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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百八十一、郁 

拼音：ㄩˋ  Yu 

郡望：黎陽郡 

勝跡：缺 

文獻：《郁氏家乘》 

（一）歷史 

    郁姓在中國大陸和臺灣皆未列入百家姓前一百位。郁姓起源有幾支，其中一

支源於大禹之師郁華。相傳大禹老師名郁華，很有見識才能，大禹稱他為王師，

虛心向他學習本領。春秋時有郁國，是吳國鄰國，後成為吳國大夫封地，人稱郁

氏。郁姓另有一支起源。春秋魯國有大夫名郁貢，其子孫有取郁字為姓者，逐漸

形成一支郁姓。關於郁姓起源另有一說。古絲綢之路往西域方向有郁立國，是絲

綢之路通往中亞的必經之地。郁立國的人後以郁為姓。 

（二）歷史名人 

    1、郁新：字敦本，河南臨濠府臨淮縣（今安徽省鳳陽縣）人，明朝政治人

物、戶部尚書。洪武年間郁新以人才受朝廷徵用，授戶部度支主事，後升任郎中；

再過一年，升戶部右侍郎。明太祖曾問天下戶口田賦、地理險易，郁新應答無遺，

之後升任戶部尚書。當時親王歲祿米五萬石，郁新定議減五之四，並定郡王以下

祿有差別。之後因邊餉不繼，定召商開中法，令商輸粟塞下，徵收鹽稅，因此邊

餉儲足。建文二年，郁新因病回鄉。明成祖即位後，召郁新掌戶部事，並以侍郎

古樸輔佐。永樂元年河南發生蝗災，有關部門隱瞞實情，郁新彈劾並治理。次年，

議公、侯、伯、駙馬、儀賓祿，二百石以上者，請如文武官例，米鈔兼給。永樂

三年，以士卒勞困，議減屯田歲收不如額者十之四五，又議改奈米北京贖罪者於

南京倉。次年八月郁新死於任上。明成祖感嘆道：郁新管理國家財政十三年，量

計出入，現在又有誰能替代呢？於是輟朝一日，賜葬祭。郁新長於管理，密而不

繁，其所規畫，後人不再改變。 

    2、郁永河：又記作郁永和，字滄浪，浙江仁和（杭州）諸生（附學生員）。

郁永河喜好遊歷，1691年始，任於閩知府王仲千同知幕賓，期間遊遍福建各地。

康熙三十五年（1695）冬，福州「榕城」火藥庫失火，焚毀硫磺、硝石五十餘萬

斤。郁永河自動請命前往臺灣北投採硫，隔年（1696）春由福建出發，經金門坐

船前往臺灣，二月（1697年 2月）海行抵臺南安平，近岸水淺，小船無法前進，

遂下船改乘牛車，靠人牽引方能上岸。二月二十五日郁永河至府城，購齊採硫工

具，再乘牛車由陸路抵達淡水，途中「自竹塹迄南崁八九十里，不見一人一屋。」

經由通事張大幫忙，郁永河等人在硫磺產地附近駐紮，聘用原住民協助採硫。郁

永河將其九個月在臺紀事於 1698年寫成《裨海記遊》，是首部詳細記載臺灣北部

人文地理的專書。著有〈台灣竹枝詞〉12首、〈土番竹枝詞〉24首描寫台灣風土。 

http://baike.baidu.com/item/%E5%A4%A7%E7%A6%B9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A1%A8%E5%AD%97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8%B4%E6%BF%A0%E5%BA%9C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8%B4%E6%BF%A0%E5%BA%9C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E%89%E5%BE%BD%E7%9C%8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E%89%E5%BE%BD%E7%9C%8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8%8E%E6%9C%9D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88%B7%E9%83%A8%E5%B0%9A%E4%B9%A6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4%AA%E6%AD%A6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88%B6%E9%83%A8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8%BB%E4%BA%8B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83%8E%E4%B8%AD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88%B6%E9%83%A8%E5%8F%B3%E4%BE%8D%E9%83%8E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8%8E%E5%A4%AA%E7%A5%96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88%B7%E9%83%A8%E5%B0%9A%E4%B9%A6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B%BA%E6%96%87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8%8E%E6%88%90%E7%A5%96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88%B6%E9%83%A8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E%8D%E9%83%8E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E%8D%E9%83%8E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F%A4%E6%A8%B8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0%B8%E4%B9%90_(%E6%98%8E%E6%9C%9D)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2%B3%E5%8D%97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9D%97%E7%81%BE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5%AC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E%AF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C%AF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A7%99%E9%A6%AC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0%B8%E4%B9%90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0%B8%E4%B9%90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C%97%E4%BA%AC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D%97%E4%BA%AC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5%99%E6%B1%9F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D%AD%E5%B7%9E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AF%B8%E7%94%9F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94%9F%E5%91%98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A6%8F%E5%B7%9E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F%B0%E7%81%A3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F%B0%E7%81%A3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A6%8F%E5%BB%BA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87%91%E9%96%80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7%BA%E5%8D%97%E5%B8%82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7%BA%E5%8D%97%E5%B8%82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A3%A8%E6%B5%B7%E8%A8%98%E9%81%8A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F%B0%E7%81%A3%E7%AB%B9%E6%9E%9D%E8%A9%9E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9C%9F%E7%95%AA%E7%AB%B9%E6%9E%9D%E8%A9%9E&action=edit&redlink=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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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百八十二、單 

拼音：ㄕㄢˋ  Shan 

郡望：南陽郡 

勝跡：缺 

文獻：《單氏宗譜》 

（一）歷史 

    單姓在中國大陸和臺灣都沒有列入百家姓前一百位。周成王封季子公子臻至

單地（今河南濟源縣西南，一說現河南省孟津縣一帶），史稱單伯。公子臻家族

昌盛，在周朝二十幾代君主中，都有單姓人士在朝廷擔任卿士，其後代就是今天

單姓的來源。此外，單姓有一支出自堯、舜時期商賢哲單卷後裔。單卷亦稱善卷，

相傳單卷遊牧於菏澤四澤六水之地，是東夷民族影響很大的政治領袖、氏族首

領，因善道術而有德行，時人尊稱為單父，曾居於單父之地（今山東單縣）。單

姓又有一支出自魯國大夫羽父單之後，羽父單後裔子孫一分位二，一支稱羽父

氏，一支稱單氏。 

（二）歷史名人 

    1、單超：河南（今河南洛陽）人，東漢宦官。漢桓帝時單超初為中常侍，

時外戚梁冀當權，單超與河南尹梁不疑（梁冀弟）矛盾。延熹二年（159）梁太

后逝世，早對梁冀專權亂政不滿的漢桓帝劉志對單超咬臂出血，作為盟誓。借單

超、徐璜、具瑗、左悺、唐衡等五位與梁冀有怨仇的宦官除去梁冀，全族都一併

被殺。五位宦官同日封侯，單超受封為新豐侯，食邑二萬戶。單超弟單安擔任河

東太守，單安子單匡擔任濟陰太守。 

    2、單鍔：字季隱，宜興人，宋朝人，鄉試由歐陽修選拔中舉。嘉祐四年單

鍔登進士，但並不就官，獨留心於江蘇水利工程。單鍔曾獨乘小舟往來蘇州、常

州、湖州之間，經三十餘年，隨後以自己閱歷著為《吳中水利書》。元祐六年蘇

軾擔任杭州知府，嘗為他舉薦。恰逢蘇軾遭李定、舒亶彈劾，此事最終不了了之。

明朝永樂年間，夏原吉疏通吳江水門。正統年間，周忱修築溧、陽二大壩，均採

單鍔所論。嘉靖年間歸有光作《三吳水利錄》，稱治太湖不似治理松江，方法才

與單鍔不同。 

 

 

 

 

 

 

 

http://baike.baidu.com/item/%E5%B0%A7/7179879
http://baike.baidu.com/item/%E8%88%9C/79389
http://baike.baidu.com/item/%E5%8D%95%E7%88%B6/357837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A2%81%E5%86%80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A2%81%E4%B8%8D%E7%96%9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E%90%E7%92%9C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5%B7%E7%91%97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7%A6%E6%82%BA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4%90%E8%A1%A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E%9C%E5%85%B4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AC%A7%E9%98%B3%E4%BF%AE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BF%9B%E5%A3%AB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B%8F%E5%B7%9E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8%B8%E5%B7%9E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8%B8%E5%B7%9E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9%96%E5%B7%9E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90%B4%E4%B8%AD%E6%B0%B4%E5%88%A9%E4%B9%A6&action=edit&redlink=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B%8F%E8%BD%BC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B%8F%E8%BD%BC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D%8E%E5%AE%9A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8%92%E4%BA%B6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4%8F%E5%8E%9F%E5%90%89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1%A8%E5%BF%B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D%92%E6%9C%89%E5%85%89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4%AA%E6%B9%96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D%BE%E6%B1%9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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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百八十三、杭 

拼音：ㄏㄤˊ  Hang 

郡望：余杭郡 

勝跡：缺 

文獻：《杭氏重修族譜》 

（一）歷史 

    杭姓在中國大陸和臺灣皆未列入百家姓前一百位。杭姓起源與大禹治水有

關。相傳夏禹治水時曾至會稽（在今浙江省境內），治水功成後，在會稽留下許

多船隻。大禹將這些船隻交予一子管理，并將他封在餘航，建立餘航國（今浙江

省餘杭一帶）。之後其子孫將「航」字去舟加木寫成「杭」，并自稱為杭氏。此外，

杭姓有一支起於漢代東鄉侯、長沙太守杭徐，杭徐本姓抗，因古代「杭」、「抗」

二字常為通假，故後代子孫即以杭為姓。再者，杭姓又有一支源於姬姓，出自春

秋魯國大夫亢父之後。據《戰國策．齊策》記載，春秋魯國有貴族受封於軍事要

地亢父（今山東濟寧），故世稱其為亢父。亢父後裔子孫有以先祖封地及名稱為

姓氏者，稱亢父氏，後以通假字分衍為單姓亢氏、伉氏、抗氏，皆世代相傳至今。 

（二）堂號 

    1、東鄉堂：東漢杭徐最初擔任宣城長，將山林裡的蠻夷全部遷到縣城附近，

境內遂無盜賊。後杭徐升為中郎將，因攻破泰山盜賊受封為東鄉侯，遷長沙太守。

杭氏因以「東鄉」為堂號紀念杭徐功業。 

（三）歷史名人 

    1、杭世駿：字大宗，號堇浦，浙江仁和（今杭州）人，清朝學者，康熙三

十五年（1696）出生。杭世駿勤奮好學，藏書數萬卷，與同鄉梁詩正、孫灝、嚴

在昌等人有往來。雍正二年（1724）杭世駿中舉人，乾隆元年（1736）舉博學鴻

詞科，授翰林院編修，充武英殿纂修。後杭世駿入三禮館，纂修《三禮義疏》，

用功頗多，主要負責《禮記》中〈學記〉、〈樂記〉、〈喪大記〉與〈 玉藻〉諸篇。

乾隆八年因《時務策》主張「滿洲才賢號多，較之漢人，僅什之三四，天下巡撫

尚滿漢參半，總督則漢人無一焉，何內滿而外漢也？」乾隆帝聞知大怒，幾欲處

以極刑，因刑部尚書徐本極力求情，稱「是狂生，當其為諸生時，放言高論久矣」，

免死罷歸。杭世駿在館期間於《禮記義疏》修纂用功頗多，在離開「三禮館」後

更傾心《禮記》一經的搜討和編纂，晚年撰成《續禮記集說》一百卷。乾隆三十

年（1765）乾隆帝南巡，杭世駿前往接駕。乾隆帝問他：性情改了沒？杭世駿回

答：「臣老矣，不能改也。」一說乾隆三十八年（1773）乾隆再度南巡，驚訝杭

世駿竟沒死，當晚杭世駿去世。 

 

http://baike.baidu.com/item/%E5%A7%AC%E5%A7%93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A1%A8%E5%AD%97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F%B7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5%99%E6%B1%9F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5%99%E6%B1%9F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D%AD%E5%B7%9E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A%B7%E7%86%99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A2%81%E8%A9%A9%E6%AD%A3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AD%AB%E7%81%9D&action=edit&redlink=1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9A%B4%E5%9C%A8%E6%98%8C&action=edit&redlink=1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9A%B4%E5%9C%A8%E6%98%8C&action=edit&redlink=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9B%8D%E6%AD%A3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8%89%E4%BA%BA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9%BE%E9%9A%86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D%9A%E5%AD%B8%E9%B4%BB%E8%A9%9E%E7%A7%9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D%9A%E5%AD%B8%E9%B4%BB%E8%A9%9E%E7%A7%9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BF%B0%E6%9E%97%E9%99%A2%E7%B7%A8%E4%BF%AE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AD%A6%E8%8B%B1%E6%AE%BF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8%89%E7%A6%AE%E9%A4%A8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9%BE%E9%9A%86%E5%B8%9D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8%91%E9%83%A8%E5%B0%9A%E4%B9%A6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8%91%E9%83%A8%E5%B0%9A%E4%B9%A6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9%BE%E9%9A%86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9%BE%E9%9A%86%E5%B8%9D%E5%8D%97%E5%B7%A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9%BE%E9%9A%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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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百八十四、洪 

拼音：ㄏㄨㄥˊ  Hong 

郡望：敦煌郡 

勝跡：缺 

文獻：《丹陽洪氏宗譜》 

（一）歷史 

    洪姓在中國大陸未列入百家姓前一百位，在臺灣位列第十五位。相傳炎帝神

農氏後裔居住黃河兩岸，稱共工氏，是炎帝傳人。他性格剛烈而好戰，傳說共工

以頭撞不周山而使天空傾斜，導致天下洪水泛濫。事實上共工氏善於治水，其首

領被尊為水神，黃帝時擔任治理水利的官職。後來大禹治水時，共工氏卻不予合

作。大禹聚集天下諸侯擊敗共工氏，並將他們流放至江南蠻荒之地。共工氏為避

仇，即在共字邊上加水旁，稱自己為洪氏。唐朝時又有一支洪姓，因唐高宗太子

名李弘，天下姓弘者為避諱，改為同音字洪，成為洪姓另一支來源。 

（二）堂號 

    1、雙忠堂：宋代洪皓以禮部侍郎身分出使金國，金人將他扣留，他堅決不

屈。被扣留的十五年中，洪皓經常暗自派人向宋朝廷匯報金國情況，人們將他比

為蘇武。洪皓之子洪邁又以翰林學士身分出使金國，金人強迫他稱「陪臣」（諸

侯的大夫朝見天子，自稱陪臣），他堅決拒絕，因此遭金人拘留。洪皓與洪邁父

子都為國恪盡忠誠，人稱「父子雙忠」。後世子孫以此為典故，立堂號「雙忠堂」。 

（三）歷史名人 

    1、洪遵：字景嚴，南宋饒州樂平（今江西樂平）人。紹興十二年（1142）

二月，洪遵與兄洪適同中博學宏詞科，洪遵第一狀元，洪適第二榜眼。二人父親

洪皓曾任禮部尚書、大金通問使、徽猷閣直學士、提舉萬壽觀兼權直學士院，封

魏國忠宣公。與兄洪適、弟洪邁先後中博學鴻詞科，有「三洪」之稱，三洪同朝

並為台輔，世所罕見。洪遵後擢秘書省正字，累官至翰林學士承旨、同知樞密院

事、端明殿學士、提舉太平興國宮，右丞相，封鄱陽郡開國侯，卒晉少保、信國

公。贈太師，右丞相食邑一千三百戶，實封四百戶。卒諡文安，夫人朱氏，朱正

剛女，封信國夫人。洪遵是著名錢幣學家，對醫學也有研究。洪遵著有《泉志》、

《訂正〈史記〉真本凡例》、《翰苑群書》、《翰苑遺事》、《譜雙》、《洪氏集驗方》、

《金生指迷方》、《洪文安公遺集》等。中國錢幣學源遠流長，但古代錢幣學專著

多已亡逸，幸賴洪遵《泉志》保留下不少上自南朝、下至北宋人的錢學論說和見

聞記錄。《泉志》成書於紹興十九年（1149），是年洪遵三十歲。《泉志》是部考

疑徵信、學術價值很高的著作，堪稱中國錢幣學的經典著作。該書體例嚴謹，文

字精練，考訂審慎，引文均注明詳細出處，論說均經深思熟慮。其對先秦貨幣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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斷代等問題有獨到見解，於後世錢幣學之研究影響甚大。此書收錄錢幣 348品。

除洪遵本人所得百餘品實物外，其餘則從他人錢譜和史書抄錄而來。洪遵將這些

錢分為正用品、偽品、不知年代品、天品、刀布品、外國品、奇品、神品、壓勝

品九類。若將九類按順序加以調整，嚴格區分，不外乎曾流通過的正用品、非正

用品和外國品三類。 

    2、洪承疇：字彥演，號亨九，福建泉州南安英都（今英都鎮良山村霞美）

人，萬曆四十四年（1616）進士，累官至陝西布政使參政。崇禎時洪承疇官至兵

部尚書、薊遼總督，松錦之戰戰敗後為清朝俘虜，後投降成為清朝漢人大學士。

順治元年（1644）四月，洪承疇隨清軍入關，抵京後以太子太保、兵部尚書兼右

副都御史銜，列內院佐理機務。洪承疇宣導儒家學術，針對順治皇帝不崇信孔孟

提出意見，為滿漢合流奠定基礎。洪承疇亦建議清廷採納許多明朝典章制度，獻

計甚多，大多為清廷信納且加以推行，完善清王朝國家機器。為鞏固清朝統治，

洪承疇建議滿洲統治集團亦須「習漢文，曉漢語」，了解漢人禮俗，淡化滿漢差

異。順治十年（1653）洪承疇受命經略湖廣、廣東、廣西、雲南、貴州等處，總

督軍務兼理糧餉。順治十六年（1659）洪承疇督清軍攻占雲南後返回北京。順治

十八年（1661）洪承疇自請致仕，康熙四年（1665）逝世，諡文襄。洪承疇是明

清之際重要人物，亦是有重大爭議的歷史人物。洪承疇本明朝重臣，官至三邊總

督、薊遼總督。但在松錦戰役中，洪承疇受明兵部尚書陳新甲掣肘，不能實現自

己戰略思路。加以是時明朝已十分腐敗，崇禎帝也不能給洪承疇支持，導致松錦

戰役失敗，他自己遭清軍所俘。經清帝皇太極勸降，洪承疇審時度勢，最後投降

清朝。他為清朝統一中國出謀劃策，參與清朝中央佐理機務，在招撫江南、避免

江南百姓生靈塗炭方面有重要貢獻。在勸降鄭芝龍、得以順利進軍福建時，洪承

疇被譽為「開清第一功」。洪承疇降清後成為清初開國功臣，在促使清朝統一、

緩和民族矛盾等方面，皆有益於國家民族，應予肯定。 

    3、洪秀全：又名洪日，是清末宗教組織拜上帝會創始人、太平天國運動的

民變領袖及太平天國建立者，客家人。洪秀全原名洪仁坤，小名火秀，廣東花縣

（今廣州市花都區）人。洪秀全早年曾接觸基督教思想，創立拜上帝會，主張建

立遠古「天下為公」盛世。1851 年拜上帝會在廣西桂平縣金田村起兵反抗清朝

統治，建立太平天國，洪秀全自稱天王。1853年攻取江寧府（今南京），改名天

京，以其為首都。太平天國占據江南富庶地區，撼動清廷稅收來源。1864 年洪

秀全在天京病逝，太平天國於其死後旋即滅亡。 

 

 

 

 

 

 

 

http://baike.baidu.com/item/%E9%92%B1%E8%B0%B1
http://baike.baidu.com/item/%E5%8D%97%E5%AE%89
http://baike.baidu.com/item/%E8%8B%B1%E9%83%BD%E9%95%87
http://baike.baidu.com/item/%E5%B8%83%E6%94%BF%E4%BD%BF
http://baike.baidu.com/item/%E5%B8%83%E6%94%BF%E4%BD%BF
http://baike.baidu.com/item/%E5%85%B5%E9%83%A8%E5%B0%9A%E4%B9%A6
http://baike.baidu.com/item/%E5%85%B5%E9%83%A8%E5%B0%9A%E4%B9%A6
http://baike.baidu.com/item/%E8%93%9F%E8%BE%BD%E6%80%BB%E7%9D%A3
http://baike.baidu.com/item/%E6%9D%BE%E9%94%A6%E4%B9%8B%E6%88%98
http://baike.baidu.com/item/%E6%B8%85%E6%9C%9D/175141
http://baike.baidu.com/item/%E5%A4%A7%E5%AD%A6%E5%A3%AB/13289
http://baike.baidu.com/item/%E6%B8%85%E5%86%9B%E5%85%A5%E5%85%B3
http://baike.baidu.com/item/%E5%A4%AA%E5%AD%90%E5%A4%AA%E4%BF%9D
http://baike.baidu.com/item/%E5%85%B5%E9%83%A8%E5%B0%9A%E4%B9%A6
http://baike.baidu.com/item/%E5%86%85%E9%99%A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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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9%A1%BA%E6%B2%BB%E7%9A%87%E5%B8%9D
http://baike.baidu.com/item/%E5%AD%94%E5%AD%9F
http://baike.baidu.com/item/%E5%AD%94%E5%AD%9F
http://baike.baidu.com/item/%E6%98%8E%E6%9C%9D/141291
http://baike.baidu.com/item/%E6%98%8E%E6%9C%9D/141291
http://baike.baidu.com/item/%E6%BB%A1%E6%B4%B2
http://baike.baidu.com/item/%E6%B9%96%E5%B9%BF
http://baike.baidu.com/item/%E5%B9%BF%E4%B8%9C
http://baike.baidu.com/item/%E5%B9%BF%E8%A5%BF/162679
http://baike.baidu.com/item/%E4%BA%91%E5%8D%97/206207
http://baike.baidu.com/item/%E8%B4%B5%E5%B7%9E/18606987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8%85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8B%9C%E4%B8%8A%E5%B8%9D%E6%9C%83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4%AA%E5%B9%B3%E5%A4%A9%E5%9B%BD%E8%BF%90%E5%8A%A8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4%AA%E5%B9%B3%E5%A4%A9%E5%9B%BD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E%A2%E5%AE%B6%E4%BA%BA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9%BF%E4%B8%9C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9%BF%E4%B8%9C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B%A3%E5%B7%9E%E5%B8%82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B%A3%E5%B7%9E%E5%B8%82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F%BA%E7%9D%A3%E6%95%99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9%BF%E8%A5%BF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9%BF%E8%A5%BF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87%91%E7%94%B0%E6%9D%9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1%9F%E5%AE%81%E5%BA%9C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D%97%E4%BA%AC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4%A9%E4%BA%AC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4%A9%E4%BA%AC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1%9F%E5%8D%97


10百家姓彙整 181-200郁-翁 

 6 

一百八十五、包 

拼音：ㄅㄠ  Bao 

郡望：上黨郡 

勝跡：缺 

文獻：《平陵包氏宗譜》 

（一）歷史 

    包姓在中國大陸和臺灣皆未列入百家姓前一百位。包姓出於羋姓。包姓起源

和庖字有關，古時「包」和「庖」可以通用，庖即烹調之意。遠古時著名部落首

領伏羲，在文化方面領先當時其他部落。古代流傳著許多與伏羲有關的傳說，如

伏羲造字、伏羲創卜卦等。此外，伏羲的部落的烹調技術也很先進，所以又被稱

為庖羲或包羲，其後代即有以包為姓者。另一支包姓源頭出自春秋時楚國貴族包

胥，他是楚國先王玢冒後代，因封地在申，所以又稱申包胥。西元前 506年吳國

攻破楚國，楚國瀕臨滅亡時，申包胥至秦國求救。秦君原先不願出兵，申包胥在

秦國宮廷哭泣七天七夜而感動秦哀公，於是秦哀公發兵救楚。申包胥後代即以包

字為姓，成為今天包姓的另一來源。 

（二）堂號 

    1、剛毅堂、清河堂、孝肅堂：三堂號皆依包拯典故而命名。宋時包拯除龍

圖閣大學士、知開封府、遷右司郎中，是著名的清官。他立朝剛毅，貴戚宦官無

不斂手，男女老少皆知其名，卒後謚忠肅。 

（三）歷史名人 

    1、包拯：字希仁，廬州合肥（今安徽合肥肥東）人，北宋名臣。天聖五年

（1027）包拯登進士第，累遷監察禦史，曾建議練兵選將、充實邊備。包拯歷任

三司戶部判官，京東、陝西、河北路轉運使。入朝擔任三司戶部副使，包拯請求

朝廷准許解鹽通商買賣。包拯改知諫院，多次論劾權貴，後授龍圖閣直學士、河

北都轉運使，移知瀛、揚諸州，再召入朝，歷權知開封府、權御史中丞、三司使

等職，嘉祐六年（1061）任樞密副使。因包拯曾任天章閣待制、龍圖閣直學士，

故世稱「包待制」、「包龍圖」。嘉祐七年（1062）包拯逝世，年六十四，朝廷追

贈禮部尚書，諡號「孝肅」，後世稱其為「包孝肅」。有《包孝肅公奏議》傳世。

包拯廉潔公正、立朝剛毅，不附權貴、鐵面無私，且英明決斷，敢於替百姓申不

平，故有「包青天」及「包公」之名，京師有「關節不到，有閻羅包老」之語。

後世將他奉為神明崇拜，認為他是文曲星、奎星轉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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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百八十六、諸 

拼音：ㄓㄨ  Zhu 

郡望：瑯琊郡 

勝跡：缺 

文獻：《諸氏宗譜》 

（一）歷史 

    諸姓在中國大陸和臺灣皆未列入百家姓前一百位。諸姓源於地名。春秋時魯

國有大夫采邑在諸邑（今山東諸城南），其子孫以封邑「諸」為姓，世代相傳成

為今日諸姓的主要來源。另外，另有一支諸姓來源於春秋時閩越（今福建沿海一

帶）。古時有越族人居住在此，後秦漢時受封為閩越國，君王名無諸，相傳為越

王勾踐後裔，無諸後代有以諸字為姓者。諸姓另有其他來源，如從諸葛複姓變化

而來。五代十國時有貴族名諸葛十朋隱居山中，不願他人打聽到他，於是改姓名

為諸十朋，其後代亦以諸為姓，成為諸姓一個來源。 

（二）歷史人物 

    1、諸燮：字子相，號理齋，浙江東山鄉石山里諸氏後宅（今屬泗門鎮鎮南

村）人，明朝政治軍事人物。諸燮為嘉靖十四年（1535）乙未科二甲進士，歷仕

兵部主事（嘉靖十七年）、邵武同知，主政期間因流惠於民而得好評。諸燮曾鎮

守山海關，以忠貞為國，亦精於理學。諸燮後因觸怒尋訪邊關的宦官，貶官為茶

陵同知，諸燮因此辭官。諸燮回鄉後在餘姚泗門沙堰頭築一書屋，稱為「東山別

業」，講學著述研讀於此，受教弟子逾百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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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82%B5%E6%AD%A6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82%B5%E6%AD%A6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1%B1%E6%B5%B7%E5%85%B3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90%86%E5%AD%A6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E%A6%E5%AE%98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C%B6%E9%99%B5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C%B6%E9%99%B5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0%8C%E7%9F%A5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D%99%E5%A7%9A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D%99%E5%A7%9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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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百八十七、左 

拼音：ㄗㄨㄛˇ  Zuo 

郡望：濟陽郡 

勝跡：缺 

文獻：《左氏十二修族譜》 

（一）歷史 

    左姓在中國大陸和臺灣皆未列入百家姓前一百位。左姓出自姬姓。《呂覽》

記載黃帝有大臣名左徹，這是左姓的最早記載。春秋時期齊、宋、衛等國公族大

夫都曾立「左公子」和「右公子」，左公子後代即有以左為姓氏者。此外左姓還

有來源於官制。從西周至春秋時期，周天子及諸侯國之史官皆有「左史」和「右

史」之分，左史官負責記言，右史官負責記事，左史後代往往取左為姓。 

（二）堂號 

    1、傳經堂：孔子作《春秋》，左丘明為傳《春秋》而作《左傳》，詳細解釋

《春秋》內容。左丘明後代以此為典故，立堂號「傳經堂」以為紀年。 

    2、高義堂：春秋時左伯桃與羊角哀一起至楚國謀事，中途遭遇大雪，天寒

食絕。伯桃將自己衣服、糧食給予羊角哀，讓他一人至楚國，免得二人凍餓而死，

伯桃自己則鑽到一棵大樹的樹洞裡凍餓而死。羊角哀在楚國得官後，尋得那棵大

樹，劈開樹幹後重新禮葬左伯桃。左伯桃後世子孫以此為典故，立堂號「高義堂」。 

（三）歷史名人 

    1、左丘明：相傳為中國春秋末期魯國史學家，為《左傳》和《國語》作者。

《左傳》重記事，《國語》重記言。《左傳》為解釋另一歷史著作《春秋》的作品。

戰國時期《左傳》成為儒家學派經典之一，著名儒家學者荀子繼承《左傳》之學。

左丘明記載最早見於《論語．公冶長》，對左丘明姓名學者有幾種看法。一說左

丘明複姓左丘，名明；一說是單姓左，名丘明。還有觀點認為他姓丘名明，因其

世代為左史，故世人尊其為左丘明。據說左丘明是春秋時的盲人史官，與孔子同

時代或在其前。司馬遷《史記》稱其為「魯君子」，又說他失明或無目，因此許

多人認為他是一位瞽矇。左丘明知識淵博，品德高尚，孔子曰：「巧言、令色、

足恭，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 

    2、左思：字太沖，齊國臨淄（今山東淄博）人，西晉著名文學家，其〈三

都賦〉頗被當時稱頌，造成「洛陽紙貴」。另外，其〈詠史詩〉、〈嬌女詩〉也很

有名。左思詩文語言質樸凝練，後人輯有《左太沖集》。左思自幼其貌不揚卻才

華出眾，晉武帝時因妹左棻被選入宮，舉家遷居洛陽，左思任秘書郎。晉惠帝時

左思依附權貴賈謐，為文人集團「金谷二十四友」的重要成員。永康元年（300）

因賈謐被誅，左思遂退居宜春里，專心著述。後齊王司馬冏召為記室督，左思不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8%A5%E7%A7%8B%E6%99%82%E6%9C%9F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B2%81%E5%9B%BD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B2%81%E5%9B%BD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7%A6%E4%BC%A0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C%8B%E8%AA%9E_(%E6%9B%B8)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8%A5%E7%A7%8B_(%E5%8F%B2%E6%9B%B8)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D%80%E5%AD%90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AE%BA%E8%AF%AD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4%8D%E5%A7%93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7%A6%E5%8F%B2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F%B2%E5%AE%98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D%94%E5%AD%90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F%B8%E9%A9%AC%E8%BF%8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F%B2%E8%AE%B0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9E%BD%E7%9F%87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D%94%E5%AD%90
http://baike.baidu.com/item/%E9%BD%90%E5%9B%BD
http://baike.baidu.com/item/%E9%BD%90%E5%9B%BD
http://baike.baidu.com/item/%E4%B8%89%E9%83%BD%E8%B5%8B
http://baike.baidu.com/item/%E4%B8%89%E9%83%BD%E8%B5%8B
http://baike.baidu.com/item/%E6%B4%9B%E9%98%B3%E7%BA%B8%E8%B4%B5
http://baike.baidu.com/item/%E6%99%8B%E6%AD%A6%E5%B8%9D
http://baike.baidu.com/item/%E5%B7%A6%E6%A3%BB
http://baike.baidu.com/item/%E6%99%8B%E6%83%A0%E5%B8%9D
http://baike.baidu.com/item/%E8%B4%BE%E8%B0%A7
http://baike.baidu.com/item/%E9%87%91%E8%B0%B7%E4%BA%8C%E5%8D%81%E5%9B%9B%E5%8F%8B
http://baike.baidu.com/item/%E6%B0%B8%E5%BA%B7
http://baike.baidu.com/item/%E5%AE%9C%E6%98%A5


10百家姓彙整 181-200郁-翁 

 9 

就。太安二年（303）因張方進攻洛陽，左思因而移居冀州，不久病逝。 

    3、左光斗：字遺直，一字共之，號蒼嶼，著名水利專家，明末東林黨重要

成員，累官至左僉都御史，萬曆「六君子」之一。左光斗先世為桐城東鄉人（今

樅陽縣橫埠鎮），其父左出穎移居桐城縣城。左光斗生於明神宗萬曆三年（1575），

自小勤奮好學，三十二歲成進士，授中書舍人。萬曆四十七年左光斗舉任為浙江

道監察御史，曾任內閣大臣，亦是史可法的老師。左光斗為挽救明王朝做出許多

努力，在出任屯田監察御史在天津實施「三因十四議」的屯田方案，結果「水利

大興，北人始知藝稻」。左氏還主持西北水利空間範圍內的京東、畿輔的水利屯

田實踐。左氏卻因對抗大宦官魏忠賢而含冤下獄，被捕時家鄉父老頭頂明鏡、手

端清水，擁馬首嚎哭，「緹騎亦為之涕零」。左氏不久在獄中折磨而死，享年五十

一歲。南明弘光時為左光斗平反，諡為忠毅。左光斗為官清正、磊落剛直，被譽

為「鐵面御史」，在治水興利方面亦有獨到見解，取得明顯成效。 

    4、左宗棠：字季高，一字樸寸，湖南湘陰人，清末湘軍軍閥，洋務派代表

人物。清咸豐十年（1860）由曾國藩推薦，左宗棠率湘軍五千人赴江西、皖南與

太平軍作戰。左宗棠初任浙江巡撫，聯合法國軍隊鎮壓太平軍。同治三年（1864）

左氏升任閩浙總督，同治五年在福州創立福建船政局，成為當時最大的造船廠。

同年左氏調任陜甘總督，先後鎮壓捻軍和陜甘回民起義。光緒元年（1875）左氏

受命為欽差大臣，督辦新疆軍務。次年左氏率大軍入疆，先後收復天山北路、南

路，並準備收復伊犁地區，遏止英、俄對新疆侵略。光緒三年在蘭州籌設織呢局，

光緒七年任軍機大臣，調兩江總督。中法戰爭時左氏督辦福建軍務，力主出兵抗

法。光緒十一年（1885）左氏病逝，終年七十三歲，著有《左文襄公全集》。  

 

 

 

 

 

 

 

 

 

 

 

 

 

 

 

 

 

http://baike.baidu.com/item/%E5%BC%A0%E6%96%B9/3218899
http://baike.baidu.com/item/%E5%86%80%E5%B7%9E
http://baike.baidu.com/item/%E4%B8%9C%E6%9E%97%E5%85%9A
http://baike.baidu.com/item/%E5%B7%A6%E5%87%BA%E9%A2%96
http://baike.baidu.com/item/%E5%8F%B2%E5%8F%AF%E6%B3%95
http://baike.baidu.com/item/%E9%AD%8F%E5%BF%A0%E8%B4%A4
http://baike.baidu.com/item/%E5%8D%97%E6%98%8E
http://baike.baidu.com/item/%E5%8D%97%E6%98%8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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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百八十八、石 

拼音：ㄕˊ  Shi 

郡望：武威郡 

勝跡：缺 

文獻：《武威石氏宗譜》 

（一）歷史 

    石姓在當今中國大陸姓氏排名第六十三，在臺灣排名第六十九。石姓出自姬

姓，是黃帝後代。西周初年周武王姬發封己弟康叔於衛，史稱衛康叔。衛莊公時

有賢臣名石碏，其子石厚參與衛莊公之子州吁的政變。石碏大義滅親，定計殺死

州吁和己子石厚而迎立衛宣公。後石碏子孫即以石為己姓。此外，石姓亦有出自

姬姓和子姓者。鄭國（姬姓）大夫石癸，宋國（子姓）大夫公子段，二人皆字子

石，其後代皆稱為石氏。石姓還有另一支來源，是北魏孝文帝遷都洛陽時，改鮮

卑族溫石蘭氏和烏石蘭氏為石姓。此外，隋唐時期「昭武九姓」亦有石姓，當時

西域石國（故址在今烏茲別克塔什干一帶）有人遷居中原，遂以國名石為姓。 

二、遷徙分佈 

    秦漢以前石氏主要在北方發展繁衍，同時有部分族人徙居江南，如春秋時楚

國有石奢、鄭國有石癸、周有石速，西漢時有石商、石奮。唐代石氏郡望有渤海、

平原（今屬山東）、上黨（今屬山西）、河南（今河南洛陽）四處。平原石氏於唐

元和年間以前已徙居廣陵（今江蘇江都），河南石氏唐元和年間以前有部分人徙

居虢州（今河南靈寶）。唐初有石氏族人自河南固始隨陳政、陳元光父子入閩開

闢漳州，至五代時已發展成閩南望族。後唐時石琚自安徽壽縣徙居福建同安，其

後裔不僅散處福建各地，且有部分族人遷入廣東。明朝洪武年間又有石玉全在福

建南靖永豐里開基，其後子孫有許多人去臺灣，進而又有遠播海外者。十六國時

期，上黨武鄉（今山西榆社北）羯族人石勒，於 319年自稱趙王而建立政權，史

稱後趙。329年初滅前趙，取得中國北方大部分地區，331年稱帝，建號建平。

石勒卒後由子石弘嗣位，不久其侄石虎廢石弘自立，在位 15年。五代時期有沙

陀部人石敬瑭，於 936年勾結契丹貴族滅後唐，受契丹冊封為帝，國號晉，史稱

後晉，歷時 10年而亡。 

（三）堂號 

    1、徂徠堂：宋朝石玠為徂徠人，官至國子直講（國子監教授）。石玠撰文批

評時政毫無顧忌，後升任太子中允，作〈慶歷聖德詩〉，人稱「徂徠先生」。石玠

子孫以其稱號為典故，立堂號「徂徠堂」。 

（四）歷史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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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石崇：字季倫，小名齊奴，渤海南皮（今河北南皮東北）人，大司馬石

苞第六子，西晉時期文學家、官員、富豪，「金谷二十四友」之一。石崇早年歷

任修武縣令、城陽太守、散騎侍郎、黃門郎等職，吳國滅亡後獲封安陽鄉侯。後

石崇任南中郎將、荊州刺史、南蠻校尉、鷹揚將軍，在任上劫掠往來富商因而致

富。其後任徐州刺史、衛尉等職，賈后專權時，石崇阿附外戚賈謐。永康元年（300）

賈后等為趙王司馬倫所殺，司馬倫黨羽孫秀向石崇索要其寵妾綠珠不果，因而誣

陷其為亂黨，遭夷三族。晉惠帝復位後，以九卿禮安葬石崇。 

    2、石達開：小名亞達，綽號石敢當，廣西貴縣（今貴港）客家人，太平天

國名將，中國近代著名軍事家、政治家、武學名家。1851年 12月太平天國在永

安建制，石達開晉封「翼王五千歲」。1857 年，石氏封「左軍主將翼王」，天京

事變曾封為「聖神電通軍主將翼王」，軍民尊為「義王」，石氏本人謙辭不受。石

達開是太平天國最具傳奇色彩的人物之一，十六歲受訪出山，十九歲統帥千軍萬

馬，二十歲封王拜相，三十二歲英勇就義於成都。一生轟轟烈烈，體恤百姓民生，

生平事蹟為後世所傳頌。 

 

 

 

 

 

 

 

 

 

 

 

 

 

 

 

 

 

 

 

 

 

 

 

 

http://baike.baidu.com/item/%E6%B8%A4%E6%B5%B7
http://baike.baidu.com/item/%E6%B8%A4%E6%B5%B7
http://baike.baidu.com/item/%E6%B2%B3%E5%8C%97
http://baike.baidu.com/item/%E7%9F%B3%E8%8B%9E
http://baike.baidu.com/item/%E7%9F%B3%E8%8B%9E
http://baike.baidu.com/item/%E6%96%87%E5%AD%A6%E5%AE%B6
http://baike.baidu.com/item/%E9%87%91%E8%B0%B7%E4%BA%8C%E5%8D%81%E5%9B%9B%E5%8F%8B
http://baike.baidu.com/item/%E5%90%B4%E5%9B%BD/8823243
http://baike.baidu.com/item/%E5%8D%AB%E5%B0%89
http://baike.baidu.com/item/%E8%B4%BE%E8%B0%A7
http://baike.baidu.com/item/%E5%8F%B8%E9%A9%AC%E4%BC%A6
http://baike.baidu.com/item/%E5%AD%99%E7%A7%80/1040031
http://baike.baidu.com/item/%E7%BB%BF%E7%8F%A0
http://baike.baidu.com/item/%E6%99%8B%E6%83%A0%E5%B8%9D
http://baike.baidu.com/item/%E4%B9%9D%E5%8D%BF
http://baike.baidu.com/item/%E7%9F%B3%E8%BE%BE%E5%BC%80
http://baike.baidu.com/item/%E8%B4%B5%E6%B8%AF
http://baike.baidu.com/item/%E5%AE%A2%E5%AE%B6%E4%BA%BA/40518
http://baike.baidu.com/item/%E5%A4%AA%E5%B9%B3%E5%A4%A9%E5%9B%BD
http://baike.baidu.com/item/%E5%A4%AA%E5%B9%B3%E5%A4%A9%E5%9B%BD
http://baike.baidu.com/item/%E6%B0%B8%E5%AE%89%E5%BB%BA%E5%88%B6
http://baike.baidu.com/item/%E6%B0%B8%E5%AE%89%E5%BB%BA%E5%88%B6
http://baike.baidu.com/item/%E7%BF%BC%E7%8E%8B
http://baike.baidu.com/item/%E5%A4%A9%E4%BA%AC%E4%BA%8B%E5%8F%98
http://baike.baidu.com/item/%E5%A4%A9%E4%BA%AC%E4%BA%8B%E5%8F%98
http://baike.baidu.com/item/%E6%88%90%E9%83%BD/1284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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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百八十九、崔 

拼音：Cui 

郡望：博陵郡 

勝跡：缺 

文獻：《仙源崔敦五堂支譜》 

（一）歷史 

    崔姓在中國大陸是第七十四大姓，在臺灣未列入前一百大姓之列。崔姓遠祖

始於西周時期，姜太公因輔佐周武王滅商有功而受封於齊國。傳至齊丁公時，將

君位傳予嫡長子姜季子，但他辭讓不受，讓位予胞弟叔乙。叔乙即位後將崔邑（今

山東章丘西北）一帶封予季子，從此季子子孫便在崔邑繁衍，並以崔為姓氏。因

此崔姓源於齊國公族之姓姜姓。崔氏世代在齊國擔任重要官職，直至春秋齊景公

時，崔杼因政治失敗自殺。秦朝時崔意如勝封為東萊侯，漢朝時崔業繼承此爵，

並在清河東武城（今河北清河東北）定居。崔業之弟崔仲牟另居博陵安平，此兩

人後代在漢魏南北朝及隋唐時代發展成大族，名人輩出，史稱清河崔氏和博陵崔

氏。後來此二支崔姓氏族發展遷徙，又進一步分出鄭州崔氏、鄢陵崔氏、齊州崔

氏、青州崔氏等。僅僅在隋唐二代，崔氏即有二十三位宰相，與盧、李、鄭、王

並稱為五大著姓。 

（二）發展遷徙 

    崔氏源於今山東省境內，其後在漢晉南北朝、隋唐時期一直稱盛於清和、博

陵之間的武城、安平兩地。其間崔氏還繁衍至今河南、陜西、山西、甘肅等省。

唐代以後崔姓大批南遷，主要分布於今江蘇、安徽、浙江、江西等省。宋代時崔

氏集中於清河和博陵。東漢末年時，軍閥混戰，平州刺史崔毖率族人千餘避亂入

朝鮮，後發展為朝鮮族大姓。西晉至唐代，崔氏還分布於今山西、浙江、江蘇、

廣西、安徽、陜西、甘肅等省。宋代以後崔氏分布地更廣，有些於清代以後移居

東南亞一些國家。 

（三）堂號 

    1、噤李堂：唐朝崔顥遊黃鶴樓時，在樓上題詩，文情俱佳。後李白亦遊黃

鶴樓，見崔顥之詩便不敢在題詩，只是吟道：「眼前好景道不得，崔顥題詩在上

頭。」崔顥後人以此典故，立堂號「噤李堂」。 

    2、三相堂：緣於唐代崔氏「三相出諸一門」。崔鉉字台碩，為唐武宗、宣宗

時宰相，會昌三年為中書舍人，後封魏國公。崔鉉叔父崔元式亦為唐宣宗時宰相。

崔鉉之子崔沆字內融，乾符五年為戶部侍郎中書門下平章事，唐僖宗時為宰相。

三相出諸崔鉉一門，長達三十餘年，後人傳為佳話。崔氏後人為彰顯祖先榮耀和

對後人啟迪，故將堂號定為「三相堂」。「三相堂」在沿黃河及周邊地區倍受尊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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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為使用。 

（四）歷史名人  

    1、崔杼：又稱崔子、崔武子，春秋時齊國大夫，後為齊國執政。齊靈公時

崔杼曾率軍伐鄭、秦、魯、莒等國，齊靈公病危，崔杼迎立故太子呂光（齊莊公），

殺太傅高厚。崔杼在齊執政二三十年，當國秉政，驕橫異常，先後立齊莊公、齊

景公。崔杼在朝大肆殺戮，使齊政局動盪。西元前 548年，因齊莊公與崔杼之妻

棠姜私通、並將賜予自己的帽子贈與他人，崔杼便聯合棠無咎殺齊莊公，立齊莊

公之弟杵臼（齊景公）為君，自己為右相。兩年後其子崔成等互相爭權，家族發

生內訌，左相慶封乘機攻滅崔氏，他上吊自殺，屍體為齊景公戮曝。 

    2、崔鈞：字州平，即崔州平，博陵安平人，太尉崔烈（字威考）之子，議

郎崔均（字元平）之弟，東漢末年人。崔鈞少交結英豪，有名稱，歷任虎賁中郎

將、西河太守。漢獻帝初崔鈞與袁紹俱起兵山東以討董卓，後與諸葛亮、徐庶等

人相善，與石廣元（名韜）、孟公威（名建）、徐元直（名庶）為「諸葛四友」。

當時諸葛亮自比管仲、樂毅，時人大都不認同，只有崔鈞與徐庶認為諸葛亮確實

可比。此四人務於精純，唯孔明獨觀其大略。劉備來隆中見諸葛亮，忽見崔鈞容

貌軒昂、丰姿俊爽，頭戴逍遙巾，身穿皂布袍，杖藜從山僻小路而來。劉備與語

而大悅，即請同歸。崔鈞以己無意功名，長揖而去。後劉備二次往隆中，崔鈞已

與諸葛亮相約，出外閒遊去矣。之後徐庶、石韜、孟建三人均在魏國為官，諸葛

亮則為蜀漢丞相，而崔鈞本人則下落不明。 

    3、崔述：字武承，號東壁，直隸大名府魏縣人，乾隆二十八年（1763）舉

人。崔述歷任上杭 羅源知縣等，是清朝著名辨偽學者。崔述著作由門人陳履和

匯刻為《東壁遺書》，內以《考信錄》三十二卷最令學者注目。他發憤自勵，專

心撰寫《考信錄》。嘉慶十九年（1814）該書完稿，翌年崔述不顧年老多疾，自

己修訂全集 88卷總目。9月 22日又將自己的書裝為九函，並留下遺囑。二十一

年二月，崔述去世，享年 77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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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百九十、吉 

拼音：ㄐㄧˊ  Ji 

郡望：馮翊郡 

勝跡：缺 

文獻：《寶應吉氏家乘》 

（一）歷史 

    吉姓在中國大陸和臺灣皆未列入百家姓前一百位。吉姓起源於姞姓。上古時

黃帝分封其一孫伯儵於南燕（今河南省延津縣一帶），同時黃帝還賜給他姞姓。

後簡化為「吉」，並保留至今，此支吉姓多聚居洛陽一帶。吉姓另有一支起源，

周宣王時有大臣名兮甲，字吉甫。吉甫能文能武，為周朝中興立下顯赫戰功。兮

甲家族極為昌盛，子孫後代有以其字為姓者，稱為吉氏。 

（二）歷史名人 

    1、吉士瞻：字梁容，生卒不詳，漢代馮翊蓮勺（今陝西渭南）人。吉氏自

幼心懷壯志，一次夢見積聚得十一張鹿皮，喜曰「鹿者，祿也」，預兆能得高官

厚祿，後來果然擔任太守、刺史。由此「鹿皮繫夢」之說廣為流傳，湖南一些吉

氏族人則以「夢鹿堂」為堂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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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百九十一、鈕 

拼音：Niu 

郡望：吳興郡 

勝跡：缺 

文獻：《吳興鈕氏西支家譜》 

（一）歷史 

    鈕姓在中國大陸和臺灣皆未列入百家姓前一百位。典籍關於鈕姓的記載不

多，只有《名賢氏族言行類稿》謂「東晉有鈕滔，吳興人。」另外隋代有一位見

於文獻者名鈕回，他們就是鈕姓的祖先。此外，鈕姓亦是滿族八大姓氏之一，鈕

祜祿氏世居東北一帶，以地為氏，後改漢姓為郎、鈕氏。 

（二）歷史名人 

    1、鈕衍：字公裕，明朝常熟人，授德安知府。是時郡內有人裝妖作怪，危

害人民、詐騙財物。鈕衍經過調查核實後依法論罪，嚴重者處斬。鈕衍為民除害，

深受百姓稱許。 

    2、鈕福保：浙江烏程（今浙江吳興縣）人，字右申，號松泉，榜名福保。

鈕福保為清道光十八年（1838）狀元，與三甲第四十名曾國藩同榜。鈕福保在高

取狀元後授翰林院修撰，掌修國史。道光十九年鈕福保奉命出任江南鄉試副主考

官，道光二十年出任江西鄉試副主考官，後轉任廣西學政。道光二十五年、二十

七年鈕福保兩次任會試同考官，公允取士。因任內中允，後鈕氏官至詹事府少詹

事。鈕氏在朝為官以主持試事為主，多次出任典試官，以公平選拔，認真取士著

稱於世。鈕氏晚年棄官，買下徽商汪氏木橋頭大宅，取名「理德堂」，居內靜修

詩書。鈕氏工書法，尤其精於小楷，偶畫山水，亦擅詩文，書味盎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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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百九十二、龔 

拼音：ㄍㄨㄥ  Gong 

郡望：武陵郡 

勝跡：缺 

文獻：《仁和龔氏家譜》 

（一）歷史 

    龔是中國大陸第九十九大姓，臺灣第八十七大姓。龔姓遠祖始於上古時期，

共工為黃帝治水之官，共工後代以「洪」（共加上水）為姓。共工有一子名句龍，

句龍後代即以句龍中的「龍」字與姓氏「共」字合而組成「龔」字，作為自己姓

氏。另一支龔姓來源是西周時期，周王室有名為和的王族受封於共地（今河南輝

縣），子孫後來即以國名「共」為姓，後又演變為龔姓。第三支龔姓來源是春秋

晉君晉獻公後代。晉獻公寵姬酈姬為己子奚齊擔任國君，誣陷太子申生謀反，逼

他自殺。晉獻公卒後奚齊即位為君，他知太子申生冤枉，即命謚為「共」。申生

後代即以「共」為姓，又逐漸演變為龔姓。此外，四川一帶有少數民族巴族，族

人亦有龔姓。另外，宋朝時福建泉州人翁乾度命六子為六姓，第五子得龔姓，因

此其人皆改姓為龔。 

（二）遷徙分佈 

    龔氏源頭較多，支脈亦繁，早期主要繁衍於今華北山東、河南、山西、河北

及遼寧等省境。漢朝之後則以今南方的江蘇、四川、湖南、湖北、安徽、江西等

省為主要繁衍地帶。魏晉南北朝時，龔姓已成為今湖南、湖北一帶望族。唐宋時

龔姓大舉繁衍，稱盛於江南廣大地區，主要繁衍於今江蘇、福建、浙江、廣東等

省。福建、廣東龔姓宗族大多以南宋龔茂良為其始祖。龔茂良四世孫龔莊有四子：

長子龔英居荊山，其後代有些遷居安海；次子龔沼居晉江沙堤，其後有些又遷居

安溪；三子龔徒居福州城內梅枝里。而且宋初又有翁氏改姓龔姓者，使龔姓在福

建分居再度增多。明代以後龔氏有族人移居至今上海、廣西等地。從清乾隆年間

開始，閩、粵龔氏陸續有人移居臺灣，有些又進而遷往新加坡等國家。 

（三）堂號 

    1、中隱堂：宋朝龔宗元任句容縣令，他在破案、挖掘藏犯、追捕逃犯等方

面猶如神仙般精確。有次為政酷苛的楊弘（隋文帝之弟）奉旨到各地視察，但當

他至句容邊境時卻對人說：「這裡已被龔先生治理得很好，我再去，不是徒找麻

煩打擾他嗎？」於是楊弘未入境便逕至別處。龔宗元官至都員外郎，退休後建「中

隱堂」，朝野上下皆盛讚他是「耆德」（年高有德）。 

（四）歷史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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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龔遂：字少卿，生卒年不詳，山陽郡南平陽縣（今山東省鄒城市）人，

西漢官員。龔遂初為昌邑國郎中令，侍奉昌邑王劉賀。劉賀行為不端，龔遂多次

規勸。劉賀繼位後驕奢淫逸，龔遂屢次勸諫，劉賀仍不改正，最終在位二十七天

遭廢。劉賀屬臣二百多人皆遭誅殺，唯龔遂與中尉王陽因多次規勸免於一死，但

剃髮判處四年徒刑。漢宣帝繼位後，龔遂擔任渤海太守。龔遂平定盜賊叛亂、鼓

勵農桑，很有政績。後龔遂升任水衡都尉，最終卒於任上。 

    2、龔勝：字君賓，西漢彭城（今江蘇徐州）人。龔勝少好學，通五經，與

龔舍相友善，並著名節，世謂之「楚二龔」。龔勝初為郡吏，州舉茂才，為重泉

縣令。漢哀帝時徵召為諫議大夫，屢次上書抨擊刑罰嚴酷、賦斂苛重。後龔勝遷

丞相司直，徙光祿大夫。龔勝因不滿漢哀帝寵倖董賢，出為渤海太守，託病辭官。

後龔勝又被徵為光祿大夫，王莽秉政時，歸老鄉里。王莽代漢後龔勝被強徵為太

子師友、祭酒，拒不受命，對門人高暉等說：「吾受漢厚恩，無以報，今年老矣，

旦暮入地，豈以一身事二姓哉！」絕食十四日而死。 

    3、龔自珍：字璱人，號定庵，仁和（今浙江杭州）人，晚年居住昆山羽琌

山館，又號羽琌山民，是清代思想家、詩人、文學家和改良主義的先驅者。龔自

珍曾任內閣中書、宗人府主事和禮部主事等官職，主張革除弊政，抵制外國侵略，

曾全力支持林則徐禁除鴉片。龔自珍四十八歲辭官南歸，次年卒於江蘇丹陽雲陽

書院。他的詩文主張「更法」、「改圖」，揭露清統治者的腐朽，洋溢愛國熱情，

被柳亞子譽為「三百年來第一流」。龔自珍著有《定庵文集》，留存文章 300餘篇，

詩詞近 800 首，今人輯為《龔自珍全集》。龔自珍著名詩作《己亥雜詩》共 350

首，多詠懷和諷喻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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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百九十三、程 

拼音：ㄔㄥˊ  Cheng  

郡望：安定郡  

勝跡：缺  

文獻：《丹陽程氏新修族譜》  

（一）歷史 

    程姓在當今中國大陸姓氏排名第三十一，在臺灣排名第七十三。程姓出自風

姓，是古帝王顓頊後代。顓頊曾孫重黎受帝嚳封為專門管理火種的官員，稱為祝

融。重黎子孫一直擔任此職，並在商朝時受封於程。至周宣王時，程伯休父受召

入朝任大司馬，改封在周都附近，但休父子孫自此始姓程。程姓還有另一支起源

出自姬姓。周文王姬昌後裔有一支姓荀，荀姓又有一支受封於程，他們亦以封邑

為姓。 

（二）遷徙分佈 

    程姓最早主要發源於今河南、山西兩地，春秋時程姓主要繁衍於晉國，即今

山西省境內。秦漢之際程氏除在今山西、河北、河南、山西進一步繁衍外，已有

遷入蜀都（今屬四川省境）之地，及今浙江烏程縣和今江西南昌。至漢代，程姓

主要盛於北方各地，分布於今山西、河南、河北、陜西等省地，並有部分南遷至

今四川、浙江、江西等地。魏晉之際，尤其是晉末，因北方連年戰亂多事，中原

氏族大舉南遷，程姓也隨之徙往長江流域。其中安徽、江蘇等省是程姓首先南遷

的主要地區，其後再繁衍於今湖南、江西省境。與此同時，程氏在西北亦有新發

展，形成「安定」一大郡望。至唐宋時期，程姓人士已散居全國大部分地區。又

據學者考證，北宋年間河南又形成一支影響巨大的伊洛程氏。這支程氏始於五代

後晉時的深州陸澤（近河北深縣南）人程羽，至程顥、程頤兄弟開創宋明理學而

聞名全國，故伊洛程氏亦被後世稱為程氏正宗。程姓南遷於今福建、廣東等省則

始於元末，據《臺灣程氏家譜》所載，先世為河南開封府祥符縣太守坊人，元末

程文智因官入閩為福州知事，是為開閩始祖。其弟程文惠居漳浦，封迪功郎。明

世宗時程文惠之後程渠爵攜二子惟山、惟海，自漳浦梁山居詔安后門山，是為詔

安始祖，之後再遷入廣東等地。總之，歷史上程氏分布是北方以今河南、河北、

山西、陜西、山東等省為主，南方以今安徽、浙江、江蘇、廣東為主。程氏在臺

灣排名第七十三位，後代遍及全省各地。最為族大人眾之地當屬臺北、彰化，其

次是嘉義、臺南等地。據考證，滿清康熙末年臺灣便已有程姓人家。乾隆五十六

年間，又有程志成到達沙連堡大圓莊開基。乾隆末年，又有程會由嘉義西堡入墾

番界，一步步造成程氏在臺的興盛情況。 

（三）堂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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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明道堂、伊川堂、立雪堂：三堂號皆據宋時程頤、程顥典故而立。程頤、

程顥兄弟皆為大儒周敦頤學生，程頤人稱「伊川先生」，程顥人稱「明道先生」。

北宋進士楊時欽慕程頤，便和朋友一起拜見程頤，正遇上程老先生閉目養神，坐

著假眛。這時外面開始下雪，二人求師心切，便恭敬地侍立一旁不言不動。等待

半晌程頤才睜開眼睛，見楊時二人仍立在面前便吃驚地說：「們兩位還在這兒沒

走？」這時候門外積雪已達一尺有餘，楊時與朋友未有一絲疲倦和不耐煩的神

情，因此留下「程門立雪」的典故。 

（四）歷史名人 

    1、程咬金：原名咬金，後更名知節，字義貞，濟州東阿（今山東東平西南）

人，唐朝開國大將，凌煙閣二十四功臣之一。隋朝末年程咬金先後入瓦崗軍、投

王世充、後降唐。程咬金隨李世民破宋金剛、擒竇建德、降王世充，以功封宿國

公。後程咬金參與玄武門之變，歷瀘州都督、左領軍大將軍，改封盧國公，世襲

普州刺史。程咬金於麟德二年（665）去世，追贈驃騎大將軍、益州大都督，諡

號「襄」，陪葬昭陵，其事蹟常見於各種文學作品。 

    2、程顥：字伯淳，學者稱明道先生，世居中山，後從開封徙河南（今河南

洛陽），北宋哲學家、教育家、詩人，理學的奠基者，「洛學」代表人物。程顥為

嘉祐年間進士，宋神宗朝任太子中允、監察御史。程顥在學術上提出「天者理也」

和「只心便是天，盡之便知性」的命題，認為「仁者渾然與物同體，義禮知信皆

仁也」；識得此理，便須「以誠敬存之。」程顥宣導「傳心」說，承認「天地萬

物之理，無獨必有對。」元豐八年（1085）宋哲宗即位，召程顥為宗正丞，未行

而卒，享年 54歲。程顥曾和其弟程頤學於周敦頤，世稱「二程」，同為北宋理學

奠基者，其學說在理學發展史上佔有重要地位，後來為朱熹所繼承和發展，世稱

「程朱學派」。其所親撰有《定性書》、《識仁篇》等，後人集其言論所編著述書

籍《遺書》、《文集》等，皆收入《二程全書》。 

    3、程頤：字正叔，洛陽伊川（今河南洛陽伊川縣）人，世稱伊川先生，出

生於湖北黃陂，北宋理學家和教育家，為程顥胞弟。程頤歷官汝州團練推官、西

京國子監教授，元祐元年（1086）除秘書省校書郎，授崇政殿說書。程頤與其兄

程顥同學於周敦頤，共創「洛學」，為理學奠定基礎，世稱「二程」。他的學說以

「窮理」為主，認為「天下之物皆能窮，只是一理」；「一物之理即萬物之理」，

主張「涵養須用敬，進學在致知」的修養方法，目的在於「去人欲，存天理」。

程頤認為「餓死事極小，失節事極大」，宣揚「氣稟」說。程頤著作有《周易程

氏傳》、《遺書》、《易傳》、《經說》，後人輯為《程頤文集》，明代後期與程顥合編

為《二程全書》。 

 

 

 

 

http://baike.baidu.com/item/%E6%B5%8E%E5%B7%9E/21738
http://baike.baidu.com/item/%E4%B8%9C%E5%B9%B3
http://baike.baidu.com/item/%E5%94%90%E6%9C%9D/53699
http://baike.baidu.com/item/%E5%87%8C%E7%83%9F%E9%98%81%E4%BA%8C%E5%8D%81%E5%9B%9B%E5%8A%9F%E8%87%A3
http://baike.baidu.com/item/%E7%93%A6%E5%B2%97%E5%86%9B
http://baike.baidu.com/item/%E7%8E%8B%E4%B8%96%E5%85%85
http://baike.baidu.com/item/%E6%9D%8E%E4%B8%96%E6%B0%91/44058
http://baike.baidu.com/item/%E5%AE%8B%E9%87%91%E5%88%9A
http://baike.baidu.com/item/%E7%AA%A6%E5%BB%BA%E5%BE%B7
http://baike.baidu.com/item/%E7%8E%84%E6%AD%A6%E9%97%A8%E4%B9%8B%E5%8F%98/143164
http://baike.baidu.com/item/%E6%B3%B8%E5%B7%9E
http://baike.baidu.com/item/%E6%99%AE%E5%B7%9E
http://baike.baidu.com/item/%E9%AA%A0%E9%AA%91%E5%A4%A7%E5%B0%86%E5%86%9B/1599916
http://baike.baidu.com/item/%E7%9B%8A%E5%B7%9E/65621
http://baike.baidu.com/item/%E8%B0%A5%E5%8F%B7
http://baike.baidu.com/item/%E8%B0%A5%E5%8F%B7
http://baike.baidu.com/item/%E6%98%AD%E9%99%B5/3849
http://baike.baidu.com/item/%E6%B4%9B%E9%98%B3
http://baike.baidu.com/item/%E5%8C%97%E5%AE%8B/396063
http://baike.baidu.com/item/%E7%90%86%E5%AD%A6/75356
http://baike.baidu.com/item/%E6%B4%9B%E5%AD%A6
http://baike.baidu.com/item/%E5%98%89%E7%A5%90
http://baike.baidu.com/item/%E5%AE%8B%E5%93%B2%E5%AE%97
http://baike.baidu.com/item/%E7%A8%8B%E9%A2%90
http://baike.baidu.com/item/%E5%91%A8%E6%95%A6%E9%A2%90/327717
http://baike.baidu.com/item/%E4%BA%8C%E7%A8%8B
http://baike.baidu.com/item/%E6%9C%B1%E7%86%B9/106669
http://baike.baidu.com/item/%E7%A8%8B%E6%9C%B1%E5%AD%A6%E6%B4%BE
http://baike.baidu.com/item/%E5%AE%9A%E6%80%A7%E4%B9%A6
http://baike.baidu.com/item/%E8%AF%86%E4%BB%81%E7%AF%87
http://baike.baidu.com/item/%E4%BC%8A%E5%B7%9D
http://baike.baidu.com/item/%E4%BC%8A%E5%B7%9D%E5%8E%BF
http://baike.baidu.com/item/%E4%BC%8A%E5%B7%9D%E5%85%88%E7%94%9F
http://baike.baidu.com/item/%E9%BB%84%E9%99%82
http://baike.baidu.com/item/%E7%A8%8B%E9%A2%A2
http://baike.baidu.com/item/%E6%B1%9D%E5%B7%9E
http://baike.baidu.com/item/%E8%A5%BF%E4%BA%AC
http://baike.baidu.com/item/%E8%A5%BF%E4%BA%AC
http://baike.baidu.com/item/%E6%A0%A1%E4%B9%A6%E9%83%8E
http://baike.baidu.com/item/%E5%B4%87%E6%94%BF%E6%AE%BF%E8%AF%B4%E4%B9%A6
http://baike.baidu.com/item/%E5%91%A8%E6%95%A6%E9%A2%90/327717
http://baike.baidu.com/item/%E6%B4%9B%E5%AD%A6
http://baike.baidu.com/item/%E4%BA%8C%E7%A8%8B
http://baike.baidu.com/item/%E5%91%A8%E6%98%93%E7%A8%8B%E6%B0%8F%E4%BC%A0
http://baike.baidu.com/item/%E5%91%A8%E6%98%93%E7%A8%8B%E6%B0%8F%E4%BC%A0
http://baike.baidu.com/item/%E6%98%93%E4%BC%A0
http://baike.baidu.com/item/%E7%BB%8F%E8%AF%B4


10百家姓彙整 181-200郁-翁 

 20 

一百九十四、嵇 

拼音：ㄐㄧ  Ji 

郡望：譙郡 

勝跡：缺 

文獻：《嵇氏宗譜》 

（一）歷史 

    嵇姓在中國大陸和臺灣皆未列入百家姓前一百位。嵇姓源於姒姓，出自夏朝

君主少康之子季杼封地。上古時期會稽（今浙江紹興）曾是大禹召集天下諸侯開

會之所，是當時重要政治文化重地。大禹逝世後葬於會稽山，其後代在會稽山上

建立宗廟。夏朝君主少康即位後，將其子季杼封於會稽，專門主持禹帝的祭祀活

動，其後裔遂以先祖封邑名為姓氏，稱會稽氏。漢朝初年會稽氏族人遷至豫州南

部譙郡嵇山（今安徽亳州蒙城一帶），遂指地改為嵇氏。此後會稽氏後裔即以「嵇」

為姓氏，世代相傳至今。此外，據《魏書．官氏志》記載，南北朝時北魏鮮卑族

有複姓統稽氏、紇奚氏，遷徙定居中原後改為漢姓嵇，遂成嵇氏。又嵇姓有一支

源於鮮卑族，出自南北朝時期鮮卑拓跋部。據《魏書．官氏志》記載，南北朝時

期北魏鮮卑族拓跋部的統稽氏、紇奚氏部落，在北魏孝文帝遷都洛陽入主中原

後，大力推行漢化改革過程中，皆改為漢字單姓嵇氏，世代相傳至今。 

（二）堂號 

    1、廣陵堂：嵇康遭司馬氏所殺，臨刑這天嵇康要來一架古琴，調好琴後彈

起《廣陵散》，霎時間刑場一片安靜。琴曲昂揚激越，如怨如慕、如泣如訴，餘

音悠長，縈回低囀。彈畢，嵇康長歎一聲：過去袁孝尼想和我學《廣陵散》，我

總是不肯教他，從此《廣陵散》絕矣！後人據此典故而立堂號「廣陵堂」。 

（三）歷史名人 

1、嵇康：字叔夜，譙國銍縣（今安徽省濉溪縣臨渙鎮）人，三國曹魏時著

名思想家、音樂家、文學家。嵇康為曹魏宗室女婿，娶曹操曾孫女長樂亭主為妻，

官至中散大夫，世稱「嵇中散」。後嵇康隱居不仕，屢拒為官。因得罪鍾會，遭

其構陷而被司馬昭處死，年僅三十九歲。嵇康與阮籍等竹林名士共倡玄學新風，

主張「越名教而任自然」、「審貴賤而通物情」，為「竹林七賢」精神領袖，袁宏

稱其為「竹林名士」之一，他的事蹟與遭遇對後世的時代風氣與價值取向有巨大

影響。嵇康亦善文，工於詩，風格清峻。他注重養生，曾著《養生論》，有《嵇

康集》傳世。他的作品反映出時代思想，並予後世思想界、文學界帶來許多啟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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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baike.baidu.com/item/%E8%A2%81%E5%AD%9D%E5%B0%BC
http://baike.baidu.com/item/%E5%B9%BF%E9%99%B5%E6%95%A3/234828
http://baike.baidu.com/item/%E9%93%9A%E5%8E%BF
http://baike.baidu.com/item/%E5%AE%89%E5%BE%BD
http://baike.baidu.com/item/%E6%BF%89%E6%BA%AA
http://baike.baidu.com/item/%E4%B8%89%E5%9B%BD/5428
http://baike.baidu.com/item/%E4%B8%89%E5%9B%BD/5428
http://baike.baidu.com/item/%E6%9B%B9%E6%93%8D
http://baike.baidu.com/item/%E4%B8%AD%E6%95%A3%E5%A4%A7%E5%A4%AB
http://baike.baidu.com/item/%E9%92%9F%E4%BC%9A
http://baike.baidu.com/item/%E5%8F%B8%E9%A9%AC%E6%98%AD
http://baike.baidu.com/item/%E7%8E%84%E5%AD%A6
http://baike.baidu.com/item/%E7%B2%BE%E7%A5%9E%E9%A2%86%E8%A2%96
http://baike.baidu.com/item/%E8%A2%81%E5%AE%8F/62475
http://baike.baidu.com/item/%E8%A2%81%E5%AE%8F/62475
http://baike.baidu.com/item/%E5%85%BB%E7%94%9F%E8%AE%BA
http://baike.baidu.com/item/%E5%B5%87%E5%BA%B7%E9%9B%86
http://baike.baidu.com/item/%E5%B5%87%E5%BA%B7%E9%9B%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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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百九十五、邢 

拼音：ㄒㄧㄥˊ  Xing  

郡望：河間郡  

勝跡：缺  

文獻：《江陰太寧邢氏支譜》  

（一）歷史 

    邢姓在中國大陸和臺灣皆未列入百家姓前一百位。邢姓出自姬姓。周公第四

子受封於邢（今河北省邢臺市），邢國滅亡後國人有以國名為姓者，成為今日邢

姓的主要來源。邢姓還有其他來源。春秋晉國大夫韓宣子受封於邢丘（今河南省

溫縣一帶），其後代亦有以邢為姓氏者。 

（二）歷史名人 

    1、邢昺：字叔明，北宋曹州濟陰（今山東曹縣西北邢寨村）人。太平興國

初年，邢昺因通九經而進士及第，授予大理評事，知泰州鹽城監，賜錢二十萬。

真宗咸平元年（998）邢昺改為國子祭酒，咸平二年（999）始設立翰林侍講學士，

首任侍講官，為宋真宗講論《左傳》。咸平二年（999）邢昺與杜鎬、孫奭等校定

《三禮》、《春秋三傳》、《孝經》、《爾雅》等義疏，咸平四年（1001）九月書成。

景德三年（1006）邢昺任刑部侍郎時，宋真宗與他談話，「一日從容與上語及宮

邸舊僚，歎其淪喪殆盡，唯昺獨存。」次日賜白金千兩，並將邢昺之妻召至宮庭，

賜帽子、披肩等物。邢昺後官至禮部尚書，大中祥符三年（1010）患病，帝令太

醫診視，卒於真宗大中祥符三年，葬於任丘縣東北黃壘村。 

    2、邢玠：明朝後期大臣。1597 年豐臣秀吉調集 14 萬陸軍和數萬水軍，海

陸並進，捲土重犯朝鮮。明王朝再次發兵，委任邢玠為兵部尚書兼薊遼總督，統

率雄師數萬，橫跨鴨綠江抗倭。他聯合朝鮮軍隊，在露梁海戰役中大獲全勝，擊

沉敵艦 900艘，幾乎在朝鮮南海海面全殲日本水軍。日本陸軍完全孤立，倉皇逃

竄回國。為表彰邢玠抗倭援朝，朝鮮人民特鑄銅柱紀功，並在釜山建祠繪像，以

誌紀念。他當年使用的盔甲、朝鮮摺扇及上述詩稿原件等，現分別存放山東省博

物館和中國歷史博物館。 

    3、邢沅：陳圓圓本姓邢，名沅，字畹芬，明末清初蘇州名妓。陳圓圓母親

早亡，從姨父姓陳。邢沅能歌善舞，色藝冠時，時稱「江南八豔」之一。崇禎時

外戚周奎欲為皇帝尋求美女，以解上憂，後來田畹將邢沅獻給崇禎。其時戰亂頻

仍，崇禎無心逸樂。邢沅又回返田府，後被吳三桂納為妾。相傳李自成攻破北京，

手下劉宗敏擄走邢沅，吳三桂遂引清軍入關。詩人吳梅村為她作〈圓圓曲〉：「慟

哭三軍俱縞素，衝冠一怒為紅顏。」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B%B9%E5%B7%9E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B%B9%E5%B7%9E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1%B1%E6%9D%B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1%B1%E6%9D%B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4%AA%E5%B9%B3%E5%85%B4%E5%9B%BD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4%AA%E5%B9%B3%E5%85%B4%E5%9B%BD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B%BD%E5%AD%90%E7%A5%AD%E9%85%92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7%A6%E5%82%B3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6%9D%9C%E9%8E%AC&action=edit&redlink=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D%99%E5%A5%AD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8%89%E7%A6%AE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8%A5%E7%A7%8B%E4%B8%89%E5%82%B3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D%9D%E7%B6%93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88%BE%E9%9B%85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A4%BC%E9%83%A8%E5%B0%9A%E4%B9%A6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4%AA%E9%86%AB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4%AA%E9%86%AB
http://baike.baidu.com/item/%E6%8A%97%E5%80%AD%E6%8F%B4%E6%9C%9D
http://baike.baidu.com/item/%E9%99%88%E5%9C%86%E5%9C%86
http://baike.baidu.com/item/%E6%B1%9F%E5%8D%97%E5%85%AB%E8%89%B3
http://baike.baidu.com/item/%E5%91%A8%E5%A5%8E
http://baike.baidu.com/item/%E5%88%98%E5%AE%97%E6%95%8F
http://baike.baidu.com/item/%E5%90%B4%E4%B8%89%E6%A1%82
http://baike.baidu.com/item/%E6%B8%85%E5%86%9B%E5%85%A5%E5%85%B3
http://baike.baidu.com/item/%E5%90%B4%E6%A2%85%E6%9D%91
http://baike.baidu.com/item/%E5%9C%86%E5%9C%86%E6%9B%B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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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百九十六、滑 

拼音：ㄏㄨㄚˊ  Hua  

郡望：下邳郡  

勝跡：缺  

文獻：缺  

（一）歷史 

    滑姓在中國大陸和臺灣皆未列入百家姓前一百位。滑姓出自姬姓。周天子曾

將一位同姓王族分封於滑（今河南睢縣西北），滑伯後人即以國名為姓。此外，

滑姓另有一支亦源於姬姓，出自春秋鄭莊公次子姬滑，部分子孫即以其名為姓。 

（二）堂號 

    1、躋鵲堂：「躋」是並駕齊驅之意，「躋鵲」意指醫術與扁鵲能分庭抗禮。

明朝時滑壽撰寫文章很有風致，尤其樂府寫得極佳。後滑壽學醫，他參考名醫張

仲景、劉守真、李東垣三家而融合貫通，治病時手到病除，對針灸尤其在行，醫

學著作很多。滑壽子孫以此為典故，褒揚其醫術堪比扁鵲，立堂號「躋鵲堂」。 

（三）歷史名人 

    1、滑壽：字伯仁，晚號櫻寧生，元代大醫學家，祖籍襄城（今河南襄城縣），

後遷儀真（今江蘇儀征縣），又遷餘姚（今浙江餘姚縣）。滑壽不僅精通《素問》、

《難經》，且融通張仲景、劉守真、李東垣三家學說，所以給人治病有「奇驗」。

他還著有《讀傷寒論抄》等醫書多種，「所至人爭延，以得診視決生死為無憾。」

他更以「無問貧富皆往治，報不報弗較也」的崇高醫德，受到時人的讚譽。 

 

 

 

 

 

 

 

 

 

 

 

 

 

 

http://baike.baidu.com/item/%E9%83%91%E5%BA%84%E5%85%AC/787317
http://baike.baidu.com/item/%E4%BC%AF%E4%BB%81/2959171
http://baike.baidu.com/item/%E8%A5%84%E5%9F%8E/2589306
http://baike.baidu.com/item/%E8%A5%84%E5%9F%8E%E5%8E%BF/82776
http://baike.baidu.com/item/%E4%BB%AA%E5%BE%81%E5%8E%BF
http://baike.baidu.com/item/%E4%BD%99%E5%A7%9A
http://baike.baidu.com/item/%E7%B4%A0%E9%97%AE/69559
http://baike.baidu.com/item/%E9%9A%BE%E7%BB%8F/1525135
http://baike.baidu.com/item/%E5%BC%A0%E4%BB%B2%E6%99%AF
http://baike.baidu.com/item/%E5%88%98%E5%AE%88%E7%9C%9F/1473192
http://baike.baidu.com/item/%E6%9D%8E%E4%B8%9C%E5%9E%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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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百九十七、裴 

拼音：ㄆㄟˊ  Pei  

郡望：河東郡  

勝跡：缺  

文獻：《裴塔裴氏宗譜》  

（一）歷史 

    裴姓在中國大陸和臺灣皆未列入百家姓前一百位。裴姓出自嬴姓。嬴姓祖先

位伯益是周朝時功臣，伯益後代有位非子，周孝王封他於秦（今山西省聞喜縣裴

城一帶），稱「秦非子」。秦非子後代又有人受封為裴鄉裴鄉侯，裴鄉侯子孫即以

封地名為姓氏。裴姓另有一支，起源於春秋時晉平公將顓頊後代分封於裴中（今

陜西岐山縣北），稱裴君，其子孫有一支以裴為姓氏。 

（二）堂號 

    1、綠野堂：唐朝時督國公裴度建有綠野堂別墅，裴度子孫即以此為堂號。 

    2、督國堂：唐憲宗時，淮蔡節度使不聽朝廷命令，朝廷派軍隊平叛皆告失

敗。於時大臣提議罷兵，唯獨裴度力請征討。朝廷拜裴度為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副

宰相），督兵平淮南，擒吳元濟，因功封督國公。後世子孫以此為典故，立堂號

「督國堂」。 

（三）歷史名人 

    1、裴秀：字季彥，河東聞喜（今山西省聞喜縣）人，東漢尚書令裴茂之孫，

曹魏光祿大夫裴潛之子，魏晉時期名臣，著名地圖學家。裴秀出身著名的大族「河

東裴氏」，少年時便頗有名氣，後被大將軍曹爽聘為掾屬，世襲父爵清陽亭侯，

遷黃門侍郎。高平陵之變後，裴秀因是曹爽故吏而遭罷免。此後裴秀歷任廷尉正、

司馬昭安東將軍及衛將軍司馬，參與謀劃軍國之政。後裴秀遷散騎常侍，參與平

定諸葛誕叛亂，因功轉任尚書，進封魯陽鄉侯。魏元帝繼位後，裴秀進爵魯陽縣

侯，任尚書僕射。咸熙元年（264）裴秀受命負責修改官制，又提議恢復五等爵

制。五等制恢復後，獲封濟川侯。他又建議立司馬炎為世子，司馬炎繼位晉王後，

拜裴秀為尚書令、右光祿大夫，開府，加給事中。西晉建立後，裴秀加左光祿大

夫，封鉅鹿郡公。泰始三年（267）裴秀升任司空。泰始七年（271）裴秀因服食

寒食散後飲冷酒而逝世，享年四十八歲，諡號「元」，有文集三卷。裴秀作《禹

貢地域圖》，開創中國古代地圖繪製學。李約瑟稱他為「中國科學製圖學之父」，

與古希臘著名地圖學家托勒密齊名，是世界古代地圖學史東西輝映的燦爛明星。 

    2、裴松之：字世期，河東聞喜（今山西聞喜縣）人，東晉、劉宋時期史學

家，《三國志注》作者。裴松之與裴駰、裴子野祖孫三代有「史學三裴」之稱。

裴松之是士族官僚家庭出身，祖父裴昧官居光祿大夫，父裴珪曾任正員外郎。裴

http://baike.baidu.com/item/%E6%B2%B3%E4%B8%9C
http://baike.baidu.com/item/%E6%B2%B3%E4%B8%9C
http://baike.baidu.com/item/%E5%B1%B1%E8%A5%BF%E7%9C%81
http://baike.baidu.com/item/%E5%B1%B1%E8%A5%BF%E7%9C%81
http://baike.baidu.com/item/%E9%AD%8F%E6%99%8B/17044
http://baike.baidu.com/item/%E6%B2%B3%E4%B8%9C%E8%A3%B4%E6%B0%8F
http://baike.baidu.com/item/%E6%B2%B3%E4%B8%9C%E8%A3%B4%E6%B0%8F
http://baike.baidu.com/item/%E6%9B%B9%E7%88%BD/3681
http://baike.baidu.com/item/%E6%8E%BE%E5%B1%9E
http://baike.baidu.com/item/%E9%BB%84%E9%97%A8%E4%BE%8D%E9%83%8E
http://baike.baidu.com/item/%E9%AB%98%E5%B9%B3%E9%99%B5%E4%B9%8B%E5%8F%98
http://baike.baidu.com/item/%E6%95%85%E5%90%8F
http://baike.baidu.com/item/%E5%8F%B8%E9%A9%AC%E6%98%AD/29292
http://baike.baidu.com/item/%E8%AF%B8%E8%91%9B%E8%AF%9E
http://baike.baidu.com/item/%E4%B9%A1%E4%BE%AF
http://baike.baidu.com/item/%E9%AD%8F%E5%85%83%E5%B8%9D
http://baike.baidu.com/item/%E5%92%B8%E7%86%99
http://baike.baidu.com/item/%E5%8F%B8%E9%A9%AC%E7%82%8E
http://baike.baidu.com/item/%E5%8F%B8%E9%A9%AC%E7%82%8E
http://baike.baidu.com/item/%E5%B0%9A%E4%B9%A6%E4%BB%A4
http://baike.baidu.com/item/%E7%BB%99%E4%BA%8B%E4%B8%AD
http://baike.baidu.com/item/%E8%A5%BF%E6%99%8B
http://baike.baidu.com/item/%E5%8F%B8%E7%A9%BA/4605
http://baike.baidu.com/item/%E7%A6%B9%E8%B4%A1%E5%9C%B0%E5%9F%9F%E5%9B%BE
http://baike.baidu.com/item/%E7%A6%B9%E8%B4%A1%E5%9C%B0%E5%9F%9F%E5%9B%BE
http://baike.baidu.com/item/%E5%9C%B0%E5%9B%BE
http://baike.baidu.com/item/%E6%9D%8E%E7%BA%A6%E7%91%9F
http://baike.baidu.com/item/%E5%8F%A4%E5%B8%8C%E8%85%8A
http://baike.baidu.com/item/%E5%9C%B0%E5%9B%BE
http://baike.baidu.com/item/%E6%89%98%E5%8B%92%E5%AF%86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2%B3%E4%B8%9C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2%B3%E4%B8%9C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1%B1%E8%A5%BF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1%B1%E8%A5%BF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8%9C%E6%99%8B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A%89%E5%AE%8B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8%89%E5%9B%BD%E5%BF%97%E6%B3%A8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A3%B4%E9%A7%B0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A3%B4%E5%AD%90%E9%87%8E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8F%B2%E5%AD%A6%E4%B8%89%E8%A3%B4&action=edit&redlink=1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8%A3%B4%E6%98%A7&action=edit&redlink=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5%89%E7%A6%84%E5%A4%A7%E5%A4%AB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8%A3%B4%E7%8F%AA&action=edit&redlink=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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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之從小喜愛讀書，八歲時已熟知《論語》、《詩經》諸書，後博覽典籍，學識日

進。晉孝武帝太元十六年（391）裴松之任殿中將軍，時年二十歲。晉安帝隆安

二年（398）裴松之的舅父豫州刺史庾楷聯合兗、青二州刺史王恭等攻打建康。

兵敗，庾楷投奔夏口的桓玄。庾楷推薦裴松之擔任新野太守。裴松之考慮風險過

大，遲遲不肯動身。不久，軍閥火拼，庾楷死於桓玄之手。裴松之免去一場殺身

之禍。義熙初，裴松之先後擔任員外散騎侍郎，吳興故鄣縣縣令等職，後升調回

朝廷，改任尚書祠部郎。義熙十二年（416）太尉劉裕（即宋武帝）率軍北伐，

裴松之時任司州主簿隨軍北行。劉裕十分賞識裴松之，贊他有「廟廊之才」，將

他轉任治中從事史。晉軍占洛陽後，劉裕委任裴松之為封國世子洗馬，裴松之成

為劉裕集團中的重要成員。南朝宋代晉後，裴松之歷任零陵內史、國子博士、冗

從僕射等職。元嘉三年（426）宋文帝遣使巡行各州，裴松之被派往湘州。自湘

州歸來，他將所探詢的吏政民情歸納為二十四項條款。不久他被升任為中書侍

郎、司冀二州大中正，並賜爵西鄉侯。晚年裴松之先後出仕永嘉太守、通直散騎

常侍、南琅邪太守。元嘉十四年（437）裴松之六十五歲，致仕。不久又拜中散

大夫、領國子博士，最後進位太中大夫。元嘉二十八年（451）裴松之因病去世，

終年八十歲。 

    裴松之一生最大貢獻在注釋《三國志》。晉代陳壽撰修的《三國志》，內容精

潔，然宋文帝認為太過簡略，故詔令松之作注。裴松之收集各家史料，彌補《三

國志》記載之不足。他的注釋方法有四大原則：「一曰補闕、二曰備異、三曰懲

妄，四曰辯論。」清代《四庫提要》將其所用方法，分析為六類：「一是引諸家

之論，以辯是非；二是參諸家之說，以核偽異；三是傳所有之事，詳其委屈；四

是傳所無之事，補其闕佚；五是傳所有之人，詳其生平；六是傳所無之人，附以

同類。」裴松之作注所據史料，可考者達一百四十餘種，較《三國志》原書多出

三倍，宋文帝驚歎為「不朽」之業。李慈銘說：「裴松之注博採異聞，而多所折

衷，在諸史注中為最善，注家亦絕少此體。」從唐代開始，有學者對裴松之《三

國志注》提出尖銳批評，主要針對裴注資料龐雜繁蕪和體例不純。劉知幾說裴松

之「才短力微，不能自達。」章學誠也說：「裴松之依光於陳壽，非緣附驥，其

力不足自存也。」《四庫總目》批評裴注「嗜奇愛博」，多引用《搜神記》、《異林》、

《列異傳》等書，「此類鑿空語怪凡十餘處，悉與本事無關，而深於史法有礙，

殊為瑕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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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百九十八、陸 

拼音：Lu  

郡望：河南郡  

勝跡：缺  

文獻：《陸氏世譜》  

（一）歷史 

    陸姓在當今中國大陸排名第七十，在臺灣排名第九十四。顓頊有位曾孫名

終，受封在陸鄉（今山東平原縣一帶），故稱為陸終。陸終子孫有以封邑名為姓

氏者，稱為陸氏。古代戎族有允姓之戎，春秋時被秦、晉兩國逼迫，離開原住地，

東遷至陰（今河南盧縣東北），故史稱陰戎，最後又遷至陸渾（今河南嵩縣東北）

建立陸渾國，隸屬於晉。後陸渾戎子民有部分以陸為姓氏。此外，陸姓又有出於

陳（田）氏者。周初時舜之後人滿建立陳國，後因戰亂之故，陳公子完出奔至齊

國。後陳（田）氏代齊，世襲齊君。齊宣王時將一子公子通封於平原縣陸鄉，公

子通後人即以封邑為氏。另外，古代鮮卑族代北三字姓有步孤氏，亦稱步鹿氏，

北魏孝文帝時提倡漢化，即改之為陸氏。春秋時齊國大夫東郭賈受封於大陸，號

為大陸子方，其後人亦有以大陸為姓者，後簡化為陸氏。 

（二）遷徙分佈 

    陸氏的發源地有多處。從陸氏大致繁衍的歷史情況上看，歷代陸姓以今山

東、河南、江西、湖北、浙江、江蘇六省為主要分布地，分布這些地方的陸姓多

為戰國時齊宣王之子陸通之後。陸姓很早興盛於今江浙一帶，據史料記載，陸通

有子陸發任齊大夫，其子孫後又有遷徙至荊州、丹徒者。漢末三國鼎立時，位於

江東的東吳，陸氏人才輩出。著名如孫權手下的陸遜、陸遜之子陸抗、孫子陸機

和陸雲，可見當時陸氏在此地之興旺。至南北朝時期，南北各地陸氏得到更大規

模發展。宋元之後，陸氏遍布全國各地。 

（三）堂號 

    1、忠烈堂：南宋左丞相陸秀夫誓死不降元，立益王於福州。元兵殺來時陸

秀夫從容拔劍將妻子、兒子驅逐下海而死，然後自己也投河自盡。後世子孫以此

為典故，立堂號「忠烈堂」以為紀念。 

    2、黜霸堂：漢朝時陸賈跟隨劉邦滅秦建漢，其口才敏捷，二次出使南越，

還曾撰《新語》送予漢高祖，大意是崇王黜霸思想。陸賈子孫以此為典故，立堂

號「黜霸堂」。 

（四）歷史名人 

    1、陸遜：本名陸議，字伯言，吳郡吳縣（今江蘇蘇州）人，三國時期吳國

http://baike.baidu.com/item/%E5%90%B4%E9%83%A1
http://baike.baidu.com/item/%E5%90%B4%E9%83%A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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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家、軍事家。建安八年（203）陸遜入孫權幕府，歷任海昌屯田都尉、定威

校尉、帳下右部督。建安二十四年（219）陸遜參與襲取荊州，章武二年（222）

孫權以陸遜為大都督，在夷陵火燒連營擊敗劉備，一戰成名。黃武七年（228）

陸遜取得石亭之戰勝利。黃龍元年（229）孫權稱帝後，以陸遜為上大將軍、輔

佐太子孫登並掌管陪都武昌事宜，後捲入立嗣之爭。赤烏七年（244）陸遜拜為

丞相、荊州牧、右都護，次年去世，終年六十三歲，追諡昭侯。陸遜跟隨孫權四

十餘年，統領吳國軍政十餘年，深得孫權器重。陸遜深謀遠慮，忠誠剛直，一生

出將入相，被贊為「社稷之臣」。 

    2、陸機：字士衡，吳郡吳縣華亭（今上海市松江區）人，西晉著名文學家、

書法家。陸機出身吳郡陸氏，為孫吳丞相陸遜之孫、大司馬陸抗第四子，與其弟

陸雲合稱「二陸」，又與顧榮、陸雲並稱「洛陽三俊」。陸機在孫吳時曾任牙門將，

吳亡後出仕西晉，太康十年（289）陸機兄弟至洛陽，文才傾動一時，受太常張

華賞識，此後名氣大振，時有「二陸入洛，三張減價」之說。陸機歷任太傅祭酒、

吳國郎中令、著作郎等職，與賈謐等結為「金谷二十四友」。趙王司馬倫掌權時，

引陸機為相國參軍，封關中侯，於其篡位時受偽職。司馬倫被誅後，陸機險遭處

死，賴成都王司馬穎救免，此後便委身依之，為平原內史，世稱「陸平原」。太

安二年（303）陸機任後將軍、河北大都督，率軍討伐長沙王司馬乂，卻大敗於

七里澗，最終遭讒遇害，被夷三族。陸機「少有奇才，文章冠世」，詩重藻繪排

偶，駢文亦佳。陸機與弟陸雲俱為西晉著名文學家，被譽為「太康之英」。與潘

岳同為西晉詩壇的代表，形成「太康詩風」，世有「潘江陸海」之稱。陸機亦善

書法，其〈平復帖〉是中古代存世最早的名人書法真跡。 

    3、陸羽：字鴻漸，復州竟陵（今湖北天門）人，一名疾，字季疵，號竟陵

子、桑苧翁、東岡子，又號「茶山御史」，是唐代著名的茶學家，被譽為「茶仙」，

尊為「茶聖」，祀為「茶神」。陸羽一生嗜茶，精於茶道，以著世界第一部茶葉專

著《茶經》而聞名於世。他也很善寫詩，但其詩作目前世上存留不多。他對茶葉

有濃厚興趣，長期實施調查研究，熟悉茶樹栽培、育種和加工技術，並擅長品茗。

唐朝上元初年（760）陸羽隱居江南各地，撰《茶經》三卷，成為世界上第一部

茶葉著。《全唐文》載有《陸羽自傳》，曾編寫過《謔談》三卷。他開啟茶的時代，

對世界茶業發展有卓越貢獻。 

    4、陸游：字務觀，號放翁，漢族，越州山陰（今紹興）人，南宋文學家、

史學家、愛國詩人。陸游生逢北宋滅亡之際，少年時深受家庭愛國思想薰陶。宋

高宗時陸游參加禮部考試，因受秦檜排斥而仕途不暢。宋孝宗即位後，陸游賜進

士出身，歷任福州寧德縣主簿、敕令所刪定官、隆興府通判等職，因堅持抗金，

屢遭主和派排斥。乾道七年（1171）陸游應四川宣撫使王炎之邀而投身軍旅，任

職南鄭幕府。次年幕府解散，陸游奉詔入蜀，與范成大相知。宋光宗繼位後，陸

游升為禮部郎中兼實錄院檢討官，不久即因「嘲詠風月」罷官歸居故里。嘉泰二

年（1202）宋寧宗詔陸游入京，主持編修宋孝宗、光宗《兩朝實錄》和《三朝史》，

官至寶章閣待制。書成後陸游長期蟄居山陰，嘉定二年（1210）與世長辭，留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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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baike.baidu.com/item/%E7%BB%8D%E5%85%B4/156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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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示兒》。陸游一生筆耕不輟，詩詞文俱有很高成就，其詩語言平易曉暢、章

法整飭謹嚴，兼具李白雄奇奔放與杜甫沉鬱悲涼，尤以飽含愛國熱情對後世影響

深遠。陸游亦有史才，其《南唐書》「簡核有法」，史評色彩鮮明，具有很高的史

料價值。 

    5、陸九淵：字子靜，撫州金溪（今江西省金溪縣）人，南宋哲學家，陸王

心學代表人物。陸九淵書齋名「存」，世稱「存齋先生」。又因陸九淵講學於象山

書院（位於江西省貴溪縣），被稱為「象山先生」，學者常稱其為「陸象山」。陸

九淵為宋孝宗乾道八年（1172）進士，調靖安主簿，歷國子正。陸九淵有感於靖

康時事，便訪勇士，商議恢復大略。陸九淵曾上奏五事，遭給事中王信所駁，遂

還鄉講學。紹熙二年（1191）陸九淵知荊門軍，創修軍城、穩固邊防，甚有政績。

紹熙三年十二月（1193年 1月）卒，年五十四，諡文安。陸九淵為宋明兩代「心

學」開山之祖，與朱熹齊名，而見解多不合。主「心（我）即理」說，言「宇宙

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學茍知道，六經皆我注腳」。明朝王守仁繼承發展

其學，成為「陸王學派」，對後世影響極大，著有《象山先生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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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百九十九、榮 

拼音：ㄖㄨㄥˊ  Rong  

郡望：上谷郡  

勝跡：缺  

文獻：《榮氏宗譜》  

（一）歷史 

    榮姓在中國大陸和臺灣皆未列入百家姓前一百位。榮姓最早起源於遠古黃帝

時期，黃帝有大臣名榮將，是位音樂家，他和樂官伶倫鑄造十二口編鐘，演奏黃

帝親自譜寫的曲子〈咸池〉。黃帝封榮將為榮君，榮將後人即以榮為姓氏，為今

天榮姓起源。榮姓另有一支起源於西周時期。周朝大夫榮夷公，受封於榮邑（今

河南鞏縣西），其後代以國名為姓，成為榮姓又一來源。  

（二）歷史人物 

1、榮祿：字仲華，號略園，瓜爾佳氏，滿洲正白旗人，清朝大臣，政治家。

榮祿出身世代軍官家庭，以蔭生晉工部員外郎，後任內務府大臣、工部尚書，出

為西安將軍。榮祿因受慈禧太后青睞，留京任步軍統領、總理衙門大臣、兵部尚

書。辛酉政變後，榮祿為慈禧太后與恭親王奕訢賞識，官至總管內務府大臣，加

太子太保，轉文華殿大學士。榮祿卒後贈太傅，諡文忠，晉一等男爵，編有《武

毅公事略》、《榮文忠公集》、《榮祿存劄》。其女瓜爾佳．幼蘭是末代皇帝溥儀生

母，被慈禧太后收為養女。 

2、榮宗敬：名宗錦，字宗敬，江蘇省無錫榮巷人，榮德生之兄，中國近代

著名的民族資本家。榮宗敬早年經營過錢莊業，從 1901年起，與榮德生等人先

後在無錫、上海、漢口、濟南等地創辦保興麵粉廠，福興麵粉公司（一、二、三

廠），申新紡織廠（一至九廠），被譽為中國「麵粉大王」、「棉紗大王」。1928年，

榮宗敬任私立南通大學（Nantung University）校董。，著《實業救國芻議》等書。

九一八事變後，日本麵粉和棉紗開始大量湧入中國市場，榮氏企業陷入困境。抗

戰後榮氏家族企業雖有所恢復，但遠未達戰前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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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百、翁 

拼音：ㄨㄥ  Wong  

郡望：鹽官郡  

勝跡：缺  

文獻：《黃霧翁氏宗譜》  

（一）歷史 

    翁姓在大陸未列入百家姓前一百位，在臺灣位列第四十九位。翁姓出自姬

姓。相傳周昭王有子，出生時雙手握拳，誰都掰不開。後來周昭王親自來掰，卻

一掰就開。他見此子左手掌紋像「公」字，右手掌紋像「羽」字，於是為此子取

名為「翁」。之後翁受封於翁上，其後代即以國名為姓氏。夏朝時有貴族名翁難

乙，是翁姓最早記載。 

（二）堂號 

    1、六桂堂：六桂堂是著名堂名，是南方閩、粵一帶洪、江、翁、方、龔、

汪等六姓。據歷來文獻記載，南方此六姓家族雖所頂姓氏不同，實際卻是一父所

出的一家人，所以才共用「六桂堂」堂名。 

    2、賜魚堂：唐代翁洮受命為員外郎，後隱居不願任官。皇帝召他回朝廷，

他便作〈枯魚詩〉作為回答。皇帝見詩後，知他絕不會復出，於是賞賜很多曲江

魚。翁洮子孫以此為典故，立堂號「賜魚堂」。 

（三）歷史名人 

    1、翁方綱：清代書法家、文學家、金石學家，字正三，一字忠敘，號覃溪，

晚號蘇齋，直隸大興（今屬北京）人。翁方綱為乾隆十七年進士，授編修，歷督

廣東、江西、山東三省學政，官至內閣學士。翁方綱精通金石、譜錄、書畫、詞

章之學，書法與同時的劉墉、梁同書、王文治齊名。翁方綱論詩創「肌理說」，

著有《粵東金石略》、《蘇米齋蘭亭考》、《複初齋詩文集》等。 

    2、翁同龢：字叔平，號松禪，別署均齋、瓶笙、瓶廬居士、並眉居士等，

別號天放閒人，晚號瓶庵居士，江蘇常熟人，中國近代著名政治家、書法藝術家。

翁同龢歷任戶部、工部尚書、軍機大臣兼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大臣，先後擔任清同

治、光緒兩代帝師，卒後追諡文恭。翁同龢工詩，間作畫，尤以書法名世。翁同

龢幼學歐、褚，初學董其昌、米芾，中年後由錢灃上追顏真卿，又不受顏字束縛，

結體寬博開張，筆劃剛勁有力，風格蒼渾遒勁，樸茂雍容，著有《翁文恭公日記》、

《瓶廬詩文稿》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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