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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韩姓是中华民族姓氏大家庭中的一员。我国自夏辑部有韩姓

人的记载，她是随着炎黄民族发展商发展起来的，为祖国布民族

发震做出了自己的贡献，留下了自己的足迹，也出现了许多名人。

这本《韩氏历史人物志)}，只集中了历代韩姓人中的住秀代表，

其中武将居多，忠臣迭出，侨居海外的名人也不少。"以人为鉴，

可明得失" (见《黯唐书·魏征传扮，本书所载之名人多出自黄河

中下静地区，古韩国豁出班在豫北晋南，韩非、韩王信皆其后裔，

韩信、韩愈亦出自附近，理今韩姓仍是这一地区繁街生患者最多，

我们若要寻根问袒，当自此为。

如上所述，以先辈为镜，继承和发扬握德，激励向上，捷韩

姓后人，为建设有中撞特色的社会主义祖匮做出更大贡献，并为

继续写好韩姓家族史努力奋斗。这是具有相当重要的理实意义和

长远的历史意义的 e

韩作黎

一九九六年二R 七 E

-1 一



，、J. ,_. 
者?说二明

毛毡 、 ι 龟， • 、

编" , 

飞，、

这部《韩民历史人费志》可供历史爱好者和韩娃人翅读参考。

中华民族的历史是一部文明史，也是一部奋斗史，韩姓只是

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媳妇需其他姓民家族一样，在漫长的

历史长河中，留下了自己的足迹，窜下过自己的热血，做出了自

己的贡截。我们编辑此书之吕豹，旨在借鉴历史史实，弘揭民族

精神，加快祖国建设。

本书人物自夏霸帝相时有韩姓者〈韩提〉出现起，迄目前约

四千年时同里凡确属辑姓名人者悉取之。凡历代韩姓著名人物，如

政治家、思想家、哲学家、军事家、科学家、文学家、艺术家、人

民起义领袖，理任省部级以上领导人，军队军级以上事级将领，全

嚣性英雄模革及其他知名人物，吉韩国王侯将相、学者名士及历

史传说人辑等尽量歧人〈锥现在位工作的应收人者实难段全，瑾

致歉意〉。共牧录编辑古代和当代名人传记 288 篇，每位均列其姓

名、生卒年〈不详者到省略〉、籍贯、职盘、宫醋、生平、著述及

其主要功过爱好，并寇以时代及身份称呼如"磨杰出哲学家"、

"在杰出军事家"等，多数人物沿居习称，少数人费按其主要翠业

或特定身铃酌定。有的人物经历复杂，只能取其有代表性事例持

或其传。有的人物身经百战，诸多战事有其迹，只选其一、二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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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列入传内.对韩愈、韩信等杰出人鞠，较具体地记述其活动和

牒，对韩琦、部战部E名的知略辛职变迁和主要功
绩，对大多数人物周略述其职务变迁。本书多为单人传记，亦有

以主带1人之多人传记e 他们之功过评说多以正5号为蟹，其名言隽

句也酌情收录。

本书人物，说生卒年号为序，分朝代以家族梧对集中为原则

排列。凡查得生卒年号者按其生卒年先后排列，生卒年号不详者

按其生活时代酌情排列，其中有前家族数代为宫，均集中排列以

便爵读 e 生卒年号多果自历代名人年谱、年衰。人物之异名、雅

号、蠕姓名、封爵号、 jlJ名及字号均列入传肉。有的上冠握号下

连子孙名号。宋庆黯确系韩姓之后，但元韩姓之名，又是人民共

和国伟人，故以特偶1IJ于本书之苦，以维读者。为方便读者，将

"百宫公费表气"中国茄代纪元衰?、五帝需分作为自古录酶于书后，

并对难懂字句作了需注，以备查揭 e

我们从历史唯物主义的现点出友，以各朝代史书为依据，同

市参考了许多有关虫韩〈如国家L载的"传路?、"辞海"等) .多数

传记是搜集整理成传的，有些传记为转录面来，请读者及作者见

谅，并对原作者致以深暂的谢意 0，由于我国历史悠久，史料众多，

有不少历史人艳的生平异说纷呈，考证藏为费力，我的虽尽力去

误存真，但困窘法力薄，缆疆说误深知难兔，望诸位多都黯教，实

磨企望。 一九九六年一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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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庆幸专 (1893一-1981)

宋庆龄曾任中华人员共和国副主席、名誉主席，是伟大的雷

际主义、共产主义战士。她的祖籍在河南安阳，是韩姓之后裔。

上海《文在报》一九九四年三月十四日载《宋庆龄的祖籍在

安阳》一文称 z 关于宋庆龄的家世，人们大多只知道她原籍广东

文昌县，出生子上海。商很少了解她却父亲宋嘉树原姓韩，其先

世祖籍在安阳(今河南省安陆市〉的史实。

宋庆龄剖远程可以追攒到北宋时代的名梧韩琦。到了南宋宁

宗庆元三年(1197) .韩家后人从噩噩地雷州海康县擅宗谱举家搜

海，迁键海南岛文昌县，成为文昌韩民一进始祖，从此，韩姓家

族便在海南岛定居繁衍下来。

宋庆龄的父亲宋嘉树，原名韩教准，乳名商虎，清咸丰十一

年 (1861 年，握《韩民族谱>>)出生于广东省海南岛(今海南省)

文昌县昌洒镇古路居村一个商人之家，他已是迂琼始祖韩显费的

第二十三世孙了。 1870 年. 9 岁的宋嘉树被过缠结在美国撞士顿

开设荼丝商店的舅父作义子，井离韩姓玫为宋姓。 1887 年夏宋嘉

树与镜桂珍(1869一-1931)结婚，但桂珍是浙江余挑县人，出

生子上海。她也是一位虔诚的基督教徒。宋嘉挥于 1918 年 5 廷在

上海病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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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庆龄于 1893 年 1 月 27 日(清光绪十九年十二月拐十)出

生于上海。她是伟大揭爱自主义、员主主义、国际主义、共产主

义战士，原籍广东省文昌县。早年入上海中西女中学习。 1908 年

留学美国成黯理安女子大学，得学士学位。 1913 年应国任幕中山

豁书， 1915 年与孙结婚。从此作为孙中山的亲密战友，参与护国、

护法布讨伐陈炯咦叛变诸战投。 1923 年起帮黯孙中山改组国民

党，拥护"联俄、联共、扶助表工"三大政策。排中出逝世后，她

向医内外介绍了孙剖遗嘱，与国民党右派作了坚决斗争。 1926 年

被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北伐军攻克武汉后，成立国民党中

央执委会和雷民政府联合委员会，被选为委员。 1927 年 8 月赴莫

斯科，两次出席国际反对帝国主义民盟大会，当选为大会名誉主

席，为世界反法西斯委员会主要领导人之-e "丸·一八"事变后，

积极支持共产党 u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反对蓉分石的

不摄抗政策。 1932 年"一·二人"事变中，积极支持十九路军抗

战，与鲁迅等组织中国民在保捧同盟，反对蒋介石政蔚迫害抗日

民主人士。 1936 年组织全国各界救匿联合会，被选为执行委员，并

为蕾救蒋介石非法逮捕的沈钧镜等"七君子"市奔走呼号。 1938

年发起组织"保卫中国商盟"，致力于战时医务工作和儿童保育工

作。 1945 年组织中国福科基金会，并fJt摄支持进步组织。 1948 年

成立匮民党革命委员会，被选为名誉主席， 1949 年出露中国人员

政治快离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被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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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后历任世界保卫和平委员会执行局委员、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

平联络委员会主席、中华人民共和自黯主席、全匿人民代表大会

常委会副委员长、政梅全居委员会副主席、全国妇联名誉主席、中

医人民保卫儿童委员会主席、中国人民救济恙会执委会主席。1981

年逝世前加入中国共产党，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匿名誉主席称号。

如今，文昌县韩氏家族约有 10 多万人，占全县人口的 20% 以

上，是文昌县人数最多的大姓员。韩民族人静居海外谋生者也不

少。近年来，迂琼始祖韩显掰部主立墓和祠堂业已修整 F 宋庆龄的

祖父韩鸿翼、祖母王氏的墓葬均保存完好 z 宋民握居依照原貌重

建落成。每年，海内外大批韩æ族人总要返乡祭扫、精掬拜渴、寻

根问祖。

( <<文汇报》、《中国历代名人辞典》有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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