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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安城故城(又名汝坟故城)侧面照片 。 从故城西北部的朱洼村东向东南方向拍摄。

树立保护标志牌的台地轮廓分明即安城故城遗址。 遗址中远方的村庄右为刘庄村，左为

朱冈村。

2. 安城故城(又名汝坟故城)局部照。 从故城西北

隅的朱洼村向东南方向拍摄，照片下方的河池即先秦

汝水故道遗址。 上方树立保护标志牌的台地即安城故

城遗址。

3. 安城故城(又名汝坟故城)西北

角，城垣遗址上平舆县人民政府树立

的保护标志牌全照。 从南向北拍摄，照

片中的村庄即故城北 2. 5 华里处的自

龙王庙村O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5. 安城故城(又名汝坟故城)北，毗

邻遗址的先秦汝水故道局部照。 从故河

道遗址南岸向北岸拍摄。 先秦汝水故道

遗址中芦苇丛生，在河道遗址中下挖 3-

4 米，即可掘出远古河道中遗存的河砂。

北岸的带状高地，宽约 50 余米，高出周围

的平均地面 1-2 米，是先秦劳动人民治

理汝水修筑的堤坝一一大防遗址。

7. 安城故城

(又名汝坟故城)局

部照。 从南边中部

向东北方向拍摄，

照片中的村庄即安

城中部东侧的朱冈

村。

4. 安城故城(又名汝坟故城)

局部照。 从安城故城西北角西垣

下侧向北拍摄。 照片中的村庄，即

安城故城北 2.5 华里处的自龙王

庙村。 故城遗址地势凸突，高出周

围的平均地面 1-3 米。

6 . 安城故城局部

照。从该遗址南边中部向

西北方向拍摄，照片中的

村庄，即位于安故城遗址

中部西侧的刘庄村。



9 . 位于安城故城

东南 1600 米处的平舆

县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周仁墓(注:墓碑被腮

风刮断)。 从南向北拍

摄，照片中墓后的村庄

即距该墓 250 米处的马

家村(又名周家村)。

8. 位于安城故城东

南 1000 米处的平舆县重

点文物保护单位周烈墓。

从南向北拍摄，照片中墓

后的村庄即潘集村。 碑

石:其一为周烈墓碑;其

二为平舆县姓氏文化研

究会原会长王明德 、平舆

县姓氏文化研究会原副

会长王廷军撰写的《周氏

源流志》碑石D

10. 安城故城(又名

汝坟故城)东南 1800 床

处的平舆县重点文物保

护单位周燕墓。 从南向北

拍摄，照片中墓后的村庄

即距该墓 250 米的马家

村(又名周家村)。



1 1.安城故城(又名汝坟故城)东南 1850 米处的周嘉墓。从西南向东北拍摄。照片中

墓后的村庄，即距该墓 350 米处的马家村(又名周家)。

12. 周燕墓近距离照。

(以上照片均为马保国同志拍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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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舆县地址河南省南部的黄淮平原上，地势平蝇，土地肥沃，腐亚热带|句股温情过攘的区域。

气候温和，凹季分明，有 5000 多年的文明史，文化积淀丰厚。境内有台子寺新石器时期文化遗址，

中华车辆的发掘地夏商挚国故城，周沈回故城，汝坟故城(又名安城故城)，战国楚阳城故城，汉汝

阳故城等。是周、沈、叶、袁、挚诸姓的发源地、发祥地。两汉于此设汝南郡，自古钟英毓秀，号称"天

中之中"。

周氏的发源地放坟城(又名安城故城)位于今问南省sp:舆县老五岗乡兴旺店村委的划庄、朱冈

村…带。今为县茧点文物保护单位。为了保护祖闹文物，弘扬民族文化，为梅内外的周姓子民寻根

祭祖、旅游观光、编修族谱提供咨询服务，提高平舆的知名度，为当地经济建设服务，打选文化强县

在县有关学者、专家的倡导下，县委、县政府主要领导扭任会长、副会长的支持、参与下， 1996 年我

县成立了"平舆县姓氏文化研究会先后赴郑州、开封、北京等地查阅搜集姓氏文化资料，发凡起

例，编撰娃辛苦，名日《周氏源流志)(树名《放南安城周氏师、流志》或《安城周氏源流志})。经过多年之

费力，引经据典，字斟句酌，数易其楠，今终排印付梓。

据回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和中国社会科学院遗传研究所对第兰次全国人口普查资料抽样

统计，周姓是当今人口排名第九位的中华大姓，仪次于玉、李、张、刘、陈、杨、赵、黄。足见周姓自古

及今，都是一个有着重大影响的中华大姓，而周姓的名门望族是故南安城周氏。近代著名学者岑仲

勉先生在《元刷姓第四校记·白银》中云云"姓氏不知，民族乌呼立?先进之国类，皆置重谱牒，凡以严

内外边防，明种族之别也。中邦古礼，姓以统氏。姓百世不变者也;氏，数时…变者也。民间姓不间，

可婚;姓间氏不同，不可婚。孽生之繁，黯实辅之。炎刘既兴(汉立)，混氏于姓，夫于是姓氏别扭。魏、

晋六朝，相矜门第，迄于唐氏，士大夫都称郡望，犹得各糊其宗。王二季之乱，谱学失坠，朝廷之上，不

复过问。辽、金、元、满，迭主华夏，来从辽朔，则恶乎种族之分，明起自草菜，则不愿世家之称述，离

乱转徙，祟系摇麓，于是育事必陇圃， ~主张必消间，育XtJ必彭城，宵周必放陶，而郡盟之别复失。"对

中回姓氏的师、流作了总一的概括。亦育改南安'城周氏贤哲慧出，文繁脉衍

据考证，汉代汝南安城周氏为了敦亲睡族，弘扬家风，便根据先秦的谱牒《批本王侯大夫谱}，

以及汉立之后数代的家世资料，编写了《放南周氏谱}，为南朝宋刘义庆的《世说新语〉一书所收录。

;1t内容大致与《新唐书·宰相世系表》略问。东晋时期著名谱牒学家贾粥之编撰的机'八州百一十六

郡谐}712 卷，就包括了当时著名的安城《放南周氏谐》的内容。

魏晋南北朝时期，以百家谱相称的谐牒书还有:王僧隅《首家谱}30 卷，王僧捕《百家谱集钞}15

卷，贾执《百家谱}20 卷，傅昭《百家谱}15 卷，贾执《姓氏英贤谱}1∞卷。此外还有《百家世谱}1O

卷，{百家谱钞}5 卷，{诸姓谱}1l6 卷，{梁武帝总责境内十八州谱}690 卷等等。这些谱牒集成亦收

录安城《汝南周氏谱》的内容。客观首之，这是一部名副其实的"名谱"。其一表白自己的祖上是周平

玉少子放坡侠姬烈的后膏，系帝王之同;其二我白自己的祖上是用毯、周穷、周伫诸贤哲，与那位抛

弃公吏逃婚隐匿的周勃之子周胜之没有一点联系。从而说明放南安城周氏发端于帝王之家，与汉

朝历代勇皇帝没有什么恩怨。这部谱牒先秦的内容出于《世本王侯大犬谱}，史料价值较高，仅代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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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则…昧隐讳，如书周勃为"周臣周胜之为"周秀"等，到了西汉末年的人物，如周燕、周嘉，虽然

不加隐讳，但不再续编。宋代的《新唐书·宰相世系表·周姓}，即是在安城《汝南周氏谐》的基础上编

辑而成。故不熟读汉史，不了解闷勃、周胜之、周亚犬父子主人的不靠遭脯，不熟知性商安城周氏两

?叉的罹难史，就会认为东仅初年周嘉"诏尚公虫其称病谢绝，不可理喻，是个傻子，就不理解周氏

谱牒的编者周燕、周嘉故意隐讳"周勃"、"周胜之"等赫赫大名的苦心和创意。

另一部谱牒名日《周氏宗i普》或《周氏统宗谱上它是一部"秘谱与《汝南周氏谱》同时编辑而

成，主要在本族的长在中流传。它受班回《汉书·景武昭宜元成功臣表}"始封"、"子"、"孙"、"曾孙"、

"玄孙"五世一袋、五世而迁的启发，为便于子孙"迫本溯柳濒、

晰，它用《世系我》和贸为直观的t世系阁，含英明华简明直观蛐告ìJf子孙腊裔，我们这一支周性，地

摆放南郡安城县，一时视即汉代大将军周勃，第二世祖即勃公之子、汉文帝的女婿驷马周胜之，汉

Æ相周亚犬，曲平侠周坚。这部i普牒历代修辑，名称屡变，大致为:汝南《周氏宗谱》、《糠溪周氏宗

谱》、《周氏统宗谱》、《海吕洛塘周氏ZRi普》、《洛塘周氏家乘机

南宋名距、文学家文天祥考证，唐贞观戊戌(贞观十工年，公元 638 年) ，克部尚书商士廉、韦挺

巾，中书令岑文本，秘书法令狐德袋，中书禽人徐令育等在南北朝诸谐的基础上蓝修其谐，含一

百九十三姓，于二百五十一家为九等，号《姓氏志》。汝南安城周氏名列于其中飞高宗永徽(公元

650…655 年)间，许敬宗以该谱不录武后，请改之。乃合孔约、目才等刊定二百三十五姓，计六百七十

五家为九等。显庆丙辰(显庆元年，公元 656 年)书成，号称《姓氏录》。中宗最龙(公元 707-709 年)

|词，柳冲、魏元吉、肖志忠、徐坚、央党等复修"访缀斗3始成号《姓氏没》。开元韧(公兀 713 年)，"政

平开lj轻脚玄宋召栩l冲与醉南金复加刊攘考订工十六姓，以十姓为国之桩，以十六姓为国之梁，

而汝南周氏在其列弱"。北宋时编《百家性);(作者供名)，集姓氏为四百韵i霄，为"尊国性故以"赵"

居首。曰赵钱孙李，周吴郑王周姓被排在第五的位置，仅次"赵钱孙李"凹姓，为显扬天下的名

门望族。据此文天样为周损所编《周氏统宗谱》作序时热情洋溢称颂道"周氏之先，出自后理、公

:xU ，至大卫、文王邑于周.子孙以因为氏 o 汉日期(音 lù 陆)里先生衍大将军勃，事载史传，JJj晋庸

，其间名世迭烛，英雄挺山，文分脉衍，昂峙) 11流。学范忠规，伫向义烈。公侠保辅之碍事，令

仆卿尹之贵，组龟鸣玉，紫盖朱轻，赫奕昭代，蝉联古今。"赞叹放南安城周氏是帝王之胃，汉代安汉

大将军周勃后裔，英贤辈出，系名门望族。

古代的姓氏郡望相属，以便知宗派所出，乐史作《太平寰宇记}，载人物著姓子郡下亦有深意。

兰代以 L，有t附录，各届国部。自汉以来，戴姓迁徙人关，而那盟非其土著，曾宣极葫，巾原大姓半

数以上陶疲，谐牒亡失相当严壤。北朝以三字、工宇复姓为一字，句古姓相乱，仅赖魏收《魄书·官氏

志》以别之。及宋南迁，大部分士大犬丧其谱牒，以至明太祖朱元璋不能举其曾高视之名。其后官无

i普局，私修家i苦大部分，未见古i昔牒，不能远考汉唐数世，所谓"数典而忘其祖"。而汝南安城周氏自

汉代以来两千多年修i苦不断，井有周燕、周嘉、周敦颐、周嘉正、周损、周肇允等贤哲名家处心积虑

参与修谱，留下了自春秋日j经秦汉，迄今 2700 多年的家族史。其世系完整不亚于曲阜孔子世谐。这

确实非问他姓，难得可贵。故南宋的抗金名将岳飞浏览了诙谐，欣然题书"世珍";宋内阁大学士姚

希得阅读了诙谐，ii1.船"书"忠贤遗书，道统流芳"的黯宝:宋代韩琦、词玛光、米市、朱嘉、赵静湘等贤

文忠烈诸多赞序，真笔灿然亦为该谱的收藏阅览添光增色。

数千年来，各家族、姓氏的繁衍迁徙，悲欢聚散，记录着中华民族祖祖辈辈感人至深的创业历

程，折射着中华民族灿烂的文化之光。每一个中罔人，每一位炎黄子孙，不管他在什么地方，不管他

摞泊多埠，编入谱、列入门墙、祀先祭视、托庇于列祖列宗的楠荫之下、"慎启迪远"总是他最大的

心愿。 这种生生不息的寻根意识，使这个民族具有强大的凝聚力、同化力以及认同感。

该书以汝南安城周氏统宗谱《洛塘周氏家乘》以及《元和姓篡》、《新唐书·宰相世系表》、《越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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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氏支谱》等i普牒资料为脉络，参阅正史及各种文献，客观地记述了汝南安城周氏曲折的发展史。

若以周平王封少子烈为汝坟侯的春秋初年为起点，时间跨度尚有 2700 多年，经历了春秋时期、战

国时期、秦统一六阔阳的中国整个封建时期，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在这漫长的历史发服

中，放南安城周氏以家学渊源，承前扁后，继往开来，涌现过许多伟大的思想家、政治家、科学家、文

学家和艺术家，而且产生过伟大的军事家和杰出的将领，著名的有:两汉的周勃、周亚犬;东汉的周

嘉、周畅、周荣、周兴、周景;三国的周瑜、周铺;晋代的周处、周凯、周访、周蘸、周泼、周唬;南北朝的

周盘龙、周山阁、周宏正、周颐;隋代的周员、周法尚;唐代的周允兀、周棒、周宝;宋代的周湛、周敦

顺、周渭、周启明、周邦摩、周必大;元代的用伯琦、周德清等。历代周氏名人的世系都是首次披酶，

揭开了诸多不解之谜。该书对周恩来、鲁迅家世的研究，以翔实的资料为依据，妙笔生花，提出了不

少新的见解，令人耳目一新，值得一读。

中华姓氏文化源远流长，她是博大精深的中华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与我国历史上

社会形态的演进以及历代政治、经济、文化与社会习俗等发展和变革，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中华

姓氏文化研究的内涵十分丰寓，博大精深，攒及历史学、社会学、民族学、文化人类学、地名学、人口

学以及侵济史、地方史、宗法制度史研究等诸多学科，并含有大量可供海外炎黄子孙寻根认捆的线

索。它不仅对开展学术研究具有意要价值，而且对满足海外同胞寻根意愿也发挥积极作用。

我国历代学者十分囊视姓氏问题，有关著作层出不穷，修撰谱牒承前启后，蔚然成风。 20 世纪

50 年代以来，海外一些学者和学术机构，一直比较重视中国谱牒收集，积极开展中国姓氏文化研

究，并取得一批重要要的学术成果。 但在中国内地，由于种种历史服因，家谱长期被视为封建遗物克

人问障，甚至2横遭股弈，姓氏文化研究长期成为禁区。随辛苦改革开放的混步深入和学术领峨的不晰

拓展，才冲破了这一学术禁眩，中华姓氏文化研究才逐渐活跃起来，近十几年来取得了令人瞩目的

成就。{g毋庸讳言，这一领域的研究，不论是广度和深度，都有待于进一步提高，建立中华姓氏学的

学科体系仍处于开始阶段。因此，我们殷切的希望我县姓氏文化研究会的专家学者不骄不躁，再接

再胁，努力发掘我县姓氏文化资隙，笔耕砚剧，穷附胎工，推出新的作品，为天中文化研究做出新的

更大贡献。

2006 年 6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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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现代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和革命家鲁迅，原名周树人， 1881 年 9 月 25 日诞生在浙江绍

兴城南东昌坊口的福彭桥周家。关于鲁迅家族的渊源，据绍兴《越城周氏支谱》记载为"汝南族福

彭桥周氏也自称"汝南周氏"。当时福彭桥周氏族人大门的灯笼上写的就是"汝南周"三个字。无独

有{间，伟大的元产阶级革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总理周恩来的祖上也是绍兴人。 1938 年 10 月

19 日，在武汉举行的鲁迅谢世二周年妃念会上，周恩来发表了一篇称赞鲁迅的热情洋隘的著名演

说，其中特别提到了他与鲁迅同乡同宗的问庸。周总理的六伯父周南强先生撰写的《周氏渊源考》

也记叙其祖先为汝南周氏，系"汝南著姓开基发样于汝水之滨的汝坟。查阅史籍方志，家乘谱牒，

引经据典，寻根溯源，不仅周勃、周举、周攫、周瑜、周处、周勤、周访、周凯、周操、周必大等是放南

人，或祖籍放南人，就是一部分地下出土"不见文献的碑志周姓人物，也大部分铭记"改南人"或"汝

南安城人"，形成中国历史周姓望族必汝闹的文化现象。

鸦片战争以后的晚清时期，汝南安城周氏后裔移居海外拓荒创业，他们旅寓的主要地方是中

南半岛与南洋一带。海外周姓侨胞，主要来自大陆的福建、广东、海南二省，而这些周姓华侨大部分

是汝南安城周氏后裔，如马来西亚第工大城市棋城，早在鸦片战争前的 1836 年就组建有公子爷社

"汝陶堂"的宗社组织，在促进社群团结的问时，亦饮水恩掘，题悬祖籍。新加坡成立有南洋周氏总

，祀典宋代的理学来师楠、属公周软顺。周教顺为放南安城周氏一世祖络使周勃的三十七世孙。

1996 年 9 月 14 日，东南亚地区最大的华文日报《光明日报》刊费了棋城周氏岐山堂庆祝新大厦落

成暨成立八十周年纪念特刊，登载了八篇题词，其中新加坡南洋周氏总会会长周霹坤先生书"汝南

生族，百代承传"。泰国周氏宗亲会，白云为汝南安城周氏后裔，祀典宋代的攘攘公。而缅伺华侨也

建立了"旅缅周氏放南堂"的宗亲会组织，著名的企业家周亮求先生是旅缅周氏汝南堂的理事长。

放南安城周氏的郡望"改商"究党在哪盟?近年我县姓氏文化研究会的专家学者，按照庸代著

名文学家杜牧的《周挥慕志铭>>:"周平五次子烈封放坡候，秦以汝挟为汝南郡，侠之孙回家属。"以

及宋朝著名史学家罗泌《路史上邓名世《古今姓氏书辨证>>:"秦灭周并其地为汝南郡，遂姓周氏，家

于汝商。"考证汝南设郡的时代为秦代。"汝南"地名的由来，即以汝坟城位于汝水之南而名曰"放

商"。秦代汝南部治即今平舆县老王岗乡的安城自立城。先秦的改块、改南、安城实为一地。西汉王朝

，平舆(今平舆县射桥慎古城村)以地理适巾、交通便利的优势，放雨都泊此。问糊川郡治所在

"阳程"一样，饨属行政区划的需要。

近年中国改革开放，海外华侨中兴起了寻根祭祀热。放坟故城(又名安城故城)作为周姓的发祥

地，引起了国内有关专家学者和海外侨胞的高度重视，慕名来此者络绎不绝。为给海外周姓侨胞寻

根祭植、旅游观光提供咨询服务， 1996 年，我县组织有关专家学者成立了平舆县姓氏文化研究会，

由县政府拨出专项经费为放战攸城树立保护性标志，睛禁基本建设和生产建设施工取士，并为周

烈摹、周{工基奇事封土树标。同时抽调县姓氏文化研究会的专业人员，赴北京罔书馆、中国社会科学

院历史研究所图书馆查阅资料，拜访有关专家学者，着手编写《周氏漉流志》一书。

在周姓源流史上，史家共识有三个里程碑，第一座里程碑在岐山，岐山在陕西省岐山县城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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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拢。山状如柱，亦称天柱山。相传远古有风鸣于此，故名凤凰堆。《诗经·大雅·绵};"古公直父，来朝

走马，率西水讲，至于岐下。"在此山南麓的周原，建立了周国。后来文王迁都丰邑，武王迁都铺京(遗

址在陕西省长安县丰铺村、铺豆豆1见一带)，但仍以岐也作为故郁。""周"在当时是一个国家、一个王朝

的名称，古公国父、文玉、武五、周公、成玉，以直平玉，并不是姓周，而是姓脏。在这个黯义上可以

说，岐山是周回和周朝的发祥地，也是周姓前身的发源地。

第二廊里程碑在汝南。据考证，先秦的汝水龙腾蛇行蜿艇在今?响中南部，介于黄河与淮河之

间，其流程虽不长，但地处中原腹地，钟灵毓秀，与中华文明息息相关，中国古文化的经典之作《孟

子》有"大禹决汝汉"之说，先秦的自放水放东(今、汝南县城以东)部分，绝非今汝间，其故道遗址尚

闸乡，平舆县的老二E岗乡、半店乡、西洋!苗乡，人新蔡县摘，改坟拙

城位于今平舆县老王岗乡的刘庄、朱冈一带，因此城目位于泼水之雨，故先秦时期又称"汝h南"、"安

城"。春秋初叶，周平王将这座水光龙脉风景优美的城鄙，分封给二三公子姬烈为食品，其子孙滋姓周

氏。秦灭周并其地置汝南郡，侯裔自皆立家于此。西汉王朝建立后，"混氏于姓"姬烈后裔诞生了周

勃、周:亚二是两位名相。东汉革故鼎新，汝南周氏继出二相，并涌现了周菇、周防、周举、周理、周磐、周

攫等一批国史称赞的廉阻贤士，瑶林蹦树，麟风龟地商周必、放商成为天下盟族。

第三鹿里程碑在攘攘。攘攘源出湖南道县西都庞岭，东北流人潇棋。宋理学家周敦顺世厨课

上，以其为号，人称为"攘攘先生并称其学派为"攘攘学派后被尊为宋元理学的开山祖师。因其

先üt出自汝南周氏，南宋理宗淳柏元年(公元 1241 年)被迫封为"汝南伯又因他原居道州昔谱(今

湖南道县)，元朝延柏六年(公元 1319 年)被迫封为"道国公"。以高山景衍，德岸流光，奠定了他在

明、清思想、意识形态领域内的续高地位。按照《洛塘周氏家乘》记载，满模公周敦颐后商人口繁衍，

贤哲辈出，形成了开封祥符、杭州钱塘、悔宁恪塘、都阳、商阳、於潜、诸野、山阴、义岛、徽州、萧山、

姑苏、d睡县开元、无锡、吴江澜溪、昆山、嘉兴、广东香山等众多的周姓望族。按照攘攘系列的周氏谱

牒考证，鲁迅先生是撩溪公的三十三世孙，我们敬爱的周恩来总理是攘攘公的三十五世孙。周恩来

对鲁迅，应当以族祖相称。海外华侨对普普煤公亦顶礼膜拜，如新加坡南洋周氏公会会馆堂攒下的大

厅中央，即祀摧漉模公的肖像;新加坡甜;应周氏公会也举祭雄模周兀公。

汝南周氏之所以成为全因著名的盟族，还体现在以下几个方因:第一，源诵流长，时系完整。周

氏历代贤哲参与编修谱牒中的主要内容是《世系因》、《世系表》、《世系小传}，这些篇章可与《史

记》、《汉书》、《后汉书上《新唐书·宰相世系表》以及历代的正史文献彼此参校，互为表里，对它的源

流、世系有完整确切的记载，与曲阜孔子谱牒相比，其世系完整有过之而无不及。第二，子孙繁衍，

人口众多。诸如两汉六朝的将相世家…一庐江周氏;帝师之家一一甘陵周氏:中服塑胶一-i女商周

氏;东晋巾兴名将向阳周访家族;三定江南，有呼风唤雨之势的义兴阳羡周氏;发样于京师的相

门一…一建康安城周氏;名扬南朝的军功时家一…永安周氏等，皆是他的分支。第二，名人辈出。在中

国历史上，曾经长时间存在着宰辅(Æ相)，他们是时代的佼佼者，是万众瞩目的对象，它自秦朝诞

生，至明代初年消失，据粗略统计，共有 1500 多位。汝南安城周姓人物收人本书的共有 17 人，如果

加上世系不明，本书没有收录的东仪宰相间赣;谐牒记载官荒宰辅，但《宋史》无传，本书未收录的

南宋枢磁院使用额，当为 19 人。即历朝历代不乏周氏宰辅。周氏事执，基本名副其实，为相一任，忠

言直谏，造福天下，有直廉之声。汝南安城周氏之所以一脉相承，承前启后，其主要原因就是诗礼传

家，恪守孝道，崇尚"德门故贤相名臣代出，历朝不衰文雅不坠"。

汝南安城周氏系出汝坟侠姬烈，发祥子德隆望尊的络侯周勃，放南安城周氏历代裔孙，祀典周

勃为一世泪。有关周勃的籍贯，司马迁在《史记·锋侠周勃世家》记载绵侠周勃者，沛人也，其先卷

人，徙附。"以后班回《汉书》亦从此说，但东汉著名改南籍学者应酬，通过研究考证后，力图拨开历

史疑云，为周勃的籍贯正名，在其撰著的《风俗通义》中述称汝南周勃辟太尉。"开诚布公地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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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勃的祖籍在放南"这一与周氏谱牒完全吻合的结论。并对周勃籍贯其先卷人，徙沛"一说提出

质疑。遗憾此说没有受到史家的重视。以后南乡长状元赞光远为其英年早逝的爱婿周国重所作的墓

志铭亦记撒放商周氏"系出汉缔候，王三元公四世孙妹，{士开封守，届样符生渊，渊生嗣源，仕词农寺

悉，鹿驾南迁到浙，著作郎希静，希髓位置惑，璐生箴，箴生1王子，因蘸尉长。"云汉蜂侠周勃系出放

南周氏，糠溪公周敦颐是其后裔。南宋著名文学家文天祥的《周氏统宗谱序》亦云"汝南周氏之先，

以因为氏，至汉日期(音 lù 陆)里先生衍大将军勃，事载史传。"确载周勃为汝南周氏的发祥祖宗。遗

憾的是，由于各种原因，这些记叙仍然不为以后历代史家所认间。事过近千年，几个王朝又过去了，

我县姓氏文化研究会的专业人员，才阅览周氏谐牒，结合史籍考证，把周勃籍贯家世裔孙这一个鲜

为人知的周姓秘史刊布出来，可谓"ift不惊人死不休"，这在巾因家族史、i普牒学、史学研究方面都

是一个大胆突破。

近年我县姓氏文化研究会，在省地姓氏文化研究会的指导下，与马来西亚周氏岐山堂等宗亲

会组织建立联谊，进行互访活动。尤其周晓华、日十国庆二问志在马来西亚访问期间，得到了周氏岐

山党主席周桂森先生的热情款待，被周姓侨胞激烈的中华情、放盟情、来族激情所感染，参观了异

邦他乡的中国式地方会馆，不同姓氏的祠堂，了解到世界各地设立的寻根网捕，深切感受到中华民

族的根系不论绵延到哪里.都无法割断与祖国的血脉联系，为海外周性华人欲知国、欲知乡、欲知

根的急切心情所感动，故尽地主之谊，编写是著。经过大家辛勤笔耕，数易其稿，今天终于封笔付

梓，这是平舆县精神文明建设、半舆县姓氏文化研究的一个可喜硕果。

汝商有着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素有"豫州脆地，天下之巾"的荣称。早在远古洪荒时期，

我们的相先就以放水为lÍIl脉，在这块平坦肥沃的土地上繁衍生息。春秋初周姓的祖宗旦公子姬烈

率领族众来到泼水之滨这块平坦美丽的土地上拓荒创业，立邦筑邑 G 臣民|司心，励精罔泊，明德慎

刑，制礼作乐，百姓受到教化，养成纯朴仁厚的风俗，虽有爱悦之念，没有淫乱之失，这里有歌声，有

琴瑟声，是春秋这个五霸争雄乱世之秋天下公认的礼仪之邦。孔子周游列国，曾来风于汝水之滨，

浏览放拭城的秀丽景色，心旷神怡、倾慕称她，销写《国风·周l有》十一筒，

后来孔子整理《诗经}，把这十一篇开宗明义列为卷首，又曰"正风"。故本书考证，{诗侵·罔风·周

南》的创作地点即在今平舆县老王岗乡刘庄、朱冈村一带。我们殷切地希望海外的周姓侨胞，能通

过本书了解到汝南安城周氏的源流史，了解这个家族曲折的发展和几千年库寰的文化积淀，回祖

国故里一一汝坟(安城)游览祭吊，以尽祖贤裔孝光前捕后之情。

民族凝聚力是综合罔力的重要标志，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向心力在世界上是无与伦比的。 2ω0

多年来，放南安城周氏的历代先哲为中华民族的繁荣同盛大一统作出了不朽的贡献。今天在中国

人、中华民族走向世界的时候，我们要通过姓氏这一血缘纽带，凝聚海外华人、华侨的力量，扩大爱

国统一战线，同台独和一切分裂祖国的邪恶势力进行不懈的斗争，为中华民族在 21 世纪的崛起尽

心竭智。

叶
U
|
l
t
-

7

川
ν

A
刷
引j

hw2 

2006 年 8 月 29 日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