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遼
寧
省
許
氏

遼
寧
省
許
氏

遼
寧
省
許
氏

遼
寧
省
許
氏
源
流

源
流

源
流

源
流
    

一
、
尋
根
溯
祖

 
1 、
出
自
姜
姓
，
以
國
為
氏
，
是
炎
帝
神
農
氏
的
後
裔
。
許
氏
與
齊
氏
同
祖
，
為
上
古
四
岳
伯
夷
之
後
。
"
四
岳

" （
堯
舜
時
四
方
部
落
首
領
）

是
由
姜
姓
發
展
出
來
的
四
支
胞
族
，
他
們
和
姬
姓
部
落
結
成
聯
盟
，
跟

"
子
姓

"
商
族
平
行
發
展
。
以
姬
姓
和
姜
姓
部
落
為
主
的
盟
軍
打
敗
了
商
紂
王
，
建
立
了
姬

姓
國

-
-
 
西
周
。
周
成
王
時
，
大
規
模
地
分
封
諸
侯
，
其
中
商
的
舊
地
也
分
封
了
一
些
姬
姓
諸
侯
國
和
姜
姓
諸
侯
國
，
許
國
正
是
被
周
分
封
的
姜
姓
諸
侯
國
之
一
，

其
始
祖
為
文
叔
，
也
稱
為
許
文
叔
。
春
秋
時
，
許
國
稱
為
楚
國
的
附
庸
，
戰
國
初
期
被
楚
所
滅
。
許
國
亡
國
後
，
子
孫
以
國
為
氏
，
稱
許
氏
，
史
稱
許
姓
正
宗
。
 

2
、
傳
說
堯
帝
時
許
由
的
後
代
也
稱
許
氏
。
許
由
相
傳
是
堯
舜
時
期
的
高
士
賢
人
，
居
住
在
箕
山
。
他
死
後
被
葬
在
箕
山
，
後
人
稱
為
許
由
山
。
四
千
多
年
前
活

動
于
穎
水
流
域
的
箕
山
之
下
，
正
是
當
年
許
國
之
地
。

 
 
 

二
、
遷
徙
分
佈

 
許
氏
的
發
源
地
在
今
河
南
省
許
昌
東
。
春
秋
戰
國
時
期
，
許
國
為
鄭
、
楚
等
國
所
逼
，
曾
多
次
在
今
河
南
及
安
徽
北
部
一
帶
遷
都
。
許
國

被
楚
滅
後
，
除
部
分
遷
居
今
湖
北
荊
山
及
湖
南
芷
江
等
地
外
，
多
數
許
姓
就
地
繁
衍
或
北
上
遷
徙
。
許
姓
北
上
最
初
遷
徙
之
地
是
冀
州
高
陽
（
今
河
北
高
陽
）
，

後
有
許
氏
複
遷
回
河
南
寶
豐
等
地
。
秦
漢
之
際
許
姓
已
遍
佈
今
河
南
、
河
北
兩
省
的
大
部
分
地
區
。
此
後
，
北
方
許
姓
主
要
分
佈
於
今
河
南
、
河
北
、
安
徽
、
陝

西
、
山
西
等
廣
大
地
區
。
許
姓
南
遷
始
于
魏
晉
南
北
朝
之
時
。
唐
初
，
陳
政
、
陳
元
光
父
子
奉
命
入
閩
，
有
河
南
許
姓
將
佐
隨
同
前
往
，
在
福
建
安
家
落
戶
。
唐

僖
宗
時
，
侍
御
史
許
愛
鎮
守
漳
州
招
安
，
後
入
晉
江
石
龜
。
唐
代
以
後
，
許
姓
已
大
舉
南
遷
繁
衍
於
今
江
蘇
、
浙
江
、
湖
北
、
福
建
、
廣
東
等
省
地
。
宋
末
元
初
，

許
氏
有
一
支
徙
居
廣
東
。
明
代
，
福
建
人
許
沖
懷
、
許
申
移
居
臺
灣
，
此
後
許
氏
又
多
次
向
臺
灣
遷
徙
，
進
而
又
有
移
居
海
外
者
。
遷
至
湖
南
、
廣
東
、
廣
西
、

福
建
的
許
氏
，
有
的
融
入
侗
、
壯
、
布
依
、
土
家
等
少
數
民
族
。

 
 
 

三
、
郡
望
堂
號

 【
堂
號
】
 
"
洗
耳
堂

" ：
堯
帝
時
有
一
位
高
士
叫
許
由
。
堯
老
時
，
想
把
天
下
禪
讓
給
他
，
他
不
肯
接
受
，
跑
到
箕
山
腳
下
去
種
地
；
堯
又

請
他
出
任
九
州
長
，
他
就
跑
到
穎
水
邊
去
洗
耳
朵
，
認
為
堯
說
的
話
汙
了
他
的
耳
朵
。
許
氏
因
以

"
洗
耳

"
為
堂
號
。

 
"
得
仁
堂

"
：
伯
夷
、
叔
劉
在
周
滅
商
後
，

恥
食
周
粟
，
餓
死
在
首
陽
山
。
孔
子
誇
他

"
求
仁
而
得
仁

" 。
許
氏
因
以

"
得
仁

"
為
堂
號
。
 
"
訓
詁
堂

" ：
漢
代
時
有
許
慎
字
叔
重
，
博
覽
經
籍
，
當
時
人
誇
他
說

"

五
經
無
雙
許
叔
重

"
。
他
著
有
《
說
文
解
字
》
，
集
古
今
經
學
和
訓
詁
的
大
成
，
到
現
在
還
是
研
究
文
字
學
必
備
的
工
具
書
。

 
【
郡
望
】
汝
南
郡
：
漢
高
帝
時
置

郡
，
治
所
在
上
蔡
（
今
河
南
上
蔡
西
南
）。
此
支
許
氏
，
其
開
基
始
祖
為
秦
末
隱
居
不
仕
的
高
逸
之
士
許
猗
。
 
高
陽
郡
：
東
漢
桓
帝
時
置
郡
，
治
所
在
高
陽
（
今

河
北
高
陽
縣
東
）
。
此
支
許
氏
，
為
汝
南
許
氏
分
支
，
是
十
六
國
許
據
的

5
世
孫
高
陽
太
守
許
茂
之
族
所
在
。

 
河
南
郡
：
漢
高
帝
時
改
秦
三
川
郡
置
郡
，
治
所
在

雒
陽
今
河
南
洛
陽
市
東
北
）
。
此
支
許
氏
，
為
文
叔
直
系
後
裔
。

 
太
原
郡
：
戰
國
時
秦
莊
襄
王
置
郡
，
治
所
在
晉
陽
（
今
山
西
太
原
西
南
）
。
此
支
許
氏
，
為
汝

南
許
氏
分
支
，
是
東
漢
末
年
大
名
士
許
劭
之
後
。
 
會
稽
郡
：
秦
始
皇
時
置
郡
，
治
所
在
吳
縣
（
今
江
蘇
蘇
州
市
）。
此
支
許
氏
，
其
開
基
始
祖
為
東
漢
著
名
文
學

家
許
慎
之
後
。

 
 
 

四
、
歷
史
名
人

 
許

 
衡
：
元
朝
理
學
家
。
元
世
祖
即
位
後
，
與
劉
秉
忠
等
定
朝
儀
官
制
，
為
元
統
治
者
策
劃

"
立
國
規
模

" 。
與
劉
因
、
吳
澄
並
稱
為
元
朝
三

大
理
學
家
。

 
許
劭
：
三
國
魏
大
名
士
。
好
評
論
人
物
，
每
月
更
換
一
名
，
時
稱
汝
南

"
月
旦
評

"
。
曾
評
曹
操
為

"
治
世
之
能
臣
，
亂
世
之
奸
雄

"
，
這
句
話
幾
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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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
曹
操
一
生
的
定
論
，

"
一
代
奸
雄

"
也
成
了
曹
操
的
代
名
詞
。

 
許

 
渾
：
唐
代
詩
人
。
其
詩
作
中
有

"
山
雨
欲
來
風
滿
樓

"
之
句
為
世
人
傳
唱
。

 
許
夫
人
：
元

初
佘
民
起
義
女
英
雄
。
1
2
7
8
年
，
她
聯
合
黃
華
起
義
。
當
時
，
元
軍
已
入
福
建
，
宋
臣
蒲
壽
庚
降
元
。
抗
元
將
領
張
世
傑
轉
戰
至
閩
西
南
，
在
她
的
支
持
下
，
討

伐
蒲
壽
庚
及
元
軍
，
屢
次
獲
勝
。
 
許
道
寧
：
宋
代
畫
家
。
以
擅
寫
林
木
、
平
遠
、
野
水
三
景
聞
名
。
張
士
遜
曾
贈
詩
有

"
李
成
謝
世
範
寬
死
，
惟
有
長
安
許
道
寧

"
之
句
，
以
贊
其
作
。
 
許
敬
宗
：
唐
初
為
秦
王
府
十
八
學
士
之
一
。
助
武
後
逐
褚
遂
良
，
逼
殺
長
孫
無
忌
、
上
官
儀
等
。
 
許

 
行
：
最
早
出
現
于
史
籍
的
許
姓
著

名
人
物
，
是
戰
國
時
楚
國
人
，
主
張

"
賢
者
與
民
耕
而
食
，
饔
飧
（
自
理
炊
事
）
而
治

"
，
反
映
了
古
代
社
會
中
農
民
的
一
種
理
想
，
有
學
生
數
十

 
許
（
火
良
）

光
：
美
籍
華
裔
學
者
、
美
國
人
類
學
博
士
。
1
9
1
1
年
生
，
遼
寧
省
莊
河
市
南
尖
鎮
潮
河
沿
人
。
畢
業
于
上
海
滬
江
大
學
社
會
系
，
考
取
庚
款
公
費
生
留
學
英
國
倫

敦
大
學
文
化
人
類
學
系
。
1
9
4
0
年
取
得
文
化
人
類
學
博
士
學
位
後
，
曾
返
正
置
抗
戰
烽
火
中
的
祖
國
，
在
華
中
大
學
和
雲
南
大
學
任
教
，
並
在
西
北
、
西
南
從
事

文
化
人
類
學
考
察
活
動
。
1
9
4
4
年
先
後
在
哥
倫
比
亞
大
學
、
康
乃
爾
大
學
和
西
北
大
學
講
授
人
類
學
，
歷
任
講
師
、
助
理
教
授
、
副
教
授
、
教
授
和
系
主
任
。
這

位
蜚
聲
西
方
人
類
學
界
的
學
者
，
曾
到
過
夏

威
夷
、

香
港
、

日
本
等
地

實
地
考
察
，
並
把
研
究

心
得
融
合
在
他
的
大

量
著

述
之
中
。
許
教
授

應
用
的
方

法
是
從
每

一
文
化

體
系
的

對
事

對
物
的

看
法
想

法
中
，

抽
出

若
干
主
要

概
念

概
括

那
個
民
族
的
基

本
主
張
進
行
比

較
研
究
，
作
為
認

識
不
同
文
化

體
系
的

關
鍵
所
在
。
1
9
6
9

年
問
世
的
《
有
文
字
文
明
的
研
究
》
書
中
，
他
從
中
國
文
化
和
民
族

意
識
中

抽
出
十
四

條
基

本
主
張
，
也
從
美
國

抽
出
十
數

條
基

本
主
張
。
在
中
國
文
化
的

第
一

條
寫
道
：

“ 一
個
人
的
最
大
義

務
和

責
任
是

對
待
父

母
的

” ，
“ 孝
道
即
是

用
以

報
答
父

母
給
他
生
命
並

撫
養
他
長
大

” 。
而
在
美
國
的

第
一

條
則
稱

“ 一
個
人
的
最

大
關

心
所
在
是
他
的
自

我
利

益
，
這

包
含
他
的
自

我
表

示
、
自

我
發
展
、
自

我
滿

足
以
及

獨
立

” 。
許
氏
的
分

析
研
究

引
起
人
類
學
的
廣

泛
注

意
。
1
9
8
3
年

5
月
曾

歸
國

訪
問
，
就
學

術
問

題
同
中
國
學
者
作
了
有

意
的

探
討
，
他

對
中
國
重
建
社
會
學

表
示
高

興
。

 
用

心
理
學

法
從
事
人
類
學
研
究
由
來
已

久
，

可
是
美
籍
華
裔

學
者
許
（
火
良
）
光
博
士
在

1
9
6
1
年
所
著
《

心
理
人
類
學
》
及

1
9
7
3
年
的

增
訂

本
中
，
就
此
作
了

新
的

見
解
。
許
氏
認
為
，

心
理
人
類
學
是
現
代
人
類
學
的
一

個

分
支

科
學
。
他
的
任

務
是
著
重
研
究
人
類
文
化
與
人
類
社
會
人

格
、
社
會

心
理
之

間
的
相

互
作

用
。
許
氏
就
不
同
民
族
的
民
族

性
，
以
及
不
同
文
化
的

歧
異
作
了

大
量

深
入
研
究
。
他

應
用

心
理
學
的

觀
點
分

析
民
族

心
理
學
和
不
同
文
化

體
系
的

差
異
，
取
得
了
有

價
值
的
成

果
。
從
而

使
心
理
人
類
學
成
為
人
類
學
領
域
中

獨

樹
一

幟
的
學

派
。
正
因
為
許
博
士
的

獨
特

貢
獻
，
他
在

七
十
年
代
當

選
為
美
國
人
類
學
會
副
會
長
、
會
長
。
 
-
-
-
-
-
-
-
上

摘
《

參
考

消
息
》（
人
物

志
）《
許
（
火

良
）
光
博
士
和

心
理
人
類
學
》

 
許
天

振
提

供
 
。

 
安
徽

碭
山
明
末

清
初
望
郡
，
許
姓
自
明
初
以
來
繁
衍
多
代
，

問
天
下
有

誰
能

告
訴

我
老

譜
何
在

？
 

 

遼
寧
省
許
氏

遼
寧
省
許
氏

遼
寧
省
許
氏

遼
寧
省
許
氏
修
訂
族
譜
及
尊
祖
敬
宗
事
蹟
簡
介

修
訂
族
譜
及
尊
祖
敬
宗
事
蹟
簡
介

修
訂
族
譜
及
尊
祖
敬
宗
事
蹟
簡
介

修
訂
族
譜
及
尊
祖
敬
宗
事
蹟
簡
介
    

翻
開
華
夏
五
千
年
文
明
史
，
朝
代
更

迭
風
雲

變
換
，
國

運
家
史
一

脈
相

通
。

可
鑒
：
惟
有
世
世
名

門
望
族
方
得

保
全
族

譜
；
惟
有
忠

孝
識
士
不
過

半
百
不

思
 

修
編
族

譜
。

我
族
現

存
「
老

譜
」
、
《
許
氏
族

譜
》
（

續
編
）
、
《
許
氏

譜
書
重

修
卷
》
等
書

卷
資

料
，

均
系

我
族
歷
代

志
士
仁
人
經
千

辛
歷

萬
苦
，

耗
錢

財
費

精
力
，
為

尊
祖
敬
宗
，

啟
迪
後
人
作
出
的
不

朽
貢

獻
。
族
人

應
該

瞭
解
他
們

感
謝
他
們
。

 

 
 
 
 
清
康

熙
五
年

丙
午
（
西
元
一
六
六
六
年
）
正
月

朔
，
考
元
孫

儒
學
生

員
許

允
泰
字
太
宗
，
為
老

譜
書

「
維

」
，

全
文

見
「

資
料

」
欄
。
系

我
族

尊
祖
敬
宗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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驅

楷
模
。

 

  嘉
慶

七
年
（
西
元
一
八

O
二
年
）
許

昆
，
字

玉
生
，
號

臨
溪
。

例
贈

修
職

郎
，

敕
封

聖
府

齋
奏

廳
齋

奏
，
晉
封
奉
直
大
夫
。
不

辭
風

濤
之

苦
航
海
南

歸
掃

墓
、

立
志

碑
、

買
祭

田
、
招
守

墓
，

訪
求
世

襲
，
著

手
修

譜
，
歷
經
十
四
世
許
景

卿
、
十
五
世
許
文

運
，
十
六
世
許
際

閏
四
代
相

繼
編

修
，
於

清
光

緒
三
年
（
西
元
一

八
七

七
年
）
成
書
，
歷
時

七
十
四
年
。

雖
未

盡
善
，

宜
為
後
人

續
修
族

譜
奠
定

偉
業
之
基
。

 

  嘉
慶
八
年

癸
亥
（
西
元
一
八

O
三
年
）
十
二
月
望

日
奉
府

儒
學

廩
膳
生

員
許
景

卿
謹

志
述
：

「
嘉

慶
五
年

巨
集

德
公
（
即
許

宏
德
）

攜
來
族

譜
雲
：
其
家
舊

譜
紙

腐
蟲

傷
，
請
人
代

抄
抄
過
即

焚
，
此

抄
譜
名
次

配
氏

俱
各
明

晰
。
傳
舊

譜
名
次

甚
繁
，

嫌
其
字
滿

截
取

半
幅
，
事
不
必

真
。

」
並

「
族

譜
序

」
中
首
次

題
二

十
字
許
氏
命
名
。

 

  道
光
十
二
年

壬
辰
（
西
元
一
八
三
二
年
）
十
二
月
望

日
奉
天

岫
邑

處
士
許
文

運
為
族

譜
書

「
序

」
，

「
記

」
  許
文

運
長
子
許
際
開
與

繼
子
許

澤
光
在
莊
河
南

尖
常

隆
屯

擇
地
建

宅
（
許
氏

祠
堂
）
兩

處
：
一
名
《

樹
德
堂
》
，
一
名
《

謙
德
堂
》
。

 

  許
際

閏
「
族

譜
序

」
謹

序
：

「
許
氏
有

譜
自
前
明

洪
武
二
年

序
起
，
前
明

按
時

修
輯
，
並

囑
譜
書
三
十
年
一

修
，

迄
今

豈
止
三
十
年

未
修
。

」
在

「
老

譜
」

中
題
族

譜
「

凡
例

」
、
又

續
後
二
十
字
命
名
、

囊
括
許
氏

總
記
地
域
。

 

民
國
八
二
年
又

酉
（

  西
元
一
九
九
三
年
）
許
氏
族

譜
編

輯
小

組
籌

委
會
與
遼
寧
省
莊
河
市
南
尖
鎮
成
立
。

組
長
：
許

丕
恩
南
尖
鎮
政
府
助
理

員
，
副

組
長
：

許
振

德
）
南
尖
鎮
大

圈
村
支
部
書

記
，
主

編
：
許
天

振
退

休
幹
部
，
副

編
(兼
出
納
)：
許
寰
家

退
休

幹
部

 、
許
天
祥

退
休

幹
部
、
許
乃
家
、
許
傳
文
，

記
帳
：
許

傳
鳳
。
倡
議
書
雲
：
光

緒
丁
丑
（
西
元
一
八

七
七
年
）

修
訂
族

譜
成

卷
，
原
定
每
三
十
年

修
整
一
次
，

迄
今
已
一

百
一
十
五
載

未
能

實
現
，
又
曆
十
世
人
丁
。
立

志
重

修
族

譜
.于
一
九
九

七
年
成
書
,時
隔
整
整
一

百
二
十
年
。
許
令
家
一
九
九
五
年
三
月
為
《
許
氏
族

譜
》
（

續
編
）
篆

「
重

修
族

譜
序

」
：
明
前
有

譜
未
能
傳

世
，
明
代
有

譜
被
幫
賊

抄
沒
，

清
代

修
譜
定
上
限
明
朝

洪
武
二
年
（
西
元
一
三
六
九
年
）
，
下
限

清
光

緒
三
年
（
西
元
一
八

七
七
年
）
。
族

譜
包
擁
許
氏
十
八
世
，

二
百

七
十
八
支
（
際
字
輩
）
，
五

百
零
八
年
的
族
史
。

 

     
許
天

振
一
九
九

七
年
二
月
二
十
二

日
，
為
“
重

修
族

譜
贈
言
”
緬
懷
前
輩
，
鞭
策
後

繼
族
人
，
傾

盡
肺
腑
之
言
（

見
資

料
欄
）
。

 

     
許
傳
生
一
九
九
五
年
八
月

述
《
許
氏

譜
書
重

修
卷
》

編
填

格
式
：
一
至
十
世
許

允
振
輩
往
下
分
開

本
支

編
至

第
十
四
世
景
字
輩
居
椅
子

圈
的
族
人
，
將
際

字
輩

按
支
分
開
填

編
，
並
將

「
丕

」
字
命
名
改
為

「
勝

」
、

「
曉

」
、

「
利

」
。
許
傳
忠

參
與

編
填

譜
卷
。

 

     
許
斌
（
傳
字
輩
）
二

O
O
三
年
農
曆
八
月
初
一
，
得
其
父
許
千
家
借
許
傳
生
家
藏
族

譜
兩
冊
，
複
印
研
讀
後
，
先
是

盡
其
所
及
所
能
填
補

本
系
遺
漏
族
人
，

彙
成
文
稿

資
料
逐
一
發
放
留

存
。
並
與
同
年
十
一
月
開
始
，

利
用
電
腦
網
路
等
高

科
技

手
段
，
在
北
京

「
網
同

」
w
w
w
.netor.com

網
站
上
始
建
：

「
遼
南
許
氏

家
族
紀

念
園
區

」
（
園
區
號
）
、

「
遼
南
許
氏
族

譜
」
（
族

譜
九
五
三
號
）
、

「
紀

念
館
（
三
一
四
一

七
，
三
一
四
一
九
，
三
一
四
二
○
）

」
若

干
。
傾

盡
全

力

將
相

關
族

譜
資

料
實
現

資
料
化
網
路
化
，
為
海
內
外
、
族
內
外
客
人
流
覽

觀
顧

提
供
便
捷
，
為

實
現
族
人
溝

通
和
聯
絡
失
散
族
人
建
立
起
一

個
方
便
快
捷
的
網
路

平
臺
。
將
網
站
園
區
管
理
長

久
世

襲
下
去
。
許
氏
族

譜
網
路
化

資
料
化
的
時
代
業
已
開
始
：
：
：
。

 

  遼
南
許
氏
源
于
山
東
乳
山
。

 
本
支
遷
途
史
：

 
我
一
世
始
祖
許
得
勝
公
，
原
籍
直
隸
鳳
陽
府

臨
淮
縣
西
溝

村
板
打
巷
人
。
當
元

運
將
終
明

興
方
始
奮
起
從
龍
，



遼寧遼寧遼寧遼寧省遼南許氏族譜省遼南許氏族譜省遼南許氏族譜省遼南許氏族譜序序序序 世
襲
軍
戶
，
身
遭
陣
亡
；

 
三
世
祖
許
成
公
，
從
事
戎
行
，

丕
箸
軍
功
，

繼
父
之
烈
，
創
子
孫
之
業
，
由
軍
士
、

小
旗
、

總
旗
、

百
戶
、
轉
升
海
陽
守
禦
千
戶
所

付
千
戶

職
，
明
封
武
略
將
軍
。
舉
家
任
所
定
居
山
東
省
登
洲
府
海
陽
所
（
今
乳
山
市
）
，
世

襲
將
軍
至

第
十
代
，
明
亡

襲
終
；

 
十
二
世
祖
許
汝
敬
公
，
許
傅
公

五
子
，
字
原

修
，
葬
滸

村
北
西
塋
山
根

第
一

墓
。
乾

隆
三
年
（
西
元
一

七
八
三
年
）
時
逢
山
東
災
荒
。
為
創

新
業
離
開
山
東
乳
山

攜
眷
闖

關
東
，
卜
居
於
遼
寧
省

莊
河
市
（

岫
岩
）
，
南
尖
鎮
（
木
耳
山
鄉
）
，
潮
河
沿
（
滸

村
）

屯
。
披
荊
斬
棘
，
闢
地
營
房
，
耕
讀
教
子
，
勤
儉
持
家
，
事
業
漸

興
。
數
年
後
，

第
四
胞
兄
汝

泰
攜
眷
來
附
。

繼
而
丁
多
族
大
繁
衍
生

息
于
黃
海
岸
北
洋
河
岸
西
，

務
農
經
商
，
家
業
殷
富
，
書

香
門

第
，
功
名
倍
出
，
名
揚
京
鄉
，
望
族
一
方
；

 
十
六
世
祖

許
際
惠
1）
許
昌

運
公
子
，

例
貢
生
。
舉
家
遷
居
大
東
溝
（
東

港
市
）
年
代
不
詳
，
支
成
一

脈
。
遷
墳
還
地
時
期
，
被
移
遷
葬
于
椅

圈
山
東
坡
祖
瑩
左
起

第
一

墓
；

 

十
九
世
父
許
仟
家
、
許
天
瑞
祖
父
次
子
，
民
國
四
十
六
年
己

亥
（
西
元
一
九
五

七
年
）
，
為
支
援

本
鋼
建
設
，
舉
家
遷
入

本
溪
市
，
叔
父
許
佰
家
也
定
居

本
溪
市
。

 

 
  
遼
南
許
氏
二

百
多
年
至
今
繁
衍
近

萬
眾
，
諸
多
支

脈
繁
遷
分
佈
于
除
遼
寧
以
外
的
吉
林
，
黑
龍
江
，
內
蒙
，
河
北
，
澳

門
，
台
灣
地
區
與
韓
國
，

日
本
、
美
國

等
國
家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