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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姓是中华民族的优秀群体，

源远流长， 在中国百大姓排名榜上
居第

24

位，人口
864

万，曾为中华
民族的发展做出过巨大贡献。 在中
国清代以前

13

部史、诗著作中关于
起源的记述如下：

一、史书最早记载为黄帝之后
《世本》是我国第一部记载姓氏

源流的姓氏著作， 原书约在宋代散
佚。清代有钱大昭、王谟等人之数种
辑本。 王谟在其辑本序中说：“欲稍
知先古世系源流，舍《世本》更无考
据。”《世本·氏姓篇》载： “谢，任姓，

黄帝之后。 ”

《国语》是中国最早的一部国别
史著作。 其中《国语·晋语四》有“黄
帝之子二十五宗，其得姓者十四人，

为十二姓（即
12

个胞族）”，后人注：

其中第七为任姓。 任姓出自黄帝少
子禹阳。《世本》还说：“任姓，谢、章、

薛……”此言任姓建有十个国家，其
中第一为谢国。

《急就篇》西汉史游撰，为蒙学
教材。 列单姓

127

个，复姓
3

个，共
130

个姓氏。其中有：“谢内黄”三个
字，为人名。 据《左传》《古今姓氏书
辨证》等所载，相传黄帝有子二十五
人，得十二姓，其中第七为任姓。 黄
帝赐子为姓， 谢氏出于黄帝子族任
姓。 得姓时间为夏王朝以后。

《潜夫论·志氏姓》 东汉王符
撰，详言姓氏之来源演化。 其中
载：“黄帝之子二十五人，班为十二：

姬、酉、祁、己、滕、葳、任、拘、厘、姑、

衣氏也……王季之妃大任， 及谢、

章、昌、采、祝、结、泉、卑、过、狂大
氏，皆任姓也。 ”

以上四部史书的记述， 确定夏
商两朝的谢氏是出于黄帝之后任
姓。 （陈瑞松）

历 史 考 辨

谢姓起源考释（一）

厚重信阳的历史镜头

2014

年
7

月
7

日星期一 首席编辑：程云创意：郑虹质检：臧华电话：

6201407

— 办信阳人爱读的报纸—

刊号：

CN41-0064

邮发代号：

35-35

新闻热线：

13303766110

数字报：

www.xyxww.com.cn

文化周刊

叠
B

书 中 信 阳

信阳历史沿革之建国后篇

信阳专区
信阳在建国初属河南省的信阳

专区和潢川专区。 信阳专区原为
1947

年中原解放区豫皖苏区所属
的第八专区，

1949

年
2

月与第七专
区合并，改称汝南专区，

3

月与桐柏
区的第一、第二专区合并，改称确山
专区，

7

月专员公署迁至信阳市，改
称信阳专区。辖信阳、驻马店

2

市及
信阳、确山、遂平、西平、上蔡、正阳、

新蔡、汝南
8

县。

1950

年将汝南镇
改设汝南市，属信阳专署领导。信阳
专区辖

3

市、

8

县。

1951

年撤销汝南
市，并入汝南县。由汝南县析置平舆
县（驻平舆镇）。 信阳专区辖

2

市、

9

县。

1952

年
10

月，原潢川专区所属
潢川、息县、固始、商城、新县、光山、

罗山、淮滨（驻乌龙集）

8

县划入信
阳专区。 撤销信阳市，改为信阳镇，

划归信阳县；撤销驻马店市，改为驻
马店镇， 划归确山县。 信阳专区辖
17

县
2

镇。

1953

年，信阳、驻马店
2

镇改设为信阳、驻马店
2

市，划归信
阳专署领导。 辖

2

市、

17

县。

1958

年撤销驻马店市，原驻马
店市改设为镇，并入确山县。信阳专
区辖

1

市、

17

县。

1960

年撤销信阳
县，并入信阳市；撤销淮滨县，并入

息县、 固始
2

县。 信阳专区辖
1

市、

15

县。

1961

年恢复信阳县
（驻平桥）。 信阳专区辖

1

市、

16

县。

1962

年恢复淮滨县（驻淮
滨镇，即原乌龙镇）。信阳专区辖
1

市、

17

县。

1965

年分出确山、遂
平、西平、上蔡、汝南、平舆、正阳、

新蔡
8

县，另立驻马店专区。信阳专

区辖
1

市、

9

县。

1970

年信阳专区改
称信阳地区，地区驻信阳市。辖信阳
市及信阳（驻平桥）、息县、固始、潢
川、新县、罗山、淮滨、商城、光山

9

县。

潢川专区
潢川专区原为中原解放区鄂豫

区所属的一专区和二专区，

1949

年

合并为潢川专区，专署驻潢川县。辖
潢川、光山、新县（原经扶县改称）、

商城、固始、罗山、息县
7

县。

1952

年由固始、潢川、息县
3

县析置淮滨
县（驻乌龙集）。 同年，撤销潢川专
区，原潢川专区所属潢川、光山、新
县、商城、固始、罗山、息县、淮滨

8

县并入信阳专区。

信阳市
1998

年
6

月
9

日， 经国务院批
准：（

1

）撤销信阳地区和县级信阳市、信
阳县，设立地级信阳市。（

2

）信阳市设立
河区、平桥区。 （

3

）信阳市辖原信阳
地区的罗山县、光山县、新县、商城
县、固始县、潢川县、淮滨县、息县和
新设立的河区、平桥区。 （边际）

楚 韵 汉 风

信阳风俗民情·服饰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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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与田园

信阳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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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
50

年代后期， 学生
装、列宁装、工作服比较流行，女
子穿裙者普遍。 “文革”时期，不论
男女，均以着草绿色军装为时尚，

男性工作人员多穿中山装。

80

年
代以来， 穿着趋向时装化、 流行
化、性别化，化纤布料代替了土棉
布。

90

年代以后， 衣着逐渐成衣
化，春夏秋冬，内外长短，各不相

同。 公薪人员多着军干服、西服、

休闲装、套装，西装革履，完全与
国际接轨， 且已失去戴帽习俗，

青年学生流行穿运动鞋、 运动
服及牛仔服、

T

恤衫、 皮夹克、

皮外套， 冬季彻底放弃棉衣棉
裤，取而代之的是各种毛衣、保
暖内衣；女性成衣花样翻新，每年
都有流行色、 流行款式及流行面

料，以着褂为例，面料由棉过渡到
尼龙、高弹丝再到纯棉，女性用褂
从普通型到筒褂裙褂再到超短
褂，且时尚烫发、染色、美容、修
甲、穿高跟鞋、筒子靴。 服装色样
的丰富多彩， 反映了人们物质生
活水平的提高和审美情趣的变
化。

（据《信阳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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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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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信师师
生和各界群众欢庆抗
战胜利。

（资料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