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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首字筆畫索引

説明：全書條目按人物姓名首字的字數、筆畫數和起筆方法〔一（横）、1（堅）、丿（撇）、、（點）、 

乙（折）〕為順序排列，首字相同看第二個字，依次類推。姓氏後括號中數字前者為目録頁碼，後者為 

正文頁碼。

二畫
尤(13,196) 石(15,254) 伍(20,369) 吾(28,573)

戈(13,196) 左(16,263) 伏(20,377) 巫(28,573)

T(5,l) 巨(13,198) 田(16,265) 任(20,377) 車(28,574)

七(5,19) 仇(13,198) 由(16,275) 伊(20,386) 束(28,575)

卜(5,20) 公(13,199) 申(16,275) 延(20,386) 别(28,575)

八(6,20) 毛(13,200) 甲(16,276) 向(20,386) 吴(28,575)

刁(6,21) 牛(13,208) 史(16,276) 全(21,392) 岑⑶,651)

刀(6,22) 升(13,210) 冉(16,282) 朵(21,393) 貝(31,653)

力(6,23) 月(13,210) 印(16,283) 多(21,393) 利(31,654)

乜(6,24) 卞(13,210) 仝(16,283) 危(21,393) 何(31,654)

三畫
文(13,211) 丘(16,283) 江(21,393) 但(32,683)

方(14,225) 白(16,287) 汲(21,403) 佟(32,684)

三(6,24) 亢(14,234) 包(17,295) 池(21,404) 邱(32,685)

干(6,24) 孔(14,234) 弘(17,299) 安(21,404) 余(32,690)

于(6,24). 尹(15,239) 皮(17,299) 羊(21,406) 余(32,690)

大(6,35) 丑(15,245) 尼(17,300) 米(21,407) 谷(33,706)

尢(6,36) 巴(15,245) 司(17,300) 祁(21,407) 狄(33,709)

寸(6,36) 水(15,246) 母(17,303) 那(21,408) 言(33,709)

上(6,36)
五畫 六畫

阮(21,409) 辛(33,710)

千(6,37) 牟(21,412) 况(33,712)

么(6,37) 札(15,247) 邦(17,303)
七畫

冷(33,712)

弓(6,37) 艾(15,247) 邢(17,303) 汪(33,714)

四畫
平(15,249) 吉(17,306) 杜(22,414) 沙(34,730)

正(15,250) 老(17,307) 郦(22,427) 沉(34,732)

扎(6,38) 玉(15,250) 成(17,308) 克(22,428) 沈(34,733)

支(6,38) 古(15,250) 匡(17,311) 芮(22,428) 羌(35,761)

井(6,38) 本(15,251) 光(17,312) 花(22,429) 宋(35,761)

王(6,39) 世(15,251) 吕(17,313) 药(22,429) 初(36,779)

牙(13,195) 甘(15,251) 曲(18,323) 芳(22,429) 罕(36,779)

太(13,195) 布(15,254) 朱(18,324) 李(22,429) 良(36,7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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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一（1903—1968）

字捷人，山東東阿人，1903年 

（清光緒二十九年）生。1918年，考入 

山東聊城省立第三師範學校。1926 

年10月，畢業於黃埔陸軍軍官學校 

第四期炮科。歷任中央訓練團第三總 

隊第七大隊指導員，四川省第二行政 

區壯丁幹部訓練班軍事主任，第七十 

四軍第五十八師炮兵旅上校參謀主 

任、參謀長，少將旅長，隸第二兵團。 

1949年1月，被中國人民解放軍俘 

虜二獲釋後返原籍居住。1968年，在 

原籍逝世。終年65歲。

丁九（1919—1969）

原名燦成，筆名丁蒂、丁鐵等， 

江蘇淮安人，1919年生。1937年，編 

輯出版《抗敵戰報》。1939年8月，加 

入中國共産黨。 1942年後，在山東 

《大衆日報》、北平《解放》三日刊、新 

全社任記者、編輯、特派員。1946年 

4月以後，歷任新華社華東野戰軍前 

绫分社通訊部主任、副社長，中國人 

戻解放軍第三野戰軍總分社副社長。 

二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歷任新華社 

華東總分社副社長，總社辦公室副主 

任、黨委書記，浙江省文化局局長和 

室組書記，浙江省文聯黨組書記。 

1969年10月9日逝世。年50歲。撰 

寫備戰在沂南》、《沂蒙人民和八路 

堂等通訊，被選入《中國當代記者叢 

聿》 日，。

丁山（1901—1952）

號山父，安徽和州（今和縣）人， 

1901年（清光緒二十七年）生。肄業 

三國立北京大學國學門，曾任國立中 

山大學、國立中央大學、國立山東大 

學、國立四川大學、國立東北大學教 

授、史學系主任。後任國立中央研究 

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研究員，考古學會 

會員。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任山 

東大學教授。1952年逝世。年51 

歲:,著有《説文闕義箋》、《羲和四宅 

説》、《費誓題解》、《唐寫本切韵殘卷 

跋》、《切韵逸文考》、《漢字起源考》、 

《數名古誼》、《召穆公傳》、《邮學 

考》、《伯懋父敦跋》、《召伯虎傳》等。 

校訂《説文古文疏證》。

丁易（1913—1954）

原名鼎彝、葉丁易，筆名孫怡、 

訪竹、童宜堂，安徽桐城人，1913年 

生。少年，攻讀古文，繼就讀於國立 

北京師範大學。1936年，加入中華民 

族解放先鋒隊。抗日戰争期間，先後 

在四川成都省成聯中、省成女職、省 

立戲劇音樂專科學校任教員、講師、 

教務主任等職。1944年，在成都加入 

中國民主同盟。1945年，被選為民盟 

四川省委委員，兼任中華全國文藝界 

抗敵協會成都分會常務理事。不久， 

赴四川三臺縣國立東北大學任中文系 

副教授。1946年赴重慶，任《民主報》 

總編輯，兼任私立社會大學新聞系主 

任；同年，赴北平，任國立北平師範 

大學中文系副教授。1947年，任北平 

文協理事，民盟中央宣傳委員，《民主 

周報》主編；同年冬，赴晉冀魯豫解 

放區北方大學歷史研究室工作。1948 

年，任華北大學中國語文研究室副主 

任；同年，參加華北人民代表大會。 

1949年，任北京師範大學校務委員會 

委員兼中文系教授；同年，加入中國 

共産黨，被選為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 

議候補委員。1952年後，任中蘇友好 

協會總會理事、中緬友協理事、九三 

學社中常委主任委員兼副秘書長。 

1953年10月，赴莫斯科大學講學。 

1954年6月，病逝於莫斯科。年41 

歲。著有《明代特務政治》、《中國文 

字與中國社會》、《中國現代文學史 

略》、《丁易雜文》及長篇小説《過渡》、 

中篇小説《雛鶯》等。

丁玲（1904—1986）

女，原名蔣偉，字冰之，筆名丁 

玲，湖南安福（今臨澧）人，1904年10 

月12日（清光緒三十年九月初四）生。 

1918年夏，入桃源縣立第二女子師範 

學校預科。1919年秋，改入長沙周南 

女子中學。1921年秋，轉入長沙岳雲 

中學。1922年，入上海平民女子學 

校。1923年，入私立上海大學中國文 

學系。1927年底，發表成名作《莎菲 

女士的日記》。1929年，與沈從文等 

創辦《人間》與《紅黑》月刊。1930年， 

參加中國左翼作家聯盟。1931年9 

月，任《北斗》月刊主編。1932年3 

月，加入中國共産黨，擔任左聯黨團 

書記。1935年5月，被秘密綁架拘禁 

於南京。1936年8月，獲釋後，經西 

安赴保安,與成仿吾等組織中國文藝 

協會，任主任。1937年2月，陪史沫 

特萊至延安；同月，任中國工農紅軍 

中央警衛團政治部副主任；3月，參 

加《二萬五千里長征記》編選工作；7 

月，與吴奚如組織戰地服務團；8月， 

任西北戰地服務團主任。1939年11 

月，任陝甘寧邊區文藝協會副主任。 

1941年5月，任《解放日報》文藝副刊 

主編。1946年7月，奉派至懷來、涿 

鹿一帶參加土改。1948年，寫成著名 

長篇小説《太陽照在桑乾河上》；同年 

11月，赴布達佩斯出席世界民主婦 

女聯合會第二次代表大會，當選為理 

事會執行委員。1949年7月，出席第 

一次文代會，任大會主席，當選為中 

華全國文學藝術界聯合會全國委員、 

常務委員；9月，任中國人民政治協 

商會議代表；同月，任《文藝報》主 

編。1950年12月，任中共中央宣傳 

部文藝處處長。1951年1月，任文化 

部中央文學研究所主任；同年，獲斯 

大林文藝獎金。1954年8月，任第一 

届全國人大山東省代表。1955年12 

月，被定為丁（玲）陳（企霞）反黨集團 

頭目。1957年9月，被劃為“右派”， 

開除出黨。1958年2月，被撤掉人大 

代表、作協副主席職務，下放至黑龍 

江湯原農場。1978年，摘去“右派”帽 

子，後獲平反恢復黨籍，歷任文聯全 

國委員，作協理事、副主席，厦門大 

學名譽教授，全國政協委員、常務委 

員。創辦并主編《中國》文學雜志。 

1986年3月4日，逝世於北京。終年 

82歲。刊有《丁玲紀念集》。

丁淇（1895—1975）

字柏岩，江蘇鎮江人，1895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