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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农村东北农村东北农村东北农村汉族汉族汉族汉族““““字辈字辈字辈字辈””””习俗的弱化与消亡习俗的弱化与消亡习俗的弱化与消亡习俗的弱化与消亡    

————————以辽西某地一个以辽西某地一个以辽西某地一个以辽西某地一个刘姓刘姓刘姓刘姓家族家族家族家族的的的的口述史为例口述史为例口述史为例口述史为例    

刘  伟 

摘摘摘摘        要要要要：：：：本文基于对辽宁西部某地一个刘姓家族口述史的田野调查认为，与中国南方汉族传

统聚居区的情况不同，东北农村汉族社会的“字辈”习俗的典型性较差，随时间产

生的弱化甚至消亡趋向较为明显；其原因可能在于家族人际关系、文化教育、心理

背景和社会环境等因素的综合影响，并体现在缺少固化规范该习俗的文字材料等四

个方面。但从总体上而言，习俗的传承仍是一个多因素共同作用的过程。 

关键词关键词关键词关键词：：：：字辈习俗 田野调查 东北农村 家族口述史 

 

一一一一、、、、研究背景与研究背景与研究背景与研究背景与问题的提出问题的提出问题的提出问题的提出 

“字辈”习俗是汉民族的一种传统的取名形式，即“用字排辈”之意，又称派号、字派、

班派等。具体要求是家族同代成员起名时名字中要嵌入同一字或同一部首的字（多为名字中

间的字），以此来区分不同辈分。字辈用字的含义多与修身齐家、安民治国、吉祥安康、兴旺

发达等相关（百度百科“字辈”条目，2007），并常被编为五言、七言的字辈谱、字辈诗在家

族中流传，成为家谱族牒的存在方式之一和重要组成部分。可以说，在宗法制传统下的中国

社会，字辈习俗发挥着增强家族血缘关系和内聚力的独特作用（欧阳宗书，1989）
①
。 

但是，字辈习俗的典型分布在中国各地并不均衡。从相关文献所载案例的地域分布看，

这一习俗的典型多出现于浙江、湖北、四川、福建等南方省份（张扬，2006；郭茂灿，2004），

几乎没有来自北方特别是东北地区的记载；这使笔者对东北农村字辈习俗的现状产生了兴趣。

经初步观察发现，东北农村的字辈习俗不但确实缺少典型性，而且自近代以来正随着时代变

迁逐渐弱化甚至消亡，取名过程中已很难发现该现象的影子。由此，笔者在进一步田野调查

的基础上，对字辈习俗在东北农村的弱化消亡这一问题做了如下的描述和分析。 

 

二二二二、、、、文献综述文献综述文献综述文献综述与研究方法与研究方法与研究方法与研究方法 

目前学界对字辈现象的关注不多，且重点主要是对其起源和历史发展变化等方面的研究。

郭茂灿在总结相关研究情况时提到有张仲荧、张汝宜对四川部分族姓字辈的发展历程及一些

特点进行的讨论，以及徐建华、潘世仁、刘黎明等人在整个家谱框架下对字辈所作的介绍（郭

                                                             

① 本文仅讨论字辈现象作为一种民间风俗的变迁历程，因而此处对其在衡量家族内部身份高低、维护宗法社会统治等方面

的意义不予涉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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茂灿，2004）；另外还有张杨对字辈排行诗所反映的地方民族心态的阐释（张杨，2006）、欧

阳宗书从宗法礼制角度对字辈的解读（欧阳宗书，1989），以及叶自明和林久贵对字辈现象一

般意义上的介绍等（叶自明，2006；林久贵，2001）。这些研究或是在内容上主要关注字辈现

象在历史社会中的特征，或是在视角上缺少较具体的田野材料支持，特别是均未对字辈习俗

的消亡及其在这一过程中逐渐显现的非典型特征加以应有关注；抽象概括的意义较强而民间

气息不足。 

从研究视角上来看，郭茂灿的《试论字辈在村庄里的特点和功能》是其中视角比较微观、

田野材料也相对丰富的文献之一。作者以其在湖北郭村所获田野调查材料为主，辅以相关文

献，首先对字辈现象的特点作了较系统的介绍和分析,而后对其在村庄的现实功能进行了初步

探讨，认为字辈是村庄中的一种基本身份定位尺度、一种沟通媒介，也是一种符号资源。这

一微观研究视角上在很大程度上启发了笔者；但郭文材料中的字辈习俗尚看不出有消亡的迹

象，仍是来自中国南方汉族村落的典型现象。 

从口述史方法论的角度看，本文主要借鉴了鲁顺元的《藏文化环境中回回民族身份的传

承——以一个家族口述史为例》。该文首先对这一家族所处藏族社区的自然人文环境作了介

绍；然后借助亲属谱系图对其家族史进行了梳理，并按层次初步解读了其中的身份认同现象；

接着从生计方式和认同抉择两角度进一步加以阐述；最后得出结论：处于这种中间状态民族

身份的个体可有效缓和民族间的不愉快甚至矛盾。鲁文的这一行文结构特别是对田野志材料

的使用方式和引用亲属谱系图的表述方法，对本文分析框架的构建亦有较大启发。 

本文试图以笔者所在辽西刘姓家族的口述史为例，对近代以来东北农村汉族家族字辈习

俗的弱化消亡历程加以展示，并对导致该过程的诸因素予以讨论；文中田野志材料主要源自

笔者于 2012 年 2-4 月间对自身家族的田野调查。由于受客观条件所限，材料大都来自对笔者

父亲和祖父的非结构式电话采访，并基于笔者事前对家族相关情况的了解做了补充。 

 

三三三三、、、、基于亲属谱系的刘姓家族简史及其基于亲属谱系的刘姓家族简史及其基于亲属谱系的刘姓家族简史及其基于亲属谱系的刘姓家族简史及其字辈字辈字辈字辈现象综现象综现象综现象综述述述述 

本文访谈的刘姓家族原籍河北昌黎榆林庄，据传原为官宦人家；因家道中落于 1896 年前

后（1）、（2）夫妻两人一路乞讨“闯关东”至辽宁锦州，后即在锦城南郊的桃园村定居，至

今该家族大部分成员仍居此地。因（1）一路迁徙时用扁担一头挑着尚是婴儿的长子（3），另

一头挑着锅碗被褥等物，其“闯关东”的故事又被桃园村原住户称作“刘老呔儿
②
一担挑”。 

（1）、（2）在锦定居后育有四儿两女，均在锦州当地务农。（3）-（6）四子中，除（3）

因无儿女与（4）一家共同居住外，这四个家庭分家之前一直分别居于三个并排的院落当中，

                                                             

② “老呔儿”是东北人对河北乐亭、昌黎、滦县等地到东北经商或移民群体的戏称，有一定的轻蔑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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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因各院所处位置而被族人称为“东院”、“西院”和“幺院③”。但三院族人关系并不十分亲

密，甚至有些冷淡：（3）因膝下无儿女，曾提出要过继（12）的想法，但因（4）嫌他太穷而

未能实现；（4）去世时，其丧事全部由时年不到 20 岁的（12）操办
④
，（5）、（6）基本没有帮

忙；据说各院不亲密的主要原因是（4）虽为人奸猾，生活也不检点，但日子过得比其他几个

兄弟都好，令后者很嫉妒。至笔者祖父辈时，族中已少数人进城务工、做小本生意或入伍参

军，但这种疏离的关系仍未有明显变化；至 20 世纪 90 年代中后期，绝大部分族人开始明显

地脱离土地从事非农产业。 

为方便表述字辈现象，绘出刘姓家族定居锦州后至今的亲属谱系图。图中可见自（1）计

起已有 5 代，具体取名情况如下： 

（一）高祖（1）名为刘凤祥，因其兄弟姐妹的姓名已不可考，无法得知其字辈状况。 

（二）曾祖“金”字辈：对应图中（3）-（8），其中男性姓名均为“刘金 X”，且 X 偏旁

均为“氵”；女性因随夫姓无正式姓名，是否存在字辈不可考。 

（三）祖父“林-云”字辈：对应下图（12）-（24），其中男性姓名均为“刘 X 林”，女

性姓名结构为“刘 X 云”，无例外。 

（四）父亲“铁-红”字辈：对应下图（30）-（54），其中绝大部分男性姓名为“刘铁 X”，

绝大部分女性姓名为“刘红 X”，但出现了名为“刘红 X”的男性和名为“刘铁 X”的女性。 

（五）笔者同辈：对应下图（62）-（68），无论男女姓名完全无规律可循。 

 

                                                             

③ 三个院落坐北向南并成一排：“西院”在左，“东院”在右，“幺院”在其当中；“幺”即排行最末之意，因其男主人（6）

在（3）-（6）兄弟四人中排行最小而得名。为了表述上的简介，下文仍将沿用这三个称呼。 

④ 此时（12）的父亲（4）已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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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例说明：图中所示符号与文化人类学的用法基本相同，如△表示男性,○表示女性,│

表示代际关系，┌┬┬┐表示同胞关系，  表示婚姻关系等。代际间编号由小到大，代内

先为刘姓子女编号，再为各家儿媳编号（69 号的存在是调查最后才得知的；因为 3 号与其没

有子女，不影响后续对字辈的分析，因此未重新按序编号）。考虑到外孙（女）不随刘姓，图

中没有列出各分支中的女婿们
⑤
。 

 

四四四四、、、、刘姓家族中刘姓家族中刘姓家族中刘姓家族中字辈习俗字辈习俗字辈习俗字辈习俗的非典型性及弱化的非典型性及弱化的非典型性及弱化的非典型性及弱化消亡消亡消亡消亡的表现的表现的表现的表现    

根据上文对刘姓家族自今上溯 4 代中字辈现象所作的描述，结合与文献中典型字辈习俗

规则的对比，可以看出该家族取名习惯中的字辈习俗自近代始已处于逐渐弱化消亡的过程当

中，典型特征愈来愈少；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一一一一））））缺少缺少缺少缺少固化固化固化固化规范该习俗规范该习俗规范该习俗规范该习俗的的的的文字文字文字文字材料材料材料材料    

将字辈用字组成字辈诗（联）并在家族内部代代相传，是规范该家族字辈使用的重要形

式，并被当做重要内容置于家谱族牒等宗族文字档案的显要位置（郭茂灿，2004）。它的出现

将原本仅存在于意识中的模糊的取名惯例确定为若干唯一确定的汉字，使之从口头约定发展

为有文字记载的家族内部规范，是字辈习俗成熟固化的标志。但经笔者调查，刘姓家族迁至

锦州后不但没有字辈诗（联）等材料，连家谱的“正文”都没有见过
⑥
，从而严重影响了该习

俗的传承、规范乃至发展。而从另一角度看，刘姓家族字辈习俗的弱化消亡，也反映出其家

族内部与宗族制度、文化相关的所有规范和习俗的消亡，特别是血缘在明确个人身份和连接

亲属关系中的作用越来越小，是社会文化发展趋势的缩影。 

（（（（二二二二））））字辈用字相当随意字辈用字相当随意字辈用字相当随意字辈用字相当随意，，，，字义浅显字义浅显字义浅显字义浅显，，，，小农意识小农意识小农意识小农意识强强强强    

由于没有代代相传的文字材料加以规范，刘家几代人在取名时即便存在一定的字辈现象，

往往也显得相当随意。如“林”字辈是由于（12）上小学时老师为其取学名为“刘森林”，后

来其兄弟便沿用“林”字做字辈；具体意义连（12）本人也说不出。又如“铁”字辈是因为

（31）小时常生病，看病的医生便为其起名“刘铁钢”，取身体强健之意；后来其兄弟便沿用

“铁”做字辈。至于“云”、“红”等字辈用字更无含义可考。 

从字辈用字的字义来看，传统字辈用字多与修身齐家、安民治国、吉祥安康、兴旺发达

等相关，尤以前两种为多。而刘家“金”字辈四兄弟分别名为金波、金海、金河、金满，即

                                                             

⑤ 亲属谱系图的绘制和图例说明的编写参考了鲁顺元《藏文化环境中回回民族身份的传承——以一个家族口述史为例》一

文。原文载于《青海社会科学》，2011 年第 1 期，95-101 页。 

⑥ 据笔者祖父讲，他于上世纪 60 年代回河北昌黎老家探亲时，听老家人说曾经有过家谱；但他本人未曾亲眼见到。刘姓家

族锦州这一支则确实没有家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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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家产极大富裕之意，追求积累财富的小农意识很强；“云”、“红”也是传统女性姓名的常用

字，文化意义较浅显，其中“红”字很可能是受上世纪 50-60 年代意识形态的影响而选用的。

这都与传统和典型字辈用字中所蕴含的儒家“修齐治平”思想有较大差别
⑦
。 

（（（（三三三三））））主导性不足主导性不足主导性不足主导性不足，，，，可可可可见其他风俗干扰见其他风俗干扰见其他风俗干扰见其他风俗干扰    

受家族经济与文化背景的影响，刘家的字辈现象中来自其他民间风俗的干扰并不鲜见：

如（54）本应为“铁”字辈，但实际采用的是同辈女性的“红”字辈；（41）本应为“红”字

辈，但采用了同辈男性的“铁”字辈。这便是受到了农村社会中另一习俗“男孩取女孩名或

女孩取男孩名，孩子好养活（即不容易夭折）”的影响。可见字辈在该家族中并不是一项具

有较强规范力和控制力的习俗，主导性和生命力不足。 

（（（（四四四四））））家族内部家族内部家族内部家族内部认同认同认同认同率率率率低低低低，，，，受受受受到到到到各分支感情亲疏各分支感情亲疏各分支感情亲疏各分支感情亲疏的影响的影响的影响的影响    

在该家族中，并不是所有成员均对字辈习俗有较强的认同，而是在某种程度上受到与“西

院”一支感情亲疏程度的影响。这显然是由于“西院”的取名规则始终对家族字辈具有决定

性影响这一客观现实所导致的
⑧
。如（48）本应按“铁”字辈取名“刘铁 X”，但实际其名字

中不但没有“铁”字，也没有按上例取同辈女性的“红”字，原因之一即可能是所在的“幺

院”一支与“西院”相对疏离的情感因素所致：“幺院”家长（6）作为（1）的小儿子，始终

与（1）共同居住直至后者去世；而西院（4）和东院（5）或因品行不端，或因耳聋残疾，是

四子中最先从（1）身边分家出去的。可以想象，在（4）原本就受兄弟（5）、（6）有所嫉妒

的前提下
⑨
，“幺院”作为大家长（1）较为亲近的一支族人，与最终实际上获得了部分长子地

位的“西院”确实不易亲密相处。由此影响到字辈习俗的传承便也是合理的结果了。 

 

五五五五、、、、对导致以上现象原因的推测对导致以上现象原因的推测对导致以上现象原因的推测对导致以上现象原因的推测    

（（（（一一一一））））主观心理主观心理主观心理主观心理：：：：““““主动主动主动主动””””迁徙显现出迁徙显现出迁徙显现出迁徙显现出的的的的较弱归属感较弱归属感较弱归属感较弱归属感    

如前所述，刘姓家族是从河北昌黎“闯关东”至锦州定居的。经后续发掘材料得知，（2）

出嫁前已随父母“闯关东”到过锦州，并在此生活过一段时期；后来（1）赴锦将其接回，数

                                                             

⑦ 当然，本文仅就字辈现象作为一种不断变化的民间习俗来展开讨论。如从更广泛的意义上看，也可认为字辈用字因在相

当程度上受到该家族文化程度、社会阶层、历史渊源及所处时代背景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从而体现出了显著的阶层及时

代差异。后者观点值得进一步探讨。 

 

⑧ “西院”家长（4）虽然是（1）的次子，但因其兄（3）无儿女，在某种程度上实际代行了长子职责。（4）的长子（12），

以及（12）的长子（31）、长女（30）均是各院同辈中最年长者，刘姓家族其他各支的字辈实际上是直接沿用西院的字辈

用字而来的。 

⑨ 详见本文第三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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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后又与（2）一路讨饭重来锦州。又有称“刘凤祥很勤劳肯干，据说还有些武功，因为善用

一个秤砣，人送绰号“秤砣刘”，自称只要不是冒烟的家伙（指火器）就不怕。” 

由此可以推测，虽然文化程度和社会地位都不高，但（1）主导的这次迁徙更像是一个从

大家族中独立出来雄心勃勃闯世界的年轻人的“创业项目”；活动有准备、有计划，不是漫无

目的的逃难，在某种程度上已区别于与因生活所迫导致的传统意义上的“闯关东”行为。进

一步讲，（1）落户锦州后的心态可能更偏向于“终于独立了”，而不是“我应该怎样光宗耀祖”。

所以，作为明确身份和联系血亲重要形式的字辈习俗有理由在这样的背景下被无意弱化。这

至少是对该家族迁至锦州后未沿用河北老家所传家谱的解释之一，甚至可能为解释后辈的较

强独立性和较疏远的亲属关系提供了一定心理意义上的参考。 

（（（（二二二二））））人际互动人际互动人际互动人际互动：：：：较为疏远的亲属关系较为疏远的亲属关系较为疏远的亲属关系较为疏远的亲属关系    

字辈是一种需要整个家族共同传承的习俗，显然较疏远的亲属关系很不利于家族内部对

该习俗的认可。这种不利性在横向上（质量上）表现为习俗中出现的规范弱化和不典型，纵

向上（数量上）则表现为习俗的逐渐消亡，具体在上文中已有多次表述。这一点在“金”字

辈各支族人的互动中表现得最为明显，直接影响了其后辈对字辈习俗的态度。 

（（（（三三三三））））个人素质个人素质个人素质个人素质：：：：较低的较低的较低的较低的文化文化文化文化教育水平教育水平教育水平教育水平和经济水平和经济水平和经济水平和经济水平    

足够的文化水平特别是传统文化素养是某家族对字辈这一宗法制环境下传统习俗予以认

同的必要条件，也是直接影响该习俗传承质量的重要工具性因素。刘姓家族出身农家，文化

教育水平低，能使用正规姓名已属不易，显然不具备进一步规范传承字辈习俗的文化能力。

一个显著的例子是，“林”字辈和“铁”字辈的林、铁二字甚至不是本家所起，而分别是（12）

的小学老师和为（31）看病的医生所起，后在家族中得以延续。进一步讲，“仓廪实而知礼节”，

导致文化教育水平低下的根本因素是同样低下的经济水平。这对“金”、“林-云”、“铁-红”

字辈的弱化现实都具有一定的解释力；而当文化和经济水平终于在家族发展后其得以有效提

升时，来自社会环境的阻力便成为分析该问题时需要考虑的重要因素。 

（（（（四四四四））））社会环境社会环境社会环境社会环境：：：：独生子女潮独生子女潮独生子女潮独生子女潮与与与与家庭核心化趋势家庭核心化趋势家庭核心化趋势家庭核心化趋势    

从本文第一部分对传统字辈习俗存在形式的表述看，该习俗最基础的实行范围当是亲生

兄弟姐妹之间。但是，改革开放后出现的大规模独生子女潮基本上摧毁了这一条件，致使其

只能在堂兄弟姐妹中使用，极大地压缩了该习俗的存在空间；同时受多种因素影响，家庭核

心化趋势日益增强，族内各支因失去有利交往的客观环境而关系明显疏远，进一步阻碍了字

辈习俗在家族内部的横向认同和统一。以笔者所在的第 5 代为例，（62）-（68）所在的均是

核心家庭，失去了使用字辈的基本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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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六六六、、、、总总总总    结结结结    

通过以上对刘姓家族百余年来家族史的梳理，可以使我们在认识和分析东北农村字辈习

俗的传承过程时得到这样的启发：家族在人际关系、文化教育及心理背景等方面的个性化特

征以及所处的特定社会环境，均会影响到其对民间习俗等传统文化现象的态度和行动，其中

以前者的影响更明显些，进一步讲又以人际关系的影响为最大。我们甚至可以说，因为民间

习俗普遍具有的宗法制性质和强调血缘关系的特征，其传承和发展依赖家族自身凝聚力甚大：

刘姓家族字辈习俗的弱化和消亡，便是早在“金”字辈疏离的亲属关系中埋下的。 

但是，如果我们将东北农村的汉族居民看做一个亚文化群体，在分析其在整个汉民族习

俗传承中的特殊性时，更须看到以文化教育水平为代表的其他因素的影响力：东北农民特别

是非原住农民，其文化教育程度与南方传统小农相比有明显的劣势，对传统文化的传承和认

同先天不足；较低的社会影响力及独立性较强的心理特质使这一障碍愈发难以冲破，因而在

字辈习俗的传承上明显弱于后者。 

当然，以上观点只是在不同层面提出了相对突出的可能性因素。从总体上而言，习俗的

传承仍是一个多因素共同作用的过程，随着本研究的继续深入可能将发现更加复杂的关系。

例如某些难以考证的行为或行为趋势，如（48）取名时的真实想法以及（3）-（6）兄弟间的

互动模式究竟给之后各院交往带来何种影响等等，都需要得到田野材料的进一步支持才可继

续予以考证；文中原因推测的可靠性实际上在目前情况下是难以估计的。又如本研究并未探

究字辈习俗弱化消亡的影响，但在田野调查中已涉及到了可能相关的事实，如（62）-（68）

均为单字名的现象究竟是字辈习俗弱化的原因还是结果，很难给予明确定论。从字辈习俗这

一切入点看待民间习俗的变迁，所得结论仍需审慎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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