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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晋 FQ文化研完丛书也躲过程中，得到了二富城

企业家的埠，慨资助心编委会全体成员向他钉表示真

浅的感谢!这些企业.家是:

省、市人大代表、青龙实业有~~总公司董事长 姬五女

省人大代表、古交燎原煤焦化公司董事长 杨结正

省政协委员、中E光彩事韭促进会理事 段卫E

山西瑞丰制药有琅公司董事长 王志强

山E万强乒乓球俱乐部秘书长 高技万

天隆仓科技发展有跟公司董事长 刘天祥

ü.r5~i文化研究坑书编委会

2003 年 8 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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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硅重纪念太原建域 2500 年，太 !!i. 市三晋文化研究会邀

请省域从事晋阳文化研究的专家学者，经过近一年的努力，{才撰莫

写了这套"晋 F阳日文化研究丛书

致力于晋F陌日文化研究的第一批重大成采，既是对山西"三晋文

化"建设的贡献，亦是对太原建域 2500 年活动的就礼。

丛书共十三册;(太原历史大事纪年)，杨光亮、张国宁、坪

海统、常一民合著;{太原考古}，太原市文物考古研究所集体

编著，主编李非，副主编码跃进、营一民、周健儿太原建直沿

革}，王维祖著;{太原史咯}，石 J麦虚著;{晋 F日文化垒议}，李元，

庆著;{晋 Fa人文精神}，魏宗禹著;{晋 Fa诗踪}，时新著;{晋 Fa

民间艺术}，黄把涛著;{晋 Fa 方言的演变}，拣皮延、郑学诗合

著;(晋 F日美术追珍)，张明远、郑学诗合著;(太原王氏史咯)，

张海藏若;(太原、张氏支咯)，张海边著;(太原 i日 i苇逸事)，董再

琴著白

这套丛书的作者从不同侧面、不同重点，对太原 2500 多

年的历史和文化积淀，作了认真的分类研究，对晋 Fa文化的

注和特色，从不同层次和角度作了发掘和靖述c 在丛书

过程中，坚持对文献资料的鉴别、考证，吸坎录新考古发

前沿研究新成果。丛书力求体现专止性与普及性相结合，

面向有志于研究晋Fa文化的专业工作者，又面向了解太原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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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阳文化研究丛书

史、关心晋 fa文化的人群。它是一套普及和提高相结合的系

列丛书 D

太原、晋阳、并 ~'Iì 实为一地三名，其战咯地位十分重要。

它"东带名关，北逗强胡，年谷独熟，人来多资，斯四战之池，攻

守之场也"({后汉书·冯衍传~)o 清代著名学者顾祖禹指出:

"(太原)襟四塞之要冲，控五原之都邑" "弃太原副长安、京城

〈末都开封〉不可都也。"({读支方舆纪要·山西~)在中国历史

上，曾经有九个独立王朝在这里建立了昌都或陪都，又是太原

郡、并州和珞、逗、府、省的治所。"三家分晋"\γ、J‘"‘刘恒治代

"北朝称雄"\、"李渊起兵"、"五代史替"、"北宋毁城"等，几皮影

响着中国历史发展的进程。尤其在北朝时期，它融合了先秦

以来北方各民族文化的精华，起着举足轻重的作后，为唐王朝

的是盛奠定了基础。唐太宗李世民感慨地说"太原王止所

基，岳之根本，河东殷实，京邑所资。"((l日彦书·太宗本纪~)被

史学界誉为"先有晋F日，后有汉店"。明清时期"锦绣太原"再

度辉煌，特刑是晋商喝起，开垮嚣金融、贸易之先河，至今为海

内外人士嘱胃口纵观中昌历史的发展，古域太房原、不仅是"中原

北 f门3

之源的黄河流域文化古的§形或和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它的

文化积淀一一晋阳文化，内涵丰富、特色鲜明、质地高雅。它

是由汉民族和北方各民族共同刽造，农耕荐牧兼收并蓄，具有

元佳、多样性、传承性和特殊性的区域文化。是中华民族优

统文化中的一颗璀碟的明珠，也是历史踢子并 ;-1'1 JL女的

宝贵的财富 D

市委、市政府根据省委、省政府的要求，提出了率先发展

的战咯目标d司率先发展的内涡应该是经济、政治、文化的共同

1 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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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提升一个现代化域市的功能，不仅需要强大的经济实

力，铸造经济的"航母"作为后盾，同时需要深厚的历史文化底

蕴，矗立文化的"高山"使人敬仲。文化是域市的灵魂，它传承

不衰的凝聚力、支撑力，才是托起城市形象的力量所在。利用

历史赋予我们这笔丰厚的遗产，打造"晋阳文化"品牌，重塑这

座传承尺，千年的历史文化名城的影象"让世界了解太原，让

太原走南世界"，这是摆在我们面前一项紧迫而充荣的任务。

太原市三晋文化研究会近年来在对晋fa文化革统的研究中，

深感我们过去的研究是分散和零碎的，缺少理队式的集结，发

挺、整理及宣传劫广度和深度也很不够。这就给我们普下了

不应有的遥感一一不要说外地人，就连太原人对古域太原的

历史也不甚了解。这种本土文化教育的缺陷，无论如何和太

原率先发展的要求是不相称的。

建设先进文化，为经济发展提供智力支持，是文化建设的

根本任务。己经作古的省三晋文化研究会名誉会长王军喜先生

曾说过这样一段话"我们这个国家太古老了，我们要建设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新文化，就不能忽视对历史文化的研

究。ISl为历史文化是一种现实的力量，它渗透到生活的各个

方岳，你忽视它是不行的。"在中国加入Wro 的今天，回味王

瑶先生的这段话，其内涵就更加深刻 O

当前，在市场经济的影成过程中，西方文化也冲击着中蜀

这块古老的土地。文化市场的开放，中国的文化发展趋向

际化，从全球文化大圾，角看，是件大好事。因为它可以

进一步全方住了解和借鉴别国的优秀文化资源。但是，

的全球化，只能是文化资涯的全球共享，不能是文化价值

的全球化。中国文化的现代化，还是要提承本民族优秀的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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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文化，在融合西方文化中保持并发展白身、具有民族特色的

本土文化。有一位历史名人说过一句话"不了解自己历史的

人是永远长不大的"。一个人是这样，一个民族也是这样c

在当前贯彻学习"三个代表"的高潮中，梳理太原的历史，

友提晋阳文化的内滔和特色，以晋 F日人文精神激励并州儿女

热爱太原，建设太原，使太原这座古城在 21 世纪重新崛起，实

在是一件功在当代，科在千秋的功德事业。为此，我希望有更

多的有志于此的专家学者加入到晋阳文化研究的行列中来，

把这套晋阳文化系列丛书作为引玉之砖，以便今后有更多的

优秀论著问世;更希望这套丛书作为一份乡土教材，能在当前

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中，使并刑儿女进一步了解太原，弘扬

本土文化意识，找回民族文化力量之所在，不新提升自己的文

化自觉。特别要教育年轻的一代，不仅要热爱和建设今天的

太原，也要了解太原历史，意识到 21 世纪肩上的主任。我恙，

这就是这套丛书出版的初哀口

另外，本书在编辑出版过程中，得到了太原市市长李荣坏

的支持、指导和帮助，著名书法家林鸥先生是写了书名，著名

古文字学家张领先生题写了苯文名幸，山西古籍出版社热情

支持出版发行，一批企止家慷慨资助，使这套丛书在太原建城

25∞年庆典之际顺利出版，在此一并致以深切的谢意。

霍 i闰德

2∞3 年 8 月于太原

系太原市政府颜月、太原市二昔文化研究会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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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 1990 年全盟第四次人口普查统计，太原市共有 1424 个

娃，其中，姓王的有 278839 人。这些姓王的人，除了赐姓为王

氏和改姓为王氏者以升，其余的都是"帝王之裔"。太原王氏

是娃娃王氏中的一支，其始祖是题灵王的太子，名晋，字子乔。

这支王氏人数最多、分布最广、影响最大，王姓人口中，十之

七、八属于这一支，静居海外异国他乡的王氏后裔，绝大多数

也是于这一支，本书要说的就是这支王氏。

上世纪 80 年代太原王氏受到人们的关注，是从海井大军

王民来信引起的 o 1985 年 6 月 12 ，"缅肯太原王氏家族会"

致函太原市王茂林市长，要求帮劫查找开族始祖王子乔及其

开爵王氏的历史资料，以便回来"寻根渴祖"0 1986 年，泰自王

氏宗亲会又通过一家族行社给我 0000 务院侨办来函说，他 1f1

的祖籍有南京说和太原说两种，不知道哪一说正确，要求太草

和南京帮助查证落实，以便回来祭担。海外王氏的来信引起

了山西省和太原市领导的高度重视。 1986 年 7 月，由太琼市

政tdJ-李好 w 主席和统战部李树林部长出 00 ，在南郊区经建了

"太原E唁研究会"围绕两封海外来信，收集资料，进行考证

准备复函 O 为了把研究引向深入，更好地面答海外来信

的河题， 1987 年 2 丹，又由省侨办牵头，组织了"太原王氏

组"南下到南京、福建、广东等地进仔调查。通过实地调查，

取得了大量资料。特别是通过对旅居泰 E 的王氏程籍宗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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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南靖"珩坑王氏"的谓查，弄清了泰国"河内王氏"的祖籍

就是太原，而不是南京。"调查娃"成员王到霓，一方面执笔给

海外王氏回信，另一方面又撰写了一系对文章在提刊上公开

发表 o 1988 年 7 月在五台出举行的中国谱蝶学国际研讨会

上，王金IJ 霓作了重点发言，进一步扩大了太原王氏在海外的影

响。 1988 年 11 月 26 日，以王济达为 E 长的泰国王氏宗亲总

会工商考察团一行 19 人，首次回到太芽、来寻根条扭，这是海

外第一个回来寻根祭祖的王~宗亲社罢。 1989 年 4 月，笔者

又在香港举行的"豆大地区文献研讨会"上，系统地介绍了开

闰王氏芽、子太原、提转迁使以及播迁子海外的整个历史过程，

从百引起了与会代表特知是玉民族人的极大关注，台湾学者

王寿南教授对笔者的发言给予了很高评价。这样，又进一步

扩大了太原王氏在海外的影响 O

海外王氏吕到其发祥地太原来寻根祭祀，到何处祭拜呢?

这是首先遇到的一今问题。开头是在晋祠王琼"晋溪书院"里

祭拜。尽管王琼是太原王氏后斋，也他毕竟是明朝人，而不是

海给王氏所要条拜的始祖王子乔。还有，海外王氏寻根祭祖

司回来后，由谁来接辞，也是亟待解决的 i可题。省、市领导经

过研究决定:第一，在晋梅的"晋溪书院"内，锋建子乔祠，为海

外王氏提供祭祀场所;第二，成立"海外太原王氏后援会"负

责接待工作。为落实这两项工作，由大芽、市委宣传部李踵红

部长牵头，组建了工作小盘和协调小组，笔者以出罩接社会科

副院长兼"家谱资料研究中心"主{莹的身份，参加了挤满

2 负责主持编写《太原王氏潭流)(该书由马志超执笔)、

原王武历史名人传)(该书由尹协理适稿〉丙书，并为拉摄

《太原王 ~p建立挽片，提供文献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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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芬祠是为适应海外王氏宗亲社团寻摸祭祀的需要而修

建的，因此，子弄祠的建筑结构、建筑风格，特别是子乔公饶的

选定，都需要在求海外王氏的意晃。否射，就可能得不到海外

王氏的认可，就会弄巧成拙。经过酝盟、许药，由"海外王民联

谊后援会"、泰国王氏宗亲总会、新加坡王氏公会联合发起，于

1992 年 8 月 8 E1至 8 月 10 日，在 w 西太原举行了"海外大军

王氏联谊筹各会"。会议期间，视察了"子乔祠"建设情况，举

行了《太原王民漂流》及《太原王氏历史名人传》两书的首发

式，观看了"太原王氏"电视片，参现了山西省社会科学院的

"家谱资料研究中心"。会议就有关"子乔祠"修建的若干问题

达成了共识，并形成了《海外太原王民联谊筹各会会议纪要》

〈觅附录一 L 经过 10 今多月的紧张工作， 1993 年 6 月 6 E1至

6 月 8 日"太原 '93 世界王氏恳亲联谊暨经贸洽谈会"正式举

好 o 6 E1上午，首先在晋祠"晋溪书院"内，举行了"子乔祠"落

成典礼及祭祖仪式。随后，又举行了思亲联谊会和经贸洽谈

会。据不完全统计，这次经贸洽谈会太原市参晨商品贸易成

交额达 250 万美元。会后，发表了《太露， 93 世养王氏恳亲联

谊暨经贸洽谈会会议纪要~(见附录一九从此，海外太原王氏

吕来寻根祭扭，便逐步走上了正常化的轨道。其规模越来越

大、内容越来越丰富、影响越来越深远。

《大军王氏史咯》就是在多年来为海外太漂王氏"寻报访

祖"提供瓷t每服务的基础上，综合了近年来的一些研究成果

要是笔者的研究成果，编写而成的。适逢太原建城 25∞

念，献给读者，以表达笔者对太原的景仲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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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王氏起源

中国姓氏的历史源远流长，最早可追溯到五千年前的黄

帝时代。王氏为姓，意指"帝王之裔"或"王家之后"。莫舜、殷

商、西周诸王的后裔很多都以王为姓。其后，入主中原的少数

民族赤有改姓为王者。这样，就构成了王姓的众多来源c 宋

代郑撞在《通志》中，把出自"帝王之奋"的王氏，分为三大系

列，即妨姓之王，子姓之王，姬姓之王。此外，还有出自少数民

族中的王姓，还有改姓为王、赐姓为王者等情况。

{一)妨姓之王

妨姓之王，是指出自妨姓的王氏，其始植是舜。因为舜长

期居住在妨祸。《水经注》曰"历山，妨油二水出焉，南巳妨

水，北臼抽水。"妨水在今山茜省承济县蒲州老城南。舜的后

裔以其祖居地的水名为姓，是为妨姓。妨姓是上古八大姓之

一。据《史记》记载，舜名重华，舜的家世甚为寒傲，虽说是帝

额琐的后裔，但己五注为黑人，属于社会下层。舜的遭遇又十

幸，父亲普吏是个盲人，母亲去世很旱。喜吏续娶，继母

名叫象。舜生活在"父顽、母嚣、象傲"的家庭垂f父亲心

好，继母两西三刀，弟弟架驾不驯，他白经常联合

但舜对父母仍不失孝子之道，对弟弟仍不失兄长之i宜。

如-B ，从不懈怠。舜在家人加害他的时候，总是巧妙脱

逃，随后在E又回到他幻身边。舜以如此非凡的品德善待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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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声大振。舜在家中身处逆境，同时还要从事各种繁重的体

力劳动。他在历山耕耘，在雷泽打鱼，在黄河之滨制造掏器，

在寿丘制作家用器物，还要到负夏做生意，总之，为了养家糊

口，四处奔波。相传，舜在 30 岁的时候，尧向西岳(四方诸侯

之长)征询继承人选，因岳就撞荐了舜。尧遂将吉己的两个女

儿娥皇和女英都嫁给舜，以便对佳的品德和能力进行进一步

的考察。舜不但能与二女和睦相处，雨且在各个方面都表现

出了卓越的才华和人格魅力。舜在厉山耕耘，历山之人皆让

畔;舜在雷泽打鱼，雷泽之人皆让居。他在那里劳作，那里摆

兴起礼让之风。他到黄河之滨制作陶器，在那里制作陶器的

人们都跟着他认真操作，精益求精，从自杜绝了粗制滥造。尧

得知这些情况后，非常高兴，于是使赏赐了舜许多礼品，还为

他锋筑了仓房。舜得到这些赏踢后，他的父亲和弟弟都急红

了眼，于是便想、害死舜，霸占这些财物。誓旦借舜修补仓房屋

顶之机，便在亨面纵火烧仓房。舜用爵只斗笠作翼，从房上跳

下，才幸免于难。后来，普吏又让舜挖井，井己挖得很深了，警

吏布象却在上面填土，企图将舜活埋在里边。多亏舜早有觉

察，己在井需旁边挖好了一条通道，才从通道逃出。对于这兰兰

加害于他的阴谋诡计，舜都不放在心上，一如既往，孝敬父母，

友爱兄弟。

后来，尧让舜参与政事，管理百官，接待宾客，舜又经受了

各种磨练马舜任职期间，不但将政事处理得井井有条，

用人方面还揭开了崭新的一页。尧没有起用的"人元"、

信"早有贤名，舜把他的全部起用了。舜让"八元"

"八信"管教化，让契管人民，伯益管山J 11林泽，伯夷主管祭祀，

呆陶作刑，等等。又将"四凶族"流放到边远之地。这些影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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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远的重大措施充分显示了舜的治国方略和政治才华。经

过多方面的考验，舜终于得到尧的认可。选择吉 B ，举行大

典，尧终于让位于舜。舜登上皇位后，定都需扳(今出永济境

内) ，开始了他的帝王生涯。史称他在位期间，选贤任能，远离

小人，制礼作乐，德及四方，是少有的太平盛世。所以后人用

"舜吕尧年"来形容太平盛世。

舜是妨姓开宗立姓之始祖，那末，妨姓是怎么变成王姓的

呢?这里有一个演变过程。

周武王灭商嚣，大封诸侯，同时追封前代圣王后裔，舜的

后人拍满被封于阵、(河南开封东) ，建立阵、国，让他奉守帝舜的

宗祀。妨满去世后，1益日胡公，故亦称胡公满。妨满的十世孙

锦完，为躲避内部争夺王佳的斗争，便出奔到齐国，被桓公任

命为工正。妨满不石、其所出，遂以原因名为氏，是为i冻玩。其

后，陈完在齐国逐渐强大了起来。传至 5 世孙陈桓子，仕齐为

大夫，因食于目，以食邑为，民，遂改姓为自氏。至 7 世孙田常

时，已完全控制了齐国的政权c 团常之孙田和，于公元前 404

年，终于J2t掉齐君，自立为国君，于是姜姓的齐国变成了自氏

的齐国。这就是历史上所说的"罢齐"。"因齐"是战国七雄之

一。至 15 世孙吕建时，齐国被秦吕所灭。因齐家族被迁到河

南共地〈河南辉县〉。齐王E建有三个儿子:升、桓、移。升的

儿子名安，被项羽封为济北王。:XtJ邦取代项羽后，失去王位。

纪念先捏，遂以王为氏，是为王姓，号日元城王氏，王

是这支玉民后裔。魏晋以后，北海、陈留王氏，也都是这

氏的后裔。齐王建的次子自桓，其后裔亦改姓王氏;三子

移徒居陈国故地颖J" ，故复姓为陈。
综上所述，舜的后裔在山西时，称曰娟姓，人齐到了山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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