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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姓，在中华民族姓氏大家庭中为较
大的一支，虽然宋代时《百家姓》将杨姓列
第十六位，但国家统计资料表明，杨氏家
族的人数近年已达7000余万，在中国所有
姓氏中居第六位。而且其姓氏的起源古
老，记录详实，历来以巨姓望族著称。

以国为姓迁播全国

据出生于达川区南岳镇、对姓氏文化
颇有研究的退休工人杨启坤介绍，杨姓出
自姬氏，以国为姓。《元和姓纂》记载：“周
武王子唐叔虞封于晋，出公逊子齐，生伯
侨，天子封为杨侯；子国，以国为姓。”

公元前1124年左右，周武王第三子叔
虞，被周成王封于唐国（被周所灭），故曰
唐叔虞，姓姬氏，字子于，为晋国（今山西）
开国之君。至公元前1070年左右，叔虞长
子燮继位，迁于晋，改称晋侯。至公元前
827年，周朝第十一代君周宣王元年，周宣
王封其少子尚父于古杨国为杨侯，其地址
在今山西洪洞县东南十八里范东村，为古
杨国所在地，开始以杨为姓。

至周幽王十一年（公元前771 年），幽
王无道，申侯联合西夷缯侯及大戎，杀幽
王于骊山，杨国遭难失国。次年，周平王
东迁都于洛邑，复封宣王曾孙（姓名不详）
为杨侯，仍食邑于古杨国。至周僖王三年
（公元前679年）曲沃武公灭晋侯缗，称晋
武公。又以其宝器献于周僖王，便命武公
为晋侯。以其地赐于二子伯侨。晋武公
庶子伯侨，天子封为杨侯，以古杨国为
姓。西汉杨雄《反离骚》：“有周氏之蝉嫣
兮，或鼻祖于汾隅，灵宗初牒伯侨兮，流于
末之杨侯。”即证实杨氏为周武王之后，最
早的祖先在山西汾河一带，谱牒记载伯侨
为最后一位杨侯，并将杨国改为杨氏，故
为杨氏受姓之祖。

春 秋 时 期 ，晋 国 发 生 了“ 六 卿 之
难”，杨氏家族纷纷四散避难，无论叔向所
传的杨氏，还是尚父所传的杨氏，都选择
了华山之阴作为栖身之处并繁衍生息。
到了汉朝初期，已经发展成为大族，杨氏
杰出人物层出不穷。由于当时这里设置
为弘农郡，故“弘农杨氏”的名号不胫而
走。魏晋时期，弘农杨氏人口陆续迁播，
散布华夏大地，因此有了“天下杨氏出
（自）弘农，弘农杨氏遍天下”的美誉。

三赴靖州寻根联族

杨启坤老人讲，从年少记事起，常闻
老者言，祖上代代传下来说达县南岳杨
氏，系“湖广填四川”从尧钵寨迁徙而来
的。且因入川始祖系捆绑而来，并在肘腕
上遗传有麻绳捆绑的痕迹。随着阅历的增
长，他深刻领会了长辈们代代口传的深意
是提醒后嗣子孙不要忘记入川先祖背井离
乡的伤痛，教育后代子孙在条件许可时，应
溯源探究入川先祖故籍的殷切期望。

1991年，杨启坤老父生前觅得一民国
年间纂修的《杨氏宗谱》手抄本，甚为珍
惜。“我从哪里来，我的根在哪？”从小耳濡
目染的杨启坤，总想解开这个谜。于是一
个大胆的梦想在杨启坤心中萌生：有生之
年，一定要寻根问祖，把自己杨氏的源流考
证清楚，把自己一脉的《杨氏族谱》写出来，
给子孙后代留下一份珍贵的精神遗产。

“查我先世原籍江西，分隶湖广，谱序
失传，漫无查考，唯知前辈祖考籍隶湖南
靖州通道县福佑乡道塘团，住址尧钵寨圣
山冲人氏”。由“手抄本”得知，入川始祖
进仪公自清康熙三十六年携弟进忠公、进
孝公携眷率子入川，落业于达县南岳场，
距今已达300余年。子孙繁衍十五代未曾
有后裔对先祖迁出故籍进行寻根。同时

“抄本”对迁川先祖的上接世系分支记载
缺失，未予理清。

2006 年至 2008 年，杨启坤忙中抽闲，
先后三次入湘，在靖州、通道二县查资料、
访族情，查县志、重论证，历尽艰辛，方寻
访到了先祖迁出之地——湖南通道县江

口乡（原名福佑乡）道塘村。通道江口道
塘村为苗族村寨，离县治50余公里。村中
四面环山，青松翠竹掩映，苍山环抱，梯坝
天地相间，溪水长流，顺势浇灌千亩良田，
养育着1000余人口。进入村中，杨启坤出
示达县族谱，叙同八代轮流九代转的皇帝
所赐“再正通光 昌顺进秀”八个字派，议
合“训录祖葬道塘”吉地“天南冲、地南冲、
大坟冲”小地名，查尚有圣山冲（坡）尧钵
寨。印证无异，根源相同，了然惊喜，释去
疑惑，族人热情款待。道塘杨家，出示靖
州杨氏总谱、通道道塘杨氏支谱供杨启坤
查阅。餐后，道塘本家领览故籍风光，览
胜三冲五坡，登临尧钵寨，详察远祖古坟，
细阅碑志。鸡鸣犬吠之声犹在耳畔，但祖
宅不存。尧钵寨曾设驿站，寨后山上曾建
有回龙庵，今驿站不在，庵舍不存，独留青
山苍翠。秋风古冢，萧瑟芜菁，令人怆然。

翌日，道塘本家将村中同心亭打扫干
净，视为庄严盛事。20余位老者在同心亭
再议达县杨氏一脉接系事宜会议，轰动村
中。在座宗亲忆传说、查谱书，各抒己见，
甚为热烈。经过热议，宗亲会形成了统一
的共识，凡湘、黔、川、渝等省（市）以“再正
通光 昌顺（盛）进秀”为字派的杨氏始祖
均系再思公，靖州治内有飞山宫、杨再思
庙胜迹，为再思公传后裔杨氏宗祠祖庭。

随后杨启坤又马不停蹄地前往贵州
贵阳、凯里、天柱、兴文，广西兴安，湖南永
州、零陵、冷水滩、芷江，陕西华阴、汉中，
山西洪洞、代县，河南灵宝，重庆城口、开
州等省内外16个县（市、区），行程2万余公
里。调查理清了靖州杨氏自始祖再思公
至今世系发展及迁徙概况，为其后探究达
县杨氏族裔打下了基础。经综合考证，理
清了线索：达县杨氏为杨再思第七子正岩
公世系，自靖州文溪乡下宝分支迁居靖州
江东乡流坪，二十四世登贤子再亨迁居通
道县江口乡道塘，三十一世进仪、进孝、进
忠公于康熙三十六年携家眷迁徙川东北
达县南岳定居，繁衍至今。自再思公降生
至今已有1100余年，开枝散叶，子孙繁衍
已有50代，人口500余万，遍布全国180余
县。入川（达县）祖进仪公已繁衍15代，人
口2000余人。不久，杨启坤新主编的《达
县杨氏族谱》及参与编撰的《中华杨氏通
谱》四川达州卷（一至四卷）惊艳面世！

飞山太公杨再思其人其事

杨氏一代祖再思公生于唐懿宗咸通
元年于叙州，自幼聪颖，文武兼备，14岁随
父守叙州。是时西南八藩蛮师踞地称雄，
袭南诏（今云南大理）、寇播州（今贵州遵
义），边境无宁。再思随父平定叛乱，屡建
奇功，受江陵节度使器重，举荐再思为叙
州知州，用安抚之策，为治州方针。

首先以大寨为单位建“洞制”，将五溪
地设古州（即上里平）、龙里、潭溪、洪州、
八舟、湖耳、中林、亮寨、欧阳、新化为十
洞，洞首称长史。史称再思公为五溪长
史。以州内吴、龙、石、向各大姓头人为洞
官，实行依靠多数、团结多数的政策。对
不法人员实行改造，州境安宁，社会稳
定。其次开展经济建设，推广牛耕，结束
刀耕火种。在十洞平坦地带，建造大坝良
田，实行精耕细作，改良品种。第三增开
市场，扩大边境贸易，叙州逐渐繁荣。

叙州富庶后，引起西部之罗甸与都匀
蛮长尹昌怀等的不满，常联络蛮首侵犯叙
州边境，劫掠州境百姓财富，影响生产及
生活。再思公娴于武略，组织州民自卫，
扩大武装力量，亲率重兵，身先士卒，击退
来犯部族，使其土崩瓦解，畏服退却。战
后陈兵守护，使州内得以安宁。昭宗帝派
御史至叙州宣慰，再思公受朝廷嘉奖，被
授龙虎大将军、威远侯爵。

再思公受朝廷嘉奖，却更加谦虚谨
慎。旋与李克用同受绢诏，奉唐正朔。因
征兵路长梗阻，李克用未能到达，再思公
独自奉唐征召。时逢唐室局势动乱，叛臣

朱全忠挟天子令诸侯，威逼昭帝离长安迁
都洛阳。天复四年（904 年），朱全忠杀昭
帝，立昭宣帝，改元天佑元年，各郡自立，
群雄割据。宣帝遣使至叙州，授再思公为

“江淮湖广都铃辖使、左仆射尚书”，都统
兵马，守沅州（今湖南芷江），分镇滇、黔。
天佑年间，再思公不负重任，屡建奇功，上
赐异室，金牌银印，于郎溪建设军事重地。

907 年，朱晃废唐昭宣帝，自称皇帝，
建立后梁，号太祖，改元开平元年，原唐重
臣亦归附。荆南节度使降梁，封渤王，据
江陵。安武节度使马殷，梁封楚王，占长
沙。青海节度使刘隐，受梁南海王，据广
州。刘隐子刘岩亦称帝。

再思公领地四面受敌，立志不从梁
叛，不附楚王，居中自立，忠实于唐，始改
叙州为“诚州”，以示忠诚于唐，使用昭宣
帝“天佑”年号，叙州军民誉再思公为诚州
刺史，仍镇守滇黔，保境卫国。从 906 年
起，梁、唐、晋、汉、周争夺中原，无暇顾及
南国，诚州得以和平建设，富州强兵，安定
团结，生产发展，人民生活提高。后唐末
帝清泰元年，李从珂得知再思公之志，授
银光禄大夫、诚州刺史、左仆射尚书，食邑
一万二千户。

后晋时期，均匀蛮长尹怀昌，牂牁蛮
长张万浚复犯诚州界，被再思公再败后，
投奔楚王马殷，马殷联络西南八姓藩师实
施合围。再思公与十子孤军不惧，胸有成
竹，调回柳州兵力，采取分部防守，重点攻
击，各个击破的持久战术，经八年努力，父
子与将士同心，将敌方消灭在黔粤边界的
两江溪洞，陈兵戍边，凯旋诚州时已 84
岁。见诸子已锻炼成才，遂将政权交与七
子正岩，军权交与次子正滔，颐养天年。
至后周显德元年（954 年）十月二十六日，
仙逝于诚州，享年94岁，葬于今黎平佳所
之长岭岗。

再思公逝世后，诸子遵从“戒严其境，
相势勤王，开疆拓边，保障滇黔”的既定方
针，与军民共守，继续保持诚州地区的繁
荣景象。

北宋统一全国后，再思公子孙拥护统
一，纳土归附。当了解了再思公的高尚人
品及历史功绩后，历代王朝都深慕其德，
先后六次追封他为侯，两次追封其为王。
杨再思在武陵五溪地区各族人民心目中
的历史地位，仅次于文圣和武圣。他在长
达半个多世纪的五代乱世，始终坚持中华
大统思想，并影响其后近千年,西南相对稳
定发展，五溪地区的各族民众世世代代把
他当作保卫和平、开创和谐社会之“和圣”

“和神”敬奉。
（本文撰写得到杨启坤先生的大力帮

助，在此表示诚挚的感谢！）

达川杨氏与威远侯再思公之渊源
□社区记者 谯继

达州姓氏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