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五节 功高盖主遭陷害 含冤更姓韩改韦

如前所述，韩信被吕后诱杀之后，并诛其三族。萧何作为韩信平生第一知己，参

与杀韩，只是因为刘邦一定要杀韩信，并非己愿，他不过是明哲保身，忠诚于刘汉王

朝而已。当韩信的亲信带其三岁幼儿韩滢请求护养时，萧何即暗使蒯彻将韩信遗孤送

给南越王赵佗护养。赵佗王严守秘密，遂将韩字去半边，改韩滢为韦滢，为旷古奇冤

的淮阴侯韩信留下了血脉。自此以后，我国韦氏家族中又多了一个支系，即韩韦氏族，

在岭南一带繁衍壮大，形成了岭南尤其是广西韦氏族群中一个重要支系。

韩韦氏族历经千般磨难，万般坎坷，面对恶劣的生存环境，韩韦氏族的子孙用智

慧和勇毅在前进道路上谱写了一曲史诗般的英雄篇章。两千多年来，随着我国政治、

经济、社会、文化的不断发展与进步，韩韦子孙渐次迁播，如今他们已经分布到全国

各地。分布较多的省份除了广西、贵州、广东以外，还有陕西、江苏、浙江、安徽、

河南、山东等省，而海外也有许多韩韦氏族人分布，主要在东南亚诸国。在香港特别

行政区沙田区大围村、上径口村及田心村也有诸多韦姓村民，明清时期便迁居到这里。

韦氏族人在村内设有祠堂，大围韦氏宗祠是一个典型的家庙式祠堂，是韦氏家族精神

教化的圣殿。宗祠门额横匾题为“京兆堂”，两旁对联“淮阴世泽”和“京兆家声”，

因韩信封侯以后立家于京兆郡，故韩韦氏族神台堂号称为京兆堂，其宗祠内供奉的神

主牌位背后也书有“韩”字，以示饮水思源，不忘祖先之意。

韦姓是勇敢尚武的代表姓氏之一，其独特的文化传承与性格特征塑造了一代又一

代英雄豪杰。在韩韦氏族的发展史上有一大批杰出人物相继登上中国历史舞台，不仅

称道于当时，还光大了韩韦氏族的家声。今天，韩韦氏族依旧枝繁叶茂，雄势不减，

他们不断地走向全国，走向世界。在广西北部，特别在柳州、河池一带韩韦氏族中人

才辈出，韦拔群、韦国清、韦杰等杰出人物都出自东兰县，前者是红七军的创始人之

一，是百色起义的领导者之一，后两者则是共和国第一代将军，韦国清曾为全国人大

副委员长、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韦杰曾为八大军区之一的成都军区第一副司令员、

中顾委委员。他们为新中国的成立出生入死，功勋卓著，翻开中国的革命史都会找到

他们的事迹。

近年来，对于韩韦氏的来历问题，也有人大胆提出质疑，尤以广西民族大学韦光

汉、覃高积先生的质疑最具代表性。他们在《广西地方志》 2007 年第 1 期发表的《被

愚弄的韩信后裔》一文指出了广西韦乃韩改韦是讹传。然而，该文一出便立即引起轩

然大波，韩韦氏族的子孙愤起口诛笔伐，他们毫不客气地指出：“所证之肤浅，对历史

研究之贫乏，实在是当代教授之败类。”

据史书记载，“淮阴侯有后，其说初见于张大龄《支离漫语》”。张大龄为明朝人，



《支离漫语》刊于明万历辛亥（39 年），即公元 1611 年，距今已有 500 年历史（此书

编入《四库总目提要》）。《支离漫语》载：

予会广中人，言曰：予乡有韦土官者，自云淮阴侯后。当钟室难作，侯家有客，
匿其三岁儿。知萧何素与侯知己，不得已为皇后所劫。私往见之，示“侯无后”意。
相国仰天叹曰：“冤哉！”泪淫淫下。客见其诚，以情告。何惊曰：“若能匿淮阴侯几乎？
中国不可居，急往南粤。我与赵佗善，佗亦素重侯，必能保此儿！”遂作书遣客匿儿于
佗曰：“此淮阴侯儿，公善视之。侯功塞宇内，天必不绝之！”佗养以为子，而封之海
滨，赐姓“韦”，用“韩”之半也。今其族世豪于海堧间。有赵佗所赐之诏，酂侯所遗
之书，勒之鼎器。

明人来元成《樵书》云：

广南有韦土官者，韩信之后也。当淮阴钟室难作之时，信有客匿其孤，求抚于萧
相国。相国作书，致南粤尉佗。佗素重信，又怜其冤，慨然受抚，姓之以韦者，去其
韩之半也。孤后有武功，世长海濡，受铁券。至今，萧何与尉佗书，尚勒鼎彝，昭然
可考。

清康熙年间进士山阳人张鸿烈《咏淮纪略》载：

清顺治年间，吴思穆任广西县令，巡行山峡间，见少年将军庙，英风雅概，敬而
拜之，命工修饰其堂庑。即有土官率宗族数百人稽首称谢，云庙神即淮阴侯之子。当
被难时，萧相国驰书托孤于南海尉佗，佗封于此地，子孙繁衍，自汉室至今，奉祀不
绝。因举相国与佗书及佗所赐敕谕以示吴。

此外，还有明人张燧《千百年眼》，清人周亮工《书影》、陆次云《峒溪纤志》、张

尔岐《蒿庵闲话》、褚人获《坚瓠七集》等多种书籍，均有同样的记载。清初桐城诗人

方文还赋了一首题为《韩侯儿》的七言古诗，见载于《盒山集》卷三。诗云：“韩侯之

族世可悲，韩侯有儿人莫知。我今痛饮淮阴市，请为君歌《韩侯儿》。侯昔钟室衔冤日，

小儿三岁谁能匿。有客毅然窃负逃，密以情探萧相国。相国闻之惊且忧，为言关陇不

可留。作书授客使入海，南粤赵佗堪与谋。赵佗夙与萧韩善，养儿成人延一线。去韩

之半改姓韦，子孙渐繁满乡县。因之世世为土官，魏晋以后休隐瞒。萧相前书赵王册，

刻诸金石永不刊。韩襄毅公曾有说，乍闻此事叹奇绝。其客姓名虽不传，自与程婴比

风烈。钓台之下淮水奔，我来泊舟先怆魂。千古英雄有本色，死生贵贱何足论。要知

吕亡汉亦灭，韩侯血食至今存”。

民国《淮阴志征访稿》亦记载：大理寺司务、钱唐人赵时楫言其乡人吴恩穆于清

顺治初为粤西县令，吴恩穆下乡观风问俗，巡行于山峡间，见一少年将军庙宇，虽然

堂庑已经破旧，但庙内供奉的祠像器宇不凡。吴恩穆恭敬地拜谒了祠像，又专门拨款

修缮损坏了的堂庑。吴县令的行动感动了当地土司和族中众人，土司向吴县令道出保



守了千百年的秘密，土司和族人奉祠的就是汉代开国大将军韩信，他们都是韩信的嫡

传子嗣。他们的祖先从汉代就为韩信建祠祭祀，世世代代从未间断。土司还把祖上密

传下来的当年萧何给赵陀的书信物件，赵陀所赐敕谕等物拿出来，证明了他们确实就

是韩信的嫡传后裔。清山阳（今淮安楚州）人潘叔明《韩侯有后》诗亦感慨曰：“韩侯

有后妄耶非？海上今传韦姓人。万里托孤书有泪，千秋祚土鼎无尘。朱虚侯起先锄吕，

安乐公降竟续秦。雄长一方仍世爵，须知天不绝忠臣。”1915 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辞

源》也记有：“萧何匿韩信子于南粤，取韩之半，改为姓韦”。

从上述历史记载来看，韩韦氏族源自韩信的说法，并不是空穴来风，更不是讹传。

无论是史书，还是民间的口耳相传，在韩韦氏族中都是深信不疑的。“淮阴侯有后”最

早见于明代万历年间，距今已有 500 多年历史。见于明代，只是证明“淮阴侯有后”

这一事实是明代人发现的，并不等于说只是自明代以后才有“淮阴侯有后”的说法，

而在明朝之前，民间已有祭祀淮阴侯之子韩滢（韦滢）的“少年将军庙”，并且“自汉

室至今，奉祀不绝。”而在民间韦氏族谱中不乏韩韦氏族的记载，史料翔实不容忽视。

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上将韦国清就说过自己是韩信后裔。他在任广西壮族自治区主席

期间，到南宁市郊罗文村视察工作时候曾和村民说：“我们都是韦家人，以后大家就叫

我三哥吧！”无产阶级革命家、壮族人民的杰出领袖韦拔群在革命的生死关头，曾慷慨

激昂地说：“我无愧于韩信之后矣！”二十世纪末，韦国清之子还专程到淮阴市去寻根，

市政协文史委原主任马超骏先生负责接待，陪同前往韩城高庄及马头镇祭奠韩母及漂

母，寄托他们思念祖先的情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