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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华姓氏谱:史姓卷》分源流篇、人物篇、人文篇、文献篇四个部分，揭示了我国史姓的起源与发展
、迁徙与分布、家族的兴衰，以及与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关系。
家庭，在非常漫长的历史时期，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细胞。
中国的家庭或者说家族，更是于几千年的文明历史演变中，具有其特殊的性质和形式，而“姓”就是
家族的一种标志。
《中华姓氏谱》是关于姓氏文化最全面、最具规模的丛书，选取了占中国人口87％的100个姓氏，每姓
一卷。

《中华姓氏谱:史姓卷》是中华姓氏谱中的“史”姓分册。
书中从该姓的源流、变迁及其与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关系以及该姓氏的地域分布、走向趋势
及其特点；姓氏制度的深厚底蕴和家族流变。

《中华姓氏谱:史姓卷》内容丰富，广征博引，史料翔实，融知识性与可读性为一体，非常值得一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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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目录源流篇第一章  史氏的渊源与概貌  史氏的含义与源头    史氏的三大发散中心和四大家族  史氏的科
第与封爵第二章  史氏在江北的繁衍  陕西史氏   山东史氏    山西史氏    河北史氏   河南史氏    湖北史氏   
四川史氏   甘宁史氏    东北史氏 第三章  史氏在江南的生息  江苏史氏    浙江史氏  安徽史氏  江西史氏  
湖南史氏  福建史氏  广东史氏  广西史氏  云南史氏  贵州史氏  台湾史氏人物篇第一章  史氏之最  中国最
早著名的史官——史佚  中国的书画之祖——史皇  大篆书法的创始者——史籀  杰出的战略思想家——
史伯  春秋时最著名的谏官——史鱿  世界上最早的船闸创建者——史禄  现存最早的识字写字教材的作
者——史游  五步咸诗记录的创造者——史青  堪称最玩世不恭的痴翁——史忠  最早远征爪哇的将军—
—史弼  中国大型水利工程建设的先驱——史起  “乱”中之“最”的“大燕皇帝”——史思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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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书摘　　这一支史氏就是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史可法的世家，史书上说他是河南祥符人，大兴籍。
明代时的大兴是在北京城东北部，而不是今日的大兴(在南苑之南的黄村)。
宛平也在城的西南郊(今丰台附近)。
史氏宗谱说这支史家住在宛乎东四牌楼，记载得比较具体。
从这世系图可见，这支史氏迁到北京后的五代人中，出了三个进士，但从总体上看，主要还是“尚武
”。
史德芳、史可鉴都是锦衣卫百户．史可传是锦衣卫千户，史汗青是武进士，史可法则是东阁大学士(宰
相)兼兵部尚书。
史可法、史可尊、史蔚青都是在明末抗清的争战中殉难的。
出了五名举人：史应元，举人，黄平州知州；史起贤，顺治举人，雍正二十八年任分巡广南韶道，布
政司左参政，史锦，雍正举人，史致饴，道光举人，史映奎，咸丰举人。
史灏，泾县典史。
史起贞，康熙中任山东历城知县，在任时能取信于民，有良吏的作风，其孙史光祀，制历城县学宫碑
。
史荣椿，清咸丰时任河北大名镇总兵官，提督直隶总兵官。
1859年在大沽海口抗击英法联军时中炮阵亡。
　　宛平史泉来宛平落户的史氏是清初浙江山阴人史玉节。
据余姚史氏宗谱记载，史玉节的先世住在余姚半霖下宅。
他父亲史在篇(太学生)任高阳知县，迁山阴。
他自己也是个太学生，康熙初年，到了京师，在宛平落户。
结识了当时的名流如朱彝尊、汤右曾、姜宸英、查慎行、何焯、任份等老前辈，仕至四川威州知州，
晚年学仙。
活到八十多岁，家境贫穷。
他儿子史全义三十来岁来宛平，想找个小官当，却找不到，只好跟着人家去当个“幕僚”一一办理刑
事民事案件的办事员。
虽然收入十分微薄，但却乐于帮助别人。
有个做生意的朋友向他借钱，他就把全部积蓄借给他，自己照旧过着贫苦的生活。
这朋友赚了钱，付给他利息，他很高兴，又把钱借给他．后来他朋友做生意亏了本，本利全无，他也
不介意，一笑了之，生活照样贫困．但他对子女的教育却很严格，要求儿子积容好好学习。
一次在山西狱中关着一个男子。
是因调戏妇女，用手去拉那女子而入狱的，那个女子挣脱后感到很羞愧，回家就自缢而死。
对这案子的处理，全义认为这个妇女当作为烈女进行旌表，而对那个男的则因为只是普通的调戏。
出了三个进士，但从总体上看，主要还是“尚武”。
史德芳、史可鉴都是锦衣卫百户．史可传是锦衣卫千户，史汗青是武进士，史可法则是东阁大学士(宰
相)兼兵部尚书。
史可法、史可尊、史蔚青都是在明末抗清的争战中殉难的。
出了五名举人：史应元，举人，黄平州知州；史起贤，顺治举人，雍正二十八年任分巡广南韶道，布
政司左参政，史锦，雍正举人，史致饴，道光举人，史映奎，咸丰举人。
史灏，泾县典史。
史起贞，康熙中任山东历城知县，在任时能取信于民，有良吏的作风，其孙史光祀，制历城县学宫碑
。
史荣椿，清咸丰时任河北大名镇总兵官，提督直隶总兵官。
1859年在大沽海口抗击英法联军时中炮阵亡。
 　　(一)真定史家的勃兴，是以雄霸一方的地方势力为基础的。
它有清乐社40多个，每个1000多人，它可以很快地组织起一支由一万多人组成的军队；史秉直屯在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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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一下子前去归附的人就有十万多家。
这样巨大的号召力与影响力，远非史秉直一人的能力与一代人的“功德”，而是从史伦开始，历经史
成硅直到史秉直这样三代人近百年的“乐善好施”。
富而不霸，长期积德，良好的群众影响与群众基础，是真定史家兴旺发达的一个重要原因。
　　(二)注意培养子女，教育他们厚道为人，善良忠勇。
这是真定史家兴旺发达的另一个重要原因。
象史天倪的被武仙杀害，说到底是为人“过于忠厚”。
象史天泽这样权倾朝野，自己有这样强大的地方势力，有的人劝他自己独霸一方，但他却能主动交出
兵权，谦慎处事，这在中国整个封建历史上也是极为罕见、难能可贵的。
　　(三)思想开放，突破传统，在姻戚上同异族通婚，蒙汉结合。
这是真定史家成功的一个重要条件。
据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发表的《石家庄后太保村史氏家族墓发掘报告》、《史杠墓志铭文》、《史氏庆
源之碑》、《岳村史氏族谱》等资料，史秉直自己的思想就很开放。
由他首开纪录，带头娶纳合氏为妻，此后，如天倪娶完颜氏，天泽娶抹燃氏，天英娶蒙古达氏，史楫
娶完颜氏、蒲撒氏、北京等七路兵马都元帅吾也尔的长女删只达，史杠娶纳合氏、抹燃氏，史枢娶奥
屯氏；史秉直把自己的长女嫁给蒙古太师、国王木华黎，史进道的三个女儿，瑞哥嫁给北京同知吾古
伦，杏哥嫁给北京都元帅吾也尔的儿子，秀哥嫁给奥屯元帅男；天祥的女儿一个嫁给北京达鲁花赤霄
礼男，一个嫁给北京宣差千户完颜男。
这种婚姻上的蒙汉结合、汉族同少数民族结合，无疑会增进相互之间了解与信任，对强化真定史家的
社会政治地位带来正面的影响。
　　但是，物极必反，盛极必衰，君子之泽，五世而斩。
真定史家也难免这种家族发展的历史怪圈。
从人口的数量发展来说，在一大多妻的封建社会，象真定史家这样的豪门贵族，膨胀得很快是情理中
事。
如史天泽有8个儿子，天安有16个儿子。
然而从三品以上的官员统计，秉直这一代(36世)2人，天泽这一代(37世)4人，史格这一代(38世)11人，
史耀这一代(39世)6人，史埂这一代(40世)1人。
由此可以清楚地看出这个家的人才高峰期在第三代，从第四代开始就走下坡路，第五代就不行了。
如何走出这种历史的怪圈，发人深思。
　　还有，姻戚关系上的突破传统，固然对当时巩固史氏家族的地位起一定的作用，但是随着元王朝
时民族矛盾的激化，这种突破传统的做法无疑会被传统观念所不容，成为民族矛盾的必然牺牲。
　　真定史家的老家是河北永清，故史天泽父兄的坟墓都在永清。
但他们数代人被封真定，这里是他们数十年帅兵和苦心经营的根据地，所以天泽与他子孙辈的墓葬都
在真定。
元亡之后，真定史家彻底衰落。
在明王朝出过史方，成化间任浔州知府；史彬，获鹿人，元时进士，明初由户部郎中调富州吏目，迁
江西丰城；史秉忠，行伍出身，乾隆时任湖南抚标南营守备。
真定史氏中还有史燮、达鲁花赤总管，任湖南澧州知州。
　　大兴史家  大兴史家始于明代。
溧阳侯44世孙史镛从河南祥符县迁顺天东四牌楼。
史镛的先世据溧阳史氏宗谱载是从浙江余姚迁来的。
查余姚史氏宗谱，则只记述西南里有个名叫史立本的人迁居河南，在时间上相吻合。
至于具体迁到什么地方没有说明(这支史家以后又分别迁到江宁、溧阳和宜兴三处为家)。
明代灭亡前的世系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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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后记　　经过几年的努力，这部中华史氏谱·史姓卷总算完稿。
这里我想介绍一下作者本人的一些情况与编写过程中的一点感受。
　　我是溧阳侯60世孙，1937年出生于浙江省东阳县大路村。
这是个偏僻的山村，  四周崇山峻岭。
父亲是初中生，村里的“大知识分子”。
我自幼读书，爱好文学、历史与数学。
1961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一直从事哲学教学与中国古代兵家思想的研究，在《光明日报》、《
中国哲学史研究》、《求是杂志》、《新华文摘》等刊物上发表论文50余篇。
1982年入党，在浙江师范大学先后主持过党委宣传部、马列主义理论部、师大学报编辑部等部门的工
作；1990年在北京参与了社会主义若干问题讲座，1991年参与了学习江泽民在纪念党成立七十周年大
会上的讲话的辅导讲座。
1992年，本人研究了几十年的专著《古典兵略》出版，这是一部从宏观上概括与总结中国古代兵学中
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规律、原则与方法的著作，《中国社会科学》以“中国古代兵学思想研究中的上
乘之作”为题发表书评。
1993年破格晋升为正教授。
在艰苦拼搏之余，我才想起了自己的祖宗。
我问我父亲；我们东阳史家是从什么地方来的?过去村里灯笼号的“京兆郡”、“八行堂”是什么意
思?他说是宁波，但具体情况说不清，过去有谱。
　　1993年冬，我回乡过年。
在村里走访了不少老人，了解了不少情况。
弟弟美璜从土金那里拿来一卷残留的《京兆东邑史氏宗谱》，从此开始了对史氏历史的追寻。
　　为了把握史氏的全貌，我查阅了二十五史、资治通鉴、春秋三传、国语，凡是有史氏记载的事迹
与传记，一一作了摘录或复印；又查阅了文渊阁四库全书和续四库全书中各省的通志，查找了各省的
封爵、职官、选举、名宦、名贤中有关史氏的记录，又查找了全唐诗、全宋词、全宋诗、中国美术家
大辞典、中国文学家大辞典、  中国医学家辞典等等工具书中有关史氏的资料以及《元和姓纂》、《
万姓统谱》等有关的谱志书籍，然后开始对各地史氏源头的追踪，查阅了绝大部分现存的史氏宗谱。
这样，搞了几年，总算整理出一个头绪。
我想作为一本姓氏谱，应该给史家回答两个问题：(一)我们的老祖宗是谁?是哪儿来的?(二)我们的上代
出过什么名人?有什么影响?　　这本谱就是根据这指导思想写的。
由于有些省份没有谱，四库全书的通志是乾隆时修的，虽然各省有志，但时限上乾隆为止，不全；续
四库全书是光绪时修的，时间上虽然完整，但有些省没有续修，如山东、江苏、河南等等，故上述两
个问题很难完整回答，虽然尽力设法弥补，但资料的查找犹如“大海捞针”，难免遗漏，不足之处，
势在必然。
从这个意义上说，这部谱只不过是立了个框架，犹待族人进一步修正与增补。
　　在编写过程中，使我感受最深的是南宋史家“三相”的评价问题。
　　开始时我受“传统”思想的影响，认为史家“三相”都是主和的，不值得细写。
对此，有的同事也曾提醒过我。
对史家内部敢于反对自己父亲史浩的史弥大和反对叔叔史嵩之的史璟卿应该大书特书，表彰他们敢于
坚持真理、“大义灭亲”的高尚品格。
为此我还特地把璟卿声讨嵩之的“檄文”一宇不漏地抄了下来，逐字逐句地进行研究。
　　但在审读史料的过程中，岳飞的冤案是宰相史浩首先提出来为其平反的记载，给我敲起了警钟。
怎么回事?一个“怀奸误国”的主和派，怎么会为岳飞翻案呢?悖理!我开始深入追究史浩的历史。
我才发现，史浩是反对秦桧的张九成提拔的。
史浩周围的朋友和他推荐入朝为官的人，如陆游等等都是主战的。
我再仔细分析他两次拜相、两次罢相的原因，终于改变了对史浩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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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弄清史家“三相”的面貌，我查看了许多有关史弥远和史嵩之的史料，弄清了史弥远“擅自废立
”的真相，搞清了史嵩之是怎样一步步靠自己的战绩走上相位与“史嵩之起复”的内幕，最后我得出
结论：南宋朝廷的官员  (孝宗前不管)并不是简单的“主和”、“主战”两派，而是投降主义(汤思退)
、冒险主义(张浚)、现实主义(史浩)三派。
史家三相在这根本战略大计上是完全一致的，即主张积极备战，但不能轻易进行战略决战的现实主义
派，这是正确的一派。
弥大与璟卿的观点不可取。
  　　这是我在编写过程中认识上最大的一个转变与一个最深刻的体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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