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嘉靖帝御赐韩士英战袍玉带
据韩氏家谱记载，韩士英的先祖是南宋

宋理宗时的大将韩世富，凤州河池县（今陕
西凤县）人，以行军镇抚使领兵平蜀，定居在
顺庆府相如县琴台村（今南充市高坪区江陵
镇韩家沟村石子溪）。

成化 22 年（1487），韩士英出生在琴台
村。韩士英几岁时，因为家族人口繁衍昌
盛，他的祖父和父亲移居到了马家沟（今南
充市嘉陵区世阳镇马兰沟村）。

韩士英，字廷延，号石溪，自幼天资聪
颖，博览群书，勤习武艺。

正德5年（1510），韩士英在乡试考中举
人。正德10年（1515），韩士英赴京考试，考
中进士，任礼部主事。

嘉靖年间，韩士英受命领兵部尚书衔，
督师抗倭名将戚继光，转战沿海一带，将入
侵倭寇驱逐出境。

奏捷回师时，嘉靖帝御赐韩士英战袍玉
带，并亲书“宫保尚书”匾额，令四川巡抚张
士佩派人送往韩士英家乡悬挂，以彰功德。

韩士英生性刚烈，与权相严嵩政见不
合，在官场很不顺心。嘉靖35年（1556），韩
士英请求退休，没被批准。第二年，韩士英
奉命前往河间府视察，途中再次请辞，嘉靖
帝这才批准。

去世后48副棺材同时出殡
以南京兵部尚书身份退休的韩士英，回到

家乡后，在马家沟故居举办了盛大的七十寿
宴，当地名士、亲友和他的门生们都来祝贺。

他的门生、“嘉靖八才子”之一的任瀚为
他写了《韩石溪七十寿序》，说他虽然 70 岁
了，但“气力强健，寒暑颜色不老，目炅炅相
射，发须强半黑，齿牙坚密若编贝，步上下山
谷，轻捷过丁壮人”。

新都状元杨慎也送来一幅《跋韩石溪所
藏九都图》，祝贺韩士英七十大寿。

闲居故里后，韩士英经常与同时期从官
场退下的嘉靖进士、礼部尚书陈以勤，吏部主
事任瀚以及刘豫章等人一道，在顺庆府大东
街口的茶楼聚会品茶，在魁星楼行酒吟诗。
他们聚会品茶的地方，后来被称为四贵坊。

隆庆6年（1572），韩士英在老家去世，享
年86岁。

据说，韩士英去世后，为防止坟墓被盗，
在为他出丧时，家人准备了48副棺材同时朝
四面八方出殡，使得韩士英究竟葬于何地，
一度成谜。

经韩士英的后人考证，韩士英葬在世阳
镇马兰沟村龙凤山的阁老坟群中。

2015年，世阳镇对埋有韩士英及母亲何
氏的阁老坟进行了维修。

家族集资修建韩氏宗祠
2018年12月18日，封面新闻记者来到韩

士英故里——南充市嘉陵区世阳镇马兰沟村。
在原来的韩氏祠基址上，一座新建的韩

氏宗祠气势恢宏地矗立在眼前。这座韩氏宗
祠由韩氏家族集资修建，2018年9月竣工。

走进新建的韩氏宗祠，在右边墙脚，堆
放着一些老建筑构件等。其中，有一块被做
成木门的残缺木匾，上面写着“世笃忠”3个
字。这块木匾上的字其实为“世笃忠贞”4个
字，为皇帝赐给韩士英的。

可惜在韩氏后裔手里，被做成了木门，
而且少了一个“贞”字，“世”字也不全。韩氏
族人说，准备找人将这块匾复原出来。

出韩氏宗祠，沿着山路走到半山腰，就是
著名的阁老坟。此前为韩士英塑的半身像，已
经被一座泛着金铜色的全身戎装塑像所替代。

现存留下来的遗迹，有韩士英故里碑
牌，陈以勤写的韩士英传记石碑，任瀚赠韩
士英的诗石碑，石人、石马、青狮、白象、石
龟、石鳖和阁老坟、牌坊林等。

韩士英回到故里后，写了一首诗，被刻在
阁老坟前的石碑上，读来耐人寻味：“援萝直上
小方石，乾坤池水流高滴。环观烽烟叠千万，
坐对仙岭仅咫尺。春风此时能醒酒，客子何人
解吹笛。夕阳古道联镳归，明日西山已陈迹。”

如今，在世阳镇2万多人口中，韩姓占了
40%，是该镇第二大姓。韩士英的后人主要
集中在马兰沟村、河上沟村一带。

封面新闻记者 黄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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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文解字》释义：
韩，井垣也。从韦，取其币也。干声。

明
朝
韩
姓
人
口

比
宋
朝
少
了
两
万
人

明朝的韩姓大约有62万人，排在全国各大姓
氏人口的第29位。山西和山东并列为韩姓第一
大省，约占韩姓总人口的31%，有19万多人口。

其次是陕西、河北、甘肃、浙江，约占韩姓总
人口的39%，江苏、广东集中了14%的韩姓人口。

值得一提的是，在宋元明600年里，中国人
口的纯增长率是 20%，但韩姓人口不但没有增
加，反而在减少，明朝时的人口统计比宋朝时
还少了 2 万，人口总数排名也从第 23 位降到第
29位。

韩姓总人口减少，主要原因是韩姓一直以
来聚居在北方，而北方遭受的战乱较多，所以受
到了惨重损失。

元末明初，尤其是明玉珍在重庆建立大夏
政权后，紧邻四川的湖北鄂东、鄂北人，大量进
入四川；明朝建立后，朱元璋实行“湖广填四川”
移民运动，又有不少外省人迁居到四川，其中有
不少韩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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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氏家族在大松林落脚后，经历了难以想
象的困难，其中之一的“戊子之岁”饥荒，差点覆
灭全族。

大松林韩氏第 22 代孙韩坤在雍正 3 年
（1725）的《又纪吾祖复业序》中写道：“戊子之岁，
饥馑荐臻，民复不得衣食，隆邑站倒民逃人争相
食，吾族祖仓皇出走以为将来之计。”

“戊子之岁”的饥荒，使得隆昌百姓为了生计
而背井离乡，韩氏族人也被迫仓皇出走到遵义。

韩氏族人中的韩锦泰，思乡情切，从遵义回
到大松林，发现从前的良田已经变成了荒林，但
他居然在一棵大柏树中找到了族谱。

不久，战火再起，韩锦泰无法待下去，背着
族谱再次逃到遵义。又过了数年，逃到遵义的
韩氏族人有的回到了大松林。

当时隆昌田地荒芜、人烟稀少，加上隆昌地
处交通要地，各种差徭难以应给，很多族人无法
忍受，又逃往汉州（今广汉市）、戎城（今宜宾
市）、重庆、泸州等地，“所谓八家，亦只有三家不
忍再逃，一心守祖而已。”

留在大松林的韩氏族人经过不懈努力，到
嘉靖年间，大松林韩氏家族已经成为当地的一
大望族，家族田地“横顺十余里，钱粮共三百八
十石有零……”

韩氏家族秉承“耕读传家”的祖训，有的求
学苦读，有的经商，有的从军，出了大批知名人
物和成功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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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氏家族与新都杨慎是亲戚
陈鑫明的《泸州显赫一世的韩家山望

族》中说，韩氏先祖韩成是明朝洪武年间的
武将，早年奉旨南征。

三世祖韩克恭因出任泸州卫指挥使，举
族从山东兖州鱼台县西方村入川，由此定居
在泸州。

四世祖韩雄为四川总兵，五世祖韩恩是
四川掌印都司，镇守东路将军、泸州卫、昭勇
将军、松藩右参将。

韩恩的儿子韩适甫世袭官职，初为泸州
卫参将，嘉靖年间继任泸州卫指挥、昭勇将
军、松藩右参将，后被封为武略将军。

韩氏家族在明清两朝为官、为将的有数
十人，其中官任总兵、将军、参将、指挥使的
有6人，考中举人、进士的有10人，受到朝廷
封赠的有3人。

韩氏家族与新都杨慎（杨升庵）家族有
亲戚关系，时任泸州卫指挥使的韩恩，其母
亲黄氏是杨慎的姨妈。

韩恩的儿子韩适甫是泸州卫参将，嘉靖
12年（1533）袭任父职为泸州卫昭勇将军、松
藩右参将。

杨慎因议大礼被充军云南永昌，要经过
泸州。表弟韩适甫把他保护起来，使得杨慎
经常在泸州居住，前后待了10多年。

江阳区方山景区有一座被当地人称为
状元坟的坟墓，经学者考证，是杨慎姨妈黄
氏的墓。《升庵文集》中有杨慎写的《黄淑人
墓志铭》，因为墓志铭是状元杨慎撰写的，该
墓被后人讹传为状元坟。

韩家垇是韩氏家族的老宅，韩家山的产
业，经过韩氏家族16代人的开发，到清朝时，
占了泸州城的大片地盘。

韩氏第九世韩士修考中解元
韩氏家族第九世韩士修，字琢庵，号紫

山，泸州忠信乡龙潭里（今纳溪区丰乐镇龙

滩场沙坪村）人。
韩士修的父亲韩灏，崇祯6年（1633）考中

举人，历任大理府云南县知县、镇南州知州。
韩士修从小才思颖敏，勤奋好学，过目

不忘。康熙2年（1663）参加秀才考试时，他
考中了第一名。

3 年后的康熙 5 年（1666），韩士修应该
去参加乡试。这时，母亲病重，韩士修不忍
离去，想在家尽孝，侍奉母亲。

母亲说，你只管去考试，考中了，我的病
就好了。韩士修这才动身前往成都参加乡
试。乡试结果出来了，韩士修考中了解元
（举人第一名）。喜报传来，韩母含笑而逝。

康熙12年（1673），韩士修进京参考，考
中进士，选为翰林院庶吉士，后留任翰林院
检讨。

康熙帝任命他为江南乡试主考官，遗憾
的是，韩士修还没赴任就病逝了，年仅36岁。

与韩士修同年考中状元的韩菼听闻噩耗，
前往韩家吊唁，并写了960多字的《翰林院检
讨韩君行状》，翰林院编修韩竹撰写墓志铭。

韩士修病逝后，因吴三桂之乱而未能魂
归故里。

康熙 29 年（1690），吴三桂之乱被平定
后，韩士修的子孙才将他的遗骸送回龙潭里
韩家老房子韩芽地，葬在韩芽对面的老坟嘴
上。

2014年，韩士修和夫人陈氏合葬墓被发
现。倒在坡上的墓碑正中书刻：“翰林院检
讨韩公士修大人、韩母陈氏夫人之墓”。

墓碑上用楷体阴刻了4行字：“士修公，
明洪武臣韩成之后，崇祯癸酉举人、大理府
云南县知县、镇南州知州、钦勅文林郎韩灏
之子。英年入泮，康熙丙午科解元，丁未进
士，殿试钦占翰林院检讨加一级，后放江南
主考未仕寿终。”

石碑左下方书刻有40多位后人名字，历
时300多年，字迹依稀可辨。

明清时期，江浙一带的韩姓人，大规模继续南
迁。清康熙年间，已有韩姓人迁入中国台湾。此后，
有的还向海外发展，移居菲律宾、马来西亚、新加坡
等东南亚国家和地区以及欧美一些国家和地区。

明朝时的四川韩姓人，在经过长期的沉寂后，
逐渐显现出来，出了多个名人以及大家族。

隆昌市普润乡清滩村，有一个叫韩家大松
林的地方，非常有名气。

韩家大松林是隆昌韩氏家族的“圣地”，每
年清明节，韩氏族人会回到大松林聚会，为先祖
扫墓和畅叙亲情。

据韩公明《话说韩家大松林》一文记载，韩
家不是当地土著居民，而是在元末明初进入四
川的，韩家大松林是整个隆昌韩姓的发源地。

大松林韩氏第21代孙韩毓杰在清康熙43年
（1704）三月写的《记录入川渊源》中说：“吾祖肇
自山东，元朝时迁于江南，传五代，复迁湖广黄
州府麻城县孝感乡……”“（韩）九禄、九秩、九
经、九诚于洪武元年入川，九禄、九秩同来四川
东道重庆府荣昌县隆桥驿之东，九禄住上河嘴，
九秩住大坟坝为业，弟兄坐落相去一里。”文中
说的上河嘴，就在大松林。

从以上记录可以得知，洪武元年（1368），当
时的四川还处在大夏政权统治下，麻城县孝感
乡的韩九禄、韩九秩、韩九经、韩九诚迁徙入川。

其中，韩九禄、韩九秩落脚在“重庆府荣昌
县隆桥驿之东”，韩九禄住在上河嘴，韩九秩住
在大坟坝。据韩氏家族后人考证，大松林韩氏
原籍不是湖北，而是从山东转湖北一路走来
的。麻城县孝感乡，只是大松林韩氏先祖的暂
时落脚点或者说是中转站。

韩
家
大
松
林

当
地
韩
姓
发
源
地

在泸州，明朝时也有一个显赫的韩氏望族。这个韩氏家族住在韩家山。韩家山在泸
州城区今江阳北路一带，在民国版的泸州城区地图上，韩家大宅院几乎占了城区版图的
五分之一。

南充市嘉陵区世阳镇马兰沟村有一座山叫龙凤山，山梁上有阁老坟，山下马兰沟楼房湾
有一处韩氏祠遗迹，2018年9月，新修的韩氏宗祠竣工。这里，在明朝中期出了一个著名的
韩姓人物——明嘉靖年间的南京兵部尚书韩士英。

南充世阳镇韩氏宗祠后山半腰的阁老
坟前，新塑了韩士英的戎装像。 黄勇 摄

隆昌韩氏族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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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6月28日，哈尔滨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成都分行（下称“哈尔滨银行”）与四川
中宇诚达贸易有限公司（下称“中宇公司”）
签署《资产转让协议》，哈尔滨银行已将其对
下列借款人及担保人享有的主债权（包括但
不限于借款本金、利息、复利、罚息、违约金
等）及担保债权一并转让与中宇公司。受让
前述主债权及担保债权后，2018年11月30
日，中宇公司又与自然人魏东签署《债权转
让协议》，已将主债权及担保债权一并转让
给魏东。哈尔滨银行、中宇公司、魏东，现联
合公告要求下列借款人及其继承人、担保人
及其继承人以及其他义务人，从公告之日起
立即向魏东履行相应的合同义务及/或生效
法律文书确定的全部义务。

魏东作为上述债权（含相应担保债权）的
受让方，要求下列借款人及其继承人、担保人
及其继承人以及其他义务人，从实际知晓或
公告之日起与魏东协商还款。

联系人：唐先生
联系电话：17608016572
特此公告

哈尔滨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分行
四川中宇诚达贸易有限公司

魏东
2019年4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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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玫

张细辉、朱如冰

陈继坚、陈红红

董理风、章丽平

吴双善、杨芳
陶卫军、陶细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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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经营贷款借款合同

个人经营贷款借款合同

个人经营贷款借款合同
个人经营贷款借款合同
个人经营贷款借款合同
借据编号：8301032013000585-001
借据编号：8301032013000587-001

个人消费贷款借款合同

个人消费抵押（保证）贷款合同

个人消费抵押（保证）贷款合同

个人白领贷贷款借款合同
个人白领贷贷款借款合同

个人白领E贷抵押（保证）贷款合同

个人白领贷贷款借款合同

个人白领贷贷款借款合同
个人白领贷贷款借款合同
个人白领贷贷款借款合同

借款合同编号
成都分行 2016 年（个借）字第
2016-0319号

8301010120150027号

8301010120150026号

8301010120150028号

8301010120150031号
8301010120150030号
8301010120140277号

成都分行 2015 年（个借）字第
2015-2570号
成都分行 2016 年（个借）字第
2016-1191号
成都分行 2016 年（个借）字第
2016-0624号
借2017028000007
借2017028000475
成 都 分 行 2016 个 借 字 第
2016-1760号

成 都 分 行 2016 年 个 借 字 第
2016-1948号
借2017028000014
借2017028000376
借2017028000346

担保人

董直书、蔡翠娟、董理风、章丽平、陈继坚、
陈红红
张细辉、朱如冰、董直书、蔡翠娟、董理风、
章丽平
张细辉、朱如冰、董直书、蔡翠娟、陈继坚、
陈红红
陶卫军、陶细桃、董正金
吴双善、杨芳、董正金
饶坤、黎静
代雨禾
付琴

李强义、谢利东、何明丽

担保合同名称

联合保证合同

联合保证合同

联合保证合同

联合保证合同
联合保证合同
个人贷款保证合同

个人消费抵押（保证）贷款合同

担保合同编号

（成都分）行2015年（联）字第0006号

（成都分）行2015年（联）字第0006号

（成都分）行2015年（联）字第0006号

（成都分）行2015年（联）字第0005号
（成都分）行2015年（联）字第0005号
8301030120140726号

成都分行2016年（个借）字第2016-0624号

哈尔滨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分行与四川中宇诚达贸易有限公司及四川中宇诚达贸易有限公司

与魏东债权转让通知暨债权催收联合公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