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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姓起源考释（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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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清代以前的
13

部史、诗书中关
于谢氏起源的记述情况如下：

《世本》等为依据的
4

部，直接记述
谢氏为黄帝任姓之后。 多指夏商时代之
谢。 按照三代“祸乱并兴”而“亡其氏姓”

的史实， 这部分人早已沦为只有名而无
姓氏的奴隶了。

以《诗经》为依据的
9

部，诠释周封
谢氏起源， 其中

8

部解读诗中出现的召
伯、申伯为一人，即召伯虎（召穆公）姬姓
分支召氏，都是黄帝之后。

只有
1

部是清末岑仲勉说宣王舅姜
申伯，炎帝之后。 以北宋著名学者欧阳修
（

1007

—

1073

） 与清末大半生混迹官场，

晚年潜心史学的岑仲勉（

1885

—

1961

）为
例，前者长于后者

878

年，应以前者的解
读为准。

另外， 出席中国谢氏源流首届学术
讨论会（

1991

年
10

月
20

—

22

日在南阳
召开）的八省市的学者，北京社科院研究

员李江浙、 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
所所长、教授钱林书、中央民族学院历史
系教授陈连开、 湖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
研究所研究员何光岳、 天津师范大学历
史系教授周乾潆、 南阳地区地方史志编
委彤良翰、 河南省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副
研究员艾延丁等和（已故）姓氏学者谢钧
祥皆认为谢氏为黄帝之后。

武汉大学历史系阙勋吾教授主编的
辞书指出：“召公，又称召穆公，穆公虎。

姬姓，名虎。 周初贵族召公之后，周厉
王、周宣王时大臣。 周厉王暴虐专政，人
民怨愤，他曾劝谏。 公元前

841

年国人暴
动，围攻王宫，太子静藏匿在他家中，国
人闻讯前来捕杀太子， 他为了掩护太子
将自己儿子冒充太子替死。 后来厉王去
世， 他又与大臣拥立太子继位， 即周宣
王。 宣王时，曾率军南征，战胜淮夷，并奉
命驻守南方，经营谢邑，以封申伯。 《诗·
大雅·江汉》曾述此事，可资参考。 参见

《史记》卷四《周本纪》。 ” 这段文字，说明
召公战胜淮夷，以功赐申伯封号。 说明召
伯、申伯为一人，姬姓分支召氏，黄帝之
后。

综上所述：谢氏为黄帝之后。 周宣王
以前，任姓之后谢氏，已“亡其氏姓”，所
以在平定淮夷之乱后， 周宣王改封舅召
伯为申伯，于邑于谢，旨在“兴灭国，继绝
世”，构筑南方屏障。 召伯，即召伯虎（召
穆公），姬姓分支召氏，黄帝之后，与谢
氏唐序宋谱载： “至周，有申伯为周宣
王之元舅，丰功硕德，聿为中兴勋戚。

王命于邓州之南阳筑谢城以封之。 厥
后子孙世仕于周，而家于封。 其后，或
仕宦，或商贾，避迹远游，错处海内者，

繁盛矣。 而究其本源，同归一派，昭然可
据也。 ”记述完全一致。 召伯虎这位千古
功臣就是当代谢姓的得姓开山祖（又称
始祖）。

（陈瑞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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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阳记忆

明太祖与灵山茶

(上)

� � � �

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 因当过和尚
特别是在家乡皇觉寺当和尚， 曾受世人
的歧视。 当皇帝后对和尚、秃、光头、贼等
字眼忌讳莫深。 曾下令让全国一半和尚
还俗， 可是独对罗山县的灵山寺另眼相
看，亲临降香，拨巨款进行修缮，亲封陈
大同为金碧禅寺并任主持僧， 赐半副辇
驾，亲笔题写“圣寿禅寺”横匾……这当
中的奥妙是什么？ 在灵山方圆几百里流
传着一个关于朱元璋三上灵山寺赞美灵
山茶的神奇而动人的传说。

朱元璋是濠州（今安徽凤阳）人，兄
弟姊妹五人，他排行老五。 在他

17

岁那
年， 父母和

3

个哥哥因遇上灾荒和瘟疫
相继死去，姐姐出嫁。 贫穷到极点的朱元
璋只好到皇觉寺去当和尚， 寺庙虽然以
济善为本，但也因朱元璋赤贫，在寺庙里
只当个仆人，整日打水扫地。 后来庙里也
缺粮断炊， 老和尚只好让他芒鞋托钵到
淮西一带（今信阳一带）化缘。 当时官场
腐败，“盗贼”横行，他如同漂萍一样到处
流浪。 第二年农历三月初一来到了灵山

寺，灵山寺和尚对他还算不错，不管白天
化缘有无收获，都让他吃好穿暖，在这里
第一次喝到了灵山茶。 云游

7

年，有
4

年
是在灵山寺度过的， 身体也慢慢壮实起
来。

24

岁时天下已经大乱，胸怀大志的朱
元璋又回到濠州。 他的好友汤和劝他参
加起义军，正欲去寺庙占卦，不料寺庙起
火，走投无路，于农历闰三月初一加入郭
子兴的起义队伍。

由于他身强力壮，作战勇敢，很快得
到提拔， 同时郭子兴将义女马氏嫁他为
妻。 郭死后不久，他便成了起义军队伍的
首领。

在转战江淮时，又是农历三月初一，

吃了败仗，幸好离灵山不远，他便只身逃
往灵山寺。 因他穿一身戎装，与和尚又分
离几年，和尚们看见他，似曾相识，但又
不敢贸然相认， 只得不厌其烦地问他姓
甚何名， 朱元璋此时哪里敢透露真名实
姓，见问得不耐烦，提笔在寺庙的墙上题
诗一首：

战罢江南百万兵，腰间宝剑血犹腥。

山僧不识英雄主，只管叨叨问姓名。

这首诗向和尚们说明了他就是当年
的朱元璋，现是义军首领，和尚们一看心
里都明白了。 于是以礼相待，赶忙准备饭
菜，敬上一杯灵山茶。 和尚们看他身上还
有几处刀伤，便按医书上介绍的方法，用
九龙潭中水，浸泡灵山茶，替朱元理擦洗
伤口。 说也奇怪，朱元璋在连续擦洗后，

疼痛逐渐消失，经过一夜的休息，伤口全
部痊愈。 第二天清晨，由和尚指点从马放
沟到天花板桥投奔自己的主力部队去
了。

(

浩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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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农历正月初一。 是日，鸡鸣即起，穿着新
衣，开门迎神。早饭吃水饺或挂面，少数地方吃元宵。

新县家家煮鸡蛋， 谓之元宝。 饭后亲邻族里相贺拜
年，历时很长，初一至十五为高峰期，十六以后称拜
晚年，二月初二送年始告结束。 拜年次序先长辈，后
平辈。 民间有“初一叔

(

伯
)

、初二舅、初三初四拜岳
父”的习惯。 初四以后，次要亲戚、朋友之间相互拜
年。 新县南部初三只给岳父母拜年，不到其他人家。

亲戚间拜年要携带烟酒、 糖果之类礼品。 拜年客到
后，主人煮一碗荷包蛋招待，或以鸡、猪肉垫底的糍
粑，正月十五前后拜年吃元宵，到中午时再以酒宴相
待。 新女婿拜年，所带礼物丰厚，岳父酒宴也十分隆
重，菜肴“配套成龙”。 儿孙辈给长辈拜年，长辈须赠
以压岁钱。新中国成立后，拜年礼有变化。农村中保
留不少旧习惯。城镇机关单位同事间到家说声“新年
好”，以烟、果、瓜子相待，寒暄片刻即走。 近年，组织
大型团拜活动，免去烦琐。 （信情）

岁时习俗之
春节

《离婚律师》

即将开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