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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庆怀司志著这的《周姓史志》分七篇，以正度 16 开之版面面世，

洋洋洒洒，蔚为大观。围绕姓氏滑、泣的核心来铺琼编排，通克全书内容，

总体感觉是:材料十分毙实，中心内容集中、严谨，观点鲜明，思路清晰，

逻辑严密 O 对周姓的系列研究探讨是深刻的，取得的成果是丰硕的。

以笔者自光、视野所及，作为全菌性的姓氏著作面世者己不少，但

像周姓这样花如此气力和功夫，去深入研讨祖源、谱牒和名人的还不多

见。其他司类作品大都一言以蔽之，采南拼盘式，遇有分歧，各说各话，

不加研讨，缺失深度，~周姓史志》无论总量还是攻量均具以下鲜明特

征:

一、全面性

首先，占有资料是进行任何学术研究和探讨的基础，没有资抖，搞

"无米之炊"，空喊口号、辖主张，终究是无济于事的。《周姓史志》可以说

是穷尽搜索之功能，从远古、先秦经典古籍，到历朝历代正史、方志、宗

谱、支谱去寻觅、去搜集。只要涉及用姓源流的史料，按朝代和对限先后



进行辩伪存真，当为此书的一大亮点 O 现存于世的周姓家谱，被作者采

集、采榻的属姓宗谱资料就达 1222 种之多 c拔词摘抄如此之多的古书典

籍，将其展示在作品之内，这是一项艰难而又枯燥的工作，没有钱而不

舍、孜孜不倦、潜心探讨之精神是很难坚持和做好的 C

二、广泛性

作者对姓氏渊混进行了深入研讨，与各祖源地的学术、民间机持开

展了广泛接触，不仅如此，还充分吸纳了当代著名吕学大师、历史学家、

姓氏和培蝶专家的研讨成果和意见建议c 这充分说明了作者求真务实之

精神，更充分凸显了作者始终垫持的"不唯上、不唯书、不唯我、不唯肩、

不唯己"的准则，收到了实效。

三、包容性

综观全书充分豆示了作者编撰思想的开放和包容，这种兼收并蓄

的著述思想，有利于本书研究的深入进行，更有利于提高周姓宗亲的辨

别能力和取得广泛的共识。正西为作者坚持了开放和包容的精神，贯彻

了上述的"五不唯"准刻，我说文如其人，书如其人，虽然我与作者未曾

晤面，却如见其人。作者的乎等、包容精神，充分反映了绝大多数宗亲、

宗贤和诸位专家的心声 O 进一步肯定了《用姓史志》所取得的最重要最

核心的重大成果，值得所有用姓宗亲去珍惜、去爱护、去记取、去引用 O

序作者建议，在现，有成果基础上，希望周娃族人和后人进行更加深

入的研究，以取得更多证据和实证，使此成果更加发扬光大。

历史将会铭记，作者编著的《属姓史志》一书，在周姓宗族发展史

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作者系解藏军后勤工程学院原政委，少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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坷必义志

一、周姓图腾

A 

此图为周姓图腾。周姓的来源主要有三大支:古周国、姬姓和外族的改姓。

第一支出于古周国，即黄帝时以黄帝之臣周昌为首领的周部落，活动于今山西临汾

市(也有说法是在太原)一带;第二支出自姬姓，始祖为黄帝的玄孙后程，他的后裔周武王

在都铺故城(在今陕西省西安市长安区西北)建立了周朝，他的子孙以国为氏，姓周;第三

支来自于北魏时南迁中原的鲜卑族的普屯氏、贺鲁氏，以及金时女真族的傲国氏和清朝

时满洲八旗的周延氏。

.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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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始祖尊容

周姓始祖一一周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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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篆书起源

.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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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报义志

五、周字形义①

(一)

汉许慎《说文解字·口部》以小篆周字为

据，把周字看作是"从用、口"的字，即认为周

字是由用与口两个部分组成的。许氏对周字

形体结构的这个说解，与古文字资料所见周

字的构形不相吻合气

在先秦古文字资料中，已知年代最早的

辑 辑
2 

周字，见于殷墟一期甲骨刻辞。如图一 .1-4

所示，这个时期的周字，其构形既不从口，也

与用字毫不相干。含有口字的周字，首见于

商代末年的周人甲骨(图-.5)③。但是，直到

西周早期乃至四周中期，青铜器铭文中不从

口的周字仍旧通行，如图二 .}-4 所录，其构

形与殷墟甲骨的周宇大体相同，也与用字没

有关联。

由 用 8 
3 4 5 

图一

1.<前)6.5 1.7 2. <燕)641 3. <前)6.63.2 4. <合)218 5. 风雏 Hll :82 

国 因 田 田 感 粤
2 3 4 5 6 

图二

1.免直在 2. 口旁尊 3. 莫鼎 4. 成周戈 5. 散盘 6. 善鼎

①本文系北京大学葛英会教授赠与文章。

②出土所见战国时期古文字资料中，有少量周字口字以外的部分写作用，与商周以来周字的传统写法不

符，应是一种说变现象。小篆周字就是从这种发生说变的周字演化而成的。

③见岐山风雏村四周宫殿基础 Hll 出土甲骨之 82 、 84 片，载《文物)1979 年第 10 期《陕西岐 Lll风雏材发

现周初甲骨文).<考古与文物)1982 年 3 期《岐 UI风雏材两次发现周初甲骨文》。

. 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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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周中期以前甲骨(罔一)、金文(罔二)、

陶器文字(图三)的周字，大都是以兰条横向

直线与三条纵向直线穿插交接而成。其横向

直线两端与纵向直线的交接形式，纵向直线

两端与横向直线的交接形式，都不是整齐划

一的，凸显了纵横直线平行排列、互相穿插

交接的特征。一些近似田字外廓齐整的字例

(如罔一 '3 ，图二 .2 、4) ，不过是适应书写简便

且规整美观的需要，形成的一种变异。部分

于直线穿插的间隙中附加小点(因一. 1 、1

3 ，图二. 1 、 2) 的事实，说明小点的功用只能

是辅助性的，小点的有与元都不致使宇忌、发

生任何变化。闲此，在讨论周字的原始构形

时，应以不加小点者为主而兼顾附加小点

者。再则，采用以偏概全的做法，必然导致结

论的不合理性 O

噩圆圆
图三 周房、遗址凤雏宫殿基址出土陶文

(二)

殷墟甲骨刻辞中以纵横直线穿插交接

为主要特征的周字，其正确识读，是前辈学

者在与周代金文诸如"宗周"、"成周"、"周

公"等用语中周字的联系与比较中实现的①。

但是，由于该字纵横穿插的结构形式以及其

间或有或元的小点，与小篆以至今文周字之

间的若干差异，有关该字的初始构形与本来

意义，学术界曾有过几种截然不同的理解。

1.认为是古卤字，其构形"象田中盐结

之形"②;

2. 认为是殷商时代的金字，其纵横穿捕

的笔画"象古代盛金粒之器"其间附加的小

点"象所得之金粒"③;

3. 认为是雕字的初义象方格纵横，刻

画文采之形"fTr;

4. 认为是古周字象界划分明之农田，

其中小点象禾稼之形"在)。

古文字的研究成果表明，卤字己见于殷

墟甲骨卡辞，金字在周代钟鼎铭文中有大量

用例，两字的构形都与古周宇毫不相干。而

以周为雕宇初文的看法，虽然雕、周在字形

t有着关联，但雕字所舍的周字，只是声符

而非义符，以声符推论字的形义，显然是不

能成立的。

鉴于早期周字在构形上加点与不加点

者并存的事实，我认为，前述第四种见解尽

管遵从前人把该字释为周是正确的，但仍与

其他三种见解→样，在分析字形与判断本义

时，都是以加点者为依据，而于不加点者则

①参见孙治让《契文举例》上，第 32 页;商承作《殷墟文字类编)2 卷，第 7 9i;郭沫若《卡 íW通篡考释) ，第

118 页。

②王襄:<篮蜜殷契征文考得·游回)，第 3 页，第 29 片。

③叶玉森:<殷墟书契前编集释)4卷，第 42-44 页。

④朱芳圃:<殷周文字释丛》卷下，第 137 页。

⑤徐中舒:<甲骨文字典)，四川都书出版社， 1989 年，第 9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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