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姓氏是标志家族系统、表明血缘关系的符号，
是人们进行社会交往的先决条件，涉及到千家万
户，关系到每一个社会成员。姓与氏，在我国先
秦时期，他们之间既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又是
两个不同的概念，《左传·隐公八年》有这样一
段话：“天子建德。因生以赐姓，胙（胙，音伯）
之士而命之氏”。即是说，帝王立有德的人为诸
候，根据他的出生血脉赐给姓，分封给他土地，
并根据封地命名氏。当代，研究姓氏已成为一门
学科，据学者考证，姓，起源于原始社会的母系
氏族制（“女权制”）时期。母权制早期，女采
集，男渔猎，族外群婚，子女知其母而不知其父，
世系从母系计。故”姓“字由“女”、“生”两
字组成，意为女子生而有姓。时至父系氏族制
（“父权制”）形成后，渐产生了“氏族贵族”。
南宋史学家郑樵著《通志·氏族略序》中说：
“氏所以别贵贱，贵者有氏，贱者有名无氏……
姓所以别婚姻，故有同姓，异姓、庶姓之别，氏
同姓不同者，婚姻可通；姓同氏不同者，婚姻不
可通。”所以古代妇人无氏，男人中也只有那些
“贵”者才有氏，氏便成了代表贵族男人的身分。
同书中又称：“三代（指夏、商、周）之后，姓
氏合而为一，皆所以别婚姻，而以地望明贵贱。”
姓氏合而为一，当时是汉代司马迁的《史记》书
中称秦始皇曰“姓赢氏”？称汉高祖则曰“姓刘
氏”。此后，姓氏渐混而为一，专指姓了。

-姓氏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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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姓氏的产生，发展与演变，姓氏之学也
逐渐形成。先秦时的《左传》、《国语》及西汉
司马迁的《史记》等书中，都涉及了有关姓氏起
源的问题，最早系统记载姓氏来源的典籍，首推
战国时史官所撰的《世本》。它记述了自黄帝至
春秋时期诸候大夫的氏姓、世系、居邑、作为等
内容，是先秦重要史籍之一。其中的《氏姓篇》
是后世研究姓氏的重要参考资料之一。
汉代，中华姓氏体系已基本确立，并有专著问世，
汉元帝时，黄门令史游所作《急就篇》中，列姓
200多个。南朝时，宋人何承天撰有《姓苑》。
唐太宗时修有《大唐氏族志》共100卷列293姓，
1651家，将士族姓氏等级定为上、中、下三级九
等。唐宪宗元和年间，林宝著《元和姓纂》，书
中共收1520姓，并各载其来历和各家谱系。南宋
郑樵的《氏族略》共收录汉族及少数民族姓氏
2368个，同时代的邓名世所著《古今姓氏书辩
证》，录入2101姓。北宋邵思的《姓解》，用文
字偏旁分类法，分170门，收录2568姓。明氏嘉
靖进士陈士元撰《姓觿》（音希）10卷，收姓
3625个。明代还有《古今万姓统谱》、《氏族博
考》、《姓林》、《姓氏谱纂》等姓氏专著问世。
清代有《御制万家姓》、《姓氏寻源》、《千家
姓文》、《氏族笺释》、《姓氏解纷》、《姓氏
谱》、《增广百家姓》等等。近现代，特别是20
世纪80年代以来，姓氏著作的问世，势如雨后春
笋，形式多种多样，内容各有侧重。综合性的姓
氏书有《中国古今婚氏词典》、《贵姓何来》、
《中国姓氏寻根》、《中国姓氏大全》、《中国
姓氏起源》、《百家姓溯源》、《新面家姓》、
《姓氏词典》、《认祖归宗──中国万家姓寻源》



、《中华百家大姓源流》、《中国寻根──源于
河南千家姓》等等。一姓一册的专著有《中华姓
氏通书》、《华夏姓氏丛书》、《百家姓寻根探
秘》、《百家姓书系》、《百家姓书库》等等。

总之，自春秋以来，历2000多年的发展与汇
集，有关姓氏的书籍已是五彩缤纷，蔚为壮观，
“中华姓氏学”已成为一门科学，它涉及到历史、
考古、地理、地名、人名、语言、文字、人口、
社会、民俗、艺文等诸多学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