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四节 姓氏文化意义深 民族振兴帆正鸿

我们这里暂时不讨论“姓氏文化”的起源、演变和发展等问题，仅仅探讨研究姓

氏文化的意义。

研究姓氏文化，是文化自觉的必然趋势与内在要求，是文化自信的一种重要表现。

研究姓氏文化必须深入学习贯彻胡锦涛总书记在十七届六中全会上的重要讲话，

我们要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先进文化，切实提高文化自觉，不断增强文化自

信，更加奋发有为地推动祖国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为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做

出更大贡献。

一、姓氏文化是中华文明题中应有之义

中国姓氏产生极早，史载从伏羲氏起就已“正姓氏，别婚姻”。中国最古老的文字

是甲骨文，在殷墟出土的甲骨文中，就有记载姓氏的专片，称为甲骨家谱。这是中国

五千年文明史的主要内容之一，为历代朝野所重视，故有“家乘犹国史”之说。世界

伟人马克思曾经研究过姓氏族谱，并通过姓氏族谱去研究社会。他对摩尔根的《古代

社会》一书进行摘要，把氏族的定义概括为：“氏族是出自一个共同的祖先，具有同一

氏族名称（姓氏），并以血统关系相结合的血缘亲族的总和。”孙中山也指出：“中国人

最崇拜的是家族主义和宗族主义”。毛泽东在分析中国社会的性质时指出，由宗祠、支

祠及家长的族权构成的“家族系统”与由政权构成的“国家系统”和由神权构成的“神

怪系统”，是中国社会的三种权力支配系统，其中，家族系统是最基础的系统。这说明，

宗族文化、姓氏文化在中国社会生活中的重要地位。可以说，离开了宗族文化、姓氏

文化，中国社会便没有根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也无从说起。

中华文化是人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倡导的和谐、大同、天人合一、厚德载

物、自强不息、辩证思维等都是人类社会最重要的价值观。对这些最宝贵的精神财富，

必须要继承和弘扬。在研究各种地方文化、姓氏文化，以及各种文化分支时，都必须

围绕中华文化的核心来进行。

有关专家最新研究发现，中国人古今姓氏已超过 22000 个，其中包括历代属于中

国版图上的少数民族的汉译姓氏。由于姓氏本身还在不断发展变化，据专家估计，我

国姓氏大约有 18000 个。随着时代的变迁，不少姓氏已经消失，当代中国人正在使用

的汉姓有 3500 个左右。中国人的姓氏错综复杂，在中华民族这个大家庭中，何止百家

姓，就是仅仅汉族也不止这个数，有据可查的姓氏可达 1 万个之多。《中华姓氏大辞典》

收入的姓氏多达 11969 个，其中单字姓 5313 个，双字姓 4311 个；三字姓 1615 个，四

字姓 571 个，六字姓 22 个，七字姓 7 个，八字姓 3 个，九字姓 1 个。《百家姓》以“百

家”为名，实收单姓 408 个，复姓 30 个，共计 438 个。



如今，中国各地姓氏文化研究蓬勃发展，近年编辑出版的姓氏丛书有 20 多种，单

独出版的书籍不下 200 本。姓氏寻根活动还搭上了互联网的快车，进入寻常百姓家，

光姓氏寻根中文网站就有近 400 多家。各地成立的姓氏研究会达上千个，并通过姓氏

研究会这个组织，开展了不少寻根问祖的活动，还通过这个平台开展了很多经贸活动，

对促进区域经济发展，起到了不可估量的重要作用。例如浙江楼氏文化研究会，中华

娄氏论坛，刚成立不久的娄山关文化研究会等等，通过姓氏文化团结和凝聚了同族人，

寻根问祖，开展各种主题活动，不仅增进团结，对促进姓氏文化的繁荣发展起到了积

极的推动作用，对民族对国家都具有积极的重要贡献。

二、研究姓氏文化 认祖寻根是中华民族团结富强的凝聚力和纽带

当一个民族危难之际，民族要生存，就得携手并肩，共同战斗，这就要全民族认

同祖宗和“本是同根生”的意识，继而产生凝聚作用。比如屈原在其抒情长诗《离骚》

开篇说“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意思是说我是古代帝王高阳氏的后代子孙，

我的先祖叫伯庸。这就是一种认祖行为。于是产生了不能将祖国当旅舍、不能视国君

为路人的爱国情感。又如韦氏宗祠通用联“望出京兆，源自高阳”，这也是一种寻根认

祖表现，表明韦氏郡望堂号为京兆，韦氏肇祖是颛顼高阳氏，与屈原同祖。鲁迅在年

轻时，写过一首《自题小像》，其中有一句：“我以我血荐轩辕”，轩辕就是黄帝。鲁迅

表示愿意为社稷江山、祖国之邦奉献出自己的青春和热血。

中国的姓氏诞生至今已有五千年的历史，其历史之悠久在世界文化史上极为罕见。

姓氏延续至今，早已变成了一种文化现象，这种社会现象是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姓

氏（包括名字）在民族文化的温床上形成，它是一座蕴藏丰富的精神矿藏。开发这座

精神矿藏对于我们当今建设和谐社会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三、中国的姓氏文化蕴含着民族文明进取精神

弘扬中华文化也应当包括中国的姓氏文化。五千年来，姓氏文化经过历史的积淀，

与民族精神融为一体，这种包容姓氏文化的精神对于现实社会有着无法替代的作用。

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中，人们耳熟能详的“岳家军”、“杨家将”，则是在民族危机时抵御

外族入侵的一种民族自强精神的象征；占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统治地位的儒家学说——

孔孟之道，则是中华文明的集中表现和高度凝练。

在中华民族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文化中，人们口耳相传的、融人姓氏文化的、

能表现人们积极进取精神的成语典故何止千百个！其中有表现宰相肚里能撑船、大肚

能容容天容地容天下之事的娄师德的“唾面自干”，表现人们谋略智慧的“田忌赛马”、

“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有表现“无为”而治思想的“庄周梦蝶”；有表现鞠躬尽

瘁、敬业尽职的“周公吐哺”；有赞扬为救国难挺身而出的“毛遂自荐”；有赞颂朋友



之间忠实守信、相知相交的“管鲍之谊”、“范张鸡黍”；有赞扬人各有所长的“马工枚

速”、“孟诗韩笔”等。真是应有尽有，不胜枚举。

与姓氏有关的“楹联”、“堂联”、“堂号”，特别是“楹联”、“堂联”，它保留着深

厚的文化底蕴，反映了某姓氏的历史渊源、家族名人的崇高业绩，其作用除了光宗耀

祖外，实际上还有提倡一种“家风”、“族风”的作用。这种民间的“家风”和“族风”

包含着传统文化的价值取向和理想。例如：林姓的堂联为“励志禁烟，御夷留根”；毛

姓的堂联为“捧檄而往，脱颖而来”；于姓的堂联为“当代清官，旧时宰相”；韦姓宗

祠通用联“历事四帝，勇麾三星”。以上的堂联、通用联分别提倡爱国御敌、为国挺身、

清廉救时、忠君奉献的风尚，这难道不是中华民族进取精神的具体写照吗？

积淀了五千年的中国姓氏文化，不仅仅融人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之中，而且还与

人们的日常生活发生了密不可分的联系，这对于传播中华民族的文化有着重要作用。

四、中国姓氏文化是一门科学

中国姓氏文化首先是一门社会科学，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由于众所

周知的原因，这门学问在中国沉寂了许多年之后又迎着改革开放的春风得以复苏。1984

年，国家档案局、教育部、文化部联合以“国档字(1984)第 7 号文件”发出指示：“关

于协助编好《中国谱牒综合目录》的通知”。于是中国谱牒学会应运而生。1994 年 4 月，

中国谱牒副会长张海瀛先生（时任山西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在《社会科学报》上发

表文章，就谱牒学研究的意义提出见解：“家谱是一个资料宝库，为研究历史学、社会

学、人口学、人才学、伦理学、人类学、经济学、地方志、民族学等提供资料……目

前研究谱牒，对于团结海外侨胞，巩固和发展爱国统一战线，增进了解，建立共识，

加速国家和平统一进程，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可见，中国姓氏文化作为一门社会科

学，在我国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和深化改革开放、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

式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仍然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与此同时，中国姓氏文化又是一门边缘学科。它对于人认识自身、造福自身、改

造自身有着十分深远的意义。根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支持的一项最新研究成果表明：

“尤其是中国人前 300 个常见姓氏的数据和分布地区对于研究中国人 Y 染色体多样性、

疾病分布、汉民族的源和流以及其他学科领域，都有可能提供新的线索和参考。”中山

大学的一项研究表明，某些姓氏与某些疾病有着相应的对应关系，某些姓氏与长寿与

否有必然的联系。所谓染色体是细胞在丝分裂时出现的，易被碱性染料着色的丝状或

棒状小体，它由核酸和蛋白体组成，是遗传的主要物质基础。如人体细胞有 46 个染色

体，其中 44 个是常染色体，两个是性染色体。男性有一个 X 和一个 Y 性染色体，女性

则有两个 X 性染色体。中国人传统是父性子传。也就是说，在中国人姓氏中，携带有



鲜明的遗传密码。如果依据 Y 染色体的遗传密码，必能找到人们某些家族史病的基因

乃至长寿的奥秘。这将是中国人甚至是全人类的福祉所在。当然，这需要姓氏学、家

谱学、遗传学、生理学、病理学等诸多学科艰苦合力攻关。尽管如此，前景是无限光

明的。

姓氏文化研究已形成一门学科。它与人口普查、语言学、历史学、考古学等有着

密切的联系，对于人事现代化科学管理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作为一门边缘学科，姓

氏学受到各方面的重视。

在中国，从传统文化上说，一个宗族就是一个姓氏，就是一个大家庭。因此，研

究姓氏文化又必须从研究家谱开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