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
华
湛
氏
源
流
考

古
代
男
子
称
氏

妇
人
称
姓

姓
氏
是
姓
与
氏
的
合
称

是
我
国
传
统
文
化
的
重
要

组
成
部
分

也
是
日
常
生
活
交
往
中
首
先
触
及
的
一
个
问
题

在
古
代
姓
和
氏
不
同

姓

发
生
于
母
系
社
会

故
“
姓
”
这
个
字

左
从
“
女
”

右
从
“
生
”

起
着
“
别
婚
姻
”
“
明

世
系
”

“
分
种
族
”
的
作
用

氏

是
姓
的
同
一
族
姓
的
支
派

标
志
身
份
的
贵
贱

或
以

官
为
氏

或
以
封
邑
为
氏

而
贱
者

只
有
名
无
氏

北
宋
著
名
史
学
家
刘
恕
在
《
通
鉴
外

纪
》
注
中
说

“
姓
者

统
其
祖
考
之
所
自
出

氏
者

别
其
子
孙
所
分
”

也
就
是
说

姓

是
表
明
家
族
系
统
的
称
号

氏
是
贵
族
的
宗
亲
制
度
的
代
号

夏

商

周
三
代
之
时

氏
以
别
贵
贱

姓
以
别
婚
姻

故
同
姓

不
同
氏

婚
姻
不
可

通

氏
同

姓
不
同

婚
姻
可
通

秦
汉
以
后

姓
氏
不
别

或
言
姓

或
言
氏

或
兼
言
姓
氏

如
汉
武
帝
（
前1

40

—
前8

7

）
时

司
马
迁
写
的
《
史
记
》

姓
和
氏
已
没
有
什
么
区
别

了

不
过
姓
皆
用
来
别
婚
姻

而
以
地
望
来
表
明
贵
贱
身
份
了

随
着
历
史
的
演
进

人
口



的
繁
衍

姓
氏
呈
现
出
多
源
现
象

同
出
一
源
的
姓

又
分
衍
为
许
多
姓

到
宋
代
收
入

《
百
家
姓
》
中
的
姓
氏
有
五
百
多
个

至
明
代

已
增
至
三
千
余
姓

而
收
入
《
千
家
姓
》

中
却
只
有
一
千
九
百
六
十
八
个

我
国
自
有
史
书
记
载

前
前
后
后
出
现
过
的
姓
氏
共
达

五
千
六
百
多
个

全
国
一
百
个
大
姓

占
汉
族
人
口
的
百
分
之
八
十
七
点
六

湛
姓
则
在

汉
族
人
口
中
约
占0.

00
79%

为
人
口
少
数
姓
氏
之
一

湛
氏
姓
氏
概
述

北
宋
《
百
家
姓
》
对
湛
氏
的
注
释

湛

系
出
姒
姓

夏
同
姓
诸
侯
斟
灌
氏

其
后
子

孙
去
“
斗
”
去
“
雚
”

合
二
字
为
湛
氏

湛
姓

是
一
个
多
民
族
多
源
流
的
姓
氏
群
体

根
据
《
世
本
》

《
元
和
姓
纂
》

《
中

国
姓
氏
源
流
史
》

《
中
国
人
名
大
辞
典
》

《
中
国
历
代
人
名
大
辞
典
》

《
洪
洞
大
槐

树
寻
根
》

《
中
国
家
谱
资
料
选
编
》

《
湛
氏
宗
谱
》

等
等
众
多
相
关
书
籍
记
载
湛
姓

主
要
来
源

归
纳
起
来
主
要
有
四
大
类
渊
源
之
说

第
一
大
类
系
出
自
姬
姓
的
分
支
姒
姓

系
出
黄
帝
后
裔

源
出
姒
姓
斟
灌
氏

斟
鄩



氏

夏
初
有
同
姓
者
侯
二
斟(

斟
灌
氏

斟
鄩
氏
在
今
山
东
寿
光
一
带)

后
为
寒
浞
篡
夺

夏
政
权
所
灭

失
国
后

子
孙
迁
居
鱼
齿
山
湛
水(

今
河
南
宝
丰
一
带)

将
斟
字
去
斗
加

水

以
斟
灌
二
字
翻
音
为
湛
氏

第
二
大
类
源
出
祁(

伊
祁)

姓
谌
氏

相
传
为
帝
尧
庶
子
大
节
后
裔

周
平
王
东
迁
赐

予
成
周
之
东
的
谌
地
给
谌
大
节
为
食
邑

后
裔
遂
以
封
邑
为
氏

称
谌
氏

汉
唐
之
间
讹

化
为
湛
氏

后
世
遂
沿
用
至
今

第
三
大
类
系
出
地
物
名

出
自
古
代
国
名

水
名
与
剑
名

支
系
有
二

其
一
出
自
古

湛
国(

故
地
在
今
河
南
济
源
西
南)

以
国
名
为
姓

其
二
出
自
水
名

春
秋
时
居
住
在
湛

地(

故
地
在
今
河
南
宝
丰)

之
住
民

以
居
邑
名
称
为
氏

其
三
出
自
古
兵
器

春
秋
时
有

神
剑
湛
庐
剑

相
传
为
春
秋
时
越
国
名
师
欧
冶
子
在
福
建
松
溪
南
湛
卢
山
中
所
铸

崇
尚

此
剑
者
以
其
名
称
为
湛
卢
氏

演
化
亦
作
湛
庐
氏

后
省
文
简
化
为
单
姓
湛
氏

卢
氏

庐

氏

第
四
大
类
系
出
他
族
和
少
数
民
族
基
因
的
流
入

历
史
上
湛
姓
同
其
他
姓
氏
一
样



与
其
他
民
族
的
交
流
中
亦
互
有
基
因
的
流
动

如
在
古
代
鲜
卑
族
中
有
卢
氏

隋
唐
以
后

鲜
卑
族
逐
步
在
古
代
历
史
中
消
失

湛
卢
氏
演
化
亦
作
庐
氏

融
入
汉
族
和
其
他
少
数
民

族
之
中

在
近
现
代
回
族
中
有
湛
姓

分
布
在
我
国
的
东
北
地
区

此
外

湛
姓
在
日
本
也

是
一
个
姓
氏

其
源
流
虽
为
异
邦
文
化

暂
不
去
考
证

但
多
少
也
直
接
或
间
接
与
中
国

湛
姓
相
关
联

另
有
一
说

湛
姓
历
史
上
曾
因
避
讳
而
改
姓

唐
敬
宗
李
湛
（8

09

—8
27

）

是
唐
朝

第
十
三
位
皇
帝

由
于
他
的
名
为
“
湛
”

因
而
当
时
湛
姓
人
需
要
避
讳
改
姓

例
如
改
为

与
湛
字
同
音
的
占

战
等

或
改
为
谌

李
湛
在
位
时
间
较
短

只
有
十
二
年

他
去
世
后

有
些
之
前
改
姓
的
湛
姓
人
又
把
姓
改
回
来

避
讳
改
姓

也
是
湛
姓
现
今
人
口
较
少
的
一

个
原
因湛

姓
在
漫
长
的
历
史
发
展
中

相
继
形
成
了
豫
章

浔
阳

新
淦
等
郡
望

湛
姓
的
主

要
堂
号
除
以
上
述
郡
望
立
堂
号
外

以
旌
隐
堂
最
为
著
名

旌
隐
堂
号
出
自
宋
朝
时
候
湛

俞

湛
俞
官
屯
田
郎
中
（
屯
田
郎
中
魏
晋
南
北
朝
与
“
屯
田
郎
”
互
称
）
年
五
十
辞
官
在

http://zhan3.zupu.cn/xinwen/649370.jhtml
https://www.cidianwang.com/lishi/shijian/8/1678ih.htm
https://www.cidianwang.com/lishi/zhishi/1/47951wl.htm
https://www.cidianwang.com/lishi/guanzhi/9/28089db.htm
https://www.cidianwang.com/lishi/diming/9/31239lq.htm


福
建
馆
前
乡
隐
居

三
次
召
他
出
来
做
官

不
干

人
称
他
所
住
的
地
方
叫
“
旌
隐
坊
”

《
中
国
人
名
大
辞
典
》
收
入
了
历
代
湛
姓
名
人
六
名

占
总
名
人
数
的0

.0
13%

排

在
名
人
姓
氏
中
并
列
第
四
百
七
十
一
位

当
代

湛
姓
虽
然
人
数
少

却
是
一
个
较
常
见
的
姓
氏

分
布
较
广

南
北
方
都
有

全
国
湛
氏
总
人
口
约
十
一
万

广
东

湖
南

湖
北

云
南

贵
州

重
庆

江
苏
等
省
市
多

湛
姓

目
前

湛
姓
人
口
没
有
进
入
全
国
前
三
百
位

在
《
宋
代
百
家
姓
》
中
收
录

排
序

为
第
一
百
零
三
位

《
百
姓
源

缘
》
排
序
为
四
百
零
六
位

综
上
所
述
四
说

湛
氏
立
姓

认
为
第
一
种
源
流
之
说
（
斟
灌
改
湛
之
说
）
较
有
根

据
可
靠

有
关
史
籍
引
用
也
较
多

其
他
三
说
亦
为
姓
氏
学
家
所
采
纳

一

姓
氏
溯
源

系
出
黃
帝

悠
悠
华
夏

历
经
数
千
年
传
承
不
灭

炎
帝
教
人
耕
田

行
医

黄
帝
教
人
们
建
造
宫

殿

车
马

神
农
尝
百
草
求
药

仓
颉
创
造
文
字
是
为
了
记
录
文
明

在
中
国
神
话
中

我

们
家
族
的
祖
先
都
是
以
人
为
本
的
伟
大
缔
造
者

这
不
仅
是
因
为
中
国
人
民
有
着
吃
苦



耐
劳

顽
强
拼
搏
的
精
神

更
是
因
为

中
国
自
古
以
来
就
是
一
个
重
视
传
承
的
民
族

家

庭
作
为
中
华
文
明
传
承
几
千
年
的
重
要
纽
带

发
挥
着
不
可
忽
视
的
重
要
作
用

古
语
有

云

皇
权
不
过
县

县
以
下
是
家
的
范
畴

家
庭
这
个
社
会
基
本
单
元
的
传
承

取
决
于
我

们
姓
氏
所
赋
予
的
内
在
精
神

人
们
为
了
纪
念
炎
黄
二
帝
的
功
德

尊
称
他
们
为
人
文
始

祖

自
此

华
夏
民
族
开
始
自
称
炎
黄
子
孙

直
到
今
天

炎
黄
子
孙
这
四
个
字
已
经
成
为

刻
在
我
们
骨
子
里
的
深
厚
文
化
内
核

黄
帝
和
炎
帝
时
期

逐
渐
形
成
华
夏
族

因
而
人
们
都
视
他
们
为
华
夏
民
族
共
同
的

祖
先

由
黄
帝
得
姓
者
十
四

为
十
二
姓

姬
姓
及
其
分
支
姒
姓
所
出
的
湛
姓
都
能
上
溯

到
黄
帝

实
为
同
源

故
湛
氏
奉
黄
帝
为
得
姓
远
祖

相
传
高
阳
氏
顓
顼

为
黄
帝
之
孙

号
为
高
阳
氏

列
为
五
帝
之
一

出
自
高
阳
氏
颛
顼
之
苗
裔
的
姒
姓
湛
氏

尊
颛
顼
为
得

姓
近
祖据

《
史
记·

夏
本
纪
》
记
载

禹

姒
姓
夏
后
氏

名
文
命

号
禹

后
世
尊
称
大
禹

夏

后
氏
首
领

为
帝
颛
顼
的
曾
孙

黄
帝
轩
辕
氏
第
六
代
玄
孙

相
传
禹
长
大
以
后

随
父
迁



徙
到
中
原
参
加
治
理
黄
河

“
三
过
家
门
而
不
入
”
治
黄
河
水
患
有
功

划
定
中
国
国
土

为
九
州
进
行
综
合
治
理
有
绩

受
舜
禅
让
继
帝
位

后
人
称
之
为
“
夏
禹
”

他
把
中
国
称

呼
为
“
华
夏
九
州
”

国
民
正
式
称
之
为
“
华
夏
民
族
”

延
续
至
汉
代
后
转
变
为
大
汉

民
族
（
简
称
“
汉
族
”
）

近
代
演
变
为
“
中
华
民
族
”

依
据
以
生
为
姓

以
德
为
姓

以

地
为
姓
的
三
原
则

斟
灌
乃
以
国
名
为
姓

是
中
华
的
国
有
姓
氏

是
皇
家
贵
胄

至
今
已

有
四
千
多
年
的
历
史

典
籍
载
“
古
斟
灌

夏
禹
后
”
湛
氏
系
出
姒
姓

与
二
斟(

斟
灌

斟

鄩)

相
关
联

主
出
斟
灌
氏

但
因
斟
灌
氏
国
君
在
历
史
上
失
去
实
名
记
载

故
此
支
姒
姓

湛
氏
直
接
向
上
尊
奉
夏
禹
姒
姓
为
得
姓
始
祖

二

受
姓
斟
灌

地
处
寿
光

姒
姓
始
于
大
禹

是
我
国
古
代
母
系
氏
族
社
会
中
使
用
的
姓
氏
之
一
可
谓
是
一
个

非
常
古
老
的
姓
氏

其
后
分
衍
成
了
上
百
个
姓
氏

主
要
有

夏

禹

斟

湛

斟
灌

斟
寻

(

鄩)

费

辛

杞

曾

顾

扈

谭

鲍

邹

骆

卜

姿

巢

欧

欧
阳

司
空

夏
侯

…
…

等
等



姒
姓
斟
灌
氏

斟
鄩
氏
《
世
本
》
载

“
斟
灌
氏

斟
鄩
氏

夏
同
姓
”

上
古
夏
朝
时

有
过
两
诸
侯
国

一
曰
斟
灌
氏
国

一
曰
斟
鄩
氏
国

他
们
都
是
禹
帝
同
姓
宗
族
人
所
建

立
的
诸
侯
国

斟
灌
氏
国

建
国
较
斟
鄩
氏
国
要
早

当
在
夏
初
之
时

其
故
地
在
今
山
东
省
寿
光

县
东
北
四
十
里
斟
灌
店

民
国
《
寿
光
县
志
》
有
这
样
一
段
记
载

“
夏
斟
灌
国
应
劭
注

《
汉
志
》
云
“
寿
光

古
斟
灌

禹
后

今
斟
灌
亭
是
也
”

《
续
山
东
考
古
录
》
云
“
故

城
在
东
北
四
十
里

一
称
灌
亭

一
称
东
寿
光
城

今
斟
灌
店
”

斟
鄩
氏
国
建
国
晚
于
斟
灌
氏
国

故
地
在
今
山
东
昌
乐
县
与
潍
坊
市
奎
文
区
一
带

据
传
夏
代
太
康

仲
康
先
建
都
斟
鄩(

地
名

今
河
南
洛
阳
偃
师
市
西
南)

而
后
为
了
加
强

对
东
方
的
控
制

仲
康
把
他
的
儿
子
派
到
了
北
方
建
国

由
于
他
是
从
斟
那
过
来
的

后

人
便
把
他
在
潍
坊
西
南
建
立
的
国
家
称
为
斟
鄩
故
国

寿
光
斟
灌

不
仅
是
第
四
位
夏
王
姒
相
的
都
城

更
是
夏
王
朝
绝
地
反
击

“
少
康
中

兴
”
的
福
地

《
潍
县
志
稿·

疆
域
志
》
记
载

“
溯
自
大
禹
治
水

潍
淄
其
道

厥
后
潍



西
平
原
始
建
四
国

曰
斟
鄩

曰
斟
灌

曰
三
寿

曰
寒
”

除
斟
灌
在
今
寿
光
市
东
边
境
外

其
余
三
国
均
在
潍
县
境
内

上
述
史
料
证
实
了
斟
灌
地
望
在
寿
光

斟
灌
氏
发
源
于
寿
光

斟
灌
氏
根
在
寿
光
斟

灌
国
之
说

三

寒
浞
代
夏

伐
灭
二
斟

据
《
楚
辞•
离
骚
》
记
载

夏
朝
国
王
启
死
后

其
子
太
康
继
位
后

沉
湎
于
声
色
酒

食
之
中

政
事
不
修

激
起
民
愤

被
神
话
中
射
落
太
阳
的
后
羿
攻
入
夏
都

灭
夏
称
王

史
称
“
太
康
失
国
”

太
康
失
国
后

立
姒
太
康
的
兄
弟
姒
仲
康
为
王

第
五
任
夏
王
为
姒
仲
康
的
儿
子
姒

相

姒
相
的
国
都
迁
到
斟
灌

得
到
了
斟
灌
国
和
斟
鄩
国
诸
侯
的
竭
力
帮
助

所
以
姒
相

有
更
多
的
兵
马
讨
伐
夷
族

斟
灌
国
和
斟
鄩
国
诸
侯
功
不
可
没

因
为
斟
灌
国
和
斟
鄩
国

两
大
诸
侯
是
姒
相
的
同
姓
氏
族

所
以
忠
心
辅
佐
姒
相

但
也
在
后
来
给
自
己
带
来
了
灭

顶
之
灾



帝
相
元
年

姒
相
亲
自
率
军
征
讨
淮
夷
和
畎
夷

征
夷
时
期

寒
浞
杀
羿

霸
占
羿
之

妻

生
浇
和
殪

姒
相
征
夷
九
年
居
斟
灌

寒
浞
伪
装
善
待
姒
相

却
暗
中
收
买
部
落

并

训
技
其
子

浞
儿
子
浇
长
大

力
大
可
轻
易
动
摇
船
体

浞
便
派
遣
儿
子
浇
带
兵
攻
败
斟

灌
国

后
又
在
白
浪
河
灭
斟
鄩
氏

并
诛
杀
夏
姒
相

寒
浞
篡
位
取
代
了
夏
后
氏

登
上
王
位

权
倾
天
下

夏
后
氏
的
统
治
中
断
了
将
近

40

年

这
段
时
期

夏
王
朝
真
正
的
统
治
者
是
寒
浞

因
为
他
的
名
声
不
好

以
孔
子
的
儒

家
思
想
为
主
体
的
中
国
历
史
把
他
排
斥
在
帝
王
之
外

历
史
称
“
无
王
时
期
”

四

斟
灌
改
姓

隐
居
宝
丰

战
败
的
斟
灌
氏
逃
出
城
外

在
逃
亡
中
为
了
躲
避
追
杀

途
中
约
定
将
斟
去
“
斗
”

灌
去
“
雚
”

合
“
氵
”
和
“
甚
”
为
湛

湛
姓
由
此
而
来

湛
氏
起
始
于
山
东
寿
光

据

历
史
考
证

“
斟
灌
氏
国
”
的
继
承
人
“
湛
”
氏
家
族

在
战
乱
中
从
山
东
逃
到
中
原

隐

居
于
古
应
国
犨
县
鱼
齿
山
（
今
河
南
宝
丰
）

避
所
荒
野
阪
壳
山
麓
下(

即
今
天
的
平
顶

山
宝
丰
龙
山
下)

初
定
地
名
湛
阪

风
餐
露
宿

野
味
充
饥

由
诸
侯
安
乐
窝

瞬
间
降
为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AD%94%E5%AD%90/1584?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4%92%E5%AE%B6%E6%80%9D%E6%83%B3/742125?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4%92%E5%AE%B6%E6%80%9D%E6%83%B3/742125?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8%AD%E5%9B%BD%E5%8E%86%E5%8F%B2/152769?fromModule=lemma_inlink


庶
民
荒
草
茅
舍

《
路
史
》
记
载

“
河
阳
轵
有
湛
水

旁
有
湛
城

襄
十
六
年
有
湛
阪

以
为
襄
城
之
昆

阳
北
有
湛
水

后
有
湛
氏

”
由
此
推
断
“
湛
阪
”
就
是
湛
城
的
位
置

《
左
传
》
襄
公
十

六
年
有
“
湛
阪
”

是
斟
灌
氏
约
定
改
湛
氏
后
逃
亡
最
终
栖
身
之
地

也
是
湛
氏
赖
以
藏

身

生
存
和
繁
衍
最
关
键
之
地

“
湛
阪
”
就
是
湛
氏
肇
基
辟
庐
之
处

据
《
中
国
古
今
地

名
大
辞
典
》
记
载

“
河
阳
轵

有
湛
水

旁
有
湛
城
”

（
今
河
南
省
济
源
县
西
南

东
南

流
入
黄
河
）
湛
水

即
“
滍
阳
县

后
魏
末
置
雉
阳
县

隋
改
为
湛
水
县

又
改
为
犫
城

唐

改
为
滍
阳

寻
省

今
为
滍
阳
镇

”
这
里
逐
步
变
化
的
“
湛
水
”
就
是
现
在
横
穿
于
河
南

平
顶
山
市
区
的
“
湛
河
”

综
上
所
述

此
为
斟
灌
氏
改
为
湛
姓
的
来
历

五

少
康
中
兴

夏
朝
复
国

相
传
姒
相
妻
子
后
缗
从
斟
灌
城
墙
洞
穴
中
逃
出
去

在
斟
灌
氏

斟
鄩
氏
护
卫
的
护

送
下

直
奔
有
仍(

今
山
东
济
宁)

跑
到
“
缗
”
的
娘
家
避
难

生
下
遗
腹
子
少
康

少
康

从
小
立
志
要
复
国
雪
耻

刻
苦
学
习
武
艺

后
来
少
康
拜
当
时
闻
名
的
斟
灌
氏
大
贤
“
斟



玄
”
为
师

向
他
请
教
王
道
天
命
之
学
问

斟
玄
教
导
他
说
“
为
王
者
必
以
百
姓
为
重

仁

则
百
姓
归

国
家
安

暴
则
百
姓
离

国
家
乱

”
少
康
少
年
兴
政

经
过
多
年
的
努
力
奋
斗

在
争
取
夏
朝
旧
臣
的
支
持
下

并
联
合
斟
鄩

斟
灌
两
地
诸
侯
国
的
复
仇
之
师

攻
克
旧

都

诛
杀
寒
浞

夺
回
了
王
位

建
都
阳
夏
（
今
河
南
太
康
县
）

至
此

结
束
了
四
十
载
的

国
“
无
王
”
时
期

夏
由
此
复
国

史
称
“
少
康
中
兴
”

因
此

“
斟
灌
”
湛
氏
家
族
在

“
少
康
复
国
”
有
功
后
得
到
了
不
断
巩
固
和
加
强

山
东
寿
光
斟
灌
城
即
湛
氏
受
姓
斟
灌

氏
的
发
源
地

少
康
中
兴

原
复
斟
灌

湛
城
旁
之
溪
水

名
为
湛
水

从
此
“
湛
”
姓
人
与
水

与
城

相
融

就
这
样
把
夏
朝
姒
姓
的
“
斟
灌
氏
”
的
根
留
下
了

不
断
在
中
华
大
地
上
繁
衍
生

息

六

代
出
贤
能

望
出
豫
章

从
夏
朝
“
少
康
复
国
”
中
兴
到
春
秋
战
国
时
期

湛
氏
开
始
“
代
出
贤
能

文
藻
蜚

海
内

才
名
价
震
朝
端

其
后

逐
渐
南
徙

云
龙
风
虎

蔚
起
英
豪

望
出
豫
章
新
淦

”
商



周
嬴
秦

远
莫
详
问

至
汉
魏
六
朝
之
世

其
《
湛
姓
部
列
传
》
载
均
有
详

湛
氏
家
族
随
着
黄
河
流
域
中
原
经
济
社
会
的
发
展

“
湛
水
”
逐
步
发
展
成
为
“
湛

邑
”
城
（
相
当
于
县
城
）

在
春
秋
初
期
属
于
郑
国

继
而
被
楚
国
所
占

后
又
属
于
晋
国

到
了
战
国
初
期

湛
邑
又
属
于
韩
国

秦
国
灭
韩
国
之
后

在
湛
邑
设
置
了
父
城
县

汉
朝

时
期
因
之

隋

唐
时
期

湛
邑
先
后
被
称
为
汝
南
县

滍
阳
县

武
兴
县

龙
兴
县
等

造

就
了
中
原
湛
氏
文
化
的
辉
煌

江
西
的
豫
章
郡

亦
称
南
昌
府

南
昌
郡

原
为
春
秋
时
期
的
洪
州
之
地

战
国
时
期

秦
国
置
为
九
江
郡

楚

汉
之
际
置
豫
章
郡

治
所
在
南
昌

其
时
辖
地
十
八
县
和
两
个
诸

侯
国

湛
氏
家
族
逐
步
发
展
成
望
族

史
称
“
豫
章
望
”

湛
氏
从
河
南
迁
至
江
西

发
迹

于
豫
章
新
淦

新
淦
自
秦
始
皇
建
县
以
来

期
间
隶
属
虽
几
经
变
更

疆
域
数
度
析
并

县

城
因
故
迁
移

而
建
置
从
未
中
断

先
后
为
都
尉

巡
抚
使

都
制
置
使
及
专
署
驻
地

元

升
为
州

明
复
为
县

县
名
新
淦

新
淦

为
豫
章
十
八
古
县
之
一

自
秦
置
县
至
唐
代

被

历
代
誉
为
“
系
源
最
远

为
邑
最
大

人
杰
地
灵
”
的
“
望
县
”

为
人
们
所
敬
仰

纵
观



新
淦
的
历
史

湛
氏
先
祖
在
赣
鄱
大
地
创
造
了
辉
煌
的
历
史

在
当
时
已
经
发
展
成
为
江

西
最
兴
旺
发
达
的
一
支
家
族

湛
姓
已
列
江
西
豫
章
五
大
姓

即
熊

罗

雷

湛

章
之
一

从
而
书
写
了
湛
氏
千
古
传
奇
的
壮
丽
诗
篇

七

播
迁
华
夏

叶
落
归
根

斟
灌
湛
氏
在
寒
浞
四
十
年
“
无
王
期
”
时
隐
居
河
南
宝
丰

部
分
湛
氏
护
卫
夏
王
桀

到
安
徽
南
巢

商
王
朝
初

大
部
分
湛
氏
迁
入
新
淦
之
地

商
朝
末
期

新
淦
湛
氏
进
入
中

原
参
加
姬
姓
讨
伐
商
纣
王

湛
氏
有
居
济
源

周
王
朝
初
（
西
周
）

还
有
新
淦
湛
氏
到

山
西

今
天
的
山
西

河
北

河
南

山
东
湛
氏
应
是
这
些
湛
氏
祖
先
的
后
代

现
在
新
淦

无
湛
姓

这
应
是
主
要
原
因

历
史
上
有
据
可
查
的
湛
氏
家
族
迁
徙
之
路
径

夏
族
姒
姓
氏
起
源
于
三
皇
五
帝
诞

生
的
黄
河
流
域
河
南

至
真
传
血
脉
发
源
于
岷
江
源
头
禹
里
乡
（
今
四
川
北
川
县
“
大
禹

故
乡
”
）

再
至
大
禹
翻
越
蜀
道
天
险
去
黄
河
治
水
有
功

而
建
立
的
王
朝
夏
王
朝
（
今

山
西
夏
县
）

而
后
独
立
于
渤
海
之
滨
的
夏
朝
诸
侯
列
国
之
一
“
斟
灌
氏
国
”
（
今
山
东



寿
光
）

为
逃
避
战
乱
隐
居
于
中
原
古
应
国
犨
（c

hō
u

）
县
鱼
齿
山
一
带
“
湛
水

湛
城
”

（
今
河
南
宝
丰

济
源
县
）

因
民
不
聊
生

逃
荒
迁
徙

一
路
南
下
经
商
为
生
至
安
徽
徽

州
直
至
发
迹
于
江
西
“
豫
章
新
淦
”

扩
展
到
福
建
汀
州
府
即
今
福
建
莆
田

—
—
为
传

播
中
华
文
明
落
根
于
广
东
增
城

冒
险
跨
海
勇
闯
天
涯
海
角
今
海
南
岛

伴
随
郑
和
下
西

洋
到
印
度
支
那
半
岛
古
国
（
占
城
）
而
名
扬
四
海

又
因
“
明
初
大
迁
徙
”

湛
氏
家
族

向
北
向
西

经
长
江
洞
庭
湖

植
根
于
湖
南
湘
阴

汨
罗

平
江

顺
江
而
上
湖
北
麻
城

直

入
天
府
之
国
四
川
（
四
川
丰
都

今
属
重
庆
）
离
当
时
“
夏
朝
”
万
州
封
国
（
今
重
庆
万

州
区
）
仅
一
步
之
遥

历
史
就
是
这
么
神
奇

周
而
复
始

落
叶
又
归
根

湛
姓
人
口
逐
渐

扩
散
到
广
东

湖
南

云
南

贵
州

四
川

重
庆

江
苏

河
南

安
徽
等
地

明
初

山
西
省

湛
姓
亦
作
为
洪
洞
大
槐
树
迁
移
姓
氏
之
一

始
祖
为
平
阳
府

洪
洞
县

赵
城
县
等
籍
人

士

明
初
奉
旨
在
洪
洞
大
槐
树
集
中
迁
往
异
地

由
洪
洞
大
槐
树
迁
移
的
湛
姓
至
清
末
其

后
裔
分
布
在
河
南

河
北

湖
南

湖
北

北
京

安
徽

江
苏

山
东

山
西
等
地

现
在
湛

姓
祖
先
的
神
位
就
供
奉
在
大
槐
树
祭
祖
堂
十
号
供
龛



当
今
中
国
第
一
批
开
放
港
口
城
市
湛
江
市

因
历
史
上
曾
属
椹
川
县

境
内
东
海
岛

曾
设
椹
川
巡
检
司

因
而
得
名

但
是

据
现
存
的
《
湛
江
地
方
志
》
记
载

古
“
椹
川
”

亦
称
“
湛
川
”

简
称
“
湛
”

这
些
历
史
渊
源
无
不
与
湛
氏
文
化

湛
氏
家
族
的
兴
旺
发

达
有
关华

夏
民
族
（
姒
）
姓
氏
起
源
于
龙
的
传
人
“
炎
黄
子
孙
”

发
源
于
岷
江
源
头
“
大

禹
故
乡
”
（
四
川
）

独
立
于
山
东
寿
光
“
斟
灌
城
”

形
成
于
河
南
宝
丰

“
湛
水

湛

城
”

南
迁
至
安
徽
徽
州
发
迹
于
江
西
豫
章
新
淦

发
展
壮
大
于
湖
南

湖
北

而
后
“
湖

广
填
四
川
”

如
此
周
而
复
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