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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姓氏数量的差异性及其原因

                    王银芳

(浙江工商大学 日木语言文化学院，浙江杭州3100121

一、中日姓氏的数量

    日本拥有一亿三千万人口，有多少姓氏呢?最多的统计记录是在20世纪80年代，约14万，即平均一十人左石

使用一个姓氏r,]135

    那么，居世界人口第一的中国有多少姓氏呢?先秦时期的姓氏书籍《世本》收人 18姓 875氏，绝大部分都使用

至今 两汉以后，一些新的姓氏和由少数民族改姓而来的姓氏大量涌现，极大地丰富了姓氏的数量。中国姓氏最

多的统计记录是 2002年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副研究员袁义达研究的22 000个左右，包括历代少

数民族的汉译姓氏iz ,。但是随着时代的变迁.许多姓氏已经消失。根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支持的一项最新

研究表明，当代中国人正在使用的汉姓约为4 100个左右 其巾，占我国总人口比例。.1%以上的姓氏共有 129个，

集中了全国87%的人口 人数最多的三姓为李、王、张，分别占总人口的7.4%,7.2%和 6.8%.

二、中日姓氏起源及演变的差异

(一)中国姓氏的起源及演变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使用姓的国家，早在原始时代姓就诞生了 《说文解字》中说:“姓，人所生也。古之神圣母，

感天而生子，故称天子 从女，从生，生亦声。’3],x。意思是说，姓与女性生子有关.女性繁衍后代，子又生孙，孙又生

子，一代复一代，为了把同一个女性的后代与别人加以区别，就产生了姓，此为“从生”。由于时处母系社会，生而只

知其母不知其父，故“从女” 所以最早的一批姓多带女字 如“姜”、“赢”等。此时姓成了部落的标志

    随着子孙繁衍，人丁兴旺，部族中又分出一些支系，这些支系的名称就叫做“氏”。从母系社会发展为父系社

会 姓氏便由以女性为中心发展为以男性为巾心;阶级和国家产生后，氏的确立逐渐与宗法制相联系，世系开始依

父系血统来计算 姓具有区别血缘关系的生物性功能，所以人皆有姓;而氏则不同，“氏所以别贵贱·贵族有氏，贱

者有名无氏”(郑樵《通志 ·氏族略》)，所以非贵族没有氏 姓明婚姻，世代不变;氏别贵贱，随时更变。氏是特权和

地位的标志 中国古代实行“同姓不婚”的制度，氏同而姓不间可婚，姓同氏不同则不可婚。到秦始皇统一中国后，

由十分封制的瓦解，使原先代表地位身份的“氏”与区别血缘的“姓”之间没有了本质上的区别，姓与氏融为一休，通

称为姓 中国姓氏的格局到了汉代就基木固定，尤其是汉族人的大部分姓氏都来 自秦汉以前的“氏” 其中有些姓

氏是以爵位和官职来命名的，这些爵位和官职属世袭，是批袭家族的标志，于是，就顺理成章地成了这些世袭家族

命名姓氏的依据 例如，“侯，，姓源于侯爵;“尉”姓源出于尉官，是占代掌管刑罚、监狱的司法之官。有些是以职业

命名的，例如，梓人是专门制作乐器支架、饮食器皿等的一种木工.后人就以“梓”为姓;“卜’，姓源于古代的占卜术.

    藏族是个例外，藏族贵族有姓氏而平民无姓氏的现象从奴隶制社会 一直延续至今。为了区别族系，藏族人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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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在名字前缀以出生地、职业等，如玛钦次旦，即炊事员次旦;兴索次旦，即木u[次旦等 玛钦、兴索的作用相当

于姓.
    可见，在中国的历史上，姓氏的变化经历了姓氏分途到姓氏合一这样的过程。姓的产生基于血统，是血缘和家

族的标 志。

《二)日本姓氏的起源及演变

    古代 口本人只有名，没有姓。进入阶级社会后，出现了很多分支和小集体，他们构成了古代日本的基本社会组

织— 氏。日本古代的氏并不只限于父系家族或母系家族，它不是自然的社会集团，而是建立朝廷的中央豪族，以

独占、世袭官职 借助朝廷对农民进行统治。因此，这些氏，就按照其职务、领地、居住地来命名，称为“氏名”。例

如，在朝廷中，主管祭祀的部门叫中臣，管理中臣的部门便叫“中臣氏”

      大和朝廷为了维护统治秩序，分别给贵族颁赐“臣”、“连”、“君”、“直”等数十种姓，例如中臣氏受赐“中臣连”

这种姓类似爵位，属世袭，是除了皇亲外的贵族用来区分身份地位的标志。可见，日本古代的姓井不是像中国一样

用来区分血缘，而是用来分尊卑、别贵贱的，犹如中国的氏.大化改新后，由于实施了官位制，表示身份地位的姓逐

渐失去了意义，在贵族社会便只称氏而不再称姓

    从公元 ，世纪至 10世纪(平安时代)开始，日本姓氏史上开始出现了新的称呼— 苗字。苗是分支的意思

随着社会的发展，原来的氏族分成若干个家族，这些家族 一般以其职业或居住地相称，如藤原氏的家族根据其在京

都内的居住地，分别称近卫、鹰司JL条、二跳、一条等。也有按其官职名，或以其获得的私有土地的地名等的假名

相称。这些称呼便成了‘苗字”，这种“苗字”其实就是一个家族从氏族本家分离出去后的新的姓氏。氏、姓、苗字逐

渐融为一体，统称为苗字，不管贵贱，人人都可拥有 但进人幕府时代，武士为了突出自己的身份，渐渐不许庶民使

用苗字。到了江户时代，使用苗字更成为贵族和武士的特权，是否拥有姓氏成 了区别武士与其他人的显著标志之

  一 在江户时代后期，出现 了庶民阶层拥有苗字的例外，主要是有名望的盯村官吏，或对幕府有功的农民，获得幕

府的特许后，拥有了平民百姓.高不可攀的荣誉 苗字

    在有氏又有姓的贵族统治阶级当中，天皇是个例外。历史上的日本天皇都只有名，没有姓。在古代，天皇被认为

是天神的后代，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利，因而也就没必要有姓。不仅是天皇.就是皇后和天皇的子女也都没有姓(天皇

的女儿出嫁后，可以姓丈夫的姓) 日本天皇的名称作“御名” 御名是天皇出生后由上 一代天皇(其父)授予的[}s}sz

    明治维新后，新政府为f贯彻“四民平等”的方针‘也为了征兵、征税、制作户籍的需要.于明治 3年(1870)颁布

法令，允许平民使用姓氏。但是.己经习惯了有名无妙的生活的平民并没有人皆有姓 1875年，政府再次发布法

令，强制要求全体国民必须拥有姓氏l}}zz 平民百姓迫不得已为自己取上一个姓:或自己取 或委托有文化之人取

干是，上至b月星辰.下至花鸟虫鱼 各种各样的的姓氏铺天盖地.应有尽有。有以职业、居住地为姓的，有使用原

来主人家的姓的有取鱼类、蔬菜、植物作为姓的，等等。我们看到的日本人的姓有“我孙r”、“1二三四五”、“五四

二二 一”、“猪饲”、“犬养”等 形形色色 是否雅观、好听，已无暇顾及。日本在短颊几年内就人皆有姓，而且姓氏数

量在世界上遥遥领先，正是通过法律的强制实现的。

    所以，在日本的历史上是先有氏，后有姓1 f9合二为一成苗字这样的发展历程，而且在大部分的时间里，这些

氏、姓、苗宇都只为贵族、武士等上层阶级拥有，只属于少部分人，因为日本的姓氏并不是区别血缘的标志 而是身

份地位的象征，是权力和财富的象征 直到明治维新后，才实现人皆有姓，世代相承，一直延续至今

    引起中口姓氏数量差异的主要原因，除了两国姓氏起源及演变不同外，还有一点就是姓氏的特征和功能的不同巴

三、中 日姓 氏的特征 和功能的差异

(一)中国的姓氏— 宗法性与稳定性

中国是个注重宗法制度的国家。中国人对宗法制度、血缘关系的重视与维护，是中国姓氏两千年来保持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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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根本原因。

    构成宗族的要素首先是同一祖先的男性后代 中国人一般习惯继承父亲的姓，以父系方式把姓氏传递给下 -

代，把姓氏作为保持血统纯净除的标志。如果改变自己的姓，就等于否定了自己的血统，否定了自己的本源，被视

为背弃祖先.有辱家族。中国的女性结婚后也不放弃父亲的姓。在古代 女子结婚后，即便使用夫姓，也是在自己

的姓氏前冠以夫家的姓，如本姓赵，丈夫姓杨，就叫赵杨氏。女子在一生内仅保留其父亲的姓氏，不传递给下一代

中国 自姓氏合一后 ，由于采取父 系传递 的方式 ，姓氏格局就基本 固定下来

寸二)日本的姓氏— 杜会性与可变性

    与中国姓氏的宗法性和稳定性不同，日本的姓氏具有很强的社会性和可变性

    日本人是以家业为中心的家族共同体，家的本质不是血缘关系 而是具有经济职能的经营体。在日本，家的延

续并不仅仅是血缘的延续‘更重要的是家业的延续。为了让家业完整、长久地延续下去，日本采取一子(长子)继承

制，即家业由嫡长子单独继承，次子以 卜子女不仅得不到家产，连家名也无权使用，只得改用新姓。他们虽同族 却

姓氏各异田川。若无子，或亲生子没出息，则收养有品德、有能力的养子，由养子继承家业和家名。养子继承别人

的家产，改从别人的姓，这是日木历史上非常流行的做法。也正因如此，在日本的各行各业才会有很多传袭数百年

而不辍的名门世家，使许多传统技艺源远流长。

    明治政府于 1872年发布布告，禁止所有国民随便更改姓氏、名字、商号等，这也从另一角度说明，在此前的口

本历史上，人们改姓是经常发生的 1,115。从历史上看，日本人改姓除了上述因分支而改姓和因收养关系而改姓外，

主要还有以下几种情况 :

    肖先，因政治关系和卞从关系的变化而改姓。在 口本古代大部分时间里，姓氏是与身份地位相联系的，所以，

人们政治地位、社会关系的变化也可能带来姓氏的变化。如结城秀康，为江户初期武将，德川家康次子，初为丰臣

秀吉养子，本丰巨秀吉之命过继给结城氏。

    其次.因开创新的家业而改姓 在口本，血缘上的祖先仅仅被看作“男性的祖先”家业的开创者才被后代尊为

家的祖先。如江户时代财阀鸿池家的祖辈本来是姓山中的武将，后弃武从商，在鸿他村从事日本清酒的制造，从此

改姓鸿池

    再次，因婚姻关系而改姓。1898年，《明治民法》规定，“妻子因婚姻而人夫家”，要改随丈夫的姓氏。自此，妇从

大姓

    虽然中国历史上也有改姓的情况，如皇帝赐姓、因避祸而改姓、因避讳而改姓等，也有因做别人养子而改姓，但

为数不多

    人的姓与 ，个国家的历史、文化息息相关 正是由于中日两国的历史、文化不同，两国姓氏的起源及演变、特

征与功能也就有了差异，两国的姓氏数量也就有很大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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