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八续支谱源流概述

龙（蛇）头山欧阳氏源流概述

溯本探源，慎终追远，乃伦常彝训之主要内容，亦

系修谱振谛之一也，且我房为续大宗谱之局，遗补七续

未载之丁，故欣然乘八秩谱牒，欲后嗣明了我房同资江

沿岸各房之关系，今将我支房源流概述于其端，以供观

族人参考。

(一) 吾族先世乃夏禹，卌一世蹄封欧阳

谨按吾族源头，实出于轩辕黄帝。据云：上古姓氏

有别，氏乃姓中具有血缘之支；至周，姓、氏方合而为

一。舜之禅让给禹(前 2140 年)，虽系传贤制，但传云:禹

乃轩辕之氏裔也。禹继舜位，勤政清廉，一心为公，晚

年，仍坚持传贤禅让之制。但黎民百姓称禹之子启(前

2095 年)亦尚贤能，继帝位者，非他莫属。然而，启继帝

位后，开创了我国君主世袭制。禹姓？众说不一，有说

禹既是姓又是号，还说禹是姓夏者，在此毋庸探究。至

若欧阳氏尊禹为先世或鼻祖，盖因出有二：一是自夏开

始我国之世袭制，在其十多世的称王期间，其氏族成员



之受封赐爵者，自然要多。如夏之五世孙少康(前 2015

年)之子无馀，曾受封会稽侯，使守禹祀。该职沿续十六

世，至二十三世孙玺改封为越国侯，该职又沿袭十代，

至其三十三世孙允常，改封越国王。其子勾践，卧薪尝

胆，吞吴兴越，曾封越霸。由是，禹之世次鲜明，易于

布图作传。其二，夏禹传衍至四十世嗣孙无疆，于战国

时带兵伐楚，战败族散。其子曰蹄，却被楚封为亭侯，

因其办公住宅位于浙江乌程欧馀山之阳，故曰欧阳亭侯，

其苗裔为避越之嫌，遂以欧阳为姓焉。因封受姓曰欧阳

之蹄，乃勾践之第七世孙，即为禹之第四十一世之嗣孙

也，故称禹为欧阳氏先世或鼻祖，理所当然也。

(二) 受姓八世曰朱棣，千乘、渤海派两房

因封受姓曰欧阳之后的七世孙名摇，在秦汉的争斗

之中，于汉有功，晋封之为东越王，使奉越后。其子朱

棣，于汉惠帝(西晋公元前 290 年)时，曾被封为散骑都尉

兼涿郡(今属河北)太守聚妻两房:其太夫人奉君娄敬女，

生子曰睦，居青州(今山东德州一带)之千乘郡，传为千乘

派；其少夫人荣阳太守吴丹之女，生子曰鄅，居冀州(今

山西、陕西间黄河以东、河南和山西间黄河以北和山东

西北、河北东部地区)之渤海郡，传为渤海派。



千乘派之始祖睦，其夫人陈氏生子曰钦。钦之夫人

张氏生子有：曰容、曰述、曰兴。兄弟三人同受尚书于

济南伏生胜，以经名家，仕汉为博士。容之夫人夏侯氏，

生子叫巨，巨之夫人戴氏生子叫远，父子俩都做了博士。

远之夫人倪康之女，生子名高，娶了孔安国之女为妻，

生一子名景山。景山夫人赵氏生子日地馀，后也当了博

士，名字列在石渠阁，官至少府，其夫人戴氏生了二子：

长日崇次曰政。崇地位不显，而政作了王莽的讲学大夫。

他的夫人孙氏生了个儿子叫歙，后来他也当上了博士。

史称自容至歙，皆为尚书博士，故所谓八代博士者也。

千乘派之后嗣歙，为人恭俭礼尚，学问很好，汉武

帝时，历官至汝南太守，作太守之时，以尚书教授数千

人后擢升为大司徒，耀祖光宗，颇受族属赞美。但好景

不长，歙在太守任上，因教授尚书占去时间很多，很少

下乡去作实地调查，以致因度田不够实际而被关进牢里。

他的学生虽设法上书营救，但他仍陷法死在牢里。当时

的皇帝虽有些同情，批准他的儿子承袭了他的官爵，但

不久其儿也死了，从此，家道衰落，子殇孙绝，族属亦

皆微弱，后遂无闻矣!唯有渤海派继承欧阳氏族系，延绵

欧阳氏源流，是吾族不幸之中大幸也。



(三) 渤海派系行流长，卅六世琮族始昌

据史载，当千乘派运遭“华盖”，家道下滑不止，

终至子殇孙绝之过程时，渤海派也不顺畅，衰多于盛。

当晋(公元 265-420 年)时，有名叫举、迹、纯的人，带其

家属，随晋王朝渡江，散居丹阳、吴郡、豫章等地，但

皆不显贵。只有渤海派之始祖一鄅之第二十世孙纯之子

建字坚石(？-300)为冯翊(今陕西韩城县)太守，成为渤海

一派赫赫有名的人物。但至晋惠帝时，赵王司马伦作乱

(？-301 年)，眼红石崇之爱妾绿珠丽姿，嫉恶石崇，由于

坚石是石崇之外甥，赵王司马伦将石崇和坚石一同杀戮

了。坚石被害后，其兄之子名质及崇文，惧祸及己，于

是携族属南奔，安家于长沙潭州之临湘县，湖南之有姓

欧阳者，盖质始也，渤海派亦乏人也。

质之弟崇文，生一子曰成，成生晋，晋生启明，启

明生乾，乾生焕，焕生景达。他是蹄之二十八世孙，即

渤海派之二十一派后嗣，仕南齐，为大夫，才结束了崇

文奔长不显贵者凡七代的局面。景达既成了长沙派的初

祖。

景达之子曰宝，栖迹衡门，不求闻达，为当世儒宗，

后为荔浦令。有子三：长頠、次盛、三，盛邃不显，唯

独頠德才兼备，颇得梁元帝赏识。其夫人蔺氏生二子纥、



约。纥字奉圣，有干略，袭父爵为广州刺史十余年，封

渤海郡公。纥生子四，即询、亮、德、器。其中询(公元

557-641)，学识高深，品德高尚，尤其素工书法，颇得唐

帝器重，曾奉敕为欧阳氏创修谱表，声名一时显赫遐迩。

曾称我国书法史上的有名欧体，卒年八十五岁，敕葬长

沙临湘乡书堂山。其夫人徐氏生三子：肃、曰信、曰通。

肃、信不显，唯通继承父志，其书法虽稍逊于父，但仍

有大小欧体之称，至今未泯。尤其是以学立身，以廉作

吏，不畏强梁，曾多次进宫谏武则天立武姓为帝，触怒

武后，被毒杀。至神龙元年(公元 705-707 年)，才被平反

昭雪，复职官，还家产；特立庙祀，并荫一子继父爵。

通之夫人胡氏，生子二：日幼明、幼让。幼让不显，

108 而幼明少得祖询之妙墨，因事斥窜，年十九而卒。其

夫人陆氏生子昶，曾袭渤海开国子爵。昶之夫人陈氏，

生子二：长曰璟、次曰琮。璟尚崇文，官至福州侯官县

令；琮于唐元宗天宝时(公元 742-756 年)，以劳定国，由

长沙擢为吉州(今江西省境内)刺史，因其有功德于民，人

怀其德，不肯让其回长。于是，他就安家于吉，成为吉

州始祖。且其后嗣，簪缨辈出，故曰渤海派自琮公起，

氏族始昌之顶峰至矣！



(四) 琮公七世生三子，唯万被尊一世昂

据史载，琮公家安于安福东乡之义历，没葬衮州萍

庐溪市对门石羊狮子冈。其夫人吴氏生七子：曰晤、昧，

其余五子失名。晤生彻，彻生铉来铉生邈，邈生规来规

生绪。绪进士及第，官至御史大夫，夫人舒氏生子三：

即彪、彤、万。三个儿子都曾为安福令，确为绪家显贵

繁昌。

传，绪之长子彪，为安福令后，曾徙广州，为粤祖。

绪之次子彤，亦为安福令，后率家人分徙常溪及蜀口，

为蜀祖，但该支至蜀，分徙多处，互未联系，各列派系，

情迹莫详矣！唯有绪之三子万，人财两旺，仕途顺畅，

唐朝时，官至乾符安福(今江西省西 109 部赣江支流庐水

上游)令。且万公之裔，世次有序，传衍流明，簪缨辈出，

书香累世。按谱史所载，欧阳氏的唐谱，以越之无疆为

始祖，宋谱以景达为始祖，元与明之欧阳氏族谱，以坚

石为始祖，自清以来，欧阳氏纂修谱牒，湘赣多以安福

令万公为谱牒之一世祖。另彪之后裔以两广为最，彤之

后裔以浙闽蜀居多。

(五) 万传五世衍六宗，托、堂、宏、钺徙资江



万公二世生和三世雅，四世效、楚兄弟俩，各生三

子寿都长，传衍后世ト其昌。效子：谟、託、该；楚子：

堂、宏、钺，即万公安福令所衍之六世孙，分居吉之各

地。但随着丁口增多，世事变迁，各后裔分徙于他乡者

日增。

效之长子曰谟，祖居安福洞源，十世之后方分徙。

一派徙上、视头；二派居轸，徙湖头，折泰山，其余虽

分徙三四处，但其子孙多集于扶苏。效之次子曰讬，发

源于庐陵安福里，而郴公之后，其嗣盛美于前，所谓八

祖翩翩并峥嵘。尤其由沙田出生的文忠公（北宋公元

1006-1072 年）誉满全国，文贯古今，特别他仿史作谱图，

为后世各姓氏所崇。托祖人口兴旺，外徙者日增。如分

徙于湖南宁乡、长沙、湘乡、益阳，龙邑铺田冲的不少。

效之三子曰詃，世居安福里黄牛石，该支人丁兴旺，分

于外地者更多，其中分徙于湖南衡山、湖北荆州等地者

有之。

楚之长子曰堂，世居庐陵（隋朝时为庐陵郡唐以后

历为吉州）永和镇，其十一世之部分嗣孙，宋时曾由防

里徙湘之浏阳、马渡等地。十七世孙念四、念五及伏一

也由防里徙湘益等地。楚之次子名宏、世居庐陵钓源滨，

至其九世分仁、义、礼、智、信共五房，皆衍云佑。至



六世孙开始外徙，除有信派居檀前未动外，其余四房皆

外徙，如有徙资江之畔敷溪、善溪者，亦有徙广西桂林

等地者，另外还有的转徙无常，星罗棋布。楚之三子曰

钺，世居东乡义历坊。光之元孙祀、祔、禄上、中、下

三院分三乡。中院祔公中世绝，而祀、禄两支较繁昌，

禄之五世孙道传公之部分嗣孙，有徙湘之宁乡、益阳鸟

窠山、沅江等地者，其五世孙九龄公之后裔，亦有徙湘

之湘乡、宁乡、大胜桥、益邑阳家嘴等地者。

总之，万公五世孙效、楚兄弟之后裔徙资江之畔者

不少，其中，及大部分系楚之后嗣也。

(六) 堂、钺徙益居“四山”托祖合分拼宁乡

史载楚长子堂祖后裔徙益者，先后有其十二世孙如

棣、如楫之后嗣。如棣之长子念四，当元季兵乱，避居

吉水邓林醴泉峡下，成为邓林之派。念四之十一世孙诘

(邓林二十七世孙)。明弘治间(公元 1488-1505 年)徙益邑岐

市，殁葬益邑魏公庙后。子孙绵而不昌。至三十七派世

春长子纲杞，字北山，号干廷，夫妇徙福建繁衍不详。

如棣次子念五，在元朝期间(公元 1206-1368 年)由防里(今

江西)徙益邑。念五生子曰重二，重二生子为一双，长曰

文峰居梅子山；次曰儒峰居龙(蛇)头山。而如揖之子伏一，



即如棣之侄居西湾继江山。楚之三子钺祖之十二世孙道

传公之嗣来益邑者，主要居益邑鸟窠山，分徙尖山、沅

江东山甲(今香铺仑东山)；九龄公徙益邑者居阳家嘴即阳

家山(今八字哨)，分徙宁乡，湘阴等地。

效之次子托祖之后嗣徙益邑者，首居益邑八里罗公

桥。嗣孙传至二十八派晧宝七子诰，转徙益邑阳家嘴(今

八字哨)。资江欧阳氏四续、五续支谱，托祖后嗣曾与钺

祖后嗣合撰(摘自资江五续支谱)。五续支谱之后，居阳家

山之托祖后裔续谱，乃从钺祖分离，拼为宁乡托祖后嗣

可大公族属续谱至今。至此益邑托祖后嗣派语有“宁派”、

益派之分也。

(七) 欧阳祠修有四支，堂嗣儒峰衍我房

由江西吉安转徙来资江之畔的欧阳氏嗣孙，分居“五

山”、“二溪”(梅子、蛇头、鸟窠、阳家、继江、敷溪、

善溪)，皆居资江沿岸附近，来往甚密，为了族谊亲睦，

便于春秋合祭祖先，续修谱牒，迭次集会商议，须修筑

一宗祠，后在益市城内购买了谭姓一宅基地，开始动工

筑祠。于是，居西湾继江山(如万公十五世孙之次子如楫)

嗣孙，因其居地洪涝频仍，经济拮据，无法筹措修祠应

摊之资，未能参与建祠之举焉。遂由居资江沿岸之阳家



山、鸟窠山、梅子山、龙(蛇)头山、敷溪、善溪，即堂、

宏、钺、托四支部分嗣孙集资，雍正十二年农历甲寅冬

天才建宗祠于邑城东关后街，故称安福令欧阳公祠。龙

(蛇)头山系欧阳公祠其中一支，其始迁祖乃堂祖十九世孙

儒峰公也。

(八) 儒峰六世孙两个，有荣衍其昌，有华衍系未提

万公后裔迁徙益邑者，其十四世孙瓄公生二子，既

如棣、如楫，两房之后裔矣。如棣有二子，长孙曰念四，

次子曰念五。如楫有子为伏一，念四由益邑而徙福建，

本次系未提。念五有二子，长子曰纹峰，是梅子山始祖，

资江创谱至六修，同套族谱能知晓。念五之嗣两兄弟，

因时迁鼎革，七续、八续未合乎。次子曰儒峰，生有一

子为矩誉，矩誉一子曰星，星公单传至观音，观音衍二

子，必信、必宣，必宣老谱未详故系考。必信生二子，

长子曰泽号有荣，次子曰润号有华，徙宁乡芒花堤。唯

我二十四派祖有荣，故为我龙（蛇）头山开基祖，续发

四房，既仁榻、仁祖、仁端、仁斐，端衍不昌，其嗣外

徙不详（见三卷仁端世系），仁榻繁至九世孙良弼公之

孙世元生有五子，胜早殇，下发有四房，即茂林、修竹、

奇峰、尚䌹。仁祖衍至八世孙禹岱、禹炫而昌。仁斐生



三子，长子书香示后贤，下衍四世清洽、清淌、清澧、

应东繁衍昌盛，自古流传至如今，以龙头山高岭沙河，

漆家桥为之最，他于外省、市、区，为其少。可叹。吾

支族宗亲历处清代年间，兵伐混乱，世事沧桑，迁徙外

地，且；六续至七续，间隔之久部分族人失联，几度查

考无果则谱无完册，史无查考，羞之愧也。可喜，七续

未载之嗣，远居安徽，以术初，孔立、万强为团队寻索

查考勉为其难，遗补牒录，亦可乐之。在此呼吁众亲，

勿忘异地血缘之宗亲也。

综上所述，吾支族系我国宗族之中同姓同宗之氏族，

至今散于全国各地之欧阳氏族人，绝大部分可为万公之

裔，六宗之后嗣也，而益阳市区资江沿岸所居之欧阳氏

族胞，皆系万公四世孙效、楚之后嗣，六宗之中的托、

堂、宏、钺兄弟之部分后裔也。今后若踵修族谱，合修

有理，且应易于达成协议，此亦我房之雏见及所盼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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