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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古國族考（上）

柯昌濟 *

余早年講授中國社會史，輯集古國族資料作為奴隸社會特有的社會結構。國

族是原始自然部落生產發展有了初級政權，由簡單民族組成的國體單元。國族的發

生標誌奴隸社會的開始，在奴隸社會歷史發展中，國族經歷繁榮、衰落、遷徙、分

支、複合、滅亡、復生、同化、融合等，由簡單民族單元發展成多民族國家，國族

即告解體。國族的解體標誌奴隸社會向封建社會過渡。至今世界上仍有奴隸社會存

在，亦以簡易民族為主體，故國族史料之研究仍有一定現代學術價值。在封建社會

裏，早期社會的意識形態如宗法觀念、宗派意識等，則都是奴隸社會時已產生的。

中國古國族資料，見於古籍、甲骨、金文、印鑈、竹簡、石刻等皆有所記載。

古籍流傳中夾雜了一些迷信神話與實際材料參雜混淆，需要澄清真偽，各方面對照

研究尚有頭緒可尋。以下計一一五九國族。

一、三代以前氏族名稱輯錄一〇七條。

二、夏代國族一五一條。

三、商代國族三五二條。

四、周代國族五四八條。

 一九八九年春　　柯昌濟於上海韡華閣

* 柯昌濟，上海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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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三代以前氏族名稱輯錄

1 夙沙氏　神農時諸侯。《說苑》：「夙殺之民叛其君而歸神農。」《世本》：「夙沙

氏始煮海為鹽。」《左傳》：「齊有宿沙衛。」宿沙，當即「夙沙」異字，或即

夙沙族之後裔。綜上，其地當在海濱。《逸周書》有「質沙」，陳漢章說：「一

為夙沙。」

2 補遂（氏）　《國策》：「神農伐補遂。」按：《春秋左傳》載徐地有蒲遂。此或

皆指的是一個古國族。

3 康回（氏）　《楚辭‧天問》：「康回何故以東南傾。」王逸注：「康回，共工氏

名。」是共工之族一名「康回」。

4 少典（氏）　《國語》：「少典生黃帝、炎帝。」則少典當為華夏之族長而不在帝

位。

5 有蟜氏　《國語》：「少典娶于有蟜氏。」按：有蟜氏當為北狄族，喬、蟜字

通，後世喬姓所出。《廣韻》：「喬，虜姓。」《前代錄》云：「匈奴貴姓喬氏，

代為輔相。」按：《晉書》載喬志明匈奴人，匈奴的喬姓可能為古有蟜氏之族

裔。少典娶於有蟜氏之說，證古夏族與狄族通婚。《山海經‧海外北經》「有

蟜」，當為與此古國族附會之神話。《禮記‧檀弓》：「魯有蟜固。」當為記載

有蟜氏在三代時已遷徙到山東一帶定居，則是狄族華化之較早一支。

6 帝鴻氏　《左傳》：「帝鴻氏有不才子。」《山海經》又作「帝江」，鴻、江古音

通，舊注以帝鴻為黃帝，非是。按：文義當為三苗之祖先或北方鬼方之族。

7 有熊氏　黃帝亦稱有熊氏，蓋軒轅氏之別稱，當為華夏地區重要的古國族。舊

說在河南新鄭。

8 蚩尤（氏）　黃帝伐滅蚩尤，見於《逸周書》及《管子》。《逸周書》以為赤帝

之二卿。按：姓氏有蚩尤（《姓苑》），或為蚩尤族裔。

9 金天氏　見《左傳》，舊說以為少昊。

10 阪泉氏　見《逸周書》，疑為炎帝之號。陳漢章說「即蚩尤」，未獲旁證。

11 共工氏　見《左傳》、《國語》、《管子》。舊傳「霸九有而不王」，以水紀官。

姜姓。按：共工當為古代姜姓國族之主要者。賈逵《國語注》：「炎帝之後，姜

姓也。顓頊氏衰，共工氏侵陵諸侯，與高辛氏爭而王也。或曰堯時諸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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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左傳》郯子說，次共工於炎帝之前、太皞之後，《管子》亦次於燧人後、

黃帝前，則推斷共工氏當為大昊以後曾主宰過華夏之古國族。《國語》又以四

岳為共工之從孫，亦表示非炎帝之後。至唐、虞時之共工，亦當為古國族共工

氏之稱謂，非指一個帝王之名。後世之共姓、洪姓為其後裔。此古國應曾居於

江西、安徽一帶，衍為地望。

12 風后（氏）　《史記》：「黃帝舉風后、力牧、常先、大鴻以治民。」按：風后當

為太皞之後裔，以姓為氏稱。

13 力（氏）　黃帝臣力牧，當指軒轅氏大國族統治下之小國族。《漢書‧藝文志》

作力牧。羅泌《路史‧國名紀》：「道書多作刁，仁廟編《陰陽書》，猶有刁牧

地戶開曆，世盡作力。」是羅氏以力為刁字之傳訛，頗有見地。按：古姓中祇

有刁姓而無力姓。刁又作貂，戰國齊有貂勃，當為古氏族，或即古力牧族。又

東漢刁子都又作力子都，亦可證刁、力二字寫法近似之傳流。後魏刁遵墓誌：

「悠悠綿冑，帝糧之胤，奕代貞賢，自唐暨晉。」其說當亦有所根據。余初步

推斷，力（氏）之記載應是刁氏書寫之訛，作為姓氏，世代相傳，則猶能保存

古國族之遺跡。

14 常先（氏）　黃帝臣常先，當亦軒轅氏主宰華夏時其下屬之弱小國族。有的文

獻又作容光，推斷也是字形相似流傳有異。

15 大鴻（氏）　黃帝臣大鴻，當亦國族而非人名。舊說《內經》作鬼臾區。按：

鬼即隗姓之隗，屬北方狄族的分支國族。大鴻遺址，見《史記正義》：「鴻塚在

鳳翔東。」當在今陜西省鳳翔一帶。

16 赤水氏　《山海經》：「炎帝之妻、赤水之子聽訞。」按：赤水當為共工氏水官

之族，證共工氏國族在歷史上當有分支國族存在，為國族遷徙分支之例。

17 大常（氏）　黃帝臣大常，見《管子》。疑即與常先是同一國族，後世姓氏中

有常氏。

18 奢龍（氏）　黃帝臣，見《管子》。按：當為龍官族，古國族之一。

19 大封（氏）　黃帝臣，見《管子》。按：黃帝又有封鉅，當即大封，大封當為

氏稱，是古國族。

20 常倍（氏）　見《山海經》。

21 后（土）氏　黃帝臣，又見《左傳》，共工之子，古籍附會為土神，相傳於祭

祀禮儀中，實當亦古國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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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列山氏　見《左傳》。

23 太山氏　黃帝臣太山稽，見《列子》。

24 大填（氏）　黃帝師，見〈古人今表〉。亦當為一古國族。

25 豐隆（氏）　見《歸藏》、《穆天子傳》。後世奉為雷神，當亦古國族。

26 勾芒（氏）　古木正，見《左傳》。後世奉為木神，見《禮記‧月令》。

27 玄冥（氏）　古水正，見《左傳》。後世奉為水神。

28 蓐收（氏）　古金正，見《左傳》。後世奉為金神。

29 大明（氏）　見《歸藏》。鯀故占大明。

30 西陵氏　黃帝娶於西陵氏，見《國語》、《世本》。謂之嫘祖，當為隗姓狄族。

31 方雷氏　黃帝娶於方雷氏，見《國語》，當為北方狄族，又為方氏、雷氏二族

之合稱。周金文師旅鼎：「佳三月丁卯，師旅眾僕不從王征于方雷。」證知方

雷之稱周初尚存此國族。姓氏有方氏、雷氏，均當為方雷氏之裔。

32 彤魚氏　黃帝娶於彤魚氏，見《國語》。

33 蒼林（氏）　黃帝子，見《國語》。

34 青陽（氏）　黃帝子，見《國語》，後世姓有青陽。

35 夷鼓（氏）　黃帝子，見《國語》。

36 岐氏　黃帝臣岐伯，見《內經》。

37 雷氏　黃帝臣雷公，見《內經》，當為方雷氏別族。

38 俞氏　黃帝臣俞跗，見《內經》。按：後世俞姓甚多，古時當為大族。又見金

文俞伯尊，是周時尚有其國。

39 大撓（氏）　黃帝臣，有「大撓作甲子」之說。

40 桐氏　黃帝臣桐，見《內經》。

41 蒼頡（氏）　黃帝臣蒼頡，有「蒼頡造文字」之說，當屬附會，社會上文字的

產生已有初文資料。古文獻傳說蒼頡或當為軒轅時之下屬的小氏族居於臣下地

位者。

42 縉雲氏　黃帝雲官之一說，當屬附會，見《左傳》，傳即三苗。

43 鄒屠氏　見王嘉《拾遺記》，當即《逸周書‧王會解》記載之周頭。

44 大騩（氏）　《莊子》：「黃帝將見大騩乎具茨之山。」按：秦有大騩摧，知秦時

尚有此地名，推斷或可能有此古部族。

45 九黎氏　少昊末，「九黎亂德」，見《國語》。按：黎為古黎族之姓，即防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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氏之釐姓，又稱為黎族。《山海經》又訛音為柔利、牛黎，實皆拼音。據《國

語》文，似九黎已在華夏雜居。其在後世則大約分布在贛、閩、粵、桂各省地

方，蓋亦自南向北遷徙，今姓氏南方黎姓尚多，皆以黎族受姓，漢初黎米倉即

黎族君長，今我國少數民族尚有黎族，其族亦分布於越南。

46 三苗氏　見《尚書‧堯典》、〈呂刑〉、《左傳》、《國語》、《山海經》、《墨

子》諸古籍。《尚書》、《山海經》又作苗民。戰國時吳起對魏武侯言：「三苗

之地，左彭蠡，右洞庭，大山在其南。」今當在江西、湖南二省間。以前有

的學者認為三苗本為中國之土著，被華夏族驅逐南遷者，今尚未找到根據。

在華夏地區考古發掘之器物上未發現苗族文化遺跡。另說古苗黎為一個較大

的氏族，《山海經‧大荒北經》：「苗民釐姓。」釐姓即九黎之黎，亦即防風氏

之姓。由此可證其出於一源，繁衍分支成為各個氏族部落。按《尚書》、《墨

子》所載，堯時禹伐有苗，似其族在當時也曾有雜居北方者。所稱三苗、九黎

可知支系部族分布之概。

47 容成氏　黃帝臣。《世本》：「容成作調厤。」《穆天子傳》：「羣玉之山，容成氏

之所守。」則其族當在西方居住。今廣東、廣西多容姓。張衡〈思玄賦〉亦有

大容之稱，似亦古代部族之名。

48 承桑氏　見《吳子》。

49 鬼方氏　《世本》：「陸終娶于鬼方氏。」鬼方又見《周易》、金文、甲骨文，

亦即狄族之別稱。狄族隗姓，古稱鬼方，至西周時尚有，見大盂鼎。鬼方當即

《國語》之大戌，陸終與之婚媾。《左傳》亦有叔隗、季隗之記載，證狄族與華

夏族文化融合。

50 （錄圖）氏　顓頊師，見《呂氏春秋》、〈古今人表〉，錄圖實拼音字，當即三

代之逯國。金文作彔，當為西戎之國。今姓氏有逯姓，當有此遠古國族。

51 地典（氏）　黃帝臣，疑為大填之異音。

52 天老（氏）　黃帝臣。

53 爽鳩氏　少昊鳥官之一，見《左傳》，封於齊地。

54 驩兜氏　見〈堯典〉、《山海經》。

55 根水氏　老童娶於根水氏，見《世本》。另見《歸藏》有金水氏，或皆拼音字

異文。

56 蜀山氏　昌若娶於蜀山氏，見《世本》。即三代之蜀國，足見蜀之建國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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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三代前已與華夏民族有所往來。《山海經》：「韓流娶淖子曰阿女，生帝顓

頊。」郝懿行：「郭引《世本》作濁山氏，濁、蜀古字通，濁又通淖，是淖即

蜀山氏也。」按：郝說為是。淖當讀卓。蜀、卓兩字亦通。今之卓姓或即蜀國

族的後裔。又《山海經》：「修鞈殺綽人。」綽亦當為淖之同音異文。又阿女之

稱呼，似與《山海經》記載之阿姓有關，或蜀山氏阿姓。

57 滕濆氏　顓頊娶於滕濆氏，見《世本》。

58 老童（氏）　《世本》：「老童生陸終。」《史記》作卷章，係字誤。按：老童當

為氏稱，後世姓氏有童姓，當為其氏族之後裔。《漢書‧地理志》臨淮郡有僮

縣，蓋即古之童國。

59 陸終氏　見《世本》：「老童生陸終。」金文邾公釗鐘：「陸 之孫邾公釗。」

陸 即陸終。蓋本為氏稱，其首領則以氏為名，上古文翰簡約，例皆如此。後

世姓氏之陸姓當為其氏族後裔。陸姓中古時為吳中著姓，疑似國族曾向東南遷

徙。

60 昆吾氏　陸終長子為昆吾氏，又為樊氏己姓，見《世本》，其分支為蘇、顧、

溫、董。按：昆吾五族為陸終六族之一，在氏族部落時期最為繁盛，地占黃河

中部，諸國族均歷經三代為諸侯。

61 參胡氏　陸終第二子鬷姓為鬷夷，擾龍封地在鬷川。

62 大彭氏　陸終第三子彭祖封彭地，又號大彭，地在彭城，今江蘇徐州市。

63 會人氏　陸終第四子求言為會人氏，又作鄶，妘姓，地在今河南鄭州市。

64 朱氏　陸終第五子封朱地，為曹姓，今山東鄒縣地，春秋時為邾國，舜臣有朱

虎，見《尚書‧堯典》。

65 熊氏　陸終第六子季連封熊地，為芈姓，舜臣熊羆，見《尚書‧堯典》。

66 后羿氏　帝嚳司射之官為后羿，見《山海經》，即夏代后羿之先。為夷氏，又

稱有窮氏，《左傳》稱為夷羿。按：夷為東方之族，古時多為嬴姓，則后羿或

為嬴姓。又關於后羿代夏一事，今人釋為夷、夏二族之爭，說是。

67 驩兜氏　帝嚳臣驩兜，《山海經》作驩頭國，當為一古國族。

68 陬訾氏　帝嚳娶於陬訾氏，見《世本》。今姓氏有訾姓。

69 有娀氏　帝嚳妃有娀氏，見《世本》。按：有娀氏即戎族，當為西方姜姓氏

族，亦有居住北方者。春秋時有姜戎、山戎等族，大抵為姜姓分支。據《左

傳》記：姜戎氏言語風俗不與華同。又：「辛有見披髮祭于野者，曰：『不及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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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此其戎乎。』」是戎有披髮之風俗。春秋時周有伊洛之戎，衛有戎州氏。

考戎當為西部主要民族，姜姓，屢次遷徙至華夏，形成若干分支國族，逐漸與

華夏民族融合，其居華夏者發展成為華夏民族主要成分之一，其居邊遠者仍為

西戎之主要國族。《左傳》記載姜戎居瓜州事，先王放凶族「以禦魑魅，故允

姓之姦，居于瓜州」。此事或在夏代左右。《呂氏春秋》載：「有娀之佚女作北

音。」證當時語言因國族而異。

70 有邰氏　帝嚳妃姜嫄為有邰氏，見《世本》。炎帝後，國族分布今陜西武功縣

一帶。

71 大辰（氏）　見《左傳》。當即閼伯，國族分布今河南商丘一帶。

72 大岳（氏）　《左傳》：「夫許、大岳之胤也。」大岳當即四岳之一，姜姓，炎帝

之後。

73 有濟氏　《左傳》：任、宿、顓臾、須句與有濟之祀。蓋風姓，太昊之後，居濟

水流域。

74 實沈（氏）　高辛氏子，見《左傳》。按：實沈亦為星紀之名。國族分布晉地。

75 散宜氏　堯娶於散宜氏。見《世本》。周文王臣有散宜生。金文作散，有散

伯。按：散氏出土器物之地在陜西鳳翔，而散氏盤地望在甘肅階成武都一帶。

余疑為古之氏族。

76 陳鋒氏　帝嚳娶於陳鋒氏，見《世本》。

77 登比氏　舜妻登比氏，見《山海經》。按：登比當即三代鄧國之複音。據金文

鄧為 姓，蓋為狄族。今河南鄧縣地。

78 危（氏）　《山海經》：「二負之臣危。」按：姓氏有危，多出江西，疑為黎族之

分支。

79 伊耆氏　《禮記‧明堂位》：「伊耆氏使為蜡。」舊說以為即堯，因傳堯姓伊

祁，待考。

80 塗山氏　禹娶塗山氏，見《尚書‧皋陶謨》。舊說在今安徽泗縣。

81 伶倫氏　見《史記》，掌樂官，或亦一音樂比較發達之氏族，既稱氏，當為一

個古國族。

82 有莘氏　鯀娶於有莘氏。按：有莘姒姓，為鯀之同族。故堯斥之為「方命圯

族」。有莘即後世之辛國。《詩‧大雅》：「纘女維莘。」《傳》：「太姒國也。」

《郡國志》：「郃陽南有古莘國，散宜生為文王求有莘氏女以獻紂，即此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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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經注》：「漯水之北絕，莘道之西有莘亭。」江南松江有莘莊。辛為今姓，

《潛夫論》：「祝融之孫八姓，己、禿、彭、姜、妘、曹、斯、芈。」蓋皆上古

氏族之稱。

83 程州氏　《山海經》：「鯀攻程州山。」程州當為部族之稱。

84 雲雨氏　《山海經》有「禹攻雲雨之山」，雲雨當為部族之稱。

85 州山氏　《山海經》：「南岳娶州山氏。」

86 蹇脩氏　見《楚詞》，其人當為古掌媒妁之官。後世有蹇姓。春秋時有蹇叔，

秦卿。

87 叢枝氏　《莊子》：「堯攻叢枝屈敖。」金文有邾太宰欉子 簠，欉即今叢字，

今山東有叢姓。

88 屈敖氏　《左傳》：「垂棘之璧，屈產之乘。」《集韻》 ，九勿切，晉公子夷

吾所居（ 即屈字），產良馬。有屈侯複姓，或即屈敖，古國族之裔，單字姓

屈，或同出一源。

89 曹魏氏　禹攻曹魏，當為國族。

90 丹氏　堯子丹朱，蓋唐堯氏族之分支。

91 商氏　舜子商均，蓋虞舜氏族之分支。

92 有庳氏　舜弟象封於有庳，蓋虞舜氏族之分支，地在湖南道州。

93 巴氏　《山海經》：「太昊生咸鳥，咸鳥生乘釐，乘釐生後照，始為巴人。」是

該書記巴氏為太昊之後。另說見《世本》：「巴人先君務相，出武雒山赤穴。」

則記巴氏為務相之後。巴氏為古國族之一似無疑義，其淵源有二說。《玉篇》：

「巴，國名。」《左傳‧桓公九年》：「巴子使韓服告于楚。」註：「巴國在巴郡

江州縣。」漢置巴郡，屬益州，見《漢書‧地理志》。所建郡國蓋亦因古國族

舊址而治。

94 樊氏　《世本》載樊氏與巴氏同出武落黑穴者，還有暉氏、相氏、鄭氏。

95 暉氏　見 94條，按：暉氏應為曋氏之訛。今南方有覃姓，蓋以部族為姓。

96 相氏　見 94條。

97 鄭氏　見 94條。

98 羲和氏　見《尚書‧堯典》：「乃命羲和，欽若昊天。」羲和分羲仲、羲叔、和

仲、和叔四族，各居四方，「羲仲宅嵎夷曰暘谷，羲叔宅南交，和仲宅西曰昧

谷，和叔宅朔方曰幽都」。皆炎帝之裔，其官司天文曆算之事，實皆古國族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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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稱。

99 四岳　見《尚書‧堯典》，炎帝之裔，分居四岳：泰山、華山、恆山、衡山。

按：四岳為古氏族部落之稱呼，其各世代之酋長或頭人亦以四岳為名，參加

堯、舜時代中央政權職能工作，其各有自己之國族，當為遠古氏族部落發展而

來。

100 流黃酆氏　見《山海經》，又作流黃辛氏。

101 尹氏　舜時尹壽，見〈古今人表〉。

102 玄水氏　金文玄水 ：「玄水之孫子。」玄水當為古水官氏族，此為上古氏族

名稱之僅見於金文者。

103 大豆（氏）　古善御者。或亦國族以御為傳統能事者，待考。

104 嵎夷　見〈堯典〉，當為東夷族在山東半島者，居今文登、榮成一帶。其後裔

為遇氏。有遇姓，出黃縣，當為嵎之同音異字。

105 萊夷　見〈禹貢〉，當為山東萊州一帶之夷族。

106 島夷　見〈禹貢〉，當為黃海、渤海近海島嶼之夷族。

107 和夷　見〈禹貢〉，當為在四川西部之夷族。

二、夏代國族

1 唐　祁姓，堯後。三代以前曾是最強大國族之一，曾主宰華夏。

2 虞　姚姓，舜後。「少康逃奔有虞，虞思妻之二姚。」見《左傳》。又有虞

遂，三代前繼唐堯後最強大國族之一，曾主宰華夏。

3 觀　姒姓，見《左傳》：「夏有觀扈。」又作武觀、五觀。舊說今山東觀城縣。

4 扈　姒姓，有扈氏見《尚書‧甘誓》及《左傳》。舊說在今陜西扈縣。

5 辛　姒姓，見《世本》。按：即有莘氏，三代前古國族。

6 冥　姒姓，見《世本》。《左傳》記虞地有鄍，疑即其地，漢姓氏有冥都。

7 男　姒姓，見《世本》。又作南，周時又作南宮氏。

8 斟灌　見《世本》、《左傳》。周金文作甚，見甚諆臧鼎，即《漢書‧地理志》

所載北海郡之斟縣，在今山東壽光縣地。姓氏作湛。

9 斟鄩　姒姓，見《世本》、《左傳》、《竹書紀年》。

10 繒　姒姓，又作曾，周金文曾伯 簠。春秋時鄫國當為其後裔，地在今山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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嶧縣。

11 褒　姒姓，見《世本》。《左傳》記有褒之二君，今陜西褒城縣當為古國族遺

址。

12 彤城　姒姓，見《世本》。戰國時秦城有彤，見於商鞅量，或即古國族所在。

13 羲和　姜姓，見《尚書‧胤征》。按：〈堯典〉羲和分居四方，參與中央主要

政事，在唐堯之時是很興旺的國族。夏時羲和又合為一稱，推測當時羲和之族

大都衰落，祇剩下主要的後裔沿用舊稱，羲與和兩個氏族也融和一體，成為一

個國族。

14 胤　《風俗通》有胤侯國，尚待考證。

15 窮　有窮氏後，亦稱后羿。見《左傳》、《山海經》，又稱夷羿，蓋本為夷族。

《左傳》載羿自鉏遷於窮石。當在山東東部。

16 夷　與羿夷非同一國族，皆為嬴姓。少昊之後裔。又有夷堅，見《列子》。其

後裔至春秋時為夷國。「莒人代夷」，似亦在山東東部。

17 寒　有伯明后寒，寒浞見《左傳》。其地在今山東省濰坊市寒亭鎮一帶。

18 過　「澆滅過」，見《左傳》。《世本》過，任姓。傳今山東掖縣地。今姓氏有

此姓。

19 戈　「殪滅戈」，見《左傳》。地當在鄭、宋之間。今有戈姓，或其裔。

20 綸　《左傳》康「而邑諸綸」。當即《漢書‧地理志》之綸氏縣。後世有綸

姓，證古有綸國族。

21 純狐　見〈天問〉。疑即《漢書‧地理志》北地郡鶉觚縣一帶。

22 仍　帝相後有仍氏，見《左傳》。又后夔娶於有仍。舊說今山東濟寧市地。

《路史》以為即任，太昊後。尚無旁證。金文靜 「燹艿師」文之艿，或即仍

字，西周有仍叔是國族後裔。

23 鬲　有鬲氏，見《左傳》。《漢書‧地理志》平原郡有鬲縣當為此國族之遺

址。今在山東德平縣地。應劭《漢書註》以為偃姓國，未知確否。按：金文西

周有鬲攸比鼎，是其國周時尚存。

24 逄　有逄伯陵、逄公見《左傳》、《國語》、《山海經》。商、周金文作夅。今

姓氏作逄。逄、逢古為一字。《左傳》之逢孫亦為其後。據金文逄叔匜，逄為

己姓國，《國語》、《左傳》皆謂逄公出於姜姓，當謂其母族所出。今地在山東

臨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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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東海　《竹書紀年》：「帝杼征東海。」其國族當在今江蘇省海州一帶。《漢書‧

地理志》稱東海郡。

26 三壽　《竹書紀年》：「帝杼征三壽。」當與東海相距不遠。《山海經》有三首

國，或為同一國族之異文。《詩‧魯頌》：「三壽作朋。」金文宗周鐘：「三壽唯

琍。」甲骨文「三壽」，見林泰輔輯《龜甲獸骨文字》。

27 九苑　《竹書紀年》：「帝不降征九苑。」按：《左傳》有苑何忌、苑羊牧之，似

為其國族之後裔。其地疑在東方沿海諸省。

28 風夷　《竹書紀年》所載東方九族之一，均在山東東部。風夷當為太昊之後，

風姓之族。

29 陽夷　見《竹書紀年》。

30 黃夷　見《竹書紀年》，當為漢東萊郡黃縣。

31 玄夷　見《竹書紀年》，當即漢東萊郡之惤縣。惤為玄之同音異文。

32 赤夷　見《竹書紀年》。

33 白夷　見《竹書紀年》。

34 于夷　見《竹書紀年》。夏桀臣于辛，見《墨子》、《呂氏春秋》。金文有大于

戈、大于之秋，當如大彭、大豆之類，皆指氏族。

35 方夷　見《竹書紀年》。

36 畎夷　見《竹書紀年》。或作串夷，皆同音異文，為西方民族。

37 費　嬴姓，即伯益之國族，又號大費，見《史記‧秦本紀》。夏代晚期有費

昌，見《呂氏春秋》。其地當在今山東費縣，後世費姓所自出。按：伯益為夷

族代表之君長，其與夏禹爭國，實為夷、夏二大族之間爭奪中原之史事。夷族

少昊之裔與華夏民族殊源，上古語言、風俗迥異。〈秦本紀〉以秦之先出於顓

頊，乃秦人取五德之說，以水德王之說而附會。

38 鳥俗　嬴姓，伯益後，見〈秦本紀〉。按：鳥俗即鳥谷。山東諸城有鳥谷產

鵰，巢於山谷間，或淵源於鳥俗而得名。又伯益後多以鳥名，如鳥俗及中衍

「鳥身人言」之傳說，蓋先民類似圖騰意義的氏族標誌，其先少昊鳥官相流傳

於後世諸分支國族。

39 若木　嬴姓，伯益後，見〈秦本紀〉。疑春秋時鄀國為其後裔。

40 防風　漆姓，守封隅之山，又稱汪罔氏、長狄、大人國。見《國語》、《山海

經》。按：漆姓當為釐姓譌文，實為黎族之分支，其首領亦稱防風氏，今浙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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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康縣地。

41 翁難　夏啟命翁難乙灼白若之龜，見《墨子》。

42 歧踵　桀臣歧踵戎，見《墨子》、《呂氏春秋》。歧踵國又見《山海經》。古璽

有枝湩都目徒鑈，是其地晚周時尚存。按：歧踵當為戎族之國。枝湩當即歧踵

異文。此鑈或為秦鑈，古歧踵國疑在甘肅。

43 緡　桀伐有緡，見《左傳》。按：緡即東昏。漢東昏縣在今河南省藍封東北，

即藍考、開封東北之地。《鄒子》：「余登緡城以望宋都。」或即其地。

44 岷山　《竹書紀年》：「桀伐岷山。」按：岷山即蒙山，在今四川岷山一帶。

45 施　桀伐有施，見《國語》。有施當為僖姓，黃帝後裔有僖姓。有施女妹喜，

妹為名，喜為姓即僖，當即殷民七族之施氏。

46 曲逆　桀臣曲逆，見《管子》。《漢書‧地理志》常山郡曲逆縣，今河北曲陽

縣也。

47 葛　嬴姓，有葛伯。見《孟子》引《尚書》：「葛伯仇餉。」傳今河南寧陵縣

地。春秋時葛國。

48 昆吾　己姓，陸終後，為夏伯，其後湯伐之。見《國語》、《詩‧商頌》、《左

傳》、《世本》。按：昆吾為夏代大國，又為方伯。《左傳》：「楚靈王曰：『昔我

皇祖、伯父昆吾，舊許是宅。』」此當為昆吾之舊封，地在許昌，後居衛，故

《左傳》記衛伯夢：「登此昆吾之虛。」地在河南濮陽，湯所伐之昆吾當在此

地。《世本》：「昆吾作陶。」《逸周書》又載其能冶金，當是其先祖在氏族部落

時事。又昆吾即樊國，其胞族分支甚多，如蘇、欣、溫、董皆是。

49 蘇　己姓，見《國語》。今河南濟源。

50 顧　己姓，見《國語》。湯伐之，見《詩‧商頌》。舊說山東范縣東南四十

里。姓氏有顧姓，漢以來為吳郡望族，當有向東南遷徙之事。

51 溫　己姓，見《國語》。今河南濟源一帶。

52 董　己姓，見《國語》。今山西聞喜縣。

53 豕韋　又省稱韋，見《國語》，防姓，亦即彭姓。地在今河南渭縣。按：《左

傳》：「夏孔申以利累更豕韋氏。」又載晉士匄自敘先系：「在夏為御龍氏，在

商為豕韋氏。」蓋商之豕韋己為堯之後裔御龍氏所取代，夏之豕韋當已滅國。

姓氏有韋姓，當為己姓豕韋之後，而非劉累之後。《左傳》記載，堯後在周為

唐杜氏，則已經無豕韋氏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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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樊　己姓。按：樊即昆吾，但昆吾滅而樊以別支猶存，地在今河南濟源一帶。

55 大彭　防姓，見《逸周書》、《今本紀年》，皆記陸終子彭祖封。《墨子》：「湯

臣有彭氏之子。」蓋夏時大國族。地在今江蘇徐州市。春秋時為宋地彭城，今

姓有彭姓。

56 錢　己姓，其地或在浙江錢塘，今姓氏有錢。又彭祖一名籛鏗，蓋別封於錢

地，或防姓大彭支系國族。

57 朱　曹姓，陸終氏子封，見《國語》。今山東鄒縣。舜臣朱虎，見〈堯典〉。

58 熊　莘姓，陸終氏子封，見《國語》。當即三代前有熊氏，今河南鄭州地。舜

臣熊羆，見〈堯典〉。又有熊髡，見《左傳》。

59 諸稽　防姓，陸終後，見《國語》、《左傳》，有諸稽郢。今姓作嵇，稽、嵇古

字可通。稱諸稽蓋非一族，當分布於漢銍縣地，有稽山。

60 三鬷　鬷姓，陸終後，見《國語》。湯伐三鬷，見《書序》。又稱鬷夷，見

《國語》。《漢書‧王子侯表》有參鬷侯，當為古地名，其地在今江蘇連雲港附

近。

61 擾龍　陸終後，見《國語》。古有擾龍、豢龍、御龍三氏，皆非一族，地在江

蘇北部。

62 舟人　禿姓，陸終後，見《國語》。商滅之。按：《國語》有鄔弊補舟，是舟

當在鄭州附近。

63 龐　有尨圉，見《左傳》。當即後世龐姓始祖。龐、 古字可通。姓氏有龐。

古文作 ，地在山東省莒縣。《左傳》載莒地有大尨，大尨即大 。蓋亦一國

族。

64 易　有易君綿臣，見《竹書紀年》、《山海經》、〈天問〉。地當在河北易縣，

蓋北狄支族。〈天問〉又作「有狄不寧」文可證狄、易古音可通。後姓氏有易

姓，為湖南長沙大族，當有向南遷徙之歷程。《山海經》載「易遷獸方」，或

指其事。

65 河　隗姓，又稱河宗、河伯，有河伯馮夷、河伯僕牛，見《竹書紀年》、《山

海經》、《穆天子傳》、〈天問〉。《山海經》作冰夷。河宗古掌黃河祀典，此國

族所居靠近黃河，又名河宗氏，省稱河伯，假字作何，何姓即其所自出，地當

在山西北部靠近黃河附近之保德等縣。

66 馮　隗姓，河伯馮夷別封於馮，為馮國。羅泌、劉師培皆有此說，為是。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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馮又轉為 ，見《穆天子傳》之 伯絮，為朋，見金文朋仲鼎、朋伯 等

器，皆以音通假，據《穆天子傳》， 當與河宗相距較近，亦山西境內。今馮

姓當即其所自出。

67 柏成　《山海經》有伯子高。《莊子》作柏成子高，知《莊子》寓言是有所本

的。柏成當即春秋之柏國，今河南西平縣。

68 武　有武羅，見《左傳》、《山海經》。按：周有武氏，見金文之武公，《左

傳》有武氏父子。

69 巢　湯放桀於南巢，即春秋巢國，見《左傳》。今安徽巢縣。

70 卞　有卞隨，見《史記‧伯夷列傳》。當即春秋魯國之卞，今山東泗水縣。

71 務　有務光，見《史記‧伯夷列傳》。《莊子》：「務成昭之教舜。」是古有務

氏，一名務成氏。

72 劉　有劉累，見《左傳》，帝堯之後。孔甲時為豢龍氏，見《左傳》。遷於魯

縣，今河南魯山縣。

73 豢龍　即劉累，蓋二者別族。按：關龍逢亦當為豢龍之異文。《左傳》又作御

龍氏。

74 有黃（氏）　見《歸藏》。當為一古氏族之稱。

75 飂　有飂叔安，見《左傳》。飂，當為陸之同音異文，或為陸終氏之分支。後

為蓼國，當在湖北、河南之交。

76 塗山　禹娶於塗山氏女。當為三代前古國族，至夏猶存者。

77 奚　任姓，奚仲遷於邳，當在今山東南部，蘇、皖北部地。

78 邳　為奚之分支所封，因以為氏，今江蘇邳縣地。

79 常儀　《世本》：「常儀占月。」蓋古掌占月之官。《左傳》莒地有常儀。則當在

山東莒縣附近，后羿妻嫦娥，當即常儀之同音異文，因占月而有嫦娥奔月之附

會。

80 六　偃姓，皋陶後封，見《左傳》。

81 英　偃姓，皋陶後封，見《左傳》。

82 廖　偃姓，皋陶後封，見《左傳》。

83 舒　偃姓，皋陶後封，見《左傳》。

84 呂　姜姓，太岳後，又稱有呂。見《國語》、《左傳》、《世本》。地在今河南

南陽附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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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 申　姜姓，太岳後，見《左傳》、《國語》，今河南南陽市。

86 許　姜姓，太岳後，見《左傳》。堯時傳有許由，見《莊子》。地在今河南許

昌。

87 巴　太昊後後照始為巴人，見《山海經》。《世本》則載其為務相廩君之後。

《山海經》載啟使孟餘如巴涖訟一事，為巴族自古與華夏互有往來之記載。又

古傳巴為賓族，賓亦氏族。

88 吳　有吳權，見《山海經》。〈天問〉作吳獲，疑權為獲之從隹異文，古文或

為同一字。是遠古即有吳國族存在。〈天問〉云：「南岳是止。」當在南方居

住。

89 緣　《山海經》有緣婦。按：金文婦稱之例，緣當為國稱，疑即〈天問〉之

「緣鵲」。

90 箕　舜後，有箕伯，見《左傳》。春秋時晉國有箕地，當為有虞氏之分支國

族。

91 直　舜後裔有直柄，見《左傳》。又禹臣有直成，直當為氏名，後為姓氏，漢

有直不疑。

92 橫　禹臣有橫華，橫、黃古音同。此國族當為後世黃姓之一個源流。

93 鳳黃　《韓非子》：「武王伐崇，至鳳黃虛。」稱虛當為古國族之遺址。今湖南

有鳳凰縣。氏族以鳥名，疑屬少昊鳥官之族。

94 趙　桀臣趙梁，當為古老國族。

95 曹　桀臣，曹觸龍。

96 推　桀臣推侈，見《墨子》。

97 大戲　桀臣大戲，見《墨子》。

98 大丙　《淮南子》：「昔馮夷，大丙之馭也。」大丙當是國族名。

99 飛廉　夏后啟使飛廉鑄鼎，見《墨子》。伯益後裔封飛廉。今甘肅省漢廉縣。

又紂臣飛廉，當皆以氏稱人，非一人之長壽者。

100 越　少康之子旡余封越，見《史記》。此為姒姓之越國族。《國語》：「芈姓

越。」則又有芈姓之越。古籍上記載不一，蓋兩國族之前後時代不同。清牟

庭疑越非禹後裔，即據《國語》芈姓之說。《左傳》：「吳伐越，墮會稽，獲骨

專車。」為禹會諸侯時所戮防風氏遺骨，此骨曾藏越之府庫，證越為禹後。又

《墨子》：「越王繄虧出自有遽。」有遽當為夏商時國族，今紹興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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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 遽　有遽氏當為夏商時一個國族，其地當與越地相近。周初金文有遽伯瞏彝，

當為此國族器。

102 沈　金天氏後臺駘封汾川，見《左傳》。地在山西汾水附近，與春秋時之沈國

非一國。

103 姒　臺駘後封汾川，見《左傳》。地在山西汾水附近。

104 蓐　臺駘後封汾川，見《左傳》。亦山西汾水附近之小國族。

105 黃　臺駘後封汾川，見《左傳》。地在山西汾水附近，與春秋時黃國非一國。

106 南岳　見〈天問〉，當為四岳後裔之在南岳者。

107 大章　禹臣大章，見《淮南子》。

108 因　《左傳》：「遂因氏、領氏、工婁氏、須遂氏。」按：工婁氏已證明為古國

族，則因氏、領氏、須遂氏亦當為國族。此四國族當為虞舜國族後裔遂國的分

支，至春秋時尚存，四國均在山東寧陽附近。

109 領氏　見《左傳》。

110 工婁　見《左傳》。按：工婁與降婁為同音，皆一國族。又為星次之名，古人

觀測星象，以氏族之名命名星辰，如娵訾、實沈皆是。《左傳》齊有工僂會，

當為其國族之後裔。又十二分野降婁為魯地、實沈為晉地、娵訾為衛地，皆可

證明其國族所在。

111 須遂　見《左傳》。須遂當為遂之複音，今山東寧陽縣地。

112 胡　《潛夫論》：「歸姓胡有何。」按：當為狄族之居中夏者。春秋時尚有胡

國。《潛夫論》所載姓氏各條，當為夏、商時代國族名稱之統計，可能本於

《世本》佚文，見以下。

113 棲　掎姓，《潛夫論》，下同。

114 疏　掎姓，姓氏，漢有疏廣，又作束姓。其地當即漢之束鹿縣，今在河北省

治。

115 其龍　優姓，據「四方獻令」在北方，與祁連、綦連音相近，或隴之古國族。

116 　優姓，疑即漢之鄞縣，今在浙江東北之寧波。

117 深　優姓，當即「四方獻令」之漚深，疑即《山海經》之深目國。

118 既　優姓，見《詩‧大雅》，姓氏，今甘肅涇川縣地。

119 築　優姓，僅見《潛夫論》。

120 滑齊　藏姓，或即《國語》之蒧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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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 著　卸姓。

122 番陽　卸姓，當即鄱陽，漢鄱陽縣，秦時作番陽，今江西鄱陽縣。

123 饒　萬姓，《山海經》又作周饒，當即僬僥氏，古音同。今姓有饒姓。饒為南

方著姓，其國或為黎族之分支。按：江西信江古名饒水，三國時吳置上饒縣。

鄱陽又名饒州，皆古饒族分布而得名。

124 用　見《風俗通‧姓氏篇》：「國名。」應劭說當有所本，似為夏、商舊國。

125 厥　《漢書‧地理志》：「東平國，東平陸。」註引應劭曰：「古厥國，今有厥亭

是。」似為夏、商舊國。

126 蜀　蜀即蜀山氏，詳前。《山海經》禹孫「修鞈殺綽人」。綽人即蜀人。地在

今四川成都一帶。

127 獸方　《山海經‧大荒東經》：「有易潛出，為國于獸，方食之，名曰搖民。」

當為南方古國族，分布於湖南南部及廣西一帶，今之瑤族地方。

128 搖民　《山海經‧大荒東經》：「帝舜生戲，戲生搖民。」郝懿行說：「今廣西瑤

民疑其類。」說是。瑤族為中國三代古族，當為苗族一系之在廣西省者。《山

海經》舜裔之說當屬附會。

129 始州　《山海經》有始州之國。始州疑即台州，當為古國族所居。

130 閻　《左傳》有閻之土，閻當為古國族，稱有則夏代已有之，其地在周代之晉

國。

131 皮　皮氏，見《逸周書‧史記解》，下同。按：〈史記解〉所記古國族大抵在

夏、商時代或更早。皮疑即漢之皮氏縣，戰國時屬魏地。今山西省河津縣。

132 華　見《逸周書》。《國語》鄭地有依、柔、歷、華，又陜西華山附近亦稱

華。金文亦有「王在華」之記載。

133 平林　見《逸周書》。當即漢新市、平林之平林，今湖北省隨縣平林關一帶。

134 質沙　見《逸周書》。陳漢章說：「即夙沙。」

135 義渠　見《逸周書‧史記解》，又見〈王會篇〉。《墨子》：「秦之西有義渠之

國。」按：義渠戎族，至戰國時為秦所滅，本三代故國。舊說在甘肅省安化、

合水、正寧、環、寧、涇川諸縣地。

136 平州　見《逸周書‧史記解》。

137 林　見《逸周書‧史記解》，孫詒讓以為王會之央林。《山海經》有林氏國。

《尚書大傳》有於陵氏。何秋濤謂：「即《左傳》襄公十年之棫林。」《世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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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桓公居棫林。」孫、何兩說皆是。林氏當古雍州境內之大國，春秋之棫林

當與《大傳》於陵同音異文，或皆指一地。於陵傳產白虎怪獸，與《山海經》

之說相合。《逸周書》林氏召离戎之記載，則其地與驪戎不遠，地在今陜西省。

138 離戎　見《逸周書‧史記解》。朱右曾說：「疑即驪戎。」離、驪音同，說

是。地在今陜西驪山附近。

139 曲集　見《逸周書‧史記解》。

140 愉州　見《逸周書‧史記解》。按：愉州即俞。〈王會篇〉：「俞人雖馬。」舊

說俞為古國名，通作鄃。故城在今山東省平原縣之西南。漢欒布、呂它皆封

為俞侯。《漢書‧地理志》清河郡鄃縣當為國族遺址。商金文有俞伯尊。又俞

氏為黃帝時俞跗之族，其後裔甚繁，當非聚居一地，清河之鄃或其分支國族。

金文不 稱「 廣伐西俞」，是俞國族古居西方。古所稱阮隃之地亦西方

地。

141 重　見《逸周書‧史記解》。春秋時曹地有重丘，疑即其地，又《漢書‧地理

志》平原郡有重丘縣，或即此古國族遺址。

142 鄶　見《逸周書‧史記解》。被重氏所滅。按：鄶為妘姓，陸終之後所封，其

裔至商、周時尚存。《逸周書》所記，或滅後續封。蓋國雖滅而部族尚存，則

勢力猶在，所謂封實為民族安撫之事，其目的當在和平相處，乃安定以利生

產之社會生活的客觀需要。《左傳‧僖公三十三年》：「鄭文夫人斂而葬之鄶城

之下。」註：「鄶城故鄶國，在滎陽密縣東北。」通作檜，《詩‧檜風》註：

「檜，國名，高辛氏火正祝融之墟，在〈禹貢〉豫州外方之北，滎城之南，今

鄭州即其地也。」蓋古國族之名名地。又鄶姓，當為古國族後裔。鄶之始封在

顓頊，夏代當有鄶國族存在。

143 上衡　見《逸周書‧史記解》。金文有衡邑 伯匜，姓氏有衡姓，漢碑有衡方

之記載。又衡咸，當皆古國族之後裔。

144 果　見《逸周書‧史記解》。今亦有此古姓氏。

145 畢程　見《逸周書‧史記解》，即周之畢國也，今陜西咸陽縣。

146 昔陽　見《逸周書‧史記解》。春秋晉地，今山西昔陽縣境。

147 穀平　見《逸周書‧史記解》。當即周代之穀國舊國族。

148 縣宗　見《逸周書‧史記解》。按：金文有縣妃彝。是周時尚有其國。《禮

記‧檀弓》有縣賁父，《墨子》有縣子石，當皆其國族之後裔。有縣姓。



中華古國族考（上）書目文獻

•   223   •

書目文獻

149 玄都　見《逸周書‧史記解》。劉師培說：「似即九黎。」非是。陳漢章說：

「《大戴記‧少閒篇》：『幽都玄羗。』《山海經》又記載有玄丘之氏，九淵之

幽。」按：陳說為是。玄都當即幽都之別名。〈堯典〉：「宅朔方，曰幽都。」

其地當即後來燕國所在。

150 西夏　見《逸周書‧史記解》。按：西夏或為夏族之分封西方者，與殷之有北

殷同例，其是否即〈王會解〉之大夏，尚待考證。

151 績陽　見《逸周書‧史記解》。

三、商代國族

1 來　子姓，商同族，見《史記‧殷本紀》、《世本》。按：來一作萊，湯臣有

萊朱，見《孟子》。春秋時有萊國，即商代來國族之後裔。後世註解為姜姓，

蓋根據《左傳》記有齊侯召萊子送葬一事，誤萊為姜姓，非是。商金文有 侯 

， 即來字，地在萊州，今山東黃縣一帶。

2 空桐　子姓，見〈殷本紀〉、《世本》。空桐為商、周族之居西北戌地者。古籍

中空桐之記載有二說：一為《逸周書》伊尹四方獻令：「正北空桐大夏。」此

空桐分布於西北，其附近之山亦名崆峒山。史載趙簡子娶於空桐氏。《爾雅‧

釋地》：「北戴斗極為空桐。」崆峒山在今甘肅平涼縣地，古空桐國當在山之

附近。另一為春秋時宋地。《左傳‧哀公二十六年》：「宋大尹奉景公自空桐

入。」其故城傳在河南虞城縣之南。兩個空桐雖不在一地，但其名稱上定非偶

然相合，當與空桐國族之分支與遷徙有關。

3 時　子姓，見《史記‧殷本紀》、《世本》。時即春秋時之邿國。甲骨文有寺

伯，邿、時古為同音異文。姓氏與《世本》相同，古國族分布於今山東濟寧一

帶。

4 北殷　子姓，見《史記‧殷本紀》、《世本》。當為殷族之居住北方者，北殷之

名，不見於其他文獻。金文西周有北伯鼎、鬲等器，出土於河北省淶水縣。北

伯或即北殷之另稱，或以殷之同族分布於北方，以期承擔方伯連率之職事者。

其後裔為北宮氏。北宮即北公，是以爵稱為氏，與南公之稱為南宮氏同例。

5 　子姓，見《史記‧殷本紀》、《世本》。 又作薄，有二地，一為殷商舊都

之 ，即《漢書‧地理志》山陽郡薄縣；一為《史記‧秦本紀》所伐之 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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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為殷族之在西戎地方者。姓氏薄姓即係此國之後裔。地在今陜西北部。《左

傳》載，晉獻公娶小戎子，是亦殷族之在戎地者。

6 稚　子姓，見《史記‧殷本紀》、《世本》。

7 犁比　子姓，見《史記‧殷本紀》、《世本》。春秋有莒犁比公，犁比為地名，

當即殷所封之分支國族之遺址。地在山東莒縣附近。

8 髦　子姓，見《史記‧殷本紀》、《世本》。髦與牟為同音字，古髦國族即牟國

之先，春秋時有牟國，地在今山東牟平縣。甲骨文作矛方，皆一聲互假之字。

又作根牟。

9 徐　嬴姓，見《史記‧秦本紀》、《世本》。春秋時徐國。又《左傳》載周室分

魯殷民六族有徐氏，當為分支，地在安徽泗縣。

10 郯　嬴姓，見《史記‧秦本紀》、《世本》。春秋時有郯國，當為其國族之裔，

地在今山東省郯城縣。

11 莒　嬴姓，見《史記‧秦本紀》、《世本》。春秋時尚有莒國，當為古國族之

後，今山東省莒縣一帶。

12 終黎　嬴姓，見《史記‧秦本紀》、《世本》。春秋時有鍾離國，二者音同，或

即終黎氏之後裔，地在安徽省鳳陽縣附近。

13 運　嬴姓，見《史記‧秦本紀》、《世本》。當即春秋時魯之運邑，或作鄆邑，

地在山東鄆城。

14 奄　嬴姓，見《史記‧秦本紀》、《世本》。春秋時魯國所滅。

15 菟裘　嬴姓，見《史記‧秦本紀》。傳今山東泰安婁德鎮。

16 將梁　嬴姓，見《史記‧秦本紀》、《世本》。按：當為將渠之訛文，古姓有將

渠，又作將鉅。古鉨有將渠傳鉨。

17 江　嬴姓，見《史記‧秦本紀》、《世本》。春秋時有江國，今河南正陽。

18 修魚　嬴姓，見《史記‧秦本紀》、《世本》。戰國韓地，見《戰國策》。

19 黃　嬴姓，見《史記‧秦本紀》、《世本》。春秋時有黃國，今河南潢川。

20 白冥　嬴姓，見《史記‧秦本紀》、《世本》。

21 東灌　嬴姓，見《史記‧秦本紀》、《世本》。

22 復蒲　嬴姓，見《史記‧秦本紀》、《世本》。

23 飛廉　嬴姓，見《史記‧秦本紀》、《世本》。見夏國族，殷代中衍之孫亦稱飛

廉，二者當為一族，紂臣飛廉亦沿承此族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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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密如　嬴姓，見《史記‧秦本紀》、《世本》。

25 甫　姜姓，見《世本》。

26 州　姜姓，見《世本》。按：當即春秋時州國，今湖北北部。

27 甘　姜姓，見《世本》。殷有甘盤，見《尚書》。

28 許　姜姓，見《世本》。春秋許國當為此國族。

29 戲　姜姓，見《世本》。又作戲方，見《逸周書‧世俘解》。

30 露　姜姓，見《世本》。

31 紀　姜姓，見《世本》。即春秋紀國，甲骨文記載紀矦事，字作 ，今山東壽

光縣。

32 怡　姜姓，見《世本》。即邰國，今陜西武功縣。

33 向　姜姓，見《世本》。春秋時有向國。

34 申　姜姓，見《世本》。即春秋申國。殷有申侯，見《史記‧秦本紀》，地在

今河南南陽。

35 呂　姜姓，即大岳所封。齊太公望即其族，見《國語》、《世本》、《左傳》，

今河南南陽。

36 任　風姓，見《左傳》。今山東濟寧為此古國族舊址。

37 宿　風姓，見《左傳》。今山東牟平縣為此古國族舊址。

38 顓臾　風姓，見《左傳》。今山東費縣。

39 須句　風姓，見《左傳》。今山東牟平縣。

40 謝　任姓，見《世本》。今河南南陽之東。

41 章　任姓，見《世本》。

42 薛　任姓，見《世本》。任虺封薛，見《左傳》。甲骨文有薛小辟。 

43 鑄　任姓，見《世本》。今本作舒，當為鑄字之誤，見《左傳》。

44 終　任姓，見《世本》。

45 泉　任姓，見《世本》。

46 卑　任姓，見《世本》。

47 過　任姓，見《世本》。

48 摯　任姓，見《詩‧大雅》。王季娶於摯，曰太任。《逸周書》：「摯肅耿。」

49 尹　姞姓，三代古族。姓見《左傳》、《國語》、金文，當為尹壽之後，世以官

職為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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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鄂　姞姓，見《禮記》，有鄂侯。周金文證為姞姓。甲骨文作噩，有噩小辟。

51 密湏　姞姓，見《世本》。周文王伐之，《戰國策》有記載。《詩‧大雅》作

密。今甘肅靈臺縣西為其舊址。

52 九　有九矦，見《禮記》。按：九、鬼古音互轉，又作鬼侯。

53 伊　有伊尹、伊陟，見《尚書》。伊奮見《竹書紀年》。甲骨文有伊侯。

54 咎　有咎單，見《尚書》。

55 傅　有傅說，見《尚書》。貍姓，堯後，見《國語》，當為唐堯大國族之分支

國族。今有傅姓，當為其後裔。

56 祖　有祖己、祖伊。當為殷之公族以次第為氏者。

57 遲　有遲任，見〈盤庚〉。

58 巫　有巫咸、巫賢，見《尚書》。按：巫氏當為商之卿族，以官職為氏，據采

邑為國者。

59 辛　姒姓，有辛甲，見《左傳》。

60 侁　見《左傳》。商有侁邳，舊說以侁為有莘氏之異音。

61 邳　見《左傳》。商有侁邳，當為任姓。奚仲之後裔。今江蘇邳縣當為國族之

舊址。

62 孤竹　《史記》：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今在河北盧龍縣。又傳姓墨胎

氏。

63 闕鞏　《左傳》闕鞏之甲，疑河南鞏縣。

64 阮　《詩‧大雅》：密人侵阮。可見當為國族。《傳》：「今甘肅涇川縣之東南。」

65 徂　《詩‧大雅》：密人侵之。當在阮之附近。

66 共　《詩‧大雅》：密人侵之。當在阮之附近。按：當為姜姓國。

67 魏　文王伐魏。今山西臨晉縣。

68 豐　文王伐豐。今陜西臨鄂縣東。

69 莒　文王伐莒。今陜、甘之間。非山東之莒，乃另一國族。

70 應　見《水經注》引《竹書紀年》。周有應國，當即其裔。

71 梅　有梅伯，見〈天問〉。疑即河南梅山地方。

72 雷　有雷開，見〈天問〉。按：雷氏即方雷氏之支族。

73 膠　有膠鬲，見《孟子》、《韓非子》。膠當即漢膠東國，今山東膠縣地。

74 棘　有棘子，見《鹽鐵論》。《左傳》荀吳涉自棘津，今河南延津縣東北。又



中華古國族考（上）書目文獻

•   227   •

書目文獻

朝歌有棘津，則在殷都之地。《論語》有棘子成。商金文有棘處觶。

75 微　有微子啟，微仲衍。

76 箕　有箕子。

77 陽　〈天問〉：「天式縱橫，陽離爰死。」余以天式當為大戎之訛文。《禮記》：

「陽侯殺繆侯，而取其夫人。」疑陽、繆皆殷代之國名，甲骨文有陽伯，陽當

即春秋陽國，地在今山東沂水縣西南。

78 繆　《禮記》：「繆侯。」見七十七條，當為殷代古國族，地與陽國當近。

79 費　嬴姓，伯益後裔，紂臣有費仲，見《史記》、《墨子》，地在今山東費縣。

80 唐　祁姓，堯後，商金文有唐子祖乙之記載，見唐子爵。傳在山西翼城、晉陽

一帶。

81 虞　媯姓舜後，《詩‧大雅》：「虞芮質厥成。」金文有虞 卣。此虞當在山西

平陸。蓋以質成之事推之。

82 芮　姬姓國，見《詩‧大雅》（見上條）。即春秋時芮國之先。山西芮城。

83 彭　己姓，一曰大彭，為商伯，見《國語》。金文有彭女鼎。按：商代之彭殆

非一族，如江蘇徐州、西南夷族有彭國；四川彭縣亦發現商器二件。江西北部

之彭澤、彭蠡皆彭族分布區。

84 豕韋　為商伯，一曰韋，《左傳》記士匄敘其祖系說：「在商為豕韋氏。」是

商伯非己姓之豕韋而是堯後裔祁姓之豕韋。商時己姓豕韋當已遷徙或滅國。

姓氏之韋姓則為防姓之裔。祁姓豕韋在周改稱唐氏、杜氏。《穆天子傳》載有

韋、穀、黃城三邦。此韋或為防姓之裔。賈逵《左傳註》：「祝融之後封于豕

韋，殷武丁滅之，以劉累之後代之。」此即《今本竹書紀年》所本。金文有韋

萬鼎，甲骨文有韋師寮之文。韋師寮當為王室卿士。豕韋遺址在今河南滑縣。

85 癸　武王時有癸度，見《管子》。

86 魚　武王臣魚辛，見《尸子》。

87 蒲姑　即古齊國族，周滅之以封太公呂望。殷甲骨稱齊 。商金文有齊婦鬲，

是商代亦稱為齊。今山東臨淄縣地。

88 熊　見《逸周書》。

89 盈　見《逸周書》。

90 方　太公望御方來，見《逸周書》。殷墟人頭骨刻字有方伯字。

91 蓋　周公旦伐商蓋，見《韓非子》。《孟子》：「齊有蓋大夫王驩。」《漢書‧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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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志》泰山郡蓋縣當為古國族舊居之地。

92 循　武王御循，見《逸周書‧世俘解》。

93 越　武王伐之，見《逸周書‧世俘解》。朱右曾說：「為在魯地之越地。」見

《春秋》。

94 靡　武王伐之，見《逸周書‧世俘解》。

95 陳　《逸周書》：「集于陳。」是殷時有陳國，今河南淮陽縣。

96 宣方　武王伐之，見《逸周書‧世俘解》。又見甲骨文。司馬相如賦：「西馳

宣曲，濯鷁牛首。」疑即漢代之宣曲地。

97 蜀　武王伐之，見《逸周書‧世俘解》。朱右曾以為春秋魯地。

98 霍　武王伐之，見《逸周書‧世俘解》。又見甲骨文，有霍 ，至周仍存霍

國。今安徽省有霍山、霍丘等縣。

99 艾　武王伐之，見《逸周書‧世俘解》。又見周金文。

100 磨　武王伐之，見《逸周書‧世俘解》。古歷字異文。今山東濟南市，舊名歷

城。

101 佚　見《逸周書‧世俘解》。有佚侯。《左傳》：「鄭有佚之狐。」

102 厲　見《逸周書‧世俘解》。

103 衛　見《逸周書‧世俘解》。

104 　姒姓，禹後。甲骨文有 侯爇。按 : 國商代已有。商金文有 婦卣。今

山東安丘縣地。

105 鄫　姒姓，見《世本》。

106 褒　姒姓，見《世本》。

107 南　姒姓，周有南宮适。

108 驪山　驪山女為天子，見〈秦本紀〉。今陜西臨潼縣地。

109 黎　《尚書‧西伯戡黎》。《史記》作飢。按：春秋時之黎國當為其後裔，今山

西黎城縣。

110 幾　見《逸周書》。

111 蕭　子姓，見《逸周書》，作肅。甲骨文：「東肅告曰兒伯。」肅即蕭，春秋

時有蕭國。

112 耿　見《逸周書》。即春秋耿國。

113 庸　從武王伐殷，見《尚書‧牧誓》。即春秋庸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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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 羗　從武王伐殷，見《尚書‧牧誓》。即西羗族，今甘肅西部。

115 髳　從武王伐殷，見《尚書‧牧誓》。其地當在四川。

116 蜀　從武王伐殷，見《尚書‧牧誓》。即古蜀山氏。今四川成都市一帶為其遺

址。

117 微　從武王伐殷，見《尚書‧牧誓》。當在四川。

118 纑　從武王伐殷，見《尚書‧牧誓》。即春秋時之廬戎。

119 彭　從武王伐殷，見《尚書‧牧誓》。地在今四川彭縣。

120 濮　從武王伐殷，見《尚書‧牧誓》。即春秋濮國。

121 巴　從武王伐殷，見《漢書》。

122 閻　夏以來古國族，商代仍存。

123 鄧　《左傳》。武王克商，巴、濮、楚、鄧為南土。按：周初金文盂爵：「王令

孟寧鄧伯。」伊尹四方獻令：正南有鄧國。

124 條　周分伯禽以殷民七族之一，見《左傳》。

125 徐　周分伯禽以殷民七族之一，見《左傳》。當為徐國分支。

126 施　周分伯禽以殷民七族之一，見《左傳》。

127 蕭（二）　當為蕭國之分支。周分伯禽以殷民七族之一，見《左傳》。

128 索　周分伯禽以殷民七族之一。見金文有索諆角。漢代有京索。在河南鄭地。

129 長勺　周分伯禽以殷民七族之一。長勺為後魯地，見《春秋》。

130 尾勺　周分伯禽以殷民七族之一。當即尾生，又作微生。魯有微生高，當為其

後裔。

131 樊　周分康叔以殷民六族之一。當為己姓樊氏之分支。商、周金文有攀亞爵。

132 陶　周分康叔以殷民六族之一。陶氏姞姓。見金文彔伯星父 ，此當為其分

支。

133 錡　周分康叔以殷民六族之一。按：姓氏漢有錡華，見《漢書‧藝文志》，當

為錡國族之後裔。

134 繁　周分康叔以殷民六族之一。漢有繁延壽，繁遂成為後世姓氏，此當為商代

繁國族分支的後裔，《漢書‧地理志》魏郡有繁安。

135 飢　周分康叔以殷民六族之一。

136 終葵　周分康叔以殷民六族之一。

137 胥軒　嬴姓，益后胥軒之後，當以名為族氏，見《史記‧秦本紀》。《穆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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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作骨飦氏，即胥軒之同音異文。

138 汪罔　《國語》：防風，殷為汪罔氏。商金文有汪伯卣，當為其族之器，蓋夏代

防風氏國族之延續改稱。《左傳》魯有汪錡，詳夏代防風氏條。

139 藍夷　見《竹書紀年》。

140 班方　見《竹書紀年》。按：姓氏班姓當出於此族。

141 崇　有崇侯虎，見《史記》、《逸周書》、《墨子》。其地在今陜西鄠縣。《禮

記》有崇鼎之記載，其器至今尚未發現。

142 貫　《禮記》有貫鼎記載，器未出土。殷代當有貫國。姓氏有貫姓，漢有貫

高、貫長卿。

143 始呼　周季歷伐始呼之戎，見《竹書紀年》。

144 翳徒　周季歷伐翳徒之戎，見《竹書紀年》。翳徒當為義渠古同音異文，三代

古國，見《逸周書》。甲骨文記為土方，商代末其勢力甚大，常常互相征伐。

其地在今甘肅寧縣一帶。

145 余吾　王季伐余吾之戎，見《竹書紀年》。疑為後之尉文─宗文。《左傳》

鄭有徐吾犯，徐吾當即余吾之異文。

146 燕京　王季伐燕京之戎，見《竹書紀年》。

147 西落鬼戎　王季伐西落鬼戎之戎，見《竹書紀年》。鬼戎當為鬼方之支族。西

落或為洛水上游之地，當屬狄族，稱戎蓋以其居西方。

148 鬼方　《周易》：「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詩‧大雅》：「覃及鬼方。」東周

之白狄當為鬼方之後裔。

149 夷　《尚書‧立政》：「夷微盧烝。」即《漢書‧地理志》夷道縣古居土著民

族，為西南夷之一種。

150 朱　曹姓，三代古國，其後裔為春秋時邾國，金文有朱女觶。

151 會　妘姓，三代古國，西周時鄶國。

152 鄅　妘姓，三代古國，春秋時鄅國。

153 楚　熊姓，三代古國，楚非周所始封。但在殷時楚已附從於周，傳鬻熊為文王

師。《詩‧商頌》：「撻彼殷武，奮伐荊楚。」則武丁時已有楚國。商金文有井

方之紀錄，井即荊楚之荊。

154 樊　己姓，商器有攀亞爵，攀即樊字。

155 蘇　己姓，紂伐有蘇，紂后妲己為蘇女，春秋時尚有蘇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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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6 董　己姓，三代古國，見《左傳》。

157 胡　歸姓，三代古國，見《春秋》。

158 弦　三代古國，見《春秋》。

159 偪陽　一作輔，妘姓，三代古國，見《春秋》。

160 權　三代古國，見《春秋》。

161 英　偃姓，見《春秋》，三代古國。

162 六　偃姓，見《春秋》，三代古國。

163 舒　偃姓，見《春秋》，三代古國。

164 徐　嬴姓，見《春秋》，三代古國。

165 鬲　三代古國，見周金文鬲攸比鼎。

166 舟　見《國語》，商金文有舟父丁卣、舟婦觶。見《左傳》有舟之僑。

167 敝　見《國語》，《左傳》齊有敝無存。

168 鄢　妘姓，見《國語》。

169 補　見《國語》。

170 依　見《國語》。

171 柔　見《國語》。

172 歷　見《國語》。

173 華　見《國語》。

174 鄔　見《國語》。

175 路　妘姓，見《國語》。

176 縣　見金文縣妃彝。《春秋》魯有縣賁父。

177 麇　一說即九菌，見《春秋》、《逸周書》伊尹四方獻令。

178 鄀　見《春秋》，商金文有鄀癸鼎，若 鼎。

179 何　隗姓，即河宗，見《穆天子傳》。

180 馮　隗姓，周金文作朋，見《穆天子傳》。《左傳》鄭有馮簡子。

181 沈　嬴姓，見金文沈子 ，《春秋》。

182 頓　見《春秋》。

183 林　見《春秋》。周金文作林 鬲，又見〈六韜〉作於陵氏，《逸周書》作央

林。

184 俞　見金文俞伯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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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 養　見《左傳》，楚有養由基。

186 潘　己姓，見《左傳》，楚有潘崇，趙有潘尪。

187 道　見《左傳》，商古國族。

188 柏　見《左傳》，商古國族。

189 穀　見《左傳》，商古國族。

190 冀　見《左傳》，商古國族。

191 遂　見《左傳》，商古國族。

192 賴　見《左傳》，商古國族。

193 蓼　見《左傳》、金文睽土父鬲，作蓼妃尊鬲，當為己姓。

194 絞　見《春秋》，金文作交。

195 葛　見《春秋》。

196 項　見《春秋》。

197 介　見《春秋》。

198 圭　見《左傳》，媯姓，又作桂國。又見伊尹四方獻令，姓氏桂。

199 梁　嬴姓，見《春秋》。

200 共　見《左傳》，春秋時為衛地。

201 曶　見曶伯卣（以下見金文）。

202 守　見守婦簋。

203 酉　見酉女鼎。

204 芻　見芻女鐸。

205 　見 婦觚，當為翼之異文。

206 雚　見雚女觶，姒姓。夏國族分支。

207 龍　見龍女尊，證商器。

208 　見 婦觚。

209 多　見多亞聞彝。

210 賔　見賔女觚。

211 　見 伯爵， 字疑是古循字。

212 且　見且女彝。

213 卯　見文公乙 ：「卯婦娸。」

214 犅　見犅劫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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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5 鬬　見鬥公卣、鬥牂爵。甲骨文亦有鬥地之記載。

216 盟舟　見盟洀 爵，又作盟津、孟津。今河南孟津縣。當為古國族遺址。

217 柳　見柳見冊彝。柳為三代故國。《禮記》衛有柳莊，姓氏有柳。

218 戔　有戔侯。

219  　見丙申角：「 亞 。」

220 巾　見巾子爵。

221 綮　見綮子觶。

222 賮　見賮弘匜。

223 　見 女監。

224 束　見束 獻。

225 嘉　見嘉母卣。

226 　見 婦建。 疑董字古文。

227 　見 婦壺。舊釋玄壺，此字非玄鳥，當為緣字古字。

228  　見 幾卣。

229 　見 女鼎。

230 　見 妊爵。

231 諸　見諸女卣。

232 　 伯鬲。

233 玄　玄如壺。

234 　見 中鼎。

235 盟　見盟弘卣。

236 　見 婦觶。

237 徵　見徵女卣。

238 　見 伯念觚。

239 　見 婦 。

240 　見 人父癸彝。

241 　見 祖戊鼎。按：《世本》光姞姓， 即光。

242 斿　見斿婦 。

243 旌　見旌占卣。

244 內　見內侯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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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5 梟　見梟咎彝。

246 咸　見咸女鼎。

247 龔　見龔女觚。周金文有龔妊甗，姓氏有龔姓。

248 射　見射女鼎。

249 　見 婦鼎。

250 　見 人分觶。

251 椒　見椒仲予日乙彝。

252 魚　見魚母觚、魚羗鼎、魚從鼎。

253 京 　見京 仲薪盤。

254  　見 女角。

255 朕　見朕女觚。

256 延　見延父辛尊。

257 　 子壺。

258 山　山婦觶。

259 　見 大角。

260 轡　見潁卣，轡尊。甲骨文。

261 　見 妹觚。

262 遽　見遽ㄍ角。

263 卷　見兄癸彝「卷貝」。

264 奚　見丙申爵「奚貝」。

265 橐　見庚午鼎「橐貝」。

266 豐　見宗庚鼎「豐貝」。

267 宗　見宗庚鼎。

268 見　見貝烏角。按：姓氏有貝姓，出蘇州。

269 甬　見且子鼎「甬貝」。《左傳》越地有甬東。今浙江鄞縣定海一帶。

270 比　見子孫觚「 比貝」。

271 延　見丁未角「延貝」。

272 　見 尊。

273 癸　見癸 爵。

274 　見 父子丁爵，器出山東章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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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5 厥斤　見丙午鼎「王賞厥征厥斤貝」。疑即計斤。

276 寢　寢如盤。

277 　見戌鼎：「王賞戌 貝廾朋。」 當為國名。

278 攸　甲骨文有攸侯喜。《姓氏急就篇》有攸姓。以下見甲骨文。

279 　甲骨文有 侯豹。字似爿，疑壯字。

280 敉　甲骨文有敉矦，以其字似枚，古姓氏有枚，疑即敉。

281 方　甲骨文人頭骨刻字有「方伯用」三字，當為人氏名。

282 宋　「宋伯 」見甲骨文，當為周之宗國舊地。

283 兒　甲骨文有兒伯，當即周之小邾國，一名郳。

284 　甲骨文有「貞猷伐 」。 即曹字，其後周代有曹國。

285 猷　甲骨文有「其伐猷利」。猷利即白狄別支，猷又作猶，姓氏有猶。漢有氐

王猶非。

286 　甲骨文有「其伐 利」。 當為狄族別支，即隗。

287 尤　甲骨文「伐尤」。疑即蚩之族，姓以尤，見《姓苑》。

288 專　甲骨文「亞其从寺伯伐專」，當即春秋鄟國之前身。

289 　甲骨文「 伐 方」，舊釋苦方未確，余釋 方。通隗字。當為狄族之

國， 方為殷末外族之強大者，與殷人互相攻伐，甲骨文中屢見記載。

290 小土方　甲骨文「伐小土方」，當為土方之別支。

291 土方　甲骨文「貞 伐土方」，土方余釋即義渠、前述。

292 尸方　甲骨文「征尸方」，尸方即夷方，當為淮夷。金文王冝人獻：「王冝尸

方。」

293 方　見甲骨文。

294 矛方　見甲骨文，疑即春秋牟國。

295 興方　見甲骨文。《玉篇》 ，地名，或即其地，當為古國族遺址。

296 馬方　見甲骨文，當為北方產馬之地。或亦北狄族分支。

297 御方　見甲骨文，又見金文不 ：「御方 。」知即周之大戌，儼狁為一

族之別支。

298 召方　見甲骨文，當即周之召國先祖，姬姓分支，證商代已有其國。

299 上 　見甲骨文，與商征伐頻繁， 字釋文未確。

300 井方　見甲骨文，即荊方，華夏之南的少數民族，商常伐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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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1 方　見甲骨文， 疑即古狄字。

302 方　見《國語》， 當為古翟祖字合文，翟祖國族名，見甲骨文。

303 龍方　見甲骨文，疑南方國族。

304 雀　甲骨文有雀侯。金文癸彝有雀丙。

305 兎　甲骨文有兎侯。

306 剛　甲骨文有剛 。 當為諸侯國都之稱，如齊 、霍 等是。《漢書‧地理

志》泰山郡剛縣當即其地，今山東東平剛城鎮，姓氏有剛姓。

307 　古許字。甲骨文有 ，當即許國之前身。金文遣小子 有 男。 為

國族首府或中心。

308 　甲骨文有 ， 當為古塼字，春秋衛有鄟澤，疑即其地。

309 　甲骨文有 ，春秋時齊有 丘，見《說苑》，當為其後裔。

310 　甲骨文有 小辟， 當為國族名。小辟即小君，為夫人之稱。疑 即古離

字。

311 林方　甲骨文「王 林方」。林方當即夏代之林氏之後裔。

312 焦　甲骨有焦 ，周之焦國當為其後裔。姓氏有焦姓。

313 羹　甲骨有羹 ，即春秋楚地不羹。

314 　甲骨文有 。當亦國族。

315 　甲骨文有 。

316 　甲骨文有 。

317 　見金文 隻鼎。

318 其龍　見伊尹四方獻令，下同。按：《潛夫論》：優姓其龍。當為戎狄之族，正

北方，疑為祁連之異音。

 以下四裔。

319 東胡　正北。當即漢世之烏桓、 貊等族。今西洋或國際上稱滿族為通古斯

族。通古即東胡古音流傳之字。

320 伊慮　正東。疑為醫巫閭之同一稱之國族。後世稱為耶律之國族。

321 漚深　正東。當為漚族與深目族之合稱。深目國見《山海經》。 

322 桂國　正南。《山海經》「桂林八樹」，蓋古瑤族之居於桂林者。

323 損子　正南。《墨子》、《列子》，記載損害長子之俗，或為附會，當有國族存

在。劉氏《補正》：「即鄖國。」待考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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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4 產里　正南。朱釋作車里。按：元時八百媳婦國亦名車里。後置車里宣慰司，

見史。朱即據此為釋。

325 百濮　正南。即古濮國，見前。稱百僕，蓋其族之分支甚多，所居為江澤分

隔，未能集中聚居。

326 九菌　正南。朱釋九真。劉《補正》為〈禹貢〉之菌。春秋麇國當為其後裔。

朱說恐非，劉說為是。

327 九夷　當指西南夷族。後世彝族之蒙、爨、羅、落等皆其裔。

328 十蠻　當指苗族而言。《尚書》：「苗民弗用靈。」古苗蠻統稱南方邊境山區少

數民族。

329 鬼親　正西。劉分為鬼、親二國。王、何以為鬼方。按：鬼親應即鬼薪氏，秦

時為刑徒名稱，當以所俘虜之外族起名。所謂鬼方即匈奴之別稱，殷、周時本

稱為鬼方。

330 枳己　劉引《華陽國志》 ：「枳縣屬巴，己即巴字。」按：己不一定即是巴

字。為枳地或是。或為巴賓別族。

331 漆齒　正西。王引《山海經》黑齒國。按：黑齒似在東方，當與西方漆齒氏非

一國族。

332 仇州　正東國。

333 漚　正東國，疑即後世之閩越。

334 甌　正南國，一名且甌，即甌越。

335 翦髮文身　正東，當即指吳越北方少數民族之國。

336 昆侖　正西，見〈禹貢〉。《竹書紀年》：穆王西征昆侖丘，見西王母。當指康

藏一帶之邊遠國族。

337 狗國　梁份《秦邊紀略》：「嘎爾旦，聞西地有人面如犬，能日馳數百里，其婦

女極美好。」日本學者佐口透著〈俄羅斯與亞細亞草原說〉當為諾朵族。余意

當或為哈薩克草原縱深地區，哈薩克汗統治下的西古那克、土耳其斯坦、塔什

干等錫爾河中游一帶的烏茲別克族諸部落。或其上古時部落人連鬢蓬髯，至今

尚存此種風俗。

338 闒耳　正西。

339 貫胸　正西。

340 雕題　正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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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1 丘　正西。

342 空同　正北。

343 姑他　正北。

344 豹胡　正北。

345 大夏　正北。疑漢之大夏即「伊尹四方獻令」之大夏的後裔，六朝為覩貨羅、

吐火羅皆其拼音。元時之大賀氏。

346 莎車　正北。漢西域有莎車國，當為其後裔，三國時併於疏勒，其地在今新疆

葉爾羗。

347 旦略　正北。疑即襜林、丹犂。

348 代翟　正北。春秋時之代國或其後裔，曾為趙無恤所滅，征服其國，未滅其部

落。今山西有代縣，當為其後裔曾居之地。

349 匈奴　正北。戰國時之匈奴當為其裔。

350 樓煩　正北。匈奴之屬國。今山西保德、寧武、苛嵐等境皆其後裔所居。漢置

樓煩縣，在神池、五寨一帶。

351 月氏　正北。秦、漢月氏在甘肅敦煌，以後遷入新疆為大月氏。

352 孅犁　正北。當即漢時之先零，羗族，分布於今甘肅導河縣以西及青海以西地

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