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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信發 

中央大學榮譽教授 

關鍵詞： 

姓名、規範字、簡化字、傳承字、繁體字 

摘  要： 

  中共簡化字除形取簡易，又其規範二、三字為一字，或以同音字代某字，或

以俗字兼二字，與傳承字雅不相契，致以規範字求諸歷史人物之姓氏人名，勢多

渾淆，不免錯亂。為此，中共 2000年 10月 31日公令國家通用語言法，說以姓

氏中之異體字，可保留或使用繁體字、異體字。所謂繁體字，即自來傳承字，亦

即此地之正體字。於焉，本文以《中國人名大辭典》為主，旁及《通志‧氏族略》、

《百家姓考略》等，攷究姓氏人名，數踰四萬餘，覈以繁、簡字，諦知其闕失待

補有四： 

一、本為二字（或一字之異體），分別表姓，且各用於名字，而簡化字併二

字為一字，且定為規範字，以致相渾不明。 

云、雲／云  后、後／后  谷、穀／谷  岳、嶽／岳 

二、本為二字（或一字之異體），其一表姓，其一不表姓，且各用於名字，

而簡化字併二字為一字，又定非姓之字為規範字，以致相亂不分。 

丰、豐／丰  叶、葉／叶  虫、蟲／虫  准、準／准 

三、本為二字（或一字之異體），分別表姓，且各用於名字，而簡化字別取

新造之字為規範字，以致相雜不辨。 

鍾、鐘／鈡  寧、甯／宁 

四、本為二字（或一字之異體），分別用於名字，而簡化字併二字為一字，

且定為規範字，以致相糾不解。 

几、幾／几  昆、崑／昆  御、禦／御  注、註／注 

 

結以本文之撰，當可指陳中共規範字對歷代姓氏人名用字之闕失，亟待增補者，

凡百有壹拾餘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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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 言 

  中共簡化字選形多耑，或取小篆從之作「从」，或取棄之古文作「弃」，或取

俠之隷化作「侠」，或取長之草書楷化作「长」，或取俗字塵作「尘」，或以閑兼

「閒」，或併豐於「丰」，或合鬥於「斗」，或取兒之注音符號而作「儿」，或別造

形聲字之毕為「畢」、窜為「竄」，凡此等類，不一而足，以致與傳承字頗多不契，

無以承繼，而姓氏人名承之於昔，嚴於分際，不容稍貸，故以今之規範字，求諸

昔之姓氏人名，自多非是，難以周全，故渾淆者有之，謬誤者有之。於焉中共公

令姓氏人名用字，可用繁體字、異體字1。 

 

貳﹑姓名用字之闕失補實 

  有關姓氏人名用字，近年中共未嘗不關注，如其以「升」為規範字，「昇」、

「陞」為其異體，今其《通用规范汉字表》附件 1 已注「昇：可用于姓氏人名」、

「陞：可用于姓氏人名、地名」，即可知其一斑，然為數至少，即使益以迺、椏、

耑、鉅、甯、颺、麴、仝、甦、邨、氾、堃、犇、龢、訢、逕、線、釐、鍾、絜、

喆、祕、頫、貲、叚、勣、菉、淼、谿、筦、澂、吒等字，亦僅三十四，顯屬不

足，難濟其事，渾淆仍然，譌誤不鮮。 

  姓氏人名，由來已久，欲釐清正確用字，須全面檢視，方得其實，是故本文

以《中國人名大辭典》2為主，旁及《通志‧氏姓略》3、《百家姓考略》4等，博

采眾搜，數踰四萬，覈以繁、簡字之比對，知其闕失待補有四，舉例於下： 

 

一、本為二字（或一字之異體），分別表姓，且各用於名字，而簡化字併二字為

一字，且定為規範字，以致相渾不明。 
 

1.丑、醜／丑（符號「／」前為傳承字，符號「／」後為中共規範字。下同） 

丑姓：南齊有丑千，明有丑閭等。 

以丑為名：春秋魯有逢丑父，戰國有張丑，宋有李丑父等。 

醜姓：見《集韻》。 

以醜為名：戰國燕有周醜，漢有文醜，後魏有盧醜，隋有楊伯醜，唐有穆醜

善等。 

2.乃、迺／乃 

                                                      
1 2000年 10月 31日對岸通過《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該法第十七條，原文為：本章有关规定

中，有下列情形的，可以保留或使用繁体字、异体字：（一）文物古迹；（二）姓氏中的异体字；

（三）书法、篆刻等艺术作品；（四）题词和招牌的手书字；（五）出版、教学、研究中需要使

用的；（六）经国务院有关部门批准的特殊情況。 
2 臺北市：臺灣商務印書館股份公司。民國 79 年 12 月增補臺 5 版。 
3 鄭樵：《通志》，臺北市：臺灣商務印書館。民國 57 年 3 月臺一版。 
4 王相：《百家姓考略》，北京市：中國書店。1994 年 5 月第 2 次印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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乃姓：元有乃燕、乃顏、乃蠻台等。 

以乃為名：清有許乃穀。 

迺姓：元有迺賢、迺穆泰，明有迺安等。 

以迺為名：唐有劉迺。 

3.于、於／于 

于姓：漢有于定國、于吉，三國魏有于禁，唐有于志寧，明有于謙、于慎行，

清有于可託、于準、于成龍等。 

於姓：漢有於單，宋有於清言，明有於仲完、於惟一、於敖、於顯等。 

以於為名：春秋楚有鬬穀於菟，梁有庾於陵等。 

4.云、雲／云 

云姓：漢有云敞。 

以云為名：宋有蒲云，清有翟云升等。 

雲姓：隋有雲定興，唐有雲朝霞，宋有雲景龍，明有雲名山等。 

以雲為名：漢有朱雲，蜀漢有趙雲，後魏有爨雲，後燕有高雲，唐有孟雲卿，

宋有邵雲、岳雲，元有貫雲石，明有伍雲，清有丁雲鵬等。 

5.余、餘／余 

余姓：宋有余端禮，明有余志、余祚徵，清有余蕭客等。 

以余為名：漢有馬余，明有石余享等。 

餘姓：後燕有餘嵩、餘蔚、餘巖等。 

以餘為名：春秋晉有屠餘，秦有陳餘，漢有劉餘祐，蜀漢有李餘，唐有裴子

餘，宋有呂餘慶，元有王餘慶，明有徐慶餘，清有王餘佑等。 

6.仙、僊／仙 

仙姓：宋有仙立、仙仲友、仙源明，明有仙豸、仙克謹、仙時忠，清有仙鶴

林等。 

以仙為名：唐有王仙柯，宋有王仙，金有武仙，明有蘇仙公等。 

僊姓：見《萬姓統譜》引《姓苑》。 

以僊為名：後蜀有楊僊公，元有葉僊鼐，清有尹芝僊等。 

7.仝、同／仝 

仝姓：明有仝祉、仝演、仝兟、仝敬等。 

以仝為名：唐有盧仝，後梁有關仝等。 

同姓：唐有同谷，元有同恕等。 

以同為名：宋有林同，明有劉同升、道同、詹同，清有翁同龢、管同等。 

8.优、優／优 

优姓：見《全國姓氏要覽》5。 

優姓：春秋楚有優施，晉有優旃，秦有優孟等。 

以優為名：漢有劉優。 

9.修、脩／修 

                                                      
5 內政部戶政司編輯：《全國姓氏要覽》（臺北市：內政部戶政司），民國 96 年 8 月初版一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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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姓：漢有修羊公。 

以修為名：漢有楊修，宋有潘修、歐陽修，明有鄔修、楊所修，清有馮成修

等。 

脩姓：漢有脩炳。 

以脩為名：漢有彭脩、萬脩、陽成脩，晉有解脩、滕脩，清有顧脩等。 

10.党、黨／党 

党姓：宋有党仲昇、党進，金有党懷英，明有党國柱，清有党成、党湛等。 

黨姓：明有黨茂、黨威、黨還純，清有黨崇雅等。按作姓應念ㄓㄤˇ。 

以黨為名：漢有郝黨，宋有徐無黨，明有南黨等。按作名應念ㄉㄤˇ。 

11.厘、釐／厘 

厘姓：見《路史》。中共簡化字本以「厘」假代為釐姓，今已規定可用于姓

氏人名，讀 xī（見《通用规范汉字表》附件 1 注6）。 

釐姓：春秋有釐負羈，後秦有釐豔等。 

以釐為名：戰國有禽滑釐。 

12.台、臺／台 

台姓：明有台元。 

以台為名：漢有呂台，晉有狙台之，隋有句台符，宋有尤台，明有陳天台，

清有劉台拱等。 

臺姓：五代吳有臺濛，宋有臺烹等。 

以臺為名：北周有梁臺，唐有樂臺，宋有趙樣臺，明有劉臺，清有黃金臺等。 

13.后、後／后 

后姓：漢有后蒼，明有后能等。 

後姓：唐有後錦，五代有後贊，明有後敏，清有後祺等。 

以後為名：明有石後。 

14.回、迴／回 

回姓：明有回續。 

以回為名：晉有陶回，南朝宋有黃回等。 

迴姓：見《全國姓氏要覽》。 

以迴為名：後蜀有歐陽迴。 

15.岩、巖／岩 

岩姓：見《全國姓氏要覽》。 

以岩為名：宋有史岩之。 

巖姓：明有巖澂。 

以巖為名：後燕有餘巖，南齊有趙僧巖，北周有蕭巖，唐有張士巖、姚巖傑，

後梁有趙巖，後晉有卓巖明、劉景巖，五代吳有王居巖，宋有陳

                                                      
6 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部、國家語言文字工作委員會：《通用规范汉字表》，2013 年 6 月 5 日頒

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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巖先、凌巖，遼有蕭巖壽，金有趙雲巖、張巖叟，元有洪巖虎、

傅起巖，明有崔巖、傅巖，清有程巖、劉巖等。 

16.岳、嶽／岳 

岳姓：宋有岳飛、岳雲，明有岳薦，清有岳鍾琪、岳禮等。 

以岳為名：三國魏有徐岳，晉有姚岳，梁有宗岳，唐有陳岳，宋有華岳，明

有倪岳，清有曾岳等。 

嶽姓：明有嶽崇、嶽思忠等。 

以嶽為名：晉有鄧嶽，後魏有抱嶽，宋有鍾嶽，明有吳嶽，清有強嶽立、毛

嶽生等。 

17.干、幹／干 

干姓：春秋有干將，東晉有干寶，唐有干彥思，明有干桂等。 

以干為名：後魏有賀狄干，後蜀有楊干度，唐有方干等。 

幹姓：宋有幹沖，元有幹欒等。 

以幹為名：漢有高幹、晉有司馬幹，後魏有元幹，隋有賀婁子幹，唐有楊德

幹，宋有練幹譽，遼有蕭幹，金有完顏宗幹，元有黃夢幹，明有

朱懷幹，清有侈朝幹等。 

18.乾／干 

乾姓：唐有乾彥思。 

以乾為名：漢有符乾仁，蜀漢有孫乾，北周有楊乾運，北齊有高乾，南唐有

郭乾暉，宋有夏乾錫，明有王體乾，清有涂乾吾等。 

19.庄、莊／庄 

庄姓：見《全國姓氏要覽》。 

莊姓：戰國有莊周，明有莊昇、莊鑑等。 

以莊為名：晉有翟莊，前蜀有韋莊，宋有陳以莊，明有董子莊等。 

20.升、昇／升 

升姓：見《萬姓統譜》引《姓苑》。 

以升為名：漢有張升、劉德升，後魏有王升，宋有陳升之、沈時升，遼陳升，

明有馬升階、唐時升，清有毛升芳、彭紹升等。 

昇姓：明有昇元中。中共《通用规范汉字表》附件 1 已注「昇」可用于姓氏

人名。 

以昇為名：南齊沈有昇之，北齊有李祖昇，唐有梁昇卿、楊昇，前蜀有李昇，

宋有高昇大、蒲永昇，元有王景昇、單仲昇，明有徐昇泰、崔克

昇，清有胡昇猷、尚維昇等。 

21.异、異／异 

异姓：《萬姓統譜》引《姓苑》。按作姓應念丨ˊ。 

以异為名：隋有楊异，唐有程异，宋有樓异等。 

異姓：唐有異牟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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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異為名：漢有馮異，陳有留異，隋有楊異，唐有馬異，宋有曾三異、鄒異，

元有黃異等。 

22.強、彊／強 

強姓：宋有強至，遼有強棠古，金有強伸，元有強珇，明有強珍，清有強嶽

立等。 

以強為名：漢有田強，北齊有陽辟強，宋有劉強學等。 

彊姓：漢有彊華，蜀漢有彊端，宋有彊霓等。 

以彊為名：漢有靳彊、劉彊，宋有周必彊等。 

23.征、徵／征 

征姓：宋有征集。 

以征為名：南朝宋有韋祖征，宋有潘彙征等。 

徵姓：漢有徵側、徵貳，三國吳有徵崇等。 

以徵為名：商有理徵，春秋陳有夏徵舒，漢有徐徵，後魏有董徵，隋有蔡徵，

唐有沈徵、魏徵，後唐有竇夢徵，五代吳有袁徵，宋有伊審徵，

元有申屠徵，明有文徵明、鐵祚徵，清有胡獻徵、勞徵等。 

24.斗、鬥、鬭／斗 

斗姓：宋有斗葢。 

以斗為名：戰國齊有王斗，宋有歐陽斗南，金有梁斗南，元有汪夢斗、陳斗

龍，明有左光斗、高斗垣、鄒元斗、閻生斗，清有連斗山、樊夢

斗等。 

鬥姓：見《全國姓氏要覽》。 

鬭姓：春秋楚有鬭伯比、鬭克黃、鬭成然、鬭辛、鬭宜申、鬭椒、鬭穀於菟

等。 

25.曲、麴／曲 

曲姓：宋有曲珍，元有曲樞，明有曲銳等。 

麴姓：漢有麴演、麴義，晉有麴允，北朝齊有麴珍，隋有麴伯雅，唐有麴文

泰、趜信陵，麴瞻，明有麴祥等。中共《通用规范汉字表》附件 1 已

注「麴」可用于姓氏人名。 

26.朮、術／朮 

朮姓：見《全國姓氏要覽》。 

以朮為名：遼有耶律朮者、蕭朮哲等。 

術姓：見《萬姓統譜》引《姓苑》。 

以術為名：漢有袁術，蜀漢有陳術等。 

27.朴、樸／朴 

朴姓：元有朴不花，明有朴素等。 

以朴為名：唐有朱朴、周朴，宋有种朴、歐陽朴，遼有刑抱朴、蕭朴，元有

董朴，明有郭朴、鄒朴等。 

樸姓：見《全國姓氏要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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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樸為名：宋有倪樸、張樸，元有白樸、楊樸，明有丘懋樸、夏尚樸、游樸，

清有王又樸、馬樸臣等。 

28.机、機／机 

机姓：見《全國姓氏要覽》。 

機姓：見《全國姓氏要覽》。 

以機為名：梁有蕭機，後魏有楊機，宋有曾機、黃機、婁機，元有雷機、呂

機，明有劉機、思機龍等。 

29.松、鬆／松 

松姓：隋有松贇，明有松冕，清有松壽、松筠等。 

以松為名：宋有饒松、俞松，清有錢松等。 

鬆姓：見《全國姓氏要覽》。 

30.柏、栢／柏 

柏姓：春秋有柏常騫，戰國有柏直，唐有柏良器，元有柏子庭，明有柏叢桂，

清有柏古、柏盟等。 

以柏為名：元有袁柏。 

栢姓：見《全國姓氏要覽》。 

31.涂、塗／涂 

涂姓：明有涂杰、涂幾，清有涂乾吾、涂岫等。 

塗姓：漢有塗惲，唐有塗定辭，宋有塗近正，元有塗濟亨、塗謙，明有塗時

相、塗榮臺等。 

以塗為名：春秋衛有復塗禎，金有耶律．塗山等。 

32.游、遊／游 

游姓：春秋鄭有游吉、游皈，後魏有游明根，隋有游元，宋有游九功、游汶、

游酢，明有游明、游樸等。 

以游為名：漢有馬少游，北周有沈君游，唐有傅游藝、鄒游，宋有秦少游、

郭游卿、陸游，元有胡天游，明有汪游龍、孫如游等。 

遊姓：三國魏有遊述。 

以遊為名：晉有崔遊，南唐有李景遊、徐遊等。 

33.發、髮／發 

發姓：漢有發根。 

以發為名：漢有崔發，唐有楊發，宋有馬發、趙卯發，明有萬發祥，清有周

長發等。 

髮姓：漢有髮福。 

以髮為名：民國有李金髮。 

34.秘、祕／秘 

秘姓：見《全國姓氏要覽》。 

祕姓：秦有祕宣，漢有祕彭祖等。中共《通用规范汉字表》附件 1 已注「祕」

可用于姓氏人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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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祕為名：清有儲祕書。 

35.种、種／种 

种姓：漢有种劭，宋有种古、种放、种朴，明有种雲龍等。 

以种為名：晉有阮种。 

種姓：見《萬姓統譜》引《姓苑》。 

以種為名：春秋越有文種，漢有袁種，陳有張種，明有黃種等。 

36.管、筦／管 

管姓：春秋齊有管仲，漢有管少卿，三國魏有管輅、管寧，唐有管萬敵，宋

有管湛、管師復，元有管道昇，明有管志道，清有管同、管嗣復等。 

筦姓：漢有筦路。中共《通用规范汉字表》附件 1 已注「筦」可用于姓氏人

名。 

37.系、係／系 

系姓：戰國楚有系益，唐有系謹等。 

係姓：見《萬姓統譜》引《姓苑》。 

以係為名：南齊有韓係伯。 

38.舍、捨／舍 

舍姓：清有舍棱。 

以舍為名：春秋晉有周舍，漢有陶舍等。 

捨姓：明有捨敬。 

以捨為名：梁有周捨。 

39.范、範／范 

范姓：晉有范甯，梁有范雲，唐有范瓊，宋有范仲淹，明有范寧等。 

以范為名：宋有趙范，明有安希范，清有徐一范等。 

範姓：漢有範依，宋有範昱等。 

以範為名：三國吳有吳範，晉有王範，梁有蕭範，唐有柳範，宋有帥範、劉

範，元有張弘範，明有洪範等。 

40.藤、籐／藤 

藤姓：明有藤文澤。 

籐姓：見《全國姓氏要覽》。 

41.谷、穀／谷 

谷姓：漢有谷永，三國吳有谷利，晉有谷儉，唐有谷從政，元有谷廷珪，明

有谷大用，清有谷應泰等。 

以谷為名：宋有牟谷、孫谷、張若谷，遼有耶律谷欲，金有鄒谷，元有史春

谷，清有章谷、黃谷等。 

穀姓：漢有穀思。 

以穀為名：春秋楚有蒙穀，後蜀有韋穀，宋有李穀、尹穀、陶穀，明有董穀、

高穀、梁穀，清有孫穀、田嘉穀等。 

42.郁、鬱／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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郁姓：宋有郁藻、郁繼善，明有郁文博、郁綸，清有郁植、郁禮等。 

以郁為名：漢有習郁，晉有邴郁，唐有終郁，後唐有馬郁，宋有都郁，元有

齊文郁，明有李文郁等。 

鬱姓：上古有鬱華、鬱林，明有鬱讓等。 

以鬱為名：宋有李鬱，金有王鬱等。 

43.針、鍼／針 

針姓：明有針惠。 

鍼姓：周有鍼子。 

以鍼為名：春秋晉有欒鍼，清有李鍼等。 

44.鑒、鑑／鑒 

鑒姓：見《路史》。 

以鑒為名：晉有郗鑒，後魏有崔鑒，北齊有平鑒，唐有韋鑒，明有王鑒之，

清有朱彝鑒等。 

鑑姓：見《萬姓統譜》引《姓苑》。 

以鑑為名：南齊有蕭鑑，宋有朱鑑、盧鑑，金有趙鑑，元有曹鑑、繆鑑，明

有崔鑑、徐鑑亨、潘鑑，清有上官鑑、史鑑宗、朱秉鑑、潘是鑑

等。 

45.閑、閒／閑 

閑姓：見《全國姓氏要覽》。 

以閑為名：南齊有陸閑，唐有高閑，宋有魏閑，清有周閑等。 

閒姓：漢有閒忌。 

以閒為名：戰國燕有樂閒，明有馬閒卿等。 

 

揆諸上例，姓氏人名用字，各有所專，不可相渾。如中共規範雲為「云」，則雲

姓消失，悉誤為「云」，又以雲為名者，將並誤為「云」。是故醜、迺、於、雲、

餘、僊、同、優、脩、黨、釐、臺、後、迴、巖、嶽、幹、乾、莊、昇、異、彊、

徵、鬥、鬭、麴、術、樸、機、鬆、栢、塗、遊、髮、祕、種、筦、係、捨、範、

籐、穀、鬱、鍼、鑑、閒等字須分別析出，以解其紛。 

 

二、本為二字（或一字之異體），其一表姓，其一不表姓，且各用於名字，而簡

化字併二字為一字，又定非姓之字為規範字，以致相亂不分。 
 

1.傑／杰 

傑姓：清有傑書、傑殷等。 

以傑為名：劉宋有丘傑，北齊有堯傑，北周有王傑，唐有李傑、林傑、姚巖

傑、狄仁傑，宋有郝傑、康傑，明有艾傑、馬傑、張傑，清有刑

傑、魏世傑等。 

杰姓：杰，非姓。中共規範字以「杰」假代為傑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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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杰為名：明有孫杰、涂杰、郝杰、都杰，清有丁杰、王杰、陳杰、鄭杰等。 

2.僕／仆 

僕姓：春秋楚有僕析父、鄭有僕展，漢有僕朋，金有僕散端等。 

以僕為名：漢有楊僕、彌僕，南宋有王僕，明有王樸，清有李僕、汪僕等。 

仆姓：仆，非姓。中共規範字以「仆」假代為僕。 

3.啟／启 

啟姓：見《全國姓氏要覽》。 

以啟為名：夏有夏啟，唐有房啟，宋有范啟，元有曹伯啟、榮啟期，明有高

啟、聞啟祥，清有金啟、程學啟等。 

启姓：启，非姓。中共規範字以「启」假代為啟姓。 

4.幾／几 

幾姓：見《通志‧氏族略》。 

以幾為名：漢有利幾，唐有劉知幾，宋有曾幾、魏幾、晏幾道，明有涂幾，

清有魏幾等。 

几姓：几，非姓。中共規範字以「几」假代為幾姓。 

以几為名：後魏有李几，宋有劉几等。 

5.復／复 

復姓：春秋衛有復塗禎，明有復揭清等。 

以復為名：漢有賈復，後周有張可復，唐有王魯復、房孺復，宋有季幾復、

晏敦復，元有陶復亨、黃復圭，明有徐復祚、端復初，清有焦復

亨、楊復吉等。 

复姓：复，非姓。中共規範字以「复」假代為復姓。 

以复為名：宋有章复。 

6.據／据 

據姓：明有據成。 

以據為名：春秋晉有梁丘據，漢有劉據，三國吳有朱據、呂據，晉有棗據，

前涼有常據等。 

据姓：据，非姓。中共規範字以「据」假代為據姓。 

7.歷／历 

歷姓：見《全國姓氏要覽》。 

以歷為名：明有來歷。 

历姓：历，非姓。中共規範字以「历」假代為歷姓。 

8.氾、汎／泛 

氾姓：漢有氾勝之，晉有氾騰，前涼有氾瑗、氾褘、氾毓等。 

以氾為名：三國吳有虞氾，後漢有郭氾等。 

以汎為名：漢有費汎。 

泛姓：泛，非姓。中共規範字本以「泛」假代為氾姓，今已規定「氾」可用

于姓氏人名，讀 fán（ㄈㄢˊ）（見《通用规范汉字表》附件 1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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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準／准 

準姓：見《萬姓統譜》引《姓苑》。 

以準為名：晉有何準、袁準，前趙有靳準，唐有凌準、庾準，宋有寇準，元

有韓準，明有范準，清有周準、湯準等。 

准姓：准，非姓。中共規範字以「准」假代為準姓。 

以准為名：梁有傅准。 

10.無／无 

無姓：上古有無擇，戰國越有無彊，清有無疆等。 

以無為名：春秋有費無極、賓須無、棠無咎，戰國有徐無鬼、魏有魏無忌，

漢有須無，唐有長孫無忌，清有楊無咎等。 

无姓：无，非姓。中共規範字以「无」假代為無姓。 

以无為名：宋有楊无咎，明有褚无量等。 

11.獲／获 

獲姓：見《萬姓統譜》引《姓苑》。 

以獲為名：春秋宋有猛獲、春秋陳有賈獲，戰國秦有烏獲，漢有高獲，明有

湯獲等。 

获姓：获，非姓。中共規範字以「获」假代為獲姓。 

12.築／筑 

築姓：明有築應祥。 

筑姓：筑，非姓。中共規範字以「筑」假代為築姓。 

13.線／綫 

線姓：元有線榮，明有線補袞，清有線國安等。 

綫姓：綫，非姓。中共規範字以「綫」假代為線姓，今已規定「線」可用于

姓氏人名（見《通用规范汉字表》附件 1 注）。 

14.緜／綿 

緜姓：春秋有緜駒，清有緜恀、緜億等。 

以緜為名：南朝宋有秦緜。 

綿姓：綿，非姓。中共規範字以「綿」假代為緜姓。 

15.聖／圣 

聖姓：見《萬姓統譜》引《姓苑》。 

以聖為名：清有姚啟聖。 

圣姓：圣，非姓。中共規範字以「圣」假代為聖姓。 

16.葉／叶 

葉姓：宋有葉適、葉隆禮，元有葉僊鼐，明有葉昇、葉子雲，清有葉佩蓀、

葉承勳等。 

叶姓：叶，非姓。中共規範字以「叶」假代為葉姓。 

以叶為名：清有童叶庚。 

17.薦／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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薦姓：見《萬姓統譜》。引《姓苑》。 

以薦為名：唐有張薦，宋有陳薦、葉薦、虞薦發，元有鄧光薦，明有岳薦、

陳薦夫等。 

荐姓：荐，非姓。中共規範字以「荐」假代為薦姓。 

以荐為名：北周有楊荐。 

18.藉／借 

藉姓：春秋鄭有藉（音ㄐ丨ˊ）琰。 

借姓：借，非姓。中共規範字以「借」假代為藉姓。 

19.蟲／虫 

蟲姓：漢有蟲達。 

以蟲為名：南齊有梅蟲兒。 

虫姓：虫，非姓。中共規範字以「虫」假代為蟲姓。 

20.谿／溪 

谿姓：春秋有谿子陽。 

溪姓：溪，非姓。中共規範字本以「溪」假代為谿姓，今已規定「谿」可用

于姓氏人名（見《通用规范汉字表》附件 1 注）。 

21.豐／丰 

豐姓：宋有豐坊、豐稷，明有豐熙等。 

以豐為名：春秋魯有申豐，漢有栗豐，晉有鄭豐，南齊有續豐，北齊有劉豐，

宋有鞏豐、方豐之，清有孫至豐、趙爾豐等。 

丰姓：丰，非姓。中共規範字以「丰」假代為豐姓。 

以丰為名：宋有曾丰、張三丰，明有謝丰等。 

22.適／适 

適姓：見《萬姓統譜》引《姓苑》。 

以適為名：三國魏有和適，唐有王適、李適之、高適，宋有區適、嵇適、萬

適，明有孫適、張適等。 

适姓：适，非姓。中共規範字以「适」假代為適姓。 

23.錄／录 

錄姓：上古有錄圖。 

以錄為名：明有馬錄、王家錄，清有馬符錄、王承錄等。 

录姓：录，非姓。中共規範字以「录」假代為錄姓。 

24.隸／隶 

隸姓：黃帝時有隸道，漢有隸延之等。 

隶姓：隶，非姓。中共規範字以「隶」假代為隸姓。 

25.鞏／巩 

鞏姓：漢有鞏伋，宋有鞏信、鞏豐，元有鞏彥暉，明有鞏珍，清有鞏祚、鞏

建豐等。 

以鞏為名：唐有竇鞏，宋有王鞏、曾鞏、沈鞏，明有黃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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巩姓：巩，非姓。中共規範字以「巩」假代為鞏姓。 

 

揆諸上例，姓氏人名用字，各有所專，不容假代。如中共規範豐為「丰」，則豐

姓見廢，悉改為「丰」，又以豐為名者，將並謬為「丰」。是故傑、僕、啟、幾、

復、據、歷、氾、汎、準、無、獲、築、線、緜、聖、葉、薦、藉、蟲、谿、豐、

適、錄、隸、鞏等字須還其本初，以副其實。 

 

三、本為二字（或一字之異體），分別表姓，且各用於名字，而簡化字別取新造

之字為規範字，以致相雜不辨。 
 

1.寧、甯／宁 

寧姓：春秋齊有寧戚，戰國趙有寧越，漢有寧成等。 

以寧為名：三國吳有甘寧，宋有李寧、胡寧，金有燕寧，明有芮寧、許寧、

范寧、錢寧，清有董以寧等。 

甯姓：春秋衛有甯俞、甯喜，漢有甯壽，唐有甯純，宋有甯時鳳，元有甯玉、

甯猪狗，明有甯正、甯安慶、甯杲，清有甯完我、甯汯等。中共《通

用规范汉字表》附件 1 已注「甯」可用于姓氏人名。 

以甯為名：晉有范甯。 

宁姓：宁，非姓。中共簡化字以「宁」假代為寧、甯二姓。 

以宁為名：明有盧宁忠。 

 

2.鍾、鐘／鈡 

鍾姓：春秋楚有鍾期、鍾儀，三國魏有鍾繇，梁有鍾嶸，唐有鍾馗，宋有鍾

嶽，明有鍾禮，清有鍾懷等。中共《通用规范汉字表》附件 1 已注「鍾」

可用于姓氏人名。 

以鍾為名：漢有孫鍾，宋有范鍾，明有黃鍾，清有胡鍾等。 

鐘姓：見《萬姓統譜》引《姓苑》。 

以鐘為名：宋有黃鐘，清有王佩鐘、汪士鐘等。 

鈡姓：鈡，非姓。中共簡化字以「鈡」假代為鍾、鐘二姓。 

 

揆諸上例，姓氏人名用字，由非姓之字取代既渾之二姓，如寧、甯，鍾、鐘等字

尤須釐清，以明異同。 

 

四、本為二字（或一字之異體），分別用於名字，而簡化字併二字為一字，且定

為規範字，以致相糾不解。 
 

1.並／并 

以並為名：漢有樊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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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俊、儁／俊 

以俊為名：漢有傅俊，明有王徵俊，清有吳俊等。 

以儁為名：漢有王儁，後魏有韋儁、賈儁，北齊有敬顯儁，明有范儁、祖儁

等。 

3.俯、俛、頫／俯 

以俯為名：宋有徐俯。 

以俛為名：唐有蕭俛，明有郎俛等。 

以頫為名：元有趙孟頫。中共《通用规范汉字表》附件 1 已注「頫」可用于

姓氏人名。 

4.勛、勳／勛 

以勛為名：蜀漢有許勛，宋有文勛、祝勛，明有郭勛、賀勛，清有沈世勛等。 

以勳為名：漢有涓勳，晉有司馬勳，唐有陸勳、李茂勳，宋有黃勳、高維勳，

遼有高勳，明有唐勳、周立勳，清有邊勳、郭世勳等。 

5.和、龢／和 

以和為名：楚有卞和，晉有列和，明有鄭和等。 

以龢為名：晉有庾龢，陳有虞龢，宋有鐵龢，清有袁龢、殷寶龢、翁同龢等。 

6.咨、諮／咨 

以咨為名：漢有趙咨，明有姚咨等。 

以諮為名：梁有蕭諮，宋有李諮、狄諮，清有潘諮等。 

7.哲、喆／哲 

以哲為名：南齊有劉靈哲，元有徐哲，明有臧哲、黃哲，清有趙文哲等。 

以喆為名：宋有余喆，元有葛元喆，明有蔡喆，清有劉芳喆等。中共《通用

规范汉字表》附件 1 已注「喆」可用于姓氏人名。 

8.坤、堃／坤 

以坤為名：明有紀坤，清有魏坤、吳坤、羅坤等。 

以堃為名：宋有馬堃，清有淩堃、顧堃等。中共《通用规范汉字表》附件 1

已注「堃」可用于姓氏人名。 

9.寔／实 

以寔為名：漢有陳寔，晉有劉寔，漢有崔寔，前涼有張寔，宋有黃寔等。 

10.岩、嵒／岩 

以岩為名：宋有史岩之。 

以嵒為名：明有田嵒、房嵒，清有羅嵒等。 

11.巨、鉅／巨 

以巨為名：唐有楊巨源，明有葉伯巨、馬巨江等。 

以鉅為名：隋有蕭鉅，宋有施鉅，元有程鉅夫等。中共《通用规范汉字表》

附件 1 已注「鉅」可用于姓氏人名。 

12.升、陞／升 

以陞為名：明有王陞、丘陞，清有胡有陞、徐賡陞等。中共《通用规范汉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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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附件 1 已注「陞」可用于姓氏人名。 

13.弃、棄／弃 

以弃為名：宋有樓弃。 

以棄為名：宋有辛棄疾、趙不棄等。 

14.匯、彙／汇 

以匯為名：宋有楊匯，明有傅滙等。 

以彙為名：唐有李彙，宋有潘彙征、陳正彙等。 

15.彩、綵／彩 

以彩為名：明有高文彩。 

以綵為名：明有張綵，清有周綵等。 

16.御、禦／御 

以御為名：北周有梁禦，宋有折御勳，明有楊御蕃，清有沈御月、趙御眾等。 

以禦為名：春秋楚有屈禦寇，戰國鄭有列禦寇等。 

17.德、惪／德 

以德為名：漢有劉德升、龐德公，後魏有孫益德，唐有陸德明等。 

以惪為名：三國魏有龐惪。 

18.志、誌／志 

以志為名：唐有張志和，明有馮志等。 

以誌為名：梁有寶誌，明有林誌等。 

19.愿、願／愿 

以愿為名：唐有李愿，後周有蕭愿，宋有家愿、楊愿，金有辛愿等。 

以願為名：北齊有相願，宋有羅願，元有程願學，清有柯願等。 

20.昆、崑／昆 

以昆為名：漢有劉昆，清有金昆、胡玉昆等。 

以崑為名：明有蕭崑、陸崑，清有劉崑、蘇崑生、楊振崑等。 

21.棱、稜／棱 

以棱為名：漢有韓棱、馬棱等。 

以稜為名：晉有王稜，南齊有毛稜，梁有韋稜，陳有杜稜，隋有陳稜等。 

22.歡、驩／欢 

以歡為名：南齊有顧歡，梁有薛歡等。 

以驩為名：戰國齊有馮驩。 

23.注、註／注 

以注為名：唐有鄭注、魚注，宋有蕭注、關注、毛注等。 

以註為名：明有程註。 

24.浚、濬／浚 

以浚為名：晉有周浚，宋有徐浚，元有楊浚，明有韓浚等。 

以濬為名：南朝宋有劉濬，唐有李濬，宋有丘濬，明有商濬、孫濬等。 

25.潔、絜／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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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潔為名：春秋衛有廉潔，明有閭潔，清有賀潔等。 

以絜為名：漢有郝絜。中共《通用规范汉字表》附件 1 已注讀 xié或 jié時

均可用于姓氏人名。 

26.澄、澂／澄 

以澄為名：唐有崔澄，宋有郭澄，明有鄧澄，清有黃澄等。 

以澂為名：宋有俞澂，明有崔澂、巖澂，清有黃澂、馮澂等。中共《通用规

范汉字表》附件 1 已注「澂」可用于姓氏人名。 

27.澐／沄 

以澐為名：梁有褚澐，明有董澐，清有葉澐、鄭澐、朱澤澐等。 

28.澣／浣 

以澣為名：唐有王澣、齊澣、鄭澣等。 

29.甦／苏 

以甦為名：清有馮甦。中共《通用规范汉字表》附件 1 已注「甦」可用于姓

氏人名。 

30.疋／匹 

以疋為名：晉有賈疋。 

31.疎／疏 

以疎為名：宋有喬疎。 

32.確／确 

以確為名：梁有蕭確，唐有姜確，宋有張確、葉確，金有田確，清有陳確等。 

33.籲／吁 

以籲為名：宋有李籲，元有趙孟籲等。 

34.苹、蘋／苹 

以苹為名：唐有薛苹。 

以蘋為名：唐有江采蘋，五代吳有盧蘋，宋有王蘋等。 

35.蒙、濛／蒙 

以蒙為名：漢有郭蒙，三國吳有呂蒙，宋有呂蒙正、劉蒙，元有解蒙，明有

慎蒙等。 

以濛為名：秦有矛濛，唐有劉濛，五代吳有楊濛、臺濛，宋有莫濛，明有淩

濛初，清有李濛等。 

36.覈／核 

以覈為名：三國吳有華覈。 

37.護／护 

以護為名：漢有樓護，北齊有高伏護，唐有戴護、崔護等。 

38.辟、闢／辟 

以辟為名：北齊有陽辟強。 

以闢為名：唐有劉闢，宋有姚闢、歐陽闢，金有蔡闢等。 

39.野、埜／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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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野為名：春秋宋有皇野，南朝梁有顧野王，元有丁野雲，明有沈野、沈野

雲等。 

以埜為名：宋有朱埜，元有丁埜夫，明有王埜，清有陸埜、尹埜等。 

 

揆諸上例，人名用字。各有所取，不容兼代。如中共規範濛為「蒙」，則濛字不

用，宋之莫濛，勢成「莫蒙」，而宋別有莫蒙其人。又儁規範為「俊」，則儁字擱

置，清之吳儁乃成「吳俊」，而清別有吳俊其人。是故並、儁、俛、頫、勳、龢、

諮、喆、堃、寔、嵒、鉅、陞、棄、彙、綵、禦、惪、誌、願、崑、稜、驩、註、

濬、絜、澂、澐、澣、甦、疋、疎、確、籲、蘋、濛、覈、護、闢、埜等字須析

出專用，以得其正。 

 

參﹑結論 

  由於中共規範字與傳承字不相契，益以其字多兼併、替代，據以覈實自來姓

氏人名，則渾淆、錯亂，勢所必然。幸其公令姓氏人名可用繁體字、異體字7，

而此繁體字、異體字本為傳承字，古人姓氏人名即用以書寫定形，據以求之，自

可還其原，得其真，而其當世姓氏用字之渾淆、錯亂亦可由此區辨釐清，復歸於

正，而逐一標注其字表，當能藉救其失。 

  

                                                      
7 參見拙作〈從大陸回歸姓氏「异体字」或「繁体字」可見正體字恢復的訊息〉，發表於國立臺

灣師範大學國文系所編印《紀念瑞安林尹教授百歲誕辰學術研討會論文集》，P177-202。民國

98 年 12 月 19、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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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姓氏人名用字，規範字可析出標注者

筆畫 姓氏人名之字 

5 氾、疋 

6 同、汎 

8 於、昇 

9 後、祕、係、並、俛 

10 迺、迴、異、鬥、栢、

陞 

11 脩、乾、莊、術、捨、

啟、堃、棄、崑、埜 

12 雲、閒、傑、幾、復、

無、甯、喆、寔、嵒、

惪、註、絜、甦、疎 

13 僊、幹、塗、遊、筦、

準、聖、葉、鉅、彙、

稜 

14 臺、種、僕、寧、儁、

綵、誌 

15 餘、徵、髮、範、穀、

線、緜、適、鞏、頫、

澂、澐、確 

筆畫 姓氏人名之字 

16 彊、樸、機、據、歷、

築、錄、勳、諮、禦、

澣 

17 醜、優、嶽、鍼、獲、

薦、谿、隸、鍾、濬、

濛 

18 釐、鬆、藉、蟲、豐 

19 麴、願、覈 

20 黨、鐘、蘋 

21 籐、護、闢 

22 鑑、龢 

23 巖 

25 鬭 

28 驩 

29 鬱 

32 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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