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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寻踪

夜听窗外雨打芭蕉，油灯燃尽岁月斑驳。我说，一座城市像一个人。
是灯红酒绿的张扬还是独守寂寥的淡然？一座城市有一座城市的性格，它像一杯醇酒，需要慢慢品味。无论是生于斯长长于斯的本地人，还

是客居异乡的漂流族，无不在创造这座城市的时候被这座城市的气息感染着。
文化是一种力量，也是一座城市的脊梁。当繁华褪尽，人们还能在热闹过后找到精神归属，这是一座幸运的城市，也是是一座城市的幸运。
本报特推出“文化寻踪”栏目，深度挖掘和剖析滨州这座城市的点点滴滴，将这座城市鲜为人知的一面翔实而优雅地展展现在您的眼前。

“傌”姓来历

已说不清
在 惠 民 县 东 南 有 一 个 村

子——— 傌家村，曾经有人写文

章 称 这 是“ 中 华 独 有‘傌 ’字
村”。

在这个900多人的村子里，
9 5 % 以上的村民都姓“傌”，而
“傌”姓 在 新 华 字 典 中 查 不 到 ,
是中国独有的“傌”姓家族。

5月13日，在傌家村村委办
公室里，村书记傌守信给记者
展示了一本名为《中华姓氏谱

“马”》的书，该书由现代出版社
和华艺出版社出版，在此书第
2 1页最后一段写到：关于“傌”
家姓氏的来历，史上有很多传
说。

书中记载：山东的傌姓，原
为马姓的一支，因祖先得罪朝
廷，雍正皇帝将其改姓为“骂”，
世沦为贱民。直到民国初年才
去掉“骂”字上的两个“口”，在
一旁添上“人”字旁，成为“傌”。

对于“傌”字的来历，村里
也流传着三种说法。

说法一：相传该村以前叫
骂家，顾名思义该村有好吵骂、
打 群 架 、爱 告 状 、打 官 司 的 陋
习。后来一县官发了怒，“去掉
双 口 脱 缰 马 ，加 上 单 人 勒 马
行”，于是将“骂”改为“傌”。从
此该村又逐渐形成了讲文明礼
貌、团结友善、仗义行事和见义
勇为的美德。

说法二：傌家村人为人仁
义厚道，爱助人为乐。但是人丁
一直不旺。邻村人受恩于傌家
村的帮助，就通过各种渠道将
此事给皇帝反映。皇帝了解情
况后，将该村的“骂”字姓去掉
双口，添上单人。“皇上赐给的
‘人’，可能有一种吉祥如意的
象征，预示着祖祖辈辈能够繁
衍不息。再者，按照传统风俗，
去掉口，也避免了病从口入，避
免了病灾导致的人丁不旺。”傌

家村原支书傌吉柱说。
傌吉柱给记者讲述了一段

故事。有一天，傌家邻村陷棣州
一农户家里的牛走失，着急之
下，该农夫就通过各种方式寻
求帮助，傌家村村民听说此事
后，所有壮丁都出来帮助丢牛
的农户寻找。最终将丢失的牛
送至陷棣州该农户家中。这个
事 迹 在 七 里 八 乡 一 直 传 为 美
谈。

说法三：傌家村村支书傌

守信提供的“庚寅年 ( 1 9 5 0年 )
版本《傌氏宗谱》中记载，“傌”
氏 子 孙 在 第 七 世 前 都 用“ 骂 ”
姓，到了七世时，家族只剩7人。
当时，族人非常惶恐，就请风水
先生来破解。风水先生告诉他
们是姓氏的缘故，于是将“骂”
姓改为“傌”姓。

至于哪一种说法才是真实
的已经无法考证，村里人谁都
说不清。傌家村几位村民都表
示，真实的来历是什么已经没
有那么重要，对于保留下来的
这些传说，需要及时记录下来，
“没有后人记录，说不定哪一天
连这些传说也听不到了。我们
这样一个齐心的‘傌’氏家族那
该多惋惜呀。”

“傌”姓原非

傌家村独有
记 者 在傌 家 村“ 庚 寅 年

( 1950年)版本《傌氏宗谱》里看
到这样一段修谱序言：“吾傌氏
族原籍即墨崂山傌家洼，大明
洪武二年，奉召迁移至直隶枣
强 转 移 于 惠 邑 原 籍 ”，由 此 推
断，“傌”姓早在氏族定居惠民
之前就有了。

迁至惠民陷棣州一带后，
傌军佐及其后代在此住下来繁
衍生息，傌军佑携带自己的家

属 迁 至 直 棣 南 皮 ( 现 在 河 北 省
境内)，村名为“祃家口”。
傌守信介绍，现在村子现

有的人口中，有“希彦克吉守洪
林 (鹏 )腾起飞”这些字辈，其中

“林”字辈也叫“鹏”字辈。
傌吉柱回忆，大概是 1 9 6 0

年之后，有河北祃家口的人也
来过。当时傌字姓的族谱只到

“守”字辈。这位河北人来了之
后才重续了“洪林 (鹏 )腾起飞”
五字辈。

“寻根问祖的这个河北人
很热心，和村里人之间因为祖
脉相连，也有一股亲热劲。”傌
吉柱说。

1 9 8 8年前后，从河北来了
一个 5 0岁上下的男子，“祃”姓

“科”字辈。“他老家也是河北祃

家口的，是傌军佑的后代。”他
来是要重续族谱，傌吉柱说，千
里迢迢来寻根，让人觉得非常
亲近，“年代久远的同宗人，让
人说不出的感慨。”

在现今的姓氏中，“傌”氏已为
傌家村独有，那分化不开的历史渊
源，让现如今的傌家后人更有凝聚
力和家族荣誉感。

傌家神庙

见证历史
从青岛迁至惠民后，傌军

佐的后代在傌家村世世代代定
居下来。据流传下来的说法，明

末清初 (也有一说是清朝 )的时
候，傌家人在村子里修建了一
座神庙。

记者在村民的带领下来到
了傌家神庙的旧址。傌家神庙
房檐的角落里或者梁椽纵横间
依稀可见破败的痕迹。

神庙东西长10米，南北宽6米
左右，“以前以神庙为中心，是一个
很大的院落，比这要大得多，之后
墙被推倒，被改造为住宅，只留下
了这一座神庙。”

据惠民县史志办提供的信
息，“傌氏宗祠又称傌家庙，位
于傌家村西隅。傌氏宗祠是明
代建筑。此庙坐北朝南，为民族
传统建筑风格。此庙为砖木结
构，青砖砌墙，飞檐翘角，两山
饰以吻兽；东西两山墙外上端
方青砖砌成，上有浮雕图案。此
庙雕刻细腻，古朴大方，小巧玲
珑。该建筑为鲁北地区仅存的
明代建筑珍品。”

老村民介绍，“这是典型的四
梁八柱，虽然经历了那么多的风风
雨雨，神庙还是雄姿屹立。”村民傌

吉华介绍，在他年幼的时候，依稀
记得房梁上还有好看的画，“画得
非常精致，都是彩色的，好像是油
彩，画的也像是人物。”后来经历了
一些变故，梁上的画儿都被破坏
了，现在已经找不到任何蛛丝马
迹。
傌吉柱忽然想到了什么，

他说：“这个神庙最早的主人是
一个和尚。”

传说神庙最初的主人叫云
光和尚，这个和尚的道行很高，
平常也总会给村民一些惊喜。
这天，老云光和尚坐在傌家神

庙前和村人闲聊，这时，从南边
路上走过来一位农夫，推着车
子艰难地往前走，老云光和尚
指着推车农夫半开玩笑半认真
地对村人说，“我可以让这个人
省省力。”说着，他在地上画了
一 个 圈 。这 时 ，村 人 再 抬 头 一
看，推车的农夫真的不见了。云
光胸有成竹地说，“你们去庄北
看 看 吧 ！”几 个 孩 子 跑 过 去 一
看，推车农夫果然走在了庄北
的小道上。

在场的几位村民介绍，关
于老云光和尚的故事不少，但
时间过去这么久，村民能记起
并耳熟能详的，也只有这一个
了。就现在看到的一层的神庙，
据说以前曾是二层小楼，后来
因为黄河决堤，下面的一层被
埋在地下了。

这 座 庙 宇 在 2 0 1 0 年 1 1 月
2 1日被惠民县人民政府确定为
惠民县第三批重点文物保护单
位。“这都是我们傌家村的根，
以后我们会对这座神庙好好地
修 缮 。”在 谈 起傌家 神 庙 的 时
候，村支书傌守信告诉记者。

现今傌家村

民风很淳朴
因“傌”字在普通字典中查

不到，电脑里在早年也没有录
入，傌家村村民户口本上的姓
氏都是“马”字加一“人”字旁。
去年，村里人向派出所申请，才

将此字改正过来。
“许是独有姓氏的缘故，村子

人心很齐，在七里八乡都是很有名
的。”村支书傌守信说，村里人的大
事小情，互相都喜欢帮忙，遇到有
人受欺负，村里人也总是喜欢主持
正义。

“ 村 子 的 风 气 也 一 向 不
错。”宋桥社区包村的工作人员
王德华告诉记者，“夜不闭户也
不会出现偷盗的事情，这是民
风淳朴的一种表现吧。”

为了给村民提供更好的生活
条件，村支部负责人决定在村委会
前面建造一座娱乐场所，“村民们
的生活条件提高了，要给他们创造
更好的生活环境。”傌守信说。

2 0 0 7年 1 0月 1 3日，傌家村
被收录进滨州市首批非物质文
化名录。1984年，在进行地名普
查时，为尊重当地群众的意愿，
从地名的历史和现状出发，报
经省地县地名机构审批、国家
地名管理机构备案，将这延续
六百多年的傌家村名，正式标
志 在 我 国 标 准 的 地 名 地 图 册
上。

中华独有“傌”字村

惠民傌家村
进了非遗名录
文/片 本报记者 于荣花

惠民县辛店镇有一个村子叫傌家村，村子里 9 5%以上的村民都姓“傌”
(mà )，而“傌”字在字典里根本查不到。在傌家村村支书傌守信拿出的一本
《中华姓氏谱“马”》的书中，记者才看到了关于“傌”姓由来的一种说法。

1 9 8 4年进行地名普查时，为尊重当地群众的意愿，从地名的历史和现
状出发，相关机构批准了傌家村的村名，傌家村正式标记在我国标准地名
地图册上。2007年 10月 13日，傌家村被收录进滨州市首批非物质文化名录。

傌家村村碑，因“傌”字罕见，碑刻上简化了“傌”字

开栏的话：

图为傌家神庙如今已破败不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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