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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疆 吾

本书是《韩氏历史人物志》的后续篇。它是对前书的溯源和深

化。如果把人物志比作一棵大树的主干，那么《韩氏历史发展志>

则揭示了这棵大树的根系和它繁茂的美景。由此可见韩娃历史源

远流长，蕴藏着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内涡之系缕。

韩姓主族是从黄帝之子昌意族中产生出来的。在古老的《山

海经》、《世本》、《通志》的注释等各种版本中，在四库全书钦定的

《古史》、《绎史》、《路史》等很多史籍中，在近现代的众多姓氏史书

中，都有韩姓历史，其渊源可追溯到黄帝，即黄帝生昌意，昌意生韩

流，韩流生颛顼。韩流的后代以韩为姓，从此华夏大地产生了第一

批韩娃人。韩姓之根系，是华夏根系之组成部分，它盘根错节，根

系相连，追根溯源，韩姓人的血管中流淌着黄帝的血液，这种亲情、

亲和性和一家素的血缘关系，使韩姓人崇尚祖宗，膜拜祖宗已延续

了几千年，并在弘扬祖德忠于国家、奉献社会等方面做出了自己积

极的贡献。

江泽民同志说，民族凝聚力是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中华民

族的凝聚力，在历史的“大一统”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改革开放的

今天和振兴国家的明天，这种凝聚力都具有重要作用。本书之目

的旨在凝聚国内外韩姓人的力量，激励子孙后代，为发展我国经

济，振兴中华文化，坚持以法治国和以德治国，为扩大爱国阵线，促

进祖国统一，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竭智尽力，以不愧为黄帝嫡

系子孙之光荣称号。

韩崇义

2001年4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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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慧久的姓氏源淀

第一章 悠久的姓氏源流

、 韩姓是一个历史十分悠久的姓氏，其渊源可追溯到轩辕黄帝。

从那以后，便开始了长达数千年的发展演变历史，其丰富的姓族文

化也因此得以形成和完善。

第一节 得姓传说

韩姓人的“韩”字，从韦，干声，读音胡安切，平声，寒韵。《辞

海》解释为井垣之意，即水井周围栏圈或土筑围栏。看来，“韩”字

可能与中国出现的水井有关。
“

韩姓的得姓传说和记载，可归纳为以下四种：

．·一、出自黄帝之孙、昌意之子韩流
’

这是韩姓最古老的渊源。传说中轩辕黄帝被称为我国的人文

初祖，是中国文明的奠基人之一。黄帝处于我国父系氏族社会的

鼎盛时期。黄帝族最初居于西北高原，后来向东发展势力，战胜炎

帝族，并与炎帝族合二为一。又共同击败东夷族，并擒杀蚩尤。从
· 1



此黄帝被推为炎黄联盟的首领。因此，中国人自称为炎黄子孙。

黄帝时期又有许多伟大发明，故被称为“人文初祖”。黄帝与炎帝

同出于有熊国(今河南省新郑)君少典氏。黄帝，姬姓，母日附宝，

生于寿丘(今山东曲阜)，立四妃，生二十五子，其中十四人得十二

姓：即姬、酉、祁、已、滕、咸、任、苟、僖、吉、儇、衣。就是说黄帝部落

有25个氏族。在父系氏族社会里，有许多父权大家族，黄帝作为

家族之长，居于部落联盟首领之位。这就是黄帝称谓的形成。据

《世本》记载，黄帝娶了西陵氏的姑娘雷祖，生青阳和昌意，昌意生

颛顼。又据《山海经》记载：黄帝的妻子雷祖生昌意，昌意降居若

水，生了韩流；韩流娶淖子族的姑娘阿女，生了颛顼(后有较细记

述)。韩流作为黄帝之孙族，颛顼之父族，可见其地位之荣耀。经

考证认为昌意生韩流，韩流生颛顼有许多事实是客观存在的。而

《世本》只言昌意生颛顼，而不承认有韩流的出现，是《世本》遗脱造

成的(《路史》语)。传说中颛顼为五帝之一，号高阳氏，活动据点在

帝丘(今河南省濮阳市西南)。曾在夺权斗争中击败共工氏。他生

十年而佐少吴，二十而登位，在位78年，享年98岁，冢在东郡濮

阳。颛顼娶胜坟氏之子(胜坟国名)谓女禄，生子穷蝉、伯服、老童、

欢头、淑士及伯益。其子孙后代国有季禺国、淑士国、中车扁(音

偏)国等，以黍为食。他重视人事治理，努力发展农业，曾命南正

重，火正黎“绝地天通”，实行人神分职，标志着原始宗教向神权的

过渡。正是他把黄帝部落的影响扩展到了我国的东方和南方。现

仅就已查到的有关韩流及其后裔活动足迹记述如下：

(一)始祖韩流

《山海经》记载：流沙之东，黑水之西，有朝云之国，司彘之国。

黄帝妻雷祖，生昌意，昌意降处若水，生韩流。韩流娶淖子族的姑

娘阿女，生帝颛顼。《山海经校注》、《山海经校译》及《山海经校注

新释》均有有关韩流的记载：黄帝妻雷祖，生昌意，昌意生韩流。韩

流娶淖子族的姑娘阿女，生帝颛项。此颛顼世系也，乃黄帝曾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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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历史的观点解释，已近神话传说之本貌矣。

《天地人鬼神图鉴》除登有韩流人像外，并载云：流沙之东，黑

水之西，有朝云之国、司彘之国。黄帝妻雷祖，生昌意，昌意降处若

水，生韩流。韩流娶淖子日阿女，生帝颛顼。朝云之国疑即阿女所

在，司彘之国疑即韩流所在。韩流或以豕猪为图腾，或以牧养豕猪

为业。阿女的工作似与天文气象有关。韩流与阿女的结合。生下

了赫赫有名的颛顼。也正是颛项帝把黄帝部落的影响扩展到了东

方和南方，春秋楚国君王便奉颛顼为祖。
‘、

《世本》帝系篇张澍卒集补注记载：竹书云，昌意降居若水，产

一．帝乾荒，乾荒即韩流也，生帝颛顼。《海内经》亦云韩流生颛顼。黄

帝为其子昌意取蜀山氏。昌意之子乾荒亦娶蜀山氏。颛顼母浊山

氏之子，名昌仆。浊山氏，即蜀山氏也。昌仆，帝王世纪作景仆，名

女枢，是为阿女，所谓淖子也。感瑶光于幽房而生颛顼。颛顼娶于

胜坟(国名)氏之子，谓女禄。颛顼六世而生禹，虞帝嬗以天下。土

生金，故为金德。天下号日夏后氏。继世十七王，四百三十二岁。

《山海经校注·海经新释》毕沅注云：韩、乾声相近，流即荒字，字之

凑瘟o 。i

《四库全书·路史》载：帝颛顼高阳氏，姬姓，名日颛项，黄帝氏

之曾孙，祖日昌意。昌意娶蜀山氏日景仆，生帝乾荒(即韩流)是袭

若水，娶蜀山氏日枢是为阿女，所谓淖子也。淖子感瑶光于幽房而

生颛顼。《路史》又日：黄帝元妃西陵氏日雷祖，生昌意、玄嚣、龙苗

(三人)。昌意就德逊居若水，有子三人，长日乾荒(韩流)。次安、季

悃。乾荒生帝颛顼是为高阳氏。安处西土。悃迁北土。 ·

《四库全书·穆天子传》日：流沙之东，黑水之西，有朝云之国、

司彘之国。黄帝妻雷祖生昌意。昌意降处若水生韩流。韩流娶淖

子日阿女，生帝颛顼。 ≮‘

<中国姓氏大全》载：韩，分布较广。春秋时晋有韩万，唐代有

韩愈，明代有韩殷。来源：传说中黄帝之孙韩流的后代。



《姓氏寻源》称：韩氏，宜出于昌意之子韩流，故尧时有仙人韩

终。

《名疑集》记载：“颛顼父乾荒，或作韩流，字讹。乾荒父昌意，

黄帝之子也。昌意娶蜀山氏，名景媸，生乾荒。景媸一作景朴，一
作景仆，一作昌仆，一作昌濮，字传讹。韩流亦娶蜀山氏，名枢，是

为阿女，又日淖子，即颛顼母也。颛顼盖昌意孙，而史记以为昌意

子。”

《四库全书·绎史》记载：史记云，黄帝生昌意，昌意生颛顼。不

提韩流的存在。盖《世本》(此书出于周朝末)采记遗脱，史记用之

而不知察也。史记之误由于轻信《世本》。而后世张澍卒集补注

《世本》却多处提到有关韩流的许多情况。《绎史>又日：然则颛顼

之去黄帝中间，旷隔何得为黄帝之孙。而昌意之子。《山海经》育，

黄帝生昌意，昌意生韩流，韩流生颛项。韩流或作乾荒，按山海经

所载，古帝子孙率多简略，安知乾荒之外不更有所遗乎，且颛顼与

帝喾亦未必亲相接承也。

《山海经》是颛顼之六世孙禹(《世本张澍卒集补注》语)、高阳

帝之第二子伯益(《四库全书·水经注》语)著作的。他们是颛顼的

近后代，在《山海经》一书中记述他们祖上韩流的情况，会是严肃认

真的，决不会虚构和丑化他们的先族韩流的，他们必是客观如实的

记载有关韩流的主要情况的。所以承认韩流的产生和存在是有根

据的。对待上古时代神话传说的韩流记述，应当采取历史同一的

原则对待。从上述记述的众多情况看，应承认韩流其人是历史客

·观的存在。只有这样承认和对待历史，对“三王”及其以前众多韩

迹和韩姓人的出现和存在，就成了有本之木，有源之水了。韩流不

仅在最古老的史书《山海经》中有明确的记载，而且随着历史学等

社会科学的发展，又有许多古籍和近代许多著作中对韩流的存在

多有肯定的记载。本书正是基于上述情况，又进行了广泛取证研

究后，认为韩流是黄帝之孙、昌意之子、颛顼帝之父是无疑的，对此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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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一章 蓬久的姓氏臻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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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寒浞是颛顼之后。故寒氏即韩氏，寒浞即韩浞。《通志》载：寒

国故址在今山东省潍坊市东北三十里之寒亭店。后羿和寒浞在夏

朝中业篡政统治四十余年之久。又据《姓氏考略》云：寒氏望出寻

阳，颖川二郡。由此可见，寒氏韩氏同为韩流之后。韩、寒声韵同，

同出自姬姓，郡望又基本相同。故寒即韩是有根据的。

《四库全书·拾遗记》日：韩终采药四言诗日：“暗河之桂，实大

如枣，得而食之，后天而老。”据记载“因有韩流，故尧时有仙人韩

终。” ．n

《四库全书·夏氏尚书详解》记载：先时韩牧欲即禹贡九河处穿

深河，以杀怒水，其说日纵不能九，但为四、五宜有益模辟之，日河

入渤海，渤海地高于韩牧所欲穿处。往者天尝连雨东北溢，西南出

浸数百里，九河之地已为海所渐矣，海水横之苦言也。以当时亲见

而破万世传闻之感，世之言禹贡者失稽焉。此为韩姓人佐禹治水

一例。
‘

《四库全书·拾遗记》日：立仙坛于长安城北，名日祠韩馆，俗云

司寒之神，祀于城阴。按春秋传日，以享司寒其音相乱也，定是司

寒馆。
‘

，

《中国民族史》载：三韩者：日马韩，居今朝鲜忠清道地。日弁

韩，日辰韩，皆居今庆尚道地。辰韩为秦人避役者(一称秦韩)，辰

韩为辰韩本种焉，言语不与马韩同。辰韩割东界地居之，分为六

村，各有村长。弁韩，其先有金天氏(帝少吴)，裔八人，自中国莒县

(今山东苗县)播迁于辰韩之西，人称其地为莒，分居弁韩者。三韩

中。马韩最大五十四国，弁韩十二国，辰韩十二国。国大者万余家，

小者数千家，总不过十余万户。各有长帅，散居山海间，无城郭，盖

尚未脱部落之习也。《韩国史》云：然，三韩之开化，由于汉人，则不

诬也。《山海经》记有韩雁说，据史家见解即为今朝鲜和韩国，韩姓

人在古时的居住地。也就是说朝鲜之韩姓人是秦以前由中国分批

迁徙而至的，避秦役迁往朝鲜者，称辰韩割东界居之。弁韩为金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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