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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百四十一、甯 

拼音：ㄋㄧㄥˋ  Ning 

郡望：齊郡 

勝跡：缺 

文獻：缺 

（一）歷史 

    甯氏為康叔封後裔，春秋時期衛武公之子季亹受封於甯邑（今河南省獲嘉

縣），其子孫即以封地名為姓氏。此外，甯姓亦以有源於蒙古者。元代蒙古將領

忙哥帖木兒擁兵南征，因其家族住在湖南常德衛，數代皆顯宦，漢姓「寧」。元

末明初，常德寧氏遷居寧鄉、長沙及湖北孝昌等地。由於甯姓稀少，許多人改為

甯姓。又明朝正德年間寧王之亂，遭贛南巡撫王陽明平定，餘黨四散。正德帝亦

趕來親征，寧王部屬逃脫者害怕被收斬，故改姓「甯」。 

（二）歷史人物 

    1、甯戚：又稱甯遬， 春秋時期衛國人，任齊國大司田，為齊桓公主要輔佐

者之一。齊桓公二十八年（西元前 685 年）甯戚獲悉齊桓公重人才、有抱負，便

決心投靠齊國，以便有一番作為。齊桓公求賢若渴、慧眼識才，一經交談便認定

甯戚是難得人才，力排眾議，擢用甯戚為大夫。甯戚仕齊期間常至齊國東部活動，

組織民眾發展農耕，受當地人民愛戴，辭世後被人們安葬在膠水東岸（今山東平

度馬戈莊鎮境內）。 

    2、甯成：西漢酷吏，南陽穰人。漢景帝時甯成先後任濟南都尉、中尉，因

貪暴殘酷，宗室豪傑人人惴恐。漢武帝即位時甯成徙為內史，後畏罪解脫歸家，

在家鄉放高利貸，購陂田千餘頃，役使貧民數千家，致產數千金，從騎數十。後

甯成再起為關都尉，出入關者云：「寧見乳虎，無直甯成之怒。」慘絕人寰出自

於此。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8%A5%E7%A7%8B%E6%99%82%E6%9C%9F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8%A5%E7%A7%8B%E6%99%82%E6%9C%9F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BD%8A%E5%9C%8B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BD%8A%E5%9C%8B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BD%8A%E6%A1%93%E5%85%AC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BD%8A%E5%9C%8B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4%A7%E5%A4%AB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6%A0%E6%B0%B4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9%B3%E5%BA%A6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9%B3%E5%BA%A6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A9%AC%E6%88%88%E5%BA%84%E9%95%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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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百四十二、仇 

拼音：ㄑㄧㄡˊ  Qiu 

郡望：平陽郡 

勝跡：缺 

文獻：《仇氏宗譜》 

（一）歷史 

    仇姓在中國大陸和臺灣皆未列入百家姓前一百位。仇姓出自子姓。春秋宋國

有大夫名仇牧，傳說是上古九吾氏後代（亦說仇姓即由九吾姓變化而來），其子

孫有以其名為姓氏者，稱為仇氏。此外，仇氏亦有出自侯姓者。後魏時有中山人

侯洛齊，本為侯姓，後為仇氏養子，故改仇姓。太武帝時，他平定涼州功勳卓著，

拜為內都大官，其後漸成望族，成為中原仇姓一支。 

（二）堂號 

    1、方正堂、德化堂：東漢仇覽為蒲亭長，以仁德感化人民。亭民陳元母親

告兒子不孝，仇覽親自至陳家教育陳元，終使陳元成為孝子。朝廷徵仇覽任方正，

後世子孫以此為典故而立堂號「方正堂」、「德化堂」。 

（三）歷史名人 

    1、仇英：字實父，號十洲，明代繪畫大師，原籍蘇州太倉（今江蘇太倉），

後移居吳縣（今江蘇蘇州）。仇英生年不詳，考訂約生於弘治甲寅（1494），卒於

嘉靖壬子（1552）秋冬之際，是吳門四家之一。仇英擅畫人物，尤長仕女，既工

設色又善水墨與白描，能運用多種筆法表現不同物件，或圓轉流美，或勁麗豔爽。

仇英偶作花鳥，亦明麗有致。仇英與沈周、文徵明、唐寅並稱為「明四家」。 

    2、仇維禎：字庸足，明朝天啟、崇禎年間，先後任戶部、禮部、刑部、兵

部四部尚書，為官二十餘載，因不屈服權奸魏忠賢一黨，被派往薊北駐守邊疆，

領北京兵部大司馬銜。仇維禎在帶兵期間，天災無收而民不聊生，軍不足餉，仇

尚書散盡財資施捨糧米。崇禎十七年李自成農民起義軍攻佔北京，崇禎皇帝在煤

山自縊身亡。仇維貞聞訊後，棄官攜印回鄉務農。順治九年十二月，仇尚書年老

病危，自知將不久人世，召集子孫立下遺囑：「吾為官二十餘年，資財散盡，囊

空如洗，唯存聖書滿箱。望爾等熟讀聖書，忠義莫忘，此乃維禎一生之念。」他

隨即喘息片刻後又曰：「一生愚忠，不事二朝。清人入關，我朝亡故，我仇氏子

孫，忠義為先，打馬回頭，定不做滿官。為告子孫後代，石馬回頭為鑒。」是年

十二月十二日，仇尚書壽終正寢。享年七十六歲。 

 

 

 

http://baike.baidu.com/item/%E5%BC%98%E6%B2%BB
http://baike.baidu.com/item/%E5%98%89%E9%9D%96
http://baike.baidu.com/item/%E5%90%B4%E9%97%A8%E5%9B%9B%E5%AE%B6
http://baike.baidu.com/item/%E6%B2%88%E5%91%A8/80891
http://baike.baidu.com/item/%E6%96%87%E5%BE%81%E6%98%8E/66953
http://baike.baidu.com/item/%E5%94%90%E5%AF%85/225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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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百四十三、欒 

拼音：ㄌㄨㄢˊ  Luan 

郡望：西河郡 

勝跡：缺 

文獻：《欒氏家乘》 

（一）歷史 

    欒姓在中國大陸和臺灣皆未列入百家姓前一百位。欒姓出自姬姓。周成王之

弟唐叔虞有後代名賓，是晉國公子，晉靖侯之孫，受封於欒邑（今河北元氏縣東，

一說在今河北省城縣，亦說今河北欒城），因此史稱欒賓。欒賓之孫欒枝將邑名

為姓稱為欒氏，成為欒姓起源。另一支欒姓出自姜太公後代。姜太公協助周武王

打敗紂王後，因功績卓著受封於齊國做。姜太公後輩有位子欒，子欒後代有取一

欒字為姓者，世代相傳。 

（二）歷史人物 

    1、欒布：漢朝梁（今河南省商丘市）人，西漢軍事人物。欒布討伐七國之

亂有功，封鄃侯。卒後由子欒賁繼位，漢武帝時被廢為庶人。欒布早年與彭越有

交情，後遭人綁架，賣至燕國為奴。欒布為奴時很有忠義之心，為主人報仇，燕

國將軍臧荼提拔他為都尉。臧荼後來成為燕王，又封欒布為將軍。漢朝擊破臧荼，

欒布被捕，梁王彭越向劉邦請求釋放欒布，又命為梁國大夫。漢高祖族滅彭越後，

欒奉使自齊還，哭祭彭越，為吏所捕。漢高祖本欲將之烹殺，欒布辯解後，以忠

義釋其罪，任都尉。漢文帝時，欒布為燕國相。吳楚七國之亂時，欒布以擊齊之

功封鄃侯。欒布性格愛恨分明，曾說：窮困時不能屈辱自己身分，降低自己心志，

不算是個人；富貴時不能恣意為所欲為，不算是個賢人。所以欒布對恩人一律好

好報答，對仇家一律檢索其違法之處，然後依照法律條文將他們處死。《漢書．

欒布傳》謂燕、齊之地祭拜欒布為土地神，稱之欒公社。 

    2、欒巴：字叔元，蜀郡成都人，東漢時宦官。欒巴初入宮時任小黃門，後

升至黃門令。漢順帝因大興土木在洛陽建皇陵，毀壞老百姓的墓地，欒巴就此事

上書。但當時梁太后臨朝，判欒巴下獄逹二十多年。至漢靈帝即位，大將軍竇武

及太傅陳蕃召欒巴回朝，拜議郎。但竇派與宦官發生衝突，宦官迫靈帝殺竇、陳

二人，欒巴亦受牽連，貶為永昌太守，後又借病請請辭，靈帝不肯。欒巴又為竇、

陳二人上書反案，靈帝大怒命廷尉議罪，最終欒巴自殺身亡。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C%A2%E6%9C%9D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C%A2%E6%9C%9D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2%B3%E5%8D%97%E7%9C%8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2%B3%E5%8D%97%E7%9C%8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A5%BF%E6%BC%A2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8%83%E5%9C%8B%E4%B9%8B%E4%BA%82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8%83%E5%9C%8B%E4%B9%8B%E4%BA%82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9%84%83%E4%BE%AF&action=edit&redlink=1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6%AC%92%E8%B3%81&action=edit&redlink=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C%A2%E6%AD%A6%E5%B8%9D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A%B6%E4%BA%BA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D%AD%E8%B6%8A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B6%81%E6%9E%B6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87%95%E5%9C%8B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87%95%E5%9C%8B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87%95%E5%9C%8B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7%A7%E8%8D%BC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83%BD%E5%B0%89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0%87%E8%BB%8D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D%AD%E8%B6%8A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A2%81%E5%9C%8B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A2%81%E5%9C%8B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C%A2%E9%AB%98%E7%A5%96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C%A2%E9%AB%98%E7%A5%96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83%B9%E6%AE%BA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83%BD%E5%B0%89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C%A2%E6%96%87%E5%B8%9D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87%95%E5%9C%8B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8%83%E5%9C%8B%E4%B9%8B%E4%BA%82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9%84%83%E4%BE%AF&action=edit&redlink=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C%A2%E6%9B%B8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87%95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BD%8A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C%9F%E5%9C%B0%E7%A5%9E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9C%80%E9%83%A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9C%80%E9%83%A1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B0%8F%E9%BB%83%E9%96%80&action=edit&redlink=1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9%BB%83%E9%96%80%E4%BB%A4&action=edit&redlink=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C%A2%E9%A0%86%E5%B8%9D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4%9B%E9%99%BD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9A%87%E9%99%B5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A2%81%E5%A4%AA%E5%90%8E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C%A2%E9%9D%88%E5%B8%9D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4%A7%E5%B0%87%E8%BB%8D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4%A7%E5%B0%87%E8%BB%8D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4%AA%E5%82%85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4%AA%E5%82%85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8%AD%B0%E9%83%8E&action=edit&redlink=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0%B8%E6%98%8C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0%B8%E6%98%8C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B%B7%E5%B0%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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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百四十四、暴 

拼音：ㄅㄠˋ  Bao 

郡望：河東郡 

勝跡：缺 

文獻：《河北邯鄲暴氏家譜》 

（一）歷史 

    暴姓出自姬姓，後以國名為姓。商朝時有大臣名辛，封國在暴，時稱暴辛公。

暴在周朝仍是諸侯國，春秋時為鄭國所滅，其遺民即以故國名為姓。此外，暴姓

一支源於職業，出自古代職業人「㿺者」。㿺者是古代特殊職業，專職營造墳墓、

陵寢之人。營墳者需通曉天文、地理、風水、蔔理、防腐、殯葬儀式等諸多知識，

還要具備精湛建築設計、施工組織及工程管理等技能，故㿺者多為世襲。㿺者之

後人有以暴為姓者，亦為暴姓源頭之一。 

（二）堂號 

    1、耿介堂：明朝暴昭為大理司務、刑部右侍郎，歷任左都御史、刑部尚書，

為官耿直，是非清、原則明，有高尚氣節。後世子孫立堂號「耿介堂」，以紀念

暴昭之為人。 

（三）歷史名人 

    1、暴勝之：字公子，河東（郡治安邑今山西夏縣西北）人，西漢名臣。漢

武帝時暴勝之為直指使者，穿著繡衣，持御賜上方斧追捕捕盜；督課郡國，東至

海，以軍興誅不從令者，威振州郡。暴勝之嘗薦雋不疑，有知人之譽。太始三年

（西元前 94 年）暴勝勝之任御史大夫。巫蠱之禍時，司直田仁放過太子劉據逃

亡。丞相劉屈氂得知後，要殺田仁，被暴勝之勸止說：「司直，吏二千石當先請，

柰何擅斬之。」後暴勝之被漢武帝以坐失縱罪，下獄自殺。 

    2、暴昭：山西省平陽府潞州潞城縣（今山西省長治市潞城縣）人，明朝政

治人物。洪武年間暴昭由國子監監生授大理寺司務，洪武三十年升任刑部右侍

郎，次年為刑部尚書，以節儉著稱。建文初年暴昭擔任北平採訪使，得知燕王朱

棣欲求謀反，上書密報，請求早做準備。朱棣起兵後，中央在河北真定設平燕承

宣布政使司，暴昭以尚書身份兼任其司使，並與鐵鉉備戰。後平安部隊被攻破，

被召還。燕軍攻入金川門後，暴昭逃亡被捕，不屈，被施以磔刑。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2%B3%E6%9D%B1%E9%83%A1_(%E4%B8%AD%E5%9C%8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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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6%BC%A2%E6%AD%A6%E5%B8%9D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C%A2%E6%AD%A6%E5%B8%9D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9B%8B%E4%B8%8D%E7%96%9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7%AB%E8%A0%B1%E4%B9%8B%E7%A6%8D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F%B8%E7%9B%B4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F%B8%E7%9B%B4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A%89%E6%93%9A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A%89%E5%B1%88%E6%B0%82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1%B1%E8%A5%BF%E7%9C%8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1%B1%E8%A5%BF%E7%9C%8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D%9E%E5%B7%9E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D%9E%E5%B7%9E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95%B7%E6%B2%BB%E5%B8%82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95%B7%E6%B2%BB%E5%B8%82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8%8E%E6%9C%9D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4%AA%E6%AD%A6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B%BD%E5%AD%90%E7%9B%9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B%BD%E5%AD%90%E7%9B%9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4%A7%E7%90%86%E5%AF%BA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8%91%E9%83%A8%E5%8F%B3%E4%BE%8D%E9%83%8E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8%91%E9%83%A8%E5%8F%B3%E4%BE%8D%E9%83%8E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8%9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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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8C%97%E5%B9%B3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C%97%E5%B9%B3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87%95%E7%8E%8B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87%95%E7%8E%8B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C%B1%E6%A3%A3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2%B3%E5%8C%97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2%B3%E5%8C%97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9%B3%E7%87%95%E6%89%BF%E5%AE%A3%E5%B8%83%E6%94%BF%E4%BD%BF%E5%8F%B8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9%B3%E7%87%95%E6%89%BF%E5%AE%A3%E5%B8%83%E6%94%BF%E4%BD%BF%E5%8F%B8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90%B5%E9%89%89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87%91%E5%B7%9D%E9%97%A8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A3%94%E5%88%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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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百四十五、甘 

拼音：ㄍㄢ  Gan 

郡望：勃海郡 

勝跡：缺 

文獻：《遼寧潘陽甘氏續修宗譜》 

（一）歷史 

    商帝武丁有大臣甘盤，武丁為太子時曾就學於甘盤，拜其為太子師。武丁即

位後，甘盤輔佐武丁治理國政，鞏固殷商統治，成為歷史有名的賢臣。甘盤卒後

其子以其名為姓，即為甘氏。甘姓另一支源於春秋時周襄王之弟王子帶，因封地

在甘，人稱甘公帶，其子孫以封地為姓。 

一支出自姜姓，神農氏後裔有甘姓。 

（二）堂號 

    1、五城堂：戰國時期秦國甘羅十二歲出使趙國，趙王郊迎。通過甘羅的外

交活動，趙國割讓五城予秦國，秦國封甘羅為上卿，並將其祖父甘茂為左丞相的

田地皆賜予甘羅。甘羅子孫以此為典故，立堂號「五城堂」。 

（三）歷史人物 

    1、甘寧：字興霸，巴郡臨江（今重慶忠縣）人，三國時期孫吳名將，官至

西陵太守，折衝將軍。甘寧少年時好遊俠，糾集人馬持弓弩，在地方上為非作歹，

組成渠師搶奪船隻財物，人稱「錦帆賊」。甘寧青年時停止搶劫，熟讀諸子，曾

任蜀郡丞，後歷仕於劉表和黃祖麾下，未受重用。建安十三年（208）甘寧率部

投奔孫權，開始建功立業。甘寧先後隨孫權破黃祖據楚關，隨周瑜攻曹仁取夷陵，

隨魯肅鎮益陽拒關羽、守西陵、擒朱光，率百餘人夜襲曹營，戰功赫赫。孫權曾

說：「孟德有張遼，孤有甘興霸，足相敵也。」他為人仗義疏財，深得士卒擁戴，

被陳壽盛讚為「江表之虎臣」。建安二十五年（220）甘寧去世。 

    2、甘從矩：字方平，南唐丹陽人（今江蘇南京丹陽鎮），南唐征南將軍，為

江西豐城甘氏始祖。丹陽甘氏出身中下級武官，首領為甘從矩，乾寧四年（897）

甘從矩南下進取江西，迫使鐘傳、危全諷歸屬南吳。天復二年（902）楊行密受

封吳王，吳王拜甘從矩為吳國開疆大臣，功晉征南將軍，食邑豐城驪塘（今豐城

市秀市鎮潘橋水庫庫區內），爵豐城伯。天祐五年（908）功成名就的甘從矩退歸

驪塘，獻家財田園以濟民苦，建寶福、雲岩、隆福三寺行施桑梓，時為世人稱頌。

武義元年（919）吳王楊隆演敕文，加封甘從矩為富城開國伯。宋建隆二年（961）

南唐李中主遷南都於南昌，其臣有甘從矩者，與其他大小臣工一樣率領部屬投入

這次西遷南都的移民運動。 

 

http://baike.baidu.com/item/%E6%BD%98%E9%98%B3
http://baike.baidu.com/item/%E4%B8%8A%E5%8D%BF
http://baike.baidu.com/item/%E5%B7%A6%E4%B8%9E%E7%9B%B8
http://baike.baidu.com/item/%E5%BF%A0%E5%8E%BF
http://baike.baidu.com/item/%E8%9C%80%E9%83%A1
http://baike.baidu.com/item/%E5%88%98%E8%A1%A8/35154
http://baike.baidu.com/item/%E9%BB%84%E7%A5%96
http://baike.baidu.com/item/%E5%AD%99%E6%9D%83/17337
http://baike.baidu.com/item/%E6%A5%9A%E5%85%B3
http://baike.baidu.com/item/%E5%91%A8%E7%91%9C/17342
http://baike.baidu.com/item/%E6%9B%B9%E4%BB%81
http://baike.baidu.com/item/%E5%A4%B7%E9%99%B5
http://baike.baidu.com/item/%E9%B2%81%E8%82%83/9396
http://baike.baidu.com/item/%E5%85%B3%E7%BE%BD
http://baike.baidu.com/item/%E8%A5%BF%E9%99%B5
http://baike.baidu.com/item/%E6%9C%B1%E5%85%89
http://baike.baidu.com/item/%E5%AD%9F%E5%BE%B7
http://baike.baidu.com/item/%E5%BC%A0%E8%BE%BD
http://baike.baidu.com/item/%E9%99%88%E5%AF%BF/5816
http://baike.baidu.com/item/%E6%B1%9F%E8%A1%A8%E4%B9%8B%E8%99%8E%E8%87%A3
http://baike.baidu.com/item/%E4%B8%B0%E5%9F%8E
http://baike.baidu.com/item/%E7%A7%80%E5%B8%82%E9%95%87
http://baike.baidu.com/item/%E5%8D%97%E5%94%90
http://baike.baidu.com/item/%E5%8D%97%E6%98%8C/2277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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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百四十六、鈄 

拼音：ㄊㄡˇ  Tou 

郡望：遼西郡 

名人：缺 

勝跡：缺 

文獻：《五雲鈄氏宗譜》 

（一）歷史 

    鈄姓在中國大陸和臺灣皆未列入百家姓前一百位。鈄姓出自姜姓。周武王擊

敗商紂而分封天下，姜太公因輔佐周武王有功，受封至齊國。經數百年至春秋末

年，齊國大夫陳（田）和勢力強大，篡奪齊國政權。當時齊康公及齊國原先姜姓

公族遭流放至海外，住在山洞裡，食物得靠自己打獵捕魚。他們煮食物沒有銅鼎，

只好用一種銅勺子代替，那種銅勺子專名為鈄。這一群遭流放的齊國貴族後來回

到中原，其後代為紀念這段艱難日子，便以鈄為姓，即是今日鈄姓的起源。 

（二）堂號 

    1、惠楚堂：鈄滔為處州刺史時惠政於民，子孫以此為典故立堂號「惠楚堂」，

用以紀念鈄滔。 

（三）歷史人物 

    1、鈄滔：字順甫，號碧川，世居河南開封府陳留縣，宋至和甲午（1054）

科舉人，乙未（1055）進士。鈄滔任湖廣零陸縣尉，升至浙江諸暨縣令，不餘月，

蒙恩提拔，即升處州刺史。鈄滔因見縉邑山水秀麗，遂擇居於官店。 

 

 

 

 

 

 

 

 

 

 

 

 

 

 

http://baike.baidu.com/item/%E9%92%AD%E6%BB%94/3640653
http://baike.baidu.com/item/%E5%88%BA%E5%8F%B2/7227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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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百四十七、厲 

拼音：Li 

郡望：南陽郡 

勝跡：缺 

文獻：《丹陽厲氏族譜》 

（一）歷史 

    厲姓在中國大陸和臺灣皆未列入百家姓前一百位。厲姓出自姜姓。周武王擊

敗商紂王後而分封天下，姜太公因輔佐周武王有功，受封至齊國。姜太公後代姜

無忌是擔任齊國國君，姜無忌卒後謚號為「厲」，史稱齊厲公。齊厲公有庶子以

其謚號為姓氏，稱為厲氏，世代相傳。厲姓還有一支起源起於周朝諸侯國厲國（今

湖北省隨縣一帶），厲國公族後代有人以國名為姓者。 

（二）堂號 

    1、半樹堂：宋朝厲元吉號半樹，擔任烏程尉，後歸鄉隱居。元朝廷訪問宋

朝舊臣，厲元吉四處躲藏，到白頭才返鄉，堅決不任侵略者的官吏。後世子孫以

「半樹堂」為堂號，以紀念厲元吉事蹟。 

（三）歷史名人 

    1、厲文才：浙江東陽人，著名唐朝大臣。厲文才於唐武德九年（626）登進

士第，是金華第一位文武進士，其學、才、能皆出類撥萃，以「靖寇安民」有功，

深得唐太宗嘉許。厲文才在貞觀初年任道州刺史，當時荔浦縣盜賊猖獗，厲文才

威愛並施，到任僅一個月便平息郡盜，一郡大治。 

    2、厲仲樞：文武雙全，列宋嘉定元年（1208）文武進士第五名，其子厲佇、

厲琮於宋淳佑十年（1250）同登進士榜，此即「父子進士」、「兄弟進士」坊之由

來，兩代五人登進士。《東陽隆慶志》記載：「兄弟同科，惟厲氏矣。」有厲蠲進

士，子厲汪進士，孫厲模進士，曾孫厲文翁連續四代的「祖孫進士」，厲汪封西

外宗正臣贈太師。 

3、厲鶚：字太鴻，號樊榭，錢塘（今浙江杭州）人，康熙五十九年（1720）

舉人，次年會試不第。乾隆元年（1731）厲鶚薦舉博學宏詞，誤寫論置詩前，報

罷。後厲鶚曾赴都銓，行至天津，留友人查為仁水西莊，同撰〈絕妙好辭箋〉，

遂不就選而歸，終生未仕。揚州馬曰琯小玲瓏山館富藏書，厲鶚久主其家，因得

博覽群書，尤熟宋代史事。厲鶚詩孤淡瘦勁、幽冷清雋、好用僻典，為雍、乾之

際「浙派」的代表詩人。厲鶚亦工詞，宗姜夔、張炎，為「浙西詞派」中期巨擘。

有《樊榭山房集》二十卷、《宋詩紀事》一百卷。《清史稿》卷四八五有傳。 

 

 

http://baike.baidu.com/item/%E5%8E%89%E6%96%87%E6%89%8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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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百四十八、戎 

拼音：Rong 

郡望：江陵郡 

勝跡：缺 

文獻：《丹陽冊堂戎氏重修宗譜》 

（一）歷史 

    戎姓在中國大陸和臺灣皆未列入百家姓前一百位。周朝廷設有官職「戎右」，

立於兵車之右，戰時主要持戈戟搏鬥。戎右後代有以官職為姓氏者，成為今日戎

姓的來源。關於戎姓的起源還有一種說法，起於周朝諸侯國戎國。戎國滅亡後，

其公族後代有以國名為姓氏者，形成另一支戎姓來源。春秋時北方有少數民族戎

族，戎族逐漸與漢人通婚融合，接受漢族文化，亦取單姓戎氏。 

（二）堂號 

    1、柳丘堂：秦末戎賜藉連敖引薦而跟隨漢高祖劉邦，因破三秦有功而升任

都尉。消滅項羽後，戎賜受封為柳丘侯。後世子孫以此為典故，立堂號「柳丘堂」。 

（三）歷史名人 

    1、戎昱：唐代詩人，荊州（今湖北江陵）人，郡望扶風（今屬陝西）。戎昱

少年舉進士落第，遊名都山川，後中進士。唐肅宗上元至代宗永泰（760-766）

間，戎昱來往於長安、洛陽、齊、趙、涇州、隴西等地。戎昱經華陰時遇見王季

友，同賦〈苦哉行〉。戎昱大歷元年（766）入蜀，見岑參於成都。戎昱於大歷二

年（767）秋回故鄉，在荊南節度使衛伯玉幕府任從事，後流寓湖南，為潭州刺

史崔瓘、桂州刺史李昌巙幕僚。戎昱建中三年（782）居長安，任侍御史，翌年

貶為辰州刺史，後又任虔州刺史。戎昱晚年在湖南零陵任職，流寓桂州而終。戎

昱是中唐前期較注重反映現實的詩人之一，名作〈苦哉行〉寫戰爭給人民帶來災

難，羈旅遊宦、感傷身世的作品以〈桂州臘夜〉較有名。 

 

 

 

 

 

 

 

 

 

 

http://baike.baidu.com/item/%E6%B1%89%E9%AB%98%E7%A5%96%E5%88%98%E9%82%A6/1286353
http://baike.baidu.com/item/%E4%B8%89%E7%A7%A6/286798
http://baike.baidu.com/item/%E9%83%BD%E5%B0%89/722066
http://baike.baidu.com/item/%E9%A1%B9%E7%BE%BD/7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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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百四十九、祖 

拼音：Zu 

郡望：範陽郡 

勝跡：缺 

文獻：《蓮湖祖氏族譜》 

（一）歷史 

祖姓在中國大陸和臺灣皆未列入百家姓前一百位。祖姓出自子姓，源於商

朝。商朝開國君王商湯，六代孫有祖甲、祖乙、祖丁，都曾是商王。其中祖乙任

巫賢為相，勵精圖治，使當時已衰落的商朝再度復興。這三人後代都有以祖為姓

氏者，是祖姓一支起源。祖姓還有另一支起源，是源於商代二位宰相，他們名祖

已與祖伊，皆是黃帝後代，祖已和祖伊子孫亦取祖字為姓。 

（二）歷史名人 

    1、祖逖：字士稚，范陽遒縣（今河北淶水）人，東晉軍事家。祖逖出身范

陽祖氏，曾任司州主簿、大司馬掾、驃騎祭酒、太子中舍人等職，後率親黨避亂

江淮，授為奮威將軍、豫州刺史。他在建武元年（317）率部北伐，得到各地人

民回應，數年間收復黃河以南大片領土，使石勒不敢南侵，進封鎮西將軍。但因

祖逖勢力強盛，受東晉朝廷忌憚。太興四年（321）朝廷命戴淵出鎮合肥，以牽

制祖逖。祖逖見目睹朝內明爭暗鬥，國事日非，憂憤而卒，追贈車騎將軍，部眾

為其弟祖約接掌，北伐大業也因此而功敗垂成。 

    2、祖約：字士少，范陽遒縣（今河北淶水）人，鎮西將軍、豫州刺史祖逖

之弟，東晉將領。祖約初任成皋縣縣令，後轉任從事中郎，不久升任侍中。祖約

在兄長祖逖卒後任豫州刺史，並接掌其部眾。但祖約不僅未能延續兄長北伐事

業，更無法抵抗後趙石勒進攻，失去早前北伐收復失地。咸和二年（327）祖逖

與蘇峻一起以誅殺庾亮為藉口起兵反叛，期間先被後趙軍擊敗，後又為朝廷勤王

軍所攻，被逼投奔後趙。咸和五年（330）祖約為石勒誅殺，宗族被滅。 

    3、祖沖之：字文遠，生於建康（今南京），祖籍范陽郡遒縣（今河北淶水縣），

南北朝時期傑出數學家、天文學家。祖沖之一生鑽研自然科學，主要貢獻在數學、

天文曆法與機械製造三方面。他在劉徽開創的探索圓周率的精確方法基礎上，首

次將圓周率精算至小數第七位，即在 3.1415926 和 3.1415927 之間，他提出的「祖

率」對數學研究有重大貢獻。直至 16 世紀，阿拉伯數學家阿爾．凱西才打破這

一紀錄。由他撰寫的《大明曆》是當時最科學最進步的曆法，對後世天文研究提

供正確方法，主要著作有《安邊論》、《綴術》、《述異記》、《曆議》等。 

 

 

 

http://baike.baidu.com/item/%E8%8C%83%E9%98%B3/85056
http://baike.baidu.com/item/%E6%B6%9E%E6%B0%B4
http://baike.baidu.com/item/%E4%B8%BB%E7%B0%BF
http://baike.baidu.com/item/%E5%A4%A7%E5%8F%B8%E9%A9%AC
http://baike.baidu.com/item/%E7%A5%AD%E9%85%92
http://baike.baidu.com/item/%E4%B8%AD%E8%88%8D%E4%BA%BA
http://baike.baidu.com/item/%E5%A5%8B%E5%A8%81%E5%B0%86%E5%86%9B
http://baike.baidu.com/item/%E5%88%BA%E5%8F%B2
http://baike.baidu.com/item/%E9%BB%84%E6%B2%B3/5394
http://baike.baidu.com/item/%E9%95%87%E8%A5%BF%E5%B0%86%E5%86%9B
http://baike.baidu.com/item/%E8%BD%A6%E9%AA%91%E5%B0%86%E5%86%9B
http://baike.baidu.com/item/%E7%A5%96%E9%80%96
http://baike.baidu.com/item/%E7%A5%96%E9%80%96
http://baike.baidu.com/item/%E5%BB%BA%E5%BA%B7/8714
http://baike.baidu.com/item/%E5%8D%97%E4%BA%AC/23952
http://baike.baidu.com/item/%E6%95%B0%E5%AD%A6%E5%AE%B6/1210991
http://baike.baidu.com/item/%E5%A4%A9%E6%96%87%E5%AD%A6%E5%AE%B6
http://baike.baidu.com/item/%E7%A5%96%E7%8E%87
http://baike.baidu.com/item/%E7%A5%96%E7%8E%87
http://baike.baidu.com/item/%E5%A4%A7%E6%98%8E%E5%8E%86
http://baike.baidu.com/item/%E6%8F%90%E4%BE%9B
http://baike.baidu.com/item/%E6%8F%90%E4%BE%9B
http://baike.baidu.com/item/%E8%BF%B0%E5%BC%82%E8%AE%B0/840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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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百五十、武 

拼音：Wu 

郡望：太原郡 

勝跡：缺 

文獻：《武氏五修支譜》 

（一）歷史 

武姓在臺灣未列入前一百大姓，在中國大陸是第九十五大姓。武姓最早始於

夏代，當時有武羅國，國君子孫後以武為姓。商朝始祖契的第二十三代孫，即商

朝第十代國君武丁，其後人亦以武字為姓。因此這支武姓是商王室後裔，起源於

子姓。還有一支武姓被認為是多子孫的一支，相傳是周平王之子姬武後代。相傳

姬武誕生時，掌心有一近似武字的手紋，因此得名，其後代有以武為姓者。另一

支武姓起源於春秋時期，商朝王室後裔受封於宋，宋戴公之子司空繼承宋公爵

位，去世後謚號為武，是為宋武公，其後代亦以武為姓。秦朝末年劉邦部屬有武

彪，出身沛國（今江蘇沛縣）。漢朝建立後武彪授予官職，因此成為沛國武氏開

基祖。至唐代，居住在太原的武氏由於子孫為皇帝武則天而一躍成為望族，成為

武氏另一大郡望。 

（二）堂號 

    1、鬻薪堂：宋朝武行德相貌奇偉，家裡貧窮，以賣柴為生。晉祖鎮守弁門，

至郊外遊玩時見武行德賣柴，對其相貌很是驚訝，又見他擔的柴特別重，便將他

留在帳下擔任侯虞。後來作戰時武行德為契丹俘虜，他卻因此殺出契丹重圍而占

據河陽，不久歸順宋朝廷而擔任河陽尹，官至太子太傅。 

（三）歷史名人 

    1、武則天：名曌，并州文水（今山西文水縣東）人，中國歷史上唯一正統

女皇帝，亦是即位年齡最長（67 歲即位）、壽命最長的皇帝之一（終年 82 歲）。

武則天為荊州都督武士彠次女，母親楊氏。武則天十四歲入後宮，為唐太宗才人，

獲賜號「武媚」。唐高宗時武則煙封昭儀，後為皇后，尊號「天后」，與高宗李治

並稱「二聖」。高宗卒後，武則天作為唐中宗、唐睿宗的皇太后臨朝稱制，期間

改名為曌。天授元年（690）武則天宣佈改唐為周，自立為帝，定洛陽為都，稱

「神都」，建立武周王朝。武則天在位時殺唐宗室，任用酷吏，但她多權略，能

用人，所以賢才輩出。她又獎勵農桑，改革吏治，重視選拔人材；晚年逐漸豪奢

專斷，頗多弊政。神龍元年（705）武則天病篤，宰相張柬之發動兵變，擁立唐

中宗復辟，迫使其退位，史稱「神龍革命」。唐中宗恢復唐朝後，上尊號「則天

大聖皇帝」。同年十一月，武則天於上陽宮崩逝。唐中宗遵其遺命，改稱「則天

大聖皇后」，以皇后身分入葬乾陵。開元四年（716）改諡則天皇后，天寶八年（749）

http://baike.baidu.com/item/%E9%AC%BB%E8%96%AA%E5%A0%82
http://baike.baidu.com/item/%E6%AD%A6%E8%A1%8C%E5%BE%B7
http://baike.baidu.com/item/%E5%A4%AA%E5%AD%90%E5%A4%AA%E5%82%85
http://baike.baidu.com/item/%E6%96%87%E6%B0%B4
http://baike.baidu.com/item/%E6%96%87%E6%B0%B4%E5%8E%BF
http://baike.baidu.com/item/%E6%AD%A6%E5%A3%AB%E5%BD%9F
http://baike.baidu.com/item/%E5%94%90%E5%A4%AA%E5%AE%97
http://baike.baidu.com/item/%E5%94%90%E9%AB%98%E5%AE%97
http://baike.baidu.com/item/%E6%98%AD%E4%BB%AA
http://baike.baidu.com/item/%E7%9A%87%E5%90%8E
http://baike.baidu.com/item/%E5%A4%A9%E5%90%8E
http://baike.baidu.com/item/%E6%9D%8E%E6%B2%BB
http://baike.baidu.com/item/%E6%9D%8E%E6%B2%BB
http://baike.baidu.com/item/%E4%BA%8C%E5%9C%A3
http://baike.baidu.com/item/%E5%94%90%E4%B8%AD%E5%AE%97
http://baike.baidu.com/item/%E5%94%90%E7%9D%BF%E5%AE%97
http://baike.baidu.com/item/%E4%B8%B4%E6%9C%9D%E7%A7%B0%E5%88%B6
http://baike.baidu.com/item/%E6%B4%9B%E9%98%B3
http://baike.baidu.com/item/%E7%A5%9E%E9%83%BD
http://baike.baidu.com/item/%E5%BC%A0%E6%9F%AC%E4%B9%8B
http://baike.baidu.com/item/%E5%94%90%E4%B8%AD%E5%AE%97
http://baike.baidu.com/item/%E5%94%90%E4%B8%AD%E5%AE%97
http://baike.baidu.com/item/%E7%A5%9E%E9%BE%99%E9%9D%A9%E5%91%BD
http://baike.baidu.com/item/%E4%B9%BE%E9%99%B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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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諡則天順聖皇后。武則天多智略，兼涉文史，頗有詩才，有《垂拱集》、《金輪

集》，今已佚。《全唐詩》存其詩。 

    2、武億：字虛穀，一字小石，號半石山人，河南河南府偃師縣人，清乾嘉

時期著名的經學家、考據學家、學者、金石學家。武億於乾隆三十五年舉於鄉，

遊學京師，四十五年成進士。後武億任山東博山縣令，在官七月，以忤觸權貴而

罷官。著有《授堂文鈔》、《偃師金石記》、《安陽縣金石錄》等。事具朱珪《知足

齋文集》卷五《前博山縣知縣詔起引見武君墓誌銘》、法式善《存素堂文集》卷

四《武虛穀傳》。 

    3、武禹襄：河北永年人，出身官紳人家。當楊露禪從陳家溝返鄉，武氏兄

弟愛其術，從楊學習十三勢大架，得其梗概。後武禹襄兄長於 1852 年中進士，

任河南舞陽知縣。武禹襄赴兄長任所，順道過溫縣陳家溝，擬求益於陳長興。經

陳長興介紹，遂從趙堡鎮陳青萍學小架，學拳月餘，備悉理法要義。武禹襄又於

舞陽鹽店得王宗岳《太極拳論》更有啟悟，以練拳心得著有《打手要言》，又衍

為《十三勢行工心解》，並歸納鍛鍊要領為《身法八要》。其著作簡單精要，無一

虛浮，後人稱其拳術為「武氏太極拳」。 

 

 

 

 

 

 

 

 

 

 

 

 

 

 

 

 

 

 

 

 

 

 

 

http://baike.baidu.com/item/%E8%99%9A%E8%B0%B7
http://baike.baidu.com/item/%E5%8D%8A%E7%9F%B3%E5%B1%B1
http://baike.baidu.com/item/%E6%B2%B3%E5%8D%97%E5%BA%9C
http://baike.baidu.com/item/%E9%87%91%E7%9F%B3%E5%AD%A6%E5%AE%B6
http://baike.baidu.com/item/%E5%8D%9A%E5%B1%B1%E5%8E%BF
http://baike.baidu.com/item/%E5%AE%89%E9%98%B3%E5%8E%BF
http://baike.baidu.com/item/%E6%9C%B1%E7%8F%AA
http://baike.baidu.com/item/%E5%8D%9A%E5%B1%B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2%B3%E5%8C%97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2%B3%E5%8C%97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D%A8%E9%9C%B2%E7%A6%85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8D%81%E4%B8%89%E5%8B%A2&action=edit&redlink=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B5%B5%E5%A0%A1%E9%95%87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8E%8B%E5%AE%97%E5%B2%B3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4%AA%E6%A5%B5%E6%8B%B3%E8%AB%96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6%89%93%E6%89%8B%E8%A6%81%E8%A8%80&action=edit&redlink=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BA%AB%E6%B3%95%E5%85%AB%E8%A6%8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AD%A6%E6%B0%8F%E5%A4%AA%E6%A5%B5%E6%8B%B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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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百五十一、符 

拼音：Fu 

郡望：瑯琊郡 

勝跡：缺 

文獻：《符氏族譜》 

（一）歷史 

符姓在中國大陸和臺灣皆未列入百家姓前一百位。符姓出自姬姓。符在古代

是君王傳達命令、調兵遣將的憑證，璽是大印。春秋時秦國設置職官「符璽令」，

即專門管理兵璽印。魯頃公之孫公雅曾在秦國擔任符璽令，其後代亦以官名為姓

氏稱為符氏，是今天符姓起源。 

（二）歷史名人 

1、符融：字偉明，東漢陳留浚儀（今河南開封）人。符融年輕時任都官屬

吏，深感恥辱，辭職而去。符融之後遊歷太學，以少府李膺為師。李膺風度品性

高傲，但每次見符融便揮退其他賓客，只聽符融談論。符融用絹束發、揮動衣袖、

口若懸河，李膺每每捧手讚歎。郭林宗初至京師，當時士人沒有人賞識他，符融

一見便嘆服，因而介紹給李膺，於是出名。當時漢中人晉文經、梁國人黃子艾都

倚仗才智炫耀於京師，假託養病臥床，不與任何人交往。洛陽士大夫有好事者迎

合他們聲望和名氣，坐在門口詢問病情，仍不能覲見。三公要辟召員吏，便去徵

求他們意見，根據他們的評論決定取捨。符融觀察他們，認為非有真才實學，於

是到太學入見李膺說：此二人德行學業未聽聞有過人之處，卻以豪傑自詡，於是

誘使公卿詢問病情，官吏坐守大門。恐怕他們是以雕蟲小技破壞道義，空有名譽

而與實際不符，應當仔細考察。李膺同意符融意見，晉、黃二人從此名譽逐漸衰

敗，賓客隨從日漸減少，十幾天時間便慚愧歎息地逃走。後來二人果然成為輕薄

之人，都因犯罪被廢棄，符融卻更加知名。州郡以禮相請，舉薦符融為孝廉，公

府也接連辟召，他都不應徵。太守馮岱有名聲，到任後請符融相見。符融一見便

推舉郡中人范冉、韓卓、孔伷三人，因而稱病斷絕同馮岱往來。恰逢發生黨錮事

件，他也遭禁錮。符融之妻往生，家中貧困而無錢殯葬。鄉民想替他作棺材喪服，

符融不肯接受，謂古代死亡之人埋於荒野之中，妻子可遵循古制，只要入土埋葬

即可。符融同郡人田盛，字仲向，與郭林宗志趣相同，也以識人著稱，悠閒自得，

不願出任，都得到善終。 

 

 

 

 

 

http://baike.baidu.com/item/%E9%99%88%E7%95%99
http://baike.baidu.com/item/%E6%9D%8E%E8%86%BA/7367
http://baike.baidu.com/item/%E9%83%AD%E6%9E%97%E5%AE%97
http://baike.baidu.com/item/%E8%8C%83%E5%86%89/14915502
http://baike.baidu.com/item/%E5%AD%94%E4%BC%B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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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百五十二、劉 

拼音：Liu 

郡望：彭城郡 

勝跡：缺 

文獻：《劉氏族譜》 

（一）歷史 

    劉姓是中國五大姓之一，與張、王、李、趙並稱，在臺灣排名第八，現在劉

姓是中國第四大姓，北方人所占比例較高。劉姓最早出自祁姓，是堯之後裔。帝

堯子孫劉累，因擅長馴龍和養龍，受夏王孔甲任命為「御龍氏」。他一共為孔甲

馴養四條龍，後來因一條死去，他怕孔甲治其罪，便暗地裡攜帶全家出奔至魯縣，

而劉累後人便以劉為姓。劉累後人世代居住在魯縣，直至周宣王時有一支遷居晉

國。劉累裔孫士會在晉國時奉命出使秦國，並因此而留下一支後裔世居秦國，亦

以劉為姓。劉姓亦有其他來源，如劉姓有一支出自姬姓，是周匡王（姬班）封其

季子於劉，史稱劉康公，劉康公後裔因此亦姓劉。漢朝劉姓公主下嫁匈奴單于，

生小單于亦姓劉。漢代時有些姓婁、項之人，亦曾改姓為劉。 

（二）堂號 

    1、藜照堂：藜照堂得名來自劉向「燃藜讀經」的典故。劉向原名更生，字

子政，為楚元王劉交四世孫，彭城人，西漢著名文學家和經學家。西漢成帝時更

名劉向，任光祿大夫，奉命在當時皇家圖書館「天祿閣」校閱各種經典，後寫成

最早的目錄學著作《別錄》，並著有《新序》、《說苑》、《列女傳》、《洪範五行傳

論》等書。傳說一日劉向在天祿閣校書至深夜，當燭盡燈滅後仍不肯就寢，便在

暗室中背誦經書。忽有一位黃衣老人手柱青藜杖叩門進來，接著將手中青藜杖頂

端一吹，藜杖竟然燃燒而發出光芒，照亮暗室。劉向見狀便對老人肅然起敬，因

施禮相迎，詢問老人尊姓大名。老人答道：我乃太乙之精，聞知卯金氏之子好學，

特來視察。現贈你《洪範五行》之文。老人說完，從懷中取出一卷簡牘傳授給劉

向。劉氏後人為鼓勵族人發奮讀書，即以「藜照堂」為堂號。 

    2、五忠堂：宋朝福建建州、建陽劉氏一門忠烈，有五人卒後受朝廷賜諡為

「忠」，世人號稱「劉氏五忠」，堂號主要在福建劉氏及其分遷至各地的劉氏支派

後裔使用。 

（三）歷史名人 

    1、劉玄：南陽舂陵人，自稱是西漢皇裔，漢景帝劉啟之子長沙定王劉發之

後，東漢光武帝劉秀的族兄。西元 23 年劉玄被綠林軍在淯水（今南陽白河）之

濱擁立為皇帝，年號更始，史稱更始帝。同年新朝滅亡，劉玄入主長安，成為天

下之主。西元 25 年更始政權在赤眉軍和劉秀大軍兩路夾擊下土崩瓦解，劉玄向

https://wapbaike.baidu.com/item/%E8%97%9C%E7%85%A7%E5%A0%82
http://www.baike.com/sowiki/%E5%8D%AF%E9%87%91?prd=content_doc_search
https://wapbaike.baidu.com/item/%E4%BA%94%E5%BF%A0%E5%A0%82
http://baike.baidu.com/item/%E5%8D%97%E9%98%B3/135168
http://baike.baidu.com/item/%E6%B1%89%E6%99%AF%E5%B8%9D
http://baike.baidu.com/item/%E5%88%98%E7%A7%80/10578
http://baike.baidu.com/item/%E7%BB%BF%E6%9E%97%E5%86%9B
http://baike.baidu.com/item/%E6%9B%B4%E5%A7%8B%E5%B8%9D
http://baike.baidu.com/item/%E6%96%B0%E6%9C%9D
http://baike.baidu.com/item/%E8%B5%A4%E7%9C%89%E5%86%9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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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眉軍出降，獻出傳國玉璽，更始政權滅亡。不久劉玄遭赤眉軍所殺，後劉秀大

將鄧禹遵劉秀之意，將劉玄安葬在長安附近的霸陵。 

    2、劉義慶：字季伯，原籍彭城（今江蘇徐州），世居京口（今江蘇鎮江），

南朝宋文學家。宋武帝劉裕之侄，長沙景王劉道憐次子，其叔臨川王劉道規無子，

即以劉義慶為嗣，襲封臨川王。劉義慶曾任秘書監，掌管國家圖書著作，有機會

接觸與博覽皇家典籍。劉義慶十七歲升任尚書左僕射，位極人臣，但其伯父劉裕

首開篡殺之風，使宗室間互相殘殺，因此劉義慶也懼遭不測之禍，二十九歲便乞

求外調，解除左僕射一職。劉義慶曾任荊州刺史等官職，在政八年政績頗佳，後

任江州刺史。劉義慶是劉裕之侄，在諸王中頗為出色，自幼就被劉裕所知，稱讚

其「此吾家豐城也。」他「性簡素，寡嗜欲」，愛好文學，廣招四方文學之士聚

於門下，著有《世說新語》，志怪小說《幽明錄》。 

    3、劉墉：字崇如，號石庵，山東諸城注溝鎮逄戈莊村（今屬高密）人，祖

籍江南省碭山（明弘治間始祖福公自南直隸碭山縣遷山東諸城縣），清朝乾隆、

嘉慶年間政治人物，書法家。劉墉於乾隆十六年（1751）中進士，歷任翰林院庶

吉士、太原府知府、江寧府知府、內閣學士、體仁閣大學士等職，以奉公守法、

清正廉潔聞名於世。劉墉書法造詣深厚，是清代著名帖學大家，世人稱為「濃墨

宰相」。嘉慶九年十二月（1805 年 1 月）病逝，諡文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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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百五十三、景 

拼音：Jing 

郡望：景陽郡 

勝跡：缺 

文獻：《余姚周行景氏宗譜》 

（一）歷史 

    景姓在中國大陸和臺灣皆未列入百家姓前一百位。景姓出自羋姓。楚國公族

子弟有三大姓氏：昭、屈、景。景氏有景差，很有才華，會作詩賦。景差是楚國

貴族，楚襄王時任大夫。景差家庭昌盛，是今日景姓主要起源。景姓還有另一支

起源，春秋時齊景公謚號為「景」，其後代有以其謚號為姓氏者，是今日景姓的

又一來源。 

（二）歷史名人 

    1、景陽：戰國時楚國將軍。楚傾襄王時，齊、韓、魏聯合攻擊燕國，於是

燕向楚求救，楚王命景陽率兵營救。景陽避開鋒芒、聲東擊西，不救燕而先攻擊

魏國腹地雍丘（今河南杞縣），三國於是收回攻燕之兵。魏、齊懷恨在心，聯合

堵截楚軍退路。景陽又以計謀使齊、魏互相猜疑，齊、魏聯盟遂告解體，齊引兵

離去，魏軍因失援而連夜逃遁。景陽完成營救任務，率領軍隊凱旋歸國。 

    2、景丹：字孫卿，馮翊櫟陽（今陝西省西安市閻良區武屯鎮）人，東漢開

國名將，雲台二十八將第十位。景丹在王莽政權時期擔任固德侯國相國、朔調連

率副貳。更始政權建立後，景丹受命為上谷郡長史。劉秀與王郎爭奪河北時，景

丹與耿弇、寇恂、吳漢、王梁、蓋延一起率領上谷、漁陽精銳騎兵支援劉秀，此

後在追隨劉秀平定河北的征戰中戰功，歷任偏將軍、驃騎大將軍，先後封為奉義

侯、櫟陽侯。建武二年景丹病逝軍中。 

    3、景延廣：五代時後晉大臣，字航川，陝州（今河南三門峽）人。石敬瑭

建立後晉，景延廣任侍衛步軍都指揮使，領果州團練使，出鎮義成、保義、河陽

等地。石敬瑭卒後，景延廣與馮道等承顧命而為宰相。後景延廣力主抗遼，聲言

「晉朝有十萬口橫磨劍，翁若要戰則早來。」天福九年（944）契丹大軍南下，

他身為上將卻按兵不動，坐視遼軍擄掠北歸，終被後晉出帝罷兵權，貶為河南尹，

留守洛陽。開運三年（946）為遼軍所俘，次年自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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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百五十四、詹 

拼音：ㄓㄢ  Zhan 

郡望：河間郡 

勝跡：缺 

文獻：《歸仁詹氏宗譜》 

（一）歷史 

詹姓在中國大陸未列入百家姓前一百位，在臺灣位列百家姓第三十七位。詹

姓出自姬姓。周宣王有庶子受封於詹地而建立詹國，後又受封為侯，史稱詹候。

詹侯後人有以封國為姓氏，世代相傳。 

（二）歷史名人 

    1、詹何：戰國時哲學家，楚國術士。詹何繼承楊朱「為我」思想，認為「重

生」必然「輕利」，反對縱慾自恣的行為，思想接近道家。詹何善於術數，傳說

坐於家中能知門外牛之毛色及白布裹角。韓非子曾批評他坐在房子裡聞牛鳴而推

測其形狀，是「無緣而妄意度」的愚蠢行為。《呂氏春秋．重言》曾提到他：「聖

人聽於無聲，視於無形，詹何、田子方、老聃是也。」詹何是擅長推理的先秦思

想家，其「不出戶，知天下」的推理能力更勝老子一籌。韓非子強調觀察、貶低

推理，因而故意醜化詹何。 

    2、詹體仁：南宋大臣、理學家，隆興元年（1163）進士。約乾道初，詹體

仁至崇安五夫里問學朱熹。乾道六年（1170）朱熹在建陽建寒泉精舍，詹體仁亦

從學建陽。朱熹成書於乾道八年的《資治通鑒綱目》，其中有部分即出自詹體仁

之手。淳熙二年（1175）朱熹、呂祖謙由寒泉精舍赴江西鵝湖之會，詹體仁亦是

隨從之一。詹體仁深於理學，除潛經訓，更屬意星曆，著有《象數總義》、《曆學

啟蒙》等。 

    3、詹天佑：字眷誠，號達朝，祖籍徽州婺源，生於廣東省廣州府南海縣（現

廣州市荔灣區）。詹天佑十二歲留學美國，1878 年考入耶魯大學土木工程系，主

修鐵路工程。他是中國近代鐵路工程專家，被譽為中國首位鐵路總工程師。詹天

佑負責修建京張鐵路等工程，有「中國鐵路之父」、「中國近代工程之父」之稱。

1905 至 1909 年詹天佑主持修建中國自主設計並建造的第一條鐵路京張鐵路，創

設「豎井開鑿法」和「人字形線路」，震驚中外。詹天佑在籌畫修建滬嘉、洛潼、

津蘆、錦州、萍醴、新易、潮汕、粵漢等鐵路中，成績斐然。詹天佑著有《鐵路

名詞表》《京張鐵路工程紀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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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百五十五、束 

拼音：ㄕㄨˋ  Shu 

郡望：南陽郡 

勝跡：缺 

文獻：《束氏宗譜》 

（一）歷史 

束姓在中國大陸和臺灣皆未列入百家姓前一百位。束姓源於戰國，當時齊國

有疏姓家族，子孫昌盛，是束姓最早起源。至西漢時，博士疏廣是當時有名的賢

大夫，他即是齊國時束族後代。疏廣曾孫名孟達，為避王莽之難，從東海一帶遷

居陽平（今山東省境內，一說遷居到河北沙鹿，在今河北省大名縣一帶）。遷居

後改疏姓為束姓，世代相傳，稱為今日束姓的起源。 

（二）歷史名人 

1、束皙：西晉學者、文學家，字廣微，陽平元城（今河北大名）人。束皙

博學多聞，性沉退，不慕榮利。束皙曾作〈玄居釋〉，張華見而奇之。後王戎召

束皙為掾，轉佐著作郎，復遷尚書郎。趙王司馬倫為相國，請束皙為記室。束皙

辭以疾病而罷歸，教授門徒。束皙卒時，元城市里為之廢業，門生故人為其立碑

墓側。束皙有集七卷，（《隋書．經籍志》、《唐書志》作五卷）傳於世。 

    2、束允泰：江蘇丹陽人，清末舉人，浙江名宦。束允泰字季符，兄弟眾多，

排行第五，丹陽人俗稱「束老五」，居住丹陽縣城內麻巷門魚巷弄。束允泰年少

時遊學錫山薛曉帆門下，有才名，清咸豐辛酉拔貢生，朝考第一，光緒丙子科舉

人，皇封七品正堂。束允泰歷任浙江桐廬、錢江等縣知縣多年，多建樹、有政聲，

不但為官清廉，且精詩文書法，寫得一手好字。束允泰是晚清著名書法家，至今

浙江桐廬、錢塘、杭州一帶有很多人家收藏其書法作品，隻字片紙，珍若珙璧。

丹陽縣亦有許多他的手跡，如觀音山廣福寺的「大雄寶殿」，西門城隍廟的「萃

義堂」，白雲街的「鳴鳳書院」等皆是。束允泰著有《味青館詩文集》、《曲阿文

社燼餘》等。束允泰於桐廬、錢塘任知縣時愛民如子、政績卓著，老百姓稱為「束

青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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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baike.baidu.com/item/%E8%A5%BF%E9%97%A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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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百五十六、龍 

拼音：ㄌㄨㄥˊ  Long 

郡望：武陽郡 

勝跡：缺 

文獻：《龍氏族譜》 

（一）歷史 

龍是中國大陸第八十五大姓，在臺灣則未列入前一百大姓之列。龍姓遠祖起

源於黃帝時代。黃帝大臣董父因擅長馴養龍而聞名於世，受黃帝賜姓為「豢龍

氏」，董父後代世代掌握「豢龍」一職。至夏朝帝王孔甲時，又有一位劉累（傳

為帝堯後代）向董父後代學習馴養龍的技巧，後受封為「御龍氏」。於是「豢龍

氏」董父和「御龍氏」劉累後代即有人以龍為姓。虞舜時朝廷有人名為龍，擔任

納言之職（掌管宣達帝王之命），龍之後代亦以龍為姓。戰國末期和秦朝時期，

有二位楚國人龍且、龍未央，祖先不明所出，但其後代皆以龍為姓。南北朝時期，

西部地區有焉蓍國和且彌國，二國國君皆姓龍。另外，古徉柯郡（今貴州大部、

廣西西北、雲南東部）也有大姓龍姓。 

（二）歷史名人 

    1、龍且：秦末楚漢時期西楚名將。龍且與項羽一起長大，情若兄弟。隨項

羽叔父項梁起義反秦，每戰皆奮勇殺敵，深受信任。龍且後與田榮合軍救東阿，

大破秦軍於東阿。西元前 206 年，漢王劉邦起兵平定三秦，龍且、魏相項他與漢

將曹參、灌嬰在定陶以南交戰失敗。西元前 205 年彭城之戰後，項羽將西楚雇傭

的樓煩騎兵盡數交由龍且統帥。西元前 204 年，隨何成功遊說英布叛楚，隨後項

羽便差遣龍且、項聲率軍十萬攻打九江國，大破英布軍，英布逃亡至漢國。西元

前 203 年十月，項羽聞韓信已舉河北，破齊、趙，且將要擊楚，於是派遣龍且率

兵二十萬出擊。十一月，龍且與韓信在濰水對陣，韓信連夜派人製做一萬多條袋

子，盛滿沙土，壅塞濰河上流。隨後率一半軍隊涉水進擊龍且之陣，龍且出兵迎

擊，韓信佯裝敗退，龍且以為韓信怯弱，於是率軍渡江進擊。這時韓信命人決開

壅塞濰河的沙囊，河水奔流而至，龍且軍隊大半未渡河。這時韓信揮軍猛烈截殺，

龍且被灌嬰手下丁義斬首。項羽聞龍且軍被韓信破，則恐。 

    2、龍伯高：名述，京兆（今西安市）人。漢光武帝二十五年龍伯高敕封為

零陵太守，「在郡四年，甚有治效」，「孝悌於家，忠貞于國，公明蒞臨，威廉赫

赫」，歷代史志皆有褒揚。西元 88 年龍伯高卒葬零陵西門司馬塘（今零陵區徐家

井辦事處新建村）。 

 

 

 

http://baike.baidu.com/item/%E9%BE%99%E4%B8%94/3035
http://baike.baidu.com/item/%E8%A5%BF%E6%A5%9A
http://baike.baidu.com/item/%E9%A1%B9%E7%BE%BD/7005
http://baike.baidu.com/item/%E9%A1%B9%E7%BE%BD/7005
http://baike.baidu.com/item/%E9%A1%B9%E6%A2%81/50285
http://baike.baidu.com/item/%E7%94%B0%E8%8D%A3
http://baike.baidu.com/item/%E4%B8%9C%E9%98%BF
http://baike.baidu.com/item/%E5%88%98%E9%82%A6
http://baike.baidu.com/item/%E4%B8%89%E7%A7%A6
http://baike.baidu.com/item/%E9%BE%99%E4%B8%94/3035
http://baike.baidu.com/item/%E9%AD%8F%E7%9B%B8
http://baike.baidu.com/item/%E9%AD%8F%E7%9B%B8
http://baike.baidu.com/item/%E6%9B%B9%E5%8F%82
http://baike.baidu.com/item/%E7%81%8C%E5%A9%B4
http://baike.baidu.com/item/%E5%BD%AD%E5%9F%8E/3802
http://baike.baidu.com/item/%E6%A5%BC%E7%83%A6
http://baike.baidu.com/item/%E9%9A%8F%E4%BD%95
http://baike.baidu.com/item/%E8%8B%B1%E5%B8%83/781082
http://baike.baidu.com/item/%E9%A1%B9%E5%A3%B0
http://baike.baidu.com/item/%E4%B9%9D%E6%B1%9F/600577
http://baike.baidu.com/item/%E9%9F%A9%E4%BF%A1/5321
http://baike.baidu.com/item/%E9%9F%A9%E4%BF%A1
http://baike.baidu.com/item/%E6%B2%99%E5%9B%8A
http://baike.baidu.com/item/%E7%81%8C%E5%A9%B4
http://baike.baidu.com/item/%E4%B8%81%E4%B9%89/186993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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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百五十七、葉 

拼音：ㄧㄝˋ  Ye 

郡望：南陽郡 

勝跡：缺 

文獻：《葉氏族譜》 

（一）歷史 

    葉姓在當今中國大陸姓氏中排名第四十九，在臺灣排名第二十二。葉姓出自

羋姓，是楚國貴族後代。春秋楚莊王之孫沈尹戌與吳國作戰時戰死，因此楚昭王

封其子沈諸梁於葉，史稱葉公。葉公在葉時勤政愛民，西元前 481 年楚國白公勝

政變，劫持楚惠王。葉公率兵攻入楚都，平定叛亂。後葉公被撤職，其子孫即以

葉作為己姓。葉姓還有一個來源，是出自南蠻部落。南蠻有葉調國，有人來中原

定居，即以葉為姓氏，三國吳國都尉葉雄即葉調國子民後代。 

（二）堂號 

    1、崇信堂：宋朝翰林學士葉夢得在朝廷南渡時任江東安撫使，領兵分據江

津，使金兵不得渡江。朝廷升他為觀文殿學士，調他擔任福建安撫使。葉夢得擊

敗金兵五十餘次，官至崇信節度使。後世子孫以此為典故，立堂號「崇信堂」。 

（三）歷史名人 

1、葉夢得：宋代詞人，字少蘊，蘇州吳縣人，一說祖籍處州松陽（今屬浙

江），為宋代名臣葉逵之後。紹聖四年（1097）葉夢得登進士第，歷任翰林學士、

戶部尚書、江東安撫大使等官職。葉夢得晚年隱居湖州弁山玲瓏山石林，故號石

林居士，所著詩文多以石林為名，如《石林燕語》、《石林詞》、《石林詩話》等。

紹興十八年卒，年七十二，追贈檢校少保。在北宋末年至南宋前半期的詞風變異

過程中，葉夢得起先導和樞紐作用的重要詞人。作為南渡詞人年輩較長的一位，

葉夢得開拓南宋前半期以「氣」入詞的新路。葉詞的氣主要表現在英雄氣、狂氣、

逸氣三方面。 

2、葉適：字正則，號水心居士，溫州永嘉（今浙江溫州）人，南宋著名思

想家、文學家、政論家。葉適生於里安，後居永嘉水心村，世稱水心先生。淳熙

五年（1178）葉適中榜眼，歷仕孝宗、光宗、甯宗三朝，歷官平江府觀察推官、

太學博士、尚書左選郎、國子司業、知泉州、兵部侍郎等職，曾參與策劃「紹熙

內禪」。葉適對外力主抗金，反對和議。但在韓侂胄謀劃北伐時提出異議，被改

授權吏部侍郎兼直學士院，因葉適不肯為北伐草詔。其後葉適又建議防江，但韓

侂胄仍不採納。開禧北伐失敗後，葉適出任沿江制置使等職，節制江北諸州。因

軍政措置得宜，曾屢挫敵軍鋒銳。葉適累遷至江淮制置使，曾上堡塢之議，實行

屯田，均有利於鞏固邊防。韓侂胄被誅後，葉適以「附韓侂胄用兵」罪名被彈劾，

http://baike.baidu.com/item/%E5%90%B4%E5%8E%BF
http://baike.baidu.com/item/%E5%A4%84%E5%B7%9E
http://baike.baidu.com/item/%E5%A4%84%E5%B7%9E
http://baike.baidu.com/item/%E5%8F%B6%E9%80%B5
http://baike.baidu.com/item/%E7%BF%B0%E6%9E%97%E5%AD%A6%E5%A3%AB
http://baike.baidu.com/item/%E6%B9%96%E5%B7%9E/209713
http://baike.baidu.com/item/%E6%B9%96%E5%B7%9E/209713
http://baike.baidu.com/item/%E7%8E%B2%E7%8F%91%E5%B1%B1
http://baike.baidu.com/item/%E7%9F%B3%E6%9E%97%E7%87%95%E8%AF%AD
http://baike.baidu.com/item/%E7%9F%B3%E6%9E%97%E8%AF%8D
http://baike.baidu.com/item/%E7%9F%B3%E6%9E%97%E8%AF%97%E8%AF%9D
http://baike.baidu.com/item/%E5%8D%97%E6%B8%A1%E8%AF%8D%E4%BA%BA
http://baike.baidu.com/item/%E6%B8%A9%E5%B7%9E
http://baike.baidu.com/item/%E5%8D%97%E5%AE%8B
http://baike.baidu.com/item/%E6%B7%B3%E7%86%99
http://baike.baidu.com/item/%E6%B7%B3%E7%86%99
http://baike.baidu.com/item/%E6%A6%9C%E7%9C%BC
http://baike.baidu.com/item/%E7%BB%8D%E7%86%99%E5%86%85%E7%A6%85
http://baike.baidu.com/item/%E7%BB%8D%E7%86%99%E5%86%85%E7%A6%85
http://baike.baidu.com/item/%E9%9F%A9%E4%BE%82%E8%83%84
http://baike.baidu.com/item/%E5%90%8F%E9%83%A8%E4%BE%8D%E9%83%8E
http://baike.baidu.com/item/%E5%AD%A6%E5%A3%AB%E9%99%A2
http://baike.baidu.com/item/%E8%8D%89%E8%AF%8F
http://baike.baidu.com/item/%E5%BC%80%E7%A6%A7%E5%8C%97%E4%BC%90
http://baike.baidu.com/item/%E8%8A%82%E5%88%B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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奪職奉祠長達十三年。嘉定十六年（1223）葉適去世，年七十四，贈光祿大夫，

獲諡「文定」（一作「忠定」），故又稱「葉文定」、「葉忠定」。葉適主張功利之學，

反對空談性命，對朱熹學說提出批評，為永嘉學派集大成者。他所代表的永嘉事

功學派，與當時朱熹的理學、陸九淵的心學並列為「南宋三大學派」，對後世影

響深遠，是溫州創業精神的思想發源。葉適著有《水心先生文集》、《水心別集》、

《習學記言》等。 

3、葉問：祖籍廣東省南海縣桑園，在香港聖士提反學院讀書，學識淵博。

葉問詠春師承陳華順、梁璧，為詠春拳體系的開宗立派人。葉問於 50 年代開始

在香港教授廣東人詠春拳，其封門弟子梁挺將詠春拳傳揚國際，更透過其子弟在

全球廣泛傳揚，形成一套中國傳統武術實戰修習課程《梁挺詠春》（WingTsun），

載譽全球。葉問是詠春拳，乃至中國武術一致推崇的一代宗師。葉問眾弟子中，

除封門弟子梁挺外，還有將中國武術聞名世界的李小龍。葉問在香港授拳時，在

傳統武術言傳身教的授業方式上，將博大精深包含武術套路與心法（訣語）的傳

授方式，拆改成一個個簡單通俗的粵語動作名稱（如攤、掌、膀、伏、抌、捶），

讓詠春拳以最顯淺明了、通俗易懂的方式在香港開宗立派，將原本秘而不傳的詠

春拳傳揚於世。 

 

 

 

 

 

 

 

 

 

 

 

 

 

 

 

 

 

 

 

 

 

 

http://baike.baidu.com/item/%E5%A5%89%E7%A5%A0
http://baike.baidu.com/item/%E5%98%89%E5%AE%9A/10618048
http://baike.baidu.com/item/%E5%85%89%E7%A6%84%E5%A4%A7%E5%A4%AB
http://baike.baidu.com/item/%E5%8A%9F%E5%88%A9
http://baike.baidu.com/item/%E6%80%A7%E5%91%BD
http://baike.baidu.com/item/%E6%9C%B1%E7%86%B9/106669
http://baike.baidu.com/item/%E6%B0%B8%E5%98%89%E5%AD%A6%E6%B4%BE
http://baike.baidu.com/item/%E6%9C%B1%E7%86%B9/106669
http://baike.baidu.com/item/%E7%90%86%E5%AD%A6/75356
http://baike.baidu.com/item/%E9%99%86%E4%B9%9D%E6%B8%8A
http://baike.baidu.com/item/%E5%BF%83%E5%AD%A6
http://baike.baidu.com/item/%E6%B0%B4%E5%BF%83%E5%85%88%E7%94%9F%E6%96%87%E9%9B%86
http://baike.baidu.com/item/%E4%B9%A0%E5%AD%A6%E8%AE%B0%E8%A8%80
http://baike.baidu.com/item/%E9%99%88%E5%8D%8E%E9%A1%BA
http://baike.baidu.com/item/%E6%A2%81%E7%92%A7
http://baike.baidu.com/item/%E5%92%8F%E6%98%A5%E6%8B%B3
http://baike.baidu.com/item/%E9%A6%99%E6%B8%AF/128775
http://baike.baidu.com/item/%E5%B9%BF%E4%B8%9C%E4%BA%BA
http://baike.baidu.com/item/%E6%A2%81%E6%8C%BA/9131418
http://baike.baidu.com/item/%E4%B8%AD%E5%9B%BD%E4%BC%A0%E7%BB%9F%E6%AD%A6%E6%9C%AF
http://baike.baidu.com/item/%E6%A2%81%E6%8C%BA%E5%92%8F%E6%98%A5
http://baike.baidu.com/item/%E6%9D%8E%E5%B0%8F%E9%BE%99/32914
http://baike.baidu.com/item/%E9%A6%99%E6%B8%AF/128775
http://baike.baidu.com/item/%E6%91%8A
http://baike.baidu.com/item/%E6%8E%8C/46912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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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baike.baidu.com/item/%E4%BC%8F/84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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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百五十八、幸 

拼音：ㄒㄧㄥˋ  Xing 

郡望：雁門郡 

勝跡：缺 

文獻：《廣東梅州幸氏古今》 

（一）歷史 

    幸姓在中國大陸和臺灣皆未列入百家姓前一百位。古時幸是寵幸之意，幸臣

即帝王寵幸之臣。清代張澍《姓氏五書》謂幸姓祖先是古代幸臣之後，因為他們

得到帝王喜愛，便賜予幸作為姓氏。此外，亦以幸姓源於姬姓者，出自周武王之

子周成王，賜其叔父姬偃之姓氏。周文王之子、周武王之弟姬偃因鎮守朔北雁門

（滄州）有功，周成王賜其叔姬偃為幸姓，是幸姓的始祖。 

（二）歷史名人 

    1、幸南容：又名幸顯，字惕微，唐朝洪城（今江西高安華林山風景名勝區）

幸村人，唐國子監祭酒，桂岩書院創辦人。幸南容生於官宦之家，自幼聰穎，讀

書過目不忘。幸南容年輕時才名遠播，得縣鄉推重和舉薦。唐貞元九年（793）

幸南容中進士，與柳宗元同榜。當時名士柳宗元、劉禹錫、李絳等慕其才名，經

常與其談詩論文，交往甚密。元和九年（814）幸南容告老返鄉，元和十四年（819）

逝世。唐憲宗聞耗傷悼，派劉汝霖前往祭奠，並贈幸南容力渤海郡公、開國子，

諡文貞。 

    2、幸夤遜：五代後蜀臣，一作幸寅遜，夔州雲安(今重慶市雲陽縣)人，一

作成都人。幸夤遜初為茂州錄事參軍，時後蜀後主酷好擊毬馳騁，左右多不敢諫，

幸夤遜上疏勸諫之。幸夤遜遷新都令，歷司門郎中、知制誥、中書舍人，出知武

信軍府，加史館修撰，改給事中、翰林學士，加工部侍郎，判吏部三銓事，領簡

州刺史。後蜀亡後幸夤遜降宋，授右庶子，尋上疏諫獵，為宋太祖所嘉賞。開寶

五年幸夤遜為鎮國軍行軍司馬。罷職時年九十餘，尚有仕進意，治裝赴闕，未登

路而卒。幸夤遜性穎悟，善屬文，嘗與修《前蜀書》。 

    3、幸元龍： 南宋臣，字震甫，號松垣，筠州高安（今屬江西）人。幸元龍

是慶元五年進士，調湘陰主簿。幸元龍曾居家十餘年，嘉定七年出為京山縣丞，

嘉定九年調隨州州學教授，嘉定十五年知當陽縣令，嘉定十七年通判郢州。寶慶

二年幸元龍兩次上書，並致書宰相史彌遠，為真德秀、魏了翁等鳴不平。史黨劾

其越位言事，勒令致仕，時年五十八。紹定四年幸元龍再上書，請戮史彌遠以謝

天下，次年卒，年六十四。幸元龍為人正直，指陳時政、忠義激發，所上奏疏與

致朝臣的多封書信，論述宋、金、蒙三方形勢，力主乘金之虛以收復中原。其〈論

取士法疏〉揭露當時薦舉的弊端，均能指切時事，有為而發。幸元龍著有《松垣

文集》，已佚。 

http://baike.baidu.com/item/%E5%A7%AC%E5%A7%93
http://baike.baidu.com/item/%E5%91%A8%E6%AD%A6%E7%8E%8B/563266
http://baike.baidu.com/item/%E5%91%A8%E6%88%90%E7%8E%8B/829762
http://baike.baidu.com/item/%E5%A7%AC%E5%81%83/8981204
http://baike.baidu.com/item/%E6%A1%82%E5%B2%A9%E4%B9%A6%E9%99%A2
http://baike.baidu.com/item/%E6%9F%B3%E5%AE%97%E5%85%83
http://baike.baidu.com/item/%E5%88%98%E7%A6%B9%E9%94%A1
http://baike.baidu.com/item/%E6%9D%8E%E7%BB%9B
http://baike.baidu.com/item/%E5%88%98%E6%B1%9D%E9%9C%96
http://baike.baidu.com/item/%E4%BA%94%E4%BB%A3
http://baike.baidu.com/item/%E4%BA%94%E4%BB%A3
http://baike.baidu.com/item/%E9%87%8D%E5%BA%86/23586
http://baike.baidu.com/item/%E4%BA%91%E9%98%B3
http://baike.baidu.com/item/%E6%88%90%E9%83%BD
http://baike.baidu.com/item/%E5%BD%95%E4%BA%8B%E5%8F%82%E5%86%9B
http://baike.baidu.com/item/%E5%8F%B8%E9%97%A8%E9%83%8E%E4%B8%AD
http://baike.baidu.com/item/%E7%9F%A5%E5%88%B6%E8%AF%B0
http://baike.baidu.com/item/%E4%B8%89%E9%93%A8
http://baike.baidu.com/item/%E7%AE%80%E5%B7%9E
http://baike.baidu.com/item/%E7%AE%80%E5%B7%9E
http://baike.baidu.com/item/%E5%90%8E%E8%9C%80
http://baike.baidu.com/item/%E5%AE%8B%E5%A4%AA%E7%A5%96
http://baike.baidu.com/item/%E9%95%87%E5%9B%BD%E5%86%9B
http://baike.baidu.com/item/%E5%89%8D%E8%9C%80
http://baike.baidu.com/item/%E5%8D%97%E5%AE%8B
http://baike.baidu.com/item/%E9%AB%98%E5%AE%89
http://baike.baidu.com/item/%E6%B1%9F%E8%A5%BF
http://baike.baidu.com/item/%E8%BF%9B%E5%A3%AB
http://baike.baidu.com/item/%E9%9A%8F%E5%B7%9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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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百五十九、司 

拼音：Si 

郡望：頓丘郡 

勝跡：缺 

文獻：《四川邛崍司氏族譜》 

（一）歷史 

司姓在中國大陸和臺灣皆未列入百家姓前一百位。神農氏時代有司巫一職，

專門負責占卜。後來司巫子孫便以先輩官名為姓，稱為司氏。司姓還有一支起源，

始於春秋時期。當時鄭國有大夫名司成，其後代有部分以司為姓，是司姓另一支

來源。司姓還有第三支起源，也是始於春秋時期。當時周朝王室有司馬名休父，

受封於程國為君，其子孫有以其官職為姓者，形成第三支司姓。第四支起源始於

春秋時衛國司寇，其子孫亦以祖上官職為姓氏。 

（二）堂號 

    1、淮右堂：宋朝舒州團練使司超屢立戰功，在蔡州、絳州、鄭州、蘄州等

地任官。這些地方都屬淮河之右，故子孫立堂號「淮右堂」以紀念司超。 

（三）歷史名人 

    1、司居敬：元朝恩縣（今山東平原縣等地）人，生活簡樸，為人耿直，元

末時任鄒縣尹。司居敬勤政愛民，常到各地查詢民情。當地縣民當時最大的困難，

是將田賦運至膠州交納，路途遙遠，往返困難。他曾三次上書，要求改運至滕縣，

終於得到允許。後來又瞭解地方人士許多人想讀書，但當地未設學校。於是司居

敬建造學宮、廣設學田，將自己藏書亦捐予學宮。司居敬離職後縣民為他刻石，

歌頌其功德。 

    2、司昌齡：字靜山，貢生，高平石末村人，清朝學者。司昌齡之祖為御史，

其父司九經曾受業於陳文貞相國之門。司昌齡從小受儒學薰陶，樂善古。少年時

他曾受業於丹陽名士丁蒼恒，成年後潛心著述至老不倦，二十年足跡不入城市。

雍正末年本地官員舉薦司昌齡參加博學鴻詞科考試，辭不赴試，家裡藏書萬卷、

學富四方，高平學者多拜其為師。司昌齡纂述凡數百卷，計有《十一史精華》、《古

學精華》、《泫文備征》、《紫峰集》、《泫志拾遺》等書。縣令曾聘請司昌齡主編縣

誌，因年老而婉言謝絕，但其所著《泫志拾遺》多為後來修志者採納。歸安名士

沈樹德與之情趣相投，共好古文，交往很深。沈樹德曾感歎說：「余不遇昌齡，

誰知余者？昌齡不遇余，亦誰知昌齡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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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百六十、韶 

拼音：ㄕㄠˊ  Shao  

郡望：太原郡  

勝跡：缺  

文獻：缺  

（一）歷史 

    韶姓在中國大陸和臺灣皆未列入百家姓前一百位。舜帝是著名氏族首領，他

的部落裡有人作曲名〈韶樂〉，非常動聽。這首曲子當時廣為流傳，至春秋時代

還有人能演奏。有次孔子至齊國，聽見齊國樂師演奏〈韶樂〉，覺得美妙無比，

被深深吸引，竟然「三月不知肉味。」創作這首〈韶樂〉的樂官後代以〈韶樂〉

為榮，於是有以韶為姓氏者，是韶姓最早起源。韶姓還有另一支起源，是以地名

為姓。《姓苑》云：「開封有此姓，望出太原。」古代地名韶州，大約在今河南省

開封一帶，當地人以居住地為姓氏而世代相傳，是韶姓另一個來源。  

（二）歷史名人 

    1、韶護：陝西省岐山人，明朝官員，洪武年間任官。當時明朝剛取得天下，

韶護為官用心盡力，當時人們予以讚揚，朝廷於是升任其官職。韶護後以勤恪敏

達、事無凝滯，由戶部主事改任星山典史，繼又擢升為按察僉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