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睁 一

胥 重

(<华容县姓氏志》的编撰者把‘一大摞书稿堆到了哉的面前，．j

嘱咐我为它写几句话。我因为工作忙，又碍于它厚，加之臆想其

中内容也一定是枯燥的，因而总有些惮于一翻。但是，当我终于

揭开它的扉页的时候，却意外地被书中的内一容吸引住了，一口气

读了下去0合上书稿，我想了很多很多0 ．

。

中国姓氏渊源古久，绵延漫远，其产生、发展、演变的历

史，反映了中国社会制度、意识形态、风俗习惯的变迁。姓氏源

流是中国社会独有的一种文化现象。研究这一文化现象，实际是

借用一个特有的三棱镜，来观察、分析中国社会发展的独j有规

律，以为今日、今人借鉴。 、、

’

姓氏的产生和演变，与中华民族的形成、发展和融合密切相

关。。氏族是以血缘关系为基础，以男性世系为主轴的一种松散性

的社会组织，其早期实为原始氏族部落集团。有的姓，如姬、

姜、姚、妫等，都着有“女”旁，、乃是母系氏族集团的印记，有

的姓，查其渊源，’。或出自封国、采邑，’或出自本族图腾，或出自

先人职业、居地，实际也是氏族部落演化的明证。而以这些因素

命名的姓氏，以姓种或人口论，占了整个姓氏和全国人口中相当

大的出例。少数民族的汉化，也是民族融合的结果。各个时期氏

族的迁徒和布居，是研究历代政治、经济、军事、社会发展与演变

的重要线索。历代家谱，记人记事普及到每一个社会成员，1从一

个特有的角度记述和保翟了中孱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丰富史料，对

1



于研究前代政治、经济、文化、人口、习俗等，有着极其重要盼

借鉴作用。有的族谱甚至保留了正史中无从查找的珍贵史料。

“国有史，郡县有志，家赢谱”

独有的、庞大的历史著述体系。

，三者互为补充，形成了我国所

姓氏宗族对中国社会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姓氏最早的作用

在于区分人类群体。而后，姓氏成了限制同一血统通婚的标志。

上古时期，同姓之间不准通婚。周代即有“男女同姓，其生不

蕃”， “同姓不婚，恶不殖也”的说法。

姓氏宗族，自汉晋以后，日趋网络化、制度化。族权成为维

护封建统治的“政权、族权、神权”三大权力柱础之一。东汉后

期，出现了一批“四世三公”、“四世五公”等累世公卿的门阀

大族。这些家族，在经济、政治、意识形态上具有不同于一般姓

氏的种种特征。有的豪门大姓，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把

持着一定行政区域的统治大权。到魏、晋以后，推行“九品中

正"制，更是“下品无高门，上品无贱族。”直至唐初，高士廉

等撰《氏族志》，仍列崔氏为“上之上”，而将“九域一统”的

李氏皇族附于其后，经李世民御旨批驳，才予更改。可见其时f1

阀族权之盛。

宗族内部组织严密，家法苛严，几乎成为与州、郡、县、里

相井配的另一套社会组织体系，起到了政权组织所不能起到的特

殊作用。历代封建统治者都强调“以孝治天下力，这“孝"，就

是具体由宗族组织来落实的。宗族内部完整的礼仪制度，旨在奖

掖族人效忠封建统治者，禁锢宗族成员的思想，严防“犯上作

乱"、“伤风败俗”、“忤逆不孝”，对其违禁者，剃施以酷

刑。故宗族组织又多掌族内司法之权。宗族与宗族之间，往往困

争权夺利而频繁争讼，残酷械斗。当权者为维护旷己的统治，对于

宗族势力，喜则“世代封荫”，怒。则靠满门抄斩”、“株连九

族黟。所谓“九族"，今文尚书零以为是异姓亲族，即父族四，

2



母族三，妻族二，古文尚书家以为是同姓索族，即从自己算起，

上至高祖，下至玄孙。所以，宗族关系叉成了封建士大夫“一荣

俱荣，一损俱损"的连通器。势力强蛊的宗族，不满足于在一家

一室内行使权力，也不满足于与邻姓近族争斗中获取的些微胜

利，于是进而发展到干预政治。j早期主要是左右郡县守令，进入

民国后，则往往操纵选举，引荐私人，把持政权，其反动性更加

暴露无遗。

4研究姓氏是一门专门学问。近年来临续出版了一系列以姓氏

为研究对象的专门著述。但是，这些著作中只能看到姓氏的。源”，

如果把姓氏的这种。源”看作是“根拶的话，。那么，近代姓氏的状

况和分布刖是“枝"和4叶”。《华容县姓氏惠》以一县之地的姓

氏起源、发展及其活动为记述对象，囊括了大量的、活生生的历

史资料≯为读者理清了该县姓氏发展、演变的脉络广。展现了姓氏

宗族影响社会政治、经济的方方面面；可以说既寻到了“根拶9

又描绘了嘣枝舻和“叶拶。它是一部具有研究价值的学术著作，

也是一部史料价值极强的专业史。我相信，它的出版，一定套受

到各个方面的欢迎。

1992年5月于长沙德雅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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