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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百二十一、烏 

拼音：ㄨ  Wu 

郡望：穎川郡 

勝跡：缺 

文獻：缺 

（一）歷史 

烏姓在中國大陸和臺灣皆未列入百家姓前一百位。烏姓出自姬姓，是黃帝直

系後代。上古時各氏族皆有自己崇拜的圖騰，有一些崇拜鳥圖騰。相傳東方部落

有位首領名少昊，是黃帝後代，其氏族亦崇拜鳥圖騰。少昊以百鳥之名為百官名

稱，其中有烏鳥氏。烏鳥氏子孫有去鳥字而單用一烏字者，稱為烏氏，是今日烏

姓最早起源。此外還有一支烏姓的起源。春秋時期隴西有烏氏國（今寧夏六盤山

東），後遭秦國所滅，其國人以國名為姓，亦稱烏氏。至北魏時，北方有安定國，

是一支少數民族定居之所，王族姓烏，亦是烏姓來源之一。 

（二）堂號 

    1、懿穆堂：唐朝烏重胤始為陸平將兼左司馬，因剿賊有功而升節度使，封

張掖郡公。三年中大小百餘戰而將賊剿平，升檢校司空，進為邠國公。烏重胤卒

後諡號為「懿穆」，後世子孫以此為典故而立堂號「懿穆堂」。 

（三）歷史名人 

    1、烏承玼：字德潤，張掖人（今甘肅省境內），唐玄宗開元年間，與族兄烏

承恩皆為平虜先鋒，因戰功卓著，號稱「轅門二龍」。開元二十二年（734）奚、

契丹南侵，唐玄宗派烏承玼、烏承恩率兵反擊，在捺綠山大破入侵者。接著又派

信安王偉、幽州長史趙含章繼續討伐。烏承玼對二人說：入侵的敵軍奚和契丹都

很厲害，前次他們打敗仗卻不是真敗，而是誘我們深入。你們應該養精蓄銳、堅

守不出，使他們的陰謀不能得逞。二人根本不相烏承玼之見，率軍迫至白城，與

敵軍相遇而大戰一場，最終失利。而烏承玼與烏承恩則出其不意攻擊右翼，大獲

全勝。後曾謀刺叛將史思明未成，烏承恩死，烏承玼投奔大將李光弼。 

    2、烏從善：明朝山東博平人，字汝登，號龍江，先祖膠州人。烏從善是明

嘉靖甲午科舉人，二十三年（1544）甲辰科秦鳴雷榜進士，由太常博士歷刑科給

事中、禮科右、戶科左、兵科都給事中，終禮科都給事中。以議治亂之源與議邊

事，深得明世宗重視，命操團營事，紀律嚴明。一位指揮犯事，賄數千金以求恕

罪，烏從善不受其金，依法治罪。嚴嵩父子竊權，烏從善上疏劾其奸。嚴嵩展陰

謀，激明世宗黜烏從善之職。烏從善歸鄉時，行囊空空。烏從善在鄉下布衣蔬食、

出入徒步，以講學為事。世人稱烏從善所居之里為「孝友莊」，旌揚其居所為「清

詒堂」。 

http://baike.baidu.com/item/%E5%BC%A0%E6%8E%96
http://baike.baidu.com/item/%E5%94%90%E7%8E%84%E5%AE%97
http://baike.baidu.com/item/%E5%A5%9A
http://baike.baidu.com/item/%E5%A5%91%E4%B8%B9
http://baike.baidu.com/item/%E8%B5%B5%E5%90%AB%E7%AB%A0
http://baike.baidu.com/item/%E7%99%BD%E5%9F%8E
http://baike.baidu.com/item/%E5%8F%B2%E6%80%9D%E6%98%8E
http://baike.baidu.com/item/%E6%9D%8E%E5%85%89%E5%BC%B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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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百二十二、焦 

拼音：ㄐㄧㄠ  Jiao 

郡望：中山郡 

勝跡：缺 

文獻：《潤州焦氏宗譜》 

（一）歷史 

    焦姓在中國大陸和臺灣皆未列入百家姓前一百位。焦姓出自姬姓。周武王擊

敗商紂王而建立周朝，分封天下各路諸侯。神農氏是上古著名氏族首領炎帝之

子，其後代亦得周武王尊重，受封於焦（今河南省陜縣南部，一說今河南省三門

峽市西）而建立焦國，其子孫以封地為姓而稱為焦氏。 

（二）堂號 

    1、三詔堂：源出江蘇省鎮江市名山焦山處士焦光之家世，自東漢焦光結廬

隱居此處，平生饑不苟食、寒不苟衣，故焦山以焦光為名。在這裡可看到上游八

九里，矗立江流轉折處，江中心號稱「浮玉」的名勝區焦山。東漢時焦山大宅因

漢靈帝三度下詔請去任官而拒絕，名傳千古的焦光後裔即以「三詔堂」為堂號。 

（三）歷史人物 

    1、焦贊：一代猛將，堅州砂河（今山西省繁峙縣砂河鎮）人，北宋後期富

弼部下，也是抵抗遼軍的北軍將領。在《楊家將演義》中，焦贊是追隨楊延昭的

猛將，與孟良並稱，抗遼有功，久鎮瓦橋關（河北雄縣一帶），名望頗高。他和

孟良等是楊家將的左右臂，是名聞河北的抗遼勇將。 

    2、焦竑：字弱侯，號澹園，又號漪園，世稱澹園或漪園先生、焦太史，明

代南京人。焦竑生於明世宗嘉靖十九年（1540），自幼刻苦向學，博極群書。十

六歲選為京兆學生員，二十五歲，中舉。明神宗萬曆十七年（1589）會試北京，

得中一甲第一名進士（狀元），授翰林院修撰，二十二年（1594）擔任太子講官。

萬曆二十五年（1597）任鄉試主考官，將落榜之徐光啟提拔第一。焦竑由於個性

梗介疏直，得罪不少政要，後遭曹大咸、楊廷蘭等彈劾，貶為福寧州同知。萬曆

二十六年（1598）赴福建福寧州任，一年後移官太僕寺丞，辭官歸家不出。焦竑

與李贄過從甚密，「篤信卓吾之學」。他與李贄「相率而為狂禪，贄至於詆孔子，

而竑亦至崇揚墨，與孟子為難。」焦竑善寫古文，家中藏書豐富，又喜著書。 

    3、焦循：清哲學家、數學家、戲曲理論家，字理堂（一字里堂），江蘇揚州

黃玨鎮人，嘉慶舉鄉試，與阮元齊名。阮元督學山東、浙江，俱招焦循往遊。後

焦循應禮部試不第，托足疾不入城市十餘年。焦循構一樓名「雕菰樓」，讀書著

述其中。焦循博聞強記，於經史、曆算、聲韻、訓詁之學皆有研究，著有《里堂

學算記》、《易章句》、《易通釋》、《孟子正義》、《劇說》等。 

http://baike.baidu.com/item/%E7%84%A6%E5%B1%B1
http://baike.baidu.com/item/%E7%B9%81%E5%B3%99%E5%8E%BF
http://baike.baidu.com/item/%E5%AF%8C%E5%BC%BC
http://baike.baidu.com/item/%E5%AF%8C%E5%BC%BC
http://baike.baidu.com/item/%E6%9D%A8%E5%BB%B6%E6%98%AD
http://baike.baidu.com/item/%E5%AD%9F%E8%89%AF
http://baike.baidu.com/item/%E7%93%A6%E6%A1%A5%E5%85%B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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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8E%E4%BB%A3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8%8E%E4%BB%A3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D%97%E4%BA%AC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8%8E%E4%B8%96%E5%AE%97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8%8E%E4%B8%96%E5%AE%97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8%8E%E7%A5%9E%E5%AE%97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8%8E%E7%A5%9E%E5%AE%97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BF%B0%E6%9E%97%E9%99%A2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BF%B0%E6%9E%97%E9%99%A2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E%90%E5%85%89%E5%90%AF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A6%8F%E5%AE%81%E5%B7%9E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A6%8F%E5%AE%81%E5%B7%9E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A6%8F%E5%BB%BA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A6%8F%E5%BB%BA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4%AA%E5%83%95%E5%AF%BA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D%8E%E8%B4%BD
http://baike.baidu.com/item/%E5%98%89%E5%BA%86
http://baike.baidu.com/item/%E9%98%AE%E5%85%83/569402
http://baike.baidu.com/item/%E7%A4%BC%E9%83%A8%E8%AF%95
http://baike.baidu.com/item/%E6%89%98%E8%B6%B3/2419801
http://baike.baidu.com/item/%E9%80%9A%E9%87%8A
http://baike.baidu.com/item/%E5%AD%9F%E5%AD%90%E6%AD%A3%E4%B9%89
http://baike.baidu.com/item/%E5%89%A7%E8%AF%B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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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百二十三、巴 

拼音：ㄅㄚ  Ba 

郡望：高平郡 

勝跡：缺 

文獻：《龍川巴氏宗譜》 

（一）歷史 

巴姓在大陸和臺灣皆未列入百家姓前一百位。相傳伏羲有位後名後照，住在

現今四川東部的巴水上游，其子孫因而稱為巴氏。巴氏在幾代後出了位英雄名務

相，是巴水一帶幾個部族的共同首領。後來他帶領部落逆水而上，到當今重慶市

一帶定居而建立巴國。現今四川巴縣，當時也是巴國領土。巴國王族有受封為子

爵者，稱為巴子。戰國時巴國遭強大的秦國滅亡，巴國子民便以國名為姓。 

（二）堂號 

    1、雙卿堂：戰國時巴國將軍巴蔓子，因巴國發生內亂而出使楚國，要求楚

國出兵平亂，並答應楚國亂平之後，割予楚國三座城邑。楚國出兵平定巴國之亂，

向巴國索討城。巴蔓子對楚國使者說：城不能割，請拿我的頭達謝楚王。說罷便

自刎而死。使者攜帶巴蔓子之頭見楚王，楚王對巴蔓子忠君愛國非常佩服，便以

王卿的禮節葬了巴蔓子的頭。巴國也用葬王卿的禮節，葬了巴蔓子的屍身。  

（三）歷史名人 

    1、巴肅：字恭祖，東漢勃海高城人。巴肅最初被舉薦為孝廉，後擔任慎縣

縣令、貝丘縣長，都因郡府太守不是正派官員，巴肅稱病辭職離去，不久升任議

郎。巴肅與竇武、陳蕃等人謀劃誅殺宦官，竇武等人被殺，巴肅亦被判為黨人而

遭禁錮。中常侍曹節後來聽說巴肅參與密謀，要逮捕他，巴肅卻坐車前往縣府投

案。縣令看見巴肅到來，走進裡屋解下官印綬帶要與他一起逃走。巴肅說：作為

臣子，有謀劃不敢隱瞞，有罪過不能逃避刑罰。我已不能隱瞞謀劃，又還敢逃避

刑罰嗎？巴肅最後仍遭殺害。 

 

 

 

 

 

 

 

 

 

http://baike.baidu.com/item/%E5%8B%83%E6%B5%B7
http://baike.baidu.com/item/%E7%AA%A6%E6%AD%A6/2455554
http://baike.baidu.com/item/%E9%99%88%E8%95%83/7381
http://baike.baidu.com/item/%E6%9B%B9%E8%8A%82/67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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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百二十四、弓 

拼音：ㄍㄨㄥ  Gong 

郡望：太原郡 

勝跡：缺 

文獻：《弓氏家譜》 

（一）歷史 

弓姓在中國大陸和臺灣皆未列入百家姓前一百位。據《姓氏考略》記載，黃

帝子揮造弧矢，受封於張，後為弓氏。此外，春秋魯國有公族名嬰齊，其孫名叔

弓，是魯國大夫。叔弓後代以其名為姓氏，稱為弓氏，世代相傳。還有另外一種

說法，謂上古時有官職專司製作弓箭，其子孫有以官名為姓氏者，成為弓姓的另

一來源。又有傳說少昊之子揮製造弓，被賜姓為張，以後出現弓氏和張氏。 

（二）歷史名人 

    1、弓林：西漢末期大臣。東漢建武元年（25）正月，平陵人方望見「更始

政亂，度其必敗」，便對安陵人弓林等說：前分封安定公的孺子嬰，是漢平帝後

代，因王莽篡政而未為漢主。如今天下人皆言，劉氏當受命，我等何不立他為王，

謀取大功？弓林等人都很贊成。於是弓林等人赴長安求得孺子嬰回來，「聚黨數

千人」，在臨涇城（今鎮原）立為皇帝。方望擔任總理庶務、輔佐君王的丞相，

弓林擔任掌管四方兵事和賞罰的大司馬。孺子嬰是漢宣帝玄孫，是漢哀帝建平元

年（西元前 6 年）立「為皇太子，號曰孺子。」孺子嬰臨涇立帝，遭同姓復辟王

朝劉玄竭立反對。不久更始政權遣丞相李松入安定，摧毀這股復辟勢力。孺子嬰、

方望、弓林等人皆被誅殺。 

    2、弓元：明代孝義鄉人，自幼聰明過人，成化二十二年（1486）中舉，弘

治九年（1496）為進士，名聲傳遍都城，知名之士爭相與其結交。弓元任湖廣嶽

州推官時，平反多宗冤案，朝廷提拔為山東道監察御史。弓元巡按江西，上書朝

廷攘外安內，洋洋萬言切中時弊，因未受朝廷採用而辭官請歸。因弓元祖墓在江

浦縣（現今南京浦口區）七孔山，遂在白馬鄉開闢一方地，建起「年夢園」，編

籬種竹、著書自娛，八十六歲時無疾而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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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百二十五、牧 

拼音：ㄇㄨˋ  Mu 

郡望：弘農郡 

勝跡：缺 

文獻：缺 

（一）歷史 

    牧姓在中國大陸和臺灣皆未列入百家姓前一百位。黃帝有二位賢明的大臣，

一位是風後，一位是力牧。力牧原是畜牧部落的人，他善於牧羊，還善於射箭，

力大無比。後來力牧受黃帝之請擔任官職，並被拜為丞相。他將天下治理得很好，

很得黃帝賞識。力牧後人一部分保留牧為姓氏，也有以他的名為姓氏者。此外，

牧姓有一支源於春秋。據《路史》所載，周武王同母少弟康叔受封於牧（今河南

省淇縣南部），其子孫後代即以封地名為姓氏。 

（二）堂號 

    1、善治堂：黃帝大臣力牧善於治理天下，後世子孫以此為典故而立堂號「善

治堂」。 

（三）歷史人物 

    1、牧相：餘姚人，明朝進士、政治人物。弘治十二年牧相登進士，授南京

兵科給事中。牧相曾論救宣府都御史雍泰，又公開上疏，請求罷免禮部尚書崔志

端等，均未得批准。正德元年牧相奉命與都御史呂鏜清查御馬監，因陳疏濫役濫

費等弊病，得罪太監李棠而遭廷杖罷免。此後恢復官職，升任廣西參議。 

 

 

 

 

 

 

 

 

 

 

 

 

 

 

http://baike.baidu.com/item/%E6%98%A5%E7%A7%8B
http://baike.baidu.com/item/%E8%B7%AF%E5%8F%B2
http://baike.baidu.com/item/%E5%91%A8%E6%AD%A6%E7%8E%8B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A4%98%E5%A7%9A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8%8E%E6%9C%9D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C%98%E6%B2%BB_(%E6%98%8E%E6%9C%9D)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80%B2%E5%A3%AB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9B%8D%E6%B3%B0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B4%94%E5%BF%97%E7%AB%AF&action=edit&redlink=1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B4%94%E5%BF%97%E7%AB%AF&action=edit&redlink=1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91%82%E9%8F%9C%E6%B8%85&action=edit&redlink=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E%A1%E9%A9%AC%E7%9B%9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D%8E%E6%A3%A0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F%83%E8%AD%B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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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百二十六、隗 

拼音：ㄎㄨㄟˊ  Kui  ㄨㄟˇ  Wui 

郡望：餘杭郡 

勝跡：缺 

文獻：《隗氏宗譜》 

（一）歷史 

隗姓在中國大陸和臺灣皆未列入百家姓前一百位。上古湯王建立商朝，封夏

王族後代至隗邑，建立大隗國（在今湖北省境內），大隗國國君稱大隗氏。大隗

國公族後代即以國名為姓，稱為隗姓。關於隗姓起源還有一種說法，可追溯至周

朝。中原北部有少數民族赤狄，他們大多姓隗。春秋時期赤狄人始與漢人通婚，

後赤狄為晉國所滅。淪為晉國臣民的赤狄保留隗姓，而隗姓也逐漸演變成漢姓。 

（二）堂號 

    1、江石堂：三國隗相對母親非常孝順，母親不願喝江邊的水，必須得是江

心水才喝，於是隗相每次撐小船至江心汲水。但江流太急，小船又無依靠，每次

汲水都很困難。一日江心突然生出一塊大石，隗相小船依到石邊，再也不愁水急

浪大。人們都說隗相孝心感動上天，後世子孫以此為典故而立堂號「江石堂」。 

（三）歷史名人 

    1、隗囂：字季孟，西漢天水成紀（今甘肅秦安）人。隗囂出身隴右大族，

青年時代在州郡為官，以知書通經而聞名隴上。王莽國師劉歆聞其名，舉為國士。

劉歆叛逆後，隗囂歸故里。劉玄更始政權建立（23）後，隗囂趁機佔領平襄。因

隗囂「素有名，好經書」，推為上將軍，成為割據一方的勢力。更始二年隗囂歸

順更始，封為右將軍。這年冬天隗崔、隗義合謀反叛，隗囂告密，劉玄感其大義

滅親，封為御史大夫。劉秀即位（25）後，隗囂勸劉玄東歸劉秀，劉玄不允。隗

囂欲挾持東歸未遂，逃回天水，自稱西州大將軍，建武九年（33）病故。 

2、隗順：生卒年不詳，南宋首都臨安獄卒，因掩藏民族英雄岳飛遺骨而聞

名於世。南宋高宗紹興年間，也就是岳飛以「莫須有」罪名遇害的那年，隗順正

好在監獄當獄座，也就是獄卒。他為人忠義，對岳飛一向仰慕。岳飛遇害前在獄

中寫下絕筆字：「天日昭昭，天日昭昭。」在岳飛無辜被害後，隗順冒生命危險

將遺體連夜背出城外，偷埋在九曲叢祠旁。為日後辯識，隗順又將岳飛身上佩帶

過的玉環繫在其遺體腰下，還在墳前栽兩棵桔樹。隗順死前又將此事告訴其子，

並說：岳帥精忠報國，今後必有昭雪冤案的一日！二十年後，即紹興三十二年

（1162），宋孝宗趙昚即位，準備北伐。為順應民意，特降旨為岳飛澄冤昭雪，

諡武穆，並以五百貫白銀高價徵尋岳飛遺體。隗順之子將其父藏屍真相告知官

府，岳飛遺骨才得以遷葬杭州西子湖畔棲霞嶺，即杭州西湖畔「宋岳鄂王墓」。 

http://baike.baidu.com/item/%E5%B7%9E%E9%83%A1
http://baike.baidu.com/item/%E7%8E%8B%E8%8E%BD
http://baike.baidu.com/item/%E5%88%98%E6%AD%86
http://baike.baidu.com/item/%E5%88%98%E7%8E%84
http://baike.baidu.com/item/%E5%B9%B3%E8%A5%84
http://baike.baidu.com/item/%E4%B8%8A%E5%B0%86%E5%86%9B
http://baike.baidu.com/item/%E5%BE%A1%E5%8F%B2%E5%A4%A7%E5%A4%AB
http://baike.baidu.com/item/%E5%88%98%E7%A7%80
http://baike.baidu.com/item/%E8%A5%BF%E5%B7%9E
http://baike.baidu.com/item/%E5%B2%B3%E9%A3%9E
http://baike.baidu.com/item/%E7%8B%B1%E5%8D%92
http://baike.baidu.com/item/%E8%B5%B5%E6%98%9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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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百二十七、山 

拼音：ㄕㄢ  Shan 

郡望：河南郡 

勝跡：缺 

文獻：缺 

（一）歷史 

山姓在中國大陸和臺灣皆未列入百家姓前一百位。山姓出自姜姓。炎帝出生

於烈山，部分後代即以「山」為姓氏。亦有謂炎帝後代有一支部落首領名烈山，

因他帶領族人焚燒山林，樹木燒盡後得到肥沃土地進行種植活動而得名。其部分

後代有以山為姓氏者，是今日山姓另一支來源。關於山姓起源還有一說，源於周

朝所設職官「山師」，專門管理山林開發，山師後代有以官職名為姓氏者。 

（二）堂號 

    1、渾璞堂：晉時山濤為竹林七賢之一，曾在魏國擔任丞相，入晉後為吏部

尚書。他在朝中清廉儉約，剛正無私，選拔人才都是當時俊傑。他曾諫議州郡的

武備不能減，皇帝稱為天下名言，王戎稱贊他是「渾金」（渾好似金的意思，渾

金是赤金）「璞玉」（未經雕琢的玉），後世子孫以此為典故而立堂號「渾璞堂」。 

（三）歷史名人 

    1、山簡：字季倫，晉朝河內懷縣（今河南武陟西）人，著名文學家「竹林

七賢」山濤之子。山簡因鎮守襄陽時飲酒優遊而聞名於古今。山簡初仕為太子舍

人，歷侍中尚書、領吏部，有建言。永嘉三年（309）山簡出為鎮南將軍，都督

荊、湘、交、廣四州（今兩湖兩廣一帶）諸軍事，鎮襄陽。當時王威不振，四方

動亂，天下分崩。山簡在鎮不理政務，終日飲酒遊樂，大醉而歸。當時有兒歌一

首：「山公出何許？往至高陽池。日夕倒載歸，酩酊無所知。時時能騎馬，倒著

白接離。舉鞭問葛強，何如并州（今屬山西）兒？」年六十而卒。著名詩人杜審

言、李白、孟浩然、王維皆有詩提及山簡優遊酒醉習家池之事。 

 

 

 

 

 

 

 

 

 

http://baike.baidu.com/subview/34675/5081890.htm
http://baike.baidu.com/subview/34675/5081890.htm
http://baike.baidu.com/subview/143556/143556.htm
http://baike.baidu.com/subview/182934/182934.htm
http://baike.baidu.com/subview/1020405/1020405.htm
http://baike.baidu.com/subview/1020405/1020405.htm
http://baike.baidu.com/subview/57785/18086445.htm
http://baike.baidu.com/subview/1156461/1156461.htm
http://baike.baidu.com/subview/117624/5236442.htm
http://baike.baidu.com/subview/16936/16936.htm
http://baike.baidu.com/subview/16936/16936.htm
http://baike.baidu.com/subview/477401/47740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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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百二十八、谷 

拼音：ㄍㄨˇ  Gu 

郡望：上谷郡 

勝跡：缺 

文獻：《河北豐潤谷氏五修族譜六卷》 

（一）歷史 

    谷姓起源有數支，一是以邑為姓。戰國齊國公子尾孫受封於夾谷，其後代於

是以邑為姓，稱谷氏。一支出自嬴姓，是伯益之後，與趙、秦同一源流。據《谷

朗碑》所載，谷、趙、秦皆黃帝後裔伯益之後，傳至舜時，受姓為嬴。嬴氏後代

有非子（號秦嬴，為秦國之始封之祖），為周王封於秦谷（今甘肅省天水西南，

一說在今陝西省涇陽西北），後代始以谷為氏。第三支是出自他族或他族改姓而

來。據《魏書．官氏志》，北魏時代北複姓有谷會氏，為鮮卑族，入中原後改為

單姓谷。據《唐書》所載，唐代有「九經書庫」之稱的谷那律，複姓谷那，本是

東夷人，其後代皆改姓單姓谷。又今日彜族、土家族、滿族、蒙古族、回族、錫

伯族、朝鮮族等民族均有此姓。 

（二）堂號 

    1、恩威堂：漢朝谷郎官至大中大夫，是時交南發生叛亂，谷郎於是率軍征

討。谷郎恩威並用，取得很好效果，很快平息叛亂，於是谷郎被拜為九真太守（在

今日安南河內一帶）。 

（三）歷史名人 

    谷利：表字及籍貫不詳，東漢末年孫權部將。谷利是奴隸出身，原本只是孫

權的待從，但因謹直性格而獲孫權賞識，成為親近監。因他為人忠誠果敢、言不

苟且，更得孫權信任和親近。建安二十年（215）八月，孫權趁曹操身在漢中進

攻張魯，親率十萬大軍進攻合肥，發動第二次合肥之戰，谷利亦隨行。孫權遭合

肥守將張遼猛烈抵抗，各部隊都抵擋不住，士氣盡失而開始潰敗，最終因張遼兵

少退回城內而僅能穩住局面，重整軍隊並繼續包圍合肥。但及後數日孫權都不能

攻破合肥，唯有撤退。張遼發現吳軍撤退，於是率兵追擊，在逍遙津追上吳軍並

發生激戰。孫權此時乘部眾在後抵擋追兵而騎馬渡河，但因橋面已斷，谷利於是

要孫權抓緊馬鞍和繮繩，稍為控制馬匹，自己則在後面不斷加鞭，最終令馬匹成

功越過斷橋，助孫權脫險。孫權事後封谷利為都亭侯。黃武五年（226）孫權製

成大船，起名「長安」，並試航至釣台圻。期間遇到大風，孫權想到羅州但谷利

激烈反對，並用劍命人要將船駛向樊口。後孫權問谷利為何如此害怕，谷利卻說

是因為不想孫權在大風浪出意外，影響東吳全國。孫權自此則更重視他，不再直

稱其名而只稱「谷」。 

http://baike.baidu.com/item/%E5%AE%89%E5%8D%97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A1%A8%E5%AD%97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B1%8D%E8%B2%AB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D%B1%E6%BC%A2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D%AB%E6%AC%8A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8%A6%AA%E8%BF%91%E7%9B%A3&action=edit&redlink=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B%BA%E5%AE%89_(%E6%B1%89%E7%8C%AE%E5%B8%9D)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B%B9%E6%93%8D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C%A2%E4%B8%AD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C%B5%E9%AD%AF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0%88%E8%82%A5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0%88%E8%82%A5%E4%B9%8B%E6%88%B0#.E7.AC.AC.E4.BA.8C.E6.AC.A1.E6.88.B0.E5.BD.B9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C%B5%E9%81%BC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80%8D%E9%81%99%E6%B4%A5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BB%83%E6%AD%A6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9%87%A3%E5%8F%B0%E5%9C%BB&action=edit&redlink=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BE%85%E5%B7%9E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6%A8%8A%E5%8F%A3&action=edit&redlink=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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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百二十九、車 

拼音：ㄐㄩ  Ju 

郡望：京兆郡 

勝跡：缺 

文獻：《古虞車氏宗譜》 

（一）歷史 

車姓在中國大陸和臺灣皆未列入百家姓前一百位。車姓出自田姓。漢昭帝丞

相名田千秋，是德高望重的老者。漢昭帝為表示對他的尊重，準許他坐馬車出入

宮廷，當時人稱「車丞相」。田千秋為感恩皇帝而改姓車，其子孫亦如此，於是

成為今日車姓的起源。車姓起源還有一說。黃帝時有位名為車區的大臣，是朝廷

專管觀察星象的職官。古代占星是社會活動很重要的事務，車區地位頗為崇高，

其家族亦頗昌盛，子孫皆以車為姓氏。春秋時秦國有三位賢者，皆姓子車，分別

是子車仲行、子車奄息、子車鉗虎。秦穆公很殘暴，卒時將很多人一起陪葬。因

秦穆公很喜歡這三位賢人，所以也將他們一同殉葬。老百姓因此很悲傷，民間傳

唱詩歌〈黃鳥〉，用以紀念對他們的哀思，子車氏後代從此改為車姓。所以今日

的車姓有部分是由子車氏演變而來。 

（二）歷史名人 

    1、車胤：字武子，南平新洲（今湖南津市）人，東晉大臣。車胤自幼聰穎

好學，因家境貧寒，常無油點燈。夏夜即捕捉螢火蟲用以照明，自此學識與日俱

增。車胤風姿美妙，敏捷有智慧，荊州刺史桓溫聘為從事。甯康初年車胤遷中書

侍郎，累遷侍中，轉驃騎長史、太常，進爵臨湘侯，因病離職。後車胤又起任護

軍將軍，出拜吳興太守，遷丹陽尹，入朝拜吏部尚書。車胤為人公正、不畏強權，

後為會稽王世子司馬元顯逼令自殺。 

    2、車公：又稱「車大元帥」，是道教與中國民間信仰的神祇，舊曆大年初二，

是車公誕節。相傳車公是宋末名將車恭，車恭祖籍江西南昌，少年時立志報效國

家，勤苦習文練武，「《六韜》、《三略》無所不通，武藝特強。」所應武試無不順

利，在臨安（南宋都城）會試被欽點為武狀元，封為龍虎將軍，統領御林軍。因

車公勘平江南之亂有功，受天子敕封為大元帥。元軍渡江南下滅宋，宋帝昺南下

避難，車公護送宋帝，且戰且走至高州，百戰不疲、忠心耿耿，最後以身殉國。

鄉民感念他生前貞忠英勇，為他立廟供奉。深圳等珠三角一些地方乃至新加坡都

有車公廟紀念車公。香港沙田車公廟香火鼎盛，每年大年初二車公誕辰，早上舉

行隆重的上香抽籤儀式，預測新一年香港運程，儼然成為香港的民俗。 

 

 

 

http://baike.baidu.com/item/%E6%A1%93%E6%B8%A9
http://baike.baidu.com/item/%E4%B8%AD%E4%B9%A6%E4%BE%8D%E9%83%8E
http://baike.baidu.com/item/%E4%B8%AD%E4%B9%A6%E4%BE%8D%E9%83%8E
http://baike.baidu.com/item/%E6%8A%A4%E5%86%9B%E5%B0%86%E5%86%9B
http://baike.baidu.com/item/%E6%8A%A4%E5%86%9B%E5%B0%86%E5%86%9B
http://baike.baidu.com/item/%E4%B8%B9%E9%98%B3%E5%B0%B9
http://baike.baidu.com/item/%E5%90%8F%E9%83%A8%E5%B0%9A%E4%B9%A6
http://baike.baidu.com/item/%E5%8F%B8%E9%A9%AC%E5%85%83%E6%98%BE
http://baike.baidu.com/item/%E4%B8%AD%E5%9B%BD%E6%B0%91%E9%97%B4%E4%BF%A1%E4%BB%B0
http://baike.baidu.com/item/%E7%A5%9E%E7%A5%87
http://baike.baidu.com/item/%E6%97%A7%E5%8E%86
http://baike.baidu.com/item/%E6%97%A7%E5%8E%86
http://baike.baidu.com/item/%E5%A4%A9%E5%AD%90
http://baike.baidu.com/item/%E5%A4%A9%E5%AD%90
http://baike.baidu.com/item/%E5%AE%8B%E5%B8%9D%E6%98%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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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百三十、侯 

拼音：ㄏㄡˊ  Hou 

郡望：上谷郡 

勝跡：缺 

文獻：《靖港侯氏家譜》 

（一）歷史 

    侯姓在中國大陸是第八十二大姓，在臺灣是第五十七大姓。侯姓遠祖始於上

古，傳說黃帝史官倉頡本姓侯罔，後代由複姓簡化為單姓「侯」，這是侯姓最早

來源。在夏朝時有位貴族受封於侯而建立侯國，其後代遂以國名為姓。春秋時侯

姓又有二個起源。鄭國有公族共叔段，其後代受兄長鄭莊公賜以侯姓。西元前

678 年晉國發生政變，晉緡侯子孫出奔至他國，以原來爵位侯為姓。這支侯姓被

認為是最主要的一支來源。另據《魏書．官氏志》記載，在南北朝民族大融合時，

北魏鮮卑族貴族古口引氏、侯奴氏、渴侯氏、俟伏侯氏，隨北魏孝文帝南下定居

洛陽，亦改姓漢姓「侯」。宋朝時還有一位劉恒遭迫害，為侯姓人士撫養成人，

亦改為侯姓。 

（二）堂號 

    1、「卻幣堂」、「救趙堂」：此二堂號有共同來源，是戰國秦國攻打趙國，趙

國於是向信陵君求救。信陵君沒有兵符，不能指揮軍隊，於是取金幣找到侯贏。

侯贏是位七十一歲的隱士，職位是魏國大梁守門人，家裡很窮卻堅決不要信陵君

的金幣。他為信陵君獻計，讓如姬偷來兵符。侯贏又介紹自己朋友屠夫朱亥參與

用兵，信陵君得到魏國兵馬擊敗秦國，解救趙國之圍。侯贏子孫以此為典故，立

堂號「卻幣堂」、「救趙堂」。 

（三）歷史人物 

    1、侯霸：東漢初年大臣，字君房，河南郡密縣（今河南省新密市東南）人。

西漢時侯霸在漢成帝手下為太子舍人。侯霸嚴肅有威儀，一心好學，曾以九江太

守房元為師，研究《榖梁春秋》。新朝初年侯霸升任為淮平大尹。漢光武帝建武

四年（28），劉秀授侯霸尚書令。他通曉西漢舊制，收錄西漢遺文檔案，條奏前

朝法令制度，多被劉秀採行。建武五年，侯霸繼伏湛為大司徒，封關內侯。建武

十三年卒，追封諡則鄉哀侯，食邑二千六百戶，由侯霸之子侯昱嗣爵位。 

    2、侯君集：唐朝初期將領，豳州三水（今陝西旬邑北）人，北周驃騎大將

軍肥城節公侯植之孫，侯定第五子，凌煙閣二十四功臣之一。侯君集自少年時代

就勇武為人稱頌，隋末為李世民引入幕府，因作戰有功而累遷左虞侯、車騎將軍。

唐高祖武德九年（626）玄武門之變間，他曾為李世民出謀劃策。唐太宗即位後，

侯君集任左衛將軍，封潞國公，遷右衛大將軍。貞觀四年（630）侯君集改任兵

http://baike.baidu.com/item/%E4%BF%A1%E9%99%B5%E5%90%9B
http://baike.baidu.com/item/%E5%A6%82%E5%A7%AC/97
http://baike.baidu.com/item/%E6%9C%B1%E4%BA%A5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8%9C%E6%B1%89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2%B3%E5%8D%97%E9%83%A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2%B3%E5%8D%97%E9%83%A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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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1%89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1%89%E6%88%90%E5%B8%9D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4%AA%E5%AD%90%E8%88%8D%E4%BA%BA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9%9D%E6%B1%9F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9%9D%E6%B1%9F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4%AA%E5%AE%88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4%AA%E5%AE%88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A6%96%E6%A2%81%E6%98%A5%E7%A7%8B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6%B0%E6%9C%9D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7%AE%E5%B9%B3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B%BA%E6%AD%A6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B%BA%E6%AD%A6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8%98%E7%A7%80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0%9A%E4%B9%A6%E4%BB%A4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C%8F%E6%B9%9B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4%A7%E5%8F%B8%E5%BE%92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97%9C%E5%85%A7%E4%BE%AF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E%AF%E6%98%B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4%90%E6%9C%9D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99%95%E8%A5%BF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99%95%E8%A5%BF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C%97%E5%91%A8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E%AF%E6%A4%8D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4%BE%AF%E5%AE%9A&action=edit&redlink=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7%8C%E7%83%9F%E9%98%81%E4%BA%8C%E5%8D%81%E5%9B%9B%E5%8A%9F%E8%87%A3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9A%8B%E6%9C%9D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D%8E%E4%B8%96%E6%B0%9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4%90%E9%AB%98%E7%A5%96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4%90%E9%AB%98%E7%A5%96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8E%84%E6%AD%A6%E9%97%A8%E4%B9%8B%E5%8F%98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B4%9E%E8%A7%82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5%B5%E9%83%A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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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尚書，檢校吏部尚書，實際有宰相之職。貞觀九年（635）侯君集任積石道行

軍總管，跟隨李靖平吐谷渾，有很大功勞。貞觀十一年（637）侯君集改封陳國

公，貞觀十二年（638）遷吏部尚書。侯君集武士出身，學術上沒有造就，遷吏

部尚書後方始讀書。同年吐蕃圍松州（今四川松潘），朝廷授侯君集為當彌道行

軍大總管以擊之，成功擊退吐蕃軍。貞觀十三年（639）冬，朝廷任侯君集為交

河道行軍大總管，率兵出擊高昌王麴文泰。貞觀十四年（640）八月侯君集進圍

高昌時麴文泰已卒，其子麴智盛投降，得 22 城，8046 戶，17700 口。太宗以高

昌故地置西州，侯君集入高昌時，因自身私占錢財，不敢禁制將士競相盜竊，班

師後被人揭發而下獄。雖被免罪，卻由於欽羨長官李靖武功卓越而晉尚書右僕

射。此次不得拜相，對仕途心懷不滿。貞觀十七年（643）洛州都督張亮密告侯

君集煽動自己謀反，但唐太宗以缺乏旁證，未予追究。後太子李承乾同魏王李泰

爭嫡日烈，各有黨羽。侯君集親善太子，策劃兵變，事發被捕。定罪後，唐太宗

於刑前親往質問，對以「朕因汝從此不登凌煙閣」。侯君集聞言動容，拜倒大嚎，

最後求皇帝念舊，允留侯門香火（當時論罪當族之）。唐太宗允許赦免其妻及一

子（後遷嶺南），侯君集亦甘心受刑。爾後太子與魏王俱被黜，仍保皇子身份，

警示大位不可智取。某次唐太宗回憶前塵，召李承乾問「何以謀反」，李承乾坦

承「欲保太子位耳。」再同群臣評論，多以「事由上而起」，指若非唐太宗三心

兩意，子臣何以結黨窺覬？太宗默然。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5%B5%E9%83%A8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5%B5%E9%83%A8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0%8F%E9%83%A8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0%8F%E9%83%A8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D%8E%E9%9D%96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0%90%E8%B0%B7%E6%B5%9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0%8F%E9%83%A8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0%90%E8%95%83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B%9B%E5%B7%9D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B%9B%E5%B7%9D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AB%98%E6%98%8C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BA%B4%E6%96%87%E6%B3%B0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BA%B4%E6%99%BA%E7%9B%9B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0%9A%E4%B9%A6%E5%8F%B3%E4%BB%86%E5%B0%84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0%9A%E4%B9%A6%E5%8F%B3%E4%BB%86%E5%B0%84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C%B5%E4%BA%AE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D%8E%E6%89%BF%E4%B9%BE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D%8E%E6%B3%B0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D%8E%E6%B3%B0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6%BA%E5%8D%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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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百三十一、宓 

拼音：ㄇㄧˋ  Mi 

郡望：平昌郡 

勝跡：缺 

文獻：《宓氏宗譜》 

（一）歷史 

宓姓在中國大陸和臺灣皆未列入百家姓前一百位。宓姓出自伏羲氏。伏羲是

有名的氏族部落首領，他的部落很強盛，生產方式很先進，而且文化水平很高。

傳說八卦是伏羲氏所創，此外還有伏羲造字之說。古代宓姓與伏姓相通，所以伏

羲又記為宓羲，春秋時孔子弟子宓不齊亦叫伏不齊。伏羲後代有以宓為姓者，是

今日宓姓起源。 

（二）堂號 

    1、鳴琴堂：春秋時孔子弟子宓不齊為單父宰，宓不齊是仁愛之人，而且很

有才智。他每日只彈琴作樂，看來不如其同學巫子期治單父表現勤勞，但單父仍

被他治理得很好。人們誇獎他是「鳴琴而治」，所以子孫立堂號「鳴琴堂」以紀

念宓不齊。 

（三）歷史名人 

1、宓妃：又稱雒嬪，溺死於洛水，遂為洛水女神。宓妃原是伏羲之女，黃

河水神河伯之妻。亦有謂宓妃是河伯馮夷搶奪而來，後羿射傷馮夷一隻眼睛。 

 

 

 

 

 

 

 

 

 

 

 

 

 

 

 

http://baike.baidu.com/item/%E6%B2%B3%E4%BC%A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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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百三十二、蓬 

拼音：ㄆㄥˊ  Peng 

郡望：長樂郡 

勝跡：缺 

文獻：缺 

（一）歷史 

    蓬姓在中國大陸和臺灣皆未列入百家姓前一百位。蓬姓起於姬姓。周天子分

封一子至蓬地（大約今天四川省蓬安縣一帶）建立蓬國，之後蓬國公族即以國名

為姓。又有一說謂蓬在古代是一種草，《姓氏考略》謂古代有先民生活在長滿蓬

草的叢林地帶，以居住的特徵為姓氏，成為蓬姓來源。 

（二）歷史名人 

    1、蓬萌：北海人，著名東漢隱士。蓬萌在當地擔任亭長，因家裡貧困，於

是至長安做生意。蓬萌至長安後，聽說王莽為專權而不惜將親子王宇殺害。由是

蓬萌對眼前社會失去信心，他對親友們說：三綱已不存，我若再不離去，恐怕也

要受災難。於是他將亭長衣服、帽子掛在城門，攜家人渡海而去。後人以「掛冠」

指辭官，即源出於此。直到漢光武帝劉秀中興漢室時，人們才知蓬萌編廬隱居在

青島嶗山，在那裏認真修煉，感化當地許多人。東漢光武帝知道蓬萌去向後，有

感其氣節而多次召他作官，但他皆未答應。 

 

 

 

 

 

 

 

 

 

 

 

 

 

 

 

 

 

http://baike.baidu.com/item/%E5%8C%97%E6%B5%B7
http://baike.baidu.com/item/%E4%B8%9C%E6%B1%89
http://baike.baidu.com/item/%E9%95%BF%E5%AE%89
http://baike.baidu.com/item/%E7%8E%8B%E8%8E%BD
http://baike.baidu.com/item/%E5%88%98%E7%A7%80
http://baike.baidu.com/item/%E5%B4%82%E5%B1%B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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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百三十三、全 

拼音：ㄑㄩㄢˊ  Quan 

郡望：京兆郡 

勝跡：缺 

文獻：《全氏世譜》 

（一）歷史 

    全姓在中國大陸和臺灣皆未列入百家姓前一百位。泉驗古時是錢幣代稱，周

朝時設有官職「泉府官」，專門管理錢幣，泉府是專門管理貨幣的機構。泉府官

的後代有以泉為姓氏者，後逐漸演變為全姓，成為今日全姓起源。元代有少數民

族首領名萬全，後來這支少數民族與漢族通婚，漸漸接受漢文化。萬全後代亦改

姓為全，這是歷史上全姓的另一起源。 

（二）堂號 

    1、綏南堂、錢侯堂：三國時全琮，其父予他數千斛米至集市上販賣，他卻

全部救濟窮人。全琮後來擔任奮威校尉、領東海太守、加綏南將軍、封錢塘侯，

官終大司馬左軍師。後世子孫以「綏南堂」、「錢侯堂」為堂號，以紀念全琮。 

（三）歷史名人 

    1、全皇后：宋度宗皇后，宋恭帝生母。全皇后是會稽人，其父全昭孫曾任

岳州知府，任滿攜女回朝時在潭州遇上元兵圍城，經一年才回到臨安。還是皇子

的宋度宗，原來按丁大全之意，準備迎娶臨安知府顧嵓之女。後丁大全被貶，顧

嵓亦被免職。大臣們認為全氏小小年紀經歷艱險，應該較有見識。加上她是宋理

宗之母慈憲夫人侄孫女，且全氏美貌出眾、眉清目秀，於是宋理宗將其召入宮中，

問「爾父昭孫，昔在寶祐間沒於王事，每念之，令人可哀。」她回答「妾父可念，

淮、湖之民尤可念也。」被宋理宗認為見解深刻。於是景定二年十一月封她為永

嘉郡夫人，晉升其弟全永堅官位。十二月封為太子妃，度宗即位後又於咸淳三年

正月封皇后。全皇后生下兒子宋恭帝，並追贈三代，其諸弟全清夫及全庭輝、姻

親等都晉了官位。宋度宗去世後，三歲的宋恭帝繼位，尊全氏為皇太后。1276

年元軍兵臨臨安，謝太皇太后帶領宋恭帝投降，全太后亦隨兒子遭押解至大都。

全太后在大都苦於水土不服，察必皇后曾為之向忽必烈請求讓她回南方，但未

果。全太后最後在大都正智寺出家為尼而終。 

    2、全祖望：字紹衣，號謝山，鄞縣人，清代浙東學派重要代表，著名史學

家、文學家，博學才俊。乾隆元年（l736）全祖望會試中進士，入為翰林院庶起

士，因不附權貴，於次年辭官歸里，不復出任。全祖望專心致力於學術，援繼講

學，足跡遍佈大江南北，曾主講紹興蕺山書院，從者雲集。後又應邀主講廣東端

溪書院，對南粵學風影響頗深。在學術上，他推崇黃宗羲，自稱為梨洲私淑弟子。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E%8B%E5%BA%A6%E5%AE%97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E%8B%E6%81%AD%E5%B8%9D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C%9A%E7%A8%BD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85%A8%E6%98%AD%E5%AD%99&action=edit&redlink=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2%B3%E5%B7%9E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2%B3%E5%B7%9E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D%AD%E5%B7%9E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8%B4%E5%AE%89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8%81%E5%A4%A7%E5%85%A8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E%8B%E7%90%86%E5%AE%97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E%8B%E7%90%86%E5%AE%97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85%88%E6%86%B2%E5%A4%AB%E4%BA%BA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E%9D%E7%A5%90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E%8B%E7%90%86%E5%AE%97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9%AF%E5%AE%9A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4%AA%E5%AD%90%E5%A6%83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2%B8%E6%B7%B3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E%8B%E6%81%AD%E5%B8%9D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AC%9D%E9%81%93%E6%B8%85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4%A7%E9%83%BD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F%9F%E5%BF%85%E7%9A%87%E5%90%8E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F%BD%E5%BF%85%E7%83%88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7%BA%E5%AE%B6
http://baike.baidu.com/item/%E5%85%A8%E7%A5%96%E6%9C%9B
http://baike.baidu.com/item/%E6%B5%99%E4%B8%9C%E5%AD%A6%E6%B4%BE/2154635
http://baike.baidu.com/item/%E7%BF%B0%E6%9E%97%E9%99%A2%E5%BA%B6%E5%90%89%E5%A3%AB/581096
http://baike.baidu.com/item/%E7%BF%B0%E6%9E%97%E9%99%A2%E5%BA%B6%E5%90%89%E5%A3%AB/581096
http://baike.baidu.com/item/%E9%BB%84%E5%AE%97%E7%BE%B2/8957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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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祖望又受萬斯同影響，專研宋和南明史事，留意鄉幫文獻，尤好搜羅古典文獻

及金石舊拓，曾編成《天一閣碑目》。全祖望著作頗豐，撰有《鮚琦亭集》38 卷

及《外編》50 卷，《詩集》l0 卷，還有《漢書地理志稽疑》、《古今通史年表》、《經

史問答》、《句餘土音》等，又七校《水經注》，三箋南宋王應麟《困學紀聞》，續

選《甬上耆舊詩》。 

    3、全玉貴：清代保靖縣人，幼年隨父經商貴州，寄籍鎮遠。稍長，入武庠，

役身營伍，隸鎮遠鎮標。咸豐元年（1851）太平天國起義，清廷調黔軍前往鎮壓。

他隨軍入廣西，充都統烏蘭泰部將，募兵 300 人，別為一營。咸豐二年二月，太

平軍從永安突圍，全玉貴隨烏蘭泰率兵擊敗太平軍後隊，生俘天地會首領焦亮。

烏蘭泰窮追不捨，太平軍在龍寮口大洞山設伏，大敗清軍，陣斬長壽、長瑞、董

光甲、邵鶴齡四總兵。其時清軍統帥賽尚阿飾敗誇功，偽造洪大全事蹟，說洪大

全是太平天國領導集團人物，鋪張其事以向清廷獻俘。清廷賞全玉貴銀 700 兩，

保舉都司。太平軍進入湖南後，全玉貴隨向榮在後尾追，補貴州提標遊擊。咸豐

四年太平軍佔領安徽廬州，清廷命江南提督和春統帶各路兵勇，全玉貴被調赴

援，加副將銜，署壽春鎮總兵，屯兵廬州城外。全玉貴與太平軍接戰，身被數創。

全玉貴在一次攻城戰役中被太平軍槍炮擊傷 ，子彈入腹不得出，延至次年斃命，

享年二十三歲。 

 

 

 

 

 

 

 

 

 

 

 

 

 

 

 

 

 

 

 

 

 

http://baike.baidu.com/item/%E4%B8%87%E6%96%AF%E5%90%8C/3605195
http://baike.baidu.com/item/%E7%8E%8B%E5%BA%94%E9%BA%9F/14807
http://baike.baidu.com/item/%E5%A4%AA%E5%B9%B3%E5%A4%A9%E5%9B%BD%E8%B5%B7%E4%B9%89/361333
http://baike.baidu.com/item/%E5%A4%A9%E5%9C%B0%E4%BC%9A/66753
http://baike.baidu.com/item/%E6%B4%AA%E5%A4%A7%E5%85%A8/41636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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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百三十四、郗 

拼音：ㄔ  Chi 

郡望：山陽郡 

勝跡：缺 

文獻：缺 

（一）歷史 

郗姓在中國大陸和臺灣皆未列入百家姓前一百位。郗姓出自蘇姓。《元和姓

纂》記載，周武王有司寇名蘇忿生，是黃帝嫡系後代。司寇主管司法，蘇忿生執

法很公正，為百姓愛戴。因蘇忿生對國家有功，其後代有支族受封在郗（今河南

沁陽縣西南），蘇忿生子孫有以封地名為姓氏者，稱為郗氏，世代相傳，是今日

郗姓的祖先。 

（二）堂號 

    1、文成堂：晉時有郗鑒，博覽經籍、耕田吟詩，不願接受朝廷征召。後郗

鑒受封為安西大將軍，遷車騎將軍。皇帝臨死托他輔佐幼主，他為保衛新立的少

帝，平定約峻之難而晉升太尉，封南昌縣公，卒後謚文成。後世子孫以郗鑒之謚

為堂號，紀念郗鑒功勳。 

（三）歷史名人 

    1、郗超：字景興，一字敬輿，小字嘉賓，高平金鄉（今山東金鄉）人，東

晉官員、書法家、佛學家，太尉郗鑒之孫，會稽內史郗愔之子。郗超出身高平郗

氏，歷任撫軍掾、征西椽、大司馬參軍、散騎侍郎、中書侍郎、司徒左長史等職。

他是桓溫謀主，曾勸說桓溫廢帝立威。桓溫因不肯採納其建議，在第三次北伐時

大敗而回。桓溫卒後郗超因母喪辭去司徒左長史之職，後被起復為散騎常侍，此

後又授任宣威將軍、臨海太守等職，郗超皆未接受。太元二年十二月病逝，時年

四十二歲。郗超善長草書，亞於二王，《書品》將其書法定為中品。他還精通佛

學，著有《奉法要》，被支道林等名僧譽為「一時之俊」。 

 

 

 

 

 

 

 

 

 

http://baike.baidu.com/item/%E9%87%91%E4%B9%A1
http://baike.baidu.com/item/%E4%BD%9B%E5%AD%A6%E5%AE%B6
http://baike.baidu.com/item/%E9%83%97%E9%89%B4
http://baike.baidu.com/item/%E9%83%97%E6%84%94
http://baike.baidu.com/item/%E5%8F%82%E5%86%9B/10367905
http://baike.baidu.com/item/%E4%B8%AD%E4%B9%A6%E4%BE%8D%E9%83%8E
http://baike.baidu.com/item/%E9%95%BF%E5%8F%B2
http://baike.baidu.com/item/%E4%B9%A6%E5%93%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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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百三十五、班 

拼音：ㄅㄢ  Ban 

郡望：扶風郡 

勝跡：缺 

文獻：《河南夏邑班氏家譜》 

（一）歷史 

班姓在中國大陸和臺灣皆未列入百家姓前一百位。班姓出自羋姓。春秋時楚

君若敖有孫令尹子文，傳說他小時候遭棄於山野，幸好被一隻母虎餵養才未餓

死。因老虎身上有斑紋，因此他被稱為子文。基於相同的原因，他又被稱為鬭豰

於菟。子文之子名鬭斑，其子孫有一支即以期名為姓氏。。 

（二）堂號 

    1、定遠堂：漢朝班超出使西域有功，受封為定遠侯。班超子孫以此為典故，

立堂號「定遠堂」。 

    2、漢書堂：漢代班彪之子班固、女兒班昭，父子三人寫成《漢書》。後世子

孫以此為典故而立堂號「漢書堂」。 

（三）歷史名人 

    1、班婕妤：名不詳，漢成帝劉驁妃子，西漢女作家，古代著名才女，是中

國文學史上以辭賦見長的女作家之一。班婕妤善詩賦，有美德，初為少使，立為

婕妤，《漢書．外戚傳》有其傳記。她也是班固、班超和班昭的祖姑。她的作品

很多，但大部分已佚失。現存作品僅三篇，即〈自傷賦〉、〈搗素賦〉和一首五言

詩〈怨歌行〉（亦稱〈團扇歌〉）。 

2、班彪：字叔皮，扶風安陵（今陝西咸陽東北）人，出身漢代顯貴和儒學

之家，受家學影響很大。班彪從小好古敏求，與其兄班嗣遊學不輟，才名漸顯。

西漢末年班彪為避戰亂至天水，依附隗囂，欲勸說隗囂歸依漢室，作〈王命論〉

感化之，結果未能如願。班彪後至河西（今河西走廊一帶），為大將軍竇融從事，

勸竇融支持光武帝。東漢初班彪舉茂才，任徐縣令，因病免官。班彪學博才高，

專力從事史學著述，寫成《後傳》60 餘篇。該書斟酌前史，糾正得失，為後世

所重。其子班固修成《漢書》，史料多依班彪，實際上是他修史工作的繼續。其

女班昭等又補充固所未及完成者。 

    3、班固：字孟堅，扶風安陵（今陝西咸陽東北）人，東漢著名史學家、文

學家。班固出身儒學世家，其父班彪、伯父班嗣皆為當時著名學者。在父祖薰陶

下，班固九歲能屬文、誦詩賦，十六歲入太學，博覽群書，於儒家經典及歷史無

不精通。建武三十年（54）班彪過世，班固從京城遷回老家居住，開始在班彪《史

記後傳》基礎上撰寫《漢書》。班固修《漢書》前後歷二十餘年，於建初中基本

http://baike.baidu.com/item/%E5%A4%8F%E9%82%91
http://baike.baidu.com/item/%E6%96%BC%E8%8F%9F
http://baike.baidu.com/item/%E5%88%98%E9%AA%9C
http://baike.baidu.com/item/%E5%B0%91%E4%BD%BF
http://baike.baidu.com/item/%E5%A9%95%E5%A6%A4
http://baike.baidu.com/item/%E6%B1%89%E4%B9%A6
http://baike.baidu.com/item/%E7%8F%AD%E8%B6%85
http://baike.baidu.com/item/%E5%9B%A2%E6%89%87%E6%AD%8C
http://baike.baidu.com/item/%E6%89%B6%E9%A3%8E
http://baike.baidu.com/item/%E9%99%95%E8%A5%BF
http://baike.baidu.com/item/%E5%A4%A9%E6%B0%B4
http://baike.baidu.com/item/%E9%9A%97%E5%9A%A3
http://baike.baidu.com/item/%E6%B2%B3%E8%A5%BF
http://baike.baidu.com/item/%E7%AA%A6%E8%9E%8D
http://baike.baidu.com/item/%E5%85%89%E6%AD%A6%E5%B8%9D
http://baike.baidu.com/item/%E4%B8%9C%E6%B1%89
http://baike.baidu.com/item/%E8%8C%82%E6%89%8D
http://baike.baidu.com/item/%E7%8F%AD%E5%9B%BA
http://baike.baidu.com/item/%E6%B1%89%E4%B9%A6
http://baike.baidu.com/item/%E7%8F%AD%E6%98%AD
http://baike.baidu.com/item/%E6%89%B6%E9%A3%8E
http://baike.baidu.com/item/%E6%89%B6%E9%A3%8E
http://baike.baidu.com/item/%E5%84%92%E5%AD%A6
http://baike.baidu.com/item/%E7%8F%AD%E5%BD%AA
http://baike.baidu.com/item/%E7%8F%AD%E5%97%A3
http://baike.baidu.com/item/%E6%B1%89%E4%B9%A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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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成。漢和帝永元元年（89），大將軍竇憲率軍北伐匈奴，班固隨軍出征，任中

護軍、行中郎將，參議軍機大事；大敗北單于後，撰下著名的〈封燕然山銘〉。

後竇憲因擅權被殺，班固受株連而卒於獄中，時年六十一歲。班固一生著述頗豐。

作為史學家，《漢書》是繼《史記》後，中國古代又一部重要史書，是「前四史」

之一。作為辭賦家，班固是「漢賦四大家」之一，〈兩都賦〉開創〈京都賦〉的

範例，列入《文選》第一篇。同時，班固還是經學理論家，他編輯撰成的《白虎

通義》集當時經學大成，使讖緯神學理論化、法典化。 

    4、班超：字仲升，扶風郡平陵縣（今陝西咸陽東北）人，東漢著名軍事家、

外交家，史學家班彪幼子，其長班固、妹妹班昭亦是著名史學家。班超為人有大

志，不修細節，但內心孝敬恭謹、審察事理。他口齒辯給，博覽群書。因不甘為

官府抄寫文書，投筆從戎，隨竇固出擊北匈奴，又奉命出使西域。在三十一年裡，

平定西域五十餘國。班超官至西域都護，封定遠侯，世稱「班定遠」。永元十二

年（100）班超因年邁請求回國，永元十四年（102）抵達洛陽，拜為射聲校尉，

不久後便病逝，享年七十一歲。卒後葬於洛陽邙山之上。 

5、班昭：又名姬，字惠班，扶風安陵（今陝西咸陽東北）人，東漢女史學

家、文學家，史學家班彪之女、班固之妹。班昭十四歲嫁同郡曹世叔為妻，故後

世亦稱「曹大家」。班昭博學高才，其兄班固著《漢書》未竟而卒。班昭奉旨入

東觀臧書閣，續寫《漢書》。其後漢和帝多次召班昭入宮，並讓皇后和貴人們視

為老師，號「大家」。鄧太后臨朝後，曾參與政事。班昭作品存世七篇，〈東征賦〉

和〈女誡〉等對後世有很大影響。 

 

 

 

 

 

 

 

 

 

 

 

 

 

 

 

 

 

 

http://baike.baidu.com/item/%E6%B1%89%E5%92%8C%E5%B8%9D
http://baike.baidu.com/item/%E6%B1%89%E5%92%8C%E5%B8%9D
http://baike.baidu.com/item/%E7%AA%A6%E5%AE%AA
http://baike.baidu.com/item/%E5%8C%88%E5%A5%B4
http://baike.baidu.com/item/%E6%8A%A4%E5%86%9B
http://baike.baidu.com/item/%E5%8C%97%E5%8D%95%E4%BA%8E
http://baike.baidu.com/item/%E5%B0%81%E7%87%95%E7%84%B6%E5%B1%B1%E9%93%AD
http://baike.baidu.com/item/%E5%8F%B2%E8%AE%B0
http://baike.baidu.com/item/%E5%89%8D%E5%9B%9B%E5%8F%B2
http://baike.baidu.com/item/%E6%B1%89%E8%B5%8B%E5%9B%9B%E5%A4%A7%E5%AE%B6
http://baike.baidu.com/item/%E4%B8%A4%E9%83%BD%E8%B5%8B/1919021
http://baike.baidu.com/item/%E4%BA%AC%E9%83%BD%E8%B5%8B
http://baike.baidu.com/item/%E6%96%87%E9%80%89/10723583
http://baike.baidu.com/item/%E7%99%BD%E8%99%8E%E9%80%9A%E4%B9%89
http://baike.baidu.com/item/%E7%99%BD%E8%99%8E%E9%80%9A%E4%B9%89
http://baike.baidu.com/item/%E8%B0%B6%E7%BA%AC%E7%A5%9E%E5%AD%A6
http://baike.baidu.com/item/%E6%89%B6%E9%A3%8E
http://baike.baidu.com/item/%E9%99%95%E8%A5%BF
http://baike.baidu.com/item/%E4%B8%9C%E6%B1%89
http://baike.baidu.com/item/%E5%86%9B%E4%BA%8B%E5%AE%B6
http://baike.baidu.com/item/%E5%8F%B2%E5%AD%A6%E5%AE%B6
http://baike.baidu.com/item/%E5%8F%B2%E5%AD%A6%E5%AE%B6
http://baike.baidu.com/item/%E7%8F%AD%E5%9B%BA
http://baike.baidu.com/item/%E7%8F%AD%E6%98%AD
http://baike.baidu.com/item/%E8%A5%BF%E5%9F%9F
http://baike.baidu.com/item/%E8%A5%BF%E5%9F%9F%E9%83%BD%E6%8A%A4
http://baike.baidu.com/item/%E5%B0%84%E5%A3%B0%E6%A0%A1%E5%B0%89
http://baike.baidu.com/item/%E6%B4%9B%E9%98%B3
http://baike.baidu.com/item/%E6%B4%9B%E9%98%B3
http://baike.baidu.com/item/%E6%89%B6%E9%A3%8E
http://baike.baidu.com/item/%E6%89%B6%E9%A3%8E
http://baike.baidu.com/item/%E7%8F%AD%E5%BD%AA
http://baike.baidu.com/item/%E7%8F%AD%E5%9B%BA
http://baike.baidu.com/item/%E6%9B%B9%E5%A4%A7%E5%AE%B6
http://baike.baidu.com/item/%E6%B1%89%E5%92%8C%E5%B8%9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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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百三十六、仰 

拼音：ㄧㄤˇ  Yang 

郡望：河南郡 

勝跡：缺 

文獻：《浙江東陽仰氏宗譜二冊》 

（一）歷史 

    仰姓傳說出自上古時代，後以祖先名為姓。《呂氏春秋》載：帝舜時有名為

仰延的大臣，將帝堯時期的五弦琴改制為二十五弦，舜並親自作〈九韶〉。仰延

受後世尊為樂神，後代便以其名為姓。仰姓另一支出自贏姓秦氏，以祖先名為姓。

秦惠文王有子名卬，古時卬字可通仰字，其子孫即以此為姓。 

（二）堂號 

    1、烏竹堂：宋朝時仰忻力學篤行，年五十時執母喪，自己背土築墳，並且

在墓旁建屋守墓。墓旁生白竹，竹上棲烏，史稱「慈烏白竹」以表彰其孝行。仰

忻子孫以此為典故，立堂號「烏竹堂」。 

（三）歷史名人 

    1、仰瞻：江南行中書省蘇州府長洲縣（今江蘇省蘇州市）人，明朝官員。

永樂年間，仰瞻由虎賁衛經歷升大理寺丞。正統年間，宦官王振干政，百官紛紛

依附，唯獨仰瞻與大理卿薛瑄不去。當時二人審理冤假錯案，日益得罪王振，後

下獄而遭判戍邊大同。景泰年間仰瞻受召為右寺丞，執法嚴格，後加大理寺少卿。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6%B1%9F%E5%8D%97%E8%A1%8C%E4%B8%AD%E6%9B%B8%E7%9C%81&action=edit&redlink=1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6%B1%9F%E5%8D%97%E8%A1%8C%E4%B8%AD%E6%9B%B8%E7%9C%81&action=edit&redlink=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95%B7%E6%B4%B2%E7%B8%A3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1%9F%E8%98%87%E7%9C%8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1%9F%E8%98%87%E7%9C%8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8%8E%E6%9C%9D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8%8E%E6%9C%9D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0%B8%E4%B9%90_(%E6%98%8E%E6%9C%9D)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8%99%8E%E8%B3%81%E8%A1%9B&action=edit&redlink=1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8%99%8E%E8%B3%81%E8%A1%9B&action=edit&redlink=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4%A7%E7%90%86%E5%AF%BA%E4%B8%9E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AD%A3%E7%BB%9F_(%E5%B9%B4%E5%8F%B7)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8E%8B%E6%8C%AF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4%A7%E7%90%86%E5%8D%BF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4%A7%E7%90%86%E5%8D%BF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6%A4%E5%81%87%E9%94%99%E6%A1%88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4%A7%E5%90%8C%E5%B8%82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9%AF%E6%B3%B0_(%E6%98%8E%E6%9C%9D)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4%A7%E7%90%86%E5%AF%BA%E4%B8%9E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A4%A7%E7%90%86%E5%AF%BA%E5%B0%91%E5%8D%BF&action=edit&redlink=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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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百三十七、秋 

拼音：ㄑㄧㄡ  Qiu 

郡望：天水郡 

勝跡：缺 

文獻：缺 

（一）歷史 

秋姓在中國大陸和臺灣皆未列入百家姓前一百位。相傳少昊後代有秋伯，秋

伯後代以秋為姓氏而世代相傳，成為今日所見秋氏。另外，據《姓氏考略》記載，

周朝設官職司寇，主管司法。當時司寇又稱秋官，秋官後代有以官職為姓氏者。

關於秋姓起源還有一種說法，是起源於春秋時期。當時魯國有貴族名仲孫秋，其

孫以其名為姓稱秋胡，秋胡子孫保留此姓氏而世代姓秋。 

（二）堂號 

    1、鑒湖堂：清末革命先烈秋瑾，號「鑒湖女俠」，與徐錫麟相約起義，事泄

犧牲。秋瑾家族以此為典故而立「鑒湖堂」以為紀念。 

（三）歷史名人 

    1、秋胡：生卒年不詳，春秋時魯人。秋胡新婚不久即赴陳國，五年後才回

家，歸途調戲路旁採桑女。抵家後母親喚其妻相見，妻見丈夫竟是路上所遇輕薄

男子，羞憤投河而死。 

    2、秋瑾：近代民主革命志士，原名秋閨瑾，字璿卿，號旦吾，乳名玉姑，

東渡後改名瑾，字（或作別號）競雄，自稱「鑒湖女俠」，筆名秋千，曾用筆名

白萍。秋瑾祖籍浙江山陰（今紹興），生於福建閩縣（今福州），其蔑視封建禮法，

提倡男女平等，常以花木蘭、秦良玉自喻。秋瑾性豪俠，習文練武，曾自費東渡

日本留學。秋瑾積極投身革命，先後參與三合會、光復會、同盟會等革命組織，

聯絡會黨計畫回應萍瀏醴起義未果。1907 年秋瑾與徐錫麟等組織光復軍，擬於 7

月 6 日在浙江、安徽同時起義，事泄被捕。7 月 15 日從容就義於紹興軒亭口。 

 

 

 

 

 

 

 

 

 

http://baike.baidu.com/item/%E7%A7%8B%E7%91%BE
http://baike.baidu.com/item/%E9%89%B4%E6%B9%96%E5%A5%B3%E4%BE%A0
http://baike.baidu.com/item/%E5%B1%B1%E9%98%B4
http://baike.baidu.com/item/%E8%8A%B1%E6%9C%A8%E5%85%B0
http://baike.baidu.com/item/%E7%A7%A6%E8%89%AF%E7%8E%89
http://baike.baidu.com/item/%E4%B8%9C%E6%B8%A1
http://baike.baidu.com/item/%E4%B8%9C%E6%B8%A1
http://baike.baidu.com/item/%E5%85%89%E5%A4%8D%E4%BC%9A
http://baike.baidu.com/item/%E5%90%8C%E7%9B%9F%E4%BC%9A
http://baike.baidu.com/item/%E8%90%8D%E6%B5%8F%E9%86%B4%E8%B5%B7%E4%B9%89
http://baike.baidu.com/item/%E5%BE%90%E9%94%A1%E9%BA%9F
http://baike.baidu.com/item/%E8%BD%A9%E4%BA%AD%E5%8F%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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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百三十八、仲 

拼音：ㄓㄨㄥˋ  Zhong 

郡望：中山郡 

勝跡：缺 

文獻：《仲氏宗譜》 

（一）歷史 

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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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

落首領，其部落崇拜龍圖騰。黃帝有一曾孫名帝嚳，亦是氏族首領，身邊有八才

子，史書稱為「八元」。這八人中有二位名仲堪、仲熊，是對兄弟，其後代皆以

仲為姓氏，是仲姓先祖。另外，一說黃帝有位後代名奚仲，奚仲子孫仲虺輔佐湯

治理天下，立有殊勛。仲虺之後以祖字命姓，遂為仲姓，是仲姓另一起源。至春

秋時，宋莊公與魯桓公分別有一子以仲為字，其後代亦有以仲為姓氏者，成為仲

姓發展史的另一支起源。 

（二）歷史名人 

    1、仲由：字子路，又字季路，春秋魯國卞人（山東省濟甯市泗水縣泉林鎮

卞橋村），「孔門十哲」之一。仲由以政事見稱，為人伉直而好勇力，隨孔子周遊

列國。周敬王四十年（魯哀公十五年，西元前 480 年），衛國內亂，父子爭位。

仲由為救其主衛出公姬輒，遭蒯聵所殺，砍成肉泥。三月初三結纓遇難，葬於澶

淵（今河南濮陽）。 

    2、仲子陵：活躍於中唐大曆、貞元年間。仲子陵幼年讀書峨眉山神水閣，

勤學勵志，精研《禮記》等著作。大曆中朝廷舉仲子陵賢良而被錄取，任太常博

士。仲子陵每議論禮法，眾儒不能駁，聞名朝廷。仲子陵曾受命主持貴州貢舉，

考選人材，後官至刑部司門員外郎。仲子陵一生著述有《五服圖》10 卷，及不

少詩、賦，如〈洞庭獻新桔賦〉、〈清簟賦〉、〈幽蘭賦〉、〈秦鏡〉詩等。〈幽蘭賦〉

是明志之作，賦中有「員正內積，芬華外揚，和氣所資，精明自得」句，借寫蘭

草，充分表現作者氣質。〈秦鏡〉詩更是一首明志勵人的佳作。仲子陵是當時巴

蜀少有的儒學家兼文學家，特別是賦的創作，在中唐賦家中，其創作數量可觀，

對中晚唐律賦創作亦具有重要影響。他的賦作語言平易，啟晚唐律賦散化傾向的

先聲，而且律賦創作題材在前代基礎上有所突破和創新。仲子陵也是有唐一代著

名禮學家，曾以地方官身分入朝，與京官同議禘祫大禮，其禮學成就為時人所共

贊。仲子陵精修二戴禮，對後來學界所謂「蜀學」之興盛有不小貢獻。 

 

 

 

 

http://baike.baidu.com/item/%E5%AD%90%E8%B7%AF
http://baike.baidu.com/item/%E5%AD%A3%E8%B7%AF
http://baike.baidu.com/item/%E5%AD%94%E9%97%A8%E5%8D%81%E5%93%B2
http://baike.baidu.com/item/%E6%94%BF%E4%BA%8B
http://baike.baidu.com/item/%E9%B2%81%E5%93%80%E5%85%AC
http://baike.baidu.com/item/%E8%92%AF%E8%81%A9
http://baike.baidu.com/item/%E7%BB%93%E7%BC%A8
http://baike.baidu.com/item/%E6%BE%B6%E6%B8%8A
http://baike.baidu.com/item/%E6%BE%B6%E6%B8%8A
http://baike.baidu.com/item/%E6%BF%AE%E9%98%B3/13053
https://wapbaike.baidu.com/item/%E5%A4%A7%E5%8E%86
https://wapbaike.baidu.com/item/%E8%B4%9E%E5%85%83
https://wapbaike.baidu.com/item/%E5%B3%A8%E7%9C%89%E5%B1%B1
https://wapbaike.baidu.com/item/%E5%A4%A7%E5%8E%86
https://wapbaike.baidu.com/item/%E5%A4%AA%E5%B8%B8%E5%8D%9A%E5%A3%AB
https://wapbaike.baidu.com/item/%E5%A4%AA%E5%B8%B8%E5%8D%9A%E5%A3%AB
https://wapbaike.baidu.com/item/%E5%85%B0%E8%8D%89
https://wapbaike.baidu.com/item/%E5%85%B0%E8%8D%89
https://wapbaike.baidu.com/item/%E7%A6%98%E7%A5%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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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百三十九、伊 

拼音：ㄧ  Yi 

郡望：陳留郡 

勝跡：缺 

文獻：《伊氏族譜》 

（一）歷史 

    伊姓在中國大陸和臺灣皆未列入百家姓前一百位。傳說堯出生後寄養於伊長

孺家中，所以堯亦姓伊。一說堯出生於伊水邊，為紀念其出生地所以姓伊。堯之

後代有繼承伊姓者，世代相傳，成為今日伊姓先祖。商朝商湯有賢相伊尹，伊尹

在朝廷很有權勢，其家族也很興盛。伊尹後代都姓伊，是伊姓另一起源。 

（二）堂號 

    1、任聖堂：伊尹相湯伐桀救民，以天下為己任，孟子稱他是「聖之任者也」；

意指聖人中最講信者。後世子孫以此為典故，立堂號「任聖堂」以為紀念。 

（三）歷史人物 

1、伊尹：伊姓，名摯，小名阿衡，「尹」非其名，而是右相之意。伊尹生於

夏朝末年空桑（一說今河南杞縣，一說今河南伊川縣，一說山東曹縣，一說陝西

合陽），因其母居伊水之上，故以伊為氏。伊尹為商朝初年著名賢相丞相、政治

家、思想家，他也是中華廚祖，中原菜系創始人。約西元前 16 世紀初，伊尹輔

助商湯滅夏朝，為商朝立下汗馬功勞。「以鼎調羹」、「調和五味」的理論治理天

下，就是老子所說「治大國若烹小鮮」。伊尹任丞相期間，整頓吏治、洞察民情，

使商朝初年經濟比較繁榮，政治比較清明，商朝國力迅速強盛。伊尹歷事商朝商

湯、外丙、仲壬、太甲、沃丁五代君主五十餘年，為商朝強盛立下汗馬功勞。沃

丁八年伊尹逝世，據說終年百歲。沃丁以天子之禮將伊尹安葬於都城亳（今河南

商丘穀熟鎮西南）[ 附近，以表彰他對商朝的貢獻。 

    2、伊籍：字機伯，生卒年不詳，兗州山陽郡（今山東金鄉縣）人，三國時

期蜀漢官員。伊籍年少時依附同鄉劉表，劉備落難至荊州時，伊籍時常拜訪，托

請劉備照顧。建安十三年（208）劉表病卒，伊籍轉投劉備，一起渡江南下。建

安十六年（211）劉備入蜀説明劉璋，伊籍亦跟隨，隨後劉備和劉璋雙方決裂。

建安十九年（214）劉備平定益州，任伊籍為左將軍從事中郎，其待遇次於簡雍、

孫乾等；後升任昭文將軍，並與諸葛亮、法正、劉巴、李嚴共同編制《蜀科》。 

 

 

 

 

http://baike.baidu.com/item/%E4%BC%8A%E5%B0%B9/132117
http://baike.baidu.com/item/%E4%BC%8A%E5%A7%93
http://baike.baidu.com/item/%E9%98%BF%E8%A1%A1/9530737
http://baike.baidu.com/item/%E5%8F%B3%E7%9B%B8
http://baike.baidu.com/item/%E5%A4%8F%E6%9C%9D
http://baike.baidu.com/item/%E7%A9%BA%E6%A1%91
http://baike.baidu.com/item/%E6%9D%9E%E5%8E%BF
http://baike.baidu.com/item/%E4%BC%8A%E5%B7%9D%E5%8E%BF
http://baike.baidu.com/item/%E6%9B%B9%E5%8E%BF
http://baike.baidu.com/item/%E5%90%88%E9%98%B3
http://baike.baidu.com/item/%E4%BC%8A%E6%B0%B4/7427349
http://baike.baidu.com/item/%E5%95%86%E6%9C%9D
http://baike.baidu.com/item/%E5%95%86%E6%B1%A4
http://baike.baidu.com/item/%E5%A4%96%E4%B8%99
http://baike.baidu.com/item/%E4%BB%B2%E5%A3%AC
http://baike.baidu.com/item/%E5%A4%AA%E7%94%B2
http://baike.baidu.com/item/%E6%B2%83%E4%B8%81
http://baike.baidu.com/item/%E6%B2%B3%E5%8D%97%E5%95%86%E4%B8%98
http://baike.baidu.com/item/%E6%B2%B3%E5%8D%97%E5%95%86%E4%B8%98
http://baike.baidu.com/item/%E8%B0%B7%E7%86%9F%E9%95%87
http://baike.baidu.com/item/%E5%85%96%E5%B7%9E
http://baike.baidu.com/item/%E9%87%91%E4%B9%A1%E5%8E%BF
http://baike.baidu.com/item/%E5%88%98%E8%A1%A8/35154
http://baike.baidu.com/item/%E5%88%98%E5%A4%87/30564
http://baike.baidu.com/item/%E5%BB%BA%E5%AE%89/8722
http://baike.baidu.com/item/%E5%88%98%E7%92%8B
http://baike.baidu.com/item/%E4%BB%8E%E4%BA%8B%E4%B8%AD%E9%83%8E
http://baike.baidu.com/item/%E7%AE%80%E9%9B%8D/5396
http://baike.baidu.com/item/%E5%AD%99%E4%B9%BE/9770
http://baike.baidu.com/item/%E8%AF%B8%E8%91%9B%E4%BA%AE/21048
http://baike.baidu.com/item/%E6%B3%95%E6%AD%A3/17369
http://baike.baidu.com/item/%E5%88%98%E5%B7%B4/1788706
http://baike.baidu.com/item/%E6%9D%8E%E4%B8%A5/23422
http://baike.baidu.com/item/%E8%9C%80%E7%A7%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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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百四十、宮 

拼音：ㄍㄨㄥ  Gong 

郡望：太原郡 

勝跡：缺 

文獻：《泰州宮氏族譜》 

（一）歷史 

宮姓在中國大陸和臺灣皆未列入百家姓前一百位。宮姓出自姬姓。周武王擊

敗商紂而建立周朝，分封天下時將一位同姓支子封為諸侯，這支族人有位虞仲，

其子又受封至宮邑（今山西平陸縣東），其後代即以封地名為姓。宮姓還有一支

起源，周朝設官職「宮人」，負責宮廷日常掃除與修繕工作。宮人後代有以官職

為姓氏者，亦是今日宮姓先祖。春秋時期虞國有大夫名宮之奇，本是周之同姓國

宮國人，很有才能。宮國滅亡後他逃至虞國。後晉國攻擊虢國，須取道虞國，便

派侍者向虞君獻上美玉與寶馬，求虞國借道讓晉國軍隊通過。宮之奇對虞君道：

虢國與虞國皆為小國，晉國所以不敢來犯，是因我們虢、虞二國唇齒相依。若晉

國攻下虢虢，虞國便「唇亡齒寒」。虞君貪財而不聽勸，果然晉國滅虢後便將虞

國亦覆滅。此後宮之奇逃離虞國，其後代保留宮為姓氏。在 

（二）堂號 

    1、忠諫堂：宮之奇後人以其事蹟為典故，立堂號「忠諫堂」以為紀念。 

（三）歷史名人 

    1、宮欽：元朝人，至大初為東阿令，以威嚴著稱，清正廉潔。當時連年遇

饑荒，宮欽帶頭以自己薪俸濟饑，得到富裕人家響應，互助互濟，全縣無人餓死。

當地有一群無惡不作的惡人屢教不改，宮欽下令限期歸正，逾期不改者將在這些

惡人院墻上塗以黑色以示其辱，後皆化為善良。他調離東阿縣後，當地人民立碑

紀念，流芳千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