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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字打打不不出出，，不不少少人人无无奈奈改改姓姓
同一个人的身份证银行卡社保卡竟然三个姓

本报威海7月28日讯（记者
陶相银） 最近， 赟鹏又开

始犯愁了。公司自去年起给员
工更换新的社保卡，其他同事
都顺利领到了新卡，唯独他的
卡至今审批不下来，“人家说没
见过三个姓的人。”他的身份证
上是“ ”（音：màn ），社保卡
使用的是“蔄”（繁体字），银行
卡上却是“苘”（音：qǐng ）。

赟鹏是威海市文登区埠
口港嶅山村人，这个村有 姓
人家约150户，300多人。“除了
派出所，哪里都打不出‘ ’字
来。”嶅山村村民 菡蓁说，到
银行办工资卡、去邮局汇款，都
是用“苘”来代替“ ”。

80岁的 荣芝老人有亲戚
在外地，有一次他收到了亲戚
的汇款，收款人姓名一栏中被
打印成了“蔄荣芝”，尽管邮局
工作人员也相信 荣芝就是收
款人，但按照规定， 荣芝还是
不能领款。在邮局工作人员的
建议下，亲戚重新汇款，这一次
将“ ”打印成了“艹/问”， 荣
芝才得以领回汇款。

“以前写成什么的都有，比
如我的驾驶证，早年就把姓给
打印成‘艹/%’。”嶅山村的村
支部书记 辉涛说，他的身份
证上是“ ”，名片上则是“苘”，

“在俺们村，只要牵扯到用身份
证的事，基本都用老婆的，实在
不行还得借亲戚的。”

23岁的 小云在滨州医学
院就读，她说从来不担心在课
堂上被老师提问，“这个姓除了
自己认识，就没人认识。”有一

次， 小云生病住院，事后需要
去学校报销医疗费，尽管她出
具了身份证、户口簿，仍没能报
销成，“人家的电脑里打不出这
个字，我家户口簿上的‘ ’也
是手写的。”买火车票， 小云
必须要去窗口排队，因为网络
订票系统中她使用了“蔄”，但
在自动售票机上刷身份证却被
提示“无法识别”。有一次乘动
车去北京，就因为身份证和车
票上的姓氏不同， 小云被乘
务人员拦了下来，她费尽口舌
解释了半天。

在文登区埠口港、张家产
镇，“ ”与“苘”可以通用，这种
特事特办已经在很多政府部门
和企业约定成俗，村民办理相
关业务也不存在太多困难。但
一旦走出老家，生僻姓氏带来
的困扰就源源不断。

行不更名，坐不改姓。但对
姓人却非常困难。现居住于

河北省秦皇岛市的茼文生有着
更尴尬的遭遇，他的姓名本是

“ 文生”，1997年参加高考时，
因为电脑中无法拼写出“ ”
字，他不得不用“茼”来代替，此
后办理各种证件也就继续沿
用了“茼”，孩子也不得不跟
着改了姓。在青岛工作的苘泽
新，原名蔄泽新，也是因为办
理高考准考证，他自2002年
起改了姓，现在他所有的证件
都用“苘泽新”这一名字。与他
们有着相同遭遇的 姓人有很
多，有人改成了“曼”，有人改成
了“苘”，还有的人改成了“简”、

“满”等。

“ ”的繁体字为“蔄”。
在河北省承德市滦平县、

黑龙江省七台河市也有蔄姓
人聚居。河北省承德市滦平县
电视台的蔄泽林说，在承德，
所有蔄姓人仍沿用繁体的

“蔄”。
“根据我国《国家通用语

言文字法》，姓氏可以保留繁
体字。”但在2000年以前，电脑
输入法的字库里没有“蔄”，他
们的第一代居民身份证上也
是用“苘”或手写的“ ”，“赶

上坐飞机就费了劲了，每次都
得去开证明，解释半天。”自电
脑输入法中有了“蔄”，他们把
姓改了回来。而在黑龙江省七
台河市，蔄姓人的姓大多改成
了“满”。

据中华蔄氏研究会统计，
散居全国各地乃至国外的蔄
姓人或 姓人仅有2000人左
右。

自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起，
我国对繁体汉字进行简化，但

“蔄”字并未在简化之列。

威海市文登区埠口港嶅
山村的蔄姓人为了书写的方
便，自己创造了“ ”这一简体
字，并流行开来。在第一代居
民身份证上，他们使用的就是

“ ”字，不过均是手写的。到
了办理第二代居民身份证时，

“ ”字已在字典中出现，公安
机关也在字库里造出了“ ”
字， 姓人的第二代居民身份
证上的就是打印出来的“ ”
字。

本报记者 陶相银

葛延伸阅读

菡蓁的身份证上是“ ”字，存折上是“苘”字。 本报记者 陶相银 摄

自自创创简简体体字字““ ””，，电电脑脑时时代代遇遇麻麻烦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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