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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赵姓杂谈（1）
赵姓，宋代《百家姓》排第一，而在 2006

年新百家姓中排第八位。赵姓人口第一大
省是河南。

《百姓》说，汉族赵姓出自嬴姓，嬴姓的
出现是因为舜帝赐姓给他的女婿伯益（颛顼
帝孙）为“嬴”，并把自己的姚姓的女儿嫁给
他。虽然嬴姓的祖先是伯益，但赵姓的具体
始祖是造父。造父，嬴姓，伯益的后代，周穆
王时，徐国徐偃王造反，造父平定了叛乱，立
了大功，周穆王便把赵城（今山西洪洞）赐给
他，自此以后，造父族就称为赵氏，为赵国始
族。

而《评皇券牒》记载，赵姓起源与商丘不
无关系。都于亳（商丘）的五帝之一的帝喾
让女儿嫁给了盘瓠，封盘瓠为侯，管理南方
部族，盘瓠夫妻“生育六男六女。评皇（指帝
喾）闻知，喜悦传下圣旨，敕封盘瓠为始祖盘
王，六男六女为王瑶子孙，赐安十二姓，长男
随父姓盘，其余姓沈、黄、李、邓、周、赵、胡、
雷、冯、蒋、郑……”这是赵姓最早的起源。
另外，赵姓还有其他起源，如帝王赐姓、外族
改姓为赵等。

说起赵姓与商丘的关系，先讲一个故

事。大家熟悉的成语“眼中钉”，字面意思是
眼中的钉子。人们常常用它比喻心中最厌
恶、最痛恨的人。这一成语就是源于在商丘
做官的一个赵姓人。

《新五代史·赵在礼传》记载，“（赵）在礼
在宋州（今商丘），人尤苦之；已而罢去，宋人
喜而相谓曰：‘眼中拔钉，岂不乐哉！’既而复
受诏居职，乃籍管内，口率钱一千，自号‘拔
钉钱’。”

赵在礼，字干臣，初事唐末卢龙节度使
刘仁恭家族。刘仁恭之子刘守光自称大燕
皇帝，改元应天，后来败于晋王李克用的长
子、后唐河东节度使李存勖，被杀，赵在礼又
投了李存勖。李存勖在五代时建立后唐王
朝，赵在礼做了效节指挥使。后唐第二位皇
帝李嗣源时，赵在礼拜邺都留守。后来，赵
国公石敬瑭以燕云十六州为代价，借助辽国
攻入洛阳，同年称帝，建立后晋。后唐灭亡，

赵在礼在后晋时历镇泰宁、匡国、天平、忠
武、武宁、归德、晋昌。他善于经营生意，两
京以及他所到过的藩镇，都有他的私家店铺
罗列成行。他利用手中权力经商，储积财货
巨万。他心有余悸，用聚敛得到的财物进奉
权贵豪族，寻求政治上的庇护；再就是向佛
教捐献，寻找佛主庇护。

《旧五代史·卷九十·列传五》记载，清泰
（后唐末帝李从珂的年号）三年（公元 936
年），赵在礼担任宋州节度使，加检校太尉、
同平章事（虚衔，被称为使相。“同三品”及

“同平章事”都属差遣性质，本身并无品秩，
任此职者必另兼职事）。当时商丘城称宋
城，为宋州州治。节度使总揽一道或数州
军、民、财政，权力很大。赵在礼在宋州倚仗
手中权力，贪赃枉法，鱼肉百姓，经常巧立名
目，搜刮民脂民膏肥己。宋州百姓受尽欺
压，对他十分痛恨，但却无奈，只好暗地里诅

骂他。忽然有一天，朝廷下旨，让赵在礼移
镇永兴。宋州人听说消息，拍手相庆，奔走
相告，相互祝贺说：“这个人走了，就好像拔
去了咱们眼睛里的钉子，真是高兴啊！”

没想到这些话传至赵在礼的耳朵里。
赵在礼非常恼怒，欲报被称为“眼中钉”之
仇，于是便上表朝廷，请求在宋州多留一
年。当时朝廷姑息迁就勋臣，就准许了他的
请求。赵在礼便命令小吏搜检户口，要州人

“口率钱一千”，还恬不知耻地说是“拔钉
钱”，而且肆无忌惮，公开督促交纳，有不交
纳的就用鞭子抽，当年收钱有百万之多。一
年之后，他从宋州离职赴新任。

但赵在礼也没得到好下场。天福（后晋
高祖石敬瑭开始使用的年号）十二年（公元
947年），契丹攻入汴州，后晋灭亡。时为晋
昌节度使的赵在礼马上调头转向，投靠新
主，要入朝到大梁。走到郑州，听说与他有
关系的刘继勋被契丹拘捕，害怕自己也被契
丹人拘捕，难逃杀害。于是在旅馆里用衣带
系在马棚栏杆上上吊自杀，时年六十六岁。

由于赵在礼在宋州那段履历影响很大，
后来常被人说起，“眼中钉”就成了成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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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载

商丘姓氏探秘商丘姓氏探秘
■刘秀森

秋风送爽，桂花飘香，硕果压枝，中秋渐近，让人不得不感叹
光阴流逝之快。关于中秋，我们有很多的回忆：童年、少年、中
年，每个年代的中秋记忆都不一样，每个年代的人都有自己不同
的体验和回忆。你记忆里的中秋节是什么样的？你还记得家乡
的中秋节习俗吗？你记忆中最难忘的中秋节是怎么度过的？

记忆里的中秋节

中秋到了，中秋唤起人许多
久远的记忆，我一下想到了那年
中秋的两块月饼。

1963年，因为国家刚刚度过
困难时期，什么东西都还是很紧
张。中秋节到了，街上国营商店
里供应的月饼数量少，品种少，
花样少，而且还要凭票限量供
应。除一些单位的人有发票可
买外，一般人还买不到。母亲手
攥着攒了好长时间的几块钱想
让我们姐弟中秋有月饼吃，可是
去了几趟商店人家都不卖。

中秋那天，才 4岁的我从早
上就开始嚷嚷：“妈妈，我要吃月
饼！”大我两岁的姐姐也在一旁
闹：“要吃月饼，要吃月饼！”母亲
一脸无奈地看着我们。傍晚，母
亲用仅有的一点面粉烤了两个
黄黄的面饼，我和姐姐一人一
个。我们拿着到外面吃，一起玩
的几个小伙伴手里都有月饼，有
糖馅的，有肉馅的，他们边吃边
笑我们说：“你们的是面饼，不是
月饼！”我和姐姐感到不好意思，
赶紧回来，心里觉得很委屈。

那晚，月亮似乎很迟才升
起。约莫 9点后，妈妈在院中摆
下几个小凳子，我们依偎在妈妈
身边，望着天上的月亮，妈妈焦
虑地说：“你爸爸怎么还不回
来！”是啊，父亲长年在乡下的工
作组，平时就很少回来。前些天
托人带口信说中秋晚上赶回来，
可到现在还没有人影。以往每
次父亲回来时，都会带些好吃的
东西回来，所以我们此时心里更
加想念父亲，心想：“爸爸回来要
是能带月饼给我们吃就好了！”

夜深了，秋凉如水，月光照
得院子一片银白，四周很寂静，
只是微微有些虫鸣声。母亲给
我们披了件衣服，叫我们回去
睡，我们谁也不肯，只是睁着眼
睛坐在那里，执意要等父亲回
来。那时小小的我们不懂得什
么人生团圆的情感，但隐隐只是
盼望着见到父亲。许久，不知几
时我们靠在母亲身上睡着了，迷
迷糊糊中突然听到父亲的声音，

睁开眼一看，父亲不知什么时候
已回来了，正坐在我们身边。他
看到我们醒了，笑着说：“怎么，想
吃月饼，来，给你们一人一个！”

我们赶紧接过来，月饼小小
的，在商店算是最普通的，但却
散发着父亲温暖的体热，父亲是
揣在怀里走 30多里山路赶回来
的。一刹那间，我幼小的心中也
泛起了一种感动，有了一种从未
有过的满足。

我和姐姐小心翼翼地咬一
口，馅甜甜的，比面饼好吃多
了。终于吃到了月饼，明天可以
在小朋友中间自豪地说中秋我
们也有月饼吃了。后来母亲小
声问：“他们都想吃月饼，商店又
买不到，你从哪里买的？”父亲
说：“不是买的，乡下更没有卖。
乡里晚上给县工作组同志开中
秋座谈会，每人发一个月饼。组
里老刘是外地人，他说，老王你
孩子多，把我的月饼也带回去
吧，所以我带回了两个月饼！”
听了父亲的话，小小的我也不
会说什么，只是把吃了一半的
月饼停在嘴边，呆呆地看着父
亲、母亲。

那年中秋已过去 50 年了，
但我一直深深记着这两个月
饼。现在我们的祖国早已过了
那困难的时期，今天，市场繁荣，
物质丰富，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
高。什么高档的月饼都有，包装
豪华考究，摆在那里琳琅满目，
让你目不暇接。这等等的一切，
让心中油然而生出了欣慰。

触景生情，我也更加感慨，
当年吃那两个月饼却是那么的
不易，让父母那么地操心，也倾
尽了父母对儿女的爱。我那慈
祥善良对儿女倾尽一生情爱的
母亲已在 2003年去世。2012年
中秋前夕，当年在儿女心中如大
山一样坚实的父亲，也离我们而
去。再也不能一家人相聚在中
秋之夜，再也没有一家人中秋之
夜的欢乐，心中顿时充满了无限
的感伤和思念，无声的泪水不由
地从眼中流出……

■王建成（福 建）
那年中秋的两块月饼

“妈，我想吃月饼，咱
买点呗。”已记不得在我几
岁时的中秋节，从未吃过
月饼的我可怜巴巴地央求
母亲。母亲摸了摸我的
头，下定决心说：“好吧。”
转身，她就把家里多天来
积攒下来的鸡蛋，小心翼
翼地放在了竹篮里，然后
挎着竹篮，牵我的手去了
集镇。

集镇离我家七八里
地，且多是高低不平的石
子 路 ，硌 得 我 的 小 脚 生
疼。但月饼的诱惑，让这
一切都显得微不足道。不
知不觉到了集镇，镇上的
人潮水般涌动着。大街两
旁除了许多卖月饼的摊
点，还有卖蔬菜的，卖鸡鸭
鱼的。母亲先是在其中找
了一席之地，把竹篮放在
地上，掀开毛巾，露出鲜亮
亮的鸡蛋。母亲说，等卖
了鸡蛋就有钱给我买月饼
吃了。没多久就有个穿着
极为讲究的中年妇女探身
问我们：“鸡蛋多少钱一个
啊？”“不贵，8分钱。”母亲
像看见财神一样忙抬头答
道。“这么小的鸡蛋，7 分
钱一个吧？我要完了。”母
亲望了我一眼，沉思了片
刻，忙又点了点头。

事后，母亲把钱装在
口袋里，拉我挤到不远处
一家卖月饼的摊位上。问
过月饼价格后，母亲对那
一脸喜气的女老板说：“给
俺拿四个。”“好嘞。”女老
板一边笑答，一边飞快地
用纸把月饼包好，再放一
张烫金的红油纸在上面，
最后用细麻绳缠好，递了
过来。就在母亲把手伸进
口袋里时，她惊叫道：“啊，
俺的钱呢？”当她把口袋完
完全全翻过来后依然没找

到一分钱时，她的眼睛竟
有点红了，歉意地对那女
老板说：“对不住了，俺口
袋太浅，钱不是从口袋里
滑了出来，就是被小偷偷
去了，今天俺不买了。”说
着母亲就要拉我离开，我
委屈地哭闹不停。母亲抱
着我，使劲地哄我，我仍不
依不饶，非要月饼不可。
母 亲 看 咋 也 哄 不 住 我 ，

“啪”给了我一巴掌。我哭
得更凶了。无奈，母亲只
好抱着胡乱踢蹬的我挤出
人群。可刚走不远，身后就
跑来一人，往母亲的篮子里
塞了一包东西。

那不是月饼吗？
“那咋行？俺不能要。”

当母亲看清对方就是那个
卖月饼的女老板时，她把
我放在地上，拉住女老板
的 手 ，非 要 把 月 饼 还 过
去。“大姐，你就别客气了，
我也是当妈的，理解你的
心情，拿去吧，不就一斤月
饼吗？如果你过意不去，
等改天你再来集镇把钱给
我捎过来不就成了吗？多
大的事啊。”母亲瞅了我一
眼，千恩万谢地收下了，我
破涕为笑。

那晚，我第一次吃到
了月饼，馅是五仁的。一
点点咀嚼着里面的瓜子
仁、花生仁、黑芝麻及青红
丝，香香甜甜的，入心入
肺，真好吃。

只是次日等父母去还
钱时，集镇上已不见了那
卖月饼的摊点，找遍了大
街小巷也未能找到那位好
心的女老板……

如今年已不惑的我，
许多童年往事早已忘记，
但那年中秋香甜的免费月
饼及那位善良的女老板却
成了我记忆的珍宝。

难忘的“老乡情”

■靳翠菊（虞 城）

我最难忘的是 1997 年的中秋
节。那年 9 月，我去信阳农专读大
学。开学没多久，就到了中秋佳节，又
恰逢星期天，本地和附近地区的同学
都回家了，只有我们几个距家千里之
遥的学生回不了家，只好躲在宿社里
看书，想家的念头噬咬着每个人的心。

一整天我都心情恹恹的，躺在床
上正百无聊赖，突然，宿管阿姨在楼
道里叫我的名字，说外面有人找。这
个时间谁会找我呢？除了和几个老
乡有过一面之缘，还真没有认识的
人。

那几个老乡可真好。来学校报
到的第一天，父亲帮我办好入学手续
后，都到吃午饭时间了，我们从头天
晚上坐火车，一直到一切都安顿好还
没吃任何东西。来到学生食堂，我们
到窗口问，卖饭的说他们没碗，让我
们去找碗。这时有一个学生问我，你
们是虞城的吗？我说是。他不由分
说，拉着我和父亲就走。他边走边
说，知道还有一个咱虞城的，一直没
接到，没想到在这里遇上了。我们来
到位于餐厅角落的一个圆桌旁，那里
已经摆满了一桌子菜。那个老乡高
兴地对那几个学生说，我可接到咱这
个老乡了。饭后，他们又把一夜未眠
的父亲安置在男生宿舍睡了几个小
时，然后把父亲送到了火车站。

我一面往宿舍外面走，一面在心
里想着这些。走到外面一看，果真是
老乡！看到我出来，他们高兴地说：

“今天是中秋节，咱们一起过！”说着，
就领着我向校外的小饭馆走去。到
那里一看，我激动得差点跳起来：啊，
有月饼！来报到前在家收拾行李时
忘记了带月饼，我正一直懊悔呢。

那天晚上，我还第一次喝了杯啤
酒，然后我们拿着月饼、水果去操场
上赏月。那个中秋节，我过得很快
乐，很充实，冲淡了对家的思念。

这份特殊的情谊，让我铭记心
间。每到中秋节，那年的中秋记忆就
会一遍遍地在我脑海中回放，心想：
他们都一定过得很好吧！

免费的月饼
■杨会安（民 权）

国庆节就要到了，回
顾祖国这些年的变化和发
展，一句“厉害了，我的国”，
道出了每个国人饱含自豪
感的心声。 在 我 们 感 受
祖国辉煌成就的同时，我
们生活的家园也越来越
好、越来越美，我们的小家
也发生质的变化，不经意
间，各种家电置办齐全，小

汽车也开进了家门，连新
家也安进了“花园”里……
歌曲《国家》里面有两句歌
词——“国是我的国，家是
我的家，我爱我的国，我爱
我的家”，唱出了我们发自
肺腑的心声。在国庆这个
普天同庆的日子里，说说你
家这几年的变化吧，由衷地
说一声“幸福了，我的家”！

幸福了，我的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