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
华
史
氏
溯
本
探
源

一

概
述史

氏
以
官
爲
姓

全
国
汉
族
史
氏
自
古
以
来
共
尊
史
佚
爲
始
祖

在
二
千
年
前
东
汉

时
佐
光
武
中
兴
封
为
溧
阳
侯
的
史
崇

则
被
全
国
大
多
数
史
氏
奉
为
一
世
祖

史
佚
的
远
古
祖
先
是
高
辛
帝
元
妃
姜
嫄
生

后
稷
为
周
始
祖

历
至
文
王

文
王
生

皇
子
伯
邑
考

伯
邑
考
生
佚

西
周
初
年
尹
佚
（
史
佚
）
任
太
史
令
一
职

辅
佐
武
王
克
商

与
周

召

太
公
共
辅
成
王

一
生
为
人
严
正

《
桐
叶
封
臣
》
里
“
天
子
无
戏
言
”
的
千

古
名
言
就
出
自
他
口

后
人
把
他
作
为
史
官
的
楷
模

并
将
他
与
姜
太
公

周
公

召
公
并

称
为
四
圣

史
佚
子
孙
以
官
职
“
太
史
令
”
的
史
字
为
氏

称
史
氏

二

姓
氏
起
源

史
姓
源
出
主
要
有
两
支

第
一
支
源
出
仓
颉
之
后

仓
颉

也
称
苍
颉

又
称
史
皇
氏

其
后
有
史
氏



相
传
世
上
第
一
位
有
名
望
的
史
官
是
黄
帝
的
史
官
仓
颉

也
称
苍
颉

又
称
史
皇
氏

是
中
国
汉
字
的
发
明
者

作
为
记
事
之
官
的
史

当
在
文
字
产
生
之
后

据
说
夏
朝
已
进

入
了
有
文
字
记
载
的
文
明
时
代

文
字
出
现
以
后

常
由
掌
管
贞
卜
祭
祀
的
巫
来
记
录

称
为
巫
史

到
了
商
周

为
王
室
执
政
之
官
称
卿
史

为
诸
侯
执
政
的
官
称
御
史

这
在
殷

墟
卜
辞
中
已
经
得
到
了
证
实

周
王
室
置
太
史

内
史

赵
国
置
内
史

御
史

魏
国
置
御

史
等

按
先
秦
时
产
生
氏
族
的
规
则

世
袭
官
职
的
后
代
支
系
中
常
以
官
名
为
氏

因
此

史
氏
出
自
官
职
之
名
是
可
信
的

仓
颉
的
后
裔
子
孙
们
为
了
纪
念
先
祖
为
人
类
做
出
的

卓
越
贡
献

便
取
他
在
世
时
担
任
的

史
官
”
官
职
称
谓
作
为
姓
氏

称
史
氏

世
代
相
传

至
今

是
非
常
古
老
的
姓
氏
之
一

史
氏
族
人
大
多
尊
奉
史
皇
仓
颉
为
得
姓
始
祖

可
以

肯
定
史
氏
的
历
史
十
分
悠
久

估
计
至
少
有40

00

多
年

史
氏
族
人
大
多
尊
奉
史
皇
仓
颉

为
得
姓
始
祖

第
二
支
源
出
周
太
史
史
佚
之
后

以
官
为
氏

史
佚
的
远
古
祖
先
是
高
辛
帝
元
妃
姜
嫄
所
生
后
稷

为
周
始
祖

历
至
文
王

文
王

生
皇
子
伯
邑
考

伯
邑
考
生
佚

西
周
初
年
佚
任
太
史
令
一
职

辅
佐
武
王
克
商

与
周
公



召
公

姜
太
公
望
共
辅
成
王

一
生
为
人
严
正

《
桐
叶
封
臣
》
里
“
天
子
无
戏
言
”
的
千

古
名
言
就
出
自
他
口

后
人
把
他
作
为
史
官
的
楷
模

并
将
他
与
姜
太
公
望

周
公

召
公

并
称
为
“
四
圣
”
史
佚
子
孙
以
官
职
“
太
史
”
令
”
的
史
字
为
氏

称
史
氏

史
佚
是
中
国
历
史
上
第
一
位
史
官

他
的
后
裔
叫
史
角

东
周
时

史
角
被
派
往
鲁
国

任
外
交
官

后
来
便
留
在
那
里
任
史
官

从
此

其
子
孙
后
代
就
居
住
在
鲁
汉
宣
帝
元
康

年(

公
元
前
六
五
年)

宣
帝
封
史
角
的
后
代
史
恭
爲
杜
陵
候

封
地
在
济
北(

今
济
南
一

带)
"

封
史
恭
的
儿
子
史
高
爲
乐
陵
候(

今
山
东
乐
陵)

史
恭
剩
下
的
两
个
儿
子
史
曾

史

玄
也
分
别
被
封
爲
将
陵
候

平
台
候

此
后

人
们
就
把
史
角
一
家
称
作
杜
陵
史
家
或
京

兆
史
家

东
汉
时

史
恭
的
第
五
代
孙
史
崇
被
封
到
江
苏
溧
阳
爲
候'

称
作
溧
阳
史
家

后

来

全
国
汉
族
史
氏
都
把
杜
陵
史
家

溧
阳
史
家
称
作
史
氏
的
主
要
支
脉

共
尊
史
佚
爲

始
祖

史
恭
爲
先
祖

史
崇
爲
世
祖

江
南
大
部
分
史
氏
都
是
以
史
崇
爲
世
祖
订
字
排
世

的

从
史
佚
至
今
三
千
余
年
涓
涓
历
史
长
河
中

史
氏
子
孙
迅
速
在
全
国
各
地
繁
衍
生
息

成
爲
中
华
望
族
之
一

另
外

有
外
族
基
因
的
流
入

出
自
外
族
的
改
姓

外
族
血
液
流
入
史
姓
主
要
发
生



在
隋
唐
之
际

主
要
的
事
件
有

隋
唐
时
西
域
昭
武
九
姓
国
有
史
国

进
入
中
原
定
居
后

以
史
为
姓

唐
朝
突
厥
部
落
阿
史
那
氏
族

凡
进
入
中
原
的
族
人
均
改
姓
史

唐
时
的
溪

族
中
也
有
史
姓

这
些
外
族
人
与
汉
族
混
居
后
均
被
同
化
成
汉
族

三

史
氏
姓
氏
的
分
布

史
氏
是
一
个
多
民
族

多
源
流
的
姓
氏

人
口
约3

076
000

余

占
全
国
入
口
总
数
的

0
.19

%

左
右

史
氏
以
官
为
姓

先
秦
列
国
都
有
史
官

因
而
在
春
秋
战
国
时
期

史
氏
就

相
当
广
泛
地
分
布
于
全
国
各
地

西
汉
中
期
有
鲁
国
人
史
恭

其
孙
史
丹
自
鲁(

今
山
东
曲
阜)

徙
居
杜
陵(

今
陕
西
长

安)

史
恭
曾
孙
史
崇

东
汉
初
举
家
迁
至
溧
阳(

今
江
苏
溧
阳
埭
头
镇)

今
河
南
开
封

洛
阳

民
权
皆
有
史
氏
族
人
分
布

史
丹
裔
孙

后
汉
归
义
侯
史
苞
的
后
人

在
西
晋
时
期

因
避
永
嘉
之
乱
迁
河
西
建
康(

今
甘
肃
高
台)

遂
形
成
当
地
望
族

史
丹
孙
史
均

其
儿

子
史
崇
东
汉
初
年
累
官
至
青

冀
二
州
刺
史

封
溧
阳
县
侯

后
遂
率
子
孙
定
居
溧
阳

形

成
溧
阳
史
氏
望
族

史
丹
裔
孙
史
节
为
唐
礼
部
侍
郎

迁
高
密(

今
山
东
高
密)

后
形
成

高
密
望
族

史
丹
有
一
孙
史
圹
（
“
圹
”
音k

uàn
g

）
留
居
长
安(

今
陕
西
西
安)

遂
为
京



兆
望
族

这
期
间

突
厥
（
游
牧
部
落
）
阿
史
那
氏
改
姓
为
史
氏
后

在
河
南
一
带
繁
衍

成

为
当
地
一
大
姓
氏

西
汉
末

史
氏
族
人
已
入
迁
今
广
东

广
西

东
汉
时

迁
入
四
川

此

外

西
汉
末
有
沛
国
人(

今
江
苏
沛
县)

史
岑

又
有
史
立
因
罪
迁
合
浦(

今
广
西
合
浦
县

东
北)
东
汉
时

史
通
平
迁
居
青
神
县(

今
属
四
川)

今
河
南
开
封

洛
阳

柘
城

民
权

皆
有
史
氏

唐
五
代
时

今
湖
南

浙
江

山
西
等
省
有
史
氏

宋
代

今
江
西

河
北
有
史

氏

至
明
代

史
氏
还
分
布
于
今
湖
南

湖
北

安
徽

福
建

广
东

贵
州

云
南
等
省
的
一

些
地
方

已
遍
布
江
南

清
代
以
后

史
氏
有
迁
往
海
外
者

侨
居
于
新
加
坡
等
国
家

史
氏
起
源
复
杂

自
以
官
为
姓
称
史
氏
后

春
秋
战
国
时
期

就
已
广
泛
分
布
于
全

国
各
地

至
魏
晋
南
北
朝
时

在
中
国
北
方
就
已
形
成
了
五
个
郡
望

郡
望
中
的
史
氏
主

要
源
于
汉
朝
史
丹
之
后

另
据
学
者
考
证

源
于
安
徽
宣
城
的
史
氏
族
人
皆
为
仓
颉
之
后

从
湖
北
武
昌
分
支

出
来
的
史
氏
族
人
则
为
尹
佚(

史
佚)

的
后
裔

史
氏
以
官
为
姓

先
秦
列
国
都
有
史
官

因
而
在
春
秋
战
国
时
期

史
氏
族
人
就
相
当
广
泛
地
分
布
于
全
国
各
地

因
政
治

战
争

等
多
方
面
的
原
因

后
面
离
开
中
原
迁
徙
的
史
氏
族
人
部
分
移
民

也
有
改
为
石
姓



史
氏
族
人
大
举
南
迁
始
于
魏

晋

南
北
朝
之
时

至
唐

宋
之
际
已
分
布
江
南
许
多

地
方

宋

明
以
后

史
氏
族
人
遍
布
全
国

三
十
世
惟
则
公
由
山
东
迁
浙
江
四
明
鄞
县
洗

马
桥

传
至
三
十
七
世
宾
之
公
又
由
鄞
城
徙
湖
田
布
金
寺
兴
柿
树
下

宾
之
公
生
杺
（
读x

īn

）
卿

榘
（
读jǔ

）
卿

榘
卿
娶
妻
三
人

子
十
四

其
子
居
浙
江
者
九

另
昭

旺

胱

暻

曜
五
子
于
宋
末
元
初
兵
燹
之
余

自
浙
江
徙
湖
南
桂
阳
州
北
衡
阳
乡
调
梅
里
亭
下

昭
公

在
亭
下
立
基

生
子
三

政
公

何
公

兴
公

政
公
裔
由
亭
下
分
徙
雷
坪
乡
花
园
里

桥
市

乡
天
塘
及
枫
树

宜
章
分
水
坳
等
外

旺
公
生
公
粲

公
粲
生
可
贯

可
庚

贯

庚
二
公
裔

思
族
广
人
众

欲
另
开
基
址

于
洪
武
八
年(1

375
)

迁
永
兴
平
乐
胡
碑
下
及
新
田
清
水
洞

胱
公
由
亭
下
徙
居
黄
田
北
斗
塘
头
等
外

暻
公
由
亭
下
徒
居
永
兴
寨
岭
背
大
冲
洞
等
外

曜
公
由
亭
下
徙
居
族
里
塘
下
山
塘
白
石
岭
桐
江
破
寨
等
外

暻
公
由
亭
下
徙
居
水
尾
渡

江
边

乐
公
由
浙
江
省
绍
兴
府
诸
暨
县
调
任
桂
阳
州
州
牧

其
后
裔
在
此
定
居

唐
末
五

代
时
期

湖
南

浙
江

山
西
等
省
有
史
氏
较
多

宋
代
至
清
代
期
间

史
氏
族
人
分
布
如
前
所

述

今
日
史
氏
族
人
尤
以
湖
南

山
东
为
多

两
省
史
氏
约
占
全
国
史
氏
人
口
的37%

以
上

四

历
史
沿
革



史
佚
的
后
裔
是
史
角

曾
经
在
西
周
王
朝
爲
官

到
东
周
时

周
王
室
迁
往
东
都
洛
阳

周
王
派
史
角
出
使
鲁
国

劝
鲁
君
不
要
郊
祭

后
来
史
角
被
留
在
鲁
国
作
史
官

此
后

史

角
的
后
裔
便
在
鲁
国
定
居
下
来

西
汉
时

史
角
的
后
裔
史
恭
和
妹
妹
史
良
娣
居
住
在
山
东
的
济
北(

今
济
南
一
带)

史
良
娣
是
西
汉
时
的
太
子
妃

太
子
是
汉
武
帝
的
卫
皇
后
所
生

因
此
被
称
爲
卫
太
子

史
良
娣
生
了
儿
子
叫
刘
进

号
史
皇
孙

史
皇
孙
纳
诼
郡
王
夫
人

生
了
儿
子
叫
病
已

号

曾
皇
孙
汉
武
帝
征
和
二
年(

公
元
前
九
十
一
年)

因
爲
宫
中
发
生
了
巫
蛊
事
件

太
子
的

三
个
儿
子

一
个
女
儿
和
妻
子
全
部
迂
害

只
有
刚
生
下
仅
几
个
月
的
婴
儿
曾
皇
孙
被
廷

尉(

宫
廷
中
看
守
监
狱
的
官
吏)
丙
吉
救
走

他
听
说
史
良
娣
还
有
个
母
亲
贞
君
和
哥
哥

史
恭

因
此
便
把
曾
皇
孙
病
已
带
到
贞
君
家
扶
养

病
已
就
是
后
来
的
汉
宣
帝

汉
宣
帝

从
小
就
和
史
恭(

舅
公)

的
三
个
儿
子(
史
高

史
曾

史
玄)

一
起
长
大

情
同
手
足

后
元
二
年(

公
元
前
八
七
年)

武
帝
去
世

昱
年
仅
八
岁
的
弗
陵
爲
昭
帝

由
霍
光

辅
政

元
平
元
年(

公
元
前
七
四
年)

弗
陵
死

元
月

霍
光
等
立
昌
邑
王
继
承
王
位

即
位

二
十
七
天

因
荒
荡
不
羁
被
废

同
年
七
月

年
仅
十
八
岁
的
病
已
被
立
爲
宣
帝

当
时



朝
政
大
权
全
部
落
在
霍
光
手
中

直
到
地
节
二
年(

公
元
前
六
十
八
年)

霍
光
死
去

宣
帝

才
开
始
亲
临
朝
政

但
是

霍
氏
一
族
依
恃
往
日
权
势
把
持
朝
政

霍
光
的
儿
子
霍
显
还

策
划
要
毒
死
新
立
的
皇
帝

一
场
夺
权
与
反
夺
权
的
斗
争
便
在
宫
廷
中
展
开

宣
帝
即
位
时

史
恭
已
死

后
来

史
恭
的
三
个
儿
子
共
同
帮
助
宣
帝
消
灭
霍
氏
一

族

使
宣
帝
巩
固
了
皇
位

宣
帝
因
感
皇
戚
旧
恩

追
封
史
恭
爲
“
杜
陵
候
”

封
史
恭
的

三
个
儿
子

史
高
于
地
节
四
年(

公
元
前
六
六
年)

爲
乐
陵
候(

今
山
东
乐
陵
地
區)

食
邑

二
千
三
百
户

元
康
三
年(

公
元
前
六
三
年)

封
史
曾
爲
將
陵
候(

今
河
北
河
间
地
区)

食

邑
二
千
二
百
户

封
史
玄
爲
平
台
候

史
氏
一
族
世
代
继
承
爵
位

此
后

全
国
史
氏
便
把

杜
陵
候
称
作
史
氏
的
始
祖

成
爲
史
氏
历
史
上
第
一
个
有
系
统
历
史
记
载
的
史
家

也
成

爲
北
方
史
氏
向
全
国
各
地
辐
射

集
散
的
中
心

宣
帝
在
位
二
十
五
年

临
终
前
拜
史
高

爲
大
司
马

车
骑
将
军

领
尚
书
事

掌
管
军
政
大
权

委
托
他
和
其
他
几
个
大
臣
共
同
辅

佐
幼
主
汉
元
帝

史
高
永
光
二
年(

公
元
前
四
三
年)

才
告
老
还
乡

史
丹
是
乐
陵
后
史
高
的
第
二
个
儿
子

官
驸
马
都
尉

侍
中

负
责
保
护
太
子
刘
峙

后
来

太
子
刘
峙
失
宠

竞
宁
二
年(

公
元
前
三
三
年)
元
帝
病
重
想
废
掉



太
子
刘
峙

当
时

刘
峙
的
舅
舅
王
凤
任
廷
尉(

宫
廷
警
卫
长)

史
丹
知
道
此
事
之
后

深

夜
入
宫

陈
述
厉
害
劝
说
元
帝
改
变
了
更
换
太
子
的
做
法

元
帝
崩

太
子
即
位

改
爲
成
帝

史
丹
由
于
在
皇
位
继
承
问
题
上
作
出
了
重
大
贡

献

所
以
被
成
帝
提
升
爲
长
乐
宫
卫
尉

迁
大
将
军

赐
关
内
候

食
邑
三
百
户

给
事
中

后
迁
爲
左
将
军

光
禄
大
夫

鸿
嘉
元
年(

公
元
前
二
十
年)

又
封
史
丹
爲
武
阳
候(

东
海

郡
今
山
东
郯
城)
食
邑
一
千
一
百
户

史
氏
一
家
也
因
此
受
到
重
用
《
汉
书
》
史
丹
传
记

载

汉
代
中

史
丹
一
家
在
朝
中
担
任
候

卿

大
夫

二
千
石
以
上
的
官
职
就
有
十
多
人

《
汉
书
》
记
载

王
莽
称
帝
后

纳
杜
陵
史
氏
史
谌
的
女
儿
爲
皇
后

封
史
谌
爲
和
平

候

宁
始
将
军

史
谌
的
两
个
儿
子
在
王
莽
朝
中
都
任
侍
中

西
汉
时

杜
陵
候
爲
凉
州
刺

史

当
时

凉
州
包
括
上
党

太
原

上
郡

西
河

五
原

云
中

定
襄

雁
门

朔
方

其
子

迁
居
山
西
平
阳
府

因
此

陕
西
山
西

甘
肃

山
东

河
南

湖
北
等
地
的
史
氏
大
部
分
是

由
杜
陵
史
家
分
徒
出
来
的

据
《
太
平
寰
宇
记
》
记
载

史
氏
在
当
时
分
布
在
山
东
东
海

郡

兖
州

青
州

临
淄
郡

齐
郡

湖
北
荆
州

武
昌
郡
均
爲
当
地
望
族

五

江
南
史
氏



杜
陵
候
的
后
裔
史
苞
在
东
汉
时
被
封
爲
归
义
候

其
后
裔
史
豫
爲
避
永
嘉
之
乱

于

（
公
元
三
零
四
年
）
迁
甘
肃
建
康

南
北
朝
时
曾
经
盛
极
一
时

平
台
候
的
后
裔
史
崇
于

东
汉
（
公
元
前
六
零
年
）
封
溧
阳
侯

迁
居
江
苏
溧
阳

溧
阳
史
氏
自
东
汉
至
唐
末
一
千
年
时
间
里

除
东
汉
时
六
代
人
世
代
继
承
侯
爵
外

因
功
被
封
爵
的
就
有
二
公

十
候

一
伯

一
男
成
爲
继
西
汉
杜
陵
史
家
之
后
至
宋
王
朝

之
前

全
国
史
氏
中
最
大
的
一
个
望
族

从
唐
代
开
始

溧
阳
候
史
崇
的
后
裔
开
始
从
溧

阳
埭
头
不
断
向
四
周
分
析

其
后
裔
不
但
遍
布
江
苏
的
南
京

镇
江

常
州

无
锡

吴
江

昆
山

江
阴

杨
州

淮
安

舍
塘

句
容

高
淳

松
江

宜
兴

丹
阳
等
地

而
且
向
浙
江
的

诸
暨

绍
兴

嘉
兴

镇
海

宁
波

安
吉

江
西
的
饶
州

鄱
阳

九
江

永
新

浮
梁

湖
南

的
长
沙

湘
阴

龙
阳

（
古
代
汉
寿
县
中
部
）
沅
陵

常
德

邵
阳

衡
阳

宝
庆

益
阳

安

福

宜
章

桂
阳

安
徽
的
歙
县

当
涂

贵
池

宁
国

宣
州

湖
北
的
德
安

武
昌

山
东
的

乐
陵

河
北
的
真
定

蓟
县

江
南
的
汲
县

四
川
的
眉
山

陕
西
的
终
南

云
南
的
大
理

甘
肃
的
武
威
等
地
发
展



六

四
明
（
宁
波
）
史
氏

宁
波
在
南
宋
时
期
称
四
明

宁
波
史
家
历
史
上
多
称
四
明
史
氏

宁
波
史
家
的
始
祖
是
史
惟
则

溧
阳
候
三
十
世
孙

浙
江
宁
波
史
家
是
史
氏
发
展
过
程
中
的
一
个
巨
大
散
发
中
心

宁
波
在
宋
代
称
四

明

所
以
宁
波
史
家
历
史
上
多
称
四
明
史
氏

四
明
史
氏
的
含
义
有
广
义
与
狭
义
之
分

广
义
地
说

凡
是
居
住
在
四
明
和
从
四
明
迁
徒
到
其
他
各
地
的
史
氏

都
称
四
明
史
氏

它
包
括
唐
代
从
溧
阳
迁
徙
的
史
昭
的
后
斋

如
嵊
州
的
继
锦
堂

象
山
的
丹
桂
史

北
宋

时
澡
阳
侯
（
三
十
世
）
史
惟
则
的
后
裔

以
及
南
宋
跟
随
宋
高
宗
南
渡
来
四
明
的
十
六
史

家
等
等

事
相
史
浩
创
建
淳
熙
谱
时
“
四
明
史
氏
”
的
含
义

实
际
上
是
从
广
义
的
意
义

上
使
用
的

他
把
丹
桂
史
列
入
宗
谱

并
把
高
宗
赞
扬
丹
桂
史
的
《
木
犀
花
诗
》
放
在
极

重
要
的
地
位

狭
义
地
说

四
明
史
氏
即
北
宋
初
年
从
嘉
兴
迁
至
四
明
的
史
惟
则
的
后
裔

因
其
中
八
行
公
（
史
诏
）
的
后
裔
“
一
门
三
宰
相

四
世
两
封
王
”
成
为
东
南
第
一
望
族

所
以
人
们
往
往
把
“
八
行
高
士
”
这
一
支
作
为
四
明
史
氏
的
代
表

把
“
八
行
堂
”
作
为



四
明
史
氏
最
具
代
表
性
的
最
广
泛
的
堂
号

四
明
史
氏
的
始
迁
祖
是
溧
阳
侯

三
十
世
史
惟
则

其
先
世
是
迁
到
终
南(

今
陕
西

咸
阳
东
十
里
的
凤
栖
乡)

的
二
十
二
世
史
惟
肖

史
惟
则
在
五
代
后
唐
仕
集
贤
院
待
制
直

学
士

后
晋
天
福
四
年(

公
元9

39

年)

惟
则
与
弟
怀
则
从
终
南
迁
河
南
枋
头(

今
河
南
浚

县)

不
久
又
迁
到
浙
江
嘉
兴
思
贤
乡
史
家
村

怀
则
在
嘉
兴
落
户

惟
则
迁
到
慈
溪

生

子
史
成

又
迁
到
鄞
县
洗
马
桥
东

史
成
生
三
子

史
书

史
简

史
翰

其
中
史
书
生
小
九

迁
长
兴
环
沈
村

史
翰
生
史
韡

迁
诸
暨
青
山

史
简
仍
居
鄞
县
洗
马
桥
东

史
简
家
贫

在
郡
里
当
差

史
简
为
人
很
孝

一
年
他
后
母
任
氏
想
看
竞
渡
戏

他
就
把
家
里
的
东
西

拿
去
卖
了
点
钱

然
后
陪
母
一
起
去
观
看

由
于
没
有
请
假

郡
守
找
他
时
不
在

就
大
发

脾
气
把
他
开
除
回
家

史
简
十
分
气
愤

并
由
此
一
病
不
起

去
世
时
年
仅23

岁

其
夫
人

叶
氏

已
怀
身
孕

父
母
要
她
改
嫁

她
坚
决
不
从

四
明
史
家
的
发
展

北
宋
仁
宗
嘉
祐

二
年
（
公
元1

057

年
）1

1

月

生
下
一
遗
腹
子

取
名
史
诏

字
升
之

靠
纺
织
度
日

生

活
十
分
清
苦

史
诏
在
叶
氏
母
亲
的
教
养
下

幼
读
经
书

七
岁
能
诗

以
孝
义
闻
名
乡
里



但
他
立
志
不
求
取
功
名

而
在
家
侍
奉
母
亲

他
常
说

“
如
果
没
有
母
亲

也
就
没
有
我

史
氏
了
”

后
来
家
境
日
渐
富
裕

叶
氏
和
史
诏
都
乐
于
助
人

而
且
根
本
不
求
回
报

宋
徽
宗
崇
宁
年
间

下
诏
征
求
民
间
有
“
孝

友

睦

姻

任

恤

中

和
”
八
种
优

良
品
德
的
人
入
朝
做
官

大
观
二
年(

公
元1

108

年)

史
诏
被
推
荐

他
知
道
后
就
带
着

母
亲
到
县
东
七
十
里
外
的
大
田
山
隐
居

郡
守
亲
自
登
门
要
他
应
召

都
被
他
拒
绝

宋

徽
宗
知
道
这
事
后

给
他
赐
号
“
八
行
高
士
”

这
就
是
四
明
史
家
以
“
八
行
堂
”
作
为

堂
号
的
来
历

四
明
史
家
的
发
展

可
以
说
就
是
从
一
个
“
遗
腹
子
”
起
步
的

史
诏
的
妻
子
徐
氏

出
生
于
一
个
三
代
都
不
当
官

但
她
父
亲
在
乡
里
却
是
很
有
名
望
的
家
庭

徐
氏
自
幼
聪

明
异
常

博
闻
强
记

处
理
问
题
果
断
有
条

与
史
诏
结
婚
有
了
孩
子
后

就
时
时
给
抱
在

怀
里
的
幼
儿
口
授
诗
书

从
而
使
孩
子
们
自
幼
得
到
很
好
的
母
教

史
诏
生
五
个
儿
子

史
师
仲

史
才

史
木

史
禾

史
光

史
才
登
重
和
元
年
（
公
元1

118

年
）
进
士

官
至
端

明
殿
学
士
佥
书
枢
密
院
事

卒
赠
金
紫
光
禄
大
夫

这
是
宁
波
史
家
第
一
个
进
士

也
是



宁
波
史
家
第
一
个
大
“
官
”
四
明
史
氏
在
南
宋1

50

多
年
的
时
间
里

经
历
了
师

水

弥

之

卿

孙
六
代
人

在
人
口
与
政
治
上
真
正
获
得
飞
跃
发
展

史
诏
有
孙
子

1
3

人

其
中

史
浩
与
史
澄
二
人
进
士

史
浩
在
孝
宗
时
官
至
宰
相

曾
孙
“
弥
”
字
辈

4
7

人

其
中
史

弥
选
在
宁
宗

理
宗
两
朝
当
宰
相2

6

年

达
到
权
力
顶
峰

玄
孙
这
代
“
之
”
字
辈

9
0

余

人

其
中
史
嵩
之
在
理
宗
时
又
位
居
宰
相

这
就
是
著
名
的
“
一
门
三
宰
相

四
代
两
封

王

”
人
称
“
满
朝
文
武

半
出
史
家
”
的
显
赫
鼎
盛
的
南
宋
四
明
史
氏

四
明
史
氏
由
于
在
鄞
县
洗
马
桥
一
带
生
存
空
间
有
限

所
以
第
三
代
起
就
开
始
迁
徙

从
宋
朝
到
清
末

向
外
迁
徙
的
达
一
百
七
十
多
支

关
于
四
明
支
始
迁
祖
三
十
世
惟
则
公
世
系
的
上
承
与
下
传

诸
多
谱
牒
有
着
不
同

的
叙
述

兹
分
述
如
下

在
上
承
方
面

根
据
四
明
本
支
谱
记
载

二
十
九
世
万
寿
公
之
子
彦
虬
（
读
作q

iú

）

与
三
十
世
惟
则
为
兄
弟

溧
阳
方
面
的
义
亩
支
谱

古
渎
谱

玕
东
谱

泗
阳
谱

傅
巷
谱

沈
史
蔡
谱

武
进
沟
圩
里
谱

也
都
记
载
万
寿
公
有
二
子

长
彦
虬

次
惟
则



另
外

属
于
四
明
支
的
会
稽
谱

武
进
礼
嘉
桥
谱

宜
兴
东
岸
里
谱
的
叙
述

都
将
惟
则

记
载
为
二
十
一
世
务
滋
之
后

且
有
世
系
连
贯

2
1

世2
2

世2
3

世2
4

世2
5

世2
6

世2
7

世2
8

世

务
滋-

-
惟
肖

永
潜

翙

德
藏

体
元

息
夫

利
用

2
9

世

3
0

世

守
宜

惟
则

怀
则

在
惟
则
公
迁
浙
后

到
三
十
三
世
八
行
公
史
诏
时

女
真
犯
明
州

史
诏
命
三
子
师
木
具

巨
舟
载
姻
族
数
百
人

避
难
海
上

兵
至
城
中

杀
戮
甚
酷
（
见
八
行
太
师
墓
表
）
平
定
回

乡
后

家
谱
散
失

到
忠
定
王
史
浩
淳
熙
辑
谱
时

已
无
根
据

南
宋
淳
熙
壬
寅
（
公
元

1
182

年
）
二
月

丞
相
史
浩
来
判
建
康
（
南
京
）

祭
庙
赈
族

寻
访
支
派

移
文
县
令
云

“
吾
宗
人
有
知
晓
宗
派
者

即
津
发
赴
府
”

则
知
南
渡
后
浙
谱
尝
散
佚
而
搜
访
于
溧

今

浙
谱
三
十
世
前
固
所
访
溧
阳
谱
也
（
见
溧
阳
谱
序
之
续
宗
谱
图
引
）
惟
则
是
三
十
世

彦



虬
也
是
三
十
世

连
接
起
来

是
顺
理
成
章
之
事

壙

经
上
面
初
步
分
析

惟
则
和
彦
虬
不
是
亲
兄
弟

惟
则
是
八
世
长
房
史
嵩
之
后

与
怀

则
为
兄
弟

而
彦
虬
是
八
世
二
房
史
懿
之
后

都
是
一
世
祖
崇
公
后
裔

总
之

四
明
史
氏
从
四
明
发
源

徙
居
全
国
各
地

在
历
史
的
长
河
中

经
济

政
治

文

化
等
等
情
况
的
发
展
是
不
平
衡
的

所
以
在
理
解
“
四
明
史
氏
”
的
含
义
时

必
须
高
瞻

远
瞩

统
观
全
局

不
能
只
看
到
四
明
发
源
一
地

七

湘
阴
归
义
史
氏
溯
源

浙
江
象
山
史
氏
家
族
迁
湘
一
支
祖
源
分
析

湘
阴
归
义
史
氏
祖
籍
浙
江
寕
波
府

寕
波
（
古
称
四
明
）
象
山
县

系
出
四
明
支

洪

武
十
六
年
有
九
韶
字
三
仪

荣
膺
湘
阴
县
司
铎
（
亦
称
“
教
谕
”
相
当
于
现
在
的
县
“
教

育
局
长
”
）

九
韶
公
携
家
眷
赴
任

居
住
归
义
街

在
湘
阴
任
职
十
年

于
洪
武
二
十
六

年
升
任
国
子
学
正
（
相
当
于
现
在
国
家
教
育
部
教
育
管
理
行
政
长
官
）

在
京
就
职
期
间

怙
恃
（
即

父
母
）
双
亡

同
葬
于
归
义
毡
山

直
至
年
愈
八
十

因
年
事
已
高

便
告
老
还

乡

解
组
（
谓
辞
去
官
职
）
之
日

由
京
而
返
回
归
义

九
韶
公
本
打
算
将
其
父
母
墓
葬
自



湘
阴
归
义
迁
回
宁
波
象
山

归
葬
祖
山

而
湘
士
名
人
极
力
挽
留

因
而
落
业
于
归
义
街

而
其
子
孙
繁
衍
自
此
崛
起

而
绍
书
香
者

遂
爲
罗
湘
之
望
族

传
至
五
世

朝
宪
公
之
子

发
才

由
归
义
迁
徙
至
湘
阴
将
军
坪

发
才
生
四
子

即
龙
山

春
山

云
山

边
山

惟
春

山
之
子
应
翘

由
湘
阴
将
军
坪
迁
徙
至
夹
山
口
（
现
在10

7

国
道
汨
岳
交
界
处
）

而
龙

山

云
山

边
山
之
子
南
湖
等
俱
置
业
长
乐

直
至
七
世
山
泉
公
之
子
记
国

亦
由
归
义
迁

徙
至
栗
江
（
现
在
平
江
境
内
）

惟
余
昶

朝
贵
公
谨
守
归
义
故
业

至
九
世
词
章
公

自

归
义
始
迁
至
丛
羊
龙
塅
坝
之
处

虽
相
去
远
近
不
同

皆
兢
兢
以
绳
祖
武
爲
念

然
而

奈

明
朝
末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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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
族
历
史

源
远
流
长

宗
谱
续
修

适
时
衔
接

湘
阴
归
义
史
氏
系
出
浙
江
四
明
象
山
史
氏
家
族
弥
久
公
支
系

九
韶
公
系
归
义
史

氏
始
迁
祖

溧
阳
史
氏
历
史
文
化
研
究
会
二
零
一
二
年
编
纂
的
《
溧
阳
史
氏
大
同
谱
》
第

3
36-

-33
7

页
记
载

“
三
十
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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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9
世
枪
孙

从
智
门
寺
迁
下
史
洋

39

世
鑑



孙

从
四
明
迁
象
山
关
头

41

世
德
祖

迁
九
顷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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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史
氏
承
志
堂
源
流
》
记
载

3
6

世
弥
久

嗣
子
衡
之

字
子

权

乡
贡
进
士

生
四
子

德
卿

仍
卿

侃
卿

俱
卿

德
卿
迁
余
姚
西
南
里
新
旧
两
城

可

《
余
姚
西
南
里
分
支
谱
》
中
始
迁
祖
是
弥
贤
的
儿
子

37

世
史
德

”“
弥
久
后
人

3
9

世

鉌
孙

元
朝
时
从
川
山
杨
树
堰
迁
象
山
县

子
公
铣

公
铣
的
后
人

4
3

世
九
韶

字
三
仪

授
湘
阴
教
谕

从
象
山
因
官
迁
湖
南
湘
阴
县

他
的
后
人
分
居
在
湘
阴
的
归
义

长
乐
街

龙
塅
埧
等
处

”

其
祖
源
分
析

“
象
山
关
头
史
氏
族
谱
记
载

远
祖
居
江
苏
溧
阳

几
十
代
后

其
后
裔
再

迁
徙
宁
波

称
四
明
史
氏

其
中
忠
定
王
史
浩
从
弟
史
溶
的
后
裔
铿
孙
在
南
宋
末
年
自
甬

东
卖
席
桥
迁
徙
今
新
桥
镇
关
头

后
代
讹
传
为
先
祖
卖
草
席
来
关
头
定
居

”

湘
阴
分
支
名
人
有
“4

3

世
九
韶

明
洪
武
十
六
年
举
人

国
子
学
正

湘
阴
教
谕

4
4

世
史
贞

任
衡
州
卫

史
祥

同
军
职

至
今
没
发
现
该
分
支

”

我
们
就
是
该
分
支

我
们

终
于
知
源
流
明
世
系
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