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姓氏起源 

 

远古初民与自然界混沌不分，天下万物无名。 

自燧人氏兴，始名山川万物，并自名风姓，自

称风族，以别于于禽兽，天下始有姓氏。 

风姓，为天下第一姓，为中华姓氏之始，中华

万姓之祖。 

姓氏的出现，标志着人类文明的一大进步。 

上古燧人氏时代，为母系氏族社会，人知其母，

不知其父故氏族随母姓，由女而生，因以为姓。故

一些古老的姓氏，今其书写形式从“女”，如姜、姬、

姒(sì似)、赢等，都保持着母系氏族的痕迹。这个

“姓”，是同一位“外祖母”的后代所组成的氏族人

群的集体名称。 

至伏羲女娲氏时代，始倡夫妻制，男娶女嫁，

进入父系氏族社会，氏族从“父”得姓。这个“姓”，



 

 

是同一位“祖父”的子孙后代所组成的氏族人群的

集体名称。 

后来，氏族人群的集体名称，“姓”之外，又出

现了“氏”。这是由于氏族繁衍，人口日众，部落难

以容纳，遂分徒移居，产生分支，以始居发祥地为

姓，分支为氏。姓是宗族，氏是宗支，故一姓而有

多氏。古人所谓“姓重血统，氏重地域”，这是“姓

与“氏”最初的区别。后以封地为姓，以官职为氏。

有官职者有姓有氏，无官职者有姓无氏，“氏”遂成

为身份贵贱的标志。古人所谓“姓所以别婚姻，而

以氏明贵贱”，这是进入阶级社会以后，在一段时间

内，“姓”与“氏”的区别。 

秦、汉以后，姓与氏逐渐合一，统称“姓氏”，

延传至今，姓氏成为父系血统和家族血缘的标志。 

今以姓氏为氏族的名称，不同氏族之间，以不

同姓氏相区别。 



 

 

燧人氏风姓，衍化出天下万姓，故天下万姓，

都是风姓的分支。 

其中华胥氏一支，又衍化出许多分支，其中包

括伏羲氏;伏羲氏一支，又衍化出许多分支，其中包

括炎帝氏。炎帝氏一支，又繁衍分蘖，不仅衍化出

许多姓氏，而且因为居住地域的自然环境各异，形

成了不同的文化、文明，从而形成了不同的民族。

据当代综合型学者王大有教授考证，当代中国 56

个民族中，有 10 多个民族是炎帝氏族的后裔，其中

包括汉族;中国当代人口最多的 128 个姓氏中，有

60 多个姓氏是炎帝氏族的后裔，其中包括龚姓。请

参见本文第四章(姓源始祖共工氏》附表《炎帝氏族

姓氏分化情况简表》 

姓氏是血缘的纽带，也是氏族文化和氏族精神

的纽带，以之维持并增强氏族的向心力、亲和力、

凝聚力。 



 

 

几千年来，中华民族一直把姓氏看作祖宗留传

下来的家族符号。现代科学研究发现，一个人的遗

传密码，就暗藏在姓氏这家族符号之中。男性身上

的 Y 染色体来自父亲。人类自进入父系氏族社会以

来，中国人的姓氏一直随父姓，只有男性才具有的

Y 染色体，连同姓氏一起遗传给男性后代。因此，

具有相同姓氏的人群，就具有相同类型的 Y 染色体

及其所携带的遗传基因。 

这就是血缘关系。 

具有相同血缘关系的人群，是同一个宗族。中

华民族以姓氏为家族符号，追本溯源，与这一遗传

学理论是不谋而合的。 

 

 

 

 



 

 

谱 牒 史 

 

今从古来，后从今始。今何知古？阅记载(物记

文记)。今何知后？究古察今测后。古为今用，今为

后继，乃人类发展前进之大计，不可疏也。古人知

重，故有司马迁作史记，帝王有本纪，诸侯有年表，

大夫有世家列传，姓氏之修谱分列传之意 

姓氏之修谱，据传始于宋，宋时有范文正、欧

阳修、苏文忠等大儒，订定规例，倡修族谱之后，

宋明帝王颁布昭于天下。于是，虽深山穷谷，微小

氏民，皆知敦亲睦族，昭穆伦常之道，各返其宗，

无人不入谱碟者。 

宇宙间，有仁孝之人，然后有仁孝之心;有仁孝

之心，然后有仁孝之事。谱，即仁人孝子之书也。

为尊祖而修之，尊祖故敬宗，敬宗故收族，此理之

所当为者焉。 

 



 

 

《谱牒学待光大》 

 

家谱，是宗族繁衍和活动的记录，在我国源远

流长，对家谱的研究也就成为一门学问，被称作谱

牒学。晚唐五代以前的谱牒，以官修为主，以后转

为民修。中国文化历来注重血缘传统，注重历史经

验，所谓国有史，方有志，家有谱，这是世界上任

何国家与民族都不能与中国人相比的。中国传统姓

氏家谱，追溯得姓渊源，彰扬受姓始祖，探素血缘

演变记录传承脉络，是中国文化尊重生命，尊重历

史，尊重传统的生动表现，对于增强中华民族的凝

聚力，具有特殊作用。但由于历史原因，家谱资源

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更谈不上很好的应翔。从历

史角度看，族谱，家谱还保存了许多政治、军事、

经济、外交、文化的史料，对历史的研究具有很高

的参考价值。从社会角度来看，也有利于对当地社

会民俗变迁的研究。 



 

 

因此，为我国的社会学，历史学，民俗学，人

口学，民族学研究提供了一份宝贵资料，为增强世

界各国华人的凝聚力，很有必要尽快成立中国家谱

信息库，使得家谱研究适应信息时代的需要，真正

成为一门科学。 

摘自《人民日报》1984 年 11月 20 日发表记者

郭伟成的专题文章。 

 

 

 

 

 

 

 

 

 



 

 

 

 

                    观沧海 

                    东临碣石，以观沧海。 

                    水何澹澹，山岛竦峙。 

 

树木丛生，百草丰茂。 

秋风萧瑟，洪波涌起。 

日月之行，若出其中。 

星汉灿烂，若出其里。 

幸甚至哉，歌以咏志。 

                                   ——曹操 

 

 

 

 

 



 

 

 

 

 

 

 

 

 

龟虽寿 

神龟虽寿，犹有竟时。 

螣蛇乘雾，终为土灰。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 

烈士暮年，壮心不已。 

盈缩之期，不但在天。 

养怡之福，可得永年。 

幸甚至哉，歌以咏志。 

                               ——曹操 

 



 

 

 

名贤诗联摘录 

只有诗书堪自读，未甘词赋压群流。 

——曹墨琴撰 

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 

——曹雪芹撰 

玉溪公现墓前立柱上所刻两副对联 

横联    硕德芳徽 

玉润湘水清澄溢  溪出江河海涧流 

秀丽山川眠始祖  精华日月启后昆 

祝玉溪靖公祠立 

玉叶金枝，靖港昌繁延楚岳； 

溪清源远，恩波浩荡泽湖湘。 

——端公迁平山口支贵民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