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刖 吾

阮氏家谱到我的父亲阮福星是第九代．我除了

解父母亲之外，对祖辈们的事迹已一无所知，这是

一个极大的遗憾。从长远计，为使阮氏子孙了解家

族历史，不忘祖宗，并能够从中汲取宝贵的精神食

粮，更好地度过自己的人生之路，这是我编写这部

家族志的主要动机。

其次，父母生我们兄弟五人，现今已繁衍到

1 6 0余人，3 0多个家庭。他们散居于云南各

地，平时相聚甚难，相互间信息的沟通以及了解也

存在一定困难，相信有了这部家谱后，对增进家族

各成员之间的友谊团结，弥补在这方面的一些遗

憾，是会很有好处的。

另外，一部好的家族志，也是中国历史进程中

的一个有机组织部分。它可以是历史某个侧面的一

个补充，一种参考，同样具有着重要的史料价值。

我的父母虽然没读过书，但他们勤俭持家、尊

老爱幼、互敬互爱，一辈子和睦相处、以身作则的

风范，后辈子孙应当永远继承，并发扬光大。

教育儿女，关键是要教以立志：有志方能致



学，有志方能有恒，有志方能成材!

我从一生的实践中拟定了一个家训供参考

为人首立志，自强方立身；

治家宜勤俭．严己宜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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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卫琴娘家也有一个家训：

疏懒难成事， “风流”不立身；

谨言终少祸，俭用省求人。

编写家族志感怀

风雨硝烟起苍穹，

荣辱浮沉沧桑梦，

先贤事迹多佳话，

一脉璀璨青胜蓝，

几经艰险危困中。

悲欢变幻渡从容。

侪辈创业主新功。

撰此族志继先宗。

阮子勤于2003年9月时年85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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阮氏起源

据一些姓氏书记栽．远古帝皋陶的后代有人在

商朝建立阮国，是商朝的诸侯国，其国位于岐山渭

水之间，也就是今天的甘肃泾川一带。商朝末年，

周文王在关中发展势力，攻灭阮国，原阮国贵族为

了纪念故国。便以国名为姓氏。

资料1：据《通志·氏族略》记载： “阮氏，

商之诸侯之国，在岐、渭之间，子孙以国为氏”。

资料2：《千家姓查源》上说： “殷商时有阮

国(偃姓)后被周文王所灭。子孙以国为氏。”从

此便有了最早的一批阮姓人。

阮氏的另外两个来源与上述一支相比影响较

小。其中一支相传也是皋陶的后代，原与皋陶的姓

氏相同，姓偃。由于皋陶生于曲阜(今属山东)主

要活动地区在今黄河下游地区，所以其子孙也多集

中在这一带。至周期中叶，皋陶裔孙中一人被分封

为阮乡侯，后来，这位阮乡侯的后代便以封爵的名

称为姓，姓阮。阮姓另外一支是其他姓氏改姓而来

的。据一些史书记载，东晋末年，有位石姓人改姓

阮，后来，他的后代也以阮为姓。

在得姓后，出自不同系统的阮姓都有较大的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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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尤其是在东汉至南北朝时期。阮姓还是天下最

为著名的姓氏之一，居住在陈留(今河南开封)的

阮姓人又是天下最为尊贵的阮姓家族，，因此在后

来，陈留成为阮姓的代表性郡望。许多阮姓名人也

出自陈留。

【历史名人】东汉末年有文学家阮璃，陈留

人。晋代有音乐家阮成，陈留人。三国时魏有陈留

人文学家阮籍，其博览群书，尤好老子、庄子学

说，为“竹林七贤”之一，与嵇康齐名，所作(咏

怀诗)8 0余首最为著名。南朝梁有陈留人目录学

家阮孝绪，其年少时遍诵《五经》，一生不求富

贵，撰有《七录》。宋代有音乐家阮逸，诗人阮

阅。明未有兵部尚书阮大成。清代有太傅大臣、著

名学者阮元，其长于考证，精通经学，曾编纂《皇

清注解》、《十三经校勘记》等。

【宗祠堂号】陈留堂。出自春秋时期陈留的阮

氏家族，长期以来，一直在河南开封市附近繁衍，

后来成长为望族，河南开封在古代属陈留郡，所以

播迁到全国各地的阮氏人家，为了不忘自己祖先出

处，时至今日，世代相依相袭“陈留”这一堂号，

为阮氏家族树宗立传。

【楹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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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桃源仙骨(阮籍)，竹径风高(阮成)。

2、才称逸骥(阮踽)，志匹冥鸿(阮裕)。

当代阮姓在人口分布上以浙江、福建、山东、

湖北四省最为集中，人口约占全国阮氏总人口的一

半以上，，

阮氏老根南京柳树湾

云南是人类的发祥地之一。远在三万多年前的

旧石器时代，滇池周围就有人类居住，公元前三世

纪初。庄蹯入滇，在今天的晋城附近建立了滇王

国．这是内地汉族第一次向滇池地区移民：

历史上汉族移民进入云南有两次高潮：第一次

在汉晋时期，第二次在明代。，而明代的移民，其规

模、影响都远远超过了汉晋时期。

汉代进入云南的汉族人口有以下几类：

1、官吏、郡兵及仆从

汉王朝在云南设置郡县，从内地直接委派郡

守、县令、长吏等官吏和郡兵来统治。这部分人的

数量虽然不多，但他们都住在城里，比例很大。他

们之中，有的长期留了下来，有时还成了“南中大

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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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民工商贾

官吏和士卒的费用由朝廷供给，因此朝廷常常

从内地派民工往边郡运送物资；遇有战争时，运输

队伍更为庞大，多达出征士兵人数的十余倍。为了

牟利和办事，往来商旅的人数也不少。在这些民工

和商贾之中，肯定会有人长期住下来。

3、屯兵、罪犯

为了解决边郡吏卒的给养问题，从汉武帝开

始．在北方、南方边疆推行屯田实边政策。滇池地

区便是重要的屯田区之一。

汉代徙民实边。以罪犯为主。移民实边政策相

袭沿用多年，使汉族进入滇池地区的人数、屯户越

来越多。

此外，还有一些“散兵游勇”、“难民”等进

入云南地区。例如：西汉时期，内地对云南大多数

是征讨之类的事。规模最大的一次是王莽新凤六年

(公元1 9年)，兵民3 0余万人到云南进行征

讨．结果损失了数万人。在这数万人中，很可能有

相当一部分逃亡离散之后留在了云南。

三国时诸葛亮出征云南也留下了一部分将士在

滇西北。自东汉末年、晋以来，中原地区战乱不

休，北方汉族不断南迁。这些汉族难民，一部分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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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巴、蜀地区，而巴、蜀地区发生战乱。则又流入

滇中。

以上各代中，进入云南的汉族人口具体分布于

何处已史焉不详。当然，其中一些人有可能已进入

到了弥勒虹溪地区，但估计数量不会多；而最有可

能大量进入弥勒虹溪的汉族人口当在明代。

前面说过，明代的移民，其规模、影响都远远

超过汉、晋时期。朱元璋建都南京，柳树湾是皇城

前面的宫禁要地，是明王朝中央行政机关的所在

地。洪武十四年(公元1 3 8 1年)明太祖朱元璋

任命颖川侯傅友德为南征将军，定远侯蓝玉和西平

侯沐英为左右将军，统帅30万大军出征云南。当年

1 2月打到昆明等处，梁王逃到晋宁自杀，结束了

元朝在云南的统治。翌年(1 3 8 2年)2月，明

军建立云南指挥使司，统率在云南新设立的1 4个

卫所。3月便置云南的布政使司所属的府州、县。

现在弥勒当时属广西府，仍沿元代旧制为弥勒州。

云南平定后，朱元璋命傅友德和蓝玉班师回

京，留下沐英带一部分将士镇守云南。如驻在与弥

勒接址的临安府(今建水县)的临安卫、曲靖就留

下了卫军士。后来戍边的军士家属也送到了戍所。

在这些人中，很可能有原驻柳树湾的部队因调动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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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来到十八寨(虹溪前称)守御千户所，因而在

虹溪落户

洪武2 1年(1 3 8 8年)，马烨率西安3万

3千人来云南，这些军士中有2 2 6 4人是原在南

京柳湾羽林左卫的军士。明初在云南设置许多军卫

戍守，以巩固明王朝政权．保卫边疆。迄今已

6()r}多年。由此看，我们的祖先极有可能就在这

批戍卫军中。

我今年8 5岁了，我从小就听老辈人说过，我

们的祖藉在南京柳树湾。我们中国人从来就有重视

历史的传统，民间各家族虽然并不一定都修有家

谱，但对于自己家族的“根”——祖先的由来，一

般都会以口头相传的形式而代代流传下去的。所

以，我认为先辈们的口头留传决不会是空穴来风，

加之更有史实为证，因此，我们阮氏家族的老根当

在南京是可以肯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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阮氏家族第一代至第五十代排代用字表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 3

业 朝 荣
一

●

，、 五 应 大 正 方 碣 子 发 文 成

14 15 1 6 1 7 18 1 9 20 21 22 23 24 25 26

j} 图 强 济 世 宏 扬 害 贤 壮 怀家 业 ’l’ m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秉 良 森 林 涛 口 泽 国 邦
目 直 泉 松日 ，、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鹤 伟 冠 征 传
女
景 锦 宜 先 泽 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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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阮氏家谱历代名氏表(弥勒虹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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阮子华

阮子良

阮子和

阮子勤

阮子忠



我的父亲——阮福星

父亲生于1 8 8 6年

(光绪1 3年)，旧历

9月1 3日。1 9 5 2年

旧历9月2 9日逝世．终

年6 6岁。

父亲原住虹溪东门，

家贫未读过书。从小参加

农业劳动。成年后到西门

何姓上门。但不改娃。

农闲季节，随同辈青

年到百里之外，替法国人在修滇越铁路，在崇山峻

岭中承包土方，生活极为艰苦，一天干十多小时

活。收入不错，他俭吃省用，苦干几年略有积蓄，

返家后一边种田；一面经营烟、酒、油、盐摊贩生

意。父亲为人精明能干．既能把田地栽种好；又能

将生意做得兴旺发达。做这样的生意好几家，但谁

也不能和他相比。父亲做生意“薄利多销，童叟无

欺”，凡是常来买东西的农民，有钱无钱都可把东

西拿走，他记忆力强，能记住赊欠户。不过这些农

民诚实纯朴，只要有钱便会自动归还。



家庭富裕起来了，在虹溪来说，算是人财兴

旺，为乡邻所羡慕。但在当时的社会有钱无势，不

免遭恶势力勒索欺诈，他曾被诬陷坐监狱，出钱放

回。

父亲由于未读过书，在那狭小的天地中，对人

生、社会认识有限，没有把钱用在对五个儿子的教

育培养上，而是用来盖房子、买田地。每年的积

蓄，逐年购买及典进一些田地，除够自己耕种，还

盖了房子。那时五个儿子长大了，房子不够住，还

与相连的姜姓租三间茅房住过多年。

第一次盖房是1 9 2 7年。是一所三间六耳的

房子，以现在(2 0 0 3年估计大约要四万元)．

那时在农村是一笔不小的数字。盖好房子，一些粮

食，烟叶和为祖母买的寿板(土沙的)等均放在

内，准备过年迁居新房，不料初秋，姜、王两霸械

斗，一夜遭焚毁。第二次盖房是1 9 3 3年，在原

来地基上，较第一次要省一些钱，但在操劳上付出

巨大，那时我记得母亲深夜睡觉，黎明就要起来做

饭。

父母心胸善良，处人之道是“将心比心”。为

人厚道。与世无争。

他们所处的时代，是国家内·比外患动乱的年

代，房子无故遭焚毁。经济损失巨大。但“塞翁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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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安知祸福?”若当时房子要不是第二

所余的钱肯定用来买田地，自己耕种不

租，那么解放后，土地改革划为富民或她

一生心血付之东流．影响后代。

我的母亲——何香莲

母亲生于1 8 9()年

(光绪1 7年)．旧历1月

1 9日．1 9 6 3年1 0月

1 5日逝世(农历8月

2 8日)终年7 4岁。母亲

逝世4 0年了，但她终身勤

劳，对家人尊老爱幼，全家

和睦相处，对贫困者的同情

怜悯，永远记在我心中。

母亲姐妹六人。她排行

第四。家贫，父亲上门后，她既要操劳家

到田地间劳动，除做饭外，还要养猪鸡，

有粉碎机，人吃的大米，靠碓来舂，猪吃

靠手推磨来粉碎。这些劳动靠母亲每天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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