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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源远流长的历史文化滋养了伟大的中华民族， 同时也培育了一个勤

劳勇敢、 智慧仁爱的朱氏家族。 朱氏家族数千年来穷古今之变， 畅时事

之运， 励志自强， 建功立业， 英豪遍神州， 美名扬天下。 其族中一员用

一背篓白银， 于灵台县梁原乡安冯塬购置一山庄———北庄， 开创基业，

历经数代经营， 北庄朱氏家族日益繁荣昌盛。

今逢盛世， 国泰民安， 人心思源。 为晓祖宗之谱系， 激发后人创业

之激情， 由灵台县梁原乡北庄朱氏族人朱祺执笔， 寻脉络， 访亲友， 汇

众声， 集资料， 编纂 《北庄遗史》， 实乃大有意义之为。 朱祺修编本书之

辛苦劳顿， 将永为族人铭记。 甘肃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朱志良先生亲

自为本书题写了书名， 以示鼓励， 拳拳之心， 殷殷之情， 感人至深。 此

书不仅是北庄朱氏族人智慧、 力量与精神的传承和延续， 更是对北庄朱

氏家风、 门风的砥砺与升华， 定能起到追思先祖、 启迪今生、 激励后人、

开万世家业之意义。

少小离家， 转眼三十余载。 三十多年来， 无论身处何方， 始终没有

忘记家乡和祖辈， 始终记着自己出生在哪里， 成长在哪里， 因为那里的

山山水水已经深深融入我的血脉。 每每遥望生我养我的北庄故土， 思念

之情油然而生。 先祖质朴憨厚的品质是我用之不竭的精神源泉， 他们背

负烈日， 辛苦劳作的背影时时浮现在我脑海深处， 破烂的校舍、 水泉沟

的羊肠小道、 阳山湾的老梨树等等成了我心中的牵挂。 我深知自己肩负

责任之重大， 所以在不同地方、 不同岗位恪尽职守、 竭力工作， 以此来

回报党和国家， 回报家乡父老乡亲。 作为北庄的子孙， 为家乡建设尽心

尽力责无旁贷， 经多方衔接， 当地政府及族人共同努力， 近年家乡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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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大， 心中欣慰、 坦然。

缓缓翻阅 《北庄遗史》， 探寻北庄朱氏家族文明的源头， 北庄朱氏先

祖贤达慈祥的面容鲜活如在眼前。 数百年来， 朱氏家族在北庄这片广袤

的黄土塬上， 昂起不屈的头颅， 挺起坚强的脊梁， 信奉宽仁厚德、 耕读

传家的风范， 一步一步艰难地走来， 直到今日家族兴旺， 基业初成。 如

今， 北庄朱氏门人正乘着国泰民安的大好运势奋发图强， 其家族也必将

更加兴旺发达。 读罢此书， 神圣自豪的情绪、 扬鞭奋进的情怀激荡在心

灵。 这是一条血脉相连、 魂魄相依的基因脉络， 这是一番壮怀激越、 自

强不息的奋斗历程， 这是一篇大爱盈胸、 休戚与共的亲情诗篇。 然千言

万语不足以表达对祖宗先辈恭敬、 向往之万一。 人生征程漫漫， 唯愿后

人继承发扬 “勤劳、 质朴、 憨厚” 的北庄精神， 光大门楣， 无愧先祖之

业， 上告祖宗， 下慰族人。

愿 《北庄遗史》 代代相传， 不时续修。

是为序。

朱宝莹于兰州

二○一五年七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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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国有史， 县有志， 族乃国县之元， 概须有谱。 族若无谱， 则姓氏之

来源， 系族人口之繁衍， 无从考证； 历史之坎坷， 是非功过， 无法鉴别。

甘肃省灵台县梁原乡安冯村北庄朱氏家族， 在一背篓银子购买的山庄上

繁衍生息， 现已有 8 个门房， 54 户 273 人， 已成为安冯塬上一支不可或

缺的力量。 在当前国泰民安的大好形势下， 人人安居乐业， 家家生活幸

福， 北庄朱氏家族日益繁荣昌盛。

2011 年春节， 在堂兄朱宝莹的提议下， 本人主动承担修编北庄历史

之重任， 其初衷是通过梳理家族脉络， 探究家族渊源， 重拾历史碎片，

发扬先祖精神； 通过对先贤历史的考究， 增强后代的自豪感、 荣誉感、

使命感； 通过对当代有识之士奋斗足迹的寻访， 激发同龄人及后人的创

业热情。 堂兄朱宝莹， 平凉农校毕业之后， 背井离乡， 从徽县农技中心

的技术员一步一步奋斗至甘肃省委农工办副主任， 足迹踏遍陇南徽县、

武都、 宕昌的山山水水， 为当地经济社会的发展及群众生活的改善做出

了贡献。 他和在外拼搏的北庄人一样， 虽志在千里， 却时刻牵挂着家乡

的一草一木， 为家乡各项事业的发展倾注了大量的心血， 他们奋斗的足

迹、 创业的精神， 让我的同辈及后辈们高山仰止， 必将引领着我们一代

又一代的北庄人走出北庄， 牢记北庄， 情系北庄， 建设北庄， 在建功立

业的康庄大道上阔步前行。

回首历史， 我们看到的是满目沧桑， 心酸的往事和艰辛的岁月如水

蛭一样叮咬着我们的肌肤； 放眼现实， 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 我们一代

又一代的北庄人在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生活中， 凭借自己的勤劳、 质朴、

憨厚， 让自己脚下的土地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 原来的窑洞废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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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的土坯房也推倒了,地轱辘车成了古董， 一辆辆私家车在村道上来回

穿梭……所有的变化足以让我们会心地微笑。 展望未来， 我们更有理由

相信， 我的同代及后代有足够的能力和力量， 将这片养育了我们的黄土

地建设得更加美好， 让我的父辈、 我的同辈以及我的后辈们生活得更加

幸福。

木发百枝， 自根而起； 水流千派， 从源而来。 修编 《北庄遗史》 之

初衷是为了通过整理遗史， 感召后人， 让后人继承发扬 “勤劳、 质朴、

憨厚” 的北庄精神， 并期待后辈深刻领会 “绳其祖武” 之内涵， 为北庄

历史的叙写注入新鲜的血液和鲜活的力量。

朱 祺

002



目 录

第—章 北庄概 ………………………………………………………况 001

第二章 北庄朱姓定居繁衍史 ………………………………………… 006

第一节 朱姓渊源概 ……………………………………………述 006

第二节 北庄朱姓入迁经 ………………………………………过 008

第三节 北庄朱姓人口状 ………………………………………况 017

第三章 历史大事要事记 ……………………………………………… 039

第一节 海原大地震 先祖遭遇灭顶之 ………………………灾 039

第二节 一贯道蛊惑人心 先贤牵连受 ………………………累 041

第四章 社会经济 ……………………………………………………… 044

第一节 新中国成立前的社会经济情 …………………………况 044

第二节 互助组及人民公社化等情 ……………………………况 049

第三节 改革开放后的社会经济情 ……………………………况 053

第五章 安冯各姓家族概况 …………………………………………… 058

第一节 安姓家 …………………………………………………族 058

第二节 冯姓家 …………………………………………………族 060

第三节 孙家小 …………………………………………………寨 063

第六章 同族外地朱姓家族概况 ……………………………………… 064

第一节 上良乡朱家堡朱姓家 …………………………………族 064

第二节 梁原朱家湾朱姓家 ……………………………………族 069

第三节 梁原枣厥朱姓家 ………………………………………族 071

001



第四节 崇信县木林乡武家湾朱姓家 …………………………族 074

第五节 平凉市崆峒区二天门朱姓家 …………………………族 076

第七章 训谕 …………………………………………………………… 078

第一节 朱子家 …………………………………………………训 078

第二节 敬老人 行孝 …………………………………………心 079

第八章 北庄古 ………………………………………………………事 080

第一节 阳山湾的梨 ……………………………………………树 080

第二节 水泉沟的泉 ……………………………………………水 082

第三节 狼 ………………………………………………………灾 084

第四节 逼工送 …………………………………………………料 085

第五节 碾咀咀的故 ……………………………………………事 087

第六节 砖瓦 ……………………………………………………匠 088

第七节 毡 ………………………………………………………匠 090

第八节 老牛 ……………………………………………………车 093

第九节 第一台拖拉 ……………………………………………机 093

第九章 古 ……………………………………………………………迹 095

第一节 安冯学 …………………………………………………校 095

第二节 保安 ……………………………………………………寺 096

第三节 山神 ……………………………………………………殿 099

第四节 大涝 ……………………………………………………坝 100

第五节 水泉 ……………………………………………………沟 101

第六节 土 ………………………………………………………炮 103

第十章 北庄民俗 ……………………………………………………… 105

第—节 节庆习 …………………………………………………俗 105

第二节 婚丧礼仪民 ……………………………………………俗 110

第三节 风味饮 …………………………………………………食 115

第十一章 外姓人眼中的北 …………………………………………庄 121

第十二章 拾遗 ………………………………………………………… 132

002



附一 安冯村历届班子简 ……………………………………………况 169

附二 北庄大事记 ……………………………………………………… 171

后 ………………………………………………………………………记 173

003



第一章 北庄概况

灵台历史悠久， 远古时代就有先民在这里繁衍生息。 境内商周文化

遗迹遍布， 皇甫谧文化源远流长。

商周时期， 黄帝后裔篯姓密须国建都阴密 （今百里乡）， 国势强盛，

与相邻的周人不睦。 周文王姬昌于公元前 1057年率兵伐密， 在伐密归西

岐的路上， 路过荆山之麓， 筑台祭天， 灵台以此得名。 周武王十三年，

在密须国故地， 封同姓密国。 公元前 945 年， 密国被周恭王伐灭。 秦统

一六国后， 于始皇二十七年 （公元前 220 年） 在邵寨镇置鹑觚县。 汉武

灵 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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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原远眺

帝元鼎三年 （公元前 114年）， 在今灵台百里置阴密县。 汉顺帝永建四年

（公元 129 年）， 在今梁原乡一带侨置三水县。 公元 141 年， 在朝那镇置

朝那县。 隋代， 在灵台境内置良原县、 鹑觚县、 灵台县， 隶属安定郡。

唐代， 撤销灵台县并入陕西麟游县， 唐昭宗天复初期设置灵台郡 （据

《灵台县志》 《灵台史话》）、 梁原郡。 五代十国时期， 废除梁原郡、 灵台

郡， 又设置为梁原县、 灵台县。 宋代， 将现境内的灵台县、 梁原县改属

于秦凤路。 元朝初期， 将梁原县并入灵台县隶属于泾州。 明、 清时代，

灵台县隶属于平凉府。 新中国成立前， 灵台县隶属于甘肃省第三行政督

察区。 新中国成立后， 隶属于平凉地区行政公署。 1959年撤销灵台县治，

并入泾川， 1961年恢复县治至今。

梁原， 灵台县最西边的一个乡镇， 偏僻， 闭塞， 交通不便， 自然条

件艰苦。 梁原境内文物古迹遍布， 历史沉积深厚。

梁原古城就在今梁原乡政府所在地。 古时梁原不叫梁原而叫良原，

因西南有百亩良田， 所以隋朝大业年间在此设立县治时取名为良原。 良

原在唐朝时曾被吐蕃侵占， 陇右节度使李元谅率兵镇压了叛匪， 并下令

重修良原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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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筑的良原城在黑河和南沟小溪交汇处的土台上， 东西门即现在的

东门村和西门村， 北门就是城门社， 南边因为紧靠洞山无路可走， 没有

门， 城池西北长约二华里， 东西宽有七百多米。 城墙因年代久远， 多处

已塌陷， 但古城轮廓依然清晰可辨。

当地人传说古城曾是战国时梁惠王的都址， 古城内有很深厚的堆积

层， 含有汉、 唐、 明各个时期的陶瓷碎片， 也有古钱币、 青铜器等文物。

修东门小学时， 曾出土一件具有五代瓷器风格的铜壶。 1977 年出土于梁

原乡景家庄村的铜柄铁剑， 1974 年出土于灵台县梁原乡付家沟村的西汉

铜佣等一大批出土文物见证着梁原曾经的辉煌与繁荣。 古城墙、 洞山、

秦王山、 马站、 马刨泉、 枣厥等文化景观彰显着古城的迷人风姿， 关于

密康公、 梁惠王、 秦王、 李元谅的传说更为这个并不起眼的小城增添了

许多神秘色彩。

北庄， 位于梁原古城北边的安冯塬上， 是安冯村所辖的自然社之一，

在行政区划上由灵台县梁原乡安冯村管辖。 安冯塬位于陇东黄土高原南

缘， 属黄土高原沟壑区， 地处黑河与泾河之间， 地势西高东低， 是崇信

木林塬向东南方向的延伸。 安冯塬塬面狭窄， 自然条件相对艰苦， 东与

崇信县木林乡桃花岭隔沟相望， 南与梁原朱家湾依山相连， 西邻梁原乡

王家沟， 北接崇信县木林乡大堡子， 总面积 9.2平方公里。

安冯塬很像一个 “平塬盆地”， 北面及西北面有木林—东杨寨—桃花

岭屏障， 南面及东南面有朝那—上良塬相围， 西北有白家崾岘与南塬上

的仇家崾岘构成的一条 “通风带”。 安冯塬地处灵台、 泾川、 崇信三县交

界处， 是典型的黄土高原沟壑地貌， 海拔约 1140 米， 地处东经 107°10′、

北纬 35°12′， 属东七时区， 是传统的旱作农业区， 主要种植作物以小麦、

玉米为主。 小杂粮有谷子、 糜子、 豆类、 荞麦等， 油料作物包括胡麻、

荏籽、 油菜子等。

安冯村自古以来就有先民在这里繁衍生息， 根据车家山、 周家山、

罗家湾、 张家山等地名推测， 当时的安冯塬应该是各姓人口集聚的村寨。

后因时局动荡， 这些姓氏人口或集体迁移， 或满门灭迹。 清朝末期， 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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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塬形成了安姓、 冯姓、 朱姓三大姓氏人口构成的三寨格局， 当时的崇

信县又由三寨三城构成， 三寨即周寨、 黄寨、 安家寨， 三城即铜城、 赤

城、 九宫城。 故后人常称自己为三寨子孙。 在新中国成立以前， 北庄属

灵台县梁原乡朱家湾管辖， 而安冯属崇信县管辖， 为崇信县安家寨。 安

家寨在唐朝时最为兴盛， 当时兴建的保安寺香火旺盛， 有僧人几百人长

居寺内念经修行， 三寨子孙慕名前来保安寺祈祷朝拜， 寨子街也因此商

贾云集， 十分繁华。

1957 年， 成立堡子、 安家庄两个大队， 归灵台县梁原乡管辖， 1962

年合并安冯大队， 将原来的北庄合并归安冯大队管辖。 1982 年社改乡时

改安冯村， 属梁原乡的行政村之一。 安冯村现有北庄、 新庄、 老庄、 南

庄、 堡子、 朝阳、 小寨 7 个合作社 267 户 1201 人， 主要由安姓、 冯姓、

朱姓三大姓氏人口组成， 其中安姓、 冯姓为安冯塬的故有人口， 因此，

新中国成立后该村取名 “安冯”。 安冯村现有朱姓人口 55 户 259 人， 占

全村人口的 21.5%； 安姓人口 131户 570人， 占全村人口的 47.5%； 冯姓

人口 66 户 281 人， 占全村人口的 23.4%； 其他姓氏人口 15 户 91 人， 占

全村人口的 7.6%。 如今， 安姓、 冯姓、 朱姓及其他姓氏群众在长期的生

产生活中和睦共处， 亲如一家， 形成了相互团结、 邻里和谐的良好风尚。

安冯村群众历来耕读传家， 种植、 养殖业是传统产业。 全村总耕地

面积 6678 亩， 包括塬地 1580 亩， 山地 5098 亩， 其中： 退耕还林 560

亩， 新修水平梯田 2230 亩， 全村梯田覆盖率达到 43.7%， 森林覆盖率达

到 8.6%。 安冯村距崇信县城 25 公里， 距灵台县城 68 公里， 崇信—木

林—安冯城乡公交每天发班， 方便了村民的出行。 2012 年依靠扶贫项目

新修水泥硬化路 6.9公里， 实现了村道硬化路面全覆盖。 近年来， 随着外

地建筑业的繁荣， 劳务输出成为新兴产业异军突起， 全村年均劳务输出

300人以上， 劳务产业年均创收近千万元。

在居住条件方面， 安冯群众在告别窑洞居住后， 又依靠辛勤劳动逐

步拆除了土木结构的房子， 现以砖混结构的平房为主， 别墅式的二层小

洋楼在村内比比皆是。 自来水覆盖率达到 100%， 家家户户安上了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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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家用电器， 太阳能热水器、 家用小轿车等一些城里人才用的高档消费

品也逐步走进安冯的寻常百姓家。

在支柱产业培育上， 安冯村主要依靠牛、 果两大产业带动发展， 全

村牛存栏 268头， 栽植新老苹果园 325亩。 随着政府的进一步引导培育，

牛果产业有望成为群众增收的主导产业。 2013 年以来， 随着市场干果行

情的持续走高， 安冯群众自发在自己的房前屋后、 田间地头栽植新品种

核桃树一万多株， 这些凝聚着爱心和期盼的核桃苗也必将成为安冯人的

新希望、 钱串子。 至 2012 年底， 全村人均年纯收入达到 3100 元， 居全

县中上位次。

北庄社三面临山， 素有十二个山头之称， 生产条件苦甲安冯。 但北

庄人勤劳、 质朴、 憨厚的奋斗精神在安冯塬上有口皆碑。 在全面建设小

康社会的热潮中， 北庄人不甘人后， 力争上游， 他们是安冯塬上令人骄

傲的一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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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北庄朱姓定居繁衍史

第一节 朱姓渊源概述

综合 《元和姓氏》 《魏书·官氏志》 等史料， 一般认为朱姓起源主要

有五大支系：

第一支出自朱襄氏。 据 《路史·后记》 《续汉书·郡国志》 等资料记

载： 朱襄氏族是以蜘蛛为图腾， 活动于河南淮阳一带的部落， 其后人以

朱为姓， 有五千多年的历史。 朱姓的第一个名人是舜帝之臣朱虎。 朱虎

氏族或为朱襄氏的后裔， 朱虎的子孙表现不俗， 西周的名人隐士朱张、

战国时齐人朱毛、 魏国大力士朱亥、 西汉中邑侯朱进等名人均称自己是

朱虎的后代。 这支朱姓部落在先秦时一直活跃在冀鲁豫地区。

第二支出自曹姓。 成书于唐元和七年 （812年） 的 《元和姓纂》 是中

国现存最早的姓氏专著， 里面记载： “朱， 颛顼之后。 周封曹挟于邾，

为楚所灭， 子孙去邑以为氏。” 黄帝之裔高阳氏颛顼之后， 祝融氏吴回之

子陆终的第五子安， 曹姓。 曹部落以枣为图腾， 始居于陕西周至， 后东

迁河南灵宝东的曹阳； 舜、 夏至商初， 曹人一直居于曹阳； 商朝初再东

迁河南滑县东的漕邑； 殷商初， 曹人被迫东迁于山东定陶。 曹部落中有

一支朱姓氏族， 居住在曹阳之西南的朱阳， 朱人随曹人迁移， 商朝时迁

移到河南淮阳原朱襄氏居住过的地方， 即春秋时陈国的株邑。 西周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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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武王封女婿妫满于陈， 夺株邑并入陈国， 并封曹姓朱人的后裔曹挟于

邾 （今山东曲阜东南南陬村）， 建立邾国， 为鲁国附庸。 公元前 614 年迁

到绎 （今山东邹城东南纪王城）， 一部分邾人南迁朱方 （今江苏丹徒东

南）。 战国中叶， 楚宜王灭邾国， 并迁邾人于楚的邾地 （今湖北黄冈西

北）。 邾人遂以邾为氏， 继而去邑为朱姓。 曹姓朱氏是朱姓中最主要的组

成部分。 在先秦时期， 曹姓朱氏一直活动于豫鲁苏鄂地区， 曹姓朱氏的

历史也有两千四百年。 汉朝时， 沛国 (今江苏徐州) 成为朱姓最重要的繁

衍中心。

第三支系出自狸姓。 帝尧之子丹朱之后， 以名为氏。 因丹朱封在丹

水流域， 在今河南淅水地区。 舜封丹朱为房邑侯， 故称房侯， 别为狸姓。

丹朱部落被舜打败后， 族人四散居于河南、 河北、 山东、 湖北、 湖南等

地， 其中一支以丹朱的名为氏。 隋唐时期， 其后代在沛国相县发展为望

族。 狸姓朱氏的历史也有四千年之久。

第四支源自子姓。 周成王封商纣王之庶兄微子启于宋， 以奉商祀。

战国后期公元前 286 年， 齐国灭宋。 居于江苏砀山的宋微子之裔公子朱

的后代以先祖名为姓。 秦汉之际徙于河南南阳， 东汉时已发展成朱姓大

族， 直到唐宋时期， 南阳朱姓仍是朱姓中的名门望族。 子姓朱氏的历史

有两千三百年。

第五支系外族和其他姓氏的改姓。 《广韵》 《元和姓纂》 《姓解》

《通志·氏族略》 都记载： “北方渴烛浑氏， 后改为朱氏。” 三国以来， 重

要的由其他姓氏改姓朱的有胡、 康、 李、 范、 舒、 施等姓， 尤其明朝帝

王的赐国姓朱， 其人数之多、 数目之大， 是历史上罕见的。 魏晋隋唐时，

北方战乱和民众大迁移， 中原百姓中融入了大量外族的血液， 朱姓中也

流入外族人的基因。 最主要的有： 西汉南越族的朱氏， 北魏时鲜卑族慕

容部的可朱浑氏族， 宋朝金国的女真人兀颜氏族， 清朝满洲八旗的乌苏

氏、 朱佳氏、 珠锡哩氏等氏族集体改姓朱。 这些外族与汉族长期混居后

最终同化为汉族。 朱姓是中国人口最多的二十大姓之一， 尤其在江浙皖

地区中极有影响。 朱姓大约占了当代人口的 1.3%， 即每 1000个中国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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