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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国目前使用的约

4100个姓氏里，除去双姓、三
姓，绝大多数是单字的姓。在
这些姓氏中，有不少令人耳目
一新，然而其中大部分都是普
通人可以轻松辨认的字。目前
常用字只有3000~4000个左
右，人们自然会想：是不是所

有的常用字都能当姓氏？
“可以这样说，目前大部分

常用字都能在姓氏中找到。”袁
义达不反对这种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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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已有的4000多个姓

氏的数据，是通过公安部门统
计得来的，这看似权威的数据
也不能令人信服。“在调查中
我们发现，许多冷僻的姓氏虽
已记录在案，但并不表示确实
存在。这需要通过大量的调查
才能证明。”

另外，这些数据中很难看
出一些小姓的具体数量。“也
许有的姓氏只有一两个人，那
这个姓氏是否存在就很值得
怀疑，一点误解、口音以及别

的意外事件都会造成姓氏数
据的不准确。”

袁 义 达 举 了 个 例 子 。
“‘亿’姓非常难找，这不是
表示在身份证系统中没有姓
‘亿’的，相反，我们发现有些
地区有几十甚至上百个姓
‘亿’的数据存在。当我们赶
到当地调查时，这些姓‘亿’

的村民说，其实他们姓‘倪’
不是‘亿’。在当地方言中，这
两个字的读音是一样的，可能
在某个时期弄混了，导致身份
证上均为‘亿’。”
“还有一些情况也会造成

统计失误，比如一些少数民族
的姓名，一个少数民族的人如

果叫德德马，在一些不清楚少
数民族传统规律的人统计过
程中，也许就会统计成姓
‘德’，实际情况并非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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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历史上看，中国人的姓

氏曾多达24000多个，目前只
有4000多个尚存。

袁义达认为：“从规律上
看，小姓消亡，大姓兴盛是明
摆的事。南北朝时期，鲜卑族
人进入中原后，大量改为汉族

的姓，因此许多小姓的数量大
大降低，甚至消失。元、清等朝

代，大量外族人进入中原，汉
化后加入了汉族姓氏队伍，实
际上一些小姓还是有其自己
的生命力。”

部分普通人看来从未见过
的姓，都是聚集在某一小块地
域。同姓人口相对集中，一定

程度上起到保护姓氏的作用。
不过，袁义达表示对于稀

有姓氏的保护目前只是自然
的、自觉的一种行为，官方并
没有什么法规对稀有姓氏采
取优惠政策。“姓氏可以更
改，并非要强制保护，这和民

族、基因等保护不尽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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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一些姓氏的消失，新

的姓氏也在逐步生成。“其实
目前还是有一些新的姓氏在
产生，这在一定程度上补偿了
稀有姓氏的消失。” 袁义达
说，新的姓氏产生主要分为两

种：一种是父母姓名合二为
一。这种情况往往是双姓，两
个字可以是父母姓的组合，也
有是名的组合。例如父亲姓
李，母亲姓王，给孩子取的姓

就是“李王”。但这样生成的
新的姓并不稳定。姓“李王”

的人给自己孩子再取姓，也许
又会改回“李”。

第二种情况就是，父母给
孩子新的姓。袁义达说：“我
们发现有人姓‘一’，这个姓
并非传统存在，其实是父母通
过考虑，给孩子挑的一个新

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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