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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历经两年的努力，《渝水乡土文化研究丛书》的第一批成果———《隐居在

百丈峰的乱世诗人范梈》《临江府孔子后裔———“三孔”的济世人生》《从庙堂

到江湖———新喻石门先生梁寅的传奇人生》《北宋新喻“三刘”述评》《习凿齿

及其杂传解读》等五本专著终于出版了。这同时也是中共新余市渝水区委宣

传部与新余学院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合作推出的第一批地方文化研究成

果，是一批中青年学者深耕两年的阶段性收获。

主动服务于地方经济文化建设，是高校转型发展的重要内容和应有之

义，也是高校教师专业成长的内在需要和重要载体。只有不断强化这种服务

意识并付诸踏踏实实的行动，我们的地方高校才能够谋求真正的发展；对于

人文学科的学者们来说，地方历史文化、风土人情也永远是学术研究的一泓

活水，能够提供源源不断的灵感和资源。

感谢中共渝水区委宣传部的信任，同时，我们也愿意继续这种合作，愿

意继续以这样的方式参与到活泼生动的地方经济文化建设进程中去，以自

己的方式为传播地方的优秀传统文化做出贡献。

黄谦

2015年 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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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习姓渊源

习姓为中华姓氏之一，在《百家姓》中排名第 332位，2007年在全国姓

氏人口数量中排名第 296位。习姓人口较少，习姓虽在全国乃至全世界都

比较少见，然与其他姓氏相比“渊源久远”。习姓历史渊源，源出有七：

第一个渊源：源于鳛部、鳛侯国。鳛部（今贵州省遵义市习水县，原名

“鳛水县”）起源于七千余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形成于商周时期，属于小诸侯

国。春秋战国时期，鳛部被秦、楚等大国相继兼并。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为

了控制南夷通道，于土城设置“鳛部县”，赤水河因此得名“鳛部水”。据《史

记·西南夷列传》：西汉建元六年（前 135），汉武帝派遣番阳县令唐蒙出使

南夷，恢复秦代郡县，改夜郎为犍为郡，并分封了夜郎、且兰、鳛部等一批县

级侯王，这些侯王受封赐（食邑）的县称“国”，鳛部侯之封地因此称“鳛国”。

《史记·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说：“诸侯稍微，大国不过十余城，小侯（县侯）

不过数十里。上足以奉贡职，下足以供养祭祀……”班固在《汉书·百官公

卿表》中解释说：“列侯所食县（封域）曰国。”鳛部侯（简称“鳛侯”）属于县一

级小侯，其封地“不过数十里”，其国势不强，封域不大，知名度不高，故《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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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凿齿及其杂传解读

记》等史书都没有单独提名叙述它（在汉初南夷地区的十来个县中，除了夜

郎县外，其余九个县司马迁都没有提名叙述。正所谓“历来著史者，每详于

北而约于南”）。据司马迁《史记·西南夷列传》和班固《汉书·食货志》记载：

汉武帝元鼎时（前 116—前 111），山东黄河发水灾，为了赈灾，除将灾民迁

入关西和“令（一部分）……得流就食江（长江）、淮（（淮河）间”外，又“遣使

虚郡国仓廪以振贫”并“募豪富人相假贷”。而这些富商大贾，却“冶铸鬻盐，

财或累万金，而不佐公家之急，黎民重困”。西、南夷地区的夜郎、且兰、邛、

笮等郡国封侯因此对汉武帝“遣使虚郡国仓廪振贫”和国家在困难时的“封

君皆氐首仰给”等政治措施不满，便趁机反叛汉王朝，致使汉武帝于元鼎六

年（前 111）平叛西南夷，诛杀且兰、邛、笮等一批封侯，改设牂柯郡，将鳛部

县更名为“平夷县”，以示平服和弹压之意，同时将此前的郡、国封侯全部废

除，故《史记·西南夷列传》）说：“汉武帝诛西南夷，国多灭。”鳛国封君和领

地在这次事件中被废除，其侯王、贵族就沿长江东下进入湖北地区，并以

封国（鳛国）为姓氏。按习姓之“習”本为“鳛”，后人为了回避汉武帝平南夷

灭鳛国这一历史事件和书写方便，东汉时改“鳛”姓为“習”姓。到东汉末年，

習姓人已在襄樊和东阳地区发展成为旺族，因此汝南人应劭将其记入《风

俗通》一书中。

第二个渊源：源于诸侯国习国。西周时期有个习国（今陕西商洛丹凤

武关少习山一带），以地为名，是封予炎帝后裔的诸侯国，君主名叫习侯。

在史籍《风俗通》中记载“习为古国名，汉代有习响，曾为陈相”。习国灭亡

后，在其公族子孙以及国民中有以故国名为姓氏者，称习氏。到了东汉时

期，汉孝和皇帝刘肇在章和二年（88）改故楚地淮阳（今河南淮阳）为陈国，

敕封西平王刘羡为陈王，同时给刘羡配任的宰相叫作习响。

第三个渊源：源于少习。春秋时期有地名少习，在今陕西商县东 180多

里，后称为武关，居其地者，有人以地名为习姓。

第四个渊源：源于古息国。出自西汉时期大臣息夫躬，属于以避难改

姓为氏。在夏、商时期，在今河南息县之地就有一古息国。周武王灭殷商之

后，大封姬姓侯爵，将周文王第三十七子羽达封在古息国之地，称息侯，建

有息国。息国曾强大一时，兵强马壮，是监督中原四周诸侯国的军事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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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称千乘之国。在春秋时期，息国北结齐、郑、鲁等大国，南抗楚国，后息国

内乱，国势急剧衰落。楚文王熊赀执政时期（前 689），就持续攻击阻碍楚国

向中原发展称霸的息国。周釐王姬胡齐二年（前 680），楚军终于攻破息国，

并灭其国，国地遂成为楚国的息县。息国灭亡后，其王族后裔以及国民中

有以故国名为姓氏者，称息氏，世代相传至今。西汉时期，息氏族人中出了

一位著名人物叫息夫躬。息夫躬，生卒年不详，字子微，河内河阳人（今河

南孟州市）。息夫躬是西汉末期著名的大臣。他早年为博士，在西汉末期汉

哀帝刘欣执政时期（前 6—前 2），他与国丈孔乡侯傅晏、汝南太守孙宠关系

密切，且交游甚广。后擢升为光禄大夫、左曹给事中，封宜陵侯。息夫躬性

格耿正，曾数次上书言事，议论无所避，众畏其口，见之侧目。他还曾建议

修缮京师长安的水利设施，增设灌溉，利通漕运。后因与丞相王嘉政见不

合，遂被免官就国，后被诬陷“悖污朝纲”之罪入狱冤死。在息夫躬被捕入

狱后，其后裔子孙为避牵连之祸，四散迁逃，其中有改原姓的谐音字“习”为

姓氏者，称习氏，世代相传至今。

第五个渊源：源于南北朝时期西梁。西梁国（555—587），又称“后梁”，

是南北朝时期出现的地方割据政权，国都建于江陵（今湖北荆州），统治地

区位于梁的西边，故又称为西梁。承圣三年（554）至西魏恭帝拓跋廓元年

（554），西魏军队攻陷江陵，杀了南梁国梁元帝萧绎之后，西魏恭帝在次年

（555）将属下的梁王萧詧立为梁皇帝，成为西魏政权的臣皇帝。由于西梁

国土狭小，属地仅有江陵及其附近数县八百里地，因此先后成为西魏、北

周和隋朝的附庸国。西梁国承续了故南梁国的文化，一直自居南朝正统，

长期与南朝陈国对立。西梁国共传梁中宗宣帝萧詧、梁世宗明帝萧岿、梁

惠宗靖帝萧琮三世，到了隋文帝杨坚开皇七年（587），隋文帝废黜了西梁国

制，西梁国因此灭亡，仅存在了三十三年。西梁国灭亡之后，其皇族后裔中

多有改以故国名为姓氏者，称西梁氏，后因避隋朝的迫害，有改以西梁氏首

字“西”为“习”为姓氏者，后遂称习氏。

第六个渊源：源于官位习学公事。习学公事，原为五代时期后周政权

设置的官位，隶属于中书门下省，后来宋太祖赵匡胤“陈桥兵变”夺取后周

政权，建立了北宋王朝之后，在中书门下省设立了五个基本的衙门，称作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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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凿齿及其杂传解读

吏房：一是总房，又称孔目房；二是吏房；三是户房；四是兵礼房；五是刑房。

这五个部门综管处理所有的文书事务。到了北宋神宗赵顼熙宁三年

（1070），重新设置“检正五房公事”一名，总领并监督五房吏各项事务，该官

员又称“都检正”。为此，在五房吏各置“检正公事”二人，各自掌管本房事

务，简称“检正”。所有的“都检正”“检正”皆由京官充任，已经被皇帝选定为

充任者，就叫作“习学公事”，然后经由吏部审核之后，分派至相应岗位进行

见习，待前任“都检正”“检正”离任后继任，其后便称“都检正”或“检正”。如

若在任的“都检正”或“检正”处于重大国事期间而一直不离任他调（如大规

模战争、大范围自然灾害、持续宫廷内乱等），可怜的“习学公事”就一直在

岗“见习”，不得他调。到了宋元丰年间（1078—1085），宋神宗对朝廷职官制

度进行了一次重大改革，史称“元丰改制”。期间，废除了“都检正”“检正”之

官称，其职能分归“中书舍人”“给事中”“尚书左司郎”“尚书右司郎”，但“习

学公事”之称仍旧保留。到了南宋高宗赵构建炎三年（1129），又重新恢复

“检正诸房公事”二人，第二年又废除。到了宋绍兴二年，再重新设置“检正”

一名。该职官模式在辽国、金国、西夏国等少数民族政权中皆有仿设，职能

亦相仿佛。在习学公事的后裔子孙中，有以其官职称谓为姓氏者，其中不

乏少数民族政权中相应官裔汉化改习为汉姓者。

第七个渊源：源于官位，出自明、清时期官吏教习，属于以官职称谓为

氏。教习，是明朝初期明太祖朱元璋为教育诸王子而专门设置的官员名称，

后成为官学教师的官名。其职能在史籍《明史·职官志》《清朝通志·职官略》

中皆有详细记述。明朝时期，朝廷先选一些优秀的进士入翰林院学习，时

称庶吉士，给这些庶吉士们教授课程的官员就称作“教习”。自明宣德五年

（1430）开始，命学士充任。明万历元年（1573）以后，专以礼、吏二部侍郎兼

掌教习。清朝时期沿用明制，在翰林院设庶常馆，由满、汉大臣各一人任教

习，选侍讲、侍读以下官任小教习。各亲王府、官学中亦有设教习。清朝末

期，政府出面大力兴办学堂，其教师也沿称为“教习”。这种称谓一直沿用至

民国初期，后被教育总长蔡元培统改为“教师”，一直沿用至今。在清朝时期

的满族教习的后裔子孙中，有以其官职称谓为汉姓者，就称习氏、教氏，世

代相传至今。如清康熙年间著名的江宁巡抚哲柏·玛祜。哲柏氏，满洲镶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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旗人，世居罕楚哈（今中俄交界绥分河上游地区），初为淳亲王府教习，清康

熙八年（1669）特别提授江宁巡抚。他一生为官清廉勤劳，曾上密折指责康

熙大帝的爱臣曹寅（曹雪芹的祖父）银饷亏空，其后裔子孙中即有姓习氏

者。

第二节 郡望堂号及通用对联

一、郡望

1.东阳郡：相当于今浙江省金华地区。西汉时期置郡，三国时期孙吴国

宝鼎元年（266）再分会稽郡置东阳郡，郡治在今浙江省金华分城区，其时辖

地在今浙江省金华市一带。以郡在瀫水（即衢江）之东、长山之阳得名。金

华设立郡府建置自此始。东阳郡属扬州，领长山（今婺城区、金东区、兰溪

市）、乌伤（今义乌）、永康、吴宁（今东阳）、丰安（今浦江）、太末（今龙游）、新

安（今柯城区、衢江区）、定阳（今常山）、平昌（今遂昌）九县，治设长山。南朝

梁绍泰二年（556）置缙州，陈天嘉三年（562）撤州，东阳郡改名金华郡，郡名

金华自此始。隋朝开皇十三年（593）改置婺州。故城区有婺城之称，后历为

州、路、府治和专署驻地。隋朝大业三年（607）复置东阳郡。唐朝武德四年

（621）改东阳郡置婺州，并于信安（新安）县分置衢州。唐朝天宝元年（742）

改婺州为东阳郡，唐朝乾元元年（758）复为婺州，一直沿续到宋、元时期。元

朝至元十三年（1276）改为婺州路；元朝至正十八年（1358），朱元璋攻取婺

州路，改名宁越府；元朝至正二十年（1360）改为金华府。明朝成化七年

（1471）金华府领金华、兰溪、东阳、义乌、永康、武义、浦江、汤溪八县，故有

“八婺”之称。

2.襄阳郡：相当于今湖北省襄阳市一带。东汉建安三年（198）分南郡、

南阳两郡各一部分置襄阳郡，其时辖地在今湖北省襄阳市、南漳县、宜城

市、当阳市、远安县等一带，治所在襄阳（今湖北襄樊襄城区）。晋朝时期入

为荆州治所。南北朝时期梁国置为南雍州，西魏改为襄州。隋朝时期改为

襄阳郡。唐朝武德四年（621）高宗李渊平定王世充后，改为襄州，因原隋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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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名而领襄阳、安养、汉南、义清、南漳、常平六县。州置山南道行台，统交、

广、安、黄、寿等二百五十七州。唐朝武德五年（622）撤酂州，以阴城、谷城二

县代之。唐朝武德七年（624）罢行台为都督府，督襄、邓、唐、均、淅、重七州。

唐朝贞观元年（627）废重州，以荆山县代之。唐朝贞观六年（632）废都督府。

唐朝贞观八年（634）废鄀州，以率道、乐乡二县代之。又撤常平入襄阳，撤阴

城入谷城，撤南津入义清，撤汉南入率道。唐朝上元二年（675）置襄州节度

使，领襄、邓、均、房、金、商等州，自后为山南东道节度使治所；辖领襄阳、邓

城、谷城、义清、南漳、乐乡诸县。唐朝天宝元年（742）改为襄阳郡。唐朝天宝

十四年（755）置防御使。唐朝乾符元年（874）复为襄州。以后襄阳为历朝郡、

州、道、府之治所。

二、堂号：忠烈堂

蜀汉时有习珍，为零陵都尉。孙权袭杀关羽，习珍于零陵孤军抗吴。孙

权派使者来招降，习珍大义凛然地说：“我宁做汉鬼，不做吴臣！”最后坚守

一个多月，因粮绝箭尽，援兵不到，便拔剑自杀报国。刘备得知后为之“发

丧”，并追赠为邵陵太守。

三、习姓宗祠通用对联

1.四言通用联

源自习国；望出襄阳。———全联典指习姓的郡望和源流。

姓开汉代；望出襄阳。———庄温英撰，全联典指习姓的郡望和源流。

2.五言通用联

父子两学士；晋汉一春秋。———全联典指东晋文学家、史学家习凿齿

（328—412），字彦威，襄阳（今湖北省襄阳市）人。博学多闻，为荆州刺史桓

温所器重，召为从事，累官至别驾。以温有谋反之迹，乃作《汉晋春秋》以规

谏之。尝结交高僧道安法师，自号“四海习凿齿”，道安以“弥天释道安”答

之。孝武帝太元四年（379）秦王苻坚攻下襄阳，将习凿齿及道安虏至长安，

乃对臣下道：“朕以十万之师取襄阳，唯得一人半。”即指道安一人，习凿齿

半人，其推重称誉溢于言表。未久襄邓反正，朝廷欲以国史职事征之，已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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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江西。其子习辟疆，亦为当时名士，喜与缁门硕德交游，而以俊辩之机锋

享誉缁素之间。

岘山学范蠡；史笔贬曹操。———庄温英撰。上联典指东汉侍中习郁，曾

在岘山南依范蠡养鱼法建造鱼池，池边筑高堤，堤上种竹及长楸、芙蓉，人

称“习氏佳园地”。下联典指习凿齿，事迹同上。

3.七言通用联

史笔擅春秋之誉；岘山留沼薮之华。———上联典指习凿齿，事迹同上。

下联典指东汉襄阳人习郁，字文通，官侍中。曾在岘山南依范蠡养鱼法建造

鱼池，池边筑高堤，堤上种竹及长楸、芙蓉，人称“习氏佳园地”。

羽化何尝登仙界；白云生处有人家。———此联为习姓繁体字“習”字析

字联。

丰田毓秀东阳郡；泰业锡光忠烈堂。———庄温英撰。全联典指习姓的

郡望和堂号。忠烈堂典指蜀汉名臣习珍自杀报国不降吴。

4.七言以上通用联

斑流管馨，擅荆襄之秀；蓉楸垂映，挹汉沔之华。———上联典指东晋习

凿齿，襄阳人。博学洽闻，以文笔著称。下联典指东汉习郁，其事迹同上。

经济才高，续著荥阳四境；抚绥善政，德化长乐群黎。———上联典指东

晋习凿齿事。下联典指明长乐知县习韶，字尚镛，永昌府永平县（今云南大

理白族自治州永平县）人。以德化民，勤于抚治，官至兵部郎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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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襄阳习氏

襄阳位于湖北省北部，汉江中游，肇始于周宣王封仲山甫于此。素有

“华夏第一城池”的称号。习氏为襄阳豪族，自始祖习响开基以来，“名人辈

出，多慷慨忠烈之士”。

一、习响。根据东汉应劭《风俗通》记载，习是一个古国名，汉代有习响，

曾出任陈相。到了东汉时期，汉孝和皇帝刘肇在章和二年（88）改故楚地淮

阳（今河南淮阳）为陈国，敕封西平王刘羡为陈王，同时给刘羡配任的相就

是习响。因此，现在习氏族人多尊奉习响为得姓始祖。

二、习融。东汉人，习郁父。《说郛》卷五十八上引《襄阳耆旧传》“习融”

条云：“后汉习融，襄阳人，有德行，不仕。”

三、习郁。字文通，襄阳人，封襄阳侯，融子。初为侍中。他随汉光武帝

刘秀驾幸黎丘（今襄樊宜城辖地），两人共同梦见苏岭山神，刘秀因他有功，

封为襄阳侯。习郁就在苏岭山建立神祠，刻二石鹿于祠前神道两侧，百姓称

之为鹿门庙，苏岭山从此改称鹿门山。他在襄阳岘山南，依照范蠡养鱼法作

鱼池，池旁有堤，种有竹、楸、芙蓉，菱、芡覆于水面，人称习家池。晋征南将

军山简驻襄阳，常游憩于此，酒醉而归，说“此我高阳池也”。池背负岘山，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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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汉水，苍松翠柏，风景优美，自古以来游人接踵而至。著名诗人李白、孟

浩然、皮日休、贾岛等，均有诗描写习家池景色。

四、习珍。刘备以习珍为零陵北部都尉，加裨将军。孙权杀关羽，珍与樊

胄等举兵。孙权遣潘濬讨珍，珍率数百人登山自将。濬数书喻使降，不答。

濬乃单将为左右，自到山下交语。珍谓曰：“我必为汉鬼，不为吴臣矣!”濬攻

珍，围守月余，粮箭并竭。珍谓群下曰：“珍受汉中王厚恩，不得不报之以死；

诸君，何为者耶？”乃伏剑自裁。刘备得知后为之“发丧”，并追赠邵陵太守。

五、习温。其父为习珍，《湖广通志》卷五四《人物志·襄阳府》云：“习温，

襄阳人，珍之子。”曾为荆州大公平令，子宇，为执法郎。《太平御览》卷四四

四《人事部八十五·知人下》引《襄阳耆旧传》云：“潘濬见温习十数岁时，曰：

‘此儿名士，必为吾州里议主。’子弟与善，温后果为荆州大公平。”（“温习”

当作“习温”，四库本《御览》引“大公平”今作“太守”）《说郛》卷五八上《襄阳

耆旧传》“习温”条又云：习温识度广大，历长沙、武昌太守，选曹尚书，广州

刺史，从容朝位三十年，不立名迹，不结权豪，饮酒一石乃醉，有别业在洛

上，每休沐，常宴其中。习温自幼爱读圣贤书，识度广大，为官清正廉洁，不

以权势自居自傲。长子宇，执法郎，曾取急趋车乘，道从甚盛，温怒杖责之

曰：“吾闻生于乱世，贵而能贫，始可以亡患，况复以侈靡竞乎。”

六、习祯。三国时蜀人，曾为雒、郫令，广汉太守。子忠，忠子隆，为步兵

校尉。《三国志》卷四五《蜀书·杨戏传》中《季汉辅臣赞》云：“文祥名祯，襄阳

人也。随先主入蜀，历雒、郫令，南广汉太守。失其行事。子忠，官至尚书郎。”

并注：“《襄阳记》曰：‘习祯有风流，善谈论，名亚庞统，而在马良之右。’子

忠，亦有名。忠子隆，为步兵校尉，掌校秘书。”在蜀汉政权灭亡之前，与襄阳

人中书郎向充联名上表刘禅，为诸葛亮立庙。《三国志·诸葛亮传》注引《襄

阳记》曰：“亮初亡，所在各求为立庙，朝议以礼秩不听，百姓遂因时节私祭

之于道陌上。言事者或以为可听立庙于成都者，后主不从。步兵校尉习隆、

中书郎向充等共上表曰：‘……亮德范遐迩，勋盖季氏，王室之不坏，实斯人

是赖，而蒸尝止于私门，庙像阙而莫立，使百姓巷祭，戎夷野祀，非所以存德

念功，述追在昔者也……臣愚以为宜因近其墓，立之于沔阳，使所亲属以时

赐祭，凡其臣故吏欲奉祠者，皆限至庙……’于是始从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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