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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百四十一、江 

拼音：ㄐㄧㄤ  Jiang 

郡望：濟陽郡 

勝跡：缺 

文獻：《江氏統會宗譜》 

（一）歷史 

江姓在中國大陸是第七十九大姓，在臺灣是第二十五大姓。江姓遠祖源於夏

禹時期，相傳大禹大臣伯益因輔佐大禹有功，受封於江地（今河南正陽）。周朝

時由於江國於周朝不同源，被視為「淮夷」看待，後又遭楚國侵略而亡國。江國

國人為不忘故國，便以國名為姓氏。因伯益為嬴姓，知江姓乃自嬴姓派生而來。

江姓得姓後，有一支江姓首領江貞率領北遷濟水流域，後朝廷在此設置濟陽郡，

於是世稱這支江氏為「濟陽江氏」。另外，還有一支江姓族人遷移至河南淮陽一

帶，世稱「淮陽江氏」。宋朝時福建泉州人翁乾度使其六子分為六姓，其中第二

子為江姓，於是該房子孫皆為江。另外，在今日河南正陽由於是江國故地，亦有

相當部分人士為江氏族人。  

（二）遷徙分佈 

江氏發源於河南正陽，早期主要在河南發展繁衍。亡國後的江氏子孫先自正

陽向北逃到淮陽（今屬河南），又自淮陽繼續北遷至陳留圉縣（今河南杞縣於鎮），

後又遷至濟陽考城（今河南蘭考）。另外還有一部分江國子孫逃到齊（今山東臨

淄一帶）。唐初河南固始人陳政、陳元光父子奉命入閩，開辟漳州郡，隨行軍校

有 91人 60多姓，便在在福建落籍，其中有河南江姓，這是江姓最早入閩者。宋

代由於金兵攻占汴京，中原人數次大規模南流。江氏有一支自汴京遷至杭州仁和

（今浙江杭州市），還有一支由江塙率領遷至江西都昌。其後江萬抗元殉國，江

萬之弟及子孫由江西遷福建寧化石壁村，其後又有徙永定高頭鄉及平和葛布大溪

村。臺灣江姓自中國大陸移入已有二百六十餘年歷史，江氏在臺灣繁衍，遍於各

縣市，並成為全臺第二十五大姓。 

（三）堂號 

1、忠廉堂：宋代高尉江灝因勤王有功而升建浦丞，後因統義兵捕盜有功，

歷任柳州、象州兩州知府，為官既忠且廉。故其子孫以此為典故，立堂號「忠廉

堂」以為紀念。 

（四）歷史名人 

1、江淹：字文通，南朝著名政治家、文學家，歷仕三朝，宋州濟陽考城（今

河南省商丘市民權縣程莊鎮江集村）人。江淹少時孤貧好學，六歲能詩，文章華

http://baike.baidu.com/item/%E5%8D%97%E6%9C%9D
http://baike.baidu.com/item/%E5%AE%8B%E5%B7%9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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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baike.baidu.com/item/%E6%B0%91%E6%9D%83%E5%8E%BF


8百家姓彙整 141-160 

 2 

著，十三歲喪父。江淹二十歲左右在新安王劉子鸞幕下任職，開始其政治生涯。

齊高帝聞其才，召授尚書駕部郎，驃騎參軍事。齊明帝時江淹任御史中丞，先後

彈劾中書令謝朏等人。梁武帝時江淹任驃騎將軍兼尚書左丞，歷仕南朝宋、齊、

梁三代。江淹卒於梁武帝天監四年（505）卒，諡憲伯，武帝為之穿孝舉哀，葬

於民權縣程莊鎮江墓店（今李堂南嶽莊村）。 

2、江永：清代著名經學家、音韻學家、天文學家和數學家，皖派經學創始

人。江永字慎修，又字慎齋，安徽省婺源縣（今屬江西省）人。江永係生員出身，

晚年入貢。江永博通古今，尤長於考據之學，深究《三禮》，撰《周禮疑義舉要》

頗有創見。江永於音韻、樂律、天文、地理均有研究，著述甚多，《四庫全書》

收其所著書至十餘部。戴震、程瑤田、金榜等皆其弟子。 

 

 

 

 

 

 

 

 

 

 

 

 

 

 

 

 

 

 

 

 

 

 

 

 

 

 

 

 

http://baike.baidu.com/item/%E5%88%98%E5%AD%90%E9%B8%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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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百四十二、童 

拼音：ㄊㄨㄥˊ  Tong 

郡望：雁門郡 

勝跡：缺 

文獻：《懷玉童氏宗譜》 

（一）歷史 

童姓在中國大陸未列入前一百位大姓，在臺灣排第九十七位。黃帝有子名顓

頊，顓頊又有子名老童。相傳此人聲音洪亮，為顓頊所喜愛。老童子孫有一支即

以其名為姓，此即童姓主要來源。童姓還有另一支起源。春秋時期晉國有大夫名

胥童，為奸臣所害。其家人亦遭追殺，於是被迫逃出晉國，並改胥姓為童，以躲

避禍患。  

（二）歷史名人 

1、童貫：字道夫（一作道輔），開封人，北宋權宦，「六賊」之一（蔡京、

王黼、童貫、朱勔、李邦彥、梁師成），性巧媚。童貫初任供奉官，在杭州為宋

徽宗搜括書畫奇巧，助蔡京為相。蔡京薦其為西北監軍，領樞密院事，掌兵權二

十年，權傾內外。時稱蔡京為「公相」，稱他為「媼相」。宣和四年童貫攻遼失敗，

乞金兵代取燕京，以百萬貫贖燕京等空城而回，侈言恢復之功。宣和七年（1125）

金兵南下，童貫由太原逃至開封，隨宋徽宗南逃。宋欽宗即位，童貫遭處死。 

 

 

 

 

 

 

 

 

 

 

 

 

 

 

 

 

 

http://baike.baidu.com/view/466337.htm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94%A1%E4%BA%AC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8E%8B%E9%BB%BC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AB%A5%E8%B2%AB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C%B1%E5%8B%94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9%82%A6%E5%BD%A5_(%E5%8C%97%E5%AE%8B)&action=edit&redlink=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A2%81%E5%B8%AB%E6%88%90
http://baike.baidu.com/view/59503.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874731.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5826524.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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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百四十三、顏 

拼音：ㄧㄢˊ  Yan 

郡望：魯郡 

勝跡：缺 

文獻：《顏氏族譜》 

（一）歷史 

顏姓在中國大陸未列入百家姓前一百位，在臺灣位列第四十五位。顏姓有兩

個起源。一支起源曹姓。周朝時有邾國，邾國國君有位邾武公，其名為顏，所以

當時人們又稱他為「顏公」，後邾顏公一支庶出子孫遂取顏為己姓。因邾國本為

曹姓，故此支顏氏乃自曹姓派生而得。顏姓還有一支起源於姬姓，時間較第一支

晚。魯國始祖伯禽，是周公旦長子。周公東征勝利後，周成王將殷民六族和原本

奄國屬地封予伯禽，國號為魯。伯禽又分封其庶子至顏邑，此支後代即以封地為

姓。《清朝通志．氏族略．蒙古八旗姓》記載：乞顏氏古稱乞雅惕氏，或乞牙惕

氏，亦稱奇顏氏、怯特氏、奇渥溫氏、乞雅惕氏、其莫額德氏、其木德氏、乞袁

氏等，皆由乞顏氏部族分衍的氏族名稱，是蒙古最古老姓氏，至今已二千餘年歷

史。乞顏氏族人漢姓多以諧音漢字所改單字漢姓，主要為顏氏、吳氏、烏氏、鄔

氏、齊氏、祁氏、陳氏、秦氏等。主兒乞氏多改漢字姓為朱氏、周氏、康氏、齊

氏、祁氏、陳氏、秦氏等。更加古老的乞顏氏，其族人漢姓多是以諧音漢字所改

單字漢姓，主要有顏氏、齊氏、祁氏、陳氏、秦氏、吳氏、烏氏、鄔氏等。 

（二）堂號 

1、復聖堂：孔子弟子顏回，春秋時魯國人，勤儉好學，樂道安貧。孔子讚

歎顏回云：「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

賢哉回也！」顏回二十九歲時頭髮全白，三十二歲去世。顏回卒後魯哀公曾詢問

孔子弟子誰最好學？孔子回答說：「有顏回者好學，不遷怒，不貳過。不幸短命

死矣！今也則亡，未聞好學者也。」後世將顏回列為孔門七十二賢人之一，以德

行著稱。後世儒家尊他為「復聖」（孔子為至聖，孟子為亞聖，顏子為復聖，曾

參為宗聖）。顏回子孫以此為典故，立堂號「復聖堂」。 

（三）歷史名人 

    1、顏之推：字介，生於南朝梁建康郡（今江蘇省南京市），原籍琅邪郡臨沂

縣（今山東省臨沂市），為南齊治書禦史顏見遠之孫、南梁諮議參軍顏協之子。

顏之推著有《顏氏家訓》，在家庭教育發展史有重要影響，是南北朝後期重要散

文作品。《北齊書》本傳所載《觀我生賦》，亦為賦作名篇。顏之推早傳家業，12

歲時聽講老莊之學，因「虛談非其所好，還習《禮》《傳》」，生活上「好飲酒，

多任縱，不修邊幅。」他博覽群書，為文辭情並茂，得梁湘東王賞識，19 歲就

http://baike.baidu.com/item/%E4%B8%B4%E6%B2%82%E5%B8%82
http://baike.baidu.com/item/%E5%8D%97%E9%BD%90
http://baike.baidu.com/item/%E9%A2%9C%E8%A7%81%E8%BF%9C
http://baike.baidu.com/item/%E5%AD%99/34292
http://baike.baidu.com/item/%E5%8D%97%E6%A2%81
http://baike.baidu.com/item/%E5%8D%97%E6%A2%81
http://baike.baidu.com/item/%E5%8F%82%E5%86%9B/10367905
http://baike.baidu.com/item/%E5%8F%82%E5%86%9B/10367905
http://baike.baidu.com/item/%E5%AD%90/3135568
http://baike.baidu.com/item/%E4%BD%9C%E5%93%81/33189
http://baike.baidu.com/item/%E8%80%81%E5%BA%84
http://baike.baidu.com/item/%E7%A4%BC
http://baike.baidu.com/item/%E4%BC%A0
http://baike.baidu.com/item/%E4%B8%8D%E4%BF%AE%E8%BE%B9%E5%B9%85
http://baike.baidu.com/item/%E5%8D%9A%E8%A7%88%E7%BE%A4%E4%B9%A6


8百家姓彙整 141-160 

 5 

任為國左常侍。顏之推後投奔北齊，歷二十年，官至黃門侍郎。西元 577年北齊

為北周所滅，他被征為御史上士。西元 581年隋朝代北周，他又於隋文帝開皇年

間受召為學士，不久以疾終。依他自敍，「予一生而三化，備苶苦而蓼辛」，歎息

自己「三為亡國之人。」《顏氏家訓》共二十篇，是顏之推以儒家思想教訓子孫，

保持自己家庭傳統與地位，撰寫的一部系統完整的家庭教育教科書。這是他一生

關於士大夫立身、治家、處事、為學的經驗總結，對中國家庭教育發展史上有重

要影響。 

    2、顏師古：名籀，字師古，隋唐時以字行，故稱顏師古。顏師古為雍州萬

年人，生於京兆萬年（今西安），祖籍琅邪臨沂（今山東臨沂）。顏師古是唐初儒

家學者，經學家、訓詁學家、歷史學家，名儒顏之推之孫、顏思魯之子。隋文帝

時顏師古曾任安養縣尉，唐朝建立後擔任中書舍人，專掌機密。唐太宗即位後，

拜顏師古為中書侍郎，封琅邪縣子，累官秘書監、弘文館學士。貞觀十九年（645）

顏師古隨從唐太宗征遼東，途中病故，年六十五，諡號戴。顏師古少傳家業，遵

循祖訓，博覽群書、學問通博，擅長於文字訓詁、聲韻、校勘之學。他還是研究

《漢書》的專家，對兩漢以來經學史亦十分熟悉。著有《匡謬正俗》、《漢書注》、

《急就章注》及集。 

    3、顏真卿：字清臣，生於京兆（今西安）。安史之亂中，顏真卿因在平原郡

守任上毅然起義抗賊，立下汗馬功勞而受朝廷重用，歷任吏部尚書、刑部尚書等

要職，封魯郡開國公，世稱顏魯公。唐德宗時李希烈叛亂，顏真卿以社稷為重，

親赴敵營曉以大義，凜然拒賊，終被縊殺。顏真卿是繼王羲之後成就最高，影響

最大的書法家，成為中國文人書法的重要里程碑。他轉益多師、一變成法，創造

出方嚴正大、樸拙雄渾、大氣磅礴的楷書書法審美範式。他的行草亦傳遞出沉著

痛快、豪邁灑脫的大師氣象。顏真卿傳世作品主要有〈祭侄稿〉、〈爭座位〉及〈麻

姑碑〉等眾多碑刻。 

 

 

 

 

 

 

 

 

 

 

 

 

 

 

http://baike.baidu.com/item/%E9%BB%84%E9%97%A8%E4%BE%8D%E9%83%8E
http://baike.baidu.com/item/%E9%9A%8B%E6%96%87%E5%B8%9D
http://baike.baidu.com/item/%E9%A2%9C%E6%B0%8F%E5%AE%B6%E8%AE%AD
http://baike.baidu.com/item/%E5%A3%AB%E5%A4%A7%E5%A4%AB
http://baike.baidu.com/item/%E9%9A%8B%E5%94%90
http://baike.baidu.com/item/%E9%9B%8D%E5%B7%9E
http://baike.baidu.com/item/%E4%BA%AC%E5%85%86
http://baike.baidu.com/item/%E7%90%85%E9%82%AA
http://baike.baidu.com/item/%E5%84%92%E5%AE%B6/945629
http://baike.baidu.com/item/%E5%84%92%E5%AE%B6/945629
http://baike.baidu.com/item/%E7%BB%8F%E5%AD%A6%E5%AE%B6
http://baike.baidu.com/item/%E5%8E%86%E5%8F%B2%E5%AD%A6%E5%AE%B6/70885
http://baike.baidu.com/item/%E9%A2%9C%E4%B9%8B%E6%8E%A8
http://baike.baidu.com/item/%E9%A2%9C%E6%80%9D%E9%B2%81
http://baike.baidu.com/item/%E9%9A%8B%E6%96%87%E5%B8%9D
http://baike.baidu.com/item/%E9%9A%8B%E6%96%87%E5%B8%9D
http://baike.baidu.com/item/%E5%AE%89%E5%85%BB
http://baike.baidu.com/item/%E5%AE%89%E5%85%BB
http://baike.baidu.com/item/%E4%B8%AD%E4%B9%A6%E8%88%8D%E4%BA%BA
http://baike.baidu.com/item/%E5%94%90%E5%A4%AA%E5%AE%97
http://baike.baidu.com/item/%E4%B8%AD%E4%B9%A6%E4%BE%8D%E9%83%8E
http://baike.baidu.com/item/%E7%90%85%E9%82%AA
http://baike.baidu.com/item/%E7%90%85%E9%82%AA
http://baike.baidu.com/item/%E7%A7%98%E4%B9%A6%E7%9B%91
http://baike.baidu.com/item/%E5%BC%98%E6%96%87%E9%A6%86%E5%AD%A6%E5%A3%AB
http://baike.baidu.com/item/%E8%B4%9E%E8%A7%82/3695091
http://baike.baidu.com/item/%E8%BE%BD%E4%B8%9C
http://baike.baidu.com/item/%E6%B1%89%E4%B9%A6
http://baike.baidu.com/item/%E4%B8%A4%E6%B1%89
http://baike.baidu.com/item/%E5%8C%A1%E8%B0%AC%E6%AD%A3%E4%BF%97
http://baike.baidu.com/item/%E6%B1%89%E4%B9%A6%E6%B3%A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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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百四十四、郭 

拼音：ㄍㄨㄛ  Guo 

郡望：太原郡 

勝跡：缺 

文獻：《郭氏族譜》 

（一）歷史 

郭姓是當今中國大陸第十八大姓，在臺灣排名第十四。郭姓出自姬姓，是由

虢姓轉化而來。西周初年周武王封文王之弟姬叔於虢，建立虢國。西周末年因虢

國弱小，遭鄭武公以武力占領，並聲稱係因護送周平王東遷洛陽有功而受封，楚

莊王因此出兵討伐周朝。周平王尋得姬叔後裔姬序，並封他為虢君。虢國仍遭晉

國覆滅，該國國人即以國名為姓。郭姓很早即已存在，夏朝有郭支、郭哀，商朝

有郭崇。又有一種說法，謂箕子號郭叔，是郭姓始祖，然其後代現已無記錄。  

（二）遷徙分佈 

春秋戰國時期，郭氏除留居今河南、陜西、山西省外，已播遷於今山東、河

北。至秦、漢時，郭氏有部分族人徙居江南。漢代後較長時期內，太原一直是郭

氏發展繁衍中心。此外，郭氏在漢代又有居於今內蒙、甘肅、四川、安徽者。三

國時吳國有富春人（今屬浙江）郭成，晉代有武昌人（今屬湖北）郭翻，聞喜人

（今屬山西）郭璞於西晉末避亂徙居建康（今江蘇南京）。唐初與唐末，河南郭

氏曾兩次向今福建遷徙：一是唐朝總章年間光州固始人郭淑翁隨陳政、陳元光父

子入閩開辟漳州，在龍溪郭埭鄉安家落戶。又有將佐郭益，亦隨陳氏父子入閩。

一是郭嵩隨王審知從弟王想入閩，家於新寧，子孫傳衍於仙遊、莆田及南安之蓬

島鄉。1127 年宋高宗南逃，大批中原人隨之逃往江南，居於今江蘇、浙江、湖

北、湖南、江西、福建、兩廣，其中亦有不少郭姓族人。以後有部分郭姓人士從

臺灣遠徙歐美及東南亞。臺灣郭姓以臺南最多，次為臺北和嘉義，在臺灣百家姓

中名列第十四位。據史載，中國大陸郭姓遷居入臺始於明末清初，最早是福建和

廣東兩地郭姓後代。 

（三）堂號 

1、尊賢堂：戰國時燕昭王招賢，郭隗對他說：大王希望招賢，可以先從我

開始。大王對我當賢人尊重，比我更賢能者將紛紛前往燕國。於是燕昭王為他建

宮室曰金臺，並奉為老師。於是樂毅、鄒衍、劇辛及其他有才能者皆歸附燕國，

燕國於是逐步強大。郭隗子孫以此為典故，立堂號「尊賢堂」以為堂號。 

（四）歷史名人 

1、郭璞：字景純，河東郡聞喜縣（今山西省聞喜縣）人，兩晉時期著名文

http://baike.baidu.com/item/%E9%97%BB%E5%96%9C%E5%8E%BF
http://baike.baidu.com/item/%E4%B8%A4%E6%99%8B
http://baike.baidu.com/item/%E6%96%87%E5%AD%A6/64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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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家、訓詁學家、風水學者，建平太守郭瑗之子。西晉末年郭璞為宣城太守殷祐

參軍，晉元帝時拜著作佐郎，與王隱共撰《晉史》。郭璞後為大將軍王敦記室參

軍，以卜筮不吉為由，勸阻王敦謀反而遇害。王敦之亂平定後，朝廷追贈郭璞為

弘農太守。宋徽宗時追封聞喜伯，元順帝時加封靈應侯。郭璞為正統的正一道教

徒，郭璞除家傳《易》學外，還承襲道教術數學，是兩晉時代最著名的方術士，

傳說他擅長預卜先知和諸多奇異方術。他好古文、奇字，精天文、曆算、卜筮，

長於賦文，尤以「遊仙詩」名重當世。《詩品》稱其「始變永嘉平淡之體，故稱

中興第一」，《文心雕龍》也說：「景純仙篇，挺拔而俊矣。」郭璞曾為《爾雅》、

《方言》、《山海經》、《穆天子傳》、《葬經》作注而傳於世，明有輯本《郭弘農集》。 

2、郭子儀：華州鄭縣（今陝西渭南華州區） 人，祖籍山西太原，唐代政治

家、軍事家。郭子儀早年以武舉高第入仕從軍，積功至九原太守，一直未受重用。

安史之亂爆發後，郭子儀任朔方節度使，率軍勤王，收復河北、河東，拜兵部尚

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至德二年（757）郭子儀與廣平王李俶收復西京長安、

東都洛陽，以功加司徒，封代國公。乾元元年（758）八月，郭子儀進位中書令。

乾元二年（759）五月，郭子儀因承擔相州兵敗之責，被解除兵權，處於閑官。

寶應元年（762）初，太原、絳州兵變，郭子儀被封為汾陽王，出鎮絳州評定叛

亂，不久又被解除兵權。廣德元年（763）冬，唐朝廷與唐朝軍將發生矛盾導致

長安缺乏防禦，程元振隱瞞軍情不報，吐蕃趁機長安缺乏防禦之時入寇，攻入長

安。唐代宗啟用郭子儀，郭子儀調集軍隊。吐蕃占長安十餘日，聽聞郭子儀與唐

軍靠近，吐蕃立即逃離長安。西元 765年唐朝官員僕固懷恩反叛，引吐蕃、回紇

入寇，郭子儀在騎說服回紇，唐軍騎兵聯合回紇，大破吐蕃。大曆十四年（779）

郭子儀被尊為「尚父」，進位太尉、中書令。建中二年（781）郭子儀去世，追贈

太師，諡號忠武。 

3、郭守敬：字若思，順德府邢臺縣（今河北邢臺市邢臺縣）人，元朝著名

天文學家、數學家、水利工程專家。郭守敬早年師從劉秉忠、張文謙，官至太史

令、昭文館大學士、知太史院事，世稱「郭太史」。元仁宗延祐三年（1316）郭

守敬逝世，享年八十六歲，著有《推步》、《立成》等十四種天文曆法著作。郭守

敬在天文、曆法、水利和數學等方面皆有卓越成就。他自至元十三年（1276）起，

奉命修訂新曆法，歷時四年，制訂出通行三百六十餘年的《授時曆》，成為當時

世界上最先進的曆法。為修訂曆法，郭守敬還改制、發明簡儀、高表等十二種新

儀器。至元元年（1264）郭守敬奉命修浚西夏境內的古渠，更立閘堰，使當地農

田得以灌溉。至元二十八年（1291）郭守敬任都水監，負責修治元大都至通州的

運河，耗時一年完成全部工程，定名通惠河，發展南北交通和漕運事業。1970

年國際天文學會以郭守敬之名，為月球上的一座環形山命名為「郭守敬環形山」。 

1977年 3月，國際小行星中心將小行星 2012命名為「郭守敬小行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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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百四十五、梅 

拼音：ㄇㄟˊ  Mei 

郡望：汝南郡 

勝跡：缺 

文獻：《江都仙女鎮梅氏三修宗譜》 

（一）歷史 

    梅姓在中國大陸和臺灣都未列入百家姓前一百位。梅姓出自子姓。殷商時有

梅國，是殷商同姓封國。殷王太丁分封其弟於梅國（今安徽毫縣東南），世稱梅

伯。梅伯是忠於國家、愛護百姓的王族，但商末紂王殘暴荒淫，導致國家敗壞、

百姓苦難。梅伯關心民生疾苦，眼見國家如此頹唐，心急如焚。梅伯曾多次勸說

紂王改邪歸正，紂王竟惱羞成怒並因此用殘酷刑法將梅伯折磨至死。周武王起兵

擊敗紂王奪得天下，周武王很尊重梅伯為人，追加梅伯稱號為忠侯，並優待梅伯

子孫後代。梅伯子孫為紀念梅伯，即以封地為姓氏。  

（二）歷史人物 

    1、梅堯臣：字聖俞，世稱宛陵先生，宣州宣城（今安徽省宣城市宣州區）

人，北宋著名詩人，給事中梅詢從子。梅堯臣初以恩蔭補桐城主簿，歷鎮安軍節

度判官，於皇祐三年（1051）始得宋仁宗召試，賜同進士出身，為太常博士。梅

氏因歐陽修推薦為國子監直講，累遷尚書都官員外郎，故世稱「梅直講」、「梅都

官」。嘉祐五年（1060）卒，年五十九。梅堯臣少即能詩，與蘇舜欽齊名，時號

「蘇梅」，又與歐陽修並稱「歐梅」。梅堯臣為詩主張寫實，反對西崑體，所作力

求平淡、含蓄，被譽為宋詩開山祖師。梅堯臣曾參與編撰《新唐書》，並為《孫

子兵法》作注，另有《宛陵先生集》及《毛詩小傳》等。 

 

 

 

 

 

 

 

 

 

 

 

 

 

http://baike.baidu.com/item/%E5%AE%A3%E5%B7%9E
http://baike.baidu.com/item/%E5%AE%A3%E5%B7%9E
http://baike.baidu.com/item/%E5%AE%89%E5%BE%BD
http://baike.baidu.com/item/%E5%AE%A3%E5%9F%8E
http://baike.baidu.com/item/%E5%8C%97%E5%AE%8B
http://baike.baidu.com/item/%E6%A2%85%E8%AF%A2
http://baike.baidu.com/item/%E6%81%A9%E8%8D%AB
http://baike.baidu.com/item/%E7%9A%87%E7%A5%90
http://baike.baidu.com/item/%E5%AE%8B%E4%BB%81%E5%AE%97
http://baike.baidu.com/item/%E5%90%8C%E8%BF%9B%E5%A3%AB%E5%87%BA%E8%BA%AB
http://baike.baidu.com/item/%E5%A4%AA%E5%B8%B8%E5%8D%9A%E5%A3%AB
http://baike.baidu.com/item/%E6%AC%A7%E9%98%B3%E4%BF%AE
http://baike.baidu.com/item/%E5%91%98%E5%A4%96%E9%83%8E
http://baike.baidu.com/item/%E5%98%89%E7%A5%90
http://baike.baidu.com/item/%E8%8B%8F%E8%88%9C%E9%92%A6
http://baike.baidu.com/item/%E8%8B%8F%E6%A2%85/67118
http://baike.baidu.com/item/%E6%AC%A7%E6%A2%85
http://baike.baidu.com/item/%E8%A5%BF%E6%98%86%E4%BD%93
http://baike.baidu.com/item/%E5%AE%8B%E8%AF%97
http://baike.baidu.com/item/%E7%BC%96%E6%92%B0
http://baike.baidu.com/item/%E6%96%B0%E5%94%90%E4%B9%A6
http://baike.baidu.com/item/%E5%AD%99%E5%AD%90%E5%85%B5%E6%B3%95/136
http://baike.baidu.com/item/%E5%AD%99%E5%AD%90%E5%85%B5%E6%B3%95/136


8百家姓彙整 141-160 

 9 

一百四十六、盛 

拼音：ㄕㄥˋ  Sheng 

郡望：汝南郡 

勝跡：缺 

文獻：《維揚盛氏續修族譜》 

（一）歷史 

盛姓在中國大陸和臺灣都未列入百家姓前一百位。盛姓出自姬姓。周穆王分

封一位同姓王族於盛國（今山東泰安南面華豐一帶，一說在現今河北省境內），

後此支王族後代即以封地名為姓。古時盛姓望族大多聚居在汝南，故其堂號為「汝

南堂」。 

（二）歷史名人 

1、盛宣懷：字杏蓀，又字幼勖、荇生、杏生、號次沂、又號補樓、別署愚

齋、晚年自號止叟，祖籍江蘇江陰，出生於江蘇常州，卒後歸葬江陰。盛宣懷為

清末官員，秀才出身，官辦商人、買辦，洋務派代表人物，著名政治家、企業家

和慈善家，被譽為「中國實業之父」、「中國商父」、「中國高等教育之父」。盛宣

懷創造十一項第一：第一間民用股份制企業輪船招商局，第一間電報局：中國電

報總局；第一間內河小火輪公司；第一家銀行中國通商銀行；第一條鐵路幹線京

漢鐵路；第一間鋼鐵聯合企業漢冶萍公司；第一所高等師範學堂南洋公學（今交

通大學）；第一間勘礦公司；第一座公共圖書館；第一所近代大學北洋大學堂（今

天津大學）；創辦中國紅十字會。盛氏熱心公益，積極賑災，運用以工代賑方法

疏浚山東小清河。盛宣懷一生經歷傳奇、成就不凡，創辦許多開時代先河的事業，

涉及輪船、電報、鐵路、鋼鐵、銀行、紡織、教育諸多領域，影響巨大。 

 

 

 

 

 

 

 

 

 

 

 

 

 

http://baike.baidu.com/item/%E6%B1%9F%E8%8B%8F
http://baike.baidu.com/item/%E5%B8%B8%E5%B7%9E/171784
http://baike.baidu.com/item/%E4%B9%B0%E5%8A%9E
http://baike.baidu.com/item/%E6%B4%8B%E5%8A%A1%E6%B4%BE
http://baike.baidu.com/item/%E5%AE%9E%E4%B8%9A
http://baike.baidu.com/item/%E8%BD%AE%E8%88%B9%E6%8B%9B%E5%95%86%E5%B1%80
http://baike.baidu.com/item/%E4%B8%AD%E5%9B%BD%E7%94%B5%E6%8A%A5%E6%80%BB%E5%B1%80
http://baike.baidu.com/item/%E4%B8%AD%E5%9B%BD%E7%94%B5%E6%8A%A5%E6%80%BB%E5%B1%80
http://baike.baidu.com/item/%E4%B8%AD%E5%9B%BD%E9%80%9A%E5%95%86%E9%93%B6%E8%A1%8C
http://baike.baidu.com/item/%E4%BA%AC%E6%B1%89%E9%93%81%E8%B7%AF
http://baike.baidu.com/item/%E4%BA%AC%E6%B1%89%E9%93%81%E8%B7%AF
http://baike.baidu.com/item/%E6%B1%89%E5%86%B6%E8%90%8D%E5%85%AC%E5%8F%B8
http://baike.baidu.com/item/%E5%8D%97%E6%B4%8B%E5%85%AC%E5%AD%A6
http://baike.baidu.com/item/%E4%BA%A4%E9%80%9A%E5%A4%A7%E5%AD%A6
http://baike.baidu.com/item/%E4%BA%A4%E9%80%9A%E5%A4%A7%E5%AD%A6
http://baike.baidu.com/item/%E5%8C%97%E6%B4%8B%E5%A4%A7%E5%AD%A6%E5%A0%82
http://baike.baidu.com/item/%E5%A4%A9%E6%B4%A5%E5%A4%A7%E5%AD%A6
http://baike.baidu.com/item/%E4%BB%A5%E5%B7%A5%E4%BB%A3%E8%B5%88
http://baike.baidu.com/item/%E7%96%8F%E6%B5%9A
http://baike.baidu.com/item/%E5%B0%8F%E6%B8%85%E6%B2%B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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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百四十七、林 

拼音：ㄌㄧㄣˊ  Lin 

郡望：西河郡 

勝跡：漳埔烏石林氏家廟 

文獻：《西河林氏族譜》 

（一）歷史 

    林姓是當今中國大陸第十六大姓，在南方人中所占的比例比較高，在臺灣排

名第二，僅次於陳姓，故有「陳林半天下」之稱。林姓最早出自子姓，形成於西

周初期，是商朝王族比干的後裔。商朝末年紂王荒淫無道，百姓苦不堪言。紂王

叔父比干在其他王室成員如微子、箕子等進諫不聽，相繼離去的情況下，仍然冒

死進諫，最後遭紂王剖腹挖心處死。當時比干夫人陳氏正懷孕在身，聽到消息後

連夜出逃至牧野一帶避難，在深山石洞裡生下孩子，取名為堅，字長思。不久周

武王滅商，比干夫人攜子投靠周武王姬發，得到很好待遇。周武王因堅在樹林裡

出生，故賜姓為林，林堅因此成為林姓始祖。林姓還有其他一些起源，如林姓亦

有出自姬姓者，周平王姬宜臼季子林開的後代。亦有出自魯國林放的後代。北魏

孝文帝時因遷都洛陽，還經代北鮮卑族丘林氏改成林姓。 

（二）遷徙分佈 

    林姓最早在河北發展，秦代曾遷居今山東，西漢時有林姓遷徙至今四川。三

國時中原林姓遭政治迫害而大量南遷，至今江蘇、浙江一帶。西晉末年林姓已發

展至今福建。唐代開元年間，林之祥之子林鑒成為林姓最早到達臺灣之人。 

（三）歷史人物 

    1、林放：字子邱，春秋魯國清河（今屬山東）人，孔子七十二弟子之一。

林放是孔子學生，他曾向孔子問「禮之本」。孔子回答：「大哉問！禮，與其奢也，

寧儉；喪，與其易也，甯戚。」林放曾任齊國於陵（今屬山東省鄒平縣）大夫。

季孫氏曾問禮於林放，孔子道：「嗚呼！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其餘事蹟不詳，

僅知林放卒後有一墓存於山東曲阜。 

    2、林默娘：媽祖姓林，名默娘，歷史考證確有此人，生於宋太祖建隆元年

（或曰五代末年），福建路泉州府莆田縣湄洲島東螺村（宋太宗年間，莆田改編

入興化軍）。民間傳說媽祖出生時不啼哭，因取名為默，小名默娘。媽祖二十八

歲時父親出海補魚遇到船難，媽祖為救父親而喪身。媽祖往生後升天得道，時常

在漆黑海上拯救遭遇海難漁民，漸漸成為中國大陸沿海及臺灣人民普遍信仰神

祇，更成為航海人的守護神。福州人傳說媽祖逐波而去，遺體被埋葬在馬祖列島。

具體生日雖只見《東西洋考》，但農曆三月二十三早被全世界媽祖信徒奉為媽祖

生辰，並舉行慶典。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8%A5%E7%A7%8B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8%A5%E7%A7%8B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D%94%E5%AD%90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D%94%E5%AD%90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D%94%E5%AD%90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BD%8A%E5%9C%8B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D%A3%E5%AD%99%E6%B0%8F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E%8B%E5%A4%AA%E7%A5%96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E%8B%E5%A4%AA%E7%A5%96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A%94%E4%BB%A3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A6%8F%E5%BB%BA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A6%8F%E5%BB%BA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E%86%E7%94%B0%E7%B8%A3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E%86%E7%94%B0%E7%B8%A3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E%8B%E5%A4%AA%E5%AE%97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5%B4%E5%8C%96%E5%86%9B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A6%8F%E5%B7%9E%E4%BA%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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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林逋：字君復，又稱和靖先生，浙江大里黃賢村（今奉化市裘村鎮黃賢

村）人，一說杭州錢塘人，北宋著名詩人。林逋幼時刻苦好學，通曉經史百家。

書載其性格孤高自好，喜恬淡，勿趨榮利。長大後林逋曾漫遊江淮間，後隱居杭

州西湖，結廬孤山。林逋常駕小舟遍遊西湖諸寺廟，與高僧詩友相往還。每逢客

至，叫門童子縱鶴放飛，林逋見鶴必棹舟歸來。林逋作詩隨就隨棄，從不留存。

林逋卒於天聖六年（1028），其侄林彰（朝散大夫）、林彬（盈州令）同至杭州，

治喪盡禮，宋仁宗賜諡「和靖先生」。林逋隱居西湖孤山，終生不仕不娶，惟喜

植梅養鶴，自謂「以梅為妻，以鶴為子」，人稱「梅妻鶴子」。 

    4、林則徐：福建省侯官（今福州市區）人，字元撫，又字少穆、石麟，晚

號俟村老人、俟村退叟、七十二峰退叟、瓶泉居士、櫟社散人等，清朝政治家、

思想家和詩人。林則徐官至一品，曾任湖廣總督、陝甘總督和雲貴總督，兩次受

命欽差大臣。因林則徐主張嚴禁鴉片，在中國有民族英雄之譽。1839 年林則徐

於廣東禁煙時，派人明察暗訪，強迫外國鴉片商人交出鴉片，並將沒收鴉片於

1839 年 6 月 3 日在虎門銷毀。虎門銷煙使中英關係陷入極度緊張狀態，成為第

一次鴉片戰爭，英國入侵中國的藉口。儘管林則徐一生力抗西方入侵，但對西方

文化、科技和貿易則持開放態度，主張學其優而用之。據文獻記載，他至少略通

英、葡兩種外語，且著力翻譯西方報刊和書籍。晚清思想家魏源將林則徐及幕僚

翻譯的文書合編為《海國圖志》，此書對晚清洋務運動乃至日本明治維新都具有

啟發作用。1850年 11月 22日，林則徐在普寧老縣城病逝。 

    5、林獻堂：名朝琛，字獻堂，號灌園，以字行，臺中霧峰人，為霧峰林家

族長。林獻堂是台灣日治時期非暴力反日人士中右派代表人物，無論在新民會、

台灣文化協會、台灣民眾黨、台灣地方自治聯盟等組織皆扮演要角，被稱為「台

灣議會之父」。後因反對三七五減租和徵收餘糧，與當局意見不合，避居日本。

林獻堂受歷史學者 Johanna Menzel Meskill譽為「台灣自治運動的領袖與文化的

褓母」；同時也是一位文學家，著有《環球遊記》。 

 

 

 

 

 

 

 

 

 

 

 

 

 

http://baike.baidu.com/item/%E5%A5%89%E5%8C%96%E5%B8%82
http://baike.baidu.com/item/%E9%92%B1%E5%A1%98/1183592
http://baike.baidu.com/item/%E7%BB%8F%E5%8F%B2%E7%99%BE%E5%AE%B6
http://baike.baidu.com/item/%E6%81%AC%E6%B7%A1
http://baike.baidu.com/item/%E6%9D%AD%E5%B7%9E%E8%A5%BF%E6%B9%96
http://baike.baidu.com/item/%E6%9D%AD%E5%B7%9E%E8%A5%BF%E6%B9%96
http://baike.baidu.com/item/%E5%AD%A4%E5%B1%B1/5208459
http://baike.baidu.com/item/%E8%A5%BF%E6%B9%96/4668821
http://baike.baidu.com/item/%E9%AB%98%E5%83%A7/2447164
http://baike.baidu.com/item/%E9%AB%98%E5%83%A7/2447164
http://baike.baidu.com/item/%E5%AE%8B%E4%BB%81%E5%AE%97
http://baike.baidu.com/item/%E8%A5%BF%E6%B9%96%E5%AD%A4%E5%B1%B1
http://baike.baidu.com/item/%E6%A2%85%E5%A6%BB%E9%B9%A4%E5%AD%90
http://baike.baidu.com/item/%E4%BE%AF%E5%AE%98
http://baike.baidu.com/item/%E6%B9%96%E5%B9%BF%E6%80%BB%E7%9D%A3
http://baike.baidu.com/item/%E9%99%95%E7%94%98%E6%80%BB%E7%9D%A3
http://baike.baidu.com/item/%E4%BA%91%E8%B4%B5%E6%80%BB%E7%9D%A3
http://baike.baidu.com/item/%E9%92%A6%E5%B7%AE%E5%A4%A7%E8%87%A3/3368
http://baike.baidu.com/item/%E8%99%8E%E9%97%A8%E9%94%80%E7%83%9F
http://baike.baidu.com/item/%E9%B8%A6%E7%89%87%E6%88%98%E4%BA%89/29632
http://baike.baidu.com/item/%E9%AD%8F%E6%BA%90/3567396
http://baike.baidu.com/item/%E6%B5%B7%E5%9B%BD%E5%9B%BE%E5%BF%97
http://baike.baidu.com/item/%E6%B4%8B%E5%8A%A1%E8%BF%90%E5%8A%A8
http://baike.baidu.com/item/%E6%98%8E%E6%B2%BB%E7%BB%B4%E6%96%B0
http://baike.baidu.com/item/%E6%99%AE%E5%AE%81/978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0%8D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A1%A8%E5%AD%97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F%B7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B%A5%E5%AD%97%E8%A1%8C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7%BA%E4%B8%AD%E5%B8%82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7%BA%E4%B8%AD%E5%B8%82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9C%A7%E5%B3%B0%E6%9E%97%E5%AE%B6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9C%A7%E5%B3%B0%E6%9E%97%E5%AE%B6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7%8F%E9%95%B7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F%B0%E7%81%A3%E6%97%A5%E6%B2%BB%E6%99%82%E6%9C%9F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F%B0%E7%81%A3%E6%97%A5%E6%B2%BB%E6%99%82%E6%9C%9F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F%8D%E6%97%A5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F%B3%E6%B4%BE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6%B0%E6%B0%91%E6%9C%83_(%E8%87%BA%E7%81%A3)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F%B0%E7%81%A3%E6%96%87%E5%8C%96%E5%8D%94%E6%9C%83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F%B0%E7%81%A3%E6%B0%91%E7%9C%BE%E9%BB%A8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F%B0%E7%81%A3%E5%9C%B0%E6%96%B9%E8%87%AA%E6%B2%BB%E8%81%AF%E7%9B%9F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8%89%E4%B8%83%E4%BA%94%E6%B8%9B%E7%A7%9F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7%A5%E6%9C%AC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7%92%B0%E7%90%83%E9%81%8A%E8%A8%98&action=edit&redlink=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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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百四十八、刁 

拼音：ㄉㄧㄠ  Diao 

郡望：弘農郡 

勝跡：缺 

文獻：《刁氏族譜》 

（一）歷史 

    刁姓起源於春秋時期。齊桓公有寵臣名為豎刁，因與管仲共同輔佐齊桓公，

使齊國成為春秋一霸而深得齊桓公賞識。豎刁子孫即取豎刁之名為姓，世代相

傳。刁姓還有另一個起源是源於周朝雕國，雕國王族後代以國號為姓，後以同音

字刁代替。 

（二）歷史名人 

    1、刁協：字玄亮，渤海饒安（河北鹽山縣）人，東晉大臣，曹魏齊郡太守

刁恭之孫，西晉御史中丞刁攸之子。刁協少好經籍，博聞強記，曾在成都王司馬

穎、趙王司馬倫、長沙王司馬乂手下任職，後隨東瀛公，官至潁川太守。晉元帝

南渡，以刁協為尚書左僕射，制定朝廷典章制度，遷軍咨祭酒、左長史，累遷尚

書令，加金紫光祿大夫。永昌元年王敦以誅殺劉隗為名，率兵攻打建康。晉元帝

派遣劉隗、刁協、周顗領兵抵抗，劉隗兵敗，逃亡後趙。王敦攻入建康，刁協出

逃，被手下人所殺。咸康中，追贈本官，祭以太牢。 

    2、刁光胤：名刁光，一作光引，唐末五代畫家，長安（今陝西西安）人。

刁光胤擅畫龍水、竹石、花鳥、貓兔，唐天復中（約 902）入蜀，留居三十餘年，

年八十餘卒。刁光胤作畫勤奮，「非病不休，非老不息」，在成都大聖慈寺畫《四

時竹雀》小壁四堵，爲時所稱。刁光胤晚年將畫藝傳授黃筌，對風行五代、北宋

間的「黃氏體制」花鳥畫起先導作用。刁光胤嘗於大慈寺承天院內窗邊小壁四堵

上畫四時花鳥，體制精絕，後黃居寀重裝飾之，亦有圖軸傳於世。刁光胤的羊、

蕭悅的竹、騰昌佑的花鳥爲世人所稱道。但傳世作品《寫生花卉冊》已被定爲偽

托之作。 

 

 

 

 

 

 

 

 

 

http://baike.baidu.com/item/%E5%88%81%E5%8D%8F
http://baike.baidu.com/item/%E9%A5%B6%E5%AE%89
http://baike.baidu.com/item/%E6%9B%B9%E9%AD%8F/4475
http://baike.baidu.com/item/%E5%BE%A1%E5%8F%B2%E4%B8%AD%E4%B8%9E
http://baike.baidu.com/item/%E5%8F%B8%E9%A9%AC%E9%A2%96
http://baike.baidu.com/item/%E5%8F%B8%E9%A9%AC%E9%A2%96
http://baike.baidu.com/item/%E5%8F%B8%E9%A9%AC%E4%BC%A6
http://baike.baidu.com/item/%E5%8F%B8%E9%A9%AC%E4%B9%82
http://baike.baidu.com/item/%E9%A2%8D%E5%B7%9D
http://baike.baidu.com/item/%E9%95%BF%E5%8F%B2
http://baike.baidu.com/item/%E5%B0%9A%E4%B9%A6%E4%BB%A4
http://baike.baidu.com/item/%E5%B0%9A%E4%B9%A6%E4%BB%A4
http://baike.baidu.com/item/%E6%B0%B8%E6%98%8C/58104
http://baike.baidu.com/item/%E7%8E%8B%E6%95%A6/15812
http://baike.baidu.com/item/%E5%88%98%E9%9A%97
http://baike.baidu.com/item/%E5%BB%BA%E5%BA%B7
http://baike.baidu.com/item/%E5%88%98%E9%9A%97
http://baike.baidu.com/item/%E5%88%81%E5%8D%8F
http://baike.baidu.com/item/%E5%91%A8%E9%A1%97
http://baike.baidu.com/item/%E5%88%98%E9%9A%97
http://baike.baidu.com/item/%E5%BB%BA%E5%BA%B7
http://baike.baidu.com/item/%E5%92%B8%E5%BA%B7/8861
http://www.zwbk.org/MyLemmaShow.aspx?zh=zh-tw&lid=273716
http://www.zwbk.org/MyLemmaShow.aspx?zh=zh-tw&lid=273716
http://www.zwbk.org/MyLemmaShow.aspx?zh=zh-tw&lid=1178
http://www.zwbk.org/MyLemmaShow.aspx?zh=zh-tw&lid=116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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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百四十九、鍾 

拼音：ㄓㄨㄥ  Zhong 

郡望：穎川郡 

勝跡：缺 

文獻：《鍾氏宗譜》 

（一）歷史 

    鍾姓在中國大陸位列人口第五十六位，在臺灣位列第三十四位，另外「鐘」

姓亦進入臺灣排名第九十位。鍾姓出自子姓。春秋時宋桓公曾孫伯宗在晉國擔任

大夫，是一位治國安邦的智賢之人。他在朝中身局高位，又為晉國建樹頗，為國

人尊為賢者。然因伯宗性格耿直，敢於進諫，因此得罪很多人。後伯宗為奸臣所

害，其兒子伯州犁無法於晉國安身，便出奔至楚國，後為楚王重用而官至太宰。

伯州犁在鍾離（現今安徽鳳陽一帶）有封地，其後代世居於此，且稱為「鍾離氏」，

後再予簡化為鍾姓。 

（二）堂號 

    1、四德堂：春秋楚、鄭交戰時，楚國鐘儀為鄭俘虜而獻予晉國。晉景公贊

其不忘本，是仁；不忘舊，是信；無私，是忠；尊君，是敬。鍾儀有此四德，於

是晉景公以對外國使臣之禮侍之，讓他回楚國談判和平。鍾儀子孫以此為典故，

立堂號「四德堂」。 

（三）歷史人物 

    1、鍾子期：名徽，字子期，春秋戰國時代楚國漢陽（今湖北省武漢市蔡甸

區集賢村）人。相傳鍾子期是戴斗笠、披蓑衣、背扁擔、拿板斧的樵夫，歷史上

記載伯牙探親回國時，在漢江邊鼓琴，鍾子期正巧遇見，感歎說：「巍巍乎若高

山，洋洋乎若江河。」因興趣相投，二人成為至交。鍾子期卒後，伯牙認為世上

已無知音，故終生不再鼓琴。 

    2、鍾繇：字元常，潁川長社（今河南許昌長葛東）人，三國時期曹魏著名

書法家、政治家。鍾繇早年相貌不凡、聰慧過人，歷任尚書郎、黃門侍郎等職，

助漢獻帝東歸有功，封東武亭侯。鍾繇後為曹操委以重任，任司隸校尉，鎮守關

中，功勳卓著，以功遷前軍師。魏國建立後鍾繇任大理，又升為相國。曹丕稱帝

時鍾繇為廷尉，進封崇高鄉侯；後遷太尉，轉封平陽鄉侯，與華歆、王朗並為三

公。魏明帝繼位，鍾繇遷太傅，進封定陵侯。太和四年（230）鍾繇卒，諡曰成。

鍾繇擅篆、隸、真、行、草多種書體，在書法方面頗有造詣，推動楷書（小楷）

發展，後世尊為楷書鼻祖。鍾繇對後世書法影響深遠，王羲之等後世書法家都曾

潛心鑽研學習鍾繇書法。鍾繇與東晉書法家王羲之並稱「鐘王」，南朝庾肩吾將

其書法列為「上品之上」，唐張懷瓘在《書斷》評其書法為「神品」。 

http://baike.baidu.com/view/742281.htm
http://baike.baidu.com/item/%E5%AD%90%E6%9C%9F/13467110
http://baike.baidu.com/item/%E6%98%A5%E7%A7%8B%E6%88%98%E5%9B%BD%E6%97%B6%E4%BB%A3
http://baike.baidu.com/item/%E6%B9%96%E5%8C%97
http://baike.baidu.com/item/%E6%AD%A6%E6%B1%89/106764
http://baike.baidu.com/item/%E8%94%A1%E7%94%B8
http://baike.baidu.com/item/%E8%94%A1%E7%94%B8
http://baike.baidu.com/item/%E9%92%9F%E5%AD%90%E6%9C%9F
http://baike.baidu.com/item/%E6%96%97%E7%AC%A0
http://baike.baidu.com/item/%E6%89%81%E6%8B%85/33048
http://baike.baidu.com/item/%E6%9D%BF%E6%96%A7
http://baike.baidu.com/item/%E6%A8%B5%E5%A4%AB/253081
http://baike.baidu.com/item/%E6%B1%89%E6%B1%9F
http://baike.baidu.com/item/%E4%BC%AF%E7%89%99/4896184
http://baike.baidu.com/item/%E7%9F%A5%E9%9F%B3
http://baike.baidu.com/item/%E9%BC%93%E7%90%B4
http://baike.baidu.com/item/%E9%A2%8D%E5%B7%9D
http://baike.baidu.com/item/%E9%A2%8D%E5%B7%9D
http://baike.baidu.com/item/%E4%B8%89%E5%9B%BD%E6%97%B6%E6%9C%9F
http://baike.baidu.com/item/%E4%B9%A6%E6%B3%95%E5%AE%B6
http://baike.baidu.com/item/%E5%B0%9A%E4%B9%A6%E9%83%8E
http://baike.baidu.com/item/%E9%BB%84%E9%97%A8%E4%BE%8D%E9%83%8E
http://baike.baidu.com/item/%E9%AD%8F%E5%9B%BD
http://baike.baidu.com/item/%E7%9B%B8%E5%9B%BD
http://baike.baidu.com/item/%E7%8E%8B%E6%9C%97
http://baike.baidu.com/item/%E5%A4%AA%E5%82%85
http://baike.baidu.com/item/%E4%B9%A6%E6%B3%95
http://baike.baidu.com/item/%E6%A5%B7%E4%B9%A6
http://baike.baidu.com/item/%E5%B0%8F%E6%A5%B7
http://baike.baidu.com/item/%E7%8E%8B%E7%BE%B2%E4%B9%8B
http://baike.baidu.com/item/%E4%B8%9C%E6%99%8B
http://baike.baidu.com/item/%E7%8E%8B%E7%BE%B2%E4%B9%8B/127554
http://baike.baidu.com/item/%E9%92%9F%E7%8E%8B
http://baike.baidu.com/item/%E5%BA%BE%E8%82%A9%E5%90%BE
http://baike.baidu.com/item/%E4%B9%A6%E6%96%AD
http://baike.baidu.com/item/%E7%A5%9E%E5%93%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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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百五十、徐 

拼音：ㄒㄩˊ  Xu 

郡望：東海郡 

勝跡：缺 

文獻：《管溪徐氏宗譜》 

（一）歷史 

    徐姓是當今中國大陸第十一大姓，在臺灣排名第二十。徐姓出自嬴姓，與黃

姓同源，皆是伯益後代。伯益因幫禹治水有功，受舜賜為嬴姓。伯益之子若木在

夏朝時受封於徐地而建立徐國，徐國經夏、商、周三朝而傳遞三十二代。周穆王

時徐君徐偃王以仁義著稱，一次徐偃王在疏導河道時挖出一副紅色弓箭，並以為

是上天給他的暗示，要他取代周穆王為天子，於是徐偃王率周圍三十六國諸侯起

兵進攻周朝。戰爭開始後生靈塗炭，徐偃王因不忍老百姓受苦，便收兵棄國，至

彭城一帶隱居。周穆王知徐偃王在當地很得民心，又封其子孫為徐子，繼續管理

徐國。直至西元前 512年，徐國為吳所滅。徐國亡國後，徐國百姓便以徐為姓。 

（二）遷徙分佈 

    徐姓早期主要分布在今江蘇、浙江和江西一帶，三國和南北朝時期由於戰

亂，徐姓又向四周遷徙，分布至今河南、山西、河北、湖北等地。唐朝時徐姓始

入今福建，元代時又有徐姓遷居今廣東，並於明代時進入臺灣。 

（三）歷史名人 

1、徐福：字君房，秦朝著名方士，曾任秦始皇御醫，生於戰國齊國。秦始

皇時期徐福率三千童男女自山東沿海東渡，傳說遍及韓國南部與日本，成為歷史

上中日韓文化交流的一段佳話。幾千年來徐福東渡一直是世人研究和探討的熱門

話題，至今已成先秦史、秦漢史、中外關係史、航海史、民俗學、宗教學、考古

學等綜合性多學科研究，有極為重要性的學術價值。徐福上書說海中有蓬萊、方

丈、瀛洲三座仙山，有神仙居住，於是秦始皇遣徐福率領童男童女，及已預備的

三年糧食、衣履、藥品和耕具乘船入海求仙，耗資巨大。但徐福率眾出海數年未

找到神山，徐福則在當地之山——嶗山留下後代，後代改姓嶗或勞。西元前 210

年徐福再度率眾出海，來到平原廣澤。他感到當地氣候溫暖、風光明媚、人民友

善，便停下來自立為王，教當地人農耕、捕魚、捕鯨和瀝紙的方法，此後再也沒

有返回中國。也有主流說法為徐福卒於大海之中。 

    2、徐淑：東漢隴西（今甘肅東南）人，秦嘉之妻，生卒年不詳。據《隋書．

經籍志》著錄，原有《徐淑集》一卷，已散佚。徐淑常患疾病，嫁予秦嘉後，夫

婦愛好異常。秦嘉為郡吏，歲終為郡上計簿使赴洛陽，被任為黃門郎。徐淑因病

還家不能同往，兩地相思，時時互贈詩、書以通情意。後秦嘉病卒於津鄉亭，徐

http://baike.baidu.com/item/%E7%A7%A6%E6%9C%9D
http://baike.baidu.com/item/%E7%A7%A6%E5%A7%8B%E7%9A%87/6164
http://baike.baidu.com/item/%E7%A7%A6%E5%A7%8B%E7%9A%87/6164
http://baike.baidu.com/item/%E9%BD%90%E5%9B%BD/50284
http://baike.baidu.com/item/%E9%9F%A9%E5%9B%BD/6009333
http://baike.baidu.com/item/%E6%97%A5%E6%9C%AC/111617
http://baike.baidu.com/item/%E7%A7%A6%E6%B1%89%E5%8F%B2
http://baike.baidu.com/item/%E8%88%AA%E6%B5%B7%E5%8F%B2
http://baike.baidu.com/item/%E8%93%AC%E8%8E%B1
http://baike.baidu.com/item/%E6%96%B9%E4%B8%88/1435121
http://baike.baidu.com/item/%E6%96%B9%E4%B8%88/1435121
http://baike.baidu.com/item/%E7%80%9B%E6%B4%B2
http://baike.baidu.com/item/%E7%A7%A6%E5%A7%8B%E7%9A%87
http://baike.baidu.com/item/%E7%AB%A5%E7%94%B7%E7%AB%A5%E5%A5%B3
http://baike.baidu.com/item/%E7%A5%9E%E5%B1%B1
http://baike.baidu.com/item/%E5%B4%82%E5%B1%B1
http://baike.baidu.com/item/%E5%B9%B3%E5%8E%9F%E5%B9%BF%E6%B3%B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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淑尚年輕，兄長逼其改嫁。徐淑便毀形不嫁，不久以哀慟過甚，亦卒。 

    3、徐庶：字元直，潁川郡長社縣（今河南許昌長葛東）人，東漢末年劉備

帳下謀士，後歸曹操，並仕於曹魏。徐庶本名徐福，為寒門子弟。早年為人報仇，

獲救後改名徐庶，求學於儒舍。徐庶後與同郡石廣元避難於荊州，與司馬徽、諸

葛亮、崔州平等道友來往密切。劉備屯駐新野時徐庶前往投奔，並向劉備推薦諸

葛亮。徐庶南下時因母親為曹操所擄，徐庶不得已辭別劉備而入曹營。後來此事

被藝術加工為「徐庶進曹營，一言不發」、「身在曹營心在漢」等歇後語，被廣為

流傳，徐庶亦成為孝子典範大佳讚揚。魏文帝時徐庶官至右中郎將、御史中丞。 

    4、徐達：字天德，明朝開國軍事統帥，淮西二十四將之一，濠州鐘離（今

安徽省鳳陽東北）人，農家出身。元朝末年徐達參加朱元璋起義軍，至正二十三

年（1363）大敗陳友諒。至正二十四年（1364）朱元璋任徐達為左相國，至正二

十七年（1367）徐達率軍消滅張士誠地方割據勢力。徐達同年任征虜大將軍，與

副將軍常遇春一起揮師北伐中原。洪武元年（1368）徐達攻入大都（今北京），

元朝滅亡，以後又連年出兵打擊元朝殘餘勢力。徐達官至右丞相，封魏國公。徐

達為人謹慎，善於治軍，戎馬一生，建立不朽功勳，為明朝開國第一功臣。卒後

朱元璋追封其為中山王。 

    5、徐霞客：名弘祖，字振之，號霞客，南直隸江陰（今江蘇江陰市）人，

明代地理學家、旅行家和文學家。他經 30年考察撰成 60萬字地理名著《徐霞客

遊記》，被稱為「千古奇人」。徐霞客一生志在四方，足跡遍及今 21 省、市、自

治區。徐霞客「達人所之未達，探人所之未知」，所到之處探幽尋秘，並記有遊

記，記錄觀察各種現象、人文、地理、動植物等狀況。《徐霞客遊記》開篇之日

（5月 19日），後被中國大陸定旅遊日。 

 

 

 

 

 

 

 

 

 

 

 

 

 

 

 

 

http://baike.baidu.com/item/%E9%A2%8D%E5%B7%9D%E9%83%A1
http://baike.baidu.com/item/%E5%88%98%E5%A4%87/30564
http://baike.baidu.com/item/%E5%88%98%E5%A4%87/30564
http://baike.baidu.com/item/%E6%9B%B9%E6%93%8D/6772
http://baike.baidu.com/item/%E5%AF%92%E9%97%A8
http://baike.baidu.com/item/%E7%9F%B3%E5%B9%BF%E5%85%83/24189
http://baike.baidu.com/item/%E5%8F%B8%E9%A9%AC%E5%BE%BD
http://baike.baidu.com/item/%E8%AF%B8%E8%91%9B%E4%BA%AE/21048
http://baike.baidu.com/item/%E8%AF%B8%E8%91%9B%E4%BA%AE/21048
http://baike.baidu.com/item/%E5%B4%94%E5%B7%9E%E5%B9%B3
http://baike.baidu.com/item/%E5%88%98%E5%A4%87/30564
http://baike.baidu.com/item/%E6%AD%87%E5%90%8E%E8%AF%AD
http://baike.baidu.com/item/%E5%AD%9D%E5%AD%90/78067
http://baike.baidu.com/item/%E9%AD%8F%E6%96%87%E5%B8%9D
http://baike.baidu.com/item/%E5%8F%B3%E4%B8%AD%E9%83%8E%E5%B0%86
http://baike.baidu.com/item/%E5%BE%A1%E5%8F%B2%E4%B8%AD%E4%B8%9E
http://baike.baidu.com/item/%E6%B7%AE%E8%A5%BF%E4%BA%8C%E5%8D%81%E5%9B%9B%E5%B0%86
http://baike.baidu.com/item/%E5%AE%89%E5%BE%BD
http://baike.baidu.com/item/%E5%87%A4%E9%98%B3
http://baike.baidu.com/item/%E9%99%88%E5%8F%8B%E8%B0%85
http://baike.baidu.com/item/%E5%BC%A0%E5%A3%AB%E8%AF%9A/14240
http://baike.baidu.com/item/%E5%8D%97%E7%9B%B4%E9%9A%B6
http://baike.baidu.com/item/%E5%8D%97%E7%9B%B4%E9%9A%B6
http://baike.baidu.com/item/%E6%98%8E%E4%BB%A3
http://baike.baidu.com/item/%E5%BE%90%E9%9C%9E%E5%AE%A2%E6%B8%B8%E8%AE%B0
http://baike.baidu.com/item/%E5%BE%90%E9%9C%9E%E5%AE%A2%E6%B8%B8%E8%AE%B0
http://baike.baidu.com/item/%E5%BE%90%E9%9C%9E%E5%AE%A2%E6%B8%B8%E8%AE%B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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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百五十一、丘、邱 

拼音：ㄑㄧㄡ  Chiu 

郡望：河南郡 

勝跡：缺 

文獻：《河南堂丘氏族譜》 

（一）歷史 

    丘與邱同，相傳清世宗時因避孔子諱，乃改丘為邱。《姓纂》及《通志．氏

族略》：「丘氏，姜姓，太公封於齊，都於營丘，其支孫居於營丘者，遂以丘氏。

一說，陳有宛丘，居之者以為姓。」《廣韻》云：「丘氏為魯丘明之後。」 

（二）歷史名人 

1、丘處機：字通密，道號長春子，登州棲霞（今屬山東省）人，道教主流全

真道掌教、真人、思想家、政治家、文學家、養生學家和醫藥學家。丘處機為南

宋、金朝、蒙古帝國統治者及人民所共同敬重，並因以 74歲高齡而遠赴西域勸

說成吉思汗止殺愛民而聞名。在道教歷史和信仰中，丘處機被奉為全真道「七真」

之一，及龍門派祖師。在金庸武俠小說《射雕英雄傳》和《神雕俠侶》，丘處機

被述為豪邁奔放、武藝高強的道士，及抗金護民的民族英雄人物，這也使他更為

大眾所知。1227年（正大四年）丘處機在長春宮寶玄堂逝世，享齡 80歲，瑞香

氤氳整個北京城三日，世人稱奇。元世祖時追尊其為「長春演道主教真人」。天

下百姓為紀念「丘神仙」無量功德，遂定其生辰正月十九為燕九節，歲歲慶祝至

今，是京津地區的著名風俗之一。 

2、丘逢甲：字仙根，又字吉甫，號蟄庵、仲閼、華嚴子，別署海東遺民、南

武山人、倉海君，辛亥革命後以倉海為名，是晚清詩人、教育家、抗日保臺志士。

丘逢甲祖籍廣東鎮平（今廣東蕉嶺），1864年生於臺灣苗栗縣銅鑼灣，1887年中

舉人，1889 年己丑科同進士出身，授任工部主事。但丘逢甲無意在京任官而返

回臺灣，至臺中衡文書院擔任主講，後又於臺南和嘉義教育新學。1895 年 5 月

23日丘逢甲任義勇軍統領，1895年秋內渡廣東，先在嘉應和潮州、汕頭等地興

辦教育、宣導新學，支持康梁維新變法。1903 年丘逢甲被興民學堂聘為首任校

長，後利用擔任廣東教育總會會長、廣東諮議局副議長職務之便，投身孫中山民

主革命，與同盟會等革命黨人參與許雪秋籌畫的潮州黃岡起義等革命活動。中華

民國建國後，丘逢甲被選為廣東省代表參加孫中山組織的臨時政府。1912 年元

旦因肺病復發，1912 年 2月 25日病逝於鎮平縣淡定村，終年 48歲。臺灣建有

逢甲大學以示紀念。 

 

 

 

http://baike.baidu.com/item/%E9%95%BF%E6%98%A5%E5%AD%90
http://baike.baidu.com/item/%E6%A0%96%E9%9C%9E
http://baike.baidu.com/item/%E5%85%A8%E7%9C%9F%E9%81%93
http://baike.baidu.com/item/%E5%85%A8%E7%9C%9F%E9%81%93
http://baike.baidu.com/item/%E7%9C%9F%E4%BA%BA
http://baike.baidu.com/item/%E6%88%90%E5%90%89%E6%80%9D%E6%B1%97
http://baike.baidu.com/item/%E9%81%93%E6%95%99%E5%8E%86%E5%8F%B2
http://baike.baidu.com/item/%E4%B8%83%E7%9C%9F
http://baike.baidu.com/item/%E9%BE%99%E9%97%A8%E6%B4%BE
http://baike.baidu.com/item/%E9%87%91%E5%BA%B8
http://baike.baidu.com/item/%E5%B0%84%E9%9B%95%E8%8B%B1%E9%9B%84%E4%BC%A0/5678
http://baike.baidu.com/item/%E7%A5%9E%E9%9B%95%E4%BE%A0%E4%BE%A3/5682
http://baike.baidu.com/item/%E5%85%83%E4%B8%96%E7%A5%96
http://baike.baidu.com/item/%E7%87%95%E4%B9%9D%E8%8A%82
http://baike.baidu.com/item/%E6%B5%B7%E4%B8%9C
http://baike.baidu.com/item/%E8%BE%9B%E4%BA%A5%E9%9D%A9%E5%91%BD
http://baike.baidu.com/item/%E8%95%89%E5%B2%AD
http://baike.baidu.com/item/%E8%8B%97%E6%A0%97%E5%8E%BF
http://baike.baidu.com/item/%E8%8B%97%E6%A0%97%E5%8E%BF
http://baike.baidu.com/item/%E5%8F%B0%E6%B9%BE%E5%8F%B0%E4%B8%AD
http://baike.baidu.com/item/%E5%98%89%E4%B9%89
http://baike.baidu.com/item/%E4%B9%89%E5%8B%87%E5%86%9B
http://baike.baidu.com/item/%E4%B8%AD%E5%8D%8E%E6%B0%91%E5%9B%BD
http://baike.baidu.com/item/%E4%B8%AD%E5%8D%8E%E6%B0%91%E5%9B%BD
http://baike.baidu.com/item/%E9%95%87%E5%B9%B3%E5%8E%BF
http://baike.baidu.com/item/%E9%80%A2%E7%94%B2%E5%A4%A7%E5%AD%A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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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百五十二、駱 

拼音：ㄌㄨㄛˋ  Lo 

郡望：內黃郡 

勝跡：缺 

文獻：《江蘇鎮江潤東夏澤橋東山駱氏重修族譜三卷》 

（一）歷史 

    駱源出於薑姓。姜太公有庶子名駱，其子孫稱為駱氏。駱姓又有源於嬴姓，

出自殷朝紂王時大臣惡來之玄孫大駱，屬於以國名為氏。此外，駱姓亦源於姬姓，

出自春秋鄭國大夫王孫駱之後，屬以先祖名字為氏。《史記．東越列傳》記載：「越

國東海王姒搖，騶氏，騶一作駱。」知駱氏亦有出自姒姓者，出自先秦時期古越

國及兩漢越王後裔。駱姓亦有源於鮮卑族者，出自南北朝時期鮮卑拓拔部他駱拔

氏族，屬漢化改姓為氏。 

（二）歷史人物 

    1、駱賓王：字觀光，婺州義烏（今浙江金華義烏）人，唐代詩人，與王勃、

楊炯、盧照鄰合稱「初唐四傑」，又與富嘉謨並稱「富駱」。高宗永徽中，駱賓王

為道王李元慶府屬，歷武功、長安主簿。儀鳳三年駱賓王入為侍御史，因事下獄，

次年遇赦。調露二年駱賓王除臨海丞，因不得志而辭官。駱賓王於武則天光宅元

年，為起兵揚州反武則天的徐敬業（又名李敬業）作〈為徐敬業討武曌檄〉。徐

敬業兵敗，王那相斬其首降。駱賓王詩歌辭采華膽、格律謹嚴，長篇如〈帝京篇〉

五七言參差轉換，諷時與自傷兼而有之；小詩如〈于易水送人〉，二十字中悲涼

慷慨，餘情不絕。 

2、駱秉章：原名俊，以字行，改字籥門，號儒齋，廣東花縣人，晚清湘軍重

要將領。駱秉章自少勤學，道光十二年（1832）進士，選庶起士，後授為編修，

遷移為江南道、四川道監察禦史等職。駱秉章因辦事清正，深得朝廷信任，外官

任湖北、雲南藩司。道光三十年（1850）駱秉章任湖南巡撫，入湘十載，位居封

疆，治軍平亂功績卓著。咸豐二年（1852）太平軍入湖南，駱秉章以防守不力被

革職留任。後以守長沙有功而復職，並為清廷所倚重，駱秉章旋署湖北巡撫。咸

豐三年（1853）駱秉章實授湖南巡撫，任上支持曾國藩辦團練，又聘左宗棠為幕

僚，事無巨細皆聽之。咸豐十年（1860）駱秉章奉命督辦四川軍務，率軍入川，

咸豐十一年（1861）任四川總督。同治元年（1862）駱秉章派重兵防守大渡河，

斷石達開後路，石達開被圍於安順場。石達開請求和談，駱秉章佯稱答應，後將

石達開俘虜，解至成都淩遲處死。清廷授以太子太保銜。同治六年（1866）駱秉

章病逝，贈太子太傅，入祀賢良祠，諡號文忠。駱秉章與曾國藩、左宗棠、李鴻

章、胡林翼、彭玉麟、曾國荃、沈葆楨並稱「晚清八大名臣」。 

 

http://baike.baidu.com/item/%E9%AA%86%E5%AE%BE%E7%8E%8B
http://baike.baidu.com/item/%E5%A9%BA%E5%B7%9E
http://baike.baidu.com/item/%E5%A9%BA%E5%B7%9E
http://baike.baidu.com/item/%E7%8E%8B%E5%8B%83
http://baike.baidu.com/item/%E6%9D%A8%E7%82%AF/18059
http://baike.baidu.com/item/%E5%8D%A2%E7%85%A7%E9%82%BB
http://baike.baidu.com/item/%E5%88%9D%E5%94%90%E5%9B%9B%E6%9D%B0
http://baike.baidu.com/item/%E5%AF%8C%E5%98%89%E8%B0%9F
http://baike.baidu.com/item/%E5%AF%8C%E9%AA%86
http://baike.baidu.com/item/%E6%B0%B8%E5%BE%BD
http://baike.baidu.com/item/%E6%9D%8E%E5%85%83%E5%BA%86/77047
http://baike.baidu.com/item/%E4%B8%BB%E7%B0%BF
http://baike.baidu.com/item/%E4%BB%AA%E5%87%A4/13825861
http://baike.baidu.com/item/%E4%BE%8D%E5%BE%A1%E5%8F%B2
http://baike.baidu.com/item/%E8%B0%83%E9%9C%B2
http://baike.baidu.com/item/%E4%B8%B4%E6%B5%B7
http://baike.baidu.com/item/%E6%AD%A6%E5%88%99%E5%A4%A9/61872
http://baike.baidu.com/item/%E6%AD%A6%E5%88%99%E5%A4%A9/61872
http://baike.baidu.com/item/%E6%89%AC%E5%B7%9E/8475769
http://baike.baidu.com/item/%E6%AD%A6%E5%88%99%E5%A4%A9/61872
http://baike.baidu.com/item/%E5%BE%90%E6%95%AC%E4%B8%9A/6808670
http://baike.baidu.com/item/%E4%B8%BA%E5%BE%90%E6%95%AC%E4%B8%9A%E8%AE%A8%E6%AD%A6%E6%9B%8C%E6%AA%84
http://baike.baidu.com/item/%E7%8E%8B%E9%82%A3%E7%9B%B8
http://baike.baidu.com/item/%E5%B8%9D%E4%BA%AC%E7%AF%87/6547023
http://baike.baidu.com/item/%E4%BA%8E%E6%98%93%E6%B0%B4%E9%80%81%E4%BA%BA
http://baike.baidu.com/item/%E6%B9%98%E5%86%9B
http://baike.baidu.com/item/%E5%BA%B6%E5%90%89%E5%A3%AB/63628
http://baike.baidu.com/item/%E7%BC%96%E4%BF%AE
http://baike.baidu.com/item/%E6%B1%9F%E5%8D%97%E9%81%93
http://baike.baidu.com/item/%E9%81%93%E7%9B%91%E5%AF%9F%E5%BE%A1%E5%8F%B2
http://baike.baidu.com/item/%E6%B9%96%E5%8D%97%E5%B7%A1%E6%8A%9A
http://baike.baidu.com/item/%E5%A4%AA%E5%B9%B3%E5%86%9B
http://baike.baidu.com/item/%E6%B9%96%E5%8D%97
http://baike.baidu.com/item/%E9%95%BF%E6%B2%99
http://baike.baidu.com/item/%E6%B9%96%E5%8C%97%E5%B7%A1%E6%8A%9A
http://baike.baidu.com/item/%E6%9B%BE%E5%9B%BD%E8%97%A9/386
http://baike.baidu.com/item/%E5%B7%A6%E5%AE%97%E6%A3%A0/66874
http://baike.baidu.com/item/%E5%9B%9B%E5%B7%9D%E6%80%BB%E7%9D%A3
http://baike.baidu.com/item/%E5%A4%A7%E6%B8%A1%E6%B2%B3/3380
http://baike.baidu.com/item/%E7%9F%B3%E8%BE%BE%E5%BC%80
http://baike.baidu.com/item/%E5%AE%89%E9%A1%BA%E5%9C%BA
http://baike.baidu.com/item/%E6%88%90%E9%83%BD/128473
http://baike.baidu.com/item/%E5%A4%AA%E5%AD%90%E5%A4%AA%E4%BF%9D
http://baike.baidu.com/item/%E5%A4%AA%E5%AD%90%E5%A4%AA%E5%82%85
http://baike.baidu.com/item/%E6%9B%BE%E5%9B%BD%E8%97%A9/386
http://baike.baidu.com/item/%E5%B7%A6%E5%AE%97%E6%A3%A0/66874
http://baike.baidu.com/item/%E6%9D%8E%E9%B8%BF%E7%AB%A0/28575
http://baike.baidu.com/item/%E6%9D%8E%E9%B8%BF%E7%AB%A0/28575
http://baike.baidu.com/item/%E8%83%A1%E6%9E%97%E7%BF%BC
http://baike.baidu.com/item/%E5%BD%AD%E7%8E%89%E9%BA%9F
http://baike.baidu.com/item/%E6%9B%BE%E5%9B%BD%E8%8D%83
http://baike.baidu.com/item/%E6%B2%88%E8%91%86%E6%A1%A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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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百五十三、高 

拼音：ㄍㄠ  Gao 

郡望：渤海郡 

勝跡：缺 

文獻：《高氏大統宗譜》 

（一）歷史 

    高姓是當今中國大陸第十五大姓，在臺灣排名第二十九。高姓出自姜姓，是

炎帝之後，亦是姜子牙之後。姜子牙第六世孫齊文公赤有子受封於高，稱作公子

高。公子高之孫溪是齊國重要大臣，他因與管仲平定內亂，迎立公子小白為齊桓

公有功，齊桓公允許他以祖父之字為姓，從此姓高。高姓有許多是少數民族改姓

而來。如十六國時期鮮卑族慕容氏曾改姓高，鮮卑拓跋部的樓氏亦有人改姓高，

高麗族羽真氏亦有族人改姓高。 

（二）遷徙分佈 

    高氏發源地雖說在今河南省境內，春秋後高姓卻大都出自齊魯之地。戰國或

秦時，高氏已自今山東遷入今河北、遼寧省境。東漢時有渤海王太守高洪定居渤

海蓨（今河北省景縣）。南北朝時有渤海郡人高歡，曾在北魏執魏政達 16年之久，

卒後其子高洋便代東魏稱帝，是為北齊。京兆高氏又有與北齊同祖，初居文安（今

屬河北），後遷徙至京兆。吳丹陽太守高瑞初居廣陵，後遷至秣陵（今屬江蘇）。

高氏大批南遷始於西晉末年永嘉之亂。唐初有高氏隨陳政、陳元光父子入閩開闢

漳州。唐僖宗時有高鋼（河南高氏）因避黃巢之亂南遷入閩，為高姓入閩始祖。

漢末時又有一支高氏由隴西（今屬甘肅）南遷至滇中（今屬雲南），後成為白蠻

大姓。宋紹聖元年間高升太奪取大理段氏政權而自立為王，稱大中國。傳子高太

明，於聖紹三年又將王位還給段氏，仍封為中國公，世為大理宰相，控制大理國

政權，被稱為高國主。其後裔歷經元、明、清數代均為雲南土司。中國歷史上高

姓稱帝王者 14 人，曾建立北齊、燕、荊南等政權。高姓是臺灣第二十九大姓，

亦是源於中國大陸。高氏播遷至臺灣時間，是康熙二十二年鄭克爽歸降清廷後。

依臺灣省文獻會調查統計，高姓人士大多聚居臺北一帶。 

（三）堂號 

    1、厚餘堂：孔子弟子高柴任費城宰，孔子評他：「柴也愚。」朱熹註「愚是

知不足而後知有餘。」《詞海》：「愚，純樸也。」高柴子孫以此為典故，立堂號

「厚餘堂」。 

（四）歷史名人 

    1、高漸離：戰國末年燕（今河北省定興縣高里村）人，是荊軻好友，擅長

http://baike.baidu.com/item/%E5%AE%9A%E5%85%B4%E5%8E%BF
http://baike.baidu.com/item/%E8%8D%86%E8%BD%B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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擊筑。荊軻刺秦王臨行時，高漸離與太子丹送於易水河畔。高漸離擊筑，荊軻和

而高歌「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後秦滅六國後，秦王因高漸離

善擊筑，邀請至王宮演奏。因高漸離是荊軻好友，秦王亦有所防備，事先命人將

高漸離眼睛刺瞎，以為如此高漸離便無法刺殺他。但高漸離往筑裡灌鉛，趁秦王

聽曲正入迷時，使勁朝秦王砸去，但未能成功，高漸離亦遭殺害。 

2、高適：字達夫、仲武，唐朝渤海郡（今河北景縣）人，後遷居宋州宋城

（今河南商丘睢陽）。高適是唐代著名邊塞詩人，曾任刑部侍郎、散騎常侍，封

渤海縣侯，世稱高常侍。高適與岑參並稱「高岑」，有《高常侍集》等傳世。高

適詩歌筆力雄健、氣勢奔放，洋溢盛唐時期特有的奮發進取、蓬勃向上的時代精

神。後人將高適、岑參、王昌齡、王之渙合稱「邊塞四詩人」。 

    3、高俅：北宋末年權臣，宋徽宗時期官員，汴京（今河南開封）人。高俅

為人乖巧，擅長抄抄寫寫，不僅寫得一手漂亮毛筆字，有一定詩詞歌賦功底；且

會使槍弄棒，有一定武功基礎。高俅對宋徽宗百般討好，迎合宋徽宗好名貪功的

喜好。北宋政和七年（1117）正月，宋徽宗以殿前都指揮使高俅為太尉，宣和四

年（1122）五月，高俅加開府儀同三司。靖康元年（1126）五月，高俅卒。按慣

例，宋欽宗應當為其舉哀，太學博士李若水上書說：高俅因受寵信而登據顯赫之

位，敗壞國家軍政，導致金人長驅直入，其罪應當與童貫相等。他已未受懲處而

死，但還應追奪其官秩，向天下昭示受到朝廷唾棄。禮部尚且因循慣例，欲加以

繁文縟節之禮，豈能平息公論？兩日後，高俅被追奪官秩。 

    4、高士奇：字澹人，號瓶廬，又號江村，清朝著名學者，今匡堰鎮高家村

人。高士奇早年家貧，後在詹事府任記錄官，康熙十五年（1676）升為內閣中書，

領六品俸薪，住在賞賜予他的西安門內。高士奇每日為康熙帝講書釋疑，評析書

畫，極得信任。高士奇官至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晚年又特授詹事府

詹事、禮部侍郎，卒後追諡文恪。高士奇學識淵博，能詩文、擅書法、精考證。

高士奇又善鑒賞，所藏書畫甚富。高士奇著有史學著作《左傳紀事本末》53卷，

《清吟堂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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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百五十四、夏 

拼音：ㄒㄧㄚˋ  Xia 

郡望：會稽郡 

勝跡：缺 

文獻：《桂林夏氏宗譜》 

（一）歷史 

    夏姓在當今中國大陸姓氏排名第五十五，在臺灣排名第九十六。夏姓出自姒

姓，是大禹後代。大禹在舜為天子時負責治水，歷時十三年，三過家門而不入，

最終平息水患，因而讓舜選為繼承人。禹之子啟，建立中國第一個朝代夏朝。夏

朝傳十六世，為商所滅，夏亡國後即有夏朝宗室以「夏」為姓氏。夏姓還有一個

起源是出自媯姓。舜的後代媯滿在西周初年受封於陳，至陳宣公時，宣公有子名

少西，字子夏。子夏之孫徵舒射殺陳靈公自立為陳侯，且以祖父之字為己姓。 

（二）遷徙分佈 

    夏姓早期主要在今河南、山東發展，漢代以後開始發展至今浙江等地，宋代

時發展至今江西、安徽、湖南、湖北、山西等地，並於明代進入今廣東。一直到

近現代，夏姓才逐漸進入今廣西、雲南、四川和臺灣。 

（三）歷史名人 

    1、夏圭：生卒年不詳，南宋畫家，字禹玉，臨安（今浙江杭州）人。夏圭

早年畫人物，後來以山水著稱。他與馬遠同時，號稱「馬夏」。宋寧宗時任畫院

待詔，受皇帝賜金帶的榮譽。他的山水畫師法李唐，又吸取范寬、米芾、米友仁

的長處，形成自己個人風格。雖然夏圭與馬遠同屬水墨蒼勁一派，但喜用禿筆，

下筆較重，因而更加老蒼雄放。夏圭用墨善於調節水分，取得更為淋漓滋潤的效

果。在山石皴法上，常先用水筆淡墨掃染，然後趁濕用濃墨皴，造成水墨渾融的

特殊效果，被稱作拖泥帶水皴。傳世作品有〈溪山清遠圖〉、〈西湖柳艇圖〉、〈雪

堂客話圖〉等。 

2、夏原吉：字維喆，湖南省湘陰人，明初重臣。夏原吉祖籍德興，早年喪父，

遂力學養母。夏原吉以鄉薦入太學，選入禁中書省制誥，以誠篤幹濟為明太祖朱

元璋所重。建文帝時夏原吉任戶部右侍郎，後充採訪使。任內政治清明，百姓皆

悅服。靖難之役後明成祖即位，委以重任，與蹇義並稱於世。明成祖卒後，夏元

輔佐仁宣之治，政績卓越。明宣宗宣德五年卒，年六十五歲，贈太師，諡忠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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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百五十五、蔡 

拼音：ㄘㄞˋ  Cai 

郡望：濟陽郡 

勝跡：缺 

文獻：《丹徒蔡氏支譜》 

（一）歷史 

    蔡姓在當今中國大陸姓氏排名第四十四，在臺灣排名第九。蔡姓有一支出自

姞姓，為黃帝支裔。據《國語．晉語四》所載：「黃帝二十五宗，得姓者十四人，

為十二姓，姬、酉、祁、己、滕、任、荀、葴、僖、姞、儇、依是也。」又據《潛

夫論．志氏姓》所載：「姞氏封於燕，姞氏之別有闞、嚴、蔡、光、魯、雍、斷、

須密氏。」古時燕地大致在今河北北部。蔡姓另一支出自姬姓，是黃帝後代。黃

帝裔孫周武王姬發在滅商立周後，封父親文王姬昌第五子叔度於蔡而建立蔡國。

後蔡叔度參與反對周公的叛亂，兵敗後遭放逐而異死他鄉。蔡叔之子胡因為人正

直，且未參與叛亂，後受周成王重新分封至蔡，史稱蔡仲。春秋時蔡國為楚所滅，

子孫即以國名為己姓。 

（二）遷徙分佈 

    先秦時期蔡氏主要在今河南、安徽境內發展繁衍，亦有至外地任官留居當地

者。戰國時燕有蔡澤、齊有大夫蔡朝、楚有大夫蔡鳩、晉有太史蔡墨，這說明今

北京、陜西、山東、湖南、湖北、山西境內，在戰國時已有蔡氏居民。漢代已有

蔡姓人居於今江蘇、浙江，如西漢蔡千秋為沛人（今江蘇沛縣），東漢有陳留（今

屬河南）蔡邕和上虞（今屬浙江）蔡邕。漢末蔡丕任五原（今屬內蒙）太守，在

當地安家，其子孫居在朔方一帶（今內蒙古杭錦旗西北）。兩晉之際蔡氏有族人

隨中原士族南渡，居於江、浙一帶。南北朝時已有蔡氏人徙居於今寧夏、甘肅。

如北魏蔡襲為高平人（今寧夏固原），北齊蔡俊為石門人（今甘肅渭源縣西南）。

唐初有蔡氏族人隨陳元光入閩，居漳州、浦州，又遷念都鴻儒嶼，其後子孫繁衍，

分別遷往龍溪、赤嶺及廣東廣州等地。唐末中原戰亂，河南蔡氏又有隨王潮、王

審知入閩者，先居於福建寧華縣，二傳又遷至廣東梅州。 

（三）堂號 

    1、九峰堂：宋朝蔡仲默少年時向朱熹學習，才三十歲便放棄科舉專攻理學。

蔡仲默隱居九峰，世人稱為「九峰先生」。蔡仲默後人以此為典故，立堂號「九

峰堂」。 

    2、龍亭堂：東漢蔡倫改良造紙，對文化事業發展功績卓著，受封龍亭侯。

蔡氏後人即以此為典故，立堂號「龍亭堂」。 

（四）歷史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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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蔡倫：字敬仲，東漢桂陽郡人，漢明帝永平末年入宮給事。章和二年（88）

蔡倫因有功於太后而升為中常侍，又以位尊九卿之身兼任尚方令。蔡倫總結以往

造紙經驗，革新造紙工藝，終於製成「蔡侯紙」。元興元年（105）蔡倫奏報朝廷，

漢和帝下令推廣其造紙法。建光元年（121）蔡倫因權力鬥爭，自殺身亡。蔡倫

造紙術被列為中國古代「四大發明」，對人類文化傳播和世界文明進步具有傑出

貢獻，千百年來備受人們尊崇，因而為紙工奉為造紙鼻祖、紙神”。麥克．哈特

《影響人類歷史進程的 100名人排行榜》，蔡倫排在第七位。美國《時代》週刊

公佈的「有史以來的最佳發明家」，蔡倫亦榜上有名。2008年北京奧運會開幕式，

特別展示蔡倫發明的造紙術。 

    2、蔡琰：字文姬，又字昭姬，生卒年不詳，東漢陳留郡圉縣（今河南開封

杞縣）人，東漢大文學家蔡邕之女。蔡琰初嫁衛仲道，丈夫卒後回返娘家。後值

匈奴入侵，蔡琰遭匈奴左賢王擄走而嫁予匈奴人，並生育二兒。十二年後曹操統

一北方，以重金將蔡琰贖回，並將其嫁予董祀。蔡琰同時擅長文學、音樂、書法，

《隋書．經籍志》著錄《蔡文姬集》一卷，但已失傳。現今能見得蔡文姬作品只

有〈悲憤詩〉二首和〈胡笳十八拍〉。歷史上記載蔡琰的事蹟不多，但「文姬歸

漢」故事卻在歷朝歷代被廣為流傳。 

3、蔡京：字元長，北宋權相之一、書法家，北宋興化軍仙遊縣慈孝里赤嶺（今

福建省莆田市仙遊縣楓亭鎮東宅村）人。熙寧三年蔡京進士及第，先為地方官，

後任中書舍人，改龍圖閣待制、知開封府。崇寧元年（1102）蔡京為右僕射兼門

下侍郎（右相），後又官至太師。蔡京先後四次任相，共達十七年之久，四起四

落堪稱古今第一人。蔡京興花石綱之役，改鹽法和茶法，鑄當十大錢。北宋末年

太學生陳東上書，稱蔡京為「六賊之首」。宋欽宗即位後，蔡京遭貶嶺南，途中

死於潭州（今湖南長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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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baike.baidu.com/item/%E6%82%B2%E6%84%A4%E8%AF%97
http://baike.baidu.com/item/%E6%96%87%E5%A7%AC%E5%BD%92%E6%B1%89
http://baike.baidu.com/item/%E6%96%87%E5%A7%AC%E5%BD%92%E6%B1%89
http://baike.baidu.com/item/%E4%BB%99%E6%B8%B8/1424629
http://baike.baidu.com/item/%E6%9E%AB%E4%BA%AD%E9%95%87
http://baike.baidu.com/item/%E7%86%99%E5%AE%81
http://baike.baidu.com/item/%E9%BE%99%E5%9B%BE%E9%98%81
http://baike.baidu.com/item/%E5%BC%80%E5%B0%81%E5%BA%9C
http://baike.baidu.com/item/%E5%B4%87%E5%AE%81/15285
http://baike.baidu.com/item/%E7%9B%90%E6%B3%95
http://baike.baidu.com/item/%E8%8C%B6%E6%B3%95
http://baike.baidu.com/item/%E9%99%88%E4%B8%9C/5012434
http://baike.baidu.com/item/%E5%AE%8B%E9%92%A6%E5%AE%97
http://baike.baidu.com/item/%E6%BD%AD%E5%B7%9E/683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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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百五十六、田 

拼音：ㄊㄧㄢˊ  Tian 

郡望：原門郡 

勝跡：缺 

文獻：《上虞永豐鄉田氏宗譜》 

（一）歷史 

    田姓在當今中國大陸姓氏排名第五十八，在臺灣排名第七十九。田姓出自媯

姓，與陳姓同宗，皆為媯滿後代。虞舜裔孫媯滿，西周初年受封於陳。陳國第十

二代國君陳桓公卒後，其弟佗殺太子免而自立為君，史稱陳厲公。之後免之弟躍

又殺佗，史稱陳利公。陳利公在位五個月卒，其弟林繼任，是為陳莊公。七年後

陳莊公卒，其弟繼任為即陳宣公。陳宣公殺自己太子御寇，改立款為太子。陳厲

公之公子完因與御寇交好，被迫出奔齊國。田完第十代孫田和放逐齊康公，並自

立為君，建立田氏齊國，史稱「田氏代齊」。 

（二）遷徙分佈 

    田姓早在春秋戰國時期已分布十分廣泛，宋代時田姓首次進入今福建，且在

宋末時又遷居今廣東。清代中葉，田姓始入臺灣。 

（三）堂號 

    1、紫荊堂：梁代吳均《續齊諧記》：京兆田真兄弟三人共議分財，生資皆平

均，惟堂前一株紫荊樹，共議欲破三片。明日，就截之，其樹即枯死，狀如火燃。

田真往見之，大驚，謂諸弟曰：「樹本同株，聞將分斫，所以憔悴。是人不如木

也。」因悲不自勝，不復解樹。樹應聲榮茂，兄弟相感，合財寶，遂為孝門。田

真仕至太中大夫。田真後人以此為典故，立堂號「紫荊堂」。 

    2、貧驕堂：戰國時田子方任魏文侯老師，一次田子方在路上遇太子，太子

急忙下車拜見子方，子方不還禮。太子問道：是富貴的人可以驕傲？還是貧賤的

人可以驕傲呢？田子方答道：只有貧賤的才能驕傲！諸侯驕傲，就要失去他的

國；大夫驕傲就要失去他的家。貧賤的人如果自己行為不合官員的心，他說的話

官員也不聽，如此便到其他國家去，如同丟掉破鞋子一樣。富貴的人怎麼能和他

們一樣呢？田子方後人以此為典故，立堂號「貧驕堂」。 

（四）歷史人物 

    1、田單：生卒年不詳，媯姓，田氏，名單，臨淄人，戰國時田齊宗室遠房

親屬，任齊都臨淄市掾（管理市場的小官）。齊國危亡之際，田單堅守即墨，以

火牛陣擊破燕軍，收復七十餘城。田單因功被任為相國，並獲安平君封號。田單

之後至趙國擔任將相，卒後葬於安平城內。 

http://baike.baidu.com/item/%E9%AD%8F%E6%96%87%E4%BE%AF
http://baike.baidu.com/item/%E4%BB%96%E7%9A%84%E5%9B%BD
http://baike.baidu.com/item/%E4%BB%96%E7%9A%84%E5%9B%BD
http://baike.baidu.com/item/%E4%B8%B4%E6%B7%84
http://baike.baidu.com/item/%E7%94%B0%E9%BD%90
http://baike.baidu.com/item/%E9%BD%90%E5%9B%BD/50284
http://baike.baidu.com/item/%E5%8D%B3%E5%A2%A8
http://baike.baidu.com/item/%E7%81%AB%E7%89%9B%E9%98%B5
http://baike.baidu.com/item/%E5%AE%89%E5%B9%B3%E5%90%9B/17649675
http://baike.baidu.com/item/%E8%B5%B5%E5%9B%B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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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田文：即孟嘗君，媯姓，田氏，名文，戰國四公子之一，戰國齊國貴族，

齊威王田因齊之孫，靖郭君田嬰之子，齊宣王田辟疆之侄。田文因封襲其父爵於

薛（今山東省滕州市官橋鎮），又稱薛公，號孟嘗君。孟嘗君依仗父親留下的豐

厚資產，在封地薛邑廣招各國人才，門下有食客數千。秦昭王求賢若渴，聽聞孟

嘗君名氣，欲將他招攬至秦國。田文受封為秦國丞相，不久便逃歸，後為齊湣王

相國。田文曾聯合韓、魏擊敗楚、秦。齊湣王七年（西元前 294）因貴族田甲叛

亂事，為齊湣王所疑。田文謝病歸薛，不久出奔至魏而擔任相國。田文曾西合秦、

趙與燕共伐破齊，齊襄王立，田文遂保持中立。田文卒後諸子爭立，領地薛為齊、

魏共同攻滅。 

3、田文鏡：字抑光，清朝康熙、雍正時大臣。田文鏡原隸籍漢軍正藍旗，

雍正五年（1727）因功抬入漢軍正黃旗。康熙二十二年（1683），二十二歲的田

文鏡出仕縣丞，升知縣、知州，歷二十餘年。康熙五十六年（1717）田文鏡官內

閣侍讀學士；雍正帝即位後，深受寵待。雍正元年（1723）田文鏡署山西布政使，

次年調任河南布政使，擢升巡撫。田文鏡憑藉多年擔任地方官經驗，大力推行雍

正帝的改革方針，以整飭弊政。清查積欠，實行耗羨提解；限制紳衿特權，嚴限

交納錢糧；嚴行保甲制度等。但引起一些官員不滿，先後受直隸總督李紱、監察

御史謝濟世參劾。然雍正帝以其實心任事，稱之為「模範疆吏」，任用如故。雍

正五年（1727）田文鏡任河南總督，加兵部尚書銜。雍正六年（1728）田文鏡任

河南山東總督，雍正七年（1729）加太子太保，雍正八年（1730）田文鏡兼北河

總督。河南水災，田文鏡隱匿不報，雍正帝仍予包容。雍正十年（1732）十一月

二十一日田文鏡病卒，享年七十二歲，諡端肅。田文鏡著有《撫豫宣化錄》、《欽

頒聖諭條例事宜》，曾主持編修《河南通志》。 

 

 

 

 

 

 

 

 

 

 

 

 

 

 

 

 

http://baike.baidu.com/item/%E6%88%98%E5%9B%BD%E5%9B%9B%E5%85%AC%E5%AD%90
http://baike.baidu.com/item/%E9%BD%90%E5%A8%81%E7%8E%8B
http://baike.baidu.com/item/%E9%A3%9F%E5%AE%A2/9049880
http://baike.baidu.com/item/%E7%A7%A6%E6%98%AD%E7%8E%8B
http://baike.baidu.com/item/%E9%BD%90%E6%B9%A3%E7%8E%8B
http://baike.baidu.com/item/%E9%BD%90%E6%B9%A3%E7%8E%8B
http://baike.baidu.com/item/%E7%94%B0%E7%94%B2
http://baike.baidu.com/item/%E9%BD%90%E8%A5%84%E7%8E%8B
http://baike.baidu.com/item/%E5%BA%B7%E7%86%99/130006
http://baike.baidu.com/item/%E9%9B%8D%E6%AD%A3/130080
http://baike.baidu.com/item/%E6%B1%89%E5%86%9B
http://baike.baidu.com/item/%E6%B1%89%E5%86%9B
http://baike.baidu.com/item/%E6%AD%A3%E9%BB%84%E6%97%97
http://baike.baidu.com/item/%E5%8E%BF%E4%B8%9E
http://baike.baidu.com/item/%E7%9F%A5%E5%8E%BF
http://baike.baidu.com/item/%E7%9F%A5%E5%B7%9E
http://baike.baidu.com/item/%E5%86%85%E9%98%81/17931396
http://baike.baidu.com/item/%E5%86%85%E9%98%81/17931396
http://baike.baidu.com/item/%E4%BE%8D%E8%AF%BB%E5%AD%A6%E5%A3%AB
http://baike.baidu.com/item/%E9%9B%8D%E6%AD%A3%E5%B8%9D
http://baike.baidu.com/item/%E5%B1%B1%E8%A5%BF/188460
http://baike.baidu.com/item/%E5%B1%B1%E8%A5%BF/188460
http://baike.baidu.com/item/%E5%B7%A1%E6%8A%9A
http://baike.baidu.com/item/%E7%A7%AF%E6%AC%A0
http://baike.baidu.com/item/%E4%BF%9D%E7%94%B2%E5%88%B6%E5%BA%A6
http://baike.baidu.com/item/%E7%9B%B4%E9%9A%B6%E6%80%BB%E7%9D%A3
http://baike.baidu.com/item/%E7%9B%B4%E9%9A%B6%E6%80%BB%E7%9D%A3
http://baike.baidu.com/item/%E8%B0%A2%E6%B5%8E%E4%B8%96
http://baike.baidu.com/item/%E6%B2%B3%E5%8D%97%E6%80%BB%E7%9D%A3
http://baike.baidu.com/item/%E5%85%B5%E9%83%A8%E5%B0%9A%E4%B9%A6
http://baike.baidu.com/item/%E5%A4%AA%E5%AD%90%E5%A4%AA%E4%BF%9D
http://baike.baidu.com/item/%E5%8C%97%E6%B2%B3%E6%80%BB%E7%9D%A3
http://baike.baidu.com/item/%E5%8C%97%E6%B2%B3%E6%80%BB%E7%9D%A3
http://baike.baidu.com/item/%E6%8A%9A%E8%B1%AB%E5%AE%A3%E5%8C%96%E5%BD%95
http://baike.baidu.com/item/%E6%B2%B3%E5%8D%97%E9%80%9A%E5%BF%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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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百五十七、樊 

拼音：ㄈㄢˊ  Fan 

郡望：上黨郡 

勝跡：缺 

文獻：《博龍溪樊氏宗譜》 

（一）歷史 

    樊姓在中國大陸和臺灣皆未列入百家姓前一百位。樊姓出於姬姓。周太王有

後裔名仲山甫，因作戰有功受封於樊地（今河南濟源縣西南，一說現河南源市），

其後代即以國號為姓。樊姓最早起源實可追溯至商湯時代。商湯建立商朝，商湯

後代十分興盛，後漸漸分離成七大族，其中有一族為樊姓。後商朝為周武王所敗，

周朝平定天下後，周成王之叔康叔管轄商朝遺民。他將七大王族遷至今山東、山

西一帶，讓他們在此定居，所以樊姓名門望族亦大多出於山東、山西一帶。。 

（二）歷史名人 

    1、樊噲：沛縣（今江蘇省沛縣）人，漢初將領，西漢開國元勳，大將軍，

左丞相，著名軍事統帥，封武陽侯。樊噲為呂后妹夫，深得漢高祖劉邦和呂后信

任。後隨劉邦平定臧荼、盧綰、陳豨、韓信等，為漢高祖劉邦心腹猛將。樊噲早

年以屠宰狗為業，最有名事蹟為鴻門宴時出面營救漢高祖劉邦，為楚漢相爭時期

風雲人物。 

    2、樊英：東漢安、順帝時期《易》學家、術數名家，字季齊，南陽魯陽（今

平頂山魯山縣）人。樊英幼年至三輔（今陝西西安周圍地區）學習《親氏易》，

後隱居壺山。樊英著有《易章句》，世稱樊氏學說，在學術上有較廣泛影響。樊

英長期隱居，收徒講學。樊英習京氏《易》學，兼明五經，又善風角、星算、河

洛、七緯、推步、災異，著《易章句》，今不傳。 

    3、樊梨花：大唐貞觀年間人，中國古代四大巾幗女英雄（花木蘭、穆桂英、

梁紅玉）之一。她因與薛丁山平定西北邊亂、沙場揮戈與共的故事而家喻戶曉，

在後世影響深遠。樊梨花傳奇故事被多種形式的文藝作品表現，尤其是電影、電

視劇、歌舞戲劇等多次演繹，是中國古代巾幗英雄的典型形象。樊梨花在地方史、

掌故稗史皆有記載，是胸懷寬廣的大唐奇女，更是武藝高強、神通廣大、文武全

才的兵馬大元帥。 

 

 

 

 

 

 

http://baike.baidu.com/item/%E6%98%93%E5%AD%A6
http://baike.baidu.com/item/%E6%9C%AF%E6%95%B0
http://baike.baidu.com/item/%E5%8D%97%E9%98%B3
http://baike.baidu.com/item/%E5%8D%97%E9%98%B3
http://baike.baidu.com/item/%E5%B9%B3%E9%A1%B6%E5%B1%B1
http://baike.baidu.com/item/%E4%BA%94%E7%BB%8F/31890
http://baike.baidu.com/item/%E9%A3%8E%E8%A7%92
http://baike.baidu.com/item/%E6%98%9F%E7%AE%97
http://baike.baidu.com/item/%E6%B2%B3%E6%B4%9B
http://baike.baidu.com/item/%E6%B2%B3%E6%B4%9B
http://baike.baidu.com/item/%E4%B8%83%E7%BA%AC
http://baike.baidu.com/item/%E8%8A%B1%E6%9C%A8%E5%85%B0
http://baike.baidu.com/item/%E7%A9%86%E6%A1%82%E8%8B%B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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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百五十八、胡 

拼音：Hu 

郡望：安定郡 

勝跡：缺 

文獻：《胡氏統宗譜》 

（一）歷史 

    胡姓是當今中國大陸第十三大姓，在臺灣排名第三十八。胡姓出自媯姓，與

陳姓同源，皆為胡公滿後代。胡公滿原名媯滿，是帝舜後代，於西周初受封於陳

而建立陳國。媯滿卒後謚號為胡公，其後代一部分以國為姓，另一部分以其謚為

姓。胡姓另有幾個起源，均出自周朝。周朝有二個胡子國，一為姬姓一為歸姓。

二個胡子國被滅後，其國人皆有將國名為己姓者，因此又形成二支胡姓。魏孝文

帝時又將鮮卑貴族紇骨氏改為胡姓。姓氏起源：  

（二）遷徙分佈 

    胡氏源地當然是周初的封地陳國，即今日河南省淮陽縣。此後胡氏以此為源

地，子孫逐漸向四處延伸。經數代繁衍，先後南達新蔡、北抵今山西，並成為當

時望族。再以後又由新蔡與山西胡姓向其他各地遷居繁衍，致使遍及全中國。胡

氏南遷始於西晉末年，胡氏後代從中原渡江南下，先遷至今安徽，後又從安徽再

遷至今福建，最後由福建遷居入臺灣。臺灣胡姓至今已遍及全省，不過居住較為

集中且人數最多者則是臺南、臺北、彰化和新竹等地。 

（三）歷史名人 

1、宣武靈皇后：胡氏，名失考（《北史演義》稱胡仙真，一說名胡承華，史

書多稱之靈太后），安定臨涇（甘肅鎮原）人，司徒胡國珍長女，母親是秦太上

君皇甫氏，北魏宣武帝元恪妃子、北魏孝明帝元詡生母。西元 515年宣武帝去世，

孝明帝即位，尊胡氏為皇太后。因孝明帝年幼，由胡太后臨朝聽政。胡太后為太

后後，曾下令造申訟車，以接受投訴冤情，又在朝堂親自策試孝廉、秀才、州郡

上計簿的官吏。西元 528年，孝明帝去世，胡太后立孝明帝之女元姑娘為帝，對

外謊稱是皇子即位。幾天後廢黜元姑娘，立臨洮王元寶暉之子元釗為帝，史稱幼

主。同年四月，胡太后及幼主被爾朱榮沉河而死。胡太后之妹將她收殮埋葬在寺

廟。孝武帝時才以皇后禮儀安葬胡太后，追加諡號為靈皇后。 

2、胡三省：字身之，寧海（今浙江寧海）人，宋元之際史學家。胡氏為南

宋理宗寶佑年間進士，歷任縣令、府學教授等職。胡氏應賈似道召，從軍至蕪湖，

屢有建言，然賈似道專橫不用，後隱居不仕。胡氏自寶佑四年（1256）開始專心

著述《資治通鑒廣注》，得 97卷，論 10篇。臨安（今浙江杭州）失陷後，手稿

在流亡新昌（今廣東臺山）途中散失，宋亡後胡安國重新撰寫。元世祖至元二十

http://baike.baidu.com/item/%E8%83%A1%E5%9B%BD%E7%8F%8D
http://baike.baidu.com/item/%E5%A6%83%E5%AD%90
http://baike.baidu.com/item/%E5%AE%A3%E6%AD%A6%E5%B8%9D
http://baike.baidu.com/item/%E7%9A%87%E5%A4%AA%E5%90%8E
http://baike.baidu.com/item/%E8%83%A1%E5%A4%AA%E5%90%8E
http://baike.baidu.com/item/%E5%85%83%E5%A7%91%E5%A8%98
http://baike.baidu.com/item/%E5%85%83%E5%AE%9D%E6%99%96
http://baike.baidu.com/item/%E5%85%83%E9%92%8A
http://baike.baidu.com/item/%E5%B0%94%E6%9C%B1%E8%8D%A3
http://baike.baidu.com/item/%E5%AE%81%E6%B5%B7
http://baike.baidu.com/item/%E5%AE%8B%E7%90%86%E5%AE%97
http://baike.baidu.com/item/%E5%AE%8B%E7%90%86%E5%AE%97
http://baike.baidu.com/item/%E8%B4%BE%E4%BC%BC%E9%81%93
http://baike.baidu.com/item/%E8%8A%9C%E6%B9%96/222481
http://baike.baidu.com/item/%E4%B8%B4%E5%AE%89/10481973
http://baike.baidu.com/item/%E5%8F%B0%E5%B1%B1
http://baike.baidu.com/item/%E5%85%83%E4%B8%96%E7%A5%96


8百家姓彙整 141-160 

27 

二年（1285）完成《資治通鑒音注》294卷及《釋文辯誤》（12卷），對《通鑒》

作校勘、考證、解釋，對《釋文》作辯誤，並對史事有所評論。注文多處聯繫蒙

古滅宋事實，發表感慨，寄託民族感情。 

    3、胡雪巖：本名胡光墉，幼名順官，字雪巖，生於安徽徽州績溪，13 歲起
便移居杭州，是中國近代著名紅頂商人，政治家，徽商代表人物。清咸豐十一年

（1861）太平軍攻杭州時，胡雪巖從上海運軍火、糧米接濟清軍而為左宗棠賞識，

後又助左宗棠組織「常捷軍」、創辦福州船政局。左宗棠西征平叛阿古柏時，胡

氏為其主持上海采運局局務，在上海代借外款 5次，高達 1195萬兩，采供軍餉、

訂購軍火，並做情報工作，常將上海中外各界重要消息報告左宗棠。胡氏備受朝

廷歡迎時曾官居二品，賞穿黃馬褂。胡雪巖憑藉卓越商業才能，利用過手的官銀

在上海籌辦私人錢莊，後在全國各地設立「阜康」錢莊分號，被稱為「活財神」。

在杭州創立「胡慶餘堂」中藥店，製避瘟丹、行軍散、八寶丹供軍民之需，藥店

傳承至今，贏得「江南藥王」美譽。清光緒九年（1883）胡氏產業受各地官僚競

相提款、敲詐勒索而引發資金周轉失靈，受外商排擠而被迫賤賣，資產去半。最

終胡雪巖被革職查抄家產，鬱鬱而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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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百五十九、凌 

拼音：Ling 

郡望：河間郡 

勝跡：缺 

文獻：《凌氏宗譜》 

（一）歷史 

    凌姓在中國大陸和臺灣都未列入百家姓前一百位。凌姓出自姬姓。周朝時宮

廷在冬季有專門官員負責將冰收藏於地窖，以備夏季供國君和王公貴族消暑之

用。當時掌管此項工作者為「凌人」，因是專為王族服務，所以是重要官職。周

武王有兄弟名康叔，康叔有子擔任凌人一職，其後代即取官名為姓。  

（二）歷史名人 

    1、凌統：字公績，三國時期吳郡餘杭（今浙江余杭）人，吳國名將。凌統

十五歲時就拜為別部司馬，征伐江夏時為前鋒。凌統曾與周瑜等在烏林擊敗曹

操，升遷為校尉。凌統雖屢遷要職，但他嚴格要求自己，對待下屬亦很禮貌，不

貪財、重義氣，有國士之風。凌統之後從征合肥，魏將張遼突然趕到，凌統為護

衛孫權衝出重圍，將士死傷很多。凌統亦受重傷，不久便往生。 

    2、凌濛初：字玄房，號初成，亦名凌波，一字遐厈，別號即空觀主人，明

代浙江烏程（今浙江湖州吳興織里鎮晟舍）人，明代文學家、小說家和雕版印書

家。凌蒙初著作《初刻拍案驚奇》和《二刻拍案驚奇》，與馮夢龍所著《喻世明

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合稱「三言二拍」，是中國古典短篇小說的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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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百六十、霍 

拼音：Huo 

郡望：太原郡 

勝跡：缺 

文獻：《霍氏宗譜》 

（一）歷史 

    霍姓在中國大陸和臺灣皆未列入百家姓前一百位。霍姓出自姬姓。周武王伐

紂滅商後，將其弟叔處分封於霍（今山西霍縣西南），稱霍叔，是當時「三監」

由於商朝多數貴族反對紂王統治，所以周武王滅商後，對他們還有一定優待，將

他們遷至今山東、山西一帶，希望他們安居樂業。然周武王又擔心他們造反起亂，

所以分封自己親族至彼，以便監督。霍叔、管叔、蔡叔共同負責監督之責，被稱

為「三監」，權力很大。周成王即位後，霍叔因參與武庚叛亂而被降為庶人。不

過霍國仍繼續存在，且由霍叔之子繼任國君，其後代即以國名為姓。春秋時期霍

國為晉所滅，但霍作為姓氏仍保留後世。 

（二）歷史名人 

    1、霍去病：河東平陽（今山西臨汾西南）人，西漢名將、軍事家，官至大

司馬驃騎將軍，封冠軍侯。霍去病是名將衛青外甥，善騎射，用兵靈活，注重方

略，不拘古法，勇猛果斷，善於長途奔襲、快速突襲和大迂回、大穿插作戰。霍

去病初次征戰即率領 800驍騎深入敵境數百里，將匈奴殺得四散逃竄。在兩次河

西之戰中，霍去病大破匈奴，俘獲匈奴祭天金人，直取祁連山。在漠北之戰中，

霍去病封狼居胥，大捷而歸。元狩六年霍去病因病去世，年僅 24歲（虛歲）。漢

武帝很悲傷，調遣邊境五郡鐵甲軍，從長安至茂陵排列成陣，為霍去病修的墳墓

外形如祈連山，諡景桓侯。 

    2、霍光：字子孟，河東平陽（今山西臨汾）人，西漢權臣、政治家，麒麟

閣十一功臣之首，大司馬霍去病異母弟、漢昭帝皇后上官氏外祖父、漢宣帝皇后

霍成君之父。霍光身高七尺三寸，皮膚白皙、眉目疏朗，鬍鬚很美，是當時有名

的美男子。霍光歷經漢武帝、漢昭帝、漢宣帝三朝，官至大司馬大將軍。期間曾

霍光主持廢立昌邑王。漢宣帝地節二年（西元前 68）霍光去世，諡號宣成。兩

年後霍家因謀反被族誅。後人常將霍光與伊尹並提，稱為「伊霍」，後世往往以

「行伊霍之事」代指權臣攝政廢立皇帝。 

    3、霍元甲：字俊卿，清末著名武術家，祖籍河北省滄州市東光縣安樂屯，

生於直隸省靜海縣小南河村（今屬天津市西青區南河鎮，為紀念霍元甲，自 2009

年 1月 18日起更名為精武鎮）。出身鏢師家庭，排行第二。父親霍恩第以保鏢為

業，武藝極高。霍恩第兄弟三人，共有十子，稱為霍家師兄弟，其中霍恩第生有

三子。霍元甲幼年體弱，27 歲前基本上生活在故鄉，時常挑柴至天津販賣。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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歲後至天津當碼頭裝卸工，後在農勁蓀開設的懷慶藥棧當幫工，升任掌櫃。1909

年，41 歲的霍元甲由農勁蓀介紹至上海，接受由陳公哲、陳鐵生創辦「精武體

操會」主教武術。1910年霍元甲去世時年僅 42歲。任職報館的陳鐵生在報章宣

傳上海張園擂台比武事件，該埸擂台比武開始，司儀說明相約好西洋力士奧皮音

比試，可惜力士最終離開中國。1910年「精武體操會」易名「精武體育會」，霍

元甲任主教席。1912 年向愷然（平江不肖生）出版《拳術》和《近代俠義英雄

傳》兩部作品，他據傳聞編寫霍元甲遭日本醫生秋野使用「慢性爛肺藥」毒死的

故事。另一說法是霍元甲死於肝病。對此霍家後人宣稱，1989 年霍家為霍元甲

與其妻墳墓遷移時，發現霍元甲遺骨有黑色斑點。經天津市公安局實驗室檢測，

該黑色斑點為砷化物（即砒霜），但也可能與服用中藥的雄黃有關，其主要成分

為硫化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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