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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百家姓笺说》 黄世中

（十八）《高地上梁架屋 ，郡望
山东邹平》

一、"高"字溯源
始见于商代甲骨文，其古字

形，像高地上的房屋的样子，表示
上下距离大。

甲骨文的"高"字是一个象形
字，像古代的楼台建筑。楼台是初
民从穴居转入楼阁居住的一个反
映，字形的上面部分为房屋的屋顶
及居室，下面部分为高于地面的支
撑体，这样的建筑现在还在中国南
方一些少数民族地区保留着。有
的字形在下面加"口"，可能表示高
台的入口。商代文字下端加"口"
的字形，成为此字定型的基础。金
文的形体与甲骨文基本相同。小
篆的形体直接来自金文，在笔画上
有所调整，结构作了对称处理。而
隶书的"高"字，笔画更加平折，但
还遗留了一些楼台的象形特征。

1、此字本义为上下距离大。
从下向上距离大，离地面远（与"低
""矮"相对）。唐•韩愈《同窦牟韦
执中寻刘尊师不遇》诗："院闭青霞
入，松高老鹤寻。"

2、与"低"相对，高。《尚书•太
甲下》："若升高，必自下；若涉遐，
必自迩。"《荀子•礼论》："其理诚
高矣，暴慢、恣睢、轻俗以为高之属
入焉而队。"《汉•枚乘《上书谏吴
王》："夫以一缕之任，系千钧之重，
上悬之无极之高，下垂之不测之
渊，虽甚愚之人，犹知哀其将绝
也。"《史记•老子韩非列传》："所
说出于为名高者也，而说之以厚
利，则见下节而遇卑贱，必弃远
矣。"唐•韩愈《寄卢仝》："少室山
人索价高，两以谏官征不起。北宋
•范仲淹《岳阳楼记》："居庙堂之
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
君。

3、与"小"相对，大。《战国策•
齐策一》："家敦而富，志高而扬。"
唐•杜甫《湖中送敬十使君适广
陵》诗："秋晚岳增翠，风高湖涌波。

4、与"近"相对，远。元•李文
蔚《燕青博鱼》第四摺："咱则去那
小道儿上隔斜抄，行不到半里其
高，则听的脑背后喊声闹。"

5、泛称远祖。汉•班固《西都
赋》："士食旧德之名氏，农服先畴
之畎亩，商循族世之所鬻，工用高
曾之规矩。"

6、尊崇、推崇。《晏子春秋•问
上八》："高勇而贱仁。"唐•柳宗
元《处士段弘古墓志》："高气节，尚
道艺。"淸•姚鼐《张贞女传》："吾
近观乡曲之事，高贞女之节。

二、《炎帝之后裔，郡望渤海
县》

在宋版《百家姓》中，"高姓排
名第 153位。在 2020年全国姓氏
人口排名第18位，约占全国汉族人
口的1.21%。

1、出自姜姓 ，炎帝之后。源于
春秋时的齐国，据《新唐书•宰相
世系表》记载：姜太公的六世孙齐
文公之子被封于高（今河南禹县），
人称公子高。公子高的孙子傒，与
齐襄公的弟弟小白是好友。齐襄
公后来被公孙无知所杀，于是傒联
合其他大臣一起平定内乱，诛杀公
孙无知，迎立公子小白为齐恒公。
桓公继位后，为表彰傒的功劳，便
允许他以祖父的字为姓，自此得姓
高。此得姓之记载。

高姓在齐国得姓后，世世代代
相继担任齐国的上卿之职，是齐国
著名的官族之一。至东汉时，其裔
孙高洪出任渤海郡太守，任满后举
家留居渤海郡 ，子孙中名贤相继，
进一步光大了先祖的基业。以致
后人在论及高姓郡望时，无不首推
渤海县。

2、出自姬姓 ，黄帝之后。高姓
来源之一相传出自西周王族周公
之后，出自姬姓。史称周公之子伯
禽封于鲁国（今山东曲阜一带），数
传至鲁惠公，有子名祁字子高，史
称公子祁或公子高。其后代遂以
公子祁的字高为姓。

3、源于上古 ，高元后人。《世

本》载："黄帝臣高元作宫室"，相传
高元是为黄帝造高楼的建筑工
匠。据某些谱书记载，高姓的来源
之一是高元的后人。古代建筑以
高为尊贵，高元筑高楼技艺高超，
子孙引以为荣，遂以高为姓。

4、出自他族或他姓改姓、赐
姓，少数民族姓氏改为高姓。

1）南北朝时期，北魏孝文帝实
行改革，推行汉化政策。其中一项
措施就是改北方胡人复姓为汉族
单姓。这一时期，鲜卑族的是娄
(楼)氏改姓高氏。据《魏书》所载，
鲜卑族中有楼氏改高氏者，另有十
六国时，后燕皇帝慕容云自称为高
阳氏(传说中的五帝之一)后裔，遂
改姓高，称高云，其后裔有改复姓
为单姓，称高氏，是为河北高氏。

2）北齐重臣高隆之，本姓徐
氏，他的父亲被姑婿高氏收养，因
从其姓，叫高干，是北魏时的白水
郡守。高隆之也从跟随其父姓改
姓高。他在北齐时为朝中重要大
臣。在他因故被杀死后，北齐皇帝
高殷下令由他的兄子高子远承袭
了阳夏王的爵位，高子远的后代就
在今河南杞县一带发展起来，成为
当地的望族。另外，唐朝宦官高力
士，是冯盎的曾孙，本姓冯，后被高
延福收养，所以改高氏。

当高氏建立北齐政权后，高姓
就贵为北齐的国姓，于是北齐皇帝
便赐他姓为高姓以示恩宠之举。
元景安因在邙山之役中力战有功，
被高欢赐爵西华县都乡男，高洋建
立北齐政权后，550年(天保元年)赐
他姓高。此外，元文遥在北齐时也
先后得到高洋、高演皇帝的重用，
因迎立高湛皇帝即位有功，566年
(天统二年)，后主高纬下诏特赐他
姓高。他们的后代就以高为姓。

3）据《通志•氏族略》所载，朝
鲜半岛封建国家高丽有羽真氏后
改高氏的，高句丽原为中国东北浑
江流域的一个古老部族，汉朝时属
玄菟郡管辖。公元前37年，其部落
首领高朱蒙在纥升骨城 (今辽宁桓
仁)定都称王，建立高句丽国。高氏
在高句丽国的统治维持了600多年
的时间。公元3年高句丽迁都国内
城(今吉林集安)，427年又从国内城
迁到平壤。由于高句丽的国王为
高氏，所以在古代高句丽国的存在
期间，高氏有着较高的政治地位。
其中有一部分高氏迁到了中国内
地。如高云，其祖父高和是高句丽
之支庶，自云高阳氏之苗裔，所以
以高为氏。北周时期，曾被封王为
巨野县侯的大将军高琳，其祖先就
是高句丽人，五世祖高宗归附北
魏，被拜为第一领民酋长。高琳因
战功显赫，他的一个儿子被别封为
许昌县公。高琳的后代就在山东
巨野和河南许昌一带发展起来。
唐朝大将高仙芝也是高句丽人，在
他父亲舍鸡时在唐朝任军职，他也
随父亲到安西，后成为唐朝的著名
军事将领。其后代也就定居于北
京市密云县一带。

4）、以"高"字开头的两个字的
复姓，后有改单姓"高"为氏。譬
如：高车氏、高东氏、高堂氏、高阳
氏、高陵氏等。

5）清朝光绪年间到民国初年，
满族姓氏出现了大量改用汉姓的
变化，有的以满姓字头音译为汉
姓，高佳氏就改为高氏。

三、《历代迁徙的情况》
高姓虽然发源于今河南省境

内，但春秋以后却以齐鲁之地高氏
居多。据史料所载，战国到秦汉时
期，高姓已可能迁入河北、辽宁境
内。

1、秦汉三国时期，随着政局的
几度分合，人口迁徙频繁，高姓人
氏渐活动于海河流域，黄河上、下
游，淮河流域，长江上、下游地区。

2、两晋南北朝时，战乱频繁，
高姓人氏大举南迁，"广陵"郡望便
是在这一时期所形成的。

3、隋唐时，有书记载，河南有
陈氏父子率军开辟漳郡，其中有高
氏参加，另河南高姓族人高钢入迁

闽地（今福建省）。此时，德州蓨
（今河北省景县）仍是继东汉以来
高姓主要的聚居地。

4、五代时期，有陕州硖石（今
河南省三门峡市）人在江陵府（今
湖北省荆州市）建南平国。有太原
（今山西省太原）人高彦俦到四川
后蜀政权为官。在此期间，江南江
北都有高姓人活动。

5、两宋时期，高姓人为避战乱
由中原向江南迁徙。如开封高琼
后裔定居于海宁、临安、温州、山
阴，合肥人高彻定居于晋陵。

6、元明清时期，高姓人多集聚
于东南地区，尤以江苏、浙江地区
最为集中。

7、现当代，高姓主要分布在江
苏、福建、广东、江西、云南等地。

四、《历代分布的特点》
1、中国历史上，高姓称帝王者

14人，曾建立北齐、燕、荆南等政
权。

2、宋朝时期(960—1279年)，高
姓大约有89万人，约占全国人口的
1．15%，排在第十五位。安徽为
高姓的第一大省，约占全国高姓总
人口的 15．6%，占安徽总人口的3
．1%。在全国的分布主要集中于
安徽、河北、陕西、河南、四川五省，
这五省高姓占高姓总人口的 62%；
其次分布于山西、湖北、浙江，这三
省的高姓又集中了 20%。全国以
皖豫陕冀为中心，向东北、西北、东
南呈放射形的高姓分布带。

3、明朝时期 (1368—1644 年)，
高姓大约有93万人，约占全国人口
的1%，为明朝第十九位姓氏。宋、
元、明 600年全国人口纯增长率是
20%，高姓人口基本没有增长，远
远低于全国人口的增长速度。600
年中高姓人口纯增加率为 4%，净
增加了 4万。山东为高姓第一大
省，约占总高姓人口的 18．8%。
在全国的分布主要集中于山东、江
苏(12．5%)、浙江(12．2%)，这三省
高姓大约占高姓总人口的44％；其
次分布于山西、江西、甘肃、河北，
这四省的高姓又集中了29％。

宋、元、明期间，高姓的分布总
格局变化较大，其人口主要由北方
向东南和西北迁移，特别是向江浙
赣地区移民。全国重新形成了山
东、江浙赣、陕晋三个高姓人口聚
集地区。

4、现当代高姓的人口已达 1
452万，为全国第 18位姓氏，大约
占全国人口的 1．21%。从明朝至
今近 600年中高姓人口由 93万激
增到1450馀万，达15倍之多。

东的迁移，同时，向西南和南
方的移民已经成为重要的移动流。

（十九）《文曲星比干后裔，得
姓始祖名林坚》

一、"林"字溯源
"林"字始见于甲骨文，古字形

从"二木"。本义为长在一片土地
上的许多树木或竹子。。"木"在甲
骨文中像一株树，上部是枝，下部
是根。"林"以两个"木"并列在一
起，表示成片的树木。金文的形体
完全和甲骨文相同。小篆只是在
笔画上将"木"的枝杈和根杈形状
变成了曲笔。而隶书和楷书则将
曲笔又变作小横和撇捺。

东汉•许慎《说文解字》："林，
平土有丛木曰林。"意言平地上丛
生的树木称之为林，这个含义古今
相同。《诗•邶风•击鼓》："于以求
之，于林之下。"林即树木、林木。
因为林是树木的丛生聚集之地，因
此有"丛林"的说法。这种聚集丛
生的含义又被用在人或者其他事
物身上，只要具有聚集的状态，便
可用此来描述，例如"枪林弹雨"、"
艺林"、"碑林"、"竹林"等等。由林
木丛生进一步引申出繁茂的意思，
如成语"林林总总"。

二、《林姓渊源》
林姓，主要源自子姓、姬姓及

少数民族改姓等。
1、东夷一支称林方，南迁后称

"郴"。"林"义与曹近似，"木"是建
木，也就是天杆圭表，又名扶桑，扶

木。二建木并立为林，"林"下为天
齐坛台（渐台）。《辞海》载："林，姓
也，史谓殷商•比干避难长林之
山，因以林为氏"。在民间，比干一
直被尊为"文曲星"。明代小说《封
神演义》载：姜子牙封神时，因比干
正直纯良，封为文曲星君，掌管天
下读书人的功名。科举时代，士人
学子的功名利禄均从科举中求，因
此读书人视比干为财禄之神，久而
久之就成了民间信奉的财神之一。

2、得姓始祖林坚。林坚是比
干的遗腹子。因商纣王残暴无道，
比干多次犯颜强谏，反遭杀害。当
时，比干的夫人陈氏身怀六甲，带
着四个侍女逃到牧野避难。她们
住在树林掩映的石洞里，后来，夫
人生下一个儿子，取名坚，字长
思。周武王伐纣取胜，比干的夫人
携子坚拜见周武王。因为坚是在
树林里出世的，所以，周武王以"林
"赐姓，拜为大夫，食采西河后移封
博陵公。

三、林姓支脉
1、有一支脉源自姬姓，出自周

平王的世子姬开，属于以先祖名字
为氏。周平王姬宜臼，有庶子名叫
姬林开，姬林开的子孙，以祖辈名
字为氏。 林坚即成为林氏的得姓
始祖。

2、另一支脉源自官位，出自西
周时期官吏林衡，属于以官职称谓
为氏。林衡，又称林人，是西周中
期开始设置的机构官称，主要负责
掌管林木，并负责植树造林，养护
浇灌等。

3、源于少数民族改姓。
1）源自鲜卑族改姓：南北朝

时，北魏孝文帝把国都从平城迁到
洛阳后，命鲜卑人改用汉字姓，把
代北的丘林氏改为林氏。

2）源自高山族改姓：台湾地区
的高山族，是中国大陆古"百越族"
迁居台湾的一个分支，世居林木茂
密之地，因此有以林为汉姓者。

3）源自满族改姓：满族布萨
氏，满语为Busa Hala，世居瓦尔喀
（今南自长白山、图门江以北，北自
黑龙江下游乌扎拉地方以南，东至
俄罗斯滨海地区南部），后多冠汉
姓 为 林 氏 。 林 佳 氏 ，满 语 为
Lingiya Hala，世居蜚优城（今吉林
珲春三家子乡高丽城村）、乌喇（今
吉林永吉），后多冠汉姓为林氏。

四、《大陆林姓1500万，全球林
姓2000万》

林姓在宋版《百家姓》中位列
第 147位。2020年，大陆林姓人口
约为 1500万，排在第 19位。中国
南方林姓排在第4位，福建俗称"陈
林半天下，苏黄占一半。"林姓人
口约 472万，占全省总人口 14.8%，
排在第一位；广东省林氏约311万，
浙江省约 184万；台湾地区林氏约
200 万，韩国 180 万，其他地区约
500万，在全球约 2千多万。林姓
人口密度最高为福州、莆田、闽南、
粤东及台湾。

五、《林姓的迁徙分布》
先秦时期，林姓首先活动在黄

河以北、太行山以东的地区，进入
东周后，林姓已经散布到甘肃、陕
西、山西等地。山东鲁国是林姓发
祥的第一地，整个春秋战国时期，
林姓在鲁国得到最好的发展，形成
了著名的济南林氏，在随后的秦汉
时代，济南林氏一直占据了林姓群
体的主导地位。两汉、两晋、三国
和南北朝，北部战乱，中原板荡，五
胡乱华，政权更迭，林姓随中原居
民向四周迁移，经西南到四川，向
东南抵江浙。

西汉时期，林氏家族渡过黄
河，开始向山东济南迁徙。

到了西晋，济南林氏家族一支
往四川成都迁徙，一支往江苏徐州
迁徙。

西晋末年，林礼随子林隶迁居
徐州下邳，成为下邳林氏的开基
者。林隶的长子林懋有六个儿子，
其世代子孙在下邳（治今江苏省睢
宁县西北）之梓桐乡一直居住下
来，成为徐州之冠族。林懋也因此

被奉为下邳林氏望族之始祖。这
支林姓人后裔仍以"下邳堂"作为
堂号，使用"派出下邳声望远，支分
八闽泽绵长"等作为堂联。

林隶次子林禄原任安东琅邪
王府将军、黄门侍郎，后随晋•元
帝渡江，晋•明帝太宁三年（325），
奉命持符节守晋安，为晋安林始
祖。入闽始祖林禄继比干、林坚
后，树立起第三块里程碑，开创了
林氏家族在东南沿海的发展史。

林禄的第 4代曾孙林格，在东
晋•宁康元年（373），定居今天的
城厢区霞林棠坡，成为入莆田始
祖。3大支系中，九牧林主要分布
在荔城区和城厢区及涵江区大洋、
庄边、新县、白沙等地。金紫林主
要分布在埭头、平海、北高及黄石
一带，阙下林分布在东庄和新度。

传十世隋右丞林茂，由晋安迁
居莆田北螺村。传十五世至万宠，
唐明皇•开元间任高平太守，生三
子：韬（阙下林始祖）、披（九牧林始
祖）、昌（游洋林始祖）。

阙下林：阙下林源于唐贞元年
间的孝子林攒，韬公，万宠公长
子。欑生三子：延鲁、延吉、延宾。
宋朝时，林攒的后裔林杞任知州，
他的九个儿子也是知州，称为"宋
九牧"、"父子十知州"。

"金紫林"：从林禄十八世孙台
州知州林沙算起，这一支派有林
晖、林英、林悦、林光朝 4人在朝为
官，均获朝廷赐"金紫"，被称为"一
门四金紫"。荔城区北高张城、黄
石定庄、秀屿区埭头英田林氏族人
同出林沙派下，他们以"忠义"家风
传世。

九牧林：开派始祖林披，万宠
公第二子，字茂彦，莆田县西天尾
（今莆田市荔城区西天尾镇）人，唐
明皇•天宝十一年（752）明经及
第，官至太子詹事，赐紫金鱼袋，上
柱国，赠睦州刺史，由北螺迁居澄
渚乌石（今析出属西天尾镇龙山
村）。林披生九子苇、藻、著、荐、
晔、蕴、蒙、迈、茛，皆官刺史，世称"
九牧林家"。九牧林根在莆田，源
出澄溪。唐有林藻，林蕴各以文
名、忠烈名著唐史；宋有祖姑林默
（即妈祖，御封天上圣母）为台湾第
一宗教信仰，明有永乐状元林环、
刑部尚书林俊、"铁面御史"林润、"
三教先生"林兆恩（龙江）等均为名
垂青史的九牧名贤。九牧林自唐
代开基，历经1200余年，世远支分，
派衍闽、琼、台、浙、赣、湘、桂、川、
黔、等省、区以及东南亚各国。

游洋林：林昌，字茂吉，乃万宠
公第三子，官兵部司马，配宋氏，生
一子名萍。萍于唐贞元间明经及
第，官沣洲司马（后追赠中宪大
夫）。唐太和年间归隐后，迁居仙
游游洋，世称"游洋林家"。林昌为
游洋林家始祖。宋初，游洋林一支
由林居裔为首在仙游县游洋百丈
岭揭竿起义，受到朝廷镇压，后来
分别迁入浙江 泰顺、漳浦、尤溪等
地。后裔林石再辗转迁入台湾，在
台湾台中县雾峰定居。"

游洋林"后裔林和义迁居漳州
漳浦路下，分衍"路下林"一系。路
下林始祖林和义，生子大用，大用
生七子：子亨、子贵、子贤、子慕、子
华、子齐、子渊。元末兵乱，七子散
居各地：长房子亨分居苦竹（在今
赤土乡）。二房子贵守祖路下，居
庵下梧。三房子贤分居七都（旧
镇）桥头。四房子慕分居平和五寨
乡埔坪社，五寨埔坪社迁移到台湾
的林石繁衍雾峰林家一派。五房
子华分居车田（今石榴乡）之攀龙
社。六房子齐分居平和五寨后
巷。七房子渊居漳浦霞美（下
尾）。各个分衍地均成为当地大
族。路下林枝繁叶茂，后裔众多，
为漳州市林氏最大支派，号称人丁
"一斗麻"，共 14万多人丁（不含外
迁人口），占全市林氏人口 26%。
分布漳浦县有 90000 多人，芗城
1800 人、龙海市 4318人，云霄县
2375人、诏安县140人、东山县9857
人、平和县35811人。(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