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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代皇帝为了笼络文臣武将，对有功者或青

睐者赏赐国姓，在当时是最崇高的荣誉。例如西

汉初年的娄敬，本是齐国一个普通兵士，被发往

陇西守边，被同乡引荐给了汉高祖刘邦。娄敬建

议刘邦不要把都城定在洛阳，而应定到关中。后

来张良也建言建都以关中为上，刘邦于是定都在

长安。娄敬因此得到刘邦赏识，被赐姓刘，拜为

郎中，号奉春君。

赏赐国姓也是皇帝招降纳叛的手段。特别

是在新王朝建立之初，对一些重要的政治首领、

军事将领，帝王常以赐国姓进行安抚。隋末群雄

并起，唐王朝急于统一天下，李唐王室便对归附

的各路首领大多赐以国姓。如瓦岗旧将李世绩、

幽州“总管”罗艺、石州“贼帅”刘孝真、江淮杜伏

威、河北高开道、窦建德部大将胡大恩、榆林郭子

和等人，都被赐姓李。赐姓对唐初政权的迅速稳

固和归拢人心起了很大作用。到安史之乱，为了

平叛，唐朝皇帝再次采用了这一办法。安史部将

张忠志，举其地归国，“赐姓名曰李宝臣”。乾元

二年，董秦斫贼营，归李光弼，“赐姓李氏，名忠

臣”。向这些投诚立功的叛将赐姓，对迅速结束

战乱和恢复社会稳定起到了积极作用。

到五代时期，皇族赐国姓出现一个高潮，其

中以后唐最具代表性。后唐庄宗李存勖曾多次

给后梁旧将赐姓名。如赐朱友谦为李继麟，张从

楚为李绍文，温韬为李绍冲，段凝为李绍钦，康延

孝为李绍琛，袁象先为李绍安，霍彦威为李绍真，

房知温为李绍英，杜晏球为李绍虔，等等。他不

仅赐以国姓，还将其中一些人收为义子。

皇家赐国姓，还用于笼络外藩属国。李唐出

于开疆拓土安抚番邦的政治需要，常向依附的少

数民族权贵赐国姓。武德七年（624年）八月，东

突厥可汗入见高祖，得赐李姓，是唐代赐国姓于

番族权贵的开始，后来赐姓于少数民族酋长的风

气愈来愈盛。契丹酋长、奚族酋长、靺鞨酋长、黑

水靺鞨酋长、党项羌酋长等，率其所部归附唐朝，

皆被赐姓李。对率众归附的番族权贵赐以国姓，

表示朝廷不仅不把他们当异类，而且还引为宗

室，这无疑对心存狐疑的外族统治者是一种最好

的安抚。

皇家赐姓除了赐本家姓氏，还赐他姓。这是

赐国姓的发展。窦、韦两姓是唐朝外戚之姓，一

旦受赐，就与外戚同族；而元姓、薛姓为当时的高

门显姓，社会地位很高，也都被世人所敬重。所

以赐给这些姓，也是十分的荣耀，与赐国姓的意

义和效果并无两样。

皇帝对不同政见者和仇家，常赐予恶姓以

发泄不满和仇恨。这是动用政治力量强迫他

人改姓，和“赐死”没有什么区别，是一种极其

严厉的处罚。赐恶姓，在唐代主要出现在武则

天时期。武则天夺得皇后之位，便将高宗的原

皇后王氏和宠妃萧良娣分别改姓蟒和枭，蟒即

大毒蛇，枭是猫头鹰。垂拱年间，李唐宗室琅

琊王李冲、越王李贞等起兵反对武氏专权被镇

压，武则天便将这些李姓诸王及其子孙、公主

通通改姓虺，虺意为毒蛇。武则天甚至连她的

族人也不放过，“乾封元年……诛（武惟良、武

惟运），改其姓为蝮氏”。此外，唐玄宗在平定

太平公主之乱后，“改窦怀贞姓为毒，改新兴王

晋之姓为厉”。毒为毒药，厉为厉鬼，足见其恨

有多大。

在河北省唐山市滦南县长凝镇，有一个叫作王

各庄的大村，全村土质肥沃，物阜民丰，在党的富民

政策指引下，有许多农户从事大笤帚加工生产，他们

生产出来的产品，结实漂亮，经久耐用，远销东北三

省及京津许多地方，有的甚至打出国门。

据《滦南县地名志》记述，这里的村民祖先，始自

明朝永乐二年（公元1404年），从山西陆州迁移至此

建庄，初时的村名叫“望哥庄”。为什么叫这个名字

呢？追寻它的来历，始自一个动人的故事传说。

移民移出来的村名
张浩洪

明朝时期，由于冀东这块地区久经战乱，地

广人稀土地荒芜，必须通过移民来调节人口的

分布状况。当时规定，山西陆州一带凡家中哥

儿两个者，得有一个人迁往冀东地区。指令一

下，家家户户都酝酿着谁走谁留的事项。常言

道故土难离，在一个地方土生土长地待久了，总

有一种难以割舍的情感，不论外面环境好坏，谁

都不愿远离家乡故土，更何况到一个景象凋敝

的陌生之地呢。

有一户王姓人家，正好有弟兄二人，哥哥王

一年方二十，弟弟王二刚刚十五，因为家中父母

都已年迈体衰，在商量谁去谁留之时，费了很大

周折。从二老双亲的意愿，哪个孩子也舍不得

放走，可是上边政策又不能违逆。老大是家中

的顶梁柱，一切活计全由他干，老二年纪尚幼，

不谙世事，谁走了都不太好。两个孩子十分懂

事，见父母非常为难，都争着迁移出去。最后，

老父咬咬牙，还是叫老大成行。在走的那天，一

家人抱头痛哭，难割难舍，相互嘱托，互道珍重，

尤其老二，搂着哥哥脖颈，简直哭成泪人，一直

送出老远，方才作别。

王一离开家乡后，随着迁移人群，晓行夜

宿，风雨兼程，不日到达现在的住宿之地，即当

时的北京东南 400 公里，滦州以南的普利屯。

到了以后，他和同来的一些移民，会同当地的村

民，开荒种地建造家园，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的生活。随着生活的安定，王一经常思念起远

在千里之外的家人。老父老母身体如何？小弟

能不能承担起治家重担？怎奈当时没有任何通

讯方式，双方的一切情况都无从得知。就在这

种忧心忡忡的情况下，一晃过了两年，到了二十

二岁年纪的时候，王一经人介绍，娶了当地一个

姑娘为妻，第二年产下一子，由原来的一人，变

成了一个三口之家。

哥哥移民 骨肉分离

时间又过了一年，这日王一全家人正在吃

午饭时，忽听外面有人喊：“都来看哪，这里有个

病人快不行了。”王一听后，猛地一阵心跳，怎么

回事儿？哪里来的病人？带着狐疑，他来到街

上。

拨开围观的人群，王一发现一个蓬头垢面

的人气息奄奄地倒在地上。此人身穿破烂衣

服，瘸着条腿，旁边放着一根木棍。王一到跟前

一看，不是别人，正是已经分别四年的弟弟。他

马上将王二抱起来，在众人的帮助下，一步步地

搀回家中。夫妻二人给他梳洗干净，做了一些

稀饭让他吃下。时间不长，王二方才缓过气来，

在哥哥的追问下，他才声音缓慢地将一切告诉

了哥哥。

原来，自王一走后，父母很想念他，昼思夜

想，终至病卧在床，本来身体已很虚弱，现在又

忧思成病，整日不吃不喝，虽经医生调治，怎奈

病入膏肓，效果不是很好，在床上躺了一年之

后，夫妻双双撒手人寰，离世而去。剩下的王

二一人，只得艰难度日。原本家中就很贫困，

父母闹病又拉下许多饥荒，刚满十七岁的王二

只得去到财主家卖身抵债。这个财主心地狠

毒，根本不拿王二当人看，吃饭不管饱，重活累

活全是由他去干。最后王二下定决心，离开那

里不再受苦，到冀东来找哥哥。

就在一天夜里，王二带着一些盘缠，背着

个小包，踏上了寻亲之路。因他从没出过家

门，只得边走边问，几个月过后，盘缠花尽，只

好沿路乞讨，一直走了半年有余。由于路途艰

难，又累又饿，不久就病倒了。为了探望哥哥，

与亲人相聚，他咬紧牙关，强行支撑着慢慢行

进，又挺了几个月，方打听到哥哥所在之地。

王二边说边哭，哥哥也是泣不成声，旁边

的村民也都跟着落泪。王二刚把话说完，由于

情绪激动，病情加重全身抽搐。王一赶快把弟

弟抱住，时间不长，弟弟就死在了他的怀中。

父母离世 千里寻兄

弟弟历尽艰辛，千里迢迢来探望哥哥，最后

终于团聚，死在哥哥怀中，这个手足相牵，情深

义重的动人事迹，使全体村民深受感动。此时

正值官府调查村名设置一事，在大家一致同意

之下，就根据这个事例，将村名改为“望哥庄”，

并一直沿用很久。

到了清朝，随着时间的推移，村里人口逐年

增多，且王姓成了村子主姓，而“望、王”与“哥、

各”又是同音，所以，就将村名改成了“王各庄”，

直到现在业经数百年，也未变动。当然，未变的

还有王各庄的村民，始终团结一致，息息相通，

在发展经济，共同致富的道路上，携手前进。

手足情深 村庄改名

“国”是我国姓氏之一，但人们说起国姓，多

是特指那些皇朝的姓氏。秦嬴，汉刘，晋司马，隋

杨，唐李，宋赵，明朱，等等，都曾成为一个朝代的

国姓。封建君王坐江山，自封自诩他的姓氏是天

底下最高贵的姓氏，别的姓氏都得臣服遵从。《百

家姓》因在宋朝编撰，所以把赵姓排在第一。

刘振广
赐国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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