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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归姓简史
归姓是一个古老的姓氏，源出有二。
一是源于姬姓。相传，黄帝在即天子位

之前，曾在归藏国做部落首领，即大位后，留
下一子继任，为归藏君。归藏君的后代世守
归藏国，遂以“归藏”国名为姓，称归藏氏。
后来逐渐省文简改分衍为单姓归氏、藏氏，
世代相传至今。

二是源于归夷。归夷属于远古时期东
夷集团的一支。归姓部落原居于商丘一带，
曾于亳地（今河南商丘）建立归国。甲骨文
卜辞中有“归伯”，说明商朝时归国是商朝的
属国。其国人以国为姓，称归姓。

多种史籍记载，商朝初建都于亳（今商
丘），后曾多次迁都。《竹书纪年》说，仲丁迁
于隞，河亶甲迁于相，祖乙居庇，南庚迁于
奄。到二十代商王“帝盘庚之时，殷（上古时
殷、商并称）已都河北，盘庚渡河南，复居成
汤之故居……治亳，行汤之政”（《史记·殷本
纪》）。此后，第二十八位商王武乙才自亳迁
于河北（安阳地区）。自成汤至商朝最后一
个君王帝辛，商朝凡十七世三十一王，其中
十八王都于商丘。史籍《国名纪》中记载：

“后稷封归。归，地名，商时亳都地，周时为
宋国，故治在商丘县南。后以国为姓。”由于
商朝迁都的原因，而且在迁都的过程中有衰

弱的时段，在其过程中有诸侯不朝，大部分
归姓族人不愿再臣服商朝。因此有史家认
为，在第二十三代商王武丁（盘庚之侄）时，
归国遭到了武丁的讨伐，归姓人大部分被迫
向南迁移，其中一支迁居于颖州汝阴胡地
（今安徽阜阳），在那里建立归胡国，又称妢
胡国；一支继续向南，迁至川、鄂交界的三峡
地区，建立了夔国（又称隗国或归国）。

西周初期，归姓胡国仍然保留，史称“归
胡”。周武王逝世后，周成王姬诵即位；初
期，商纣王的儿子武庚与周朝的管叔、蔡叔
及霍叔发动叛乱，联络东夷参加。归胡国拒
绝参与他们发动的叛乱，因此在周公旦平定
叛乱后，晋封其为子爵。史籍《通志·氏族
略》中记载：“胡子国，归氏。”一直到春秋末
期，归胡国传至君主归豹。在周敬王姬丐
（姬匄）二十五年（楚昭王熊壬二十一年，公元
前 495年），胡子国被强大的楚国所灭。《春
秋·定公十五年》中记载：“楚灭胡，以胡子豹
归是也。”《通志·氏族略》载：“左传，胡子国，

姓归，为楚所灭，后以为氏。”此后，故归姓胡
国的贵族子孙多称归氏，世代相传至今。

源于商丘的归姓在历史上经过了多次
播迁，因此分布较广。直到现在，河南省郑
州市、南阳市、新野县，广西壮族自治区的钦
州市、钦北区、南宁市武鸣县，广东省的广州
市，江苏省的苏州市、常熟市，浙江省的湖州
市德清县、海宁市，上海市嘉定区、闵行区，
陕西省的乾县，台湾省等地，均有归氏族人
分布。但归姓人口总数，在中国大陆未列入
百家姓前三百位，在台湾省则名列第五百八
十八位。

归姓也有显赫的历史名人。唐代有归
崇敬，为治礼家学，多识容典，被选拔为明
经，得以踏上仕途。后遭父丧，孝闻乡里，调
为国子直讲。天宝中期，举“博通坟典”科，
对策第一，迁四门博士。皇帝下诏选才，授
左拾遗。唐代宗李豫召问得失，归崇敬极陈
生民不堪重负，应减少百姓的负担，并向皇
帝陈述具体措施，得到皇帝赏识而升迁，最

后升至工部尚书。年老后退休，去世后赠左
仆射，谥宣。他的儿子归豋、孙子归融皆为
兵部尚书。归融的孙子归蔼官梁尚书右丞，
迁刑、户二部侍郎。

明朝时有散文家归有光，嘉靖进士，官
南京太仆寺丞。其孙归昌世是有名的书画
法家。而且，明朝末年有文学家归庄，为继
承东林党遗志的复社成员，曾参加昆山抗清
斗争，有著作《万古愁》。

清朝时，江苏省常熟人归允肃为康熙十
八年（1679年）状元，授翰林院修撰，充日讲
官，历任中允、侍读、侍讲学士，官至少詹
事。曾典试顺天乡试，考前，不少欲试者纷
纷拜谒，希望考时有所关照。归允肃与同考
官撰文盟誓，坚持选拔真才，若营私，甘受阴
阳两世诛杀，并牵连妻儿。还发誓“毋夺于
威，毋诱于利，毋牵前恩，毋邀后报”，清正廉
洁，世人称赏。品学硕望的大司寇魏象枢严
格审查后表示叹服，亲临归允肃家门拜礼。
归允肃持正不阿，朝野盛赞。他的品行影响
很大，自他以后，科考任官惯例大有改观。
归允肃被认为是清谦自律、公正无私为国选
才的典范；后来因病辞官，回归故里，康熙二
十八年卒于家中。

源于商丘的归姓为中华历史文化作出
了应有的贡献。 （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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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秀森

暑假快过完了，家长和学生们已启动开学前的“买、买、买模
式”。各超市、文具店、书店的开学必备品更是花样繁多，商家促销
的力度也不小。不少家长和学生都忙着采购新学期的学习、生活用
品，商家“开学经济”不断升温。从上百元的书包到数千元的智能手
机、平板电脑，尽管一些高端商品价格不菲，却很受学生欢迎。虽然
时代不一样了，但入学季开学“装备”年年走高，你认为有必要吗？
如何培养孩子树立正确的消费观？如何给孩子上好开学第一课？

别赚了“面子”输了“里子”

■冯 燮（陕 西）

每逢开学，开学“装备”消费总会
掀起一股热潮，商家也会不失时机地
大打“装备”牌，以推波助澜，赚得盆
满钵满。孩子们也为购得豪华“装备”
以示炫耀。其实孩子买这些高端产
品，有的是图新潮、时尚，在同学面前有
面子；有的则是盲目攀比，跟风购买。
只有极少数的孩子会拿它来学习。

孩子是以学习为主的，花费如此
大的代价竟与学习关系不大，的确是
一大浪费。在当前厉行节约、反对铺
张浪费的大环境下，似乎有些不合时
宜。表面上看是孩子为了“面子”而比
拼“装备”，其实根子还在于家长，一
些家长过度对孩子进行物质激励，承
诺如果取得了什么成绩就会奖励什
么。面对开学“装备”热潮，多数家长
陷于盲从的误区，岂不知给孩子置办
过于昂贵的学习用品，对孩子的成长
极为不利，家庭富裕的孩子会在同学
面前炫耀，而家庭条件一般的孩子会
产生自卑心理。

但在为孩子提供种种方便的同
时，大多数父母却忽略了孩子的德行
教育，忽视了孩子的身心健康，一味地
迁就孩子，甚至扭曲了正确的人生观、
价值观。当孩子赢在开学“装备”上，
很可能会输掉做人的美德、良好的素
质以及学习的动力等“里子”上的东
西，进而输掉人生的未来。孩子处于
成长阶段，心理还不够成熟，缺少判断
是非的能力，家长应该引导孩子形成
正确的消费观念，不能盲目攀比，这样
对学生的成长才有益处。

让学生的心思回归学习

■梁云祥（江 苏）

开学了，家长扎堆为孩子购买学

习用品，出手越来越大方。几乎每个
新学年开始之前，总会出现这样的场
景，而且在众多商家的吆喝声中，这种
阵势正在“固化”，对此，需要保持理
性、节制。“开学经济”虽然是商家炒
作起来的“概念”，但无论是家长还是
学生，都需要冷静对待，不要被商家牵
着鼻子走，更不要跌入攀比的泥潭。

现在的生活条件好了，有实力让
孩子拥有更好的学习条件了，因此利
用新学年这个时机，尽量满足孩子对
学习用品的要求，希望通过这样的”硬
件”投入，激发孩子的学习积极性，取
得好成绩。这应当是家长们的基本逻
辑和普遍心态。

不过，大多数人都是这么做的，这
样做就是正确的、合适的吗？当“天价
书包”、花俏的文具、智能的电子产品
等充满校园时，孩子们还能专心致志
读书？正所谓“爱之适以害之”，家长
们无论多么舍得，在花钱的时候，也要
适可而止，否则，不仅不利于孩子专心
学习，而且还养成了孩子攀比心理，那
就得不偿失了。

“开学经济”的核心理念是“必需
品”、理性、节约。因此，家长要事先
和孩子讲道理，要购买需要的，要按照
自己的经济能力和消费需求量力而
行。换言之，就是不要盲目消费。要
根据自己的实际需要，做好计划，需要
什么才选购什么，而不是看到商家促
销什么购买什么，如果被商家的促销
活动所诱惑，可能最终会购买一些不
必要的商品。不要盲目攀比，追求名
牌。在购买时还要努力掌握所购买商
品和接受服务的相关知识和技能，要
学会维护自身的权益。这也是“开学
第一课”。

正好笔者也有晚辈在国外上学。
同样是开学季，听说他和他的同学们
都在“淘”，淘二手课本、淘二手电脑
等。而且每个学年都是如此，同学们
都是如此。真希望广大家长能从中体
会到些什么。

又到开学季，

开学“装备”年年走高有必要吗
开学季不能成为“烧钱季”

■乔志峰（郑州）

上大学，确实是人生的一大转折点，添
置一些必要的“装备”，也是必须的。但凡
事要有度，应按需购买、量力而行，绝不能
为了满足虚荣心而让父母为难。既然上了
大学，也都不是小孩子了，应当具备最基本
的理性和责任感，体谅到父母的辛苦。

而作为家长，也需要把握住自己，不能
因为溺爱而对孩子无原则迁就，孩子让买
什么就买什么，并且没有更贵、只有最贵。
这样做，不仅增加了很多不必要的经济负
担，同时也不利于孩子良好品行的养成，对
孩子健康成长不利。合格的父母应多关注
孩子人格、性格方面的成长，以及能力的培
养。控制孩子的不合理经济支出，也是父
母教育和引导孩子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

同时，在对孩子的引导方面，全社会其
实都有责任。自觉遏制浮躁、功利的社会
风气，营造起更理性、更阳光的社会氛围，
会对孩子起到潜移默化的作用。

不要让开学季成为“烧钱季”，这不仅是
“钱的事儿”，更是态度和心态的事儿。最
好的开学“装备”，不是多豪奢的衣物，亦非
多值钱的电子产品，而是新时代大学生所
应具有的责任和担当。同学之间如果有攀
比，也不该是物质享受和表面的虚荣，而应
该是谁学习更努力，谁成绩更优秀，谁更让
父母放心，谁将来更有前途。

千万别小看转瞬即逝的开学季，“千里
之行，始于足下”，什么事情都要“从头做
起”，好的开头是成功的一半。迈入大学校
门的时候态度端正、心态阳光，必将深刻影
响以后的大学生活，甚至还可能影响到今
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的人生。

上好开学理财“第一课”

■张军停（平顶山）

随着新学期脚步的临近，不少商
场、超市与学习用品相关的促销广告十
分抢眼，各大电商也打出了“开学购新
装备”的宣传语。开学“装备”进入销
售旺季，除了书本、文具等学习用品
外，对于高校新生来说，手机、电脑、数
码相机等电子产品是“装备清单”中必
不可少的。再加上衣服等生活用品，许
多家长在开学季花费上千元甚至上万
元已不是什么新鲜事。

当然，目前人们生活水平普遍提
高，家长对孩子十分重视，大学新生在
开学时有不菲的花费也在情理之中。
毕竟，新学期有新气象，许多物品包括
电子产品都是当前大学生生活中不可
缺少的，家长为孩子置办齐备，也能让
孩子更好地投入大学生活。不过，由于
大学新生刚刚走出高中校门，还未形成
理性的消费观，家长在购买开学“装
备”时也要量力而行，给孩子做好榜
样，让孩子养成勤俭节约的好习惯。

近几年，随着互联网金融的流行，
校园贷款业务在高校走红。一些自制
力差、缺乏理财观念的大学生就容易欠
下贷款无力偿还，甚至因此酿成不少悲
剧。可见，在孩子踏入大学校门之前，
家长们就应重视起来，上好开学理财

“第一课”，培养孩子合理的消费习惯。
比如，家长在购买开学“装备”时，

要根据家庭实际情况和孩子进行沟通，
选择性价比高的产品，“买贵不如买
对”。要教育孩子适当、理性消费，不
与他人攀比，不过分追求物质，做到量
力而行、量入为出。要给孩子提前“打
预防针”，告诫其尽量不要选择校园贷
款，即便贷款也要和家人商量，共同决
定。只有这样，才能让孩子树立起正确
的理财观念，做到理性消费、合理消
费。

金秋九月忆恩师

金秋九月，丹桂飘香，老师是这
个季节的主题，空气中弥漫着感念师
恩的芳香。尊师重教是永远的美
德。你的记忆里是不是有这样一位
老师，每每忆起，依旧让你热泪盈眶；
或许也有这样一位老师，回忆起来，
依然让你肃然起敬，严厉、关爱、包容
仿佛如在昨天；抑或还有这样一位老
师，对你一生影响最大，让你终生难
忘……教师节到了，让我们一起感念
师恩，为恩师送上最诚挚的祝福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