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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者按：陕北的历史文化特点，人们通常表达为华夏文明的发祥
地、草原游牧文化和中原农耕文化的交结地带、多民族融合的旋涡，
等等。这只是一种模糊的表述。在陕北这块大地上所发生过的历史演
变的细枝末节，早已淹没在尘封的历史中了。 
   
  语言是人类历史的活化石。而“族名”作为血缘的语音标识，可能产
生于人类语言的早期发展阶段，而它往往又被转化为语言最稳定的深
层积淀— —姓氏、人名和地名。通过姓氏、地名的稽古勾沉，我们可
以找到陕北的历史文化更祥实、更丰富的细节。 
胡，是古代对北方少数民族的泛称。胡姓，也泛指少数民族的姓氏。
陕北胡姓分布广泛，有的比较易于辩识，有些已与汉姓无所区别，如
今都成为百家姓中的一员。但这些胡姓后裔的血脉中，确实曾经流淌
着众多少数民族的血液。本报自今日起，特刊发由原洛川民俗博物馆
馆长、副研究员段双印考证撰写的《陕北胡姓源流考》系列文章，以
引起读者的关注和争鸣。 
   
  １９９８年５月，延长县黑家堡镇瓦村忘台庄出土一方隋大业九
年（６１３）的《郝伏愿墓志》。志中说：“君讳宜，字伏愿，望出西
衢国人耶。四世祖郝子鱼有得，西将胡人，一余向东，往至太原治。
经一十五年衰弱，为魏所统，遂授扁城郡守、领民酋长，因官食
封”〃。意思是说，郝伏愿的族望出自西衢之国。他的四世祖郝子鱼，
字有得，曾经是这个胡人国家的将军，后来向东移居到太原境内。过
了十五年，归顺北魏，被授于扁城郡守，兼任管理本民族部落的酋
长。志中所说的西衢国，当指大夏，居延长县之西的靖边县一带，故
曰西衢，为匈奴人建立的国家。史载赫连勃勃之先为南匈奴一支，东
汉时归附，赐姓刘。公元４０７年，其后裔赫连勃勃建立大夏，留下
了举世闻名的统万城遗址，在延安城东修筑的丰林古城，后人犹呼之
为赫连城。公元４２５年赫连勃勃死，其子赫连昌继位，内部争位不
息，北魏乘机伐夏，于次年攻占统万城，赫连昌奔上邽（今天水），
被北魏俘获，魏以公主下嫁，后因谋反被杀。其弟赫连定于平凉即
位。４３０年，又被俘送至北魏，大夏遂亡。郝子鱼为“西将胡人”十五
年，当在赫连勃勃当政时期（４０７—４２５），后因赫连昌被俘而
归顺北魏。志中还说郝伏愿之父在北周“建德元年（５７２）授开府仪
同三司”。郝伏愿于隋开皇元年（５８２）归降隋，先后任州主薄、延
安郡清河府大督、定城府鹰扬郎将等职。大业七年（６１１）曾随隋
炀帝参加征战高丽的战争，第二年在归途中死于今河北涿州境内。大
业“九年三月五日葬在延安郡东百里去斤川肖纠村一里道”。郝氏家
族“望出自西衢国”之匈奴，在陕北大地活动二百余年，族类繁炽，可谓
望族。这就为我们探索陕北大姓郝姓的族源提供了一条重要的历史线
索。 
 匈奴大量内徙盛于东汉时期。建武二十六年（公元５０年）冬，由
于北匈奴经常袭击南匈奴，光武帝令南匈奴各部徙居西河、美稷、北
地、朔方、云中、雁门、五原、代郡等缘边八郡，即今内蒙南部，宁
夏、甘肃、陕西、山西、河北等省北部，都有匈奴各部落居住。经过
几十年的繁衍，到公元９０年，南匈奴人口由三万多人发展到三万四
千户，二十三万七千三百多口，胜兵五万多（《后汉书·南匈奴
传》）。大约这个时期前后，南匈奴郝氏部落又迁徙到了陕北、晋北
一带。此后，其活动踪迹屡见于史载。《晋书·惠帝纪》载：西晋元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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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年（２９６），“匈奴郝散弟元度师冯翊、北地马兰羌、卢水胡反，
攻北地”。卢水胡即匈奴的一支，因原居于张掖郡临松山下的卢水之
滨，故名。到了北魏时，渭北的卢水胡的分布中心已到杏城（今黄陵
境内）一带。太平真君六年（４４５），杏城的卢水胡爆发了两次反
魏运动。其首领一个是郝温，一个是盖吴，同为匈奴卢水胡人。北魏
以后，这些匈奴余部又被统称为稽胡，也不断发动起义。《周书·稽胡
传》载：北周明帝武成元年（５５９）延州（今延安）稽胡首领郝阿
保、郝狼皮，聚众起义，并自任相国、柱国。周武帝天和二年（５６
７）延州蒲川稽胡别帅郝三郎也率领部众起兵反周。当然，也有匈奴
郝氏其它支系的部落酋豪进入统治阶层，如郝伏愿家族，从夏历北
魏、北周至隋代，世居夏、延两州之地，世代为朝廷命官兼部落酋
长。 
   
  这些长期留居陕北各地的匈奴郝氏部落，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
与各民族错居杂处，不断接受汉文化的熏陶，最终都融入汉民族中去
了。他们中的一部分可能徙居外地，而另一部分则在陕北繁衍生息，
如今已成陕北大姓。郝姓主要分布在延长、子长、延川、清涧一带，
与北朝至隋代郝伏愿家族的活动区域相吻合。如今上述几县以郝姓命
名的村落比较常见，单清涧县就有郝家湾、郝家石碱、郝家山、郝家
沟、郝家畔、郝村等十余个，府谷县有郝家畔塌、郝家寨、郝家中墕
等，子长县有郝峪家岔，延长县有郝家塌等。据《延长县志》载，至
１９８６年，延长县的郝姓人口达１９８１人，成为延长大姓。现
在，全国的郝姓主要分布在山东、河北、山西、陕西、内蒙、辽宁、
河南等省区，人口已逾３６０万，为当代百家大姓中排在第７１位的
大姓（袁义成《中国姓氏》）。其族源，除出自３０００年前的商汤
的后裔郝省氏（封于郝乡，今陕西周至县东，后迁于山西太原附近）
外，出自匈奴的郝氏又是一个重要来源。郝伏愿墓志则是陕北郝姓出
自匈奴郝氏有力的历史佐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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