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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印说明

1．。为了我们家族后代全面了解自己的家族历史，弘扬家族精神和家族

文化，根据我们家族大多数成员的意愿和建议，受家族长辈们的委托，由本

人执笔编写予《，祁羽凌家族志》。 ，
、

。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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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祁羽凌家族志》是在《祁门谱书》及该书的第二：二、三手抄本(本书
：

第三章详细说明)基础上编写的。特别是涉及家族长辈世谱的内容，基本上
：

是按照原书和手抄本抄录的。‘为此，特向《祁门谱书》的编写者和手抄本的

抄写者、家族的先辈们表示敬意!

3．1957年家史第二次编写的参与者和本次参与《祁羽凌家族志》编写

工作的家族成员(名单详见第三章)，都为此书的编写出版做出了较大贡

献，在此特向他们表示诚挚感谢!
’

4．在本书的世谱部分章节安排上，没有按照习惯上以祁羽凌的每个儿
，

子的世谱(支系世谱)为章节内容进行安排。而是根据每个支系世谱内容多

少、篇幅长短、考虑书写和编辑上的方便进行了统筹安排。如祁文丙长．子祁

仁、次子祁义的世谱，分别为本书的第六、七章内容；而祁羽凌次子文蔚、六

子文敬、七子文彩的世谱均作为第九章的内容进行叙述。

5．本书在第六章——第十章的家族世谱介绍中，为了区别辈分和同辈
●

兄弟之间的关系，采用了序号有别的方法进行表述的。例如在《第八章 祁
●

羽凌四子祁文中世谱》中，对祁显二j开圣二一祁王i}一一庆隆一一耀林一

一振昌一一国经～一世官一一锦富的叙述中，采用了“二、(二)、1、(1)、①、

A、a”等序号区别辈分。对同胞兄弟间表述采用了同一种序号。如兄弟四

人，有的支系用了“1、2、3、4”序号或“A、B、C、D”等序号加以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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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考虑到印刷和装订上的方便，在家族世谱图绘制时，从祁文丙、祁文

中开始到“耀"字辈人，按支系分别绘制了总图t即《祁文丙(祁文中)世谱图
、 ’‘

。_

之·》；“耀”字辈以后的人，采取了按支系，辈分绘制分图的办法。请阅读者

前后对照查阅。 ，一 一一+一一⋯、-一-- 一=—一 。一⋯．一一一～一．．
7．随着时代的发展和人们观念的变化，笔者改变了以往编写家志不写

，

家族女儿和儿媳只写姓氏的作法。但是由于普查工作等原因，本书只写了
●

家族近代出生的部分女儿和对部分儿媳写了姓名。笔者认为以后编写家志

的时候，对家族所有的女性均应一一编写。
●

8．本书中涉及年、月、日的时间表述，除特殊情况外，其余均为公历。
，

一

9．由于我们家族支系庞大、成员较多、分布地域较广，加之本人精力有

限、水平不高，特别是家族中很多先辈、长辈离开家乡的时间久远，所以对
‘

家族成员情况无法全面了解。因此本书在编写过程中涉及文字表达、家族

情况、家族世谱等方面，一定存在很多问题和不足，敬请家族成员，尤其是

长辈们阅后给予谅解和釜正。

10．本书出版发行后，涉及有关家族志补充’、更正、续写等事宜，笔者愿

意继续为家族成员服务。笔者住宅电话(0411)7808080。同时也希望家族

后人，能够继续续写家族志，保证我们的家族历史代代相传，流芳百世。
一

11．祁世圣、祁世淳、祁世春为本书编写、出版做出了特殊贡献；大连开
：

发区邮电印刷厂、大连开发区华新印刷厂在承印此书时也给予大力支持，

特此感谢。

笔者祁巨福

．‘．1998．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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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祁姓探源和祁氏家族名人
●

一、祁氏家族姓氏探源

据由刘研编著、海南摄影美术出版社于，1995年9月出版的<<-fi家姓》

一书介绍，祁姓起源于：“①远古黄帝有嫡系二十五子，其中一个儿子叫祁

豹，他的子孙多以祁为姓。②春秋时期，晋国馥_位!奚’受封于郝，后以封

地为姓氏。。’’‘
～⋯ ⋯

·‘

一一． 一一． ～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于1 993年9月出版的《中国人的姓名与命名艺

术》以及《东周列国志》中有关叙述，进一步说明了祁姓的起源。《中国人的

姓名与命名艺术》一书，在《姓氏的源流》一章中引用了《国语·晋语四》中

的一段话：“司空季子日：‘⋯一凡黄帝之子，二十五宗，其得姓者十四人为

十二姓。姬、酉、祁、己、滕、箴、任’、苟’、僖、姑、儇、依是也。’’’此书又写到曙

“顾炎武在日知录中说：‘言姓者本于五帝，见于春秋者得二十有二。’这22

个姓就是妫、姒、子、姬、风、赢、己、任、姑、祁、米(别字)、曹、董、姜、偃、归、

曼、熊：隗、漆、坛、允。这22个姓就是春秋时期的22个大家族。”《东周列国

志》第六十三回对老大夫祁奚及其子祁午均有叙述。一

上述中的“黄帝”，按司马迁《史记》中的说法，指的是轩辕黄帝。黄帝系

“五帝"时期，约为公元前26—22世纪；“春秋，约为公元前770一476年。因

此，可以说明祁姓最早起源于远古时期，距今具有4500多年的历史。祁氏

家族另二支人姓氏起源于“春秋”时期，距今也有2600多年的历史。综上所

述，祁姓起源于远古时代，可谓源远流长。

二、祁氏家族名人
’

在我国悠久的历史长河中，涌现出了彳艮多名人志士。在诸多朝代的名

人行列中，就有我们祁氏家族的成员。笔者根据由臧励和等编著的《中国人

名大辞典》<商务印书馆1921年出版)和由李盛平主编钩《中国近现代人名
大辞典》(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89年出版九两书中记录的我国历代名人

情况，在此向我们家族成员介绍一下祁氏家族各人概况：

1．春秋时期(约公元前770年一前476年)

(祁奚] 晋国大夫，悼公使为中军尉。‘当时人们称颂祁奚：搿褥其仇不

为谄，立其子不为比，举其偏不为党。”后被平公立为公族大夫，

，[祁午] 晋国祁奚之子。祁奚在辞去军尉一职瞬．诱晋侯推霉了其予祁

午，晋侯便任命了祁午。祁午在军中政绩突出宙 ·

(祁盈]晋国祁午之子，为大夫。在惩始家臣帮胜、躯藏淫乱行为时，



反遭其谗害，最终被晋侯错杀，祁氏逐灭。

2．汉(公元前206年一公元220年)

(祁圣元]’善说经书，当时在京城具有较高的知名度。

3．三国(公元220年一280年)

(祁庚．] 吴国山阴人。代父死罪，当时的濮阳人们广泛称诵其美德。

4．南北朝(公元420年一589年)

[祁纤] 后魏(北魏)方士。古代称从事求仙、炼丹等活动的人为方士。

祁纤在太武帝时曾请立东、西、南、北四王，以求吉祥消除灾祸，因受崔浩阻

止，太武帝未采纳其建议。j
、

5．宋(公元960年一1279年)

[祁延i),13’洛阳人，擅长写作和骑射。初仕周世宗，从征淮南，赐以明

光细甲。令董舟师，破吴兵有功。曾任义武军节度使，左领军卫上将军。

(祁序) 江南人，一作名屿。擅长画花竹鸟类，兼画水牛和猫，所画的

猫独一无二。他的画高雅、别致。

[祁睇] 胶水人，字坦子，淳化进士。天禧中知潍州，其母故，葬州城

南。祁唏就在墓旁建造一小屋，泣守母坟六年。后有白鸟白兔在其母坟墓

周围驯绕，州人皆知。皇帝接状闻知后，颁诏赐给祁睇稻谷和布帛。

6．金(公元1115年一1234年)

[祁宰] 江淮人，守彦辅。宋朝医术补官，金兵攻破开封府时得到了祁

宰，并隶太医，累迁中奉大夫。以后因直谏被海陵王所杀。元朝泰定初年泰

定帝赐“忠毅”称号。

7．明朝(公元1368年一1644年)

(祁顺] 东莞人，字致和，号巽川，天顺进士。曾任户部郎，成化年间赐

一品官服出使朝鲜。他一人在使馆任职时，朝方奉送给他的金钱、姜女，他

也不取。驻在国的君臣都特别敬畏他，并为他修建了“却金亭"。祁顺以后

又任江西左布政使，还著有《巽川集》。

[祁敕] 东莞人，字惟允，正德进士，任刑部主事，善于处理疑难案件。

嘉靖初年因跪在皇宫门前争大礼而遭廷杖并改任郎中。以后出守饶州。遭

贬后从事婺州史编写工作。最终因病归故里而死。

[祁鹤] 安邑人，正德进士．，曾任山东副使。嘉靖年问青羊山盗势力猖

獗，因此特授祁鹤节钺，祁鹤见机捣毁山盗巢穴，各路山盗均被歼。祁鹤旋

归后卒於官位上。
‘ ．

(祁秉忠] 陕西人，万历．中期为永昌参将。当时峒寇大举入境，秉忠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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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300大兵，转战两昼夜，打败了：峒寇。祁秉忠被提升为凉州副总兵。经略，

袁应泰因其智勇积极推荐，令他守蒲河。。后来辽阳被攻破，又命郝秉忠为援

剿总兵官，最终战死沙场。 ．

，

、

[祁伯裕] 滑县人，原名光宗，避庙号以字行，万历进士。任边要，接连

被提升为三边总制，旋即告归。去世后被赐“敏惠’’称号。业余著有《清馆

集》、《关中陵墓志轧一 一 ． ⋯～，一 ．一二，一、一一 。．

[祁衍会) 祁顺曾孙，字羡仲，万历举人，性格通达脱俗1隐居罗浮，少

年孤独，侍奉母兄及孝友，并偕他们迁至京都。祁衍会的文章名震一时。后

遭母丧，因中风而毁。著有《绿水园集》o ：

[祁承业] 浙江山阴人，字尔光，万历进士。曾任江西右参政。好藏书，

在对书籍的“校勘’’方面很有研究。‘著有《牧津》、《澹生堂集》。．

[祁彪佳] 祁承业之子，字弘吉，生的英俊魁武，天启进士。曾任右佥

都御史，江南巡抚。高杰驻瓜州时特别专横跋扈。祁彪佳携带数兵卒冲着

大风浪前往瓜州处理高杰。高杰特别敬畏祁彪佳，表示“公一日在吴，杰一

日遵此约矣。"然而祁彪佳因受小人抵毁，又很快离开此地，致使南都失守。

祁彪佳绝食，端坐在池中而死。唐王时赐他“忠敏’’称号。 一

+．．

[祁豸佳] 祁彪佳之弟，字止祥，天启举人，曾任吏部司务。国亡后不

做官，写诗文、擅长书画篆刻。对四方来索取他的诗文、书画的人．，有时忙得

汗流夹背赶写诗文、绘画。隐居数十年，以寿终。
‘

8．清朝(公元1616年_1911年)‘ ．

(祁班孙] 祁彪佳之子，字奕喜，小字季郎。明朝灭亡之后，聚众图谋

复辟。事情败露后被捕，流放到宁古塔，逃脱后归故里。’然后削发为僧，辅。
”助陵马鞍山寺主持，称为咒林明大师。爱好议论古今，不谈佛法，只要谈，论

明朝的事就嚎啕大哭。著有《东行风俗记》、《紫芝轩集》。。 ’．2．

[祁韵士) 寿阳人，字谐庭，一字鹤帛，乾隆进士，曾任户部郎中。喜好

研究历史，对于山川、疆域、古人爵位、姓氏均有所游览或记述。一著有《藩部一

要略》：《西陲要略》、《西陲总统事略‘》、《西域释地》、《万里行程记·己庆。

编。》、《书史辑要》、《西陲百韵》、《访山随笔》、《珥笔集》、．《袖爽轩文集》、《覆

瓿诗集趴《豫池行稿》一 ；二0√．’：．，：．．0 j、．．∥．．。

．[祁俊藻]‘(1793年-1866年)祁韵±之子，、山西寿阳人；字叔颖，又 ，

字淳甫，后改实甫，号春圃‘，．晚号观斋，嘉庆进士d历任户部’、吏部侍郎。鸺3s

年，曾偕黄爵滋视察福建海防及禁烟情况，欢年．升任兵部尚书。鸦片战争
中，邓廷祯于厦门将英国票船击退．，反遭诬告，俊藻奉命前往调查，具实陈’‘⋯

’：‘．·’’ 一：’ ’。．：，I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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奏。1841年任会试副考官，旋调任户部尚书，命为军机大臣。1850年任体

仁阁大学士。1861年，同治帝即位，疏陈时政六事，命以大学士街受礼部尚

书。在朝廷数十年，为官贤达。爱好古诗词，卓然成家。著有《马首农言》、

《勤学斋笔记》等。逝世后被赐“文瑞”称号。

(祁宿藻] 祁俊藻之弟，字幼章，一字子儒，道光进士。曾任江南布政

使。洪杨军陷入九江时，宿藻组织精心防御，并迅速登上城墙巡视，最后死

於城堡上。去世后被赐“文节”称号。

[祁世长] 祁俊藻之子，字子禾，号敏齐，咸丰进士，曾任工部尚书。爱

好文学，精于衡镒、崇尚高雅，摒弃空虚，杜绝私交，在他当时结识或提拔

的人中大多数是有名望的人。著有奏章及诗文集。去世后被赐“文恪’’称号。

[祁兆熙] 上海人，号瀚生，诸生。曾任知府。博学多才，尤其熟悉处

理外国事务。同治年间曾派遣幼童去美国留学，祁兆熙是中国第一批出洋

留学的成员之一。他在广东、广西任职十七年，名声、政绩显赫。

(祁项] (1777年一1844年)山西高平人，字竹轩，一字寄庵，嘉庆进

士，鸦片战争前，历任河南粮盐道，浙江按察使，贵州布政使，刑部右侍郎，

广西巡抚，广东巡抚，刑部尚书。鸦片战争期间，为靖道将军奕山办粮台事

务，钦差大臣琦善被革职后，任两广总督。任职期问政绩突出，去世后被赐

“恭恪”称号。
’

[祁焕] 吴县人，字蕴文，号蔚峰，诸生。擅长画竹，自成一家，尤其喜

好彝族书画。珍藏很多古砚台，著有《二十八砚斋集》。

[祁彦子](1854年一1911年)，山西久济人，艺名彦子红，秀才出身。

17岁入粮食虫科班学蒲州梆子，工须生。一两年后即露头角，功底好，戏路

宽，文武唱做兼长。并长于书画，尤善画鹰鸡。1881年，得郭宝臣资助，在家

乡建办供戏人居住的“合味庙”(梨园会馆)。擅演《芦花》、《取成都》、《会孟

津》等剧目。
、

9．近、现代

(祁子刚] 直隶(今河北)高阳人(一说祁州人)，原名正华，曾是农村

塾师。1 900年参加白洋淀一带义和团，为首领。1 911年武昌起义爆发后，

在雄县和任邱一带组织北洋革命军，但被保定北洋军打败，不知所终。

[祁天民)(1910年一1939年)，原籍山东益都，生于济南，原名延霈，

字霈苍，满族。1 929年考人清华大学一。1933年受聘为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

研究所助理员?；后潜心于田野考古。历任新疆学院秘书兼教育系主任、新疆

哈密区教育局局长≯1 939年12自，在哈密因病逝世i： ‘， 一：

——a——



[祁致中](1913年一1 939年)山东省曹县人i原名宝堂，别号明山，

1931年迁居黑龙江桦川，在金矿当工人。1933年率领金矿工人武装暴动，

并创建东北山林义勇军。1935年率部参加东北人民革命军。历任东北抗日

联军独立师师长、第十一军军长、总司令部副官长。1 9．39年7月在黑龙江

嘉荫与日军作战时牺牲。

[祁英涛]⋯(1924年一988年)搠l匕省易县X-L1 94一年大学毕业后．7

便从事古建筑的保护和维修i工作，任国家文物局文物保护科学技术研究所

高级工程师。曾带领相关人员完成了永乐宫迁建任务，又先后主持设计和

指导了山西五台山南禅寺大殿复原等30余项国家重点工程。是我国著名

古建筑专家，曾多次立功受奖。1．988年4月9日在西安病逝。

[祁培文] 现任中国共产党第十五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常

委。是目前祁氏家族任职职务最高的人。

另外，根据《祁门谱书》各种手抄本及家族有关先辈墓碑记载，在祁羽

凌家族中，我们的先辈有很多人曾是处士、武生或曾任寿官。祁羽凌长子文

丙、四子文中的后代尤多。下面向家族成员作一介绍。

曾任寿官的人是：祁义、祁开泰、祁开周、祁琢、祁琨、祁瑾、祁班、祁庆⋯一

隆。

皇清处士是：祁义、祁显、祁开彩、祁开圣、祁庆斌、祁庆义。 ．一

武生是：祁纲、祁清源、祁清一(庆举)、祁耀德。
。

祁绅是庠生。

说明：上述家族名人介绍内容，大部分是笔者根据原书中的文言文所

译的，有不妥之处阅后请指正。



‘‘

第二章·家族祖居地和迁居情况 一
：

_r
，

。

由于历史和现实中的多种复杂原因，特别是涉及家族历史资料记载不

详，目前家族支系众多、规模庞大、居住分散、联系不使等诸多因素，所以笔

者无法更全面了解家族有关情况。因此，笔者只能根据掌握的有关家族史

料和目前考察了解到的相关情况，对家族祖居地、迁居情况及目前家族成

员主要居住地作概要介绍：

一、家族祖居地

《祁门谱书》第一手抄本记载：“祁老祖家在山东来州府平都州城东南

沙岭，以后走在登州、城里北门里，此有房地不多；‘典出无卖住过多年，弟兄

三人内有羽凌，又至文登城东南三十里地、，屯名虎山屯居住。祖坟在屯后岭

后沟东崖西北向，四至有界石，茔盘图向下四基不齐。羽凌七子，长文丙、文

蔚、文环(无后)、文中、文请(无后)、文敬、文彩。”此书在这段文字叙述后，

还画出了祁羽凌墓地示意图。《祁门谱书》第二手抄本有关此内容记载与第

一手抄本基本相同。所不同的是第二手抄本在“四基不齐”之后，“羽凌七

子”之前增加了‘‘自雍正年问又徒居奉天复州东五湖嘴后，又迁居蔡家大房

身遂家焉。”并注明羽凌三子文焕(环)上陕西，但书中无墓地示意图。·

安葬在瓦房店市碍利寺镇蔡房身村j匕山屯北山上的祁文丙次子祁义

墓的墓碑碑文记载：“祖居虎山村於雍正¨．．．居奉天复邑五湖嘴继又迁居

⋯⋯。”因祁义墓碑己断，下半段丢失，故碑文语句连接不上，笔者用“一一一”

表示刻在下半段墓碑的文字，有关祁义墓碑及碑文第四章详述。， ．

安葬在瓦房店市祝华办事处龙山村潘家屯、温家屯的祁显(祁文中六

子)墓、祁开局(祁文丙之孙、祁义次子)墓以及最近发现的祁开彩(祁文丙

之孙、祁仁四子)墓墓碑碑文均记载：“祖居山东登州府文登县虎山屯，乾隆

时迁居复州城东蔡家大房身(或回头河、八张滚子等字样)⋯⋯”。

综合以上谱书和碑文记载可以看出，我们祖先自祁羽凌开始，居住在

山东登州府文登县虎山屯，即今日的山东省文登市高村镇虎山村。清朝雍

正年间，(1723，年-1736年)从山东文登来到奉天复邑五湖嘴，即今日的辽

宁省瓦房店市复州湾镇：。。乾隆时(、1736年一1796年)又迁居复州城东蔡家

大房身，即今日的辽宁省瓦房店市得利寺镇蔡房身村．。 ’。

据居住在瓦房店市得利寺镇蔡房身村的祁世彬(祁文丙之子祁义后

代，祁国屏之子)回忆，：祁家先辈们传说，当年祁文丙次子祁义先来到辽宁

的瓦房店，最后定居在蔡房身，以后祁文丙长子祁仁又投奔其弟祁义来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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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店，并定居在今日的瓦房店市祝华办事处八里村j从祁仁四．子祁开彩墓

碑碑文记载及目前祁仁、祁义后代居住的分布情况看，说明上述传说具有

一定的可靠性。另外，从祁显(祁文中六子)墓碑碑文记载看，当年祁显也是

在祁义来到瓦房店之后，又来瓦房店并定居在潘家屯的。

另外，《祁门谱书》第二手抄本记载，祁文中的四个儿子、祁显四个兄长

祁信、祁智、祁章、祁明“上边外?(指去黑龙江或吉林省^下同一)。书．电没有具

体说明他们是从山东文登直接上边外盼，还是来到辽宁瓦房一店叉去边外

的。
’

二、家族成员居住及迁居情况
’

随着历史的发展和家族的不断繁衍壮大，祁羽凌家族一部分后人(指

羽凌二子文蔚、六子文敬和七子文彩的后代)，可能仍然居住在祖籍山东；

另一部分迁居辽宁省瓦房店的后人中(指羽凌长子文丙后代j四子文中部

分后代)，_部分家族后人至今仍居住在瓦房店市郊——得利寺镇蔡房身

村、。祝华办事处八里村、龙山村等厨围地域；还有一部分人因各种原因迁居

他乡，居住我国北方各地。根据上述情况，笔者从两个方面对迁居辽宁省瓦

房店市的祁羽凌后代(即文丙、文中后人)目前居住情况作以简介：

1j从家族支系看后代居住情况
从家族支系看后代居住情况，．简言之就是看一看祁文丙和祁文中的后

代分别居住在哪里?在祁文丙的后代中，可以分为祁仁、祁义(文丙二子)两

大支系。在祁仁所生的四子中，除三子开闻无后、次子开明和另两个兄弟韵

部分后代去边外外，长子开运和四子开彩的后代，基本上居住在瓦房店市

祝华办事处八里村、万宝村、永宁镇全家村等地。 ，

在祁义所生的四子中，长子开泰的后代去了边外一；一次子开周的后代基

本上居住在瓦房店市祝华办事处龙山村温家屯；三子开远的后代居住比较

分散，在大连地区的居住地有：瓦房店市祝华办事处八里村、普兰店市瓦窝

镇曲家店村、元台镇、大田镇，另有一部分后代去了边外；一四子开来的后代

基本上居住在瓦房店市得利寺镇蔡房身村，其中开来三子浩然的后代去了

外地：

在祁文中的后代中，文中所生六子其中次子祁德早亡，除六子祁显外，

其余四子祁信、祁智、祁章、祁明均去了边外。六子祁显生一子祁开圣，开圣

生八子(其后人俗称老哥们八个)，下面介绍一下兄弟八人的后代居住情

况)．

在开圣的八子中，长子祁瑶后代离开了本地，不知去了何处；次子祁



臻茳子祁琢：六子祁璁、七子：祁'君的后代，．基本上居住在瓦房店市祝华办
事处龙山村潘家屯≥四子祁琨的后代居住的分散程度最大；他的后代中只．

有一部分人居住在瓦+房唐市祝华办事处龙山村龙王庙屯和普兰店市瓦窝

镇王家村，大部分后代分散在全国其它地区；五子祁瑾和八子祁班的后代

基本土居住在瓦房店市得利寺镇小屯村大北沟和小北沟屯’。另外，普兰店

市瓦窝镇曲家店村还有祁遁的后代。 j． ，．

2；从全国行政区划看家族后代居住情况 、

’

、

随着历史的发展和时间的推移，祁羽凌家族在不断繁衍壮大的同时，

其后代人居住、生活、工作的地域不断扩大：下面我们从行政区划的角度，

按照全国、全省和大连地区三个层次，分别叙述家族后代居住情况：

+首先从全国范围看：目前已有13个省．、市、自治区居住着祁羽凌家族
人员。这1 3个省市是：北京、天津、辽宁、吉林、黑龙江i河北、山东、甘肃、内

蒙古、新疆、四川、宁夏、贵卅。其次从辽宁省范围看：在省内1 3个市(地)

中，已有10个市有祁羽凌家族后代。这1 o个市是：沈阳、大连、鞍山、抚顺、

丹东、本溪、营口、铁岭、朝阳、葫芦岛。最后在大连地区范围内的大连市内、

瓦房店。、普兰店、金州区、开发区等市区，均居住着祁羽责家族后代。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在笔者撰写本书稿的时候，先后几次通过电话了

解得知，目前祁羽凌家族已无人居住在祖居地一今日的山东省文登市高
村镇虎山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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