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三章 避难迁徙走四方

韦氏在历史上是辉煌与衰微并存，成功与失败同在，可以说是多灾多难的历史。

韦伯国被商武丁灭掉之后，豕韦国人相约以国为姓，并分三路避难。这三路避难人马

有的融入其他氏族之中；有的被商朝彻底灭掉；有的雄心犹在，心高志远，避商锋芒，

远逃商都，韬光养晦，等待机遇，重新建国。这就是第三支人马，也是人数最多的一

支，他们集体逃避到远离商都的陕西省雍州、岐山县、扶风县一带，建立韦方国。到

韦遐时受封为伯国爵位，韦遐也称韦伯遐。后来韦伯国又东迁至其祖先的豕韦国故地

韦城，史学界一般以韦伯遐为韦氏受姓的本氏家族祖先。到周成王时又迁封韦伯国于

防（今山东成武），加强对夷地的统治。到春秋时期，韦伯国被鲁国逼迫，又西迁于同

宗的大彭国故地彭城（今江苏徐州），仍称韦伯国，后被鲁国兼并而灭亡。到战国末期，

韦伯遐二十四世孙韦孟随祖父、父亲迁徙彭城渎上里（今江苏徐州一带），后韦孟又举

家迁邹。韦孟五世孙韦贤自邹迁居平陵（今陕西兴平市），受封为扶阳侯。到东汉时，

韦彪重光京兆堂。到唐时，韦皋迁徙巴蜀，成了蜀陇韦氏的开山人物；韦执谊遭贬迁

崖州，成为盛唐时代海南韦氏家族的始祖。韦氏家族渡台先驱者是韦念南，后有韦蒹

堂、韦福成、韦正哲、韦家庆等等。韦氏宗亲足迹踏遍五湖四海。

总之，斗转星移，沧海桑田，朝代更迭，韦氏家族也随之不断迁徙，散播于中华

大地上，甚至远徙海外，虽然改变了地域、籍贯、民族或国籍，但永远不变的是姓氏，

天下韦姓是一家。

第一节 避难求生走他乡 韬光养晦藏锋芒

如前所述，韦伯被武丁灭掉之后，豕韦国人相约以国为姓，并分三路逃难。

第一路人马向东北逃去，经今北京市琉璃河到辽宁省喀左县。约 200 年后，喀左

县元哲子孙又逐渐向北迁至今辽宁省辽阳县、鞍山市一带，叫豕韦、矢韦、室韦。春

秋、战国时，辽阳、鞍山豕韦人有一些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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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婆莴室韦、达垢

室韦、深末恒室韦、蒙兀室韦等。南北朝时，蒙兀室韦从松花江流域迁到今内蒙古自

治区，与当地人杂居、通婚，成为貉族、蒙古族等民族一部分。如南北朝时期全图就

有“室韦”的地盘。到了隋朝时期，北方还有“室韦”的地盘，如图：



后来，室韦人散布于今新疆以及国外阿富汗、伊朗、印度、巴基斯坦、蒙古、乌

克兰、克里米亚、窝瓦河中游、高加索和中亚、布利雅特等地，横跨欧亚两大洲。

第二支人逃到河南滑县（今滑州市）妹村留下不走，成为商朝的奴隶。这小部分

元哲子孙，在商朝前期继续与商王朝对抗，至商代中叶，才彻底地被商王朝消灭。甲

骨文刻“丁卯卜，韦、贞双（获）”
[1]
，“癸未卜，烧俘韦”

[2]
，意思是，武丁时代及其

以后，把抓获和俘虏的豕韦人都烧死了。《楚源流考》还指出：“商汤灭亡豕韦后，又

封刘累之后为豢龙氏，居豕韦故地，继称韦。”为子韦，又叫“侯韦”、“伯韦”。豕韦

国至此消亡了，被俘的韦氏反抗人员被烧死、杀绝，田园被侵占，悲惨至极。所幸的



是刘累之封地乃是豕韦故地，大量的韦氏子民并未再遭涂炭，韦姓依然保留于世，休

养生息，繁衍下来。

第三支，也是人数最多的一支，元哲子孙集体逃至今陕西省雍州、岐山县、扶风

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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