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播出时间表
3 月 25 日至 4 月 8 日，郑州电视台一套《黄金剧
场》每晚两集联播（一个姓氏）。

3月25日 第一、二集 姜姓
3月26日 第三、四集 张姓
3月27日 第五、六集 吴姓
3月28日 第七、八集 熊姓
3月29日 第九、十集 陈姓
3月30日 第十一、十二集 李姓
3月31日 第十三、十四集 宋姓
4月1日 第十五、十六集 滑姓
4月2日 第十七、十八集 朱姓
4月3日 第十九、二十集 石姓
4月4日 第二十一、二十二集 王姓
4月5日 第二十三、二十四集 高姓
4月6日 第二十五、二十六集 年姓
4月7日 第二十七、二十八集 韩姓
4月8日 第二十九、三十集 景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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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龙族的后裔》播出
第五、六集，将向观众深情讲述
“吴”姓起源故事。“泰伯，其可谓
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让，民无
得而称焉”——令孔子心生感佩
说出这段话的“泰伯”，正是吴姓
得姓始祖“吴泰伯”，《龙族的后
裔》第五、第六集讲述了周部族
首领姬亶长子泰伯大义让贤的
故事，颂扬舍小我为大家、堪称
“中国品质”的大局意识。

28日，第七、八集将如期与
观众见面，为大家讲述“熊”姓
得姓故事。故事的主角、“熊”
姓得姓始祖鬻熊，在周朝奠基
时期起了关键作用，被后世誉
为“文王之师”。《龙族的后裔》
将为观众呈现蛮族大首领鬻熊
如何不卑不亢，以智慧和胸怀
成功“圈粉”，最终成为“文王之
师”，为天下人谋福祉的故事。

29日，第九、十集将为大家
呈现“陈”姓始祖妫满的故事，
讲述了烧制陶器的一介平民妫
满如何成为周武王的女婿，如
何被封于陈地建立陈国的故
事。这不仅是一部精彩的“大
国工匠”成长记，还是一堂生动
的“人生逆袭”哲学课，更是姓
氏文化的一次有趣“科普”。

30日，播出第十一、十二集，
讲述“理官”之后逃避追杀以野果
充饥才得以存活，后感念“木子”
活命之恩改“李”姓避难的故事。
剧中以理徵妻儿逃避追杀的艰辛
过程为重点，向观众展示了人在
遭遇磨难时的坚韧，一对母子从
无尽的磨难中走出来，带着坚韧
不拔的精神传承发展下去，走出
一个天下最大的姓氏——李姓。

31日，第十三、十四集将动
情呈现“宋”姓得姓故事。身为
纣王之兄，在商朝灭亡、周朝初
建的特殊时期，微子启的身份
处境极为尴尬敏感，他将在宗
族命运与百姓期待中何去何
从？面对一心想要光复殷商的
侄儿武庚和天下归心的明君周
武王，又将做何选择？……剧
中娓娓讲述宋姓得姓始祖微子
启“以民为天”的感人故事。

《龙族的后裔》总导演张清
介绍，每位得姓始祖的身上，都
闪现着不同的人性光辉，他们
或忠，或孝，或仁，或义，或礼，
或智，或信，他们的故事体现着
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道德与生
存智慧，希望先祖先贤身上的
宝贵品质，能够打动观众，并为
当下提供力量。

既然在高傒得姓之前，已
经有高元、高阳氏、高辛氏和其
他一些姓高的人见诸史籍，为
什么会尊称高傒为始祖呢？

河南省姓氏文化研究会高
姓委员会副会长高玉祥介绍
说，虽然高元是历史书籍中有
记载的第一位姓高的人，可是
史籍中没有看到他们后裔的记
载。这样，他们就少了“有世系
可考的”这个前提条件，不能称
为始祖。

“而高傒得姓的原委，改姓
之始末，文字都记得清清楚楚；

依其祖父公子高之名改姓高以
后，他可考的世系史料是比较
齐全的。前述两个前提条件高
傒公都具备了，所以，高傒作为
高姓始祖是理所当然的。”高玉
祥说。

“姓氏文化与寻根问祖凝
聚着血脉亲情的延续，让更
多的人知道我们的根在哪
里，我们来自哪里。”高玉祥
说，希望《龙族的后裔》播出
后，能再掀姓氏文化热潮，吸
引越来越多的人积极参与到
寻根问祖中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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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周播到日播，河南卫视、郑州电视台同时聚焦

《龙族的后裔》持续引发姓氏文化热潮

《龙族的后裔》郑州电视台热播中

本周剧情抢“鲜”看

为献礼己亥年黄帝故里
拜祖大典，在河南卫视每周
日晚播出的同时，《龙族的后
裔》25日起登录郑州电视台
一套《黄金剧场》，每晚两集连
播。两日来，该剧重新带领观
众回到上古时代，追溯文明
源头，感受先贤智慧与精神。

“寻根问祖不仅仅是人
类的怀旧情感，也是后人对
先祖的认同，对历史的反思，
更是继承者对未来趋势的探
索。”亚星集团董事局主席高
国安认为，对人类姓氏的研
究是人们寻根问祖的一条重
要途径。记者 苏瑜 秦华

对先祖的认同
让我们更好探索未来

“上周日播出的高姓起源故
事，我们积极组织各地高姓宗亲收
看。大家都被剧中高傒公展现出
的雄才大略和爱民如子的胸怀所
折服。”河南省姓氏文化研究会高
姓委员会常务副会长高永强说，姓
氏是凝聚族人的最重要的力量。

“研究姓氏文化，不仅是对民
族文化遗产的继承和发扬，而且还
可以为诸多海内外华人提供寻根问
祖的依据。从姓氏上我们可以看到
祖先经历的苦难与辉煌，感受到祖
先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的成就，
可以了解祖先的立身处事、价值观
念等状况，这样的回顾和思考，能更
好地激励自己在人生路上前行。”《龙
族的后裔》荣誉出品人、亚星集团董
事局主席高国安认为，越是事业有
成，越“不能忘记自己从哪里来”。

“一个人无论走得多远，心里
永远不会忘怀的就是故乡。这就
是为什么每年三月三，都有那么多
华人要从世界各地来到河南，来到
郑州敬拜人文始祖黄帝。现在，黄
帝故里新郑已经成为全球华人的
心灵故乡。海内外华人来参加拜
祖大典，满足了他们寻根问祖的情
感需求，也促进了文化的交流和经
济贸易的发展，这应该是更深层次
的感恩与反哺，是对中华民族发源
地的一种支持和贡献。”高国安说。

“高氏源头较多，其中影响
最大的两支均出自姜姓。一支
以邑为氏，一支以字为氏。”河
南省姓氏文化研究会副秘书长
李乔介绍说，前者的说法最早
见于北宋所修《广韵》一书。“被
封在高邑的姜太公后裔，其后
代以封邑为姓氏，就是高氏。
高邑所在地有河南禹州、山东
禹城两种说法，至于是谁被封
在了高邑，史书无载。”李乔说。

“以字为氏的说法，《新唐
书·宰相世系表》等姓氏书均有
记载，他们都认为公子高的孙
子傒因拥立齐桓公有功，被允
许以其祖父的名字作为自己的
姓氏，从而形成高氏。高傒因
此成为高氏的得姓始祖，也是
高氏族人最为认可的得姓始
祖。《龙族的后裔》高姓起源故
事反映的就是此支高氏来源。”
李乔说，“另外，根据《通志·氏
族略》记载，齐惠公的儿子公子
祁，字子高，他的后代以他的名
字作为姓氏，也是高氏。”

李乔说，得姓之后的高氏
族人早期主要在今河南、山东等
地发展。魏晋隋唐时期，高氏族
人生活区域进一步扩大，逐渐进

入东北、江南、巴蜀地区，此间渤
海蓨县（治今河北景县）高氏更
是子孙昌盛，簪缨相继，成为当
地望族，渔阳（治今北京西南）、
辽东（治今辽宁辽阳）、广陵（治
今江苏扬州）、河南（治今河南洛
阳）高氏也是人丁兴旺，世代官
宦，由此形成了高姓的五大郡
望。宋元以来，高氏族人的足迹
已经遍布国内，有的还漂洋过海
移居到了海外。

李乔介绍：“当代高氏发展
繁衍为中国较大的姓氏之一，
依人口数量多少排序为第 19
大姓，人口广泛分布于全国各
地，尤以山东、河南、河北等省
高姓人口为多。”

在中国历史上，高姓曾建
立北齐、高燕、荆南等政权，称
王称帝者有 14人。高姓家族
名人辈出，载于史册者数不胜
数，如春秋时孔子弟子高柴，东
汉学者高诱，东魏丞相高欢，隋
朝宰相高颍，唐朝宰相高士廉、
诗人高适、名将高骈，北宋大将
高怀德，明朝大臣高拱、戏曲作
家高濂、农民起义军领袖高迎
祥，清朝书画收藏家高士奇、文
学家高鹗等。

河南是高氏族人的重要发祥地
河南郡是高姓五大郡望之一

血脉亲情的延续
吸引更多人参与到寻根问祖中来

本报讯（记者 苏瑜 秦华）由郑州报业集团投拍的百家姓
主题电视剧《龙族的后裔》25日起登陆郑州电视台《黄金剧
场》，每晚两集连播，为己亥年黄帝故里拜祖大典献礼。接下
来，周三至周日，《龙族的后裔》将在郑州电视台播出第５~14
集，为观众讲述吴、熊、陈、李、宋这五个姓氏的起源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