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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中华姓氏谱中的“郑”姓分册。
书中从该姓的源流、变迁及其与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关系以及该姓氏的地域分布、走向趋势
及其特点；姓氏制度的深厚底蕴和家族流变。

　　本书内容丰富，广征博引，史料翔实，融知识性与可读性为一体，非常值得一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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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书摘　　　　　　　　　　　　四、郑姓房支与文化建树　　“二房”郑氏在有唐一代荣耀异常，是
当时荣阳郑氏的代表和象征，其他支房的郑姓人也并没有销声匿迹，他们仍在顽强地发展着，只是地
位有所下降罢了。
根据郑进思、郑宇、郑敬、郑鲁、郑琨、郑纪等八人的墓志所记载，其中第七房郑氏在北朝时十分显
贵，经隋唐仍然世代为官，只不过出任的多是一些中下级官职。
如北祖第七房郑氏的北齐名臣郑述祖之子叔武，在唐代官至银青光禄大夫。
郑叔武子道瑷，官至朗州武陵郡丞。
郑道瑷子怀节，任卫州刺史。
郑怀节子进思，任邢州巨鹿县令。
郑进思子游，任晋州临汾县令。
郑游有子三人：郑宇、郑宝、郑宠，分别官至淮南采访支使、散骑常侍、尚书库部郎中。
郑宇又有子两人：韬、霸；郑宝有子五人：敬、阳、皇、易、鲁，其中郑敬官至绛州刺史，郑鲁任右
金吾卫仓曹参军，郑宠也有子三人，其中次子官至扬州江阴县主簿，三子宫至河南县主薄。
另外此时“七房”郑氏还先后与范阳卢氏、洛州程氏之间相互联姻，并在地方上保有一定的名望和地
位。
　　第六房郑氏西魏北周时名望较高，至隋、唐时基本上仍然保持了原有较高的社会地位。
郑连山之后在隋代较有声望的为郑大仕，他官至骠骑大将军。
郑大仕之子郑仁基，仕隋官至通事舍人。
郑仁基有两子，长子郑弘毅仕唐官至安北都护府司马，次子郑敞官至洛阳县令。
其中郑弘毅之子郑宏有武则天时历任承议郎、隆州司功参军等职。
郑敞之妻为皇甫氏。
生有五子：婿、青、谌、谔、訢，他们分别官至洛州刺史、豫州刺史、青州刺史、婺州刺史和开州刺
史。
由此可以看出，第六房郑氏之后在唐代担任的多是中级以上的宵职，并且通过与外戚之家皇甫氏的联
姻，保持着较高的声望。
　　荥阳郑氏在隋唐时之所以能够兴盛，事实上是依靠了其文化上的优势。
在成为政治大族后，他们一方面继续在政治上施展其治国才能，另一方面他们仍然保持着重视文化的
家族传统，在文化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绩，这一点从家族成员著书立说之多即可体现出来。
仅在(新唐书，艺文志)中就记载有28位郑姓人及其著作37部。
如郑言著有《平剡录》、《续会要》；德宗、顺宗时宰相郑余庆著有《书仪》、《郑余庆集》等；宪
宗时宰相郑纲以进士起家，有儒学高名，著有《郑细集》；郑瀚著有《宪宗实录》、《经史要录》、
《郑瀚集》；著名的瀚林学士郑亚著有《敬宗实录》，其子郑畋为僖宗时宰相，18岁就考中了进士，
以诗赋见长，著有《玉堂集》；郑处诲著有《明皇杂录》；郑澥著有《凉国公平蔡录》；郑诚著有《
郑诚集》；郑常著有《郑常诗》；郑子云著有《清虚真人裴内君传》；郑赛著有《郑赛集》；郑良士
著有《白岩集》；郑世翼著有《交游集》、《郑世翼集》；郑准有著有《渚宫集》；郑虔著有《天宝
军防录》、《胡本草》；郑秀著有《郑秀集》；郑愚著有《棲贤法隽》；郑缉之著有《孝子传赞》、
《东阳记》；郑启著有《开天传信记》；郑樵有《彭门纪乱》；郑贻孙有《郑氏贻孙集》；郑遂的《
洽闻记》；郑谷的《云台编》；郑嶂的《益州理乱记》、《史俊》及郑景岫的《南山四时摄生论》等
。
这些著作涉及了政治、军事、文学、哲学、经学、宗教、历史、地理、医学、农学、方志等许多领域
，对文化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以上是郑姓人在隋唐时期的发展和取得的成绩的简要情况，在《隋书》、《北史》和新旧《唐书
》中多有叙述。
但这些史料不可能详实记录荥阳郑氏整个时代的风貌，史书中对名声较高的郑姓人士，特别是北祖郑
氏的发展情况记载较详，而其他影响较小的郑姓家族的情况，还必须依靠其他资料，其中包括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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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记、杂著、野史及墓志。
如北祖郑氏第六房和第七房在唐代的发展情况多是依靠家族成员墓志的记载，这些墓志的内容不仅记
录当事人的生平事迹，还记载有他的家族来源、父祖、官爵、兄弟子孙等，由此我们便可以较为全面
地了解荥阳郑氏的发展状况。
　　五、隋唐时期郑姓的迁徙　　隋唐五代时期，荥阳郑氏又因政治与战乱等原因，进行了多次迁徙
活动，其中可考者五次。
五次中有两次是迁往浙江，三次是向今福建地区迁徙。
　　迁往浙江的两次中，一次是唐中叶，郑虔因被贬为台州(今浙江临海)司户参军而举家迁徙。
郑虔字弱齐，为著名的书画家，唐玄宗对他非常欣赏，曾在他的书画作品上题写“郑虔三绝”等字。
玄宗还专门为他设立广文馆，让他担任博士。
他因出任过安禄山的属官，安史之乱后，被贬为台州司户参军。
他在台州开设学馆，积极推广教化。
对浙东文化有较大贡献，被誉为。
台教正宗”，广德二年(公元764年)去世，葬于今临海东乡白石金鸡山。
他的后裔繁衍极盛，散居于浙东临海、宁海、仙居、三门、天台、黄岩等地。
另一次是郑至道出任天台县令的结果。
据《万姓统谱》等书的记载，郑至道在任职天台县令时，为政宽简，重视教化，因颇有政绩而深得民
心。
任期届满后举家定居于县中松关，其后代一直在当地繁衍至今。
　　荥阳郑氏南迁入闽在隋唐五代时有三次。
根据《固始县志》、《漳州府志》和台湾马巷《郑氏族谱序》记载，第一次是在唐高宗总章二年(公
元669年)。
当时泉州、潮州间发生山民骚乱，陈政、陈敏和陈敷先后率3600名官兵与“五十八”军校人闽镇抚骚
乱，骚乱平叛后，这些官兵就在漳州地区落藉，其中就有一名叫郑时中的军士。
他的后代在当地发展繁衍，进而为闽郑姓的一大支派。
今天漳州许管乡及角尾、同安的洪塘等地的郑姓人都是他的后裔。
　　荥阳郑氏第二次入闽是在唐僖宗光启元年(公元885年)。
当时因寿州人王绪率农民义军攻陷光州，固始人王潮、王审邦和王审知三兄弟率乡民5000人人闽，原
宰相郑畋第三子郑远也随军人闽。
他先后在武荥州(今南安丰州镇)、桃场(今永春)、吴田、姜莲和风山等地居住。
其子孙也随之迁徙，分布于闺西、闽南和粤东等地，成为当地郑姓的另一大支派，明末的民族英雄郑
成功就是他的后代。
　　第三次人闽是在五代十国时期的闽国建立以后，当地社会安定，生产发展，一时之间，中州人士
相继迁入此地，其中就有郑磷、郑戬等为避乱而入闽定居。
　　隋唐五代时郑姓人三次迁居人闽的同时，之前迁入这里的郑姓人也有了较大的发展。
如西晋末年迁入福建的郑昭的后代，到唐德宗时，已传至十六代。
其中就有瑚、琏、兰、蕙、庄、藏、当、泽、襄、裳、袭、淑、潜等13人。
其中郑露、郑庄和郑淑较为知名。
当时中原地区发生朱讹、李希烈等人的叛乱，弟兄三人就辞官回归故里侯官(今福州)。
之后又迁居永泰和莆田。
并在莆田的南湖山开设湖山书堂讲学，发展教育，被当地人誉为“南湖三先生”。
之后郑庄和郑叔分别又迁居于浔阳、仙游，今天东南沿海地区的郑姓人多为“三先生”之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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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后记　　郑姓是一个在近年颇受关注的姓氏，也是社会上或研究界垂意较多的姓氏之一。
正如我们在本书《文献篇》中所指出的那样，如果从上个世纪80年代中叶的“寻根热”出现开始算起
，郑姓的引人注目已经有将近20年的时间，其间一次次“寻根”大会的召开以及一本本书籍的问世便
是这种热的直接表现，而这些表现无疑也是我们撰写本书的动力和基础。
其中关于前者，我们已在书中的有关部分中尽力加以反映，而后者作为我们撰写本书的基础，在此不
能不再次提及。
王大良《中华姓氏通史·郑姓》、《周吴郑王：中国大姓寻根与取名》，毛策《华夏姓氏丛书·郑》
，周显才《中原寻根丛书·荥阳郑氏》，郑功仁(荥阳郑氏史话》，宋国祯《中华望族荥阳郑氏》、《
天下郑氏出荥阳》，赵子谋《郑国二十三君评传》，马德峰《历代郑氏名人传略》，安国楼《郑氏宗
族史》，董桂芳《郑氏诗词笺注》，等等，都是我们经常翻阅的书籍，其中对王大良《中华姓氏通史
·郑姓》、毛策《华夏姓氏丛书·郑》、周显才《中原寻根丛书·荥阳郑氏》三书参考尤多，特此说
明并致以深深的谢意。
　　本书作为中国史学会重点研究课题“中国姓氏文化研究”成果之一，最初由史学会约请王大良撰
写，后由王大良另约安国楼、谢宝富参与写作，安国楼再约徐栩、赵昭、郑晓文、程淑英、黄天弘、
路运洪加入，故本书的最终成果是由上述诸人共同完成的。
其具体分工是由王大良撰写人物、文献二篇并最后编定全书，安国楼、路运洪撰写人文篇，徐栩、赵
昭、郑晓文、程淑英、黄天弘和谢宝富分别参加了源流、人物二篇的编写工作。
由于书成众人之手，加以我们才疏学浅、能力有限，书中不如人意之处谅必很多，恳请海内外郑姓贤
达及各位读者批评指正。
　　感谢童超、赫治清先生，他们为本书的顺利出版付出了艰辛劳动。
感谢现代、华艺出版社各位领导及有关人员，本书在短期内面世正是他们不懈努力的结果。
　　　　　　　　　　　　　　　　　　　　　　　　　　　　　　　　  著  者　　　　　　　　　
　　　　　　　　　　　　　　　　　　　　　  2001年6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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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本书是中华姓氏谱中的“郑”姓分册。
书中从该姓的源流、变迁及其与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关系以及该姓氏的地域分布、走向趋势
及其特点；姓氏制度的深厚底蕴和家族流变。
　　本书内容丰富，广征博引，史料翔实，融知识性与可读性为一体，非常值得一读。

Page 7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华姓氏谱(郑姓卷)>>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