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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划/张浩哲

47 何姓与连理枝（1）
中华何姓历史悠久，是一个多源流、多民

族姓氏。其来源可追溯到商代。据学养深
厚，涉猎广泛，在先秦史、商周考古学以及古
文字学等研究方面有突出成就的中国国家博
物馆常务副馆长，北京大学、南开大学历史系
博士生导师朱凤瀚先生的《商周家族形态研
究》，何姓，“铭于商朝晚期青铜器上铭文，系
商王族异姓亲族的氏号”。甲骨文卜辞中也
有何族参加祭祀的记载。

何姓的另一源头是周朝初期的晋国第一
任国君唐叔虞（姓姬名虞，字子干，唐是封地
名，叔是排行）。唐叔虞是周武王的儿子、周
成王的弟弟，被封在唐地。周武王的夫人姜
太公之女被后世尊为圣母。周武王与妻子邑
姜欢会时，曾梦见天帝对他说：“我让你生个
儿子，名字叫虞，将来可把唐国封给他。”后来
胎儿出生，手心里果然有个“虞”字，故起名为
虞，人称叔虞。唐代姓氏名著《元和姓纂》记
载：“周成王弟唐叔虞裔孙韩王安为秦所灭，
子孙分散江淮间，音以韩为何，遂为何氏。”

此外，也有源于官位的何氏。汉朝时期

内宫官吏娙何（亦称娙娥），是汉朝时期设置
的女官名称，后成为西汉妃嫔的称号。娙何
之称由汉武帝刘彻所置，后来依汉元帝刘奭
执政的规定，娙何位居昭仪之下，地位相当于
关内侯。史籍《汉官六种·汉官旧仪·补遗》记
载：“娙娥秩比将军、御史大夫。众人谓之‘娙
何’。娙何秩比中二千石。”在汉朝的官位中，
凡太常、光禄勋、卫尉、太仆、廷尉、大鸿胪宗
正、大司农、少府、执金吾等中央机构的主管
长官，皆为中二千石俸禄。在娙何的后裔子
孙中，有以先祖母的官职称谓为姓氏者，称何
氏。

“何”还是隋朝时期西域何国的国名，因
此有属于以国名汉化为氏的何氏。

还有一些人认为，何氏始祖为何侯、韩

厥、韩瑊、韩庶、韩武子（韩万）、何庶、何细胡、
何妥、何稠、何铭（锁铭）。据《浈阳水木记》
载，何瑊，原名韩瑊，韩国后期韩王安时贵族，
被任命为公族大夫，曾与韩非子一起同掌国
政；退隐韩原后秦灭韩国，韩王安被劫掳，国
破家亡，韩瑊与其妻流寓庐江，操舟为业。其
后，秦始皇出游博浪沙被人袭击，疑是六国公
子所为，通令全国暗访六国之后，欲斩草除
根，杜绝后患。秦吏密察居民姓氏，有一天，
一个官吏登上韩瑊的船，询问他的姓氏。恰
巧当时天气寒冷，韩瑊指水戏称：“此为吾
姓。”其意以水寒喻“韩”。官吏见他指“河”为
姓，问他是不是何姓，韩瑊说姓氏当从人。官
吏离开，韩瑊安然无事。后得知为秦令查询，
惊骇不已，喟然长叹：“幸有上天保佑，吾家才

幸免刀锯之难！”“乃拜何字之赐，遂以何为
姓。”韩瑊遂定居庐江，勤耕苦读为业，家道日
隆，形成了一支何氏。

除以上之外，有的何姓为一些少数民族
姓氏汉化而来，也有的是其他姓氏改姓而为
何的。

何姓郡望有陈郡。陈郡辖今豫东、豫南
及安徽近30个县市的广大地区，是陈郡何氏
的发祥地。因此，商丘一带很早就有了何姓。

传说，战国时期，都于睢阳的宋国有何
姓，“连理枝”这一典故便是出于一个商丘何
氏女子与韩凭的爱情故事。东晋史学家兼文
学家干宝的《搜神记》是一部记录古代民间传
说中神奇怪异的故事小说集，其中的一篇《相
思树》（又称《韩凭夫妻》），便是根据这一故事
而写的，也是“连理枝”这一典故的来源。

“相思树”的故事流传了两千多年，在传
承中内容不断丰富，后来成了一则凄美非常、
撼人肺腑的神话，被作家以此为题材，写成各
种体裁的文艺作品，又被戏剧作者改编成不
同剧种的戏剧，脍炙人口，使其流传更加广
泛。 （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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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 1046 年，牧野之战
中，周武王率领诸侯联军击败商
军，帝辛在鹿台（今河南鹤壁）
自焚而死，商朝灭亡。战争结
束之后，微子又见武王，此时他
的表现令人惊诧：“周武伐纣克
殷，微子乃持其祭器造于军门，
肉袒面缚，左牵羊，右把茅，膝
行而前以告。于是武王乃释微
子，复其位如故。”（《史记·宋微
子世家》）这是周武王灭商后，微
子“肉袒请罪”的故事，也是历史
事实。他持商王室宗庙礼器，来
到周武王军营前，表示投降。微
子袒露上身，双手捆缚于背后，
跪地膝进，左边有人牵羊，右边
有人秉茅，向周武王请罪。周武

王将他释放，宣布恢复他原有爵
位，以示宽厚为怀。挺微派认为
这是微子忍辱负重，为了殷商族
人免受生灵涂炭而为之。倒微
派认为早与周人结盟的他与武
王合谋之事成功，卑躬屈膝乞降
最终得到了封国并续殷商之
祀。但无论怎样，纣王兵败自
杀而微子立时投降受封，微子
若没有为周人做过什么，这是
不可理解的。

武王灭商后，封给了微子广
大的领土，孟诸泽最终成了宋国
之地。《全唐文·宋州刺史厅壁
记》载：“商丘之地，辰火之宿，孟
诸之湄，阏伯所迁，微子所封之
国也。”但武王此时并没有让微

子掌管殷商祭祀，而是安排帝辛
之子武庚：“武王封纣子武庚禄
父以续殷祀。”只是后来武庚反
抗周朝统治企图再掌王权，被灭
后，武王才“乃命微子开代殷后，
奉其先祀，作微子之命以申之，
国于宋。”（《史记·宋微子世家》）
《全唐文·土风赋》载：“言其国之
始祖，微子封于斯土。先膺宗周
之锡命，招纳暴殷之馀户。于是
孟诸为泽，芒山为圃。日寻干
戈，云列群伍。”可见孟诸泽畔的
宋国之昌盛。宋国作为周王嘉
宾，唯一不是周王隶属，爵位为
公，不向周王交纳贡品，准用天
子礼乐祭祀祖先。因此，微子启
也成为周代宋国的始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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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商朝末期，
有三位被孔子称为

“殷末三仁”的朝中
重臣：微子、箕子和
比干。比干敢于进
谏却被商纣王帝辛
挖心，箕子出走半
岛则建立了箕子朝
鲜，还有国破投降、
建立宋国的微子。

《论语·微子》曰：
“微子去之，箕子为
之奴，比干谏而死，
殷有三仁焉。”宋国
有微子墓、微子祠
（今睢阳区青岗寺
村）、箕子墓（今曹
县南），还有明清时
期商丘古城内的三
仁街，清康熙四十
四年《商丘县志·古
迹》：“三仁街：在旧
城内微子庙前。”

然而随着时间
的流逝，后人通过
对史料的甄别，对
商末帝辛与武王姬

发征战那段历史有
了新的理解与认
识，譬如帝辛执政
的环境、历史地位，
当然还有对“殷末
三仁”的评价。尤
其是对宋国开国国
君微子，在《论语·
微子》《尚书·微子》

《史记·宋微子世
家》强调其任贤的
同时，其他著述亦
有了他是“叛徒”

“汉奸”“里通外国”
的评价。其中证据
之一，就是他和周
王朝的共头山之盟
约，而此盟约的内
容之一就是将孟诸
泽及其周围大片的
土地作为微子的封
国领土。尚且不论
微子的功过是非，
但就在盟誓里面提
出孟诸之地，即可
看出孟诸泽在商朝
时期的影响力。

商朝，孟诸泽作为其龙兴之地，
备受重视与推崇。即使到了商末，
仍被对殷商虎视眈眈的周人所看
重，武王姬发伐纣之前这块地盘竟
被作为反商的一项政治交换条件写
进了共头山盟约。据《吕氏春秋·季
冬纪·诚廉》载：“武王继位……又使
保召公，就微子开于共头之下，而与
之盟。曰：‘世为长侯，守殷长祀，相
奉桑林，宜私孟诸。’为三书同辞，血
之以牲，埋一于共头之下，皆以一
归。”

这段史料记述的是武王继位
后，为了联合反叛纣王志士，阴谋离
间殷之贵族，先与商朝的胶鬲立下
盟誓答应灭商为其加官进爵，又派
保召公去共头山（今河南辉县境内）
会见微子启，与之立下盟誓共同反
叛纣王：“成功之后，微子世代为诸
侯之长，继承掌管殷商的祭祀之礼，
奉守桑林之乐，并同意把孟诸泽作
为私人封地。”备好文辞相同的三份

盟书，把牲血涂在盟书上，一份埋在
共头山下，双方各持一份而归。此
事件发生在牧野之战之前，后人认
为这是微子“里通外国”的卖国盟
约，也是作为“叛徒”的直接证据，毛
泽东亦认同此观点。当然，也有很
多学者反对，认为微子充当周的内
线或间谍的根据是不足的，除《吕氏
春秋·诚廉》记载以外，别无旁证。

双方盟誓后，周人有伐商的牧
野之战，《荀子·成相》中载有微子的
表现：“纣卒易向，启乃下，武王善
之，封于宋。”战争中纣王的军队投
降反戈击纣，微子启便下车而降，武
王称赞他，并且给他封邦建国。《尚
书·牧誓》中也提到过助周伐纣的八
国中有微国，正是有了微子和胶鬲
这二人，才有了《盐铁论·相刺》中说
的：“纣之时，内有微、箕二子，外有
胶鬲、棘子，故其不能存。”这里把商
纣之亡归罪在这几人身上，恐怕也
不无道理。

“殷末三仁”是周灭商后树
立的典范，故事背后折射的是殷
商内部贵族之间的博弈，以及周
朝与殷商之间的博弈。帝辛一
朝，以微子、箕子、比干为首的王
族可谓是帝辛最坚决的反对
党。因为这是一群帝祖甲礼制
改革的牺牲品。本来，按照商王
朝“兄终弟及”或“嫡长制”的传
承方式，这群人是离王位最近
的。尤其是微子，是帝乙的长
子，帝辛的长兄，“微子开者，殷
帝乙之首子而帝纣之庶兄也”
（《史记·宋微子世家》）。本来是
最有希望称帝的，而且，在帝乙
在位，也确实有部分大臣拥立微

子。但以太史为首的帝党拥立
了帝辛，因为帝辛是嫡子。

按帝祖甲确立的礼制，是以
嫡长继承制为核心的。《吕氏春
秋·仲冬纪·当务》：“纣母之生微
子启与中衍也尚为妾，已而为妻
而生纣。纣之父、纣之母欲置微
子启以为太子，太史据法而争之
曰：‘有妻之子，而不可置妾之
子。’纣故为后。”微子、帝辛作为
同母父兄弟，只因生微子时，其
母是妃不是后，因而是庶子；而
生帝辛时，其母已是后，故辛为
嫡子而立为太子并称帝。帝辛
的即位对微子启的打击可想而
知。微子自不甘失败，但又争不

过强势的帝辛，因此“微子启、胶
鬲与周盟”（《竹书纪年》）。且微
子启素有贤名，其朋党亦颇众，
几与帝辛成抗衡之势。所以，

“微子数谏，纣不听”（《史记·宋
微子世家》）。帝辛对微子一派
的打击、排挤，是政治斗争的必
然结果。

即使到商朝灭后，帝辛之子
武庚反周复殷，微子基于原来与
帝辛的冲突，导致他也不愿支持
其子，反而成为周王可靠的伙
伴。所以在周人的眼目中，微子

“仁贤”。微子的荣誉应源自周统
治者的政治需求和周的正统性意
识形态，箕子、比干也是如此。

微子肉袒请罪“孟诸之湄”立国

“殷末三仁”后的殷周力量博弈

■文/图马学庆

共头山盟誓的“宜私孟诸”之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