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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俺是章丘朱家峪的”
——— 章丘人与“闯关东”

□翟伯成

“闯关东”历史溯源

清代以前，包括辽宁、吉林、黑
龙江和蒙古东部的东北地区，人烟
稀少，大部分土地处于荒野未开、
崇山未辟的状态。清军入关在北京
建立了清王朝，关外的满族人大多
随军入关，原来人口较多的辽东此
时也是沃野千里，有土无人。顺治
元年（1644年）清廷要求各地官署劝
农开垦，“荒地无主者，分给流民及
官兵屯种，有主者令原主开垦”；

“招徕流民，不论原籍别籍，编入保
甲，开垦无主荒田”、“永准为业”

（《清会典事例》，卷166页）。顺治八
年(1651)清廷谕令，“民人愿出关垦
地者，”山海关造册报部，“分地居
住”（《清朝文献通考》，卷1）。

史学界人一般认为顺治八年
成为闯关东的起点。顺治十年
(1653)颁布了《辽东招民开垦例》，
鼓励关内民众到东北，垦荒种地。
对于招民的头目，“招民开垦至百
名者，文授知县武授守备”，百名
以下者也授予相应官职；对招徕
的移民月给口粮、籽种和牲畜。

（《盛京通志》，卷23）。与此同时，
设置了管理民人的地方政治机
构。于是，迅速形成颇具规模的移
民潮。如在海城，顺治年间“招民
开垦，直鲁豫晋之人，来日日众”。
但事隔不久，清廷以东北为“龙兴
之地”，担心关内汉人的大量迁入
会损害旗人利益，破坏满族的习
俗和秩序，康熙七年(1668)废止了
招垦令，推行封禁政策，以后的措
施越来越严厉，从局部封禁到全
部封禁，从验关封海到驱逐流民。

尽管禁令日渐严厉，却不能
完全禁阻关内民众进入东北。迫
于日趋沉重的生活压力和连年不
断的自然灾荒，越来越多的山东
和直隶省农民或泛海偷渡到辽
东，或私越长城走辽西，拥向仍在
沉睡的东北沃野。《章丘县志》载，

“地瘠民贫，百倍勤苦，所获不及
下农，拙于营生，岁歉则轻去其
乡，奔走京师辽东塞北”。仅康熙
末年，山东到关外垦地者已多至

十数万人；据统计，到乾隆四十一
年（1776年），大约有180万关内移
民（包括后裔）来到辽河及吉林、
黑龙江一带谋生。这些移民都是在
清廷实行封禁政策的条件下进行
的，故称之为“闯关东”，以后一直
被世人所沿用。

章丘铁匠闯关东

章丘人为什么成为闯关东的
先行者和主力军？笔者认为这和
章丘文化有关。龙山文化是源头、
科举进第是传承、商贾文化是特
色、铁匠文化一枝独秀；加上泉水
文化和名士文化，共同汇成多元
化的章丘历史文化。

明末清初时期，皇帝诏书就
记载着章丘人率先闯关东、求生
存的内容。章丘素有“铁匠之乡”
的美誉，“章丘铁匠遍天下”。历史
上的章丘人闯关东，大多以铁匠
为多。章丘铁匠云游四方，闯入关
东，扎根关东，但情系故土，无论走
到哪里，都把家乡的生产生活习俗
带到那里。如“齐鲁第一古村”朱家
峪，是当年“闯关东”大军的出发地
之一。朱家峪一多半人家的祖辈都
有过闯关东的经历，他们主要以打
铁谋生，大多数通过‘打行炉’（即
打乡铁）闯关东。行炉又叫打“乡
铁”，铁匠将工具装上独轮车游走
四方。“风吹一炉火，锤打四方财”，
就是打“乡铁”的情景再现。他们一
路走一路打铁，一直到东北，然后
再一路打回来，两三年来回一趟。
古村朱家峪先辈闯关东成为闯关
东历史的真实写照，是山东人闯
关东的一个典范。

章丘人在长期的冶铁过程
中，不仅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更锤
炼出炉火纯青的技术。随着章丘
铁匠“闯关东”，章丘人打铁的先
进技术也被带到了东北，成为当
时东北地区先进生产力的代表。
至今，在鞍山、沈阳、肇东、北大荒
等地仍有众多“章丘铁匠之乡”，
后来许多大型机械厂都是由章丘
铁匠创办发展起来的。

“祥”字号开到东北

章丘孟氏“祥”字号商帮是章
丘人闯关东的又一代表和典范。
孟家不但在华北、华东开设有大
量祥字号，就是在东北哈尔滨、沈
阳等地也设有分支商号。据史料
记载，清末民初，孟氏其恕堂的堂
主孟传瑗曾在哈尔滨市道外南二
道街开办瑞蚨祥银号。同时期的
孟洛川，也把瑞蚨祥绸布店的分
号设在哈尔滨和沈阳。作为孟子
后裔的孟氏商人颇具闯关东的开
拓精神，他们出行的势头，犹如水
银泻地，无孔不入。他们的足迹踏
遍全国，在东北各地也都有祥帮
活跃之处，连穷乡僻壤、深山老
林、远东俄罗斯异邦等地也不乏
孟氏商人的活动足迹。每当有新
的城市开埠，祥字号资本总会紧
随其后，捷足先登，将经营活动的
触角延伸至这些城市，在这些城
市兴业生财，成为当地最富活力
的外帮商人。这也说明孟氏商人
并非像一些人所认为的那样，唯
孔孟之道是尊，抱残守缺，不思进
取，而是具有勇于开拓市场的能
动性，在扩张和开拓商贸业务方
面具有较强的“闯”的精神。

这种闯关东开拓精神对孟氏
商人而言，还表现在他们早期随着
闯关东大军勇敢地走出家乡、离开
土地，走向城市，顺应了社会分工
和商品经济的发展趋势，这一点十
分重要。清朝末年的中国经济存在
一个二元结构，农村地区基本上是
自给自足加上集市贸易，与城市中
相当发达的商业经济无法相比。假
设孟氏商人没有勇敢地走向城市，
也许他们会依然故我地在农村卖
上一百年土布。

“闯关东”加强了不同地区之
间的文化交流，创造了特有的

“闯关东精神”。它不仅包括敢
于同命运、磨难进行抗争的拼
搏进取精神，也包括吃苦耐劳、
勤俭持家的精神，还包括扶贫
济困、宽厚待人、和睦共处的人
文精神。浩浩荡荡的闯关东大
军书写了中国人民奋斗史上辉
煌的一页，伟大的“闯关东精
神”也是我们中华民族的宝贵
财富，值得我们后人好好继承和
发扬下去。

姓氏的产生

从古至今姓氏并非一成不
变，更改姓氏的现象在历
史上并不罕见，古人改姓
受多种因素的影响。从姓
氏的产生方面来说，先秦
时代姓、氏不同，姓是固
定的，不会产生变化，氏
还不固定。氏是大宗分
出去的旁支标志。既然
氏是分支建立的符号，
那么随着宗法制度的发
展演变，一个大宗之下
可分出多个小宗，多个
小宗又可以分出多个

“小小宗”。所以顾炎武
《日知录》中有这样一句
话：“氏一再传而可变，
姓千万年不可变。”

先秦命氏方法有许
多种，有以国、以邑命氏
的，也有以字、以官职命
氏等等。如《中记·秦本
纪》记载：“秦之先为赢
姓。其后分封，以国为姓
(当作“氏”)，有徐氏、郊
氏、莒氏、终黎氏、运奄
氏、菟裘氏、将梁氏、黄
氏、江氏、脩鱼氏、白冥
氏、蜚廉氏、秦氏。然秦以
其先造父封赵城，为赵
氏。”因此，当宗族中分出
一个支族时，就要出现新
的“氏”。假若一人以国为
氏，而他的孩子是以王父
之字为氏，这样就会产生
新的姓氏。假若一人受封
于甲地，就可以甲地为
氏；后又被封于乙地，于
是便以乙地为氏；如果他长期
担任某一官职，也可以以此官
职名称为氏，那么这个人就会
拥有好几个氏。

先秦的变氏与改氏

先秦时期命氏方法的多样
化和灵活性，决定了氏的种类
多变。弄清了先秦命氏的情况，
也就明白了商鞅的问题。据《史
记·商君列传》载，商鞅为卫国
人，出身于诸侯大家。从《通志·
氏族略》中可以了解到，春秋时
期以公孙为氏的都是地位尊贵
的人。《史记·商君列传》中最初
称商鞅为“公孙鞅”，是为了表
示他卫国“公子之子”的身份。

《通志·氏族略》中还记载了如
何称呼出国的诸侯之子：按照
以往惯例，诸侯之子在国内要
称其为“公子”，在国外时要以
诸侯国的国名为氏。所以商鞅
出国以后，在外国就应以卫国
国名为氏，称为“卫鞅”。卫鞅在
秦国时受秦孝公的支持，大刀
阔斧地进行了变法改革，使秦
国实力大大增强。卫鞅因此被
封商於十五邑，故他又被称为

“商鞅”。
先秦“氏”之所以是可变

的，根本原因在于氏是用来区
别身份与地位的，是一种象征。
当一人变更封地、官职时，他的

“氏”也就可能随之改变。当然
这是向好的方向的变，在封邑、
官位、爵系中，人们通常会选择
显贵的作为氏。

先秦氏除变氏以外，还有

改氏。改氏与变氏不同的是，变
氏一般是自然变换，改氏则是
由于某种特殊情况，不得不更
改。若敖之乱的时候，楚国的大

夫伯梦全家被诛杀，只
剩下他的一个儿子贲皇
仓皇出逃到晋国。晋国
王室对他十分友好，将

“苗”这个地方赠予他，
贲皇也因此改为苗氏。

帝王赐姓

古代帝王拥有至高
无上的权力，甚至可以
改变别人的姓氏。赐姓
对被赐者来说是无上荣
耀，真可谓“龙恩浩荡”。
所赐之姓有所区分，一
是国姓，即与皇族同姓；
二是别的姓。赐国姓，这
是国君的最高奖赏之
一。项伯曾经阻止项羽
击刘邦，又在鸿门宴上
对刘邦有救命之恩，因
此被刘邦赐姓刘。国君
赐臣其他姓氏的，史书
上的记载有很多。《通
志·氏族略》载：晋州稽
胡，晋初赐呼延氏；项
氏，后周赐辛氏；章仇、
秃发氏归后魏，太武赐
源氏；独孤屯本姓李，从
齐神武，沙苑战败，为柱
国独孤信所擒，配为士
伍，赐独孤氏。

古代帝王为顺民
心，有时还恢复前朝宗
室遗民的姓氏。如清康
熙七年，康熙皇帝赐明
代宗室子孙恢复朱姓。

避讳改姓

避讳是中国人独有的风
俗。因避讳而改姓，春秋时期已
经产生，此后历代都有避讳的
现象，且这一现象越来越多，越
来越复杂。北宋的大臣文彦博，
本姓敬，但因为避石敬瑭讳，他
的曾祖父改姓文；后汉时期又
改回敬；到了北宋，又避宋太祖
赵匡胤的祖父赵敬讳，他的祖
父不得不改姓文。北宋的匡姓，
为了避宋太祖赵匡胤的讳，就
改姓主；宋徽宗赵信觉得老百
姓姓主不妥，于是令天下不得
称主及君，将主姓改姓康；宋朝
灭亡后，有些地方又恢复了主
姓。南宋时期，因避高宗赵构
讳，“句”与构音近，于是句姓都
改了姓。

帝王讨厌的字也得避讳。
如宋高宗时有官员名叫金赋，
高宗一见“金”字，就会想到金
国，十分不悦，于是令金姓改成

“淦”姓。明太祖朱元璋厌恶元
朝，于是元姓绝迹多年，“元来”
一词，也被改成了“原来”。

避讳改姓是造成姓氏复杂
的重要原因之一，如果是因避
讳而改前人姓，不但会混淆氏
族，也混淆古书。《汉书》中因避
汉明帝刘庄讳，将“庄子”改为

“严子”。如果我们不了解避讳，
真不知道“严子”是谁了。大哲
学家庄周还需要因避讳而改
姓，那么东汉时隐居的庄子陵
被改成严子陵也就不足为奇
了。 据“浩然文史”公众号

看《大秦帝国》的时候才知道，原来商、卫、公孙这三个都
是商鞅的姓氏。那么商鞅为什么又姓“卫”与“公孙”了呢？今天
我们就来聊一聊古人更改姓氏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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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剧《闯关东》中一句台词“俺是章丘朱家峪的”，让无数观众牢牢记住了朱家峪这
个美丽的古山村。朱家峪村是当年“闯关东”出发地之一，一多半人家的祖辈都有过闯关东
的经历。闯关东也让“章丘铁匠”名扬天下。章丘人的闯关东文化可以说是勇闯天下的铁匠
文化和行商全国的孟氏祥字号商贾文化的集中体现。

朱家峪村街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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