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年7月27日 星期一 编辑 王婵 电话 4396019 E-mail：xccbbjb@163.com 9许昌往事

避祸改姓，岳飞表弟是许昌俎氏先祖

7 月 23 日，一场夏雨过后，空气中
透着阵阵清凉。

“我们俎氏宗族的鼻祖为祝靖，老
家在河北省磁县黄鼠村，曾任宋殿前督
统 制 ，娶 武 穆 岳 飞 姑 母 为 妻 ，育 有 八
子。”在魏都区魏北街道办事处俎庄社
区大院内，今年 70岁的俎喜臣一字一句
地说。这位老人曾担任俎庄社区党支
部书记 10 多年，前些年参与过《俎氏族
谱》的续修工作，对俎庄社区的发展和
俎姓历史了如指掌。相传俎姓有 3个来
源：一是鲍俎氏，鲍俎氏原为北魏时期
代北地区的少数民族，汉化改革后改为
俎氏。二是朱姓，明朝皇族的后代。三
是祝姓。“俎庄社区的俎姓是由祝姓而
来的。”

南宋绍兴十一年（公元 1141年），一
代名将岳飞遭奸臣秦桧陷害。《俎氏家
谱稿本序》中记载：“俎氏一族其先本祝
姓也，太上不可考矣，宋殿前督统制有
祝靖公者乃现老茔鼻祖之父也。公娶
岳氏，系武穆姑母，生八子。岳遭害后，
恐奸秦谋及亲党，欲改姓以避难，因以
俎 而 易 祝 …… 五 子 景 行 迁 长 社（许
昌）……”从这段文字记载可以得知，如
今俎庄社区的俎姓居民系岳飞姑表亲
后裔。当年为避免株连，其始祖兄弟八
人易姓分迁。其中，第五个儿子祝景行
来到许昌定居，随着时光的流逝，族裔
日众，一直延续到今天。关于这段历

史，1993 年出版的《许昌县志》也有记
载：“北宋以前，县境内原无此姓。到南
宋时，抗金名将岳飞被谗下狱后，其姑
父祝公为避株连大祸，遣子景行潜逃长
社，改祝姓为俎姓。”

“祝”字改为“俎”字，在俎姓后人看
来寓有深意。“祝”与“俎”读音相近，笔
画均为 9划。此外，若改为常用姓氏，天
长日久，容易与其他家族并为一支，选
此僻字可以更好地延续本支族裔。

从宋代至今，俎姓在许昌繁衍生息
已 30余世。到了清嘉靖年间，俎姓已成
为“许昌大族”。据俎喜臣介绍，约于明
末，18 世裔俎清寰迁移到了许昌城南，
逐渐形成了后来的“南俎庄”。其背后
还有这样一段故事。俎清寰早年丧父，
长大后在城南梨园村做酿酒师傅，渐渐
有了一定积蓄。“有眼红者骗他说：‘这
里（今南俎庄）土地好而且价格低廉，买
来种芝麻一定能发财。’事实上，那一带
地势低洼，过去年年积涝，庄稼难成。
然而，憨厚老实的俎清寰听信其言后买
了几十亩田地，种上了芝麻。谁知这里
多年没有发生涝灾，庄稼连获丰收，基
业渐开。”俎喜臣说，清康熙年间，俎清
寰在当时的唐孙庄置办了房产，娶妻刘
氏，育有四子。后来，其子均获功名。
随着人丁兴旺、影响力越来越大，唐孙
庄被改名，这就是南俎庄的来历。

俎庄故事（上）

避祸改姓，卜居许昌870余年

古寺老槐，见证俎氏血脉相传

□ 记者 牛志勇

市区文峰路北段有一个社区，名为俎庄社区。“俎”为稀少姓氏，百家姓中没有此姓。在该社区，“俎”在人们的日
常生活中却不念“zǔ”，而是念“chuo”。这和许昌方言发音有关，很多字的后面加一个儿化音，久而久之便念“转”了。

这里的俎姓是如何而来的？民族英雄岳飞与许昌俎氏先祖有着怎样的关系？俎庄在历史上有过怎样的故事和
荣耀？本期《许昌往事》为读者讲述俎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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筑寨安民，旧时村内风景优美

俎庄社区东侧有一座千年古寺，
名为龙化寺，寺前曾有一株古槐。龙
化寺是少林寺下院，始建于唐代。据
寺内碑刻和地方史料记载，明代嘉靖
年间，原籍余李村的总兵余大人有一
次回到故里，知晓龙王甘泉造福人民，

保佑一方，遂召集俎庄、王庄、郭楼、陈
庄和余李五村乡绅、寨首进行商议，出
资捐款重修寺庙，历时 8个月落成。

新中国成立后，龙化寺的僧人大
多还俗，寺院也由佛教活动场所改为
他用。“这里曾办过俎庄小学，1958 年

岳飞遇害后，俎氏八兄弟易姓分
迁。“我始祖景行等从河北磁县出发，
不畏艰难，跋涉南徙。”俎喜臣说，他们
行至许州城北，见此处东临许汴官道，
西侧有潩水流经，土地肥沃，便在此落
脚，耕作生息，开枝散叶。

“过去，我们这里修建有古寨。小
时 候 ，我 和 小 伙 伴 经 常 在 寨 墙 上 玩
耍。”俎喜臣说，清同治年间，全村族裔
捐资筑寨修池。“村里设寨门 4 座，门楼
高约 10 米；木制寨门长约 3 米，宽约 2
米，厚约 0.1 米。”俎喜臣介绍，4 座门楼
上 方 均 悬 挂 有 匾 额 ，东 门 书“ 紫 气 东
来”字样，西门书“潩水长流”字样，南
门书“瞻仰荀龙”字样，北门书“星拱辰
极”字样。“四个寨门内侧均设有碾房，
供巡更值守人员休息。寨外有河，我
们称之为寨海河，引潩水灌注其中。”
俎喜臣说，过去东门、南门、北门附近
的寨河上均有砖拱桥，西门则有一座
石砌四孔桥。“过去，寨海河内的水十
分 清 澈 ，生 长 有 芦 苇 等 绿 植 ，鱼 虾 很

多，风光秀美。
“城墙由夯土筑造，20 世纪 70 年代

以后慢慢消失了。”俎喜臣回忆道。过
去，村中有南大街、北大街、东门大街、
西门大街。这几条街相交于村中心，
被称为“十字街”。北门内路东是塘坊
拐街，路西是楼院拐街。据老辈人讲，
当年筑寨时，俎姓族人请来村东南某
村一风水先生勘察。其观察地形、地
势后思量，若设正南门，村内南北大街
直通许州官道，南门外官道东、西两侧
有 两 座 大 冢 ，犹 如 雄 狮 把 守 ，风 水 甚
旺。不过，如此一来，自己所在的村子
则相形见绌。该风水先生打起“小算
盘”，称“开正南门不利”，所以南寨门
偏西约 200米。

过去，每次遭遇匪患，俎庄人便会
整装上阵，将寨门紧闭。在俎喜臣的记
忆中，村内曾有 5个池塘，用于蓄水。村
东 0.5公里许汴官道十字路口处还有一
处闹市，被人们称为“十方院”。方圆数
公里的民众在此做买卖，热闹非凡。

是许昌县委党校所在地。20 世纪六七
十年代，许昌县毛笔社迁入寺内，后来
这里又成了许昌县化工厂。”俎喜臣说，
过去，寺前的老槐树需要几个人才能合
抱，树冠高大。“据传，唐代大将尉迟恭
曾在这里拴过马。”

千年古寺与老槐树无声守护和见

证 着 俎 姓 后 裔 在 这 块 土 地 上 繁 衍 生
息。随着时光的推移，老槐树出现了空
洞，枝干也有枯死现象。前几年，一场
大火烧了树身，使得老槐树的生存状况
雪上加霜。“几年前，这棵古树终于倒下
了。”俎喜臣遗憾地说。

作为馆藏档案的一个类型，谱牒隐
含着丰富的家族信息。在许昌馆藏的
档案珍品中，《俎氏宗派》名列其中。其

为16开本，共计84页，是光绪二十四年
（1898年）木刻本，由俎氏二十世裔孙俎
成光根据先祖“家之藏书”所撰。

龙化寺门前曾有一棵古槐。

《俎氏族谱》中的俎庄历史地图

资料图片由记者牛志勇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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