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四节 休戚与共度患难 长城内外子孙繁

一、河北韦氏

河北，简称冀，向来为京畿重地，河北在战国时期大部分属于赵国和燕国，所以

河北又被称为燕赵之地。河北地处华北，漳河以北，东临渤海、内环京津，西为太行

山地，北为燕山山地，燕山以北为张北高原，其余为河北平原。东与天津市毗连，东

南部、南部衔山东、河南两省，西倚太行山与山西省为邻，西北与内蒙古自治区交界，

东北部与辽宁接壤。辖石家庄、唐山、邯郸、保定、沧州、邢台、廊坊、承德、张家

口、衡水、秦皇岛等 11 个地级市，省会为石家庄。

元哲裔孙迁居河北南皮、昌黎等市县。

1．南皮韦氏

南皮地处河北东南部。春秋时齐桓公北伐山戎至此，由于缮修皮革军需装备而在

此筑城，与城北的章武（今黄骅县与沦县境）北皮亭遥望，故取名“南皮”。秦始皇二

十六年（前 221 年）始设南皮县。1952 年由山东划归河北省，1958 年并入交河县，后

归天津市。1961 年恢复南皮县建制。治所城关镇。

根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显示，南皮县常住人口是 36.62 万人。

1992 年《南皮县志》记述：1986 年调查，该县有姓氏共 230 个，其中韦氏为 12

户 73 人。

2．昌黎韦氏

昌黎地处河北东部。春秋属肥子国。战国属燕地。汉置絮县。后汉并人海阳县。

北齐并入肥如县。隋入新昌县，后改卢龙县。辽置广宁县。金大定二十九年(1189 年)

置昌黎县。聚黎民百姓昌盛兴旺之意。现归秦皇岛市辖县。根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

主要数据显示，昌黎县常住人口是 55 万人。

昌黎韦氏善于开拓，许多关外韦氏支系，都源出于此。如辽宁省辽阳古城子村韦

氏，就是清康熙年间从昌黎分衍去的支系。

二、山西韦氏

山西，位于太行山之西，黄河以东。山西之名，因居太行山之西而得名。自古被

称为“表里山河”。春秋时期，大部分地区为晋国所有，所以简称“晋”；战国初期，

韩、赵、魏三家分晋，因而又称“三晋”。省会太原，省政府驻太原市府东街。名胜古

迹历史名人众多。

元哲裔孙迁居山西襄汾、曲沃等市县。

1．襄汾韦氏



襄汾地处山西南部。1954 年由襄陵县与汾城县合并而成。其中襄陵县置县始于汉。

汾城古为晋国都城，后置汾城县，以汾河流经而得名。1958 年撤县，分别划入侯马市、

临汾县。1961 年复置。1967 年属晋南地区。1970 年属临汾地区。2000 年属地级临汾

市。

根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显示，襄汾县常住人口是 44.26 万人。

根据《襄汾县志》记述：该县在 1985 年曾对非农业人口作了调查，共有 597 个姓

氏，韦氏为第 209 姓。

2．曲沃韦氏

曲沃地处山西西南部，春秋为晋都曲沃邑。西汉至晋均属绛县地。北魏太和十一

年(487 年)置曲沃县，以县东南有沃泉而名之，历代相沿。1958 年 8 月曾并入候马市，

1962 年恢复曲沃县至今。根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显示，曲沃县常住人口是

23.70 万。

1982 年该县统计，共有包含韦氏在内的姓氏 516 个。

三、新疆、宁夏、辽宁、吉林、蒙古韦氏

1．新疆韦氏

新疆地处中国西北边陲，亚欧大陆腹地，周边与八个国家接壤，是古丝绸之路的

重要通道。十八世纪六十年代以后，清朝政府为进一步加强新疆边防，从东北陆续抽

调满、锡伯、索伦（达斡尔）等族官兵驻防新疆，他们成为新疆少数民族中的新成员。

以后，又有俄罗斯、塔塔尔等民族移居新疆。至十九世纪末，新疆已有 13 个民族，以

维吾尔族为主体。新疆现共有 47 个民族成分，主要居住有维吾尔、汉、哈萨克、回、

蒙古、满、俄罗斯等民族，是中国五个少数民族自治区之一。

唐中宗神龙元年（705 年），唐朝李显帝赐宰相桓彦范以韦姓，派遣他到重要边关

疏勒（史称疏勒国）安西都护府去驻守，他的族人在那里世代以韦为姓，沿用至今，

已 1200 多年。古之疏勒国地处今之新疆西南缘包括喀什市、疏勒县、疏附县和英吉沙

县地。经历沧海桑田之后，原疏勒国韦氏迁到新疆呼图壁县和玛斯县定居，并向北疆

准葛尔盆地南缘（如阿克苏市）扩展。

(1)呼图壁韦氏

呼图壁地处新疆中北部，准葛尔盆地南缘。原为吉昌县地。民国九年（1920 年）

由吉昌县析置呼图壁县。民国三十六年（1947 年）改为景化县，1953 年复置呼图壁县。

“呼图壁”是蒙语吉祥喜庆之意。沿用至今。治所呼图壁镇。

根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显示，呼图壁县常住人口是 21.02 万。

1992 年《呼图壁市志》记述，在 1982 年人口普查时，从 91343 人口中（不含兵团）



找到姓氏共 420 个，其中韦氏为第 181 姓。

(2)玛纳斯韦氏

玛纳斯地处新疆中北部，准葛尔盆地南缘。唐设西海县。清乾隆二十八年(1763 年)

筑绥来堡，四十三年(1778 年)置绥来县，先后隶属迪化市（今乌鲁木齐市）直隶州、

迪化府。1954 年改为玛纳斯县，其蒙古语含义为“巡逻者”，沿用至今。

根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显示，玛纳斯县常住人口是 23.76 万。

1993 年《玛纳斯县志》记述，1986 年该县曾对城镇二万余人作了调查，在汉族占

有的 295 个姓氏中，韦氏是其中姓氏之一。

北京、天津、黑龙江、福建、湖北、云南、西藏、甘肃、青海、成都等省区市均

有韦氏，只是人数较少，支系比较分散。

2．宁夏韦氏

元哲裔孙迁居宁夏中卫等市县。中卫地处宁夏中西部。秦属北地郡。隋唐属灵武

郡、灵川地。西夏置应理县。清初置中卫县。2003 年 12 月撤销中卫县，设立地级中卫

市。根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显示，宁夏省中卫市常住人口是 108 万人。

1995 年《中卫县志》统计，该县的 394 个姓氏中，韦氏为第 148 姓。

3．辽宁韦氏

商朝后期，元哲裔孙一支人从今河南向东北经今北京市琉璃河到今辽宁省喀左县

定居，繁衍生息。约 200 年后，这支韦氏又逐渐向北迁至今辽阳县、鞍山市一带，叫

豕韦、矢韦、室韦。

4．吉林韦氏

春秋、战国时，辽阳、鞍山豕韦人有一些迁到今吉林省松花江、黑龙江流域两岸，

称室韦，后分大室韦、小室韦、北室韦、东室韦、西室韦、黄头室韦、婆蒿室韦、达

姬室韦、深末恒室韦、蒙兀室韦等。

5．内蒙古韦氏

南北朝，蒙兀室韦从松花江流域迁至今蒙古自治区，与当地人民同居、通婚，成

为貉族、蒙古等民族，后散布于今阿富汗、伊郎、印度、巴基斯坦、蒙古、乌克兰、

克罗米亚等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