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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杨
“《彩烟杨氏宗谱》历时六年半修编完成，记载着彩烟杨氏

自荣王杨白肇基以来 1400 年间生存、繁衍、发展、变迁的历

史，同时也记载着杨氏清白家风、廉明贞洁的美德和先辈明贤

为国家民族兴旺发达创立的不朽业绩。”《彩烟杨氏宗谱》重修

委员会会长杨国荪向记者讲起两个小故事。

新昌姓氏专记·

读音：yáng

释义：

1.落叶乔木，叶互生，卵形或披针形，柔荑花序，种类

很多。

2.姓。

“杨”是太阳的意思，由“木”和“昜”组成。“木”在这里

特指扶桑，也称杨树，生长在东方大海上的汤谷（今连

云港云合山），汤谷又称“阳谷”“温源谷”。“昜”古同

“阳”，是“日升汤谷”的形象描写。

▲
释义

起源

记者 杨玉墀

杨姓是一个荣耀而古老的姓氏，在宋版《百家姓》中列第

16位。至2015年2月，杨姓总人口约有4270万，是中国人口

第六大姓。

杨姓始于洪洞，源于伯侨。相传伯侨为周成王姬诵之弟

唐叔虞的第十二代孙。姬伯侨食采于晋之杨地，因号杨侯。

其四代孙羊舌肸（约前585-前525），字叔向，晋大夫，官居太

傅之职，因辅晋有功，受封于杨邑，以邑为姓，始称杨氏。

周敬王六年（前514），杨肸之子杨食我因得罪晋国贵族而

遭迫害被杀，其子杨道（时年约五六岁）由叔祖羊舌季夙带出，

逃往华山仙谷隐居避难，后结婚生子。周威烈王二十四年（前

402），杨肸五世孙杨祺下山，定居华阴。其子杨惠仕魏国为潼

关尉，建晋公子宫以图宏业。此后，杨氏后裔开基各地，封侯

拜相者接连不断，至东汉杨震为太尉时成为望族。

杨震第十四世孙杨坚凭借文才武略，结束魏晋以来长达

三百多年的分裂局面，统一全国，建立隋朝。隋朝政治清明，

社会空前繁荣，隋文帝杨坚成为历史上少有的明主。仁寿四

年（604）七月，文帝之次子杨广继位。在短短的十多年中，隋

炀帝杨广作出修通运河、西巡张掖、开创科举、开发西域、开拓

东南、东征高句丽、修补长城、整理典籍、发展教育、统一全国

的伟大贡献。大业十四年（618）江都兵变，宇文化及缢杀隋炀

帝。武德二年（619），王世充杀死杨广之孙杨侗自立为皇，隋

朝灭亡。

杨侗的两个儿子杨岐、杨白在民间隐居下来，后来出逃。

杨岐逃往江西袁州萍乡县。杨白（618—645，字继清）向福建

逃亡，入浙江境后，溯曹娥江而上，进入剡东山区。山径崎岖，

杨白妃韩氏自缢于岭间。杨白继续攀山越岭至彩烟，不通舟

辑，自思难以逃至福建，就隐居下来，即今彩烟杨氏之始祖。

彩烟杨氏第六世祖杨凤自彩烟迁居天台西乡，第十四世

祖杨乾返居彩烟宅前（今双彩乡上下宅村），其后裔分上宅派、

下宅派，不断向外迁徙，散居全国各地。其中在县内居住地主

要有：回山镇回山村、雅里村、官元村、贤辅村、上市场村、新洋

村、荷塘村乌株塘自然村、红联村外湾自然村、植林村前坞自

然村、上下西岭村、高湾村；双彩乡上下宅村、新市场村侯家自

然村、下岩村白毛坑自然村、岭山村岩头山自然村、前后王村

后王自然村、下塘村、莲坂新村、上贝村；镜岭镇镜岭村、黄婆

滩村、溪西村泗坑自然村、竹潭村渡头自然村、里镜屏村练使

自然村、下潘村、暖坞坑村暖谷山自然村、肇圃村、大古年村、

冷水村、西坑村、楼基村黄泥田自然村；儒岙镇石磁村、祥棠

村、王里山村回竹山自然村；澄潭镇里遁山村里丁自然村、棠

村村；梅渚镇梅渚村、宋家村杨梅坪自然村、山头村、梅屏村坂

田自然村；东茗乡东芝村、白岩村马安山自然村、下岩贝村；城

南乡韩妃村、杨家山村；南明街道原城关镇、挂帘山村、新民村

长坵田自然村；羽林街道拔茅村、三联村、孟家塘村、藕岸村；

七星街道中喻村、土谷庙村、元岙村溪二自然村、葫芦岙村、上

石演村；原新林乡胡卜村。

新昌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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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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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烟杨氏清白传家 后裔散居全国各地

▲

（一）汉太尉四知辞金

汉太尉杨震（约52-124），字伯起，今陕西华阴人，东

汉时期著名的政治家、教育家。他勤奋好学，通晓诸经，

桃李满天下，被誉为“关西孔子”。杨震五十岁开始做官，

秉性正直，任人唯贤。故友向他推荐荆州茂才王密为昌

邑令，后在赴任东莱太守途经昌邑时，王密夜带黄金十斤

到他下榻处谒见，杨震严厉斥责说：“故人知君，君不知故

人，何也？”王密惭愧地说：“暮夜无知者。”杨震正色道：

“天知，神知，吾知，子知，何谓无知者？”他严辞拒绝行贿，

因而被誉为“四知先生”，杨氏堂号名“四知堂”。

杨震为官清廉，不谋私利。他当上太守后，从不吃请

受贿，家人还是蔬食步行，生活十分简朴。亲朋故友劝他

为子孙后代置备产业，他不肯，说：“使后世称为清白吏子

孙，以此遗之，不亦厚乎！”临死时，他还不忘嘱咐子孙：

“以杂木为棺，布单被裁足盖形，勿归冢次，勿设祭祠。”

（二）安山公千里缉凶

杨元仪（1475-1539），字付威，号安山，彩烟杨氏第三

十世祖。明弘治七年（1494），随父从斋堂迁居回山。弘

治十三年三月，其父单骑外出，为同村恶少俞禄所害，举

家震惊。诉于官，搜捕多日无获。

在官府缉凶无果之时，杨元仪主动承担追凶之重任，

对天发誓：“不报父仇，誓不生还。”乃向官府请得广捕檄

文，带人潜行密侦，走瓯闽，历楚粤，毫无凶犯踪迹。随从

者劝他说：“君心已尽，而贼不可得，且回家，俟以后图。”

杨元仪听后潸然泪下，拊心切齿曰：“吾誓也！”随从无奈，

续追之。历时十年，转辗千里，跋山涉水，备尝艰辛，终于

在粤西抓获凶贼，归案抵法。

缉凶归来，杨元仪到墓前告慰父亲在天之灵，三十多

岁才结婚，移居雅里。生五子，后辈瓜瓞绵绵，亨达兴盛。

杨信民（1390—1450），名用诚，仕名信民，双彩乡上

下宅村下宅自然村人，明都察院右佥都御史。他为官清

廉，刚介耿直，不怕阻力弹劾奸臣，开仓赈粮体恤百姓，深

受百姓拥戴。明正统十四年（1449）被任命为巡抚广东的

“钦差大臣”，平息黄萧养暴动，次年因积劳成疾，暴卒军

中。

杨世植（1743-1791），字思萱，号云津，别号彩烟，回

山镇上市场村宅下丁自然村人。他七岁能作文，十四岁

补乡校，颖悟绝伦，旷世奇才。乾隆皇帝南巡江南，以“三

生石”为题作赋献诗，杨世植名列第二，当时人称“浙东四

杰”。曾主编《彩烟杨氏宗谱》，著有《鸡肋集》时文数百

篇、《诗》四卷、词赋上百篇等。

杨国薪（1774-1843），名世槱，字国薪，号杜洲，回山

镇回山村人。他继承父志操持家业，通过贩销白术、茶叶

和布匹、丝绸，经商致富，发家立业，成为新昌县首富，被

誉为“盖县财主”。

杨宝橒（1870-1948），名黼廷，字宝橒，号琳轩，别号

藻文，回山镇回山村人。他继承家业，植农经商，辛勤操

持，善理家政，富甲一方。他极富开拓精神，光绪三十二

年（1906）创办“濣亭小学”，民国十二年（1923）发起创办

“嵊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为改变山区交通落后状况，

他变卖田产，在外练使建造“镜澄埠”，兴建小型市场。

杨柳青（1937-1987），镜岭镇大古年村人，中国彩色

显象管之父。他自幼聪颖活泼，1957年考入复旦大学化

学系，1966年研究生毕业，1979年从中国科学院化学研

究所奉调到陕西咸阳彩色显象管厂工作，历任车间主任、

分厂厂长、总工程师等职。1982年，彩色显象管厂建成

投产，取得19项技术成果。

杨英明（1954-1998），双彩乡上贝村人。他从嵊县师

范毕业后，继承父业，担任上贝完小校长。1998年6月19

日下午，他像往常一样护送十多名学生回家，不料遭遇溪

水暴涨，为救落水学生而英勇牺牲。国家民政部批准他

为革命烈士。

彩烟杨氏还迁之祖杨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