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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百家姓笺说》 黄世中

六、《林姓的人口分布》
宋朝时期，林姓大约有 76万

人，约占全国人口的 0.98%，排在
第 19 位。福建为林姓的第 1 大
省，约占全国林姓总人口的58%，
占福建总人口的 9%。在全国的
分布主要集中于福建、浙江、广东
三省，这三省林姓占林姓总人口
的 85%；其次分布于河南、江苏、
江西，这三省的林姓又集中了
9%。以福建为中心的林姓聚集
区已经形成。

明朝时期，林姓大约有 79万
人，约占全国人口的 0.85%，为明
朝第20位姓氏。宋、元、明600年
间全国人口纯增长率是 20%，林
姓人口增长比全国人口的增长速
度要慢，几乎没有增长。

在全国的分布仍集中于福建
（38%）、广东（26%）、浙江（18%），
这三省林姓大约占林姓总人口的
82%。福建省林姓人口全约 472
万，占全省总人口 14.8%，排在第
一位。台湾地区林氏约 200万。
国外，则韩国约 100万，其他地区
约500万，在全球约2千多万。

韩国林氏：其共同的先祖名
为林八及，唐朝时从惠安彭城渡
海出国避祸，漂泊到新罗国（今韩
国）江华湾登岸，如今衍生出了
180多万韩国林姓人口。

七、历代林姓名人举例
1、林坚，比干之子。西周大

臣，林氏始祖。
2、林禄：开闽林姓中影响最

大的"闽林"始祖。随晋元帝南
渡，晋明帝•太宁三年（325），担
任晋安郡守，死后追封晋安郡王，
葬在泉州惠安县九龙岗。

3、林慎思：字虔中，号伸蒙
子，福州人人。世居长乐县崇贤
乡钦平里鸿山咸通十年进士及
第，十一年，再中博学鸿词科第
一。福建历史上第一位思想家，
他是福建文化发展史上的一个重
要标志，标志着福建从蛮荒进入
文明。

4、林默娘："天上圣母，人间
妈祖"，是在东南沿海及台湾等地
流行的俗语，被人尊为圣母或妈
祖，把她当作保护神。随着航海
事业的发展和出海远行者越来越
多，被更多的远航之人所尊奉。

5、林逋：北宋诗人，字君复，
北宋杭州钱塘（今浙江杭州）人。
在西湖之孤山结庐而居，种梅养
鹤，怡然自得，20年间未曾入闹市
一步。人称"梅妻鹤子"。其《山
园小梅》中的"疏影横斜水清浅，
暗香浮动月黄昏"，成为流传千古
的佳句。有《林和靖诗集》。

6、林昌彝，字惠常，清代侯官
（今福建福州）人，道光年间进士，
是林则徐的族兄，与著《海国图
志》的魏源相友善。著有《射鹰楼
诗话》，为反对英国侵略之作。

7、林则徐：1839年，"禁毒英
雄"在广州"虎门"一把大火烧出
个醒世的中国，给沉睡的国人当
头棒喝，一生清正廉洁，忧国忧
民，以禁断鸦的爱国之举而留名
清史，同时也主张努力学习西方
的先进技术，是近代中国睁眼看
世界的第一人。

8、林永升：字钟卿，清末侯官
（今福建闽侯）人，中日甲午战争
爆发后，率舰随北洋诸舰护送运
兵。后在黄海战役中壮烈牺牲，
为国捐躯。

9、近代 林旭，晚清戊戌六君
子之一。

10、林觉民：近代民主革命烈
士。福建闽侯人。1911年春参加
广州起义（黄花岗之役）。4月 24
日《绝笔书》，表示为"光复神州，
重兴祖国"而献身的决心。随黄
兴攻两广总督署，受伤被俘，从容
就义。译著有《六国比较宪法
论》、《驳康有为物质救国论》等。

11、林森：早年参加同盟会，
中华革命党，1919年任南京临时
参议院议长，1931—1943年 12月
年间担任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主
席，在战祸横生，枭雄四起的年
代，他坚守民主信念，维护共和，
爱国爱民，清正廉洁，被世人所赞
誉。他是现代中国的第一位平民
主席，也是中国林姓的唯一一位
国家元首。

12、林语堂：一位享誉海内外
的文化名人。福建漳州人，原名
和乐，后改玉堂，又改语堂 。中
国现代著名作家、学者语言学家、
翻译家。早年留学美国、德国，获
哈佛大学文学硕士，莱比锡大学
语言学博士。回国后在清华、北
大、厦大任教。1954年赴新加坡
筹建南洋大学，任校长 。曾任联
合国教科文组织美术与文学主
任、国际笔会副会长等职。 1940
年和 1950年先后两度获得若贝
尔文学奖提名。

13、林伯渠：中共建国领导人
之一。原名林祖涵，字邃园，号伯
渠，湖南安福修梅镇凉水井村
人。早年加入同盟会。1921年加
入中国共产党 。是中共和中华
人民共和国卓越领导人之一 。
1960年5月29日，在北京逝世，享
年74岁 。

14、林彪：湖北黄冈林家大
湾，军事家，原名林祚大，字阳春，
号毓蓉；曾用名育容、育荣、尤勇、
李进，1955年被授予元帅军衔。
1971年9月8日，林彪下达反革命
武装政变手令，妄图谋害毛泽
东。阴谋败露后，于 9月 13日乘
飞机外逃，在蒙古人民共和国温
都尔汗地区机毁身亡。

15、林徽因：旷世才女林徽
因，最后在梁启超贤惠儿媳的角
色里化作"人间的四月天"。徐志
摩诗："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
云彩。"写的就是林徽因。

（二十）《罗》
一、"罗（羅）字溯源
上世纪五十年代简化汉字

时，把"羅"简化为"罗"。
"羅"字始见于商代甲骨文 ，

会意字。其古字形上部是"网"
字，像捕鱼及捕鸟兽的网形；下部
是"隹（zhuī）"字，是鸟的意思。两
部分合在一起，表示用网捕鸟。"
从网从鸟（隹），表示捕鸟的网，"
张网捕捉 "。《诗经•小雅•鸳
鸯》："鸳鸯于飞，毕之罗之。"现
有成语"门可罗雀"。

引申指搜集、招致、网罗。西
汉•司马迁《报任安书》："网罗天
下，放失旧闻。"

捕鸟的"罗"由于网眼较密，
因此又用来指密孔的筛子。明•
宋应星《天工开物•粹精》："凡麦
经磨之后，几番入罗，勤者不厌重
复。

又引申指呈弧形或环状孔眼
的丝纺织品；战国•宋玉《招魂》：
"蒻阿拂壁，罗帱张些。"

又引申为罗列、散布：战国•
宋玉《招魂》："轩辌既低，步骑罗
些。"唐•韩愈《南山诗》："或罗
若星离，或蓊若云逗。

罗又作量词：一罗合十二打，
是英文gross的英译。

二、"羅"姓渊源
1、出自妘姓，源自于史书称

为"祝融八姓"的后裔。祝融的后
裔分为八姓，即己、董、彭、秃、妘、
曹、斟、芈等前 690年，罗国（河南
罗山）被楚国所灭，于原地另置鄢
国（河南鄢陵）。罗氏的子孙逐渐
南移，最初迁居枝江（今湖北省南
部，长江沿岸的枝江县），至周末
又南迁至湖南汩罗地区，遂以国
名"罗"为氏。

妘姓为颛顼帝之孙祝融氏之
后裔。"妘"为中国古代最早的姓

氏之一。据《说文通训定声》记
载，鄢、郐、路、逼阳、鄅等姓，都是
古时的妘姓国。 祝融，名黎，为
帝喾时的火官（掌管民事），后人
尊为火神。因有功，能光融天下，
帝喾便命曰祝融。祝融的后裔分
为八姓，即己、董、彭、秃、妘、曹、
斟、芈等，史书称为"祝融八姓"。
到了周朝的时候，有子孙被封在
宜城（今湖北省宜城县），称为罗
国。前 690年，罗国被楚国所灭，
于原地另置鄢国，祝融氏的子孙
就逐渐向南迁移，最初迁居枝江
（今湖北省南部，长江沿岸的枝江
县），至周末又南迁至湖南长沙，
遂以国名"罗"为氏。

2、源于官位：西周初期官吏
罗氏，属于以官职称谓为氏。罗
氏，是两周时期的一种官职，专职
掌管天下鸟、禽的捕捉与饲养，以
供王公贵族欣赏和食用。 在为
卫懿公饲养鹤照料仙鹤的罗氏后
裔子孙中，有以先祖的官职称谓
为姓氏者，称罗氏，世代相传。

3、出自少数民族
1）源于鲜卑族，出自南北朝

时期鲜卑拓拔部叱罗氏族，属于
文化上汉化改姓为氏。《魏书•
官氏志》中记载北魏孝文帝时，推
行汉化政策，下令将鲜卑族姓氏
改为汉姓，其中叱罗氏、破多罗氏
皆改成汉姓罗姓。

2）源于蒙古族，属于帝王赐
改姓为氏，或汉化为氏。有一部
分罗姓蒙古人就是汉化的结果。
另外，明朝政府对蒙古族实行同
化政策，提倡蒙古人改用汉姓，并
对蒙古人赐以姓名。如有克罗俄
领占者赐姓罗，名秉忠。

3）西域斛瑟罗后裔姓罗氏。
《通志•氏族略》《古今姓氏书辩
证》里都有唐代时"斛瑟罗氏，改
为罗氏"的记载，《唐书·突厥传》
称：斛瑟罗为西突厥可汗，圣历二
年（699年）时因被突骑施首领乌
质勒所追，率部人六七万内迁，后
死于长安。斛瑟罗的后裔则逐渐
汉化为罗氏，这就是西域罗氏的
由来。

4）源于满族，属于以汉化改
姓为氏。满族八旗姓中爱新觉
罗、萨各达氏、罗佳氏、鄂穆绰氏
等后裔均有改姓为罗者。土族中
的罗姓是土族罗古尔氏汉译过来
的。

5）源于苗族，出自明朝时期
西南地区苗族，属于汉族融入苗
族化为氏。

6）源于布依族，出自春秋时
期古罗国后裔，属于以国名汉化
为氏。布依族罗氏为古罗国后
裔，罗国被楚武王熊赀强行迁到
今湖南汨罗地区，国人以原国名
为姓氏，称罗氏。在汨罗地区那
里定居了一段时间之后，其中一
支越过罗霄山脉到达了江西地
区。后来，这支罗国族人又从江
西辗转迁徙到广西地区，成为今
天的布依族。唐朝时期，西原蛮
首领就姓罗，当时的西原地区在
今广西左、右江流域。

7）源于彝族，出自贵州水西
彝族，属于以汉化改姓为氏。 贵
州水西彝族"安氏，其先曰济火，
本姓罗氏"。据今贵州彝族当地
人说，其先为烈显族源的苏纳、义
陇家支，后世子孙由于分迁五个
不同的地区，而有了五个姓氏，其
中有一支迁到大方城东瓜林而姓
罗。又有彝族俄母氏汉姓为罗。

8）源于土家族。楚灭罗国
时，有一部分罗姓人不愿臣服楚
国，便和卢、庸遗民一起向西越过
神农架，进入川东，定居阆中，成
为"板楣蛮七姓"之一。板楣蛮为
古代巴人的一支，因曾使用"虎皮
衣楣"的武器而得名。常璩《华阳
国志·巴志》载：汉高祖"复除民
罗、朴、昝、鄂、度、夕、龚七姓不供

租赋"。《后汉书·南蛮西夷列传》
记载了板楣蛮为汉高祖刘邦立国
立有汗马功劳，而被免去租赋之
事。

9）源于瑶族。居住在广西西
部一带的背篓瑶认为密洛陀是他
们的始祖女神。在他们中流传着
这样的创世歌："密洛陀让他们
走，密洛陀叫他们结婚。兰和罗
成双，韦和蒙结对......"这就是背
篓瑶兰、罗、韦、蒙四大姓的起
源。据说罗姓的始祖叫罗得元。
在蒙姓中还有大蒙、小蒙的区别，
据说大蒙的始祖生了七个儿子，
分别姓蒙、兰、韦、罗、潘、袁、卢七
姓，就是说罗姓又有了一个来
源。又瑶族勒楼氏，汉姓为罗。
宋代有郴州黑风峒瑶首领罗世
传，于嘉定元年（1208年）二月在
桂阳黑风峒起兵反抗官府，不久
投降，宋授以承节郎。后再次起
义，率领义军经常于宋国的边境
一带活动，杀死了宋军的飞虎统
制边宁。江西、湖南等地的官府
闻讯皆惊恐不安。不久，再次被
朝廷招安。嘉定四年二月，与兄
罗世禄再次起事，九月为部下所
杀。现在瑶族罗姓主要分布在广
西的巴马、东兰、田东、都安、南丹
县大瑶寨等地区。

10）源于土族，属于以汉化改
姓为氏。在土族语言中，把罗姓
人称作罗古尔·孔，即种油菜子的
人。罗古尔地方因出产油菜子而
闻名。土族语言译成汉语后，罗
古尔氏人就取第一个字罗作为自
己的姓。

11）源于京族，属于以汉化改
姓为氏。京族原称"越族"，自称"
安南"，其祖先是在四百多年前从
越南所涂山、春花、宜安、瑞溪等
地陆续迁到今广西壮族自治区南
部防城各族自治县的山心、漓尾、
巫头、潭吉诸岛上的。据调查，今
京族共有包括罗氏在内的三十一
个姓氏，罗氏京族居住在漓尾。

12）源于拉祜族，属于以汉化
改姓为氏。拉祜族人到清嘉庆年
间开始出现姓氏，但当时只有李、
石、张三姓。后采，由于拉祜族与
汉族和临近民族的交往日渐频
繁，他们的姓也增加了，如今拉祜
族中有包括罗氏在内的多个姓
氏。

13）源于哈尼族，属于以汉化
改姓为氏。明朝初期，云南临安
知府赐给滇南土官李、赵、陈、钱
等汉姓，是哈尼族使用汉姓的开
始，后来在与汉族交往过程中，一
些哈尼族人也开始使用汉姓了。
如今哈尼族中使用的汉姓有包括
罗氏在内的多种姓氏。

14）源于黎族，属于以汉化改
姓为氏。 [15]据《明史》记载：明
永乐四年（公元1406年），"琼州属
县生黎峒首罗显、许志广、陈宗等
三十三人来朝"，说明在明朝时黎
族中便有了罗氏。如今罗氏黎族
人主要居住在海南省的乐东县。

15）源于白族，属于以汉化改
姓为氏。明、清两朝时期，云南兰
州（今云南兰坪）白族土知州、土
舍官在改土归流运动中，均流改
为汉姓罗氏，世代相传至今。今
白族中有许多罗氏族人。

16）源于其他少数民族，属于
以汉化改姓为氏。今仡佬族、侗
族、东乡族、回族、壮族、朝鲜族、
羌族、布朗族、俄罗斯族、仫佬族、
佤族等少数民族及台湾高山族
中，均有罗氏族人分布，其来源大
多是在唐、宋、元、明、清时期中央
政府推行的羁糜政策及改土归流
运动中，流改为汉姓罗氏，世代相
传至今。

三、得姓始祖颛顼
颛顼的孙子，祝融氏的后

裔。"妘"是中国古代最早的姓氏
之一。据记载，鄢、郐、路、逼阳、

禹等姓，都是古时的妘姓国。祝
融，名黎，为帝喾时的火官（掌管
民事），后人尊为火神。祝融后裔
分为八姓，即己、董、彭、秃、妘、
曹、斟、芈等，史书称为"祝融八姓
"。到了周朝，有子孙被封在宜城
（今湖北省宜城县），称为罗国。
前 690年，罗国被楚国所并，于原
地建立鄢国。祝融氏的子孙就逐
渐向南迁移，最初迁居枝江（今湖
北省南部，长江沿岸的枝江县），
至周末又南迁至湖南长沙，就以
国名"罗"为氏，尊颛顼为始祖。

四、迁徙传播
1、春秋战国时期
自匡正公始，以湖北宜城"罗

子国"（前690年）为起点，罗氏家
族日益壮大。但约公元前 690年
至 24世万通公时，"罗子国"遭强
楚灭亡，而罗氏之遗臣遗民便开
始了漫长艰难的迁徙发展历史。

罗氏主力从宜城迁移至丹阳
附近的枝江。今湖北省襄樊市南
漳县，留存有古"罗子国"遗址。

由湖北枝江迁至今湖南汨罗
一带。今湖南汨罗县留存有古"
罗子国"遗址。其时罗氏主力在
湖南长沙附近聚居，形成以"罗"
命名的"罗县"。罗氏谱载：匡正
公 24世万通公，国亡而家徙（湖
北）襄阳黄龙河；28世秀扬公世爵
外散，隐居湖广（湖南）蘅山县铁
炉门；30世裎政公，为五侯名相，
见世道不利而隐西山修炼，遂隐
居罗洪洞，吴氏生凌甫。31世凌
甫公收复宜城而复国，南迁荆州
枝江，即从湖南又迁回湖北枝
江。四川靠近湖北，罗子国遗民
一部份入川，以四川为中心，向
黔、陕、甘等地区迁徙。

2、秦汉时期
秦末汉初，秦朝统一中国后，

罗氏后裔便开始从湖南东迁江
西。

以罗珠为代表的一支罗氏从
湖南罗县迁移江西南昌，开启了"
豫章罗氏"郡望。此间不断有罗
氏从湖南进入江西。

留于湖南原籍的、以汉•梁
国宰相罗怀为代表的罗氏家族，
在湖南开始发展，并遍及湖南各
地。以交州刺史，长沙人罗宏为
代表，在湖南长沙形成名门望族，
形成了罗氏长沙郡望。

以商人罗裒、儒士罗衍为代
表的罗氏，在四川成都派衍发展。

以罗蒙、罗宪、罗尚为代表的
罗氏，在湖北发展。

3、魏晋南北朝时期
汉末三国战乱，为避乱或从

军立业，罗氏开始大规模转移，其
中：

蜀汉之罗宪家族，在湖北得
以长足发展。

晋"叔侄封侯" 之罗宪、罗尚，
吸引不少族人投奔襄阳，尤其武
将族人奉罗尚为先祖，终发展形
成罗氏"襄阳郡望"。

以"湘冲琳琅" 长沙相罗含为
代表，大大提高罗氏声誉，吸引不
少族人迁徙湖南，为形成罗氏"长
沙郡望"奠定基础。

以"一门忠孝"罗企生、罗遵
生兄弟为代表在江西发展，进一
步奠定了"豫章罗氏"的基础。北
魏时，鲜卑族之罗结家族改为汉
罗氏，掌管北魏半壁江山，其族人
分散至山西、山东、河南、陕西等
地为官，因任职，造成罗氏大转
移，在北方形成强大的罗氏势
力。同时，南方襄阳人罗道珍任
山东东平相，故南北互认宗亲、互
相交融、流动。南北朝时，罗艺的
先人从湖北襄阳迁至陕西。周朝
济南太守罗和家族，在山东济南
发展，至其曾孙罗君副扶佐秦王
李世民，为唐立下显赫功绩，奠定
了罗氏"齐郡郡望"的基础。(未完
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