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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水探访东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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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在
2455

年前的伏羲时期!姓被定为世袭!且由父亲传递" 所谓#正姓氏!通媒妁!制嫁娶$!姓被赋予#远禽

兽!别婚姻$的符号!成为中华民族文明进步的重要标记%而每一个姓氏!都会流传一段有趣的历史故事!有些我们知

道!有些则湮没在少数人的记忆深处!成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血缘纽带" 近日!东姓作为周口境内的稀有姓氏!走

进了记者的视野!通过两天的探访!虽然从掌握的资料上看东姓的来源有多种说法!但史料表明&东姓是我国最古老

的姓氏之一!推算起来!至今应有
2555

多年的历史% 在东姓来源之说上!如今居住在商水县张明乡东张明行政村东

张明自然村'以下简称东张明村(的东姓家族更偏重于他们#是上古时期圣贤东不訾的后代$一说%

商水探访东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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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67

日上午! 记者通过手机导航

功能!沿周口至漯河的公路一路西行!至

商水县谭庄镇向北赶往张明乡" 后来才

知道!手机导航出来的这段崎岖的乡间公

路是老路!如果经该县邓城镇去东张明村

要便捷得多!因为走了不少冤枉路!记者

赶到商水县张明乡政府时! 已是时近中

午" 在该乡办公室一位值班人员的指点

下!记者未敢停留!从乡政府向东行进不

远就找到了东张明村"

像大多数平原村庄一样!掩映在成行

大杨树下的东张明村显得宁静#祥和" 不

同的是!村头立的一块水泥路牌$东张明%

使这个普通的村庄给了陌生人一个标识"

因为麦收刚过!搭在村头的一个帐篷还没

有撤掉!这里是该村的麦茬防火指挥部"

在这里!记者很容易就找到了东张明行政

村党支部书记!巧的是!党支部书记就姓

东#名记生"

记者说明来意后!东记生热情地把记

者让到他家!并找来了村里几位年长的族

人跟记者探讨"

据了解!目前东张明村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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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人!

其中东姓人口共六代
819

人!占村里人口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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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口境内除这个村有东姓!沈丘

县也有姓东的" 在周口!东姓可谓人口稀

少"

上古圣贤有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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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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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的东明义是位退休教师!

在东张明村算是文化人" 据东明义介绍!

东姓起源有多种说法!其中最古老的说法

是源于尧舜时代" 相传!上古时期舜有七

友!其中之一叫东不訾&据'集韵(载)!今

山东省平原县人" 据说!东不訾的后代就

用$东%作为自己的姓氏!遂成东姓" 另外

一种说法是! 汉朝复姓十三氏中有东宫#

东郭#东门#东方等!后改东氏"也有人称!

东姓人是伏羲的后裔东蒙氏之后"此外一

种说法是由土族的$什东加%改姓而来"据

悉!东姓人口稀少!但在全国分布较广!其

中以福建#江苏#天津#河北四省市较多"

$对于这些说法或传说!如今很难考

证"反正我们姓东!这是老祖宗传下来的!

是改不了的" %东明义说!他们更偏重于

$上古时期圣贤东不訾的后代%一说"

东不訾是谁* 相传!他是上古时期舜

的好友之一!是位圣贤" 相传!舜有
8

位

好友与舜平辈相处! 舜常向他们请教治

国之道! 待以宾客之礼! 世称他们是贤

友" 这
8

个贤人中! 年龄最大的叫东不

訾!传说是伏羲的后代" 他的见解和品德

在
8

人中数最高" 东姓在历史上有记载

的人物并不多! 现在知道的有汉代大将

军东关襄+在我国古代神话传说中!还有

一位东王公!'神异记( 中记载着他身长

一丈!头发皓白!人形鸟面虎尾!是筹管

男仙名籍的神话领袖"

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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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的东永鲁回忆说!听他爷爷

那一辈人讲! 他们是从河南西平县迁过来

的!迁来原因#时间不详" 他爷爷那一辈的

老人曾去过西平县续过家谱!现家谱无存"

六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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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向广大市民发出#稀有姓氏$征集令!如果你或你

身边的亲朋有稀有姓氏!请告诉我们!把你或你身边因为

罕见姓氏遇到的奇特遭遇!与广大读者一起分享% 说一说

你的姓氏曾带来的快乐)尴尬或是苦恼!把你听说过的姓

氏传奇讲给我们听!我们随时等候倾听你的故事%

电话请拨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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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扰之下
催生出家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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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天之木 !必有其根 +怀山之水 !必

有其源 " %无论是姓赵钱孙李 !还是周吴

郑王 !家家都有一本 $账 %!姓姓都有一部

$书%" 我是谁* 我从哪里来* 家谱能告诉

你答案"

但多年来! 东张明村的东姓家族因为

没有家谱! 在给子孙起名时! 显得无从下

手!虽然同一门人的辈分不乱!但与其他族

人的排辈就很难统一" 东明义说,$早年我

们东姓人少!按辈分取名清晰不乱!后来随

着人口的增加!为后代取名时!只有置辈分

排字于不顾了" %受此困扰!两年前!村里在

周口工作的族人东书朗#东占春#东北川开

始筹划家谱事宜" 但新建族谱!前无资料依

据!难度很大!几经走访!只有将仅知情况

简录谱内!晓于后人"

1565

年
61

月份!'东

张明村东姓族谱(新鲜出炉" 将占#永#祥#

生&均为一辈)辈分以下世系按书#光#中#

令#立#志#向#亚#宏#平#玉#延等
15

代排

名定入谱内" 从此!该村东姓人家有$辈%可

依!有$辈%可查"

$在中国的历史上!家谱是家族最主要

的文献" 过去!每一个家族都有家谱!中国

人有很强的寻根意识!都很在意老祖宗是

什么人!怎么传下来的" 家谱记录了很多

历史资料!与国史#地方志一起!是共同构

成中国历史的三大支柱! 它对研究历史#

社会有很重要的作用" %东书朗说!随着社

会的发展 #人口的迁徙 !各家各姓散落人

间!鲜为人知!甚至家族之间亦中断联系#

形同陌路" 家谱是在连绵不断的家族史中

给每个人一个有所归依的位置" 浸润了血

浓于水的寻根之情! 不管过了多少年!会

有人知道你!记住你!认可你!哪怕你再平

凡卑微"

村民骑着自行车从东张明村路牌旁经过

记者与东姓人探讨东姓族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