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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些年，由于编写史志资料的机会，我留
心考察了一些地方的风俗民情，尤其对黄南地
区历史上的姓氏结构、名门望族、家训家规及
治家格言进行了一番探究。现略作记述，供文
史同仁相析。

一、姓氏结构
黄南一带的姓氏结构因民族及地区而异，

一般来说境内藏族现在不用姓氏，蒙古族也无
姓氏。

据考证，藏族、蒙古族古代均有姓氏，现多
变化为地域名称。其中同仁、泽库藏族古代较
大的姓氏有昆氏、噶氏、赛氏、浪氏等，隆务囊
索、麻昂囊索家族(包括泽库牧区族人)及隆务、
兰采的藏族属昆氏后裔；牙浪乡娘洛、祝村、阿
如、宁村、阿庄等“多宁七村”及牙浪、依里、安
中、卡贡、赛杂、加莫林等村，曲库乎乡的加仓、
主仓、东加、额萨、杭加、松多卡、多巴、贾加旺
加等“古德八村”，年都乎乡的曲麻、美加玛尔
尕、尚保、勒加、录合相、叶日等村，加吾乡的佐
冶、萨科日、哈隆、麻巴、多巴、江日、曼丛贡麻、
曼丛秀麻、曲加、拉德、麻岗、牙岗、完路乎等
村，双朋西乡的协治等村及瓜什则(包括泽库的
牧区瓜什则)，均称他们的先祖是松赞干布时
期吐蕃大相噶尔·东赞及其子孙赛·尖参本、
赛·阿加，属噶氏及赛氏一脉。加吾乡的一些村
庄及原麻巴、浪加等村的人家属浪氏子孙。有
些姓氏则变化为村庄名称，如黄乃亥乡的群吾
村、原麻巴乡的群吾村，据说是公元九世纪末
从西藏来的宁玛派僧人琼吾·琼尕日仓哇的后
裔居住而形成；保安镇的斗合沿，加吾乡的卡
秀、阿加当、尕巴久、东果台等“吉仓六村”，据
说是十世纪末从西藏来的宁玛派僧人吉仓·吉
当括洛的后裔居住而形成的；还有保安镇的娘
扎仲村、加吾乡的俄毛村，也由原娘氏、俄毛氏
的家族姓氏而命名得来。因此，同仁、泽库的藏
族中，昆氏、噶氏、赛氏、浪氏家族的后裔约占
一少半，还有许多其他小姓氏。现今同仁、泽库
藏族中基本不用姓氏或姓氏已经丢弃，除个别
文化人外也绝少有人知道自己家族过去的
姓氏。

尖扎县的藏族中平时很少用姓氏，大部分
人也不知道自己的姓氏，仅个别人在自己的文
学等作品中署名时冠有姓氏。据调查，尖扎一
带的藏族姓氏有“十八大察钦”、“坚荣”、“察
荣”、“顿”、“扎”、“智”、“尕”、“拉毛”、“扎麻”、

“啊杰”、“尕哇”、“玉扎”、“巴燕”、“落哇”、“神
宝”等，其中属于“十八大察钦”、“坚荣”、“察
荣”姓氏的人居多。但这个姓氏一般仅为个人
使用或仅此一两代，其他家族成员或后代不一
定传承，没有血缘上的意义。说明这类姓氏与
传统意义上的姓氏不一样，在某种程度上讲也
只是名字而己。

尖扎历史上真正反映血统关系的藏族古
老姓氏是董氏，藏族谚语说“藏族四大姓，董氏

占一半”，尖扎原昂拉千户等家族世传祖上为
董氏，如出自该家族的甘肃拉卜楞寺二世嘉木
样活佛具名董·关却久美昂吾，但近现代以来
的文献中，极少看到该家族其他人使用本姓氏
的若干记载。

境内蒙古族的姓氏己完全丢弃，现在根本
没有姓氏。据考证现今蒙古族主体系明代由新
疆来青定居的厄鲁特蒙古和硕特部，其部族首
领河南亲王家族鼻祖根据当地蒙古族流传史
料《先祖言教》等记载，为成吉思汗弟哈布图哈
萨尔，当属元代蒙古族四大黄金家族之一的孛
尔只斤氏即博尔济吉特。但自清末至今的有关
文字记述中均无当地蒙古族使用姓氏之信息。
境内土族以前均有姓氏，一些人家在民国时代
还保留着原来的姓氏，但多数人家已经用藏语
起名，原有的姓氏逐渐弃之不用。现在除个别
家族了解并承认自己的姓氏外，大部分人家自
解放以来也不再使用姓氏。据资料，同仁吴屯、
年都乎、郭麻日、保安下庄、尕撒日等村的土族
过去均有汉姓:明至清一代季屯（年都乎）有
王、包、季、何、李、脱、孟等家族，王家是大姓，
是原季屯屯首土把总（千总—千户）家族；吴屯
（吴屯上下庄及加察么等）有侯、包、梁、李、杨、
康、穆、刘、马等家族，头人（百户）姓侯；明万历
年间李屯（郭麻日、尕撒日）有李、马、康、耿、
辛、何等家族；脱屯（保安城内、城外、下庄、新
城等）有辛、王、康、马等家族。随着同仁土族的
逐步藏化，特别是解放以来绝大多数土族有名
无姓，家族的姓氏已经遗忘。仅土族首领季屯
土把总家族，其末代头人（千户）及其他人均认
可其家族姓王。隆务寺现世堪钦仓活佛（原州
政协副主席公保）家族也属王氏。

境内一直并广泛使用姓氏的是汉、回、撒
拉、保安等民族，无论解放前的土著居民，还是
解放后陆续迁移来的新居民，均使用姓氏。如
汉族包括新中国成立后来黄南工作的各类人
员，其境内隆务街、保安镇、康杨镇的原有的三
小片聚居区皆使用姓氏，如隆务街的康家、赵
家、辛家、冯家、章家、黄家、白家、谢家、唐家、
秦家、刘家，保安城的王家、赵家、辛家、田家、
郝家、冯家、安家、詹家、关家、周家，康杨镇的
何家、韩家、康家、杨家、李家、罗家、段家、石家
等。回族原有三处老聚居区，尖扎康杨、坎布拉
的回族大姓人家有杨家、王家、韩家、马家；隆
务街人口较多的回族姓氏有马、韩、范、李、杨、
妥等。

二、名门望族
解放前夕在黄南尚有影响的名门望族，各

地均有那么几户，但占总人口的比重极小。如
同仁地区的隆务囊索家族、麻昂囊索家族，这
两个家族与原循化厅道帷囊索家族都是一门
三兄弟繁衍，先祖来源于西藏念青唐古拉，皆
属藏族昆氏家族，兴起于明末，鼎盛于清代。隆
务囊索民国时代为热贡（原同仁、泽库地区藏

语旧称）十二族首领，麻昂囊索因受马步芳打
击而日渐衰落。年都乎土把总千户家族，系原
保安四屯屯首王廷仪后裔，先祖来源于内地
（屯军头领，具体祖籍不详），有蒙古血缘，兴盛
于元明，至清代仍在隆务河流域有特殊地位。
加吾千户家族，兴盛于民国时代，原为百户，后
擢升千户，解放前夕势力达到顶峰，为同仁地
区总千户。瓜什则千户家族，为必里万户—阿
瓦日囊索后裔，兴盛于元明两代，与隆务囊索
家族势力形成此消彼长之势，清代衰退没落，
沦为一般千户末列。银扎木千户家族，先人原
为百户，清末兴起，升为千户，为热贡十二族首
领之一。尖扎地区的昂拉千户家族，属藏族董
氏家族，吐蕃时期派往安多的一征税官之后，
原为百户，清末崛起跃升千户，民国时代势力
进一步膨胀。加让千户家族，系夏藏万户后裔，
该万户未见文献记载，仅为口碑传闻，先人辗
转甘青两地，约兴于明代，衰于清代，与昂拉千
户势力消长成反比。泽库地区的和日千户家
族、官秀千户家族，均属热贡十二族之一，为隆
务囊索派驻泽库牧区的地方官，兴起于清代下
半叶。河南地区的河南亲王家族(世袭前首旗首
领）及其分支南右中旗(即达参旗)扎萨克家族，
姓博尔济吉特氏，原属西蒙古和硕特部，由先
祖固始汗率领自新疆巴音郭楞迁居青藏，并由
其孙博硕克图济农一支游牧黄河南部，兴盛于
明朝后期，清初划旗定界后，为黄河南部蒙古
四旗统领，仍具强盛势力。土尔扈特南前旗（卡
松旗）扎萨克家族，为元太师翁罕后裔，姓奇喇
古特，先人原为西蒙古土尔扈特部一支，明代
中期自新疆雅尔一带随和硕特部徙牧青海，驻
牧河曲后归附河南亲王，成为河南四旗之一土
尔扈特旗世袭扎萨克（头领）。“图萨拉齐”阿柔
噶氏家族，因历史上该家族成员两度出任河南
蒙旗协理台吉（宰桑）之职，成为河南地区的豪
门大户而被世人称之“图萨拉齐”家族，此家族
先祖原为海北藏阿柔部落属民，清代中期流落
黄河南部一带，融入蒙古族，子孙发迹成为上
层贵族，族人除河南县外还分布于果洛州
等地。

此外汉回族中民国时代有保安赵氏（赵国
柄、赵国栋、赵燮）、王氏（王化定、王锐、王元）、
辛氏（辛风耀、辛光天、辛沄）、田氏（田卜山、田
育梁）、张氏（张鉴）、郝氏（郝锡）、杨氏（杨萼）、
关氏（关树槐）、冯氏（冯英三）、安氏（安其俊）
和康杨杨氏、何氏、韩氏、马氏等名儒士绅家族
及隆务赵家（商号“海和元”）、康家（商号“元盛
昌”）、王家（商号“兴盛隆”）、方家（商号“协泰
成”）、章家（商号“福佑宫”）、兰家（商号“天庆
福”）、马家（商号“福盛”）、辛家（经营油磨坊）、
韩家（经销日用品）等工商大户。

三、家训家规
从黄南地区发现的文存、古籍等文献资

料，特别是若干传世家谱来看，各民族的名门

望族中大多流传有一些家训、家规及治家格
言。比如记载热贡隆务囊索家族族源的《普空
不遍之见》及追述原热贡十二族之一麻巴银扎
木千户家族史的《藏族简史—一个世纪中发生
的若干历史事件汇编明镜》等资料中有“讲规
律就讲本性，讲人世就讲始末”、“黑暗里要灯
盏，人世间要知识”、“磕拜释迦要诚心，抚养父
母要孝心”、“持家不勤，空有牛羊；持家不俭，
能罄粮山”等家训、家规及治家格言。记述河南
蒙古历史及亲王世系的《先祖传记珍珠璎珞》
《先祖言教》《河南蒙旗图萨拉齐阿柔部族简
史》等文献中，载有“知识海洋大无边，光辉历
史似繁星”、“如实作史靠忠诚，倚仗凭证讲真
理”等语录，这既是河南亲王家族的家训，又是
世袭担任河南亲王府秘书的原河南蒙古前首
旗塔吾囊部（今优干宁镇吉仁村）仲优家族及
荷日恒“图萨拉齐”家族的家教格言。记述年都
乎千户家族的《年都乎土把总族源》《土把总世
家要略》等家谱中有“心怀赤忠”、“勤劳王事”
等家规，有代代口传的“我们是从东方来的，是
皇帝派来这里守边的，要好好种田、拔草”等讲
述先人历史和具体任务的训诫。同仁隆务街韩
氏家族（先人从苏皖屯田循化，后代移居隆务）
是旧时当地商户人家，家人流传其祖上关于

“尊重别人就是尊重自己，不管是什么民族，不
管信仰什么宗教，人心都是善的，要一视同仁，
以诚待人，子孙要铭记”等遗言。

黄南各民族中流传的家训、家规及其治家
格言最为丰富的当属汉族。无论是同仁保安的
王氏、赵氏、辛氏、詹氏、卫氏、张氏、郝氏、雷
氏、羊氏、周氏、关氏，尖扎康杨的何氏等家族
都有老旧家谱或重修的家谱，一些家谱上不但
录有朱子家训、颜氏家训的摘语，更有本家的
一套家训、家规，内中述事论理、规劝子孙的格
言极多。如同仁保安《王氏家谱》（岁进士王化
行家族，先祖来自山西）有一段家训精华：“继
承先祖盛德，世训后代淑贤”。“积累承宗族之
泽，善行源远，修养仁德心；世代传书香良风，
天伦乐叙，学成耕读人”。《王氏先祖家训》（其
先人为明代尚书河州人王竑，先祖来自江夏即
今湖北）中有“放大心胸看人谋事，立住脚根做
人干事”“原谅别人，就是原谅自己；恭敬别人，
就是抬高自己”等训诫。《辛氏家谱》（雍正初年
定居保安的辛廷宗一脉，后嗣繁衍为同仁保安
大小辛家）中有“木固其根本而枝叶繁盛，水浚
其源泉则源远流长”“本枝炳辉推鼻祖，世泽绵
延及儿孙；孝友家风传素宁，勤廉事业昭清门”
等家训。《张氏门中历代序志录》（祖上为今临
夏东川刀匠庄人，清初调派铁城山指挥李荣之
文书）中有“行端表正，敦朴中直”“亲爱团结，
互相扶持”等教诲。尖扎康杨《何氏家谱》（其祖
先乾隆年间来自陕西兰州府皋兰县东岗镇）中
有“门弟兴旺，勤俭为本”、“水之有源，木之有
本”、“人往高处走，水向低处流”等家教、格言。

黄南昔日的姓氏望族及家训
赵顺禄

近段时间，全国多地出现零星散发病
例，个别地区突发聚集性疫情。多地紧急
出台措施，取消聚餐、聚会、宴请、团拜
等活动，比如，杭州出台了取消单位年
会、春节原则上不出省等措施。

据掌上温岭报道，台州温岭市近日发
布一组疫情防控措施，要求严格控制大规
模聚集性会议活动，非必要不举办，谁举
办谁负责；红事缓办，白事简办；不举办
不参与大规模聚会聚餐等。

提出红事缓办、白事简办是有原因
的。据新华社客户端报道，此次河北疫情
的暴发地，是原本以为“安全”的农村。
这与之前疫情发生地、扩散地多为城市截
然不同。

冬天气温低，有利于呼吸道传染病传
播，而河北疫情地区村民的婚丧嫁娶等活
动在冬天非常密集，加剧了疫情的传播。

增村镇小果庄村是目前河北的疫情中
心。婚宴、满月酒、赶集、聚餐等聚集性

活动，正是病例行动轨迹中的高频词。根
据已经发布的信息，小果庄村及周边村庄
在去年底和今年初举办了多场婚宴，目前
确诊病例里有近五分之一曾参加。再加上
不少村民缺乏防护意识，让疫情加速蔓延。

教训就在眼前，不能不引起重视。红白
事参与的人多，加剧了人员流动，制造了人
员聚集的机会，为疫情传播埋下隐患。农村
是个熟人社会，为了婚丧嫁娶，全村甚至附
近几个村都出动的事并不少见，一旦出现病
例，很容易发生聚集性传染。

眼下正是疫情防控的关键时期。红事
缓办，白事从简，取消一些聚会聚餐和群
众性活动，目的就是尽可能地减少人员的
流动，尽可能地减少不必要的社交活动，
阻断病毒传播的路径。

社区防控已经被证明是阻断病毒传播
行之有效的手段。过去的一段时间里，正
是不折不扣地执行社区防控，严格按照阻
断病毒传播的规律办事，我们才得以在全

国范围内有效控制住疫情。
非常时期当行非常之举，疫情防控离

不开大家的支持和配合。我们每个人都应
对自己负责也对他人负责，主动配合、积
极参与疫情防控。红事缓办，白事简办，
把防控措施落到实处。

基层在落实措施的同时，要做好群众
思想工作。红白事的操办、春节期间的家
庭聚会都是传统习俗，因为疫情暂时受到
约束，老百姓一时不能理解，这就需要基
层工作人员耐心做好解释工作。

没有大家的配合和付出，我们的防线都
会出现漏洞。为了明天更加自由，我们需要
在 今 天
约 束 一
点 自
由 。
（来源／
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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