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姓
氏
源
流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一

人
口
分
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三

王
氏
图
腾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五

认
祖
归
宗
 
寻
根
述
谱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七

王
氏
家
训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九

王
氏
族
谱
公
元
二
零
二
零
年
秋

目
录

目
录



姓
氏
起
源

一
、
源
出
姬
姓
。
周
灵
王
之
子
太
子
晋
，
称
王
子
晋
，
因
值
谏
而
被
废
为

平
民
。
其
子
宗
敬
仍
在
朝
中
任
司
徒
之
职
，
时
人
因
其
是
王
族
的
后
代
便

称
为
“
王
家
”
，
这
支
族
人
遂
以
王
为
氏
。 

 

先
秦
时
期
，
这
支
王
姓
一

直
活
跃
于
河
南
洛
阳
一
带
，
秦
末
汉
初
，
王
离
之
子
王
元
和
王
威
，
为
避

战
乱
分
别
迁
徙
至
山
东
琅
琊
、
山
西
太
原
，
最
终
发
展
成
琅
琊
和
太
原
的

两
大
王
姓
望
族
。

姬
姓
王
有
三
个
分
支

①
源
出
东
周
毕
公
之
后
。
周
武
王
之
弟
毕
公
高
封
于
毕
国
，
春
秋
时
其
裔

孙
毕
万
任
晋
国
司
徒
，
受
封
于
魏
，
战
国
时
魏
、
韩
、
赵
三
家
瓜
分
晋
国
。

秦
灭
魏
后
，
后
裔
魏
无
忌
之
孙
魏
卑
子
逃
入
山
东
泰
山
，
汉
初
，
魏
卑
子

奉
诏
做
官
，
被
封
于
兰
陵
郡
。
因
其
是
王
家
之
后
，
故
称
其
族
为
“
王

家
”
，
从
此
以
王
为
姓
。

②
源
出
春
秋
初
周
平
王
之
后
。
周
平
王
在
位5

1

年
，
太
子
早
夭
，
周
平
王

死
后
，
由
其
孙
姬
赤
继
位
，
但
姬
赤
的
胞
弟
姬
林
夺
了
王
位
，
史
称
周
桓

王
。
姬
赤
出
奔
晋
国
，
子
孙
以
其
曾
为
王
者
而
改
姓
王
。 

 

一
直
到
唐
朝
，

这
支
姬
姓
王
一
直
生
活
在
山
西
临
猗
一
带
，
史
称
河
东
猗
氏
王
姓
。

③
源
出
周
考
王
胞
弟
桓
公
揭
之
后
。
桓
公
揭
封
于
王
城
，
古
城
在
今
洛
阳

王
城
公
园
。
其
封
地
虽
小
但
处
于
东
周
王
城
的
西
部
，
史
称
其
为
西
周
桓

公
。
国
亡
之
后
，
子
孙
迁
到
河
南
伊
川
和
昭
汝
，
以
居
王
城
改
姓
王
，
后

来
称
为
王
城
王
氏
。

二
、
源
出
子
姓
。
商
朝
末
年
，
纣
王
荒
淫
无
道
，
比
干
多
次
犯
颜
强
谏
，

反
遭
杀
害
，
其
子
孙
因
为
比
干
原
是
王
子
，
就
以
王
为
氏
。 

 

从
先
秦
至

汉
唐
，
子
姓
王
氏
一
直
居
于
河
南
地
区
，
形
成
著
名
的
汲
郡
王
姓
望
族
，

后
来
散
播
到
甘
肃
、
山
东
、
河
北
和
山
西
等
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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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源
出
妫
姓
。
奉
虞
舜
为
祖
先
的
妫
姓
王
是
王
姓
中
重
要
的
一
支
。
武

王
灭
商
后
，
虞
舜
的
后
代
妫
满
被
封
于
陈
，
至
陈
完
在
齐
国
任
官
后
，
改

为
田
氏
。
秦
灭
齐
后
，
齐
王
田
建
之
子
田
升
、
田
桓
由
田
姓
改
为
王
姓
。

这
支
王
姓
以
北
海
和
青
州
为
郡
望
，
汉
朝
王
莽
就
源
自
此
支
王
姓
。

四
、
源
出
燕
国
太
子
丹
之
后
。
西
汉
末
年
，
王
莽
篡
汉
自
立
，
建
立
新
朝

称
帝
。
燕
太
子
丹
玄
孙
名
嘉
，
上
献
符
命
，
为
王
莽
所
宠
，
赐
姓
王
氏
。

五
、
出
自
少
数
民
族
改
姓
。
王
姓
大
家
族
中
融
入
了
大
量
的
少
数
民
族
的

血
液
，
少
数
民
族
用
王
姓
的
主
要
有
：
汉
时
匈
奴
人
，
西
羌
钳
耳
氏

族
， 

 

南
北
朝
时
高
丽
人
， 

 

鲜
卑
族
人
，
隋
唐
时
月
氏
人
，
唐
朝
时
回

纥
族
阿
布
思
氏
族
， 

 

契
丹
人
， 

 

金
朝
时
女
真
人
， 

 

北
宋
时
西
夏
党

项
人
，
元
朝
时
蒙
古
人
，
清
朝
时
满
洲
人
等
。
这
些
少
数
民
族
王
姓
随
着

时
间
同
化
为
汉
族
王
姓
。
我
国
北
方
地
区
多
王
姓
与
北
方
民
族
改
用
汉
姓

时
优
先
使
用
王
姓
有
密
切
关
系
。

王
氏
族
谱
公
元
二
零
二
零
年
秋

二



人
口
分
布

最
新
国
家
统
计
局
的
数
据
显
示
：
“
王
李
张
刘
陈
杨
黄
赵
周
吴
徐
孙
马
胡

朱
郭
何
罗
高
林
”
为
全
国
前2

0

大
姓
氏
，
其
中
王
姓
达
到9

4
6
8

万
人
，
占

总
人
口
的7

.
1
%

。

宋
朝
时
期
，
王
姓
大
约
有5

9
0

万
人
，
约
占
全
国
人
口
的7

.
7
%

，
为
宋
朝

第
一
大
姓
。
王
姓
第
一
大
省
是
山
东
，
约
占
全
国
王
姓
总
人
口
的1

4
.
7
%

。

在
全
国
的
分
布
主
要
集
中
于
山
东
、
河
北
、
四
川
、
河
南
、
山
西
，
这
五

省
王
姓
大
约
占
王
姓
总
人
口
的5

5
%

，
其
次
分
布
于
江
西
、
陕
西
、
浙
江
，

这
三
省
的
王
姓
又
集
中
了2

5
.
5
%

。
全
国
形
成
了
陕
晋
冀
豫
鲁
、
赣
浙
以

及
四
川
三
大
块
王
姓
人
口
聚
集
中
心
。

明
朝
时
期
，
王
姓
大
约
有6

2
0

万
人
，
约
占
全
国
人
口
的6

.
7
%

，
仍
为
第

一
大
姓
。
在
全
国
的
分
布
主
要
集
中
于
浙
江
、
江
苏
、
山
东
，
这
三
省
王

姓
大
约
占
王
姓
总
人
口
的4

0
%

，
其
次
分
布
于
江
西
和
山
西
，
这
二
省
又

集
中
了1

7
%

。
浙
江
一
跃
成
为
王
姓
第
一
大
省
，
约
占
全
国
王
姓
总
人
口

的1
3
.
7
%

。
南
方
王
姓
在
宋
元
明6

0
0

年
中
有
了
大
的
发
展
，
两
广
和
福
建

的
王
姓
人
口
已
经
大
大
超
过
了
宋
朝
。
而
宋
朝
的
王
姓
大
省
河
北
、
河
南

和
四
川
，
这
个
比
率
已
经
降
了
一
半
。
全
国
重
新
形
成
了
赣
浙
苏
皖
、
鲁

豫
晋
冀
陕
两
大
块
王
姓
人
口
聚
集
地
区
。

当
代
王
姓
的
人
口
已
达
到9

4
6
8

万
人
，
大
约
占
全
国
人
口
的7

.
1
%

。 
 

在

全
国
的
分
布
主
要
集
中
于
山
东
、
河
南
、
河
北
三
省
，
大
约
占
王
姓
总
人

口
的2

8
%

；
其
次
分
布
于
四
川
、
安
徽
、
江
苏
、
辽
宁
、
黑
龙
江
、
山
西
、

湖
北
、
陕
西
、
浙
江
、
甘
肃
十
省
，
王
姓
又
集
中
了4

2
%

。
山
东
居
住
了

王
姓
总
人
口
的1

0
.
5
%

。
全
国
形
成
了
以
长
江
为
界
的
高
比
率
的
北
方
王

姓
区
和
低
比
率
的
南
方
王
姓
区
。
而
北
方
区
又
以
太
行
山
为
分
水
岭
，
东

部
为
高
密
度
的
王
姓
地
区
。
西
部
为
低
密
度
的
王
姓
区
。
王
姓
分
布
很
广
，

但
很
不
均
衡
。
王
姓
在
人
群
中
分
布
在
王
姓
在
东
北
、
内
蒙
古
大
部
、
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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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
、
河
北
、
北
京
、
天
津
、
河
南
大
部
、
宁
夏
、
陕
西
北
部
、
甘
肃
东
部

和
西
中
部
、
新
疆
喀
什
地
区
、
海
南
大
部
，
王
姓
占
当
地
人
口
的
比
例
在

8
.
8
%

以
上
，
有
的
达
到1

6
%

，
其
覆
盖
面
积
仅
占
了
总
国
土
面
积
的2

9
%

，

大
约5

4
%

的
王
姓
人
口
居
住
于
此
。
长
江
以
北
其
他
地
区
、
青
海
东
部
、

新
疆
北
部
、
云
贵
川
、
广
西
西
部
，
也
是
王
姓
常
见
的
区
域
，
王
姓
在
人

群
中
的
分
布
比
例
为4

.
4
-
-
8
.
8
%

，
其
覆
盖
面
积
占
了
总
国
土
面
积3

6
.
3
%

，

大
约3

6
%

的
王
姓
人
口
居
住
于
此

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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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
氏
图
腾

 
 
 
 
 
 
 
 
 
 
 
 
 
 
 
 

王
姓
是
近
古
三
苗
之
一
的
柯
约
耶
劳
的
族
称
。
王
姓
由
天
齐
建
木
和
盖
天

图
组
成
，
或
者
说
是
酋
长
戴
了
一
顶
半
月
形
的
钺
斧
天
文
仪
器
做
成
的
王

冠
。
天
齐
就
是
天
地
的
中
央
，
俗
称
作
天
地
之
中
。
以
天
齐
为
原
点
观
测

太
阳
的
周
天
运
行
轨
迹
。
太
阳
的
周
天
运
行
就
是
太
阳
每
天
从
东
边
地
平

线
升
起
，
渐
渐
运
行
到
天
项
（
中
高
天
）
，
再
西
落
地
平
线
这
一
运
行
轨

迹
形
成
一
个
周
天
历
度
。
周
天
历
度
称
“
盖
天
图
”
、
“
浑
天
图
”
。
王

姓
是
首
创
这
种
天
文
历
法
文
明
的
氏
族
之
一
。

 
 
 
 

王
姓
约
占
汉
族
人
口
的
百
分
之
七
点
四
，
即
超
过
一
亿
人
，
是
中
国

第
一
大
姓
。

 
 
 
 

王
姓
来
源
众
多
，
但
有
一
些
共
同
点
，
即
大
多
为
帝
王
的
后
人
自
称

为
王
氏
。
出
自
姬
姓
之
王
有
三
支
。
一
是
周
文
王
第
１
５
个
儿
子
高
的
后

裔
，
因
本
来
为
王
族
，
所
以
他
们
以
王
为
姓
，
主
要
居
住
在
陕
西
、
河
北

等
地
；

 
 
 
 

二
是
东
周
灵
王
太
子
姬
晋
被
废
为
平
民
后
，
世
人
因
其
原
来
为
王
族

称
之
“
王
家
”
，
以
后
便
以
王
为
姓
，
主
要
居
住
在
山
东
胶
南
县
、
山
西

等
地
；

 
 
 
 

三
是
战
国
四
公
子
之
信
陵
君
的
孙
子
在
战
败
后
逃
往
泰
山
，
因
原
为

王
族
，
就
也
以
王
为
姓
。
出
自
子
姓
之
王
，
是
王
子
比
干
的
后
代
。
比
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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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
昏
君
纣
王
剖
腹
致
死
后
，
其
居
住
在
河
南
卫
辉
的
子
孙
改
姓
王
，
这
支

王
姓
后
来
又
发
展
到
天
水
、
东
平
、
新
野
、
山
阳
、
中
山
、
章
武
、
东
莱
、

河
东
等
地
。

 
 
 
 

出
自
田
姓
之
王
，
田
姓
为
战
国
齐
国
之
君
，
为
秦
所
灭
后
，
齐
人
仍

称
其
“
王
家
”
，
后
也
以
王
为
姓
，
主
要
居
住
在
今
山
东
昌
乐
、
河
南
开

封
等
地
。
其
他
还
有
一
些
王
族
改
姓
王
。
此
后
，
王
姓
发
展
迅
速
，
在
西

晋
末
年
后
逐
渐
迁
往
江
南
。
唐
朝
时
王
姓
主
要
迁
往
福
建
，
也
有
迁
往
四

川
、
安
徽
、
江
西
的
，
北
宋
时
期
，
主
要
迁
往
江
苏
、
浙
江
一
带
，
宋
末

元
初
，
居
住
在
福
建
的
王
姓
迁
往
广
东
等
地
。
明
末
开
始
，
王
姓
陆
续
有

人
迁
往
台
湾
。

 
 
 
 

在
中
国
历
史
上
，
王
姓
称
王
称
帝
者1

4

人
，
先
后
建
立
新
、
汉
、
郑
、

燕
、
前
蜀
、
闽
、
安
阳
、
极
乐
等
政
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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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
祖
归
宗 

寻
根
述
谱

在
四
川
成
都
平
原
即
川
西
坝
范
围
内
，
寻
找
湖
南
省
原
宝
庆
府
武
冈
州 

(
今
邵
阳
市
洞
口
县)

 

漳
潭
三
槐
堂
王
氏
后
人
。
武
冈
州
三
槐
堂
王
氏
始

祖
明
远
公
属
宋
代
王
言
第
六
世
孙
，
官
至
宝
庆
州
府
四
品
，
至
今
一
千
余

年
。
从
始
祖
明
远
公
传
承
至
今
已
有
四
十
一
世
系
。
移
居
川
西
坝
王
氏
先

人
应
属
明
远
公
第
十
七
世
孙
系
，
盈
栋
公
房
派
下
之
子
孙
。
盈
栋
公
从
漳

潭
的
柘
溪 

(

今
洞
口
县
竹
市
镇
柘
溪
村)

 

移
居
白
水
塘 

(

今
洞
口
县
黄
桥

镇
东
边
村
第
八.

第
十
组)

 

至
今
有
四
百
余
年;

从
白
水
塘
栘
居
至
川
西
坝

的
漳
潭
三
槐
堂
王
氏
，
推
算
起
来
有
三
百
年
左
右
，
期
间
未
曾
修
过
族
谱
，

经
前
人
传
下
典
故
为
证:

一
是
修
下
锦
旗
一
面
，
对
角
剪
下
，
各
持
一
半
，

日
后
两
半
能
合
缝
即
为
自
家
人
，
可
惜
由
于
历
史
变
迁
，
锦
旗
遗
失
，
只

有
传
言
为
据;

二
是
故
地
“
一
个
槽
门
七
挺
八
坎
，
一
条
田
埂
三
座
桥
，

前
面
一
个
永
风
桥
，
桥
前
一
个
万
福
亭
。
”
”
能
相
互
应
对
便
是
自
家
人
，

三
是
我
们
在2

0
1
3

年
发
掘
岀
一
块
老
墓
碑
，
查
证
盈
栋
公
第
七
世
孙
在
清

朝
康
熙
年
间
，
因
不
堪
漳
潭
祠
堂
重
负
，
王
氏
改
为
黃
氏
，
自
立
体
系
，

派
房
诗
为
：
正
良
均
仲
太
，
盛
朝
徳
源
流
…
…
，
用
至
民
国1

9

年
止
，
漳

潭
祠
堂
返
原
归
正
，
复
原
为
王
氏
，
这
期
间
近2

0
0

年
与
祠
堂
无
来
往
，

如
属
康
熙
年
间
外
移
，
以
“
王
氏
”
改
“
黄
氏
”
的
典
故
，
历
今
近3

0
0

年
。

在
明
末
清
初
年
间
，
漳
潭
三
槐
堂
王
氏
派
房
诗
为
：
天
元
守
洪
日
，
盈
辰

列
来
收
，
洸
荣
调
化
育
，
师
文
有
道
周
，
鸣
凤
维
景
德
…
…
。
前
人
为
惦

记
川
西
坝
王
氏
后
人
，
只
在
原
老
族
谱
上
注
明
川
西
坝
这
个
大
地
址
，
以

上
述
两
个
典
故
为
对
接
依
据
。
盈
栋
公
落
籍
白
水
塘
应
是
明
末
清
初
年
间

奉
漳
潭
祠
堂
指
令
来
白
水
塘
守
护
王
公
元
帅
墓
。
王
公
元
帅
以
权
在
明
朝

开
国
皇
帝
朱
元
璋
帐
下
任
押
粮
官
，
战
死
在
洪
武3

5

年
，
至
嘉
靖
皇
帝
追

封
为
阴
公
元
帅
。

王
氏
族
谱
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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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
谱
文
化
正
处
在
盛
世
当
头
，
为
进
一
步
强
盛
王
氏
家
谱
文
化
，
丰
富
王

氏
家
谱
内
涵
，
展
示
王
氏
家
谱
文
化
的
兴
旺
发
达
，
此
次
进
行
系
统
修
谱
，

为
传
承
血
脉
亲
情
，
上
敬
祖
宗
，
下
传
子
孙
，
生
生
相
息
，
家
无
止
境
，

期
望
阅
后
留
意
，
传
播
信
息
。
我
们
真
诚
地
期
待
亲
情
的
拥
抱
。

王
氏
族
谱
公
元
二
零
二
零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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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
氏
家
训

国
有
国
法;

家
有
家
规
；
先
人
教
导;

训
示
后
裔;

为
国
必
忠;

为
人
必
孝 

； 
不
忠
不
孝
；
非
我
子
孫
；
我
族
本
源
；
忠
孝
传
家 

； 

勤
俭
教
子
，
和
平

处
世
；
礼
仪
待
人;

 
 

扶
贫
除
恶
；
兴
业
不
堕
；
为
官
不
贪
；
见
义
勇
为
；

我
族
中
人;
顾
全
大
局
；
放
眼
世
界
；
胸
怀
乾
坤;

 

对
人
对
己
；
一
视
同

仁
；
爱
国
爱
家
；
更
爱
家
乡
；
对
待
族
人
；
亲
如
一
家
；
施
恩
勿
记
；
受

恩
莫
忘
；
对
人
和
睦
；
礼
貌
待
人
；
忠
于
事
业
；
福
家
兴
族
；
已
所
不
欲
；

勿
施
于
人
；
富
贵
不
淫
；
贫
贱
不
移
；
威
武
不
屈
；
坚
持
真
理
；
维
护
正

义;

我
族
子
孙
；
朝
夕
勤
学
；
虚
心
做
人
；
遵
纪
守
法
；
不
能
称
霸
；
更

不
逞
强
；
善
待
他
人
；
尊
敬
长
辈
；
孝
敬
父
母
；
团
结
姊
妹
；
邻
里
和
亲
；

有
难
互
帮
；
对
人
笑
颜
；
说
话
礼
貌
；
语
言
温
和
；
“
忍
”
字
为
先
；

教
子
女
∶
学
礼
义
；
学
道
德
； 

勤
耕
读
；
求
上
进
；
重
科
学
；
谋
发
展
；

奋
发
于
家
庭
；
贡
献
在
社
会
；

王
氏
族
规

尊
老
爱
幼
孝
为
先
；
团
结
他
人
助
贫
穷
；
团
结
姊
妹
和
为
本
；
忠
厚
诚
实

礼
待
人
；
文
明
礼
貌
待
他
人
； 

朴
实
善
良
我
根
本
； 

勤
俭
为
本
创
家
业
； 

 
 
 
 
 
 
 
 
 
 
 
 
 
 
 
 
 
 
 

勤
劳
奋
发
又
图
强
； 

重
科
学
创
新
开
拓
；
求
发
展
勤
劳
致
富
； 

牢
记
先

人
之
训
导
；
宏
扬
祖
传
之
美
德
； 

生
财
要
走
正
之
道
； 

 

致
富
要
靠
勤

与
劳
； 

不
要
游
手
又
好
闲
； 

不
要
贪
图
富a

与
贵
； 

不
能
习
各
种
邪
教
； 

 
 
 
 
 
 
 
 
 
 
 
 
 
 
 
 
 
 
 

要
维
护
社
会
稳
定
； 

更
不
要
陷
害
他
人
；
不
能
损
人
又
利
已
； 

祭
祀
祖

先
之
日
时
；
族
人
衣
冠
要
整
洁
； 

依
辈
随
班
排
行
祭
；
族
中
首
事
财
务

清
； 

大
小
事
廉
洁
公
开
；
记
在
档
族
会
共
商
； 

族
中
各
家
有
纠
纷
； 

 

告
知
族
会
定
处
理 

； 

设
有
监
亊
来
劝
调
； 

族
人
不
能
淫
和
赌
； 

 

不

吸
毒
及
不
偷
盗 

； 

不
范
国
法
违
族
规
； 

为
人
之
父
教
子
女
；
望
子
成

龙
要
有
方 

； 

学
文
先
学
礼
与
德
； 

子
女
名
字
尊
辈
取
；
承
传
祖
训
要

牢
记 

； 

承
祖
训
万
古
流
芳
； 

不
能
重
男
和
轻
女
；
不
能
虐
待
老
年
人 

； 

王
氏
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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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赡
养
孝
敬
老
人
； 

珍
惜
家
谱
古
文
化
；
为
国
历
史
添
光
彩 

； 

便
是

尔
等
之
责
任
；

王
氏
族
谱
公
元
二
零
二
零
年
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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