD%99%E5%8E%9F%E6%B9%98
http://baike.baidu.com/item/%E8%A2%81%E6%9E%9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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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百三十四、季 

拼音：ㄐㄧˋ  Ji 

郡望：渤海郡 

勝跡：缺 

文獻：《百官季氏宗譜》 

（一）歷史 

季姓在中國大陸與臺灣均未進入前一百大姓。傳說黃帝之孫顓頊裔孫陸終有

子名季連，季連後代即以季字為姓。由於陸終姓羋，因此這支季姓起源於羋姓。

春秋魯桓公有子季友，為魯國國相，其子孫亦有以其名季為姓者。這支季姓是魯

國公族，起源於姬姓。另有一支源於姬姓之季氏，出自春秋時期吳國公族季札。

季札是春秋時期吳國公族，為吳王壽夢第四子，姬諸樊之弟，受封於延陵（今江

蘇常州）、州來（今安徽鳳台）兩地，史稱延陵季子、延州來季子，季札子孫有

以季為姓者。季姓後在山東渤海郡發展成望族，世稱「渤海堂」。  

（二）堂號 

1、三思堂：春秋時魯國季文子聰明又好學，遇到問題肯向人求教，遇事再

三考慮成熟才去進行。後人以此為典故，立堂號「三思堂」。 

（三）歷史名人 

1、季札：姬姓，名札，又稱公子札、延陵季子、延州來季子、季子，吳王

壽夢幼兒子。吳王壽夢欲傳位有賢名的幼子季札，季札推薦長兄諸樊繼承王位，

自己避居鄉野。壽夢卒後，壽夢長子諸樊再讓季札，季札推拒，諸樊於是即王位，

並聲明自己卒後由季札繼位。諸樊卒後壽夢次子餘祭再讓季札，季札仍是不受，

於是餘祭封季札至延陵。餘祭卒後由壽夢三男餘眛繼位，餘昧卒後使者迎季札繼

承王位。季札不去，反而逃走。王位最後由吳王壽夢庶長子吳王僚繼承。餘眛之

子公子光不服吳王僚，派刺客將他刺殺，即位為吳王闔閭。 

2、季布：楚地人，曾效力西楚霸王項羽，多次擊敗劉邦軍隊。項羽敗亡後，

季布遭漢高祖劉邦懸賞緝拿，後在夏侯嬰說情下，劉邦饒赦季布，並拜為郎中。

漢惠帝時季布官至中郎將，漢文帝時任河東郡守。季布為人仗義，好打抱不平，

以信守諾言、講信用著稱。所以楚國人廣泛流傳「得黃金百斤，不如得季布一諾」

之諺語，「一諾千金」成語亦從此而來。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7%AC%E5%A7%93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3%BD%E5%A4%A2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AB%B8%E6%A8%8A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D%99%E7%A5%AD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B%B6%E9%99%B5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A6%80%E7%9C%9B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0%B4%E7%8E%8B%E5%83%9A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0%B4%E7%8E%8B%E5%83%9A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0%B4%E7%8E%8B%E9%98%96%E9%97%BE
http://baike.baidu.com/item/%E9%83%8E%E4%B8%AD
http://baike.baidu.com/item/%E4%B8%80%E8%AF%BA%E5%8D%83%E9%87%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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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百三十五、麻 

拼音：Ma 

郡望：上谷郡 

勝跡：缺 

文獻：《麻氏族譜》 

（一）歷史 

麻姓在中國大陸與臺灣均未進入前一百大姓。麻姓起源有二：一支麻姓起源

於熊姓。春秋楚國有位大夫姓熊，受封於麻（今湖北麻城），其子孫即以封地名

麻為姓。另一支起源於春秋齊國大夫麻嬰，其子孫以其名字之「麻」為姓。麻姓

後在上谷郡發展成望族，世稱「上谷堂」。  

（一）歷史名人 

    1、麻秋：山西太原人，羯族。南北朝時將北方匈奴、鮮卑、羯、氐、羌五

部少數民族稱為北方五胡。麻秋曾受後趙石虎命為征東將軍，曾任涼州刺史。麻

秋在後趙征戰多年，轉戰東西南北，尤其是涼州、長安作戰次數最多、時間最長，

從西元 346 年至 350 年達 4 年之久。西元 350 年 3 月因毒殺苻洪後，遭苻健斬殺

身亡。麻秋性暴戾殘忍，百姓如有孩子啼哭，母親恐嚇曰：「麻胡來了。」小兒

往往啼聲立止。 

 

 

 

 

 

 

 

 

 

 

 

 

 

 

 

 

 

 

http://baike.baidu.com/view/934947.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40885.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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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百三十六、強 

拼音：ㄑㄧㄤˊ  Qiang 

郡望：天水郡 

勝跡：缺 

文獻：《強氏宗譜》 

（一）歷史 

強姓在中國大陸與臺灣均未進入前一百大姓。強姓起源頗廣，同時為炎帝和

黃帝傳人。黃帝玄孫有禺疆，禺疆子孫即以「疆」為姓，後又演變為「強」姓。

炎帝後代公叔強，春秋時在齊國作官，子孫亦以其名為姓。強姓還有其他起源。

春秋初期鄭國大夫強俎，子孫亦以期名字為姓。晉朝時前秦符堅後代亦有部分改

姓「強」。三國時蜀國官員強端遷徙至略陽（今甘肅秦安），歷來強姓名門望族有

很多出自甘肅。此外，強姓後來還在丹陽郡發展成望族，世稱「丹陽堂」。  

（二）堂號 

1、浚渠堂：唐朝雍州司戶參軍強循，因是時雍州缺水，很多百姓和牲畜渴

死。強循發動群眾開渠引水，為雍州解決飲水問題，升任大理少卿右庶子。強循

子孫便以此為典故，立堂號「浚渠堂」。 

（三）歷史名人 

1、強至：字幾聖，杭州（今屬浙江）人，宋仁宗慶曆六年（1046 年）進士，

充泗州司理參軍，歷官浦江、東陽、元城令。宋英宗治平四年（1067 年），韓琦

聘強至為主管機宜文字，後在韓琦幕府六年。熙寧五年（1072），召判戶部勾院、

群牧判官，熙寧九年（1076）遷祠部郎中、三司戶部判官，不久卒。強至之子強

浚明收集其遺文，編《祠部集》四十卷，曾鞏為之序，已佚。清代強汝詢《求益

齋文集》卷八《祠部公家傳》有傳。 

2、強行健：字順之。號易窗，後改名健，清朝上海（今屬上海市）人。強

行健幼時家貧，好學不倦，後又行醫，藉所得以養親。學宗朱丹溪謂強行健用藥

偏於寒涼，人稱「石膏強」。後強行健又工詩書，尤精篆刻，著有《印論》、《印

管》、《醫案》、《傷寒直指》等書。 

 

 

 

 

 

 

 

http://baike.baidu.com/view/3285985.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81834.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81834.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7500.htm
http://baike.baidu.com/item/%E6%9C%B1%E4%B8%B9%E6%BA%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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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百三十七、賈 

拼音：ㄐㄧㄚˇ  Jia 

郡望：武威郡 

勝跡：缺 

文獻：《南源賈氏宗譜》 

（一）歷史 

賈姓在當今中國大陸姓氏中排名第四十五。賈姓出自姬姓，是黃帝後裔。周

朝時周成王姬誦封己弟叔虞封於唐，史稱唐叔虞。至周康王時，叔虞幼子公明又

受封於賈，史稱賈伯。春秋時賈國為晉所滅，賈國人有些即以國名為姓氏。賈姓

另有一源。晉國公子重耳流亡十九年後，終成晉國君主，且封功臣狐偃之子狐射

姑於賈。狐射姑字季，因此狐射姑又稱賈季，狐射姑後代以封邑為自姓。 

（二）遷徙分佈 

賈氏發源於今山西，先秦時期已有遷至今河南、山東者。此後河南賈氏繁衍

昌盛，人丁興旺，又衍生出許多支派，如西漢政論家、文學家賈誼即河南人。兩

漢時已有賈氏遷居今陜西，如東漢時平陵（今陜西鹹陽西北）人賈徽，據說是賈

誼後裔。南北朝時賈氏繼續外遷，北周、北齊皆有賈姓族人遷居今河北。至遲在

東晉已有賈姓族人南下渡江，居住今江浙一帶。五代時賈氏有人遷居今福建，宋

朝有人遷居今四川，可見唐、宋時期江南許多地方已有賈姓居民。賈氏移居海外

約始於清代，今新加坡等國皆有賈姓華僑。 

（三）堂號 

1、至言堂：漢時賈山博覽群書，上奏朝廷談治亂之道，借秦朝滅亡為喻，

名為《至言》。賈山子孫以此為典故，立堂號「至言堂」。 

（四）歷史名人 

1、賈誼：洛陽（今河南洛陽東 ）人，西漢初年著名政論家、文學家，世稱

賈生。賈誼少有才名，十八歲時以善文為郡人所稱。漢文帝時賈誼任博士，遷太

中大夫，受大臣周勃、灌嬰排擠，謫為長沙王太傅，故後世亦稱「賈長沙」、「賈

太傅」。三年後賈誼受召回長安，為梁懷王太傅。梁懷王墜馬而死，賈誼深自歉

疚，抑鬱而亡，時僅三十三歲。司馬遷對屈原、賈誼都寄予同情，為二人合寫一

傳，後世因而常將賈誼與屈原並稱「屈賈」。賈誼著作主要有散文和辭賦兩類，

深受莊子與列子影響。賈誼主要文學成就是政論文，評論時政，風格樸實峻拔，

議論酣暢，魯迅稱之為「西漢鴻文」，代表作有〈過秦論〉、〈論積貯疏〉、〈陳政

事疏〉等。賈誼辭賦皆為騷體，形式趨於散體化，是漢賦發展的先聲，以〈弔屈

原賦〉、〈鵩鳥賦〉最為著名。 

http://baike.baidu.com/item/%E9%95%BF%E6%B2%99%E7%8E%8B
http://baike.baidu.com/item/%E6%A2%81%E6%80%80%E7%8E%8B
http://baike.baidu.com/item/%E5%B1%88%E8%B4%BE
http://baike.baidu.com/item/%E8%BF%87%E7%A7%A6%E8%AE%BA
http://baike.baidu.com/item/%E8%AE%BA%E7%A7%AF%E8%B4%AE%E7%96%8F
http://baike.baidu.com/item/%E9%99%88%E6%94%BF%E4%BA%8B%E7%96%8F
http://baike.baidu.com/item/%E9%99%88%E6%94%BF%E4%BA%8B%E7%96%8F
http://baike.baidu.com/item/%E9%B5%A9%E9%B8%9F%E8%B5%8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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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百三十八、路 

拼音：ㄌㄨˋ  Lu 

郡望：陽平郡 

勝跡：缺 

文獻：《河東路氏七修族譜》 

（一）歷史 

路姓在中國大陸與臺灣均未進入前一百大姓。路姓起源很廣，最初起源有

三：一支起源於姬姓。傳說黃帝生玄囂，玄囂生帝嚳，帝嚳生帝摯，帝摯生玄元，

玄元在堯時受封為路中侯，玄元子孫即以封地名「路」為姓。一支路姓起源於古

帝陸終之子求言。此外，古代有潞水，亦稱路水（今山西濁漳河），居住於此者

因以為姓。路姓後在陽平郡發展成望族，世稱「陽平堂」。  

（二）歷史名人 

    1、路博多：西漢武帝朝名將，西河平州（今山西離石）人。漢武帝元鼎六

年（西元前 111）路博多與樓船將軍楊僕等進擊嶺南，十月俘殺叛將，平定叛亂，

結束南越國地方政權統治。漢廷將南越屬地嶺南、交趾和海南諸地分置九郡，其

中珠崖、儋耳兩郡在海南。這是漢廷首次在海南設立行政建置，將海南納入中國

版圖，直接管轄。路博多後因犯法被削爵貶官，改任強弩都尉，在居延屯田，不

久去世。 

    2、路敬淳：唐朝貝州臨清人，少有志學，足不履門。路氏居親喪，倚廬不

出者三年，後舉為進士，遷崇賢館學士。路氏奉詔編輯慶郵儀典，又著《姓略》、

《衣冠系錄》等書。唐初姓譜學唯敬淳名家，後有撰次者皆本於路氏。路氏盡究

姓族之根源及枝脈，當時無出其右者。 

 

 

 

 

 

 

 

 

 

 

 

 

 

http://baike.baidu.com/view/403207.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9072.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37275.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441837.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227667.htm
http://baike.baidu.com/subview/5532883/5571174.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300919.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29607.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804471.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683401.htm
http://baike.baidu.com/subview/5226356/5255383.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39170.htm
http://baike.baidu.com/subview/686395/8386250.htm
http://baike.baidu.com/subview/686395/8386250.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5200.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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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百三十九、婁 

拼音：ㄌㄡˊ  Lou 

郡望：東陽郡 

勝跡：缺 

文獻：《天樂婁氏宗譜》 

（一）歷史 

婁姓在中國大陸與臺灣均未進入前一百大姓。婁姓最初起源有二：一支始於

周代，是古帝王顓頊之後。周武王攻滅商朝後，教顓頊後代封在婁地，建立諸侯

國邾婁國，邾婁國公族後代即有以國名之「婁」為姓者。另一支婁姓起源於姒姓。

夏少康裔孫東樓公受封於杞，後杞國在春秋時為楚攻滅。杞國公族子孫後遷居於

婁地，即以婁為姓。因此這支婁姓起源於古代帝王大禹。另據《魏書．官氏志》

記載，南北朝民族大融合時，北魏鮮卑族貴族匹婁氏、伊婁氏、乙那婁氏隨北魏

孝文帝南下定居洛陽，亦改姓漢姓「婁」。婁姓後在東陽郡發展成望族，世稱「東

陽堂」。  

（二）歷史名人 

    1、婁敬：又名劉敬，生卒年不詳，西漢初齊國盧（今山東省濟南長清）人，

西漢初年官員。婁敬作為齊國戍卒，正被發往隴西（今甘肅一帶）戍邊，同鄉虞

將軍引薦他見劉邦，力陳都城不宜建洛陽而應在關中。劉邦疑而未決，張良明言

以建都關中為便，遂定都長安。遂賜婁敬姓劉，拜為郎中，號奉春君。漢高祖七

年（西元前 200）婁敬出使匈奴，認為不可擊匈奴。劉邦非但不聽，破口大罵，

反將他押在廣武（山西省代縣西南陽明堡鎮）。劉邦先到平城（山西省大同市），

主力未至，冒頓單于傾全國 40 萬大軍乘劉邦巡視白登（今山西大同東北）之際

將劉邦團團圍住。陳平解白登之圍後，高祖復歸至廣武，特赦劉敬，當面認錯，

封二千戶，為建信侯。婁敬建議與匈奴和親，並徙六國後裔和強宗豪族十餘萬人

至關中，成為漢初基本國策。 

2、武明皇后婁昭君：代郡平城（今山西大同）人，鮮卑族，北魏真定侯婁

提孫女，贈司徒婁內幹之女，北齊奠基人高歡之妻，北齊文宣帝高洋、孝昭帝高

演、武成帝高湛生母。婁昭君平日柔順勤儉，謙卑自守，親自紡織針補，視姬妾

所生諸子均十分慈愛，不異己出，對諸子每人必賜一袍一褲。婁昭君時常向高歡

進言，有才必用，不能以私廢公。婁昭君處事能顧全大局，常委曲求全。高歡受

封渤海王，婁昭君為渤海王妃。高歡卒後，其長子高澄繼任其位，婁昭君進封渤

海太妃。西元 550 年婁昭君次子高洋稱帝，尊婁昭君為太后。西元 559 年高洋去

世，太子高殷繼位，尊婁昭君為太皇太后。西元 560 年婁昭君廢黜高殷，改立六

子高演為帝，婁昭君再度為皇太后。西元 561 年高演去世，婁昭君立九子高湛為

帝，仍為皇太后。西元 562 年婁昭君去世，與高歡葬於義平陵，諡號神武明皇后。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A5%BF%E6%BC%A2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1%B1%E6%9D%B1%E7%9C%8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1%B1%E6%9D%B1%E7%9C%8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95%BF%E6%B8%85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E%98%E5%93%A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A%89%E9%82%A6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97%9C%E4%B8%AD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C%A0%E8%89%AF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B5%90%E5%A7%93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83%8E%E4%B8%AD_(%E5%AE%98%E8%81%8C)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6%92%E9%A0%93%E5%96%AE%E4%BA%8E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99%B3%E5%B9%B3_(%E6%BC%A2%E6%9C%9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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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百四十、危 

拼音：ㄨㄟˊ  Wei 

郡望：汝南郡 

勝跡：缺 

文獻：《萍瀏危氏四修族譜》 

（一）歷史 

危姓在中國大陸與臺灣均未進入前一百大姓。據《姓苑》、〈舜典〉、《潛夫論》

記載，「舜遷三苗於三危」，三危是今甘肅敦煌一帶，三苗遂以居住地名「危」為

姓。古代三苗據考證本是在今湖南岳陽、湖北武昌和江西九江一帶，但遭舜帝逐

至今甘肅。從記載推測，當時三苗族應是屬少數民族。危姓後在汝南郡發展成望

族，世稱「汝南堂」。  

（二）堂號 

1、太史堂：明朝時危素少通五經，元朝時已任經筵檢討。危素修纂《宋史》、

《遼史》、《金史》，官至翰林學士。元朝亡後危素又修《元史》，是當時著名史學

家。危素後人以此為典故，立堂號「太史堂」。 

（三）歷史名人 

1、危全諷：字上練，又字忠練，唐末五代時人，江右豪傑。危全諷籍貫江

西撫州，於唐末黃巢起義時以自衛鄉黨為名起兵，逐步據有撫州全境，割據稱雄。

危全諷主政撫州 27 年，在唐末戰亂連連時期，修築城池、安定環境、發展農桑，

使撫州成為眾人嚮往的名邑。 

2、危素：字太樸，一字雲林，元末江西金溪縣黃通高橋人，唐代撫州刺史

危全諷之後。危素少通五經，博學多才，師從吳澄、范槨。元朝至正年間，危素

受薦授經筵檢討，參與修宋、遼、金三史，累官至翰林學士承旨。洪武二年（1369）

危素授侍講學士知制誥，與宋濂等同修《元史》，後謫居和州。危素工書法，擅

楷、行、草，尤精楷書。《書史會要》稱：「危素善楷書，有釋智永、虞永興典則。」

危素作品有《陳氏方寸樓記楷書卷》，有弟子宋璲、杜環、詹希元等，洪武五年

（1372）卒。著有《說學齋稿》四卷，《雲林集》二卷，又有《草廬年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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