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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地

清代学者张澍在其《姓氏寻源》中说：“参天
之木，必有其根。怀山之水，必有其源。”世界上
天地万物都有根源，寻根是人类的天性。

姓氏寻根，是人性寻根最基本、最重要的内
容。中华万姓，追根溯源都出于太昊伏羲氏“制
嫁娶，正姓氏”之人道，伏羲氏是中华民族之根。

据史书记载，姓氏文化起源于伏羲。说到
伏羲不能不说济宁市微山县与伏羲的渊源，汶
泗流域是太昊伏羲氏族的重要发祥地，从泗水
古雷泽的华胥故里、邹城峄山女娲补天的传说，
到远古先民祭祀太昊伏羲的两城伏羲庙……无
一不在向世人昭示：这里是中华人文始祖的发
祥圣地。

为纪念祖先功德，伏羲后人在微山县两城
筑陵、建庙。微山伏羲陵庙，是有文字记载全国
最早的一座伏羲庙，也是现存最早的北宋伏羲
祭祀建筑，并且是唯一一座陵上建庙、陵庙合一
的庙宇建筑。

伏羲即太昊或称黄熊氏，风姓，又名宓羲、
包牺、伏戏，亦称牺皇、皇羲，史书称伏牺，亦有
青帝、东方上帝之称，三皇之一，华夏人文始祖，

百王之先，人首蛇身。母亲华胥氏，据《山海经·
海内东经》记载：华胥履大人迹，于雷泽而生伏
羲。

在春秋时期，有任、宿、须、句、颛、臾都是伏
羲之后。伏羲主要的功绩是在泰山封禅时，创
立了中华民族的图腾龙，龙的传人由此而来。
根据天地间阴阳变化之理，观察白龟贝壳而创
造了太极八卦图。模仿蜘蛛结网而制成网，用
于捕鱼打猎。教百姓养驯野兽，这就是家畜的
由来。创造了文字替代在绳子上打结的记事方
法，发明陶埙、琴瑟等，将音乐带进人们的生
活。将其统治地域分而治之，任命官员进行社
会管理，为后代治理社会提供借鉴。制定了人
类的嫁娶制度，实行男女对偶制，用鹿皮为聘
礼，并以所养动物为姓，或以植物、居所、官职为
姓，以防止乱婚和近亲结婚，使中华姓氏自此起
源，绵延至今。

人类经历了几十万年的洪荒时期和母系氏
族社会，迄今大约8000—6000年之间，开始进
入父系氏族社会。先祖伏羲氏正是处在由母系
氏族社会向父系氏族社会过渡时期。古书说

“先圣仰观天文，俯察地理，图画乾坤，以定人
道。民始开悟，知有父子之亲、君臣之义、夫妇
之道、长幼之序。于是百官立，王道乃生”，这位
先圣就是伏羲氏。

在伏羲氏之前，“未有三纲六纪，民人但知
其母，不知其父”。原始人捕猎鸟兽，连毛带血
就吃，无猎获就只能挨饿；男女无别，穴居群婚；
结绳记事，极其愚昧。

大约在8000年前，先人们在淮河流域已经
开始了从事原始农业、家畜饲养，以及渔猎和采
集，同时出现了使用单个符号记事和在陶器上
刻画的汉字雏形。这一时期，黄河流域和长江
流域的母系氏族部落也开始先后过渡到父系氏
族社会。这就是古书上多次提到的伏羲氏时
代。

伏羲氏，为直系后裔建立4个方国，为任、
宿、须句、颛臾四国，在泰山周围祭祀太昊，成为
神守国，虽然力量微小，而因伏羲后裔血统高
贵，得以传承到东周的春秋战国时期。这四国
后人，就以国名为姓。其中的任姓，源自任国，
直到秦朝置县，沿革至今为山东省济宁市任城
区。

姓氏在中国人的进化过程中，伏羲氏是一
个重要的里程碑，是人类文明的曙光，也是中华
民族文明之根。改朝换代，年号更迭，中国人姓
氏一直延续，从未间断。

“姓”出于母系氏族社会，是同一个女性祖
先的家族共同的符号标记；“氏”是从姓中衍生
的分支，出现于父系氏族社会。南宋郑樵《通
志》说：“姓者，统其祖考之所自出；氏者，别其子
孙之所自分。”一般来说，天子有姓而无氏，诸
侯、卿大夫有姓有氏，平民、奴隶只有名，无姓
氏。到了周代，姓和氏开始混淆；战国时，姓和

氏走向融合；秦汉时期，姓氏合二为一，而且平
民也开始有姓。

姓氏形成的方式，有以动物为姓，如龙、凤、
牛、马等；以封国封地为姓，如齐、鲁、吴、楚等；以
官职为姓，如司马、上官、侯、帅、尉等；以职业为
姓，如做陶器的姓“陶”，管仓库的姓“仓”，做买卖
的姓“贾”等；以出生地和居住地特征为姓氏，如
东郭、西门、杨、柳、李等；以先人的字或名为姓，
如周平王的庶子字林开，其后代姓林；以祖先爵
位或谥号为姓，如庄、康、武、恒等；以次第为姓，
即家族中兄弟排行或亲属辈分等为姓，如家族叔
孙、季孙、第二、第五等；以母系氏族时的部落为
姓，其姓多有“女”字部首，如姜、姬、姒等。

伏羲是中华民族敬仰的人文始祖，对中华
文明进步做出了巨大贡献，千百年来被尊称为

“三皇之首”“百王之先”，受到中华儿女的共同
敬仰。

随着考古研究的进展，学界对中华文明的
起源有了新的认识。炎帝和皇帝是华夏族的代
表，共同尊奉的祖先伏羲氏。伏羲作为“有大智”
的思考者和发明创造者，对中华民族的文明和发
展，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后人通过修庙、立碑、
造陵、塑像等方式纪念他。

每年4月22日，微山县都要在两城镇举办
“中国微山祭拜中华人文始祖太昊伏羲大典”。
人文始祖伏羲氏是民族精神的支柱，是民族凝
聚力的纽带，也是神圣血缘观念的具体体现和
民族文化的象征。我们祭拜太昊伏羲，探讨姓
氏文化，就是对民族先祖的认同和缅怀。

弘扬伏羲文化和姓氏文化，使我们不忘根
本、不忘血缘，增强民族认同、民族团结和民族
凝聚力，继承传统，弘扬文化，推动社会发展。

■种晓靖 摄影

中华万姓，出于太昊伏羲氏“制嫁娶，正姓氏”
种衍洋

小时候过年，会有一
些食用后的鸡骨头、羊骨
头，更多的是猪骨头，奶奶
一块也不舍得扔。

鸡的长腿骨要做老式
织布机的配件，名叫鸡摽，
起固定作用。这器件，用
大公鸡的长腿骨更好。猪
头上有一块耳骨，奶奶把
它做成饰品，戴在小孩的
手腕上。

大多数的骨头，奶奶
做菜时要回锅反复炖，带
骨头的菜喷香扑鼻。这些
骨头回锅几次后，还要收
起来。奶奶用锤子把这些
骨头一块一块地砸碎，装
到一个竹篮子里，挎到村
东头的大石碾上碾压，直
到粉碎成末。

这个大石碾几百年
了，碾盘平整，碾磙圆滑，是村里轧豆扁、辣
椒糊、花椒粉的好工具。推碾很费劲，奶奶
把砸碎的骨头摊在碾盘上，往固定碾磙的木
框孔里插上两根长棍，奶奶推一根，姐姐推
一根，然后吱吱吜吜地推起来。

奶奶边推碾边用铁铲子翻骨头，有时候
用炊帚扫一扫骨头末，推不了几圈，就停下
歇一会儿。不知多少圈，多少遍，这些碎骨
头碾成了细细的粉末，比面粉还要细。奶奶
细心地把骨头末扫起来，装到带来的陶盆
里。那个年代没有塑料盆、铁盆、铝盆，陶盆
是最常用的盆。

到了家里，奶奶就开始准备做骨头丸
子。把萝卜剁碎，再把葱、姜剁碎，把花椒放
到热锅上炒熟，再放到案板上用擀面杖轧成
花椒面。最后把这几样加到骨头末里，再加
上面粉和水拌匀放盐，丸子的馅就准备好
了。

姐姐把柴禾也预备好了，锅里倒上棉籽
油，烧热，奶奶就往锅里下丸子。左手抓一
把丸子馅，轻轻一挤，拳眼就挤出了一个丸
子。右手大拇指轻轻一挑，一个丸子就下了
油锅。不大一会儿，锅里就漂满了丸子，在
热油中起伏翻滚，不大一会儿就炸成了金黄
色。

奶奶见丸子熟得差不多了，就用铁笊篱
把丸子捞出来，沥干净油放到一个小盆里，
再往锅里下入丸子。骨头丸子吃起来又脆
又香，至今想来回味无穷。

骨头丸子炖汤吃最好，奶奶做汤时，先
在锅里加一点油，烧热后加葱丝、姜丝，再加
嫩白菜叶，加水烧开后放入骨头丸子，开了
锅就可以盛碗了。骨头丸子汤味道鲜美，吃
的时候要小口，细嚼慢咽，别叫没碾碎的小
骨头扎嘴。

记得有一年，我就被扎过一次，过了几
天嘴还疼呢。吃上一颗丸子，再慢慢喝上一
口汤，那汤的美味真的稀世少有啊。

今年春节，我专门留下了一些吃剩下的
骨头，也想做一回丸子，但一想到平时鱼肉不
断，现在谁还吃这个，也就作罢了。

奶奶离世多年了，奶奶做的骨头丸子的
香味，却永远地留在了我的记忆深处。

最
香
的
菜

王
如
然

多少次去过曲阜孔林，只
有那一次真切地触动了心灵。

沐着阳春时节的风，拐
过孔林大门口的直行大道，
从未谋面的大美迎面扑来。

林荫之下，满地盛开着
淡紫色的小花，一丛丛，一
片片，几乎布满整个园林。

这是什么花儿啊？这
么多，这么漂亮！远来的游
客和我一样惊奇和感叹。

“这是二月兰，是孔林
里最常见的花儿。”导游告
诉我们答案。

赶紧打开手机百度一
下，才知道，这二月兰，属草
花，十字花科，又名菜子花，
紫色，四瓣，呈十字排列，因
盛开在二月而得名。

二月兰？开得这么好，
这么多，应该算是一种奇迹
吧？

三千亩孔林，三千亩花
开。这似乎不再是一个古
老的墓地，而是一个花的世
界，花的海洋。

一簇簇小花从脚下铺陈开去，向四周蔓延，
无边无际，直到林荫深处。

在这里，除了墓碑，几乎看不到一个坟头。
因为，所有坟茔和那些逝去的生命，都香睡在二
月兰的绿荫和笑靥之下。

空气里弥漫着淡淡的花香，微风吹过，情不
自禁地作一次深呼吸。

那时候，似乎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心旷神怡。
孔林是掩埋孔子及其后人的地方，而孔家是

“文章道德圣人家”。
鲜活而娇艳的二月兰，是上苍浸润的怀念和

祭奠吧。
寂静与庄严同在，美丽与生机相伴。三千亩

孔林，二月兰轻吟低唱。心静如水的土地上，流
溢着泥土的色泽与花香。

有人说，孔林是世界上最大的人造园林。这
里的一棵棵参天蔽日的大树，有一万多棵。相传
孔子死后，弟子们从各地移来奇木异草，有柏树、
桧树、楷树、杨树等树木，其中不乏古树名木，有
的已达上千年历史。

在这些树木中，有一种树格外奇特，它以特
有的姿态站立成一种伟岸，让人怦然心动。这种
树，有一个很诗性的名字，叫“文柏”。

文柏是柏树的一种，它高大挺拔，直入苍天，
树冠收得很紧，远远望去，一株文柏仿佛一支巨
大的毛笔，挺立在天地之间。之所以称作文柏，
是它传奇般形神的缘故吧。

站在文柏树下，有着仰之弥高的感觉。文柏
应该是一种尺度，验证和衡量什么是笔直，什么
是昂首，什么是傲立天外。

手抚高大的文柏，突然想起《桃花扇》作者孔
尚任的墓就在这里。这位孔夫子的后裔，因撰写
李香君和侯方域的故事，得罪了朝廷，从朝中高
官被贬为平民，流落孔林附近的石门山。

孔尚任创作《桃花扇》时，曾有好友忠告，书
中内容或触动皇帝的神经，可作修改。但孔尚任
明知朋友言之有理，却依然坚持。《桃花扇》写得
很投入也很辛苦，以至屋外鹅毛大雪，舍内的他
依然摇扇苦吟。这种精神，或也是文柏神形的另
一种写照吧。

中国历朝历代都不乏软骨文人，却也不乏铮铮
铁骨。他们像孔林深处的文柏，脚踏充满死亡气息
的土地，傲然而立，气贯长虹，这是怎样一种大美？

孔林最核心的去处，是洙水桥旁的“大成至
圣先师文宣王之墓”，也就是孔子墓。孔子祖孙
三代安葬在一个相对独立的院落，孔子、孔鲤墓
在后，孔子墓在右，孔鲤墓在左，孔伋墓在孔子
墓、孔鲤墓的正前方，三座墓呈“品”字形结构，寓
意“携子抱孙”，泽被后人。这种安葬方式传承下
来，放眼望去，孔林四处，大大小小的无数坟墓，
几乎都类似“品”字结构。

转眼到了黄昏，夕阳透过林隙，照在孔家墓
地上，盛开着二月兰的一座座坟茔，错落有致，宛
若一个个伟岸的古代先人，蹲踞在那里，构成一
个似曾相识的意象。

这意象长久徘徊在脑海深处，一直难以给它
定义。突然想起北京奥运会开幕式的盛大演出，
豁然开朗：数万古代先贤，在礼仪之邦，击缶而歌！

歌声似大哲之言，穿越孔林，穿越古今，飞行
弥远…… ■马永利 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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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年暑假，妈说家西边的独山湖干了很
多，村里人都去那里割草，晒干了喂牛或卖钱，
让我跟爸爸和两个小伙伴去割。

趁着早晨凉爽，骑车十多公里到了湖
边。水已经干了，只剩下湖心的一小片，湖滩
上长满了草。这些在旱地上高不过膝盖的
草，在湖滩却长到两米多，甚至三米。每根草
从秆到叶都是鲜绿鲜绿的，翠得闪眼，嫩得要
滴下水来，挤挤挨挨，拉拉扯扯地连起来看不
到边。

爸爸说，咱们分开割，割好打成捆，中午头
前在堤岸最高的红旗那里汇合。大家分头行动
了，我拿着镰，一路把高高的草踩倒，留下一道
记号，回来的时候不至于迷路。

周围的草细细的，绒绒的，柔柔的，不刺手，
也不刺脸，连成绝妙的青纱帐。这样的草太嫩，
水分太大，晒不出数；又往里走，找到一些老点
的草，几只红嘴绿腹的水鸟站在草上，叽叽喳喳
地“拉呱”。就这里啦，开镰！

草很高，割起来很省力，几下子就能打成一
捆，捆草的要子也不用接草绳，一把草捋一下，
就能当要子用。不一会儿，割出一片3米见方
的空地，捆完一查，整10捆，往外背吧，两捆一
趟，背在肩上，一转头，懵了，来时踩的草路不见
了。

放下草捆，再仔细找，仍是不见路，踩倒
的草全站起来了。正午的太阳就在头顶上，
影子踩在脚下，四周是清一色的草、草、草
……我迷路了！大声呼喊爸爸，突然发现四
周的鸟儿也不见了，只有不甘寂寞的蝈蝈声
此起彼伏。

没有一丝风，炽热的太阳直射着，裤褂不知
什么时候湿透的，连累带吓加紧张，求助无门，
怎么回家啊？

已经不辨东西南北了，只能前后左右地乱
走，绳子、草捆都不要了，只拿着镰刀；嗓子也冒
烟了，着急上火地要找到约定的地方，可周围都
是两米多高的草，根本看不远。

仔细听听，也没听到爸爸和小伙伴叫我的
声音，走了不知多少次，又都回到割出来的那片
空地，怎么办呢？“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看
哪里高就往哪里去吧。

深一脚浅一脚地，一个人东撞西撞地走

着。汗流透了，反而不觉得热了，草丛里有没有
别的动物也不怕了，心里只有一个念头——找
到红旗。

不知走了多久，四面环顾，蓦地发现了远处
的红旗，心里一阵激动，向着那个方向，不停地
连走加跑，跌跌撞撞，终于到了。

小伙伴们说，爸爸已经去找我了。我已经
全身无力，一屁股坐到地上，连渴加饿，也不想
吃东西，只是拼命地喝水，原地等爸爸。

太阳慢慢地偏西了，余晖把湖滩的绿毯染
上玫瑰般的艳红，爸爸终于疲惫地回来了。他
见到我，没抱怨，也像我一样长出了一口气，让
我把他早上割的草分放在他和我的自行车上，
和小伙伴们一起回家了。

路上，我给爸爸说了我的历险记，他表扬了
我，说遇到困难就是要想办法解决，不放弃。说
他从中午找我到傍晚，如要找不到，晚上他也不
回家，还得找。他叮嘱我不要告诉妈妈，免得她
担心。

回到家里，天已擦黑，妈妈早就做好饭，她
说在村口眺望了多少次了。一家人坐在一起吃
饭，妈妈问怎么割草用那么长时间，爸爸说领着
我看湖堤的风景，忘记时间了。

那年我14岁。 ■毛毛 摄影

爸爸——我迷路了
邱玉娥

故里钩沉

满庄非名胜，可我还是要写的。因为我这
次回山东的主要目的，就是回满庄。满庄，我的
衣胞之地，那里有我出生的老屋。

数年不回家，庄子还真是变化太大了。如
果不是和三弟一起回，我怕是连回家的路也找
不到。街道变宽了，水泥打的路面，平整得闭了
眼睛也不怕摔倒。小时候记忆中的烂泥路不见
了，恍若别人的村子似的。

母亲住的屋是新屋，这我在电话里听大哥
说了。新屋在村北头，老屋在村南头，虽说只有
几百米的距离，但北头离镇中心近，赶集近，买
菜方便。

住在新屋的母亲却依然忙碌，家里早没有
田地了，她就忙屋里屋外的卫生。可因为离集
近，灰尘大，屋里总显得不干净的样子。进家
时，母亲正背对着门，在院子里翻晒大豆，也不
知道是谁家的豆子晒到我们家来了。

母亲认真地翻着，像翻着过去的岁月和她
的儿孙。母亲一直没有走出我们的生活，她总
是在为某样事、某个子女操心。心愧的是，我们
却很少想起母亲，总在忙碌之中，总在奔走之
中，想起过母亲的白发吗？想起过母亲已老的
面孔吗？

母亲听到脚步声，这才转过头来，一怔，似

乎不认识她的二儿子了。也怪，她的二儿子头
发也灰白了，身体发福了，戴着个眼镜，穿着几
百块钱买的衬衣，混得就像是个城里人一样
了。可她的二儿子还是她的儿子啊，她只是怔
了一下，便哭了。

母亲说，孩，你终于回家了。我的泪怎么
着也止不住了，我不是一个坚强的人，坚强只
是外在的表现，却不是儿子的表现。我的双膝
一下子跪在地上，双手抱住母亲痛哭，泪就如
早等着似的涌出来。伤感就像下山的巨石，收
也收不住了。原来，回家，除了喜悦，就是泪，
就是对母亲的愧疚，双膝就是等着给母亲下跪
的。

母亲，你是否记得，小时候过年，我和兄弟
们也要给你磕头的，你却不让，你说磕头催人
老，可这些年我们在外面，也没有给你磕头了，
你咋就也变老了呢？

情感的渲泻是有度的，何况还有外人在旁
边。人们拉我起来，但泪水已长了根，总是在眼
睛里打转，像是谁在我眼睛里丢了一块石子一
样，眼泪泛着波澜。

坐了一会儿，终忘不了老屋，三弟就陪我到
村里走走。三弟也在外地工作，只是未出山东
省域，回家的机会多些。走在村里的路上，看着

路两边村人的屋子，感觉慢慢回到了小时候。
有些屋还是老屋，石头垒的，虽说街道的方向变
了，但屋的走向是不会变的。

三弟说，多数人家将新房子盖在了村外，北
面的土地几乎全用来盖房子了，村里余下的，净
是老屋。这种屋极低矮，热天潮湿，冬天北风顺
着石头缝便吹进来了。我家的老屋也是这个样
子，屋顶是土泥糊的，经常漏雨，可见当年生活
的艰苦。

老屋出现在我面前时，我一子惊讶了。对
老屋的印象还在，只不过没想到这样破败了，它
深深地埋在棉花棵里，那个梧桐树似乎也死了，
记得院子里还一棵枣树的，也不知哪年死了。
门前的树倒活得茂盛，向路边伸着头，打量着我
这个陌生的游子。墙头上放着一个花盆，盆里
栽着一棵白菜，这样的幽默图景倒让我笑了。

小时候，我也用烂盆子栽过菜的，只是没有
长成。院子里我也种过花，倒开得灿烂。想着
这些时，我蓦然觉得，老屋虽说不住人了，但还
是一个家的。我仿佛还能听得见母亲就在那儿
忙着，忙着做饭，忙着扫地，等我们回家。

原来，老屋就是败了，它也是一个家。
晚上，全家人聚在一起喝酒。我给哥说，老

屋老了，扒了吧。
哥说，喝酒。
每个人的面前都摆了一杯酒，我突然想起

父亲的那杯。去世的父亲是埋在北面麦子地里
的，不知道他还有没有酒喝。我倒了一杯酒放
在那儿。我的泪又来了。

突然，哥说，那老屋才是家，留着它好，你们
才都能找得着回家。

我的满庄，我的家
云南红河 路人

游子回乡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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