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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华叶姓是目前中华姓氏中人口排名第 49 位的大姓，也是徽州的一个古老大姓，名列明代

《新安名族志》。它从东汉末年叶望由中原南迁，后裔移入徽州，以后逐渐漫布江南和南方。作为徽州

名门望族，徽州叶姓宗支渐渐发达，人才辈出，文化昌盛，社会影响增大，为叶姓的繁衍流布、社会

文化声誉提高，做出了极大贡献。徽州叶姓发展的例子，一定程度上具有徽州宗族姓氏发展的共性。

中华姓氏学与中国宗族史、谱牒学同出一源，关系密切，却又有着明显区别，以徽州叶姓的起源和流

布过程为例，我们可以进一步考察它们之间的复杂关系，以图有助于姓氏学、宗族史和谱牒学的研究、

理解与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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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开始流行的《百家姓》收录 504 个姓，其中，叶姓位居第 257 位。1987 年中国

科学院遗传研究所杜若甫、袁义达研究后认为，按人口多少排列，叶姓已位居中国 100
大姓的第 49 位，约占全国汉族人口的 0.42%，总人口大约在 500 余万。这是一个人口发

展较快的中国姓氏家族。探索它的起源与发展，对于了解中国人口社会和文化的发展是

非常有意义的。 

将中华叶姓作为一个整体从姓氏学角度进行研究，不同于进行叶氏叶姓的单个宗族

史的研究，或者某些人物的探讨，尽管后者均是前者的基础，但前者确实有着自己的视

角，具有独立存在的学科的必要。笔者曾经对中华叶姓进行了一些研究①，现在，试图

以明清时代徽州范围的叶姓为例，探其源流，初步探析中华姓氏学与宗族史、谱牒学的

关系。 

                                    

一、中华叶姓的起源与流布 

（一）叶沈同源 

叶姓是中华姓氏大家庭中一个十分古老的姓氏，而且其起源有着特殊之处。中华叶

姓与沈姓是同出一源的。春秋战国之前本无叶姓，只有沈姓叶氏，在春秋战国之后，中

国姓与氏合一了，才有叶姓。 

叶，汉代许慎在《说文解字》说：“葉，草木之葉也。从艸，上世+下木声。”清代段

 
① 吴建华、王晓洋、殷伟仁：《叶姓史话》，江西人民出版社，2005 年版；吴建华、殷伟仁：《叶姓藏书

文化简论》，《苏州大学学报》2005 年第 6 期。具体的叶姓学术研究动态，也可以从中得到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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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裁注：“与涉切，古音在八部。”由此，葉的本义为植物的叶子，古音读如摄。叶字最

早出现在金文中，是作地名讲的。 

古叶地在今河南叶县南。这里地处澧河和烧叉河汇流处的西南侧，又处于南襄隘道

的北口，是云贵通幽燕古道的必经之地，南北东西交通的必经之路。正因为叶地的战略

地位重要，公元前 524 年，即春秋时期，楚国忠臣沈尹戌之子沈公诸梁被楚庄王封于叶

地为叶邑（今河南平顶山市叶县城南，汉时置县）尹，是公爵，号为叶公，以后遂以地

为氏，开始了叶氏，叶公沈诸梁成了叶氏的开基始祖。叶氏是沈氏的分支。沈、叶同宗

共祖。 

沈氏来源比较复杂，从文献资料看，至少有三个来源。一是出自嬴姓古沈国，是少

昊之后。二是姬姓之沈，是春秋时期一个姬姓子爵小国，被晋国亡于鲁定公四年（公元

前 506 年）。沈子嘉的后代逃奔楚国，为了不忘亡国之恨，以故国沈字为氏，形成沈氏。 

三是芈姓之沈。这是楚国王族之后，以邑为氏。楚人芈姓。《史记•楚世家》说，楚

人先祖出自帝颛顼高阳氏，颛顼曾孙重黎在帝喾高辛氏时任火正，因功受封为祝融。后

来帝喾又以重黎的弟弟吴回接任火正，为祝融。吴回有子陆终。陆终第六子季连，芈姓，

居于楚丘，是楚人的嫡系祖先。叶公沈诸梁出身于楚国名门贵族家庭，其父沈尹戌是楚

庄王的曾孙。戌在楚平王时担任楚国沈县（今安徽阜阳市临泉县）尹，故人称沈尹戌，

后来出任楚国左司马。楚昭王十年（公元前 506）冬，吴、蔡、唐三国联合出兵伐楚。

结果楚军一败再败。吴军经五战攻克楚都郢，楚国几乎被灭，后来才复国。沈尹戌在战

争中以身殉国，表现了他的忠烈。楚昭王为奖慰忠烈，封其子沈诸梁于叶地。 

沈诸梁的子孙世袭其爵位，统治叶邑多年。在诸侯纷争，叶邑被灭后，他们便以叶

为氏，称为叶氏。秦汉后姓氏合一，叶氏即叶姓，叶氏叶姓不分，中华姓氏中的一大姓

氏——叶，就这样产生了。这一支叶就是河南南阳叶，芈姓，成为秦以后叶姓的正宗。

说沈诸梁是姬姓沈氏，并不确切，系正统观念的影响。南阳叶氏最初在今河南中南部一

带发展，后来相继南迁，分布到长江以南各地①。 

（二）九九归“叶”，四海一家 

除上述叶姓的起源以外，中华叶姓还有一些不是起源于河南叶氏的叶姓。如部分十

国时闽国的王姓皇室在亡国后改姓叶，取落叶归根之意；有的叶姓由少数民族姓氏更改

而来；而蒙古族、回族、藏族、苗族、朝鲜族、壮族、布依族、拉祜族、高山族等少数

民族都有叶姓；还有外国人的归化，如东吴孙坚的都尉叶雄，就是东汉时日南郡边界外

叶调国的子孙；有的叶姓则是冒叶。因此，可以说，叶姓在其发展过程中，以它宽阔的

胸怀，接纳着四方来归、愿意姓叶的人，九九归“叶”，四海之内，成为同姓的一家人。
② 

总上而知，叶姓的大家族不仅包含了广大的沈姓叶氏汉族人口，非沈姓叶氏汉族人

口，甚至既非沈姓，也非叶氏叶姓的汉族姓氏人口，而且有中华民族的其他兄弟民族人

口，更有向慕中华来归的东南亚人口。叶氏叶姓叶族的壮大历程就是中华民族广开胸襟，

                                     
① 参阅杨静琦、牛守贤：《叶姓始祖为叶公，叶姓根源在叶县》；刘翔南、徐玉清：《叶姓考》；李元芝：

《叶公与叶、沈姓渊源》；陈昌远：《从西周金文看叶邑与沈诸梁的评价》；程有为：《叶公沈诸梁家世

事迹考》；张新斌：《叶公综论》，均载叶县人民政府编：《叶姓溯源—叶公与叶县研究论丛》，中州古籍

出版社，2000 年版，第 2-4，23-26，37-39，78-80，91-94，107-111 页。并参阅前揭吴建华等：《叶姓

史话》，第 1-6 页。 
② 详见前揭吴建华等：《叶姓史话》，第 18-20 页。详见前揭吴建华等：《叶姓史话》，第 7-1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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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大宽容，不断融合壮大的一个侧影。 

（三） 叶公沈诸梁：中华叶氏的开基始祖 

 中华叶姓最为大宗的当数当今河南南阳的叶了，而叶公就是其开基始祖。叶公即是

沈诸梁，字子高。东汉应劭在《风俗通义•佚文》说：“楚沈尹戌生诸梁，字子高，食采

于叶，因氏焉。”叶公是叶氏的始祖，也是东周时代楚国杰出的功臣。有关叶公家世、生

平的史料散见于《左传》《国语》《论语》《荀子》《史记》《新序》等典籍中。 

尽管叶公的生卒年月文献并未载明，但从一些史料中可以推知叶公生活的时代。经

考证，他大约生活在公元前 550 年至公元前 470 年之间。从史料中看，叶公的生平事迹

主要可分为兴修水利，造福乡里；内尚廉洁，外主睦邻；平定白公胜之乱三大方面，对

后世影响巨大，尤其是平定白公胜之乱，《荀子·非相》也予以高度评价:“叶公子高微

小短瘠，行若将不胜其衣。然白公之乱也，令尹子西、司马子期皆死焉。叶公子高入据

楚，诛白公，定楚国，如反手尔。仁义功名善（著）于后世。” 

（四）中华叶姓的流布 

叶氏发源于中原地区的叶邑，自叶公采邑为氏、建立族属开始。因为叶邑在战国时

秦昭王三十五年（公元前 272）开始属于南阳郡，叶氏宗族又首先在这里发展壮大，于

是后来外迁的叶氏叶姓族人，特别是南迁的叶氏叶姓后人便以南阳作为堂号或郡望。因

此，许多叶氏族谱在谱源部分都会声称，叶姓“起于南阳，分为六族”①。 

隋唐以前，由于改朝换代，要躲避战乱，叶姓宗族发生了两次大规模的迁徙，其第

一次大规模的迁徙活动发生在叶公去世以后。 

据历史记载，叶公沈诸梁参预楚国最后一次国事活动，是在楚惠王十三年（公元前

476），这一年正处于中国历史上从春秋到战国的转折关口。吴、楚、越三国开始纷战连

年，叶公从此隐于史载，极有可能不久就去世了。进入战国后期，楚国逐渐走下坡路，

最终被秦国所灭。楚国留在中原的那些贵族们难以再在故国立足，叶公后人也于此时逃

离叶邑。为了让其后代牢记着祖居地，不忘发源地，其中一支或数支改沈姓为叶氏，尊

奉沈诸梁为始祖，成为叶氏传播的开始。他们后来辗转流离于河北河间、陕西雍州、江

苏下邳等地。这次亡国之后的大迁徙使大批叶氏族人离开叶邑，造成今天的叶县虽然是

叶姓发源地，但叶姓村庄、叶姓名人在叶县志上极少、叶姓人口也并不繁多的主要原因②。

现今河南一带叶姓族人，大多是南迁之后又重返故乡的。他们挚爱故土家园，才留居下

来；安土重迁，才世代繁衍开来。所以，叶氏这一次迁徙行为是叶姓祖先在历经战国时

期的动乱不堪，秦灭楚国之后，为避免整体灭族之祸，又不至于使后代忘记祖居之地，

万不得已，采取的权宜之策。 

    秦朝时，叶氏十四世孙叶淑和，出任长沙太守，说明叶姓已进入今湖南地区。西汉

时，叶氏二十世孙叶崇，任官颍川太守、骠骑将军；四十七世叶尤任汉太尉，表明河南

叶姓仍在繁衍昌盛，子孙众多，也有人才。 

叶姓人口第二次大迁徙是在西晋末年。西晋“永嘉之乱”导致了司马王朝的分崩离

                                     
① 对于叶公文化的剖析，尤其是对于丑化叶公而又流传极广的“叶公好龙”的论述，可参阅前揭吴建华

等：《叶姓史话》，第 121-128 页。 
② 安国楼：《叶氏源流与叶县人文遗产的利用》，载叶县人民政府编：《叶姓溯源—叶公与叶县研究论丛》，

第 2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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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随着西晋摇摇欲坠，周边少数民族，如匈奴、鲜卑、羯、氐、羌等，纷纷问鼎中原。

中原战乱不已，仍旧生活在这一地区的叶姓族人为躲避战乱，不得已而再次背井离乡，

四处漂流。 

与此同时，陕西、河北等中原以北地区的叶姓族人因受战乱波及，只能往南流徙，

重返了中原。他们将祖居地当作定居的第一选择。有的族人随即留了下来，在中原地区

繁衍至今，正好补上了该地区叶姓族人南迁之后留下的空缺。 

但南下到中原的叶姓人口为生计所迫，或有其它原因，没有全部留下，而是继续南

行，以致于长期流转无定。等到社会稍微安定，他们便在四处安家立户，重开基业。 

因此，这一时期，叶姓形成了南阳堂的祖居地概念。自此迄今，天下许多叶姓，包

括闽台及海外叶姓支派，喜欢在宗谱上冠名南阳堂。这一事实证明，叶姓的主体族系隋

唐之前一直定居生活在南阳一带。南阳，是叶姓族人得以荣耀、刻骨铭心的古老家园①。 

1995 年辑修的广东《梅州叶氏族谱》是目前保存最完整，也是最具有叶氏族史可证

性的叶氏家谱之一。从它的谱源部分记载的叶姓人口迁徙来看，累代叶姓族人在隋唐以

前向全国迁徙频繁，奠定了叶姓人口在全国分布的根基。梅州叶谱中的族人迁徙最早追

溯到叶公之十世叶凯，迁往今贵州地方。十四世的叶雅和叶华分别迁往江南和江西。三

十五世叶广，移居湖北。第五十三世叶望的南迁，则与徽州叶姓的起源和流布有直接关

联。五十五世叶琚，因任钱塘（今浙江杭州市）县令，就在当地安家。杭州叶姓以后也

发展成为当地望族。第五十七世分出三支新派：叶游，礼部侍郎，徙居建宁府建安县（今

福建南平市建瓯市）；叶愿，工部员外郎，徙居河南新安；叶俭，苍梧（今广西梧州市苍

梧县）太守，徙居括苍（今浙江丽水市）缙云②。叶俭延续出松阳叶姓一支大派，递传

到北宋叶逵、叶梦得，一脉相承，盛于吴中，蔓延江南。五十八世叶荣，居住浙江松阳

石楮村。五十九世叶达，移居福建上杭县。 

                                    

隋唐宋元时期，叶姓家族逐渐进入繁荣时期，不仅表现为叶姓族人支派繁多，人口

数量急剧增加，分布全国各地，而且，见于史载的叶姓杰出人才络绎不绝地涌现出来。

郑樵《通志•氏族略》特别指出：“叶氏，宋朝为著姓。望出下邳、南阳。”这一时期叶姓

族人又发生过大规模迁徙。 

    首先是中原地区的叶姓族人为了躲避唐末、五代十国之乱，叶姓“难民”大量南迁。

唐宋时期，叶姓已经进入福建和广东。其次也是最为严重的是，北宋末年“靖康之难”

（1126-1127 年）之际，叶姓族人跟随赵宋皇室仓皇南渡，携家举族迁到江南。 

   “靖康之难”使中原地区被北方少数民族王朝金朝侵占，叶姓随着中原大批士族南迁，

在福建仙游、广东梅州、浙江松阳与丽水等地定居。世居下邳（今江苏徐州市邳州市）

的叶姓也南迁至浙江括州（今丽水市）、宁波一带。例如，赴闽叶姓有安炳始祖叶昂、佛

岭始祖叶洙、莲溪始祖叶霆。自此以后，叶姓成为江南望族。③ 

明清时期，叶姓几乎遍及全国主要省份，尤其以两宋以后叶姓家族的聚居地江南、

 
①  参阅杨晓宇：《豫、闽、台叶姓源流浅考》，载叶县人民政府编：《叶姓溯源—叶公与叶县研究论丛》，

第 47-48 页。 
② 参阅杨静琦、牛守贤：《叶姓始祖为叶公，叶姓根源在叶县》，载叶县人民政府编：《叶姓溯源—叶公

与叶县研究论丛》，第 6 页。 
③ 以上参见杨晓宇：《豫、闽、台叶姓源流浅考》，载叶县人民政府编：《叶姓溯源—叶公与叶县研究论

丛》，第 48-4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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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南为核心区，向全国其它地区辐射，进行因各种原因引起的迁移，从而进一步奠定了

现代叶姓分布格局。在宋代形成的几支叶姓中兴家族，如叶梦得的吴中叶氏，更是如日

中天，人口和人才的增长、迁徙愈发不可收拾。许多叶姓分支流派的子孙景仰这位叶姓

先贤，喜欢尊奉他为自己的先祖。于是，吴中叶氏子孙散满天下，和梅州叶大经的子孙

一样，阵势雄壮，成为叶姓家族的两支中坚力量。而河南、江南、岭南，成为叶氏叶姓

人口迁徙分布史上的三块里程碑。谈到姓叶人的老根，叶姓人才的籍贯，众多的叶姓八

九离不了这三个叶姓大本营。 

当代叶姓人口在全国的分布和数量情况，据袁义达、张诚 2002 年的研究，目前主要

集中于广东、浙江、四川三省，大约占叶姓总人口的 55%；其次分布于江西、江苏、湖

北、安徽，这四省又集中了 20%。广东为当代叶姓第一大省，居住了叶姓总人口的 23%，

占省总人口的 1.5%。全国形成了南部广东、东部浙江、西南四川三个叶姓中心的鼎立分

布状。① 

隋唐以后的中华叶姓逐渐分布于中国各地，形成几个叶姓的集中聚居区域，并向海

外发展，形成迄今为止蔚为大观的局面。② 

二、徽州叶姓的源流 

（一）叶望——中原南迁叶姓的鼻祖 

叶公之后叶望，于东汉献帝建安二年（197 年）由青州南渡长江，居住丹阳郡句容

（秦置丹阳郡，治今安徽宣城市。又设丹阳县，在今安徽马鞍山市当涂县东，今存丹阳

镇。唐代以后的丹阳指今江苏镇江市丹阳市，清代仍属江宁府）。换言之，移民到了今安

徽南部及苏南地区。因此皖南及苏南是叶姓从中原南迁过江之后的第一站，今天马鞍山

地区的江边、利于过江的地位决定了叶姓这种迁向。后来的新安（徽州）、太平、宁国府

县都有大量叶姓居住繁衍。并且，叶姓向今天安徽地区的长江南北扩散，至今黟县西北

有叶村、怀宁县有叶家冲的地名。叶姓还以江南为中转站，进一步南迁浙南，成为当地

望族，并使浙江成为隋唐以后叶姓中兴的大本营。 

从浙江松阳《卯峰广远叶氏宗谱》中得知：叶望在东汉时官封光禄大夫。汉灵帝时

弃官隐居，创修第一部叶氏宗谱——《叶氏宗谱源流》，请当时著名文学家、书法家蔡邕

作序。叶望是叶姓叶族历史文献记载的大功臣，也是有关叶姓迁徙、叶人蔓延的举足轻

重的人物。他是叶姓从中原南迁的鼻祖，当然也是徽州叶姓的始祖。 

苏州吴中叶氏源出叶公、浙南。江南很多叶姓支派都出于这支叶氏，并奉其名臣宋

代吴中叶清臣、叶梦得，或追溯叶逵等人为始祖。依据叶德辉主纂的宣统《吴中叶氏族

谱》，涉及徽州叶姓的流布情况如下： 

从叶公开始，1 世沈诸梁-尹重-重疑-询-眄-翫-勇-章-翊-衡-奉-康-篡-斌-尤，叶尤居住

青州，一作卣+辶，又名循，字道友。汉光武帝建武甲辰（二十年，44 年）生，擢太尉，

授破虏将军。子：祎。徽州《新安谱》以叶尤为第一世。 

16 世 祎，汉安帝永初（107-113）间任宣城太守，迁大中大夫。子二：惠、嘉。 

                                     
① 参见袁义达、张诚：《中国姓氏：群体遗传和人口分布》，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 年版，第 491-492
页。 
② 详见前揭吴建华等：《叶姓史话》，第 21-11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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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世 惠，侍父宦游，迁居宣城。 

17 世 嘉，居南阳，汉长乐太守。子叶元。 

18 世 源，一作元，汉举贤良方正，武陵令。子叶宗。 

19 世 宗，居南阳，汉南顿太守。子叶仲。 

20 世 仲，汉雁门关太守。子叶颍。 

21 世 颖，字成仁，云梦令。子叶望。 

22 世 望，字世贤，号横州逸人，汉大中大夫。汉献帝建安二年（197 年）避乱，由

青州偕诸名流渡江，居住在丹阳句容，为江南始祖。娶陈氏。子叶遂。 

23 世 遂，字钦敬，遭乱不仕。娶陶氏。子：成氿。 

24 世 成氿。松阳《广远谱》记载，遂生成，成生氿，成和氿，为两世。《吴中谱》

成氿为一人。《新安谱》有氿没有成。这几种谱都不一样。子叶琚。 

25 世 琚，字伯玉，钱塘令，爱民如子，被号“叶父”。他离任时，当地百姓挽留，

因此就地安家，成为钱塘望族。子四：硕、俭、游、愿。 

26 世 硕，字子彦，文武兼具，晋元帝大兴（318-321）年间平州剌史，一云睦州剌

史。娶稽氏。子叶豫。 

27 世 豫，子二：绩、续。 

28 世 绩，始迁新安，为新安（即后来的徽州府，今安徽黄山市）始祖，官行军都

统。子：质。 

         续，流寓休宁、西安。子二：简、敖。 

29 世 质，字尚文。子一：宣。 

         简，休宁派祖。 

敖，休宁、新源、龙湾、古林、谒林、朗源诸派之祖。 

30 世 宣，字永明，齐武帝时以才良修徵而任宜春令，政绩显著，娶钱氏。子叶盼。 

31 世 盼，子叶达。 

32 世 达，字亨甫，仪表奇伟，经明行修，唐太宗贞观（627-649）年间任钱塘令、

扬州别驾、湘潭郡守等职。子叶德。 

33 世 德，字克明，子叶茂。 

34 世 茂，字子金，天性孝顺友爱，唐中宗神龙（705-707）间因为身言书判中选，

先任歙县邑丞，后来擢升新安郡守，卒谥忠壮。娶俞氏。子：叶杰。 

35 世 杰，字尧章，一字文渊。子：永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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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世 永春，字大和。子：敷泽。 

37 世 敷泽，字惟溥，巴县尉，因捕盗擢歙州判官。子：福新。 

38 世 福新，字思义。子：孟。 

39 世 孟，字尚鲁，始迁歙东蓝田。娶吕氏。子一：元一。 

第 28 世叶绩始迁新安，为新安始祖，其独子叶质，经 20 传，递传到 49 世叶逵，为

吴中叶氏始祖。于此，叶姓吴中世系也有新安的渊源，而新安、吴中、浙江及江南许多

叶姓，则又都与今浙江括苍（今属浙江丽水市）松阳（今浙江丽水市松阳县）叶姓同源

共派，与叶望、叶公一系相承。 

（二）徽州叶姓的主要支派 

依据一些家谱和《新安名族志》等文献的记载 ①，我们已经获知徽州

叶姓及其一些支派的来源和衍布情况，共 41 个支派，可以分成两类：  

。 

                                    

     第一类、聚居徽州的叶姓，共 28 支。 

1．歙县叶姓，5 支。 

（1）蓝田叶姓，在邑东 40 里。叶望南迁传至叶硕。叶硕传至十三世孙、唐代叶孟，

开始徙居歙县蓝田。《新安名族志》说“叶氏之姓肇于诸梁公，新安之叶始于蓝田孟公”
②，是徽州叶姓的开始。尽管我们在前述谱系里看到叶姓在叶孟之前有过寓居新安的记

录，但《新安名族志》的观点显示出，在徽州，蓝田叶孟之于叶姓的意义，犹如沈诸梁

叶公之于叶氏叶姓，最为突出了叶孟的地位。因此，前述的徽州叶派始祖可能是后来修

谱时追溯上去的

叶孟四世叶华，丹阳令。五世叶恂，潭州牧。八世叶逑，工部员外郎。十二世叶芝

美，邵武令；叶芝兰，洗马。十三世叶椿，以功授武经郎，官至司马，生三子：叶裕、

礼、初。十六世叶文明，凉州教授，十七世叶三，迁邑北赵村；叶训，西安太守。二十

七世叶道保，洪武初以才干授封州判。二十九世叶弘，成化由胄监授广东化州同知，有

政声。 

（2）新州北门叶姓。叶孟十六世孙叶文厚迁居溪头。文厚七传至念九，遇宋末兵乱，

由溪头开派旌德县板树村。不久，叶氏族人叶成，行敬二，又自旌德板树村返居歙县北

大里村。历叶社应、进受，凡三世。至四世孙明初叶义一，迁新州；叶善二，移居郡城

北门外。五世孙叶蓁，永乐举人，刊《春秋经》为文魁，宣德进士，由行人升浙江道御

史，巡按贵州，有风节，属郡三年不雨，乃于暴日中祷得大雨，然遘风寒之疾，卒于贵

州，民众为他立有专祠。六世孙叶文安，幼补郡庠生，年 36 卒，妻郑氏苦节，郡守彭泽

采其事迹，载入府志。叶文亨质实谦抑，妻汪氏入孝妇传。七世孙叶泰，有贤行，年 80
诏荣以衣冠，与乡饮；叶琦，性豪迈，事盐于浙，商人宗之，输粟助边，例授新安御指

 
① 依据（明）戴廷明、程尚宽等：《新安名族志》后卷，朱万曙等点校本，黄山书社，2004 年版，第

416-428 页；王鹤鸣等主编：《上海图书馆馆藏家谱提要》叶姓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 年版；顾廷

龙主编：《清代硃卷集成》叶姓人物，台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92 年印行，等。 
② （明）戴廷明、程尚宽等：《新安名族志》后卷，朱万曙等点校本，第 41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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挥佥事；叶瑾，好施予，多义举；叶瑢，谨饬友爱，卒赠中书舍人，同兄叶琦入籍钱塘，

子孙有止于此者，浙人佥曰：“此歙县叶氏也”；叶浩，有品行，与乡饮 8 次，年 80 诏予

缣肉绢帛。八世孙叶冕，郡庠廪膳生；叶彬，由监生任中书舍人，禄受大理评事；叶宪，

补县庠生。九世孙叶应春、同春、连春，县庠生；叶涵春，以监生试取为中书；叶知春，

补钱塘县学生；叶皆春、先春、占春，习举子业；叶晴春 3 岁失明，口授诗书，靡不心

解，斐然成章。叶木+厚妻郑氏、叶寯妻朱氏、叶时妻汪氏，皆少寡终制。 

新州派后代在明中期有迁居杭州的，形成分迁支派。蓝田、溪头、板树村、大里、

新州、北门、杭州叶姓的同祖子孙合修了新州家谱。 

（3）叶村叶姓，在邑北 25 里。始迁祖为蓝田派叶孟的二世孙叶烹。岁久族蕃，以

姓著其地。叶烹之十九世叶仲高，绩溪教谕。 

（4）梅村叶姓，在邑西 15 里。蓝田派叶孟的二十四世孙叶万一，名从善，赘居于

此。万一的三世孙叶雷，元至正间倡义兵守城御寇，生四子：叶富、宝、亨、贤。后有

叶道富妻汪氏、文茂妻汪氏、世虎妻凌氏、叶盛妻闵氏，均青年守节，乡人称为“四节”。 

（5）官塘叶姓，去县城 20 里。始祖叶时茂，源自蓝田叶孟。至四十七世叶细六生

叶四七，名德绍；德绍生叶文福，为蓝田楼下派，于元至正四年（1344）迁居官塘。叶

文福生一子叶仲良。仲良生二子叶永宗、永积。永宗生二子叶得华、得荣。永积早卒，

长子得芳年才 14，次子得义（善）、三子得亨俱在襁褓。得芳善理财，均分两弟。得华

二子叶彦祺、彦常；得荣三子叶彦端、彦恭、彦忠，兄弟友爱，寿皆 80 有余，被恩赐冠

带。得芳一子叶彦震；得善三子叶彦清、彦明、彦宽；得亨二子叶彦高、彦徵。叶彦忠、

彦宽统率子侄叶昱、鼎等创立宗祠，兴行家规，劝善惩恶，20 多年举家翕然雍睦，教子

业儒业商，别置义田周济孤贫。叶彦震孙叶松早丧，妻仇氏年 27 守节，甘贫养姑，以天

年终。 

歙县叶姓名人很多，如清前期叶陶，字金城，入籍江南青浦，善画山水，技法新奇，

当时堪称一绝。康熙时，内廷传召叶陶作《畅春园》图。康熙帝及后宫妃嫔见了图后无

不称赞，马上传旨，以此图为蓝本，进行造园工程。园造好后，赐叶陶黄金百两，命驿

站送他回江南老家。不久，康熙帝在他返家半途上又降旨召他回宫。叶陶内心深憾画图

造园，使皇家大兴土木，一路郁郁不乐，未到京城，病卒途中。现代文艺理论家叶以群 
（1911-1966），经济学家叶元龙（1897-1967），均是歙县人。 

歙县叶姓也有女性名人，如《清史稿》列女传载歙县人叶氏，清顺治二年（1645），
她与丈夫洪志达避兵，到了浙江淳安郑家村。丈夫被清兵凶杀，她跳崖壮烈而死。淳安

人相传叶氏死后成为神，为她立祠祭奠。  

  2.休宁叶姓，11 支。 

（1）南街叶姓，在邑南城。汉太尉叶尤之后。六传叶望，建安二年渡江，家丹阳。

又六传为叶续，晋行兵都统，为徽州始迁祖。十六传叶斯韶，唐末避黄巢起义再迁于此。

又十六传叶修，江西龙兴省提举，再传叶森，淮东路使；叶芳春，新淦主簿。再传叶瑞，

两浙盐运使；叶龙，主青阳教事，作育人才，著《鲁论发明》四卷，家规十二条。又四

传叶高，叙书数千卷，子叶盛，宣德贡士；叶益早逝，其妇邵氏抚三孤，以贞节闻。五

服兄弟数百人，而才能特出者有叶岳等十人。彭泽书“南阳世家”予以嘉奖，并为之记。

五十四传叶万硕，朴素质直；叶鳌，江西弋府引礼。叶硕之子叶亨，建宗祠，聚祭祀，

建书院教族内子弟。叶亨长子叶伯鸣，山东沂州同知。此支子孙续迁有株村、安其、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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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汪村、山旦，均数百人，而南城为其祖居。在休宁，有古语相传称世族：“未有休宁

县，先有曹、吴、刘、叶。” 

（2）叶村叶姓，在邑西 30 里。先世居浮梁蔡村，传至四十三世叶神仙始迁于此。

四十七世叶彦湛字齐道，浙江解元，侍讲。五十三世叶鼎字仲和，侍读。五十四世叶斌，

国子学正。五十五世叶添佑，有隐德。五十六世叶相如，读书尚义。五十七世叶岩永，

有仁恕。六十世叶显宁；叶虎珍，性刚毅。六十一世叶鹏、廷、义，俱友爱。六十二世

叶文琦、文璧、文瑄、文琳、文瑛、文珉，俱敦义让。 

（3）闵口叶姓，在邑南 30 里。汉丞相师丹之后有师霸，世居江西，为宋丞相，年

老告归，道经休宁油潭，见山川形胜，遂居于此。子师万金，宋理宗淳祐四年（1244）
进士，遂安县尹。三世师逢，四世师六，五世师翼，六世师童、师周奴，七世师泰，俱

厚义未仕。师泰生师丙、师兴。闵口叶元秀之子叶全，无子，只生女云娘，招师兴为婿，

生五子：道、宣、添、锡、桂芳，遂从叶姓。师丙曾孙名为进源亦继叶姓，其后子孙蕃

衍，诗礼相承，代多儒哲。十一世叶进，邑庠生。十四世叶尚文，年至 80 余；叶荣扬，

礼部儒士；叶云梯、天乙，以文艺见称。十五世叶世贤字济美，尚德积善，精通儒医，

好义济贫，有《女科临产须知》《经验秘方》等书行世；叶勋为礼部儒士，叶世泽有儒望，

叶世辉敦厚好礼。十六世叶春芳，少负大志，业儒讲学。 

（4）陪郭叶姓，在邑北隅。五代南唐（937-975）时，因世居浙江湖州笤溪的叶尚

彧为新安教授，迁家于此。十二世叶敏宗，教谕；叶敏成之子叶怀德，生叶神童、相童，

叶相童迁蓝渡。十五世叶观寿、社寿，居城北；叶员寿迁环川；叶音寿、玄寿、仁寿、

华寿、嵩寿，迁朱紫坊；叶众保，迁藕荷也；叶同保，迁渭桥。十六世叶强宗，号留春

轩，编刻世谱。十七世叶思和，沙县丞；叶齐宝，号壶天秋月，名公多有题赠。十九世

叶岩贵，萍乡县簿。 

（5）南街叶姓，失详。 

（6）叶村叶姓，在邑西 30 里。浮梁中书桥侍郎叶珪第三子叶道清，字本湛，在宋

初迁此。四世叶彦湛，解元，侍讲学士。十一世叶鼎，南京翰林侍读学士；叶斌，领乡

荐，国子监学正；叶礼，太学生。十二世叶魁，侍讲学士。此支实与上面的休宁第二支

同祖共源，而自叶礼、叶魁为上支所无，估计后来分派。 

（7）星洲叶姓，在邑南 40 里。始迁祖为休宁龙湾叶宗茂。他在元至正末与汪同协

谋起兵御寇，明初授婺源知州，升饶州知府，著《茂斋集》，以坐事系。长子叶真寿，时

年 19，上书请代，诏嘉其孝，开释宗茂。次子叶诚寿，因其母江氏为人所诬，他上书辨

明，帝见其悃恻，宥免其母罪，旌其门为“忠孝之家”。 

（8）朱村叶姓，在邑南 20 里。元至元年间，南街派叶芳春之三世孙叶子彬始迁于

此。叶子彬之子叶思敬有隐德，其子叶惟春，洪武间为百夫长。惟春四世孙叶永富，乐

义好施。 

（9）水南叶姓。始迁祖叶承楫，唐僖宗（874-888）时自徽州休宁梅林（今属黄山

市区）迁居水南。传至五世叶闱，又名叶伟，生三子，开三门支派。 

（10）叶林秀支派。始迁祖叶林秀，五代后唐明宗长兴（930-933）年间，因官自歙

县黄墩迁居婺源中平，后代分徙休宁陪郭及其它州县。 

（11）叶脩支派。始迁祖叶脩，南宋人，后裔分为旌孝、画锦、嘉善、安岐、龙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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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田六支宗派。 

休宁叶姓在邑中繁衍极盛，地位崇高，名列明天启年间刊刻的《休宁名族志》53 姓

之中。 

3.祁门叶姓，6 支。 

（1）儒学傍叶姓，在邑西。叶良从沙提迁此。后代叶琦，景泰四年（1453）解元，

天顺八年（1464）进士；叶藟，弘治八年（1495）解元，庆远知府；叶贯，涿鹿驿丞；

叶真，监生；叶贤，永丰主簿；叶贽，监生；叶宗春，嘉靖十六年（1537）乡荐。 

（2）西关叶姓，未详。 

（3）石马山叶姓，未详。 

（4）叶村叶姓，未详。 

（5）沙提（一作堤） 叶姓，始迁祖叶楙春，五代时从歙州黄墩（今属安徽黄山市

歙县）迁居祁门沙提，成为一始祖，开宗立派。 

（6）叶家埠叶姓，在邑东隅。先世为苏州人，即吴中叶氏，宋代有叶林，号云崖，

因从学于歙人罗有斋，始迁祁门太尉庙傍，宋理宗宝庆（1225-1227）年间以学行荐为湖

州判，不起，著《云崖集》。其三世叶常，官至两浙都转运司副使。四世叶天应，号水云，

潜心理学，教授乡塾，在邑东辟荒成市，傍溪伐石为埠，架木为桥，济人往来，人们德

之，称为叶家埠，士人题咏，有《古埠录》。天应长子叶原杰，元朝黟县教谕，著《逸菴

遗稿》；次子叶原俊，宋平江等处财赋提举。叶原杰生三子：叶均（醳，王旁），生叶音

保，赘居歙西烟村；叶均玉，生德茂，世居叶家埠；叶均王+秀，生弥祖、佛祖、受祖，

析居高宗坑。叶弥祖号北山，明洪武时灌阳县丞，改羽林卫知事。叶德茂子叶仲斌，永

乐时以耆民至京施药清众，举入太医院，不就。叶仲斌三世叶思远、叶思道，均有隐德，

以医鸣。叶思远子叶景茂，号杏隐，著《杏隐稿》。 

本支叶姓的情况，于其大本营在苏州的吴中叶姓族谱里可以得到印证。吴中叶姓承

接其宋元的盛势，明清时期分支繁多，人口极盛，科举、人才非常兴旺。每派延续，然

而不忘始祖。其族谱包括本地和外迁的支派情况，像科举人才就列有此处的新安派进士

1 人，诸贡 8人。 

4.黟县叶姓，2 支。 

（1）叶村叶姓，在邑东 20 里。始迁祖为唐代处州括苍司马之后叶留，生二子：叶

陈香、文盛，岁久族蕃，以姓著其地，历经宋元，一直富盛。明洪武初叶芳被举入太学，

任永嘉县丞、乐清县尉；叶迪以明经授云南邓州判，升曲靖军民府马龙州知州；叶公器，

宣德时由胄监授北京中军都督府都事；叶侃由胄监授南康府经历；叶椿由胄监授国子监

学录。叶公器裔孙叶文英之子叶祐，砺志读书，贡生。叶祐二子叶参云、联云，继承家

学。 

（2）南山叶村叶姓，即黟县南屏叶姓。始迁祖叶伯禧，元季由祁门县石马山迁居黟

县五都南屏村，或南屏山五都村。二世叶志仁。三世叶思聪。四世叶圭，明成化二年（1466）
岁贡生，历任福建泉州训导、河南卫辉府教授、署辉县、山西太原府岚县知县，有诗选

入《樵宾谷诗选》。后人叶新元，字捷声，号莱仙，清光绪二十年（1894）举人。叶新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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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祖父叶子椿，派名赏登，字殿魁，太学生；父亲叶南松，派名自遂，字寿山，太学生，

例封文林郎，配孙氏。 

    5.婺源叶姓，4 支，均是中平派叶林秀之后。 

（1）中平叶姓，在邑东 70 里。叶徙在唐末黄巢起义时避居歙之黄墩，传三世为叶

林秀，后唐长兴间率兵至婺源御寇，以功授越州司户，因家于此。林秀之三世叶禄，朝

散郎。四世叶时，将仕郎。七世叶立+束，宋太宗太平兴国（976-984）年间应诏，官至

大司空。十世叶禹功，洪州助教。十一世叶林，秀王府郡马。十二世叶蓁，濮王府郡马；

叶蒙，鄱阳教谕；叶晔，总干。十三世叶养直，枢密院判。十八世叶慎己，洪武间任昭

化、四会县丞。 

（2）郎湖叶姓，在邑西 70 里。叶林秀八世孙叶鹏始迁于此。叶鹏子叔辉，宋孝宗

乾道元年（1165）进士，抚州同知。叔辉十六世叶塔贞，输粟助赈，旌表“尚义”。 

（3）外庄叶姓，在邑东百里。宋理宗宝庆（1225-1227）间叶林秀十六世孙叶梦志

始迁于此。梦志侄孙叶孟善，明太祖洪武（1368-1398）间举明经，徽州府教授。梦志九

世叶天爵，号孟斋，弘治八年（1495）解元，联袂成进士，饶州知府；叶天球，号砥斋，

正德九年（1514）二甲八名进士，四川参政；叶天荣，嘉靖七年乡荐。天球子叶份，号

莲峰，嘉靖二年（1523）进士，山东提学副使；叶天彝，以暴疾未婚卒，聘妻江钱娘闻

讣奔丧，奉舅姑，立嗣子，旌表贞女。叶份侄叶茂吉，嘉靖二十五年乡荐。 

（4）牌前叶姓，在邑西百里。宋高宗绍兴二十三年（1153）叶林秀之后叶叔静与弟

叶元涧联第，任通州知州、信州守，孝宗淳熙十五年（1188）奉使饶州，监铁冶于南长

二源，归祭中平，过浇溪，遂卜居为浮梁人。子叶十四，荐授饶州教授；叶伯三，广济

尉；叶千五，建昌佥判；叶三一，上舍释褐。又九世为叶善庆，生七子，宣德八年（1433）
析四子叶景茂、景盛、景昌、景绍居于牌前。叶景绍，邑庠生。本支后代叶孟俊富甲于

乡。叶正俊号种芝居士，著《种芝集》《梳流志》。叶文翰补国学上舍。叶文衡授淮府引

礼舍人。叶文芳授淮府典膳。叶文鼎由贡生授京山县丞。叶文亨有隐德。叶元祁，太学

生。叶春芳，郡学生。叶绍春，从事新安卫。 

从以上叶姓支派分布来看，徽州境内一府六县，除了绩溪县，均有叶姓支派，蔚为

名族。他们从唐代以来就人才渐旺，乃是东汉末年叶望南渡长江以来，子孙隐居江南，

包括徽州在内，休养生息，涵濡文教，经过几代，不懈努力的硕果。 

其实，绩溪也有叶姓居住，因为“徽州所隶之休宁、绩溪、婺源，皆歙县故地所析

置，今三县著姓多叶氏，盖从南阳迁歙，移居尤近，初未越县者也。”①也出过人才。例

如，绩溪县学贡生明永乐时有三人：叶相保，字元善，舒村人，浙江淳安知县；还有叶

兴，叶恕②。只不过以后叶姓人才不显，不如其他徽州县份相对集中而已，这种情况却

也正是绩溪叶姓人口较少，或者叶姓人才出得较少的缘故，使得叶姓在当地难以称为望

族，去跻身于徽州全府范围的望族之列。 

                                    

第二类、源于徽州的叶姓，共 13 支。 

 
① 读洲《叶氏宗谱》卷首，《徽州府歙县考》，木活字，残本，1 册。2006 年 10 月参加“徽州谱牒：家

族与社会国际学术研讨会”，于歙县老街一书店见到。该书源于江西，因得以借抄数条，识此以谢。 

② 道光《徽州府志》卷 9 之四，《选举志·贡生》，第 83 页。 

 11



1.安徽叶姓，2 支。 

（1）由婺源迁居桐城叶家冲的叶姓 

依据桐城青枝堂《叶氏宗谱》，该族先世居婺源。一世祖叶太宝，字章甫，号心田，

生于宋理宗淳祐壬子十二年（1252）二月初二日巳时，卒于元文宗至顺壬申三年（1332）
十月十一日丑时，享寿 81 岁。与妣汪氏合葬叶家冲檀树科，壬山丙向。叶太宝在元末偕

弟太珍、太璧等携家南渡江淮，至棕（枞）阳，爱其风俗淳朴，土壤肥沃，就卜居在桐

城西乡花园坂保，徙居南冲，因为是开创基业的鼻祖，因此命名该地为叶家冲。叶太宝

娶赵氏。继娶汪氏，生子二人：叶和义、叶和顺。 

二世叶和顺，字中和，徙居陶冲口，成为陶冲口始祖。生卒未详。 

叶和义，字建中，号芝山。娶缪氏，生子四：叶毓生、毓士、毓贤、毓才。和义享

寿 70 岁，成为叶家冲始祖。 

三世叶毓生，字乾一，号朝瑞。生于元大德九年（1305），卒于明洪武十七年（1384），
享寿 80 岁。娶罗氏，生子二：叶秀实、叶秀坚。生一女。 

四世叶秀实，字田有，号应世。生于元惠帝元统癸酉元年（1333）九月十二日午时，

卒于明惠帝建文辛巳三年（1401），享寿 69 岁。娶唐氏，生子一：叶元勋。 

叶秀坚，字田丰，号济世。娶周氏，生一女。 

从此，桐城青枝堂叶姓由叶秀实一线蔓延开来，分支立派，渐渐成为桐城巨族。  

（2）由婺源迁居桐城余家冲的叶姓 

始祖唐末五代人叶林秀，世居婺源，传至二十一世叶贵。叶贵在金陵经商，明初由

婺源移居桐城西山余家冲，成为桐城叶氏一世祖，配胡氏。二世祖叶兴，配张氏。三世

祖叶文礼，配王氏。四世祖叶昂，配张氏。五世祖叶茂春，赠资政大夫、礼部尚书，配

胡氏。六世祖叶交，配程氏，继配程氏、王氏。七世祖叶维蕃，明泰昌元年（1620）拔

贡生。八世祖叶绅，崇祯十六年（1643）拔贡生，授河南永城知县，配吴氏、王氏。后

人叶南金，原名邦俊，字恩及，又字章民，号朴园，清光绪十六年（1890）进士。南金

四世祖叶新翘，高祖叶时发。曾祖叶龄丰，配王氏。祖叶淦，候选从九品。父叶钧，监

生，配方氏。这是叶南金的直接世系。而叶贵六世孙叶奕，号桐冈；叶交，号桐墅；叶

奇，号桐麓，析分为三大房。叶奕有二子，又析为二小房。叶交有三子，析为三小房。 

2.江苏叶姓，2 支。 

（1）自歙县迁居苏州的叶姓。 

此是吴中名医叶天士的家族。其先世本出于常州府江阴县叶姓，迁居徽州府歙县。

江阴叶姓明代初年有叶礼，世系无考，据传为宋高宗宰相叶颙的九世孙，字恭安，号振

甫。起先居住武进北孝西乡夏墅（今属常州武进市），不久又迁入安东乡辉龙地村，被本

支族人尊为迁常始祖。叶礼生四子：敬、昶、盛、泰。传至第五世叶祥，自辉龙地村再

迁江阴东叶家桥，为本支始迁祖。清代时有后人叶廷甲，字保堂，号云樵。家有藏书楼

名为水心斋，藏书至五万卷，以表章文献为事。叶廷甲曾在常州龙城书院跟从著名学者

卢文弨学习，与当时常州城内的诸多名士来往，还校勘印发了郡中先贤《杨名时遗集》

《徐霞客游记》等书。道光中叶卒。著《保堂诗集》《水心斋札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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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天士的先世从江阴迁居歙县后，有后裔又从歙县迁居吴门，住在苏州阊门外下塘，

靠近上津桥，世代行医。叶天士之祖叶时，父叶朝采，都以医术闻名。叶天士名桂，字

天士，以字行，号香岩，清吴县人。自幼聪颖好学，继承祖传医学，成为一代吴派名医。

叶天士孙叶堂，字广明、广平，号怀庭。一改业医世家，精音律，独创昆曲叶派唱法，

在江南、扬州影响很大，辑有《纳书楹曲谱》，称为《叶谱》。 

（2）镇江润东严庄叶姓。始祖吴中叶梦得，十数传至叶子良，明季从徽州迁居扬州。

子良子叶梹，再从扬州迁居润州（今江苏镇江市）城东的西严庄，后人尊叶梹为严庄始

迁祖。 

3.从休宁迁居今上海青浦的叶姓，1 支。 

始迁祖叶之奇，原籍休宁县，邑庠生，清初迁居青浦县。后代名人有叶承谟，廪贡

生，曾创修文庙、青溪书院，在乡里口碑很高。叶炳麟，号舍亭，太学生，将自已的大

部分田产捐给振兴书院，还设立义学，资助乡人子弟攻读诗书。炳麟之子叶德鎔，号粹

轩，太学生，议叙八品衔。德鎔子叶百川，字润生，号岱支，清同治元年（1862）恩科

举人。 

4.浙江叶姓，5 支。 

（1）太平叶姓。始迁祖叶俭十，宋代吴中叶梦得五世孙，元末为避兵乱，自歙县蓝

田迁居浙江太平（今浙江台州市温岭市）麻溪，后代又转徙中潭（今湖州市安吉县）、湘

津。后人叶良佩，字敬之，明嘉靖二年（1523）进士，官至刑部郎中。 

   （2）龙游八石叶姓。始迁祖叶玖，南宋自新安迁居龙游八石，开宗立派。 

（3）遂安承凤、开化叶姓。一世祖叶翥，先世是河南人，因官迁居歙县黄墩。历五

世至叶豪，因不满王安石的新法，避地遂安（今属浙江杭州市淳安县）承凤，后来更名

为叶村。叶豪两孙：长孙叶俊，仍居承凤；次孙叶逸，从承凤迁居开化县明连之沧洲。 

（4）由歙县迁居杭州仁和（今杭州市）的叶姓。迁杭始祖叶逢春，号心吾，敕封儒

林郎。娶丁氏、王氏。从歙县迁杭以后，逢春的后代屡中科举，仕宦人才频出，不久，

这支叶姓便成为当地名门望族，以书香传世。 

据顾廷龙主编《清代硃卷集成》所载叶尔恺的履历：杭州府仁和县叶尔恺，号柏皋，

字悌群，光绪十八年（1892）乡试举人。他的太高祖叶文奎，号懋森，因子贵封儒林郎、

翰林院庶吉士、加一级，晋赠朝议大夫、广西思恩府知府。高祖叶藩 ，乾隆庚午科（十

五年，1750）举人，辛未科（十六年）进士，翰林院庶吉士，任江西建昌、陕西蒲城、

同官等县知县，署乾州直隶州知州，任广西太平府明江同知，广东廉州府、思恩府知府，

诰授朝议大夫，晋赠中宪大夫，著《敦怡堂文稿》，配吴氏。曾祖叶之田，岁贡生，平湖

县学训导，配徐氏。祖叶庆暄，道光丁酉科（十七年，1837）举人，甲辰（二十四年）

大挑一等，任河南鄢陵县知县，历署柘城、内乡、泌阳、光山、遂平、固始等县知县，

诰授朝议大夫，配孙氏、徐氏。叶尔恺的父亲叶尔安，附贡生，候选训导，任河南商水

县知县，钦加四品衔。高叔伯祖叶果，武庠生，雍正己酉科（七年，1729）举人，江苏

漕运千总，敕授武略将军；叶经，乾隆壬申恩科（十七年，1752）举人，平阳县教谕；

叶藻，诰封中宪大夫，署四川成都府知府、加一级。 

此支叶姓亦即叶景葵（1874-1949）家族，歙县新州迁杭叶姓。叶景葵，清末进士、

实业家、藏书家，字揆初，号卷盦，别署存晦居士，仁和人。他从小就喜欢读书、藏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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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二甲四十名进士。深受名宦赵尔巽赏识。先是做些地方官，后

以三品实授大清银行正监督。民国转入实业界，曾任汉冶萍公司经理、浙江兴业银行上

海总行董事长等职。晚年因日寇入侵，他推却官私政务，立意搜罗文献，与人创办合众

图书馆，将自己所藏的三万多册图书尽数捐入馆中。他说：“自战事以后，公私书藏，流

转散佚，惨不忍言。余于是有发起私家图书馆之宏愿，誓当为死友保存之”①，可见其

痛恨日寇焚毁中华图书，力保文化载籍的拳拳之心 。 

                                    

叶景葵的先祖叶仰湖在明万历中始迁杭州。数传至叶景葵的六世祖叶藩，号古渠。

景葵的曾祖叶庆暄，号宣三，著《詠兰室诗文钞》。祖叶尔安，号贞甫，廪贡生，商水知

县，署许州直隶知州，嗜金石文字，著《石墨证古》。父叶济，号作舟，光绪举人，郑州

直隶知州，入民国为郑县知县，升开封道尹，妣徐氏，生三子：景葵、景莱、景莘。② 

（5）建德玉华叶姓。这支叶姓居住在今杭州市建德市白岩山下，原称白下里叶，1949

年以后改称新叶。因为白岩山又称玉华山，因而这支叶姓又被称为玉华叶氏。现有八百

多户，只有几户不姓叶。 

在叶氏来到以前，此处是夏姓人的村庄。叶氏从中原随宋室南渡而到徽州，其中一

支又来到浙江。据至今保存完好的《玉华叶氏宗谱》记载，玉华叶氏的始祖是叶坤，原

居寿昌湖岑，宋宁宗嘉定年间至玉华，入赘夏氏。叶坤七八岁时父母双亡，只好投奔此

地娘舅入赘。后来夏家人迁徙，叶氏后人就在这里生根发芽。据宗谱讲，到了 20 世纪末，

玉华叶氏已经繁衍了 30 代，现存最早的是 21 代。
③ 

    5.江西叶姓，2 支。 

（1）丰溪读洲叶姓。始迁祖叶季植，南宋理宗端平（1234-1236）间自歙县东门叶

村迁居永丰（今江西上饶市广丰县）县东永平乡五都读洲。“由先世教授生徒，弦歌不辍，

乡里羡慕，咸称其洲曰读洲云。”④ 

（2）南昌丰城叶姓。始迁祖叶梦周。房祖叶文铭。本支祖叶维泰，邑庠生。远祖叶

国祉，儒士，配吕氏。后人叶传芳，谱名先馥，字桂茂，号静山，清同治元年（1862）
恩科举人。他的四世祖叶正问，配陈氏。高祖叶尚芹，配熊氏、丁氏。曾祖叶德振，配

杨氏。祖叶有云，配杨氏。杨氏青年守节，含辛茹苦抚育儿子。她生性又乐善好施，因

而为乡人所敬仰。传芳之父叶光明，号琼林，太学生，为人恭良谦让，医术高明，常常

帮助乡人看病却不收诊金，因此美名四播。光明对传芳教导非常严格，期望他光耀门楣。

传芳的生母周氏，治家勤俭，对他教导也很严格。传芳在父母苦心调教下终于成人，成

就功名。 

6.湖南龙山叶姓，1 支。 

始祖叶松崖，宋代吴中叶梦得的后代、明浙江盐运使叶仲翔之子，从休宁南门迁居

 
① 叶景葵著、顾廷龙编：《卷盦书跋·抱朴子》，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 年版，第 84 页。 

② 详见顾廷龙：《叶公葵初行状》，《叶景葵杂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年版，第 418 页。 
③ 详见陈志华、楼庆西、李秋香：《新叶村》，重庆出版社，1999 年版，第 16-19 页；李秋香：《浙江新

叶村乡土建筑研究》，《建筑师》第 64 期，第 51-54 页，1995 年 6 月。 
④ 读洲《叶氏宗谱》卷首，《广丰县考·读洲附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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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山（今湖南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龙山县），后代尊他为本宗始祖。后人叶自庄，字肃

廷，号端斋，一号宿亭，清道光元年（1821）乡试举人。叶自庄的高祖叶枝芳，配余氏。

曾祖叶世信，配余氏。祖叶文旸，清乾隆元年（1736）迁居松江府娄县，配黄氏。父有

璋，配王氏。 

三、徽州叶姓与中华姓氏学、宗族史、谱牒学之间的相互关系 

    从以上中华叶姓以及徽州叶姓的基本源流情况，我们可以得到以下有关中华姓氏学、

中国宗族史、中华谱牒学的几点方法论上的认识，并不成熟，仅先供讨论： 

1.中华姓氏学与宗族史、谱牒学的关系 

姓氏与宗族同出一源，一分为二，均与血族群体相关：姓氏为宗族的符号标识，宗

族为姓氏的实体依托，而谱牒则为姓氏、宗族的繁衍发展情况的记录，成为姓氏、宗族

研究必不可少的文献。姓氏、宗族的内容互相重叠，又互有区别，均与谱牒资料有关联，

均需谱牒学研究的成果、方法、手段作为支撑。 

姓氏的范围比宗族的范围要大些，它包括同姓同宗、同姓非同宗的血缘群体，同宗

同姓、异姓的血缘群体，与从真实的血族到虚拟的血族认同，民族认同的提升，都有密

切的关系，着眼在姓氏的源流衍变，而宗族的研究，最注重同姓同宗之族，兼及异姓同

宗之族的组织和运动轨迹，对于同姓异宗之族，异姓异宗之族，除了联宗式的拟血亲关

系，一般就不会那么热心。 

姓氏学的研究离不开谱牒资料，但它仅是提供的一种重要资料和线索，还有其他很

多零星的资料可以佐证，而宗族史研究的资料，谱牒系统的重要性应是远胜于其对于姓

氏学的功用。 

欲要建立客观和科学的中华姓氏学，势必少不了丰富客观的中国宗族史研究，以便

充实姓氏学的内容；同样，欲要得到客观科学的中国宗族史，亦莫疏忽中华姓氏学的大

量成果，而此两者又都需要谱牒资料的文献记载以及谱牒学的基本知识和研究手段。这

三者实际上是互相依存、共同促进的关系，只有在考辨真伪的基础上各取所需，才能达

到较好的研究预期目标。 

相对而言，迄今中国宗族史的学术研究硕果累累，谱牒学的研究也早有起色，而姓

氏学的研究，却一直停留在下里巴人的位置，虽然历代它都有专书记载和研究，也不乏

像清代张澍《姓氏五书》那样的研究巨著，目前也有大众文化的需求和出版之热，却因

其零碎的记载，通俗易懂的内容，提不高学术品位，也未形成从社会文化史角度对其内

涵进行系统的揭示。因此很有必要在日后加强包括在汲取宗族史的研究成果，利用和开

发谱牒的基础上进行系统的学术性探讨，使其真正成为久以成名的“学”，找出其形成、

发展、运动的规律来。 

2. 徽州叶姓与中华叶姓、宗族史、谱牒学之间的相互关系 

第一，徽州叶姓是区域叶姓，是中华叶姓的有机组成部分，它以其特有的文献记载

和留存方式，成为研究中华叶姓流布的重要线索，充实了中华姓氏学的内容，利于中国

宗族史、中华谱牒学的研究，并为姓氏学、宗族史和谱牒学的研究深化提供了重要的例

证。 

徽州叶姓基本上是叶公、叶尤、叶望一线，仅有极少的是他姓的后代，如师丹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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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招赘，仅有休宁叶姓的一半血脉，在姓氏学上完全可以成立，在宗族血统的纯正上

却要打些折扣。徽州叶姓的源流清畅，具体、详实、生动、深化了人们对叶姓血缘群体

运动情况的把握，而徽州千年的谱系递存不断，谱牒资料保存较多，宗族的现存实态也

比较完整，从姓氏的角度进行研讨，往往与从宗族的角度加以研讨，事实上是一致的。

这也是在其他地方很难得的。 

譬如，《新安名族志》的叶姓记载，弥补了对徽州叶姓分布和源流的不足。尽管其取

材主要是谱牒，与地方志记载，如道光《徽州府志》的科举氏族人物等篇章的记载，取

材相同，但地方志关注的重头在一方总体发展的情况，涉及面极广，对姓氏或宗族人物

之间的血缘关系的交代，除了另设氏族志稍微交代多些，一般就不很详细了。 

第二，作为区域的徽州叶姓应在中华叶姓的范围内才能更好地认识其独特的重要地

位，以及其相对的局限性。同样，徽州叶姓的宗族史、谱牒学，也应在中华叶姓的宗族

史、谱牒学范围内，才能更好地地认识其独特的重要性，以及其相对的局限性。 

这其实就是叶姓姓氏、宗族、谱牒研究的局部与全局，具体与整体的关系。我们既

不能以偏概全，以徽州的叶姓情况概览或类比全国叶姓的情况，不去进行全国地域叶姓

的尽可能的比较，如苏州、徽州叶姓在各个方面的比较，也不能忽视叶姓姓氏、宗族、

谱牒之间的联系与相互的影响，包括姓氏与宗族的流动、传承、传播、变异。徽州叶姓

不仅从外部移入，在徽州长久聚居发展起来，而且它也移出徽州，在全国其他地方繁衍

发展，并成为寄在外地的叶姓宗族姓氏，共同壮大徽州叶姓的名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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