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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姓氏的碰撞

“田家庄没有姓田的，雒家务

没有姓雒的。”在凤翔流传的这

句话讲述了两个村名打颠倒的

故事。在凤翔区城东十余里处有

个田家庄镇，城西二十余里处有

个村子叫雒家务。村庄以姓氏命

名并不稀奇，有趣的是，田家庄

几乎没有姓田的，却有许多人姓

雒，雒家务没有姓雒的，却有不

少人姓田。

田家庄镇田南村村民薛鼎乾

曾参与凤翔老县志的修订工作，

据他介绍，田家庄从前是一个大

村庄，1957 年被划分为田南村、

田北村和田西村三个村，但三个

村中无人姓田，雒姓是村里的第

一大姓，尤其是田北村超过一半

村民姓雒。

巧的是，凤翔区陈村镇的一

个村庄，偏偏将这个罕见的“雒”

字取为村名，起名雒家务。雒家

务村人王拴成介绍，雒家务祖辈

皆无雒姓，倒是有百余户村民姓

田。过去，村里坟头墓碑上就刻

有不少田姓先祖名字。村子曾被

唤作雒家大庄，村子自古以“雒”

字为村名。

田家庄和雒家务来往不多，

两地村民婚嫁和亲戚关系也较

少。那么，为何会出现这种姓氏

与村名“张冠李戴”的情况？据

村民讲，这两个地名有一段民间

传说。据传，天官巡查民间时，发

现这两个村子没有村名，执行任

务不方便，便请玉帝赐名。玉帝

派金牛星给村子赐名，嘱咐道 ：

“雍城东的村子叫雒家务，城西

的村庄叫田家庄。”金牛星领旨

来到人间，见雍城是个山清水秀

的好地方。贪吃的金牛星遍尝美

食，一时将村名忘记，再想起时

则念成了“雍城东田家庄、雍城

西雒家务”。到城东时，金牛星摇

身变成鹤发老者，对当地人说 ：

“我姓金名牛，玉帝为此处赐名

田家庄。”说毕绕村转了一圈，又

到城西如此这般赐完“雒家务”，

便回天宫交差去了。这段传说被

两村的村民祖辈流传下来，老幼

皆知。

传说终归是传说，一些村民觉

得，或许是哪个朝代官员上报村名

时弄反了，因为两地分别在雍城东

西两侧，也许是在某个时代的战争

时期，各村村民流动所致。

没有董姓的董坊村
毛丽娜

在千阳县草碧镇，有个村子

名叫董坊村，虽然有几百户人家，

却没有一户姓董的。明明叫董坊

村，却没姓董的，这是为什么？

董坊村地处渭北旱塬，距县

城十余公里，绿树掩映下的村庄

整洁有序。据千阳县民政局编纂

的《千阳地名志》里的说法 ：很

早以前，这里来了一个姓董的商

人，在此开过染坊，所以董坊村因

此得名。董坊村党支部书记孟维

军说，董坊村与邻村孟家庄村于

2003 年合并，现全村 629 户 2077

人，无一人姓董，全村以朱姓人和

倪姓人为主要住户。

有关董坊村的历史文化，笔者

找到了本村人朱维，他是一位农民

剧作家。朱维翻阅书籍，查阅相关

资料了解到：全国有三个董坊村，

山东潍坊、江西余干、宝鸡千阳各有

一个。朱维考证，千阳董坊村的朱、

倪两大姓的村民，从山东潍坊的董

坊村迁徙而来的可能性大一些，当

然村名也是沿用了祖宗地的地名。

关于朱姓的来源，朱维谈到，在山东

曾有一个蕞尔之国——邾国。首任

国君是颛顼的后裔曹安，到十五世

曹挟（一说是“侠”）执政期间，曾将

“邾”改为“朱”。所以，从君王到臣民

大都改为“朱”姓。当然，这个邾国还

产生了倪、曹、颜、邹等八姓。邾国被

灭后，大部分国民都逃到了南方，一

小部分逃到了中原及陕甘地界。历

史上最有名的就是明洪武年间的

全国大移民。朱维听爷爷说，朱、倪

两家是从山西大槐树下迁来的。当

然，这只是一种普遍说法，但董坊村

确实有“朱倪一家”之说。 

据本村人、在外地工作的倪高

峰所写的文章《董坊村历史的追

踪与研究》记载 ：邾国国君邾武公

“将其次子邾友公封于倪地，遂姓

倪，称倪肥公，建立倪国，他便是

倪国的第一代国君”。这也是倪姓

的来历。“朱、倪两姓同根同源，而

且都是由山东封土立国，繁衍发展

起来的。”他还写道 ：“据老一辈

说，董坊村朱姓来此地最早。”“以

后明嘉靖年间又有倪姓迁入。”

按一般规律，村子起名都离不

开姓氏这个特点，为什么董坊村

没有一个姓董的却叫董坊？倪高

峰老先生认为 ：“这个村子当时取

名时，用了山东家乡著名作坊的名

称‘董坊’，因此就叫董坊村。”多

年前，董坊村的朱、倪两大姓人家

都有“先人案”，后来没了。随着人

们对传统文化、地方文化越来越关

注，关于董坊村村名的来历，也许

能得到更多的佐证。 

车家寺村的车姓从何来
本报记者 张琼 

金台区蟠龙镇有个村子叫车家

寺村，村中有千余人姓“车”。据传，当

地“车”姓颇有历史，车家寺村“车姓”

可追溯至一位“车丞相”。

村中老人讲，车家寺村先祖

是西汉昭帝年间的宰相田千秋。

田千秋为人朴实忠厚，他患有腿

疾，皇帝念他行动不便，便赐他一

辆小车上朝，久而久之，人们唤他

为“车丞相”。田千秋为感念皇帝

体恤的恩情，嘱咐后代以“车”为

姓。按照史籍记载，田千秋为长

陵（今咸阳东）人，那车家寺村的

车姓又是从何而来？这就要说到

村民口中的另一个人物——车翰

劳，明洪武年间大移民浪潮中，山

西车氏中的一员车翰劳从洪洞县

迁至今宝鸡市贾村塬一带定居，

从此车姓人就在这里繁衍开来。

尤其是到了车翰劳的下一代，人

丁颇为兴旺，子孙按长幼分为大

房、二房、南房、北房和东院，共五

大家。其实，如今的大房、二房、南

房、北房等，早已不指房屋住所和

位置了，而是代表着一种车姓人

血脉族亲的归属感。村西北老路

上有一个车氏祠堂，过年时，车姓

人会在这里祭祖。

车家寺村人心齐、团结，在蟠

龙塬上有这么一句顺口溜：“走杜

家凹别卖文，走东坡别逞能，走车家

寺别‘胡抡’。”大意是杜家凹出文化

人，不要在那卖弄学问；东坡村能人

多，不要在能人跟前逞能；车家寺村

人心齐，到车家寺村要守规矩。车家

寺村人擅长耍马社火，前几天，车

家寺马社火又热闹了一把。社火演

员装扮妥当后骑上大马，伴着锣鼓

声在人群中游演，吸引了许多群众

前往围观拍照。一场精彩的马社火

游演背后，是车家寺村人齐心协力

的表现，有人负责装扮、有人牵马、

有人敲锣打鼓，这种共同参与的热

乎劲儿，伴着闹腾的锣鼓声，把这

个村庄搅动得更显温情。

扶风县因“扶助京师、以行风

化”而得名，当地有很多古村落的

名称耐人琢磨，其中有个村子叫聂

堡村，可村里却无一人姓聂，这是

为何？ 

进入聂堡村，笔者看到家家

门前干净整洁，水泥路四通八达，

绿化美化令人赏心悦目，美丽乡

村景象喜人，到处传递着欣欣向

荣的气息。当地村民也不知道聂

堡这个村名究竟因何得来，聂堡

村党支部书记郭新林对笔者说，

聂堡村有 1103 户、4061 人，村上

无一人姓聂。问及缘由，郭新林说

他也没有找到相关文字记载和文

史资料。

扶风县教体局教研室教研员、

主编扶风县《乐稼后村志》的李治

民说，聂堡村位于城关街道以南湋

水之滨，古称大湋川，是跟随武王

兴周灭纣的功臣聂尚的封地，聂尚

人称聂伯。相传，周武王灭商后，

周公姬旦制定分封制以及嫡长子

继承制，聂尚分得五百户，其位置

在西岐城南边陲之地。聂尚的封地

被称为“聂九国”，在秦人封地之

东，始建都于今扶风城西王家台，

后移于今聂堡村堡子城。李治民

说，到聂尚第八代孙聂功庆时，聂

氏没有男性子嗣，只有三个女性后

人。随着春秋战国时期各国之间的

互相兼并战争，聂九国最终为强秦

所吞并。

《扶风地名志》记载，元末明

初，又有外来的聂姓人家居住于聂

九国旧址，聂堡村因此得名。李治

民说，聂堡村周围有诸多遗址，如：

西有王家台遗址、东有姜嫄遗址、

南有壹家堡遗址等，可见此地昔日

的辉煌。

李治民说，如今聂堡村之所以

没有聂姓，应该是随着朝代更替及

人口迁移，聂氏后裔已迁移至其他

地方，相关历史尚待进一步挖掘和

考证。

编者按 ：春暖花开时，是人们踏访村野的好时节。走在西府的乡村，会发现不少村

庄名称与姓氏文化关系紧密，有的村名与当地村民姓氏一致，如车家寺村聚居着车姓

村民 ；有的村名与村民姓氏“张冠李戴”，如田家庄人姓雒，雒家务人姓田 ；有的村名则

与村民姓氏无关，如聂堡村无人姓聂、董坊村无人姓董……这些村名与姓氏文化有哪

些故事，我们不妨探索一番。

的故事村子

西府村名

田家庄人姓雒  雒家务人姓田
本报记者 于虹

聂堡村里无人姓聂
毛丽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