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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百八十一、池 

拼音：ㄔˊ  Chi 

郡望：西河郡  

勝跡：缺  

文獻：《福建長樂東湖西平池氏族譜》 

（一）歷史 

池姓在中國大陸和臺灣皆未列入百家姓前一百位。古漢語中，「城」指城墻

而「池」是護城河之意，所以「城池」是城邑的防衛系統，後來用以泛指城邑。

古代居住在護城河邊之人有以池為姓氏，是今日池姓的起源。池姓起源還一說，

戰國時秦國有公子名池，在朝廷擔任大司馬。公子池家族昌盛，其後代有以其名

為姓者，形成另一支池姓來源。  

（二）堂號 

1、同安堂：明朝池裕得為同安人，以進士聞名遂安縣，推斷明決，後升任

太常寺少卿。池裕得子孫以此為典故，立堂號「同安堂」以紀念池裕得。 

（三）歷史名人 

1、池裕得：號明洲，明朝同安人，嘉靖年間進士，作為遂昌縣令，他為官

清廉、辦事公正、通達事理，能以理服人。池裕得所到一處，必調查民情，一旦

發現問題，能及時另闢谿徑解除民間疾苦，因此深受百姓愛戴。累遷太常寺少卿。 

2、池生春：字劍之，清朝楚雄人，道光年間進士，官至國子監司業。池生

春為人慷慨大方，言行舉止悉合禮儀，以不欺人為本。池生春善於書法，著有《入

秦日記》、《直廬記》、《詩文剩稿》等。 

 

 

 

 

 

 

 

 

 

 

 

 

 



15百家姓彙整 281-290池-莘 

 2 

二百八十二、喬 

拼音：Qiao  

郡望：梁郡  

勝跡：缺  

文獻：《梁國喬氏世譜》 

（一）歷史 

喬姓在中國大陸位列百家姓九十六位，在臺灣未列入百家姓前一百位。喬姓

出自姬姓。黃帝是上古氏族部落著名首領，其部落崇拜龍圖騰，後來成為中華民

族象徵。相傳黃帝去世後安葬在橋山（今陜西黃陵縣一帶），其子孫以部分留在

墓地為黃帝守陵。這支後代有以地名為姓氏者，稱為橋氏。後來魏孝武帝讓橋勤

橋氏之「木」旁去掉，於是天下橋姓皆改為喬姓。此外，喬姓亦是匈奴貴姓。史

料記載，漢代匈奴貴姓有-蘭、喬、呼衍、須仆四大姓氏，匈奴喬姓後與漢族的

喬氏渾為一體，亦是後世喬姓來源之一。又，鮮卑族亦有喬姓。據史書記載，魏

晉南北朝時期亦有喬姓鮮卑人，亦是現今喬姓之源。 

（二）堂號 

1、文惠堂：宋朝喬行簡歷任淮西轉運官、參知政事，多次向朝廷上疏論時

政，被拜為右丞相，封「魯國公」，卒後謚為「文惠」。後世子孫以其謚號立為堂

號「文惠堂」，用以紀念喬行簡。 

（三）歷史名人 

    1、大喬：二喬姓本作「橋」，可稱為橋氏。至於她倆芳名史書失載，只好以

「大喬」、「小喬」區別。大喬生卒年不詳，廬江郡皖縣（今安徽潛山）人，係喬

公長女、孫策配偶、孫權之嫂，小喬之姐。大喬在《三國演義》中也曾登場，與

小喬並稱為「江東二喬」，據傳為絕世美女。東漢獻帝建安五年（200）孫策於打

獵時遇刺受重傷，大喬日夜和衣陪伴，不眠不休、不食不飲，全心照顧，然孫策

仍藥石罔效逝世。後來孫權在大喬與眾臣如張昭、周瑜、魯肅等人輔佐下，很快

地團結江東各股勢力，建立威望，進而重新掌控大局了。 

    2、小喬：廬江皖縣（今安徽潛山）人，橋公（《三國演義》稱「喬公」或「喬

國老」）幼女，大喬之妹、周瑜之妻。正史《三國志》對小喬記載極少，只記述

小喬「國色也」，是廬江喬公之女，嫁予周瑜，其他關於小喬的描述大多出於後

人想像。小喬為周瑜妻，墓在縣城大西門，真武觀西百步。西元 210 年周瑜病逝，

厚葬於廬江東門橫街朝墓巷，小喬住守廬江，扶養遺孤。西元 223 年小喬病卒，

享年四十七歲，葬於縣城西郊，舊稱喬夫人墓，俗名瑜婆墩。平地起墳，墓有封

無表，漢磚結構，墓前有碑，拜台、列台屏石供，墓門向東，明崇禎時毀於兵亂，

僅存一座土塚，與城東周瑜墓遙遙相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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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百八十三、陰 

拼音：ㄧㄣ  Yin  

郡望：始興郡  

勝跡：缺  

文獻：缺  

（一）歷史 

陰姓在中國大陸和臺灣皆未列入百家姓前一百位。陰姓出自姬姓。春秋時齊

國有大賢人管夷吾，是周穆王之後，是春秋時期著名政治家。春秋末年管仲第七

世孫管修從齊國出奔至楚國避難，被楚王封為陰大夫，封地於陰，其後代有以封

地名作為姓氏者，是今天陰姓來源。古代山丘之南、河流之北稱陽，山丘之北、

河流之南稱為陰。傳說堯的後代有受封於大山北麓者，建立陰國，其後代以國名

為姓氏，稱為陰氏。 

（二）歷史名人 

    1、陰子方：據《後漢書．陰識傳》記載，西漢宣帝時，陰子方事親至孝，

積善有德。某年臘日早晨，他正在灶旁升火舉炊。突然灶神露相，於是陰子方忙

下跪感恩，並將一隻黃羊宰殺供奉。此後陰子方接連發財，成了遠近聞名的富戶。

受「黃羊祭灶」傳聞啟發，很多人亦在臘日宰牲祭灶。南朝梁宗懍《荊楚歲時記》

就有臘日「以豚酒祭灶神」的記述，注中徵引陰子方祭灶致富的傳說，說明這一

習俗由來。由此可見漢、晉、南北朝時臘日祭灶是從先秦兩漢時的夏季祀灶蛻變

而來，至晚在宋代形成臘月二十四日祭灶，又是從臘日祭灶流變而來。 

2、陰麗華：南陽郡新野縣（今河南新野）人，光武帝劉秀元配，東漢第二

任皇后，漢明帝劉莊的生母。陰麗華在歷史上以美貌著稱，劉秀還是尚未發跡的

沒落皇族時，便十分仰慕陰麗華的美貌，曾感歎道：「娶妻當得陰麗華。」新莽

末年天下大亂，劉秀亦於家鄉起兵。昆陽之戰後，劉秀於宛城迎娶陰麗華為妻。

東漢建立後，陰麗華受封貴人。建武十七年（41）皇后郭聖通被廢，劉秀封陰麗

華為皇后。漢明帝即位後，尊陰麗華為皇太后，在位二十四年。永平七年（64）

正月二十日陰麗華崩逝，享年六十歲。同年二月初八陰麗華與劉秀合葬於原陵，

諡號「光烈」。據《後漢書》記載：陰麗華性格恭謹儉約，不好賞玩珍品，不喜

歡嬉笑戲謔。生性仁愛孝順，憐憫慈愛。 

3、陰鏗：字子堅，武威姑臧（今甘肅武威）人，南北朝時代梁、陳著名詩

人、文學家。陰鏗高祖陰襲遷居南平（在今湖北荊州地區），其父殷子春仕梁，

為都督梁、秦二州刺史。陰鏗幼年好學，能誦詩賦，長大後博涉史傳，尤善五言

詩，為當時所重，仕梁官湘東王蕭繹法曹參軍。入陳朝後，陰鏗為始興王陳伯茂

府中錄事參軍，以文才為陳文帝讚賞，累遷晉陵太守、員外、散騎常侍，約在陳

文帝天嘉末年去世。陰鏗藝術風格與何遜相似，後人並稱「陰何」。 

http://baike.baidu.com/item/%E7%81%B6%E7%A5%9E
http://baike.baidu.com/item/%E5%8D%97%E6%9C%9D
http://baike.baidu.com/item/%E7%A5%AD%E7%81%B6%E7%A5%9E
http://baike.baidu.com/item/%E5%8D%97%E5%8C%97%E6%9C%9D
http://baike.baidu.com/item/%E7%A5%80%E7%81%B6
http://baike.baidu.com/item/%E5%8D%97%E9%98%B3/135168
http://baike.baidu.com/item/%E6%96%B0%E9%87%8E
http://baike.baidu.com/item/%E6%B2%B3%E5%8D%97
http://baike.baidu.com/item/%E5%88%98%E7%A7%80
http://baike.baidu.com/item/%E5%88%98%E7%A7%80
http://baike.baidu.com/item/%E4%B8%9C%E6%B1%89
http://baike.baidu.com/item/%E7%9A%87%E5%90%8E
http://baike.baidu.com/item/%E6%B1%89%E6%98%8E%E5%B8%9D
http://baike.baidu.com/item/%E6%B1%89%E6%98%8E%E5%B8%9D
http://baike.baidu.com/item/%E5%A8%B6%E5%A6%BB%E5%BD%93%E5%BE%97%E9%98%B4%E4%B8%BD%E5%8D%8E
http://baike.baidu.com/item/%E6%96%B0%E8%8E%BD
http://baike.baidu.com/item/%E6%96%B0%E8%8E%BD
http://baike.baidu.com/item/%E6%98%86%E9%98%B3%E4%B9%8B%E6%88%98
http://baike.baidu.com/item/%E5%AE%9B%E5%9F%8E
http://baike.baidu.com/item/%E4%B8%9C%E6%B1%89
http://baike.baidu.com/item/%E8%B4%B5%E4%BA%BA
http://baike.baidu.com/item/%E5%BB%BA%E6%AD%A6
http://baike.baidu.com/item/%E7%9A%87%E5%90%8E/1080437
http://baike.baidu.com/item/%E7%9A%87%E5%90%8E/1080437
http://baike.baidu.com/item/%E7%9A%87%E5%A4%AA%E5%90%8E
http://baike.baidu.com/item/%E6%B0%B8%E5%B9%B3/3171816
http://baike.baidu.com/item/%E5%8E%9F%E9%99%B5
http://baike.baidu.com/item/%E5%85%89%E7%83%88
http://baike.baidu.com/item/%E5%90%8E%E6%B1%89%E4%B9%A6
http://baike.baidu.com/item/%E6%AD%A6%E5%A8%81
http://baike.baidu.com/item/%E8%8D%86%E5%B7%9E%E5%9C%B0%E5%8C%BA
http://baike.baidu.com/item/%E6%95%A3%E9%AA%91%E5%B8%B8%E4%BE%8D
http://baike.baidu.com/item/%E4%BD%95%E9%80%8A
http://baike.baidu.com/item/%E9%98%B4%E4%BD%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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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百八十四、鬱 

拼音：ㄩˋ  Yu  

郡望：太原郡  

勝跡：缺  

文獻：缺  

（一）歷史 

鬱姓在漢字簡化後與郁姓混為一姓，但兩者來源不同。鬱姓與蔚姓同源，古

時鬱、蔚同音，後來即有蔚姓改為鬱姓者。 

（二）歷史名人 

1、鬱昭敏：又稱蔚昭敏，宋朝官員，官至保靜軍節度使。 

2、鬱讓：明朝官員，山東人，曾任穎川衛知事。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9%AC%B1%E8%AE%A9&action=edit&redlink=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8%8E%E6%9C%9D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1%B1%E4%B8%9C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9%A2%96%E5%B7%9D%E5%8D%AB&action=edit&redlink=1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9%A2%96%E5%B7%9D%E5%8D%AB&action=edit&redlink=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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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百八十五、胥 

拼音：Shu 

郡望：瑯琊郡  

勝跡：缺  

文獻：《胥氏族譜》 

（一）歷史 

胥姓在中國大陸和臺灣皆未列入百家姓前一百位。上古時炎帝是著名氏族首

領，其部落最擅長農業生產。炎帝部落崇拜鳳圖騰，與崇拜龍圖騰的黃帝部落被

認為是中華民族始祖。炎帝部落有一支族人稱赫胥氏，其後代以胥為姓氏。春秋

時胥姓又有新的發展。當時晉國有大夫名胥臣，胥臣後代亦以胥為姓氏，是今日

胥姓又一來源。在此之前，另有華胥氏，後簡稱胥氏。 

（二）歷史人物 

    1、胥持國：字秉鈞，金代州繁峙（今山西省砂河）人，經童出身。胥持國

曾任博野縣丞，授太子司侖，得識皇太孫完顏王璟。金章宗繼位，授胥持國工部

侍郎遷尚書，明昌四年（1193）升參知政事，昌明五年進尚書右丞。胥持國與李

妃結納干政，附其門下者有「胥門十哲」。承安二年（1197 年）八月胥持國被彈

劾罷任，九月又為樞密副使，輔佐樞密使完顏襄行省於北京（今內蒙古寧城西大

明城），後卒於軍中。 

    2、胥鼎：金朝大臣，字和之，今山西砂河鎮人，尚書右丞胥持國之子。大

定末胥鼎擢進士第，入官以治能稱，遷大理丞，至寧年間由戶部尚書拜參知政事。

金宣宗即位，元兵包圍中都，授胥鼎知大興府事兼中都路兵馬都總管。當時京都

百姓缺食者甚多，胥鼎上奏請求立法振救，金宣宗從之，救活頗多。金宣宗南遷，

授胥鼎知平陽府事兼河東南路兵馬都總管，胥鼎以能用策略退兵，進官一階。貞

祐四年（1216）胥鼎守平陽有功，拜樞密副使、權尚書左丞、行省於平陽；任上

多有進言，予時政多補。胥鼎鎮守河東一方，頗為朝廷倚重。興定初年，胥鼎進

平章政事，封莘國公。興定四年（1220）胥鼎致仕，金哀宗即位時復拜為平章政

事，封英國公，卒於正大三年。 

 

 

 

 

 

 

 

http://baike.baidu.com/item/%E7%A0%82%E6%B2%B3
http://baike.baidu.com/item/%E7%9A%87%E5%A4%AA%E5%AD%99
http://baike.baidu.com/item/%E7%AB%A0%E5%AE%97
http://baike.baidu.com/item/%E5%B7%A5%E9%83%A8%E4%BE%8D%E9%83%8E
http://baike.baidu.com/item/%E5%B7%A5%E9%83%A8%E4%BE%8D%E9%83%8E
http://baike.baidu.com/item/%E6%98%8E%E6%98%8C
http://baike.baidu.com/item/%E5%8F%82%E7%9F%A5%E6%94%BF%E4%BA%8B
http://baike.baidu.com/item/%E5%B0%9A%E4%B9%A6%E5%8F%B3%E4%B8%9E
http://baike.baidu.com/item/%E6%89%BF%E5%AE%89
http://baike.baidu.com/item/%E5%AE%8C%E9%A2%9C%E8%A5%84
http://baike.baidu.com/item/%E7%A0%82%E6%B2%B3%E9%95%87
http://baike.baidu.com/item/%E8%83%A5%E6%8C%81%E5%9B%B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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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百八十六、能 

拼音：ㄋㄥˊ   Neng  

郡望：太原郡  

勝跡：缺  

文獻：缺  

（一）歷史 

能姓在中國大陸和臺灣皆列入百家姓前一百位。周朝時朝廷有大臣名熊繹，

是為楚國君王。熊繹有子名熊摯，因有殘疾而不能繼承王位，後將熊摯封至夔而

建立夔國。但楚國宮廷對熊摯仍不放心，認為留著他遲早是禍患，便決心除去熊

摯。熊摯後代為避難，便將姓氏改為能，成為今天能姓起源。 

（二）堂號 

1、淄青堂：唐朝能元皓為淄青節度使，本屬安祿山統轄，後因安祿山造反，

後能元皓歸附唐廷朝。後世子孫立堂號「淄青堂」，紀念能元皓之事蹟。 

（三）歷史名人 

1、能元皓：《冊府元龜》等寫為熊元皓，河南柳城人，著名唐朝將領。能元

皓原是安祿山大將部下，雖識字不多，但勇猛善戰、善於用兵。安祿山造反自稱

武皇帝後，升遷能元皓為淄青節度使。安祿山之子安慶緒殺安祿山，自立為帝後，

能元皓見大勢以去，於是在大唐兵馬到來時，安慶緒奔至鄴城求救安祿山部將史

思明，能元皓便率部將歸降唐朝廷。乾元二年史思明殺安慶緒，在范陽稱燕帝，

並再度攻下洛陽。兩年後史思明被其子史朝義所殺，廣德元年史朝義在唐軍追殺

時自殺，結束歷經八年的安史之亂。 

 

 

 

 

 

 

 

 

 

 

 

 

 

http://baike.baidu.com/item/%E8%83%BD%E5%85%83%E7%9A%93/2385081
http://baike.baidu.com/item/%E5%AE%89%E7%A6%84%E5%B1%B1/24471
http://baike.baidu.com/item/%E8%83%BD%E5%85%83%E7%9A%93/2385081
http://baike.baidu.com/item/%E5%86%8C%E5%BA%9C%E5%85%83%E9%BE%9F
http://baike.baidu.com/item/%E6%9F%B3%E5%9F%8E/6654082
http://baike.baidu.com/item/%E5%AE%89%E7%A6%84%E5%B1%B1/24471
http://baike.baidu.com/item/%E6%B7%84%E9%9D%92%E8%8A%82%E5%BA%A6%E4%BD%BF/6688972
http://baike.baidu.com/item/%E5%AE%89%E5%BA%86%E7%BB%AA/6184760
http://baike.baidu.com/item/%E5%8F%B2%E6%80%9D%E6%98%8E/374232
http://baike.baidu.com/item/%E5%8F%B2%E6%80%9D%E6%98%8E/374232
http://baike.baidu.com/item/%E5%8F%B2%E6%9C%9D%E4%B9%89/6184778
http://baike.baidu.com/item/%E5%B9%BF%E5%BE%B7/14496
http://baike.baidu.com/item/%E5%94%90%E5%86%9B/69718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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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百八十七、蒼 

拼音：Cang 

郡望：武陵郡  

勝跡：缺  

文獻：《西藍族蒼氏譜書》 

（一）歷史 

蒼姓在中國大陸和臺灣皆未列入百家姓前一百位。上古時黃帝是著名氏族首

領，黃帝有子名蒼林，蒼林後代皆以蒼為姓氏，世代相傳。黃帝孫子有顓頊，顓

頊後代高陽氏子弟八人，皆是治國安邦的賢人，稱為「高陽八愷」。八人之長名

蒼舒，其後代亦以蒼為姓氏，是另一支蒼姓來源。黃帝有史官名倉頡，亦是當時

著名氏族首領。其部落文化興盛，傳說漢字、八卦亦經倉頡整理而發揚光大。古

時「蒼」、「倉」可通假，所以倉頡亦記載為為蒼頡。倉頡後代有以蒼為姓氏者，

是蒼姓另一來源。關於蒼姓起源另有一說，起源於周朝職官「倉人」，專司管理

糧食。倉人後代有以官名為姓氏者，稱為倉氏，後改倉為蒼。  

（二）堂號 

1、創文堂：出自上古黃帝史官倉頡，據說倉頡出生時很奇特神聖，有四目，

能觀鳥獸之跡，遂按鳥獸形態創造象形文字，取代結繩記事舊法。「倉頡造字」

一說久而流傳，倉氏人家遂以「創文」為堂號，一直沿用至今。 

（三）歷史名人 

1、蒼頡：原姓侯岡，名頡，又作倉頡，又史皇氏。《說文解字》記載蒼頡是

黃帝時期造字的左史官，見鳥獸足跡受啟發，分類別異而加以搜集、整理和使用，

在漢字創造過程具關鍵地位，被後世尊為「造字聖人」。據《河圖玉版》、《禪通

記》記載，蒼頡曾自立為帝，號蒼帝，是上古時期部落首領。蒼頡在位期間曾於

洛汭之水拜受洛書。據史書記載，蒼頡有雙瞳四隻眼睛，天生睿德，觀察星宿運

動趨勢、鳥獸足跡，依其形象首創文字，革除當時結繩記事之陋，開創文明之基，

因而被尊奉為「文祖倉頡」。 

 

 

 

 

 

 

 

 

http://baike.baidu.com/item/%E8%B1%A1%E5%BD%A2%E6%96%87%E5%AD%97/1884249
http://baike.baidu.com/item/%E7%BB%93%E7%BB%B3%E8%AE%B0%E4%BA%8B/2333887
http://baike.baidu.com/item/%E8%AF%B4%E6%96%87%E8%A7%A3%E5%AD%97
http://baike.baidu.com/item/%E4%BB%93%E9%A2%89
http://baike.baidu.com/item/%E9%BB%84%E5%B8%9D
http://baike.baidu.com/item/%E6%B2%B3%E5%9B%BE%E7%8E%89%E7%89%88
http://baike.baidu.com/item/%E6%B4%9B%E6%B1%AD
http://baike.baidu.com/item/%E6%B4%9B%E4%B9%A6
http://baike.baidu.com/item/%E7%BB%93%E7%BB%B3%E8%AE%B0%E4%BA%8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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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百八十八、雙 

拼音：ㄕㄨㄤ Shuang  

郡望：天水郡  

勝跡：缺  

文獻：缺  

（一）歷史 

雙姓在中國大陸和臺灣皆未列入百家姓前一百位。黃帝有孫名顓頊，至夏朝

時，夏朝君主敬重古代偉人，將顓頊後代封至蒙雙城，其後代有以地名之蒙與雙

字作為姓氏者，這是今日雙姓的起源。唐代少數民族亦有姓雙者。唐代時有很多

少數民族遷居中原，他們與漢人通婚；一方面他們帶來自己民族的文化，一方面

他們又接受漢族文化，形成中華大地各民族的交融，是中華民族歷史上民族興盛

的時期，雙姓少數民族亦是其中一支，他們成為雙姓的來源之一。 

（二）堂號 

1、和易堂：宋朝雙漸為漢陽知事，為官和氣、平易近人，有古時循吏風度。

雙漸子孫以此為典故，立堂號「和易堂」以紀念雙漸。 

（三）歷史人物 

    1、雙泰貞：南北朝時宋隨郡（今湖北隨州市）人，有能力、武功佳。當時

南北分治對立，天下不安，輔國公沈攸之坐鎮荊州，召集才俊，雙泰貞為侍奉母

親受召不去。一日雙泰貞前往江陵經商，被審攸之拘留，要他擔任隊副。第二日

雙泰貞逃走，沈攸之派二十餘人追捕，被雙泰貞殺死幾人，其餘不敢接近，便綁

架其母，雙泰貞得知後便去見沈攸之。沈攸之知道雙泰貞是孝子，非但未將其定

罪，且賞他萬貫錢，授以隊主之職。後來他在戰場上果然表現得智勇雙全。 

 

 

 

 

 

 

 

 

 

 

 

 

http://baike.baidu.com/item/%E5%8F%8C%E6%B8%90
http://baike.baidu.com/item/%E6%B1%89%E9%98%B3


15百家姓彙整 281-290池-莘 

 9 

二百八十九、聞 

拼音：Wen  

郡望：吳興郡  

勝跡：缺  

文獻：《聞氏族譜》 

（一）歷史 

聞姓在中國大陸和臺灣皆未列入百家姓前一百位。春秋時魯國有位著名學者

少正卯，被稱為「聞人」，「聞」在古漢語是聞達、出名之意。少正卯後代以此為

榮，即以「聞人」為自己姓氏，稱為聞人氏。後來聞人氏將姓氏簡化為聞，世代

相傳而形成聞姓。此外，有部分聞姓出自南宋民族英雄與愛國詩人、信國公文天

祥後裔。文天祥的護國軍失敗後，其二十四子攜其後裔族人從江西吉安遷徙至浠

水一帶（今湖北麻城），改文氏為諧音的聞氏。 

（二）堂號 

1、超卓堂：「超卓」是特別高超之意，明朝時聞良輔才能與德行超異，初為

監察御史，後升任大理少卿，出使暹羅，後官至廣東按察使。聞良輔後世子孫以

此為典故，立堂號「超卓堂」以紀念聞良輔。 

2、正氣堂：文天祥二十九歲生子文道生，南宋危難之際，文道生令妻子和

年幼兒子文伯平逃到豐順縣。文道生病故後的西元 1292 年，遺子文伯平為避禍

移居鳳凰山下埔村，以打鐵兼務農為生。其族以先族文天祥浩然正氣及千古詩篇

《正氣歌》為堂號。 

（三）歷史名人 

    1、聞一多：本名聞家驊，字友三，生於湖北省黃岡市浠水縣，新月派代表

詩人和學者。聞一多 1912 年考入清華大學留美預備學校，1916 年開始在《清華

週刊》發表系列讀書筆記。聞一多在 1925 年 3 月在美國留學期間創作《七子之

歌》，1928 年 1 月出版第二部詩集《死水》。1932 年聞一多離開青島，回母校清

華大學任中文系教授。1946 年 7 月 15 日在雲南昆明被特務暗殺，時年 47 歲。

聞一多全部著作後由朱自清等編成《聞一多全集》。 

 

 

 

 

 

 

 

http://baike.baidu.com/item/%E6%96%87%E5%A4%A9%E7%A5%A5
http://baike.baidu.com/item/%E6%96%87%E5%A4%A9%E7%A5%A5
http://baike.baidu.com/item/%E6%96%87%E5%A4%A9%E7%A5%A5
http://baike.baidu.com/item/%E6%96%87%E9%81%93%E7%94%9F/5683242
http://baike.baidu.com/item/%E5%87%A4%E5%87%B0%E5%B1%B1/5163808
http://baike.baidu.com/item/%E6%AD%A3%E6%B0%94%E6%AD%8C/36510
http://baike.baidu.com/item/%E6%96%B0%E6%9C%88%E6%B4%BE
http://baike.baidu.com/item/%E6%B8%85%E5%8D%8E%E5%A4%A7%E5%AD%A6
http://baike.baidu.com/item/%E4%B8%83%E5%AD%90%E4%B9%8B%E6%AD%8C
http://baike.baidu.com/item/%E4%B8%83%E5%AD%90%E4%B9%8B%E6%AD%8C
http://baike.baidu.com/item/%E6%AD%BB%E6%B0%B4/10559064
http://baike.baidu.com/item/%E7%89%B9%E5%8A%A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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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百九十、莘 

拼音：ㄕㄣ  Shen  

郡望：天水郡  

勝跡：缺  

文獻：缺  

（一）歷史 

莘姓在中國大陸和臺灣皆未列入百家姓前一百位。上古炎帝是著名氏族部落

首領，其代中有一位傑出部落首領名祝融，傳說他最先發現火之功能，從而結束

人們茹毛飲血的歷史，所以被尊為火神。祝融後代分為八大姓，莘即其中之一。

大禹治水有功，受到人們擁戴，於是舜將氏族首領禪讓予大禹。後來大禹將王位

傳予其子啟，啟後來建立夏朝。夏啟又將一位庶子摯封至莘（今陜西省合陽縣東

南），摯的後代即以封地名為姓氏，是今日莘姓的又一來源。  

（二）堂號 

1、棗陽堂、環州堂：明朝莘野開始擔任儒學的訓導，後升任棗陽縣知縣。

他作官體貼百姓、為民做主，深得百姓愛戴，被認為是循吏，著有《環州集》。

後世子孫立堂號「棗陽堂」、「環州堂」，紀念莘野事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