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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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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
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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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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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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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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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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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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皆
自
溧
阳
分
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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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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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
传
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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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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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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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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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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埭
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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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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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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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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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
代
有
闻
人

其
迁
徙
而
之

四
方
者

或
先
微
而
后
显

或
始
衰
而
终
盛

其
有
取
巍
科
登
旗
仕
者

莫
不
拜
庙

序
伦

盖
天
下
之
史

皆
以
溧
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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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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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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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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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
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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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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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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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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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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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
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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仕
途
邂
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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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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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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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
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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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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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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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
而
相
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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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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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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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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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
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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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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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
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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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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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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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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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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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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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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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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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
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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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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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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叔
祖
山
泉

公
之
子
记
国

亦
由
归
义
置
业
栗
江

惟
余
昶

朝
贵
公
谨
守
故
业

至
九
世
词
章

公

始
新
置
丛
羊
龙
塅
之
处

虽
相
去
远
近
不
同

要
皆
兢
兢
以
绳
武
爲
念

奈
明

季
屡
遭
兵
燹

谱
牒
残
缺
上
湮
先
绪

下
泯
后
传

支
分
派
别

族
人
几
如
路
人
矣

余
甚
惧
焉

家
族
历
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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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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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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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溧
阳
史
氏
大
同
谱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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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页
记
载

弥
久
公
支
系

3
6

世
弥
久

字
远
叔

史
涓
三
子

其
后
人
的
部
分
情
况
如
下

根
据
《
中
华
姓
氏
谱·

史

姓
卷
》
记
载

余
姚
史
氏

3
6

世
弥
久

南
宋
时
从
四
明
到
象
山
县
主
管
智
门
寺
香
火

遂

居
象
山

他
的
后
人39

世
枪
孙

从
智
门
寺
迁
下
史
洋

39

世
鑑
孙

从
四
明
迁
象
山
关
头

4
1

世
德
祖

迁
九
顷

4
3

世
本
旻

迁
冷
水
潭

各
自
成
为
各
地
的
始
迁
祖

至
今
没
有
见

到
该
分
支
的
谱

而
《
谱
录
合
编
》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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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
氏
承
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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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
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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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
载

3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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弥
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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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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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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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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卿
迁
余
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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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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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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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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谱
》
中
始
迁
祖
是
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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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儿
子

3
7

世
史
德

弥
久
后
人

3
9

世
鉌
孙
（
即

和
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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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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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川
山
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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堰
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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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
县

子
公
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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铣
的
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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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韶

字
三
仪

授
湘
阴
教
谕

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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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
迁
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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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
阴
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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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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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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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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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
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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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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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
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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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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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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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3

世
九
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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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
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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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国
子
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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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
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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谕

4
4

世
史
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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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
州
卫

史
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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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
职

至
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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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
分

支
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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