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三节 韦氏肇祖是颛顼 元哲得姓始祖衍

一、颛顼是韦氏肇祖

肇祖，是氏族的太始，最古老的祖先。

韦氏肇祖是谁？从文献及各地韦氏族谱资料看，颛顼（如图）应该是韦氏的肇祖

和先人。

如前所引，《唐书》卷七十四上《宰相世系表》写道：“韦氏出自风姓。颛顼孙大

彭为夏诸侯，少康之世，封其别孙元哲于豕韦，其地滑州韦城也。豕韦、大彭迭为商

伯，周赧王时，始失国，徙居彭城，以国为氏。韦伯遐二十四世孙孟，为汉楚王傅，

去位，徙居鲁国邹县。孟四世孙贤，汉丞相，扶阳节侯又徙京兆杜陵。生玄成，丞相。

生宽，宽生育。育生浚，浚汉尚书令。”这可以说是自远古至汉代韦氏的一个简谱。《姓

苑》亦云：“韦姓出自颛顼大彭之后，夏少康封其别孙元哲于豕韦，苗裔以国为氏。”

广西都安县流传于民间的一本《韦氏宗谱》也写道：“左传注我京兆韦氏，系出大彭之

后，颛顼祝融之孙也。唐虞以后为陶唐氏，在夏为御龙氏，在商为豕韦氏。”台湾学者

韦福成编著的《韦公承德郎永仕母王氏安人百年纪念专辑》一书写得更加清楚：“我们

韦氏乃是黄帝轩辕氏孙颛顼之曾孙大彭之后，是道地的黄帝子孙。当时中兴夏室的少

康，把彭祖的一支别孙元哲公封于豕韦，这一支子孙居于苗疆，依当时的习惯以国为

姓，所以韦氏的后裔就这样绵延繁衍至今，中经历代播迁移居，如山东邹县，河南滑

县，陕西长安（京兆），湖北、四川、江西以及西南诸省，都有韦氏子孙繁荣滋长，遍

及全国各地，甚至海外华侨及台湾各县市，也有不少韦氏。”
[1]
传颂于各地的韦氏族谱

也有大同小异的说法，在此不再赘述。

那么，颛顼与韦氏肇姓又有什么关系呢？按《史记·五帝本纪》载，传说远古圣

帝——黄帝有个儿子叫昌意，娶蜀山氏的女儿女枢为妻。一天晚上，女枢梦见瑶池一

道耀眼的光华充满了整个天宇。她惊醒后感觉身怀有孕，不久生下一个儿子，就是五



帝之一的颛顼帝。可见，颛顼是黄帝的孙子。颛顼聪明伶俐，据说 8 岁就能佐助少昊，

15 岁就能协助处理部落事务。20 岁即帝位，即继承了祖父黄帝的华夏部落联盟军事首

长职务。他善于团结各氏族部落首领，放手让他们处理各种事务，注意发展原始农业、

手工业、物品交换业，使原始经济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他也得到了部落民众的称赞。

初国于高阳，故号高阳氏，居住于今河南濮阳县一带。颛顼对九黎族信奉巫教、杂拜

鬼神的风尚进行了治理，逼迫他们顺从黄帝族的教化，曾使整个社会相安和睦，民风

淳朴，进步发展。后来有个部落的首领叫共工，对颛顼的治理非常不满，愤怒地用头

撞倒了不周山。顿时，支撑天空的柱子斜了，栓着大地的绳子断了。于是，天向西北

倾斜，日月星辰移动；地往东南洼陷，江河随之东流。这既是说明共工改造自然，成

了胜利的英雄，也说明颛顼在帝位时治理天下专心致志，得法有效，政绩斐然。故《白

虎通》曰：“颛者专也，顼者正也，能专正天人之道，故谓颛顼”。颛顼在位 78 年。

从《中国历史地图集》“夏时期全图”和“商时期中心区域图”看，濮阳在滑县的

东北边，韦城的北边，离韦城很近。《中华五千年》史书说：“古书记载，高阳氏有才

子八人”，可能这是当时的 8 个氏族。

颛顼生老童，老童生吴回，吴回生陆终。陆终娶鬼方国君之女为妻，怀孕十一年

尚未分娩。陆终就剖开她左肋，生下三子；再剖开右肋又生三子。长子叫昆吾，二子

叫参胡，三子叫篯铿，四子叫会人，五子叫曹安，六子叫季连。这六个儿子，由于封

地不同，后来演变成许多姓氏。其中第三子即篯铿，自尧时起举用，历夏、商两个朝

代，活了 800 岁，为传说中我国第一寿星。因其封地在彭城（今江苏徐州一带），史称

大彭或老彭，民间称为彭祖（如图）。

二、韦氏得姓始祖是元哲

篯铿受封于彭城为首领，建立了大彭国，即《唐书宰相世系表》中，对于韦姓的



出处也有更加详细说明：“夏时封颛顼孙大彭为诸侯，少康时封其别孙元哲于豕韦，苗

裔以国为氏。”唐代林宝撰《元和姓纂》曰：“韦姓，出颛顼之后大彭，为夏之诸侯，

彭孙封于豕韦，子孙以国为姓。”

从这些记载及其他史料可知，颛顼帝的第五代孙子中有个彭祖（亦称大彭或彭伯），

善于农耕和饲养家畜，并用豕皮做大鼓的氏族部落长，威望较高；又擅长做雉肉汤，

肉味鲜美，并把汤献于帝尧。尧品尝后大加称赞，遂封彭祖于彭城（今江苏徐州），后

世人称之为彭伯国或大彭、老彭国（实为部落大聚邑或部落古国）。其中有个儿子叫彭

寿，继任彭祖的部落长职务，和夏部落长禹的关系亲密。禹建立夏朝（公元前 2070 年）

后，封彭寿为伯，国称彭伯国。传到孙子一代时，因帮助少康从东夷人手中夺回王位，

少康又封彭祖的一个孙子元哲
[2]
于韦（又称豕韦），建立诸侯国，称韦国或豕韦国（邑

城在今河南滑县）。其国名、地名，均因元哲族的姓氏而得名。

据史书记载，夏王朝时期有上千个诸侯国，其中商就是一个逐渐强大的诸侯国。

夏朝自孔甲继位为夏王以后，“好方鬼神，事淫乱”
[3]
，不理朝政，迷信鬼神，专事打

猎玩乐，使得人民怨恨，诸侯反叛。由于国力衰弱，也无法控制各诸侯国势力的发展。

在夏朝的诸侯国中，商自上甲灭有易以后，势力逐渐发展壮大。农业和蓄牧业的发展，

社会财富的增加，促使商族由氏族制过渡到奴隶制。为了向外发展势力，掠夺更多的

奴隶和财物，在上甲微到主癸时，商已是一个具有国王权力的大国诸侯了。

商汤继主癸作诸侯时，正是夏桀暴虐无道、残害人民、侵夺诸侯、天怒人怨的时

候。汤任用伊尹和仲虺两人为相，选准了有利时机，准备灭夏。商汤为了灭夏，曾先

后迁居八次，最后定居于毫（今河南商丘北面）。就在这里积蓄粮草，搜乘补卒，砺兵

秣马，修阵固列，征伐诸侯。本来商曾被夏王朝授予“得专征伐”的大权
[4]
，他要征伐

谁可以不经夏王的批准而有权出兵。但是汤准备征伐的并不是一般的侯，而是统治全

国的夏王朝。他为了削弱夏王朝的势力，排除灭夏的障碍，争取更多的诸侯反夏，首

先就从商的邻国葛（今河南宁陵北）开始。葛国被灭掉之后，商汤又把矛头转向在东

部地区夏朝的三个属国：一个是韦国（今河南滑县东南），一个是顾国（今山东鄄城东

北），一个是昆吾国（今河南濮阳境内）。这三个夏属国的势力都不小，他们所处的位

置又与商较近。就在准备征伐韦国之时，夏桀得知商汤还在继续征伐诸侯，扩大商的

势力，于是派使臣至商召汤入朝。在一个统一的王朝中，天子召见诸侯是经常的事，

汤也没有拒绝就带领随从来到夏王都。夏桀得知汤已来到，就下令将汤囚禁在夏台（也

就是钧台，在今河南禹县）
[5]
。伊尹和仲虺得知夏桀将汤囚禁起来以后，就搜集了许多

珍宝、玉器和美女献给夏桀，请求释放汤。夏桀是一个贪财好色之徒，看见商送来的

许多珍宝、玉器和美女，非常高兴，也就下令将汤释放回商。夏桀囚汤之事在诸侯、

方国中引起了更大地恐慌，“诸侯由是叛桀附汤，同日贡职者五百国”
[6]
。这个记载虽



有些夸张，说同一天就有五百个诸侯到汤那里去任职，但是在当时“小邦林立”的情

况下，原来都是臣服于夏，是夏王朝的属国。现在因惧夏桀的暴虐，纷纷投奔商，愿

助汤灭夏，或干脆就到商都供职，这是完全有可能的。所以夏桀囚汤不但没有达到惩

罚的目的，反倒加速了其统治基础的瓦解，更加削弱了自己的势力。

汤回商以后，见叛夏归商的人愈来愈多，就抓住这一有利时机，和伊尹、仲虺商

议征伐韦国和顾国的事。经过一番谋划和准备之后，汤和伊尹就率领了助商各方的联

合军队，首先向夏朝强大的支柱——韦国进攻。韦国没有战备，汤率大兵压境，韦国

连求援都来不及，很快归顺于商汤。约公元前 1562 年，韦国由夏诸侯国变成商诸侯国。

韦国归顺于商，顾国势单力薄，汤接着又挥师东进，乘胜也将顾国灭了。正如《诗·商

颁·长发》：“韦、顾既伐，昆吾、夏杰。”大意是说，成汤征服韦国了，立即挥军灭顾

国，再灭昆吾国。俟夏桀孤立无援，才好消灭。

这是历史上豕韦国的第一次劫难，第一次亡国！

然而韦氏先人雄才大略，韬神晦迹，韦国或豕韦国不战而归顺商王朝，保存了国

力，掩藏锋芒，等待时机。

豕韦国经历商朝前期的天子有：一世成汤（约前 1562-前 1551 年），二世外丙（约

前 1550-前 1549 年），三世中壬（约前 1548-前 1545 年），四世太甲（约前 1544-前 1533

年），五世沃丁（约前 1532-前 1514 年），六世太康（约前 1513-前 1509 年），七世小

甲（约前 1508-前 1492 年），八世雍已（约前 1491-前 1480 年），九世太戊（约前 1479-

前 1405 年），十世中丁（约前 1404-前 1394 年），十一世外壬（约前 1393-前 1379 年），

共 150 年左右。

在这期间，豕韦国官民消声匿迹，释愦待时，发展生产，秣马砺兵，固列修阵，

加强战备，与彭国发展成为两个势力强大的伯国，史称“韦伯、彭伯”，领导和指挥周

边各诸侯国。而商王朝中央反而衰弱下来。外壬 4 年，妨方（在今山东省曹县）、邳方

（在今山东省徽山县）、兰夷（治地、辖境不详）等诸侯国相继叛乱。商河亶甲五年（即

商十二世，约前 1378-前 1370 年），彭伯征服邳方诸侯国。妨方诸侯国闻讯，国君携领

全国人民逃到班方诸侯国（治地、辖境不详）躲起来。于是，韦伯、彭伯联合攻打班

方诸侯国。妨方诸侯国官民出来归顺。战争结束，为就近监视邳方、妨方两诸侯国的

异动，彭伯将国都从今山东省济宁市郊大彭山附近，迁到今江苏省徐州市铜山下大彭

村。韦伯班师回河南滑州东南妹村，即韦国故地，继称豕韦国。

从《中国历史地图集》“商时期中心区域图”（见图）看，在古韦国的故地“韦”

之旁边加了个小括弧的“豕韦”，即“韦（豕韦）”，大家一眼就可以看出，豕韦国也就

是韦国，换言之，豕韦氏也就是韦氏。在“商时期中心区域图”中，韦国故地的标示

符号是“◎”，而商都的标示符号是“○⊙”，其他小国的表示符号是“⊙"。这说明，豕



韦国在商朝时期，也是很有实力的，是商朝的一个相当强大的属国。如图：

从《汉书·韦贤传》中可以得到进一步证实：“肃肃我祖，国自豕韦。黼衣朱绂，

四牡龙旂。彤弓斯征，抚宁遐荒。总齐群邦，以翼大商。迭彼大彭，勋绩惟光。”这是

韦贤先祖韦孟谏诗的前部分，叙述了“豕韦国”的兴衰史。据考证，这里的“豕韦”，

应是夏以后元哲子孙重建的“豕韦国”。就是说，韦氏先民建立韦伯国以后，经过休养

生息，很快恢复了元气，而且发展迅速，国力大振，逐渐赶上其他邻近的诸侯国，“总

齐群邦”，且与大彭并列为商伯，如汉班固《白虎通》：“大彭氏、豕韦氏霸于殷者也。”

颜师古注：“豕韦氏与大彭氏互为伯于殷商也。”

河亶甲后期，商王朝中央更衰弱。韦伯再经历的天子有：十三世祖乙（约前 1369-

前 1351 年），十四世祖辛（约前 1350-前 1337 年），十五世沃甲（约前 1336-前 1332

年），十六世祖丁（约前 1331-1323 年），十七世南庚（约前 1322-前 1317 年），十八世

阳甲（约前 1316-前 1313 年），共 50 多年。

这期间，强大的韦伯对商王朝中央很不尊重，不听指挥，不进贡，引起商王朝中

央的愤恨。又经十九世盘庚（约前 1312 年-前 1285 年）27 年，商王朝中央逐渐强盛起

来。盘庚把国都从今山东省曲阜县迁至今河南省安阳市小屯村，同韦伯国都紧挨着（相

距不到 100 公里），监视韦伯的行动。又经二十世小辛（约前 1284-前 1282 年）、二十

一世小乙（约前 1281-前 1272 年）共 12 年，到二十二世武丁（约前 1271-前 1213 年），

商王朝中央达鼎盛时期，国强兵壮，武丁东征西讨，北伐南战，取吾方、土方、鬼方、

西羌、东夷、荆蛮等诸侯国，势力扩展到长江流域。《楚源流考》析，武丁领兵从南往



北向豕韦推进，武丁 43 年（公元前 1733 年），消灭韦伯、彭伯两诸侯国。

这是历史上豕韦国的第二次劫难，第二次亡国！

韦伯国被武丁灭掉之后，豕韦国人相约以国为姓，并分三路逃难（留待第三章叙

述）。

虽然历史久远，岁月悠悠，式微迭起，历尽坎坷，但是，回首往昔，缜终追远，

探本溯源，觅根寻租，我们仍然可以清楚地看到，颛顼，是韦氏的肇祖；大彭，是韦

氏的远祖；元哲，是韦氏的始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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