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汝州怯（k伲i）氏考证
荫郭慧利

在汝州市汝河南岸，有一个村子，名叫怯（k伲i）庄。据族老
介绍，怯庄建村于明朝洪武年间，怯氏先人由于洪洞大槐树移

民，自蒙古迁移而来。因此，600余年来，怯庄人自称为蒙古后
裔。

“怯”这个字，在《辞海》《辞源》《康熙字典》《说文解字》等工

具书中，收录的读音均为“qi侉”，不属于多音字。只在属于姓氏
时，才读“k伲i”。但不管是百家姓，还是《中国姓氏大全》等常见
工具书中，均不见“怯”姓。只在台湾出版的《中华姓府》中，收录

有这一姓氏，但读音却为“qi侉”。
作为姓氏，“怯”确实不常见，除了怯庄村人，几乎所有初见

这一姓氏的人，都要将其读作“qi侉”。望字生义，很多人对“怯”
字的印象并不好，似乎它代表的就是怯懦、怯弱、胆怯等等，鉴

于此，一些怯氏后人还生出了改姓的想法，有村民干脆让孩子

随母姓。

笔者查阅发现，“怯”氏缘于汝州市汝南街道的怯庄村，该

村共有常住人口1500余人，其中怯姓人口占90%以上。此外，还
零星分散于平顶山、台湾等地。

虽然在字典中没有找到“怯”（k伲i）的读音，但在《辞海》中，
却有这样一条关于“怯绿连河”的注释。

怯绿连河，曾被称为客鲁涟河、克鲁连河、怯绿怜河、曲烈

儿河等，今称作克鲁伦河，皆为同音异译。《元史》称之为怯绿鳞

河，自清代起称为克鲁伦河。克鲁伦河额尔克纳河的支流，发源

于蒙古国肯特山东部，上游位于蒙古国境内，中游位于呼伦贝

尔市新巴尔虎右旗，流入我国境内，向东北进入呼伦湖的西南

部。怯绿连河流域在古时曾是优良的牧场，一代天骄成吉思汗

铁木真就是在这片土地上成长起来的。怯氏后人据此认为，

“怯”姓或起源于怯绿连河，因此将其作为“怯”姓为蒙古后裔的

根据之一。

其二，看过电视《成吉思汗》的读者大概会有印象，里面有

一支名叫“怯薛”的军队，是蒙古铁骑中最精锐的一支。不过在

电视中，演员将“怯”念为“qi侉”。这明显是不正确的。不过，这并
不妨碍村民将自己视为怯薛军的后代。据传，当年怯薛军南征

返程时，有受伤的兵士在途经汝河时，留在此地，繁衍生息，以

怯为姓，逐渐形成了村庄。

其三，“怯”虽然并非多音字，在字典中也只有“qi侉”这一个
读音。但有学者考证认为，“怯”“克”或为通假字，在老汝州人的

发音中，“克”的读音也是“k伲i”，这一读音收录在汝州文化名人
陈建国主编的《汝州方言》中。另有传说，古时曾有一位姓怯的

将军，骁勇善战，勇猛非常。但皇帝对他的姓氏却很有意见，说

这个字读“qi侉”，两军对垒，战旗一竖，别人先看到一个硕大的
“怯”字，容易打击我方将士士气，长敌人志气。因此，当即下令，

将这一字音改为“k伲i”，取旗开得胜、凯旋之意，与“克”的一个
释义相同。关于让怯姓将军姓氏改音的传闻不只这一条，有传

闻说这皇帝是忽必烈，也有传闻说是一名叫怯的不花的将军，

但内容都差不多，觉得“怯”字念“qi侉”上战场不吉，因此将其读
为“k伲i”。

其四，据王中水、怯新现编著的《怯家庄怯氏家族》记载，怯

氏家族起自明初洪武二年的迁民，始祖为兄弟三人，自蒙古迁

徙至现怯庄附近定居，现村民皆为三兄弟的后人。

那么事实到底如何？

王中水为怯庄女婿，2013年与怯氏后
人怯新现主持编著了《怯家庄怯氏家族》，

编著期间，王中水据怯庄怯家老坟墓碑文

考证，怯氏族人是在明初洪武年间，由山

西洪洞县大槐树广济寺迁居而来。怯氏三

兄弟在移民人流中，长途跋涉，受尽折磨，

最后经官府指派，到了汝河南岸。那时的

汝河南岸，尚为一片荒芜之地，三兄弟搭

草棚为家，挖土坑当炉灶，勉强落脚于此。

白天，开荒造田，晚上面北而坐，思念故

乡。

因家谱失传、碑记无存，始祖兄弟三人

名字无考，只是考证出其兄弟三人只有一

个支派繁衍至今，即八世祖怯旭杰与孙氏

所生六子。而这六子有三子（发然、勃然、祖

然）不知去往何方，如今怯氏家族的三大支

派均为其余三子后裔。即长门太运、二门迅

然、三门莹然。繁衍至今，已有24代，人口逾
千。

《怯家庄怯氏家族》中有《兄弟三人迁

汝郡》诗一首：

晋北沙漠生故园，祖辈耕读乐余年。

明初洪武迁民诏，离乡背井别家园。

怯姓兄弟共三人，始发沙漠到河南。

阴历九月天渐冷，可怜身上衣正单。

押官声声争催逼，迢途茫茫日如年。

一日难行百里路，风餐露宿受饥寒。

旬余到达南阳府，交归汝州管束严。

汝城东关迁散处，手指方向汝河南。

暂搭草棚挖坑灶，西北风起灶烟寒。

田地荒芜汗水垦，春耕夏耘盼丰年。

所幸三年不纳粮，才使仓囤有余棉。

虽说置产又立业，心中依旧索故园。

故园依稀别时貌，更有沙漠记心间。

岁月黄土催人老，后辈子孙代代传。

问我故乡在何处，晋北沙漠是家园。

不过，这一说法只是证实汝南怯氏先

人在明洪武年间迁居至此，却没有考证出

怯氏先人在迁居前的姓氏由来。

据史料载，明初山西洪洞县人口众多，

根据官府制定的移民政策，所有移民的百

姓均须到洪洞县大槐树下办理移民手续，

因此这一地区成为移民的核心区，或者也

可以说是中转站。不少被迫迁徙的百姓在

这里离开家园，来到饱经战乱之苦的中原

腹地。这次移民历时半个世纪之久，不仅在

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的，在世界移民史上也

是罕见的。

《明太祖实录》卷66记载，洪武二年迁
“沙漠遣民”32800余户屯田河南。自洪武
三年至四年六月，又从这一地区迁民三

次，除第一次没有户口记载外，后二次史

载迁民86774户，涉及18个省，500个县，
881个姓氏，其中并没有“怯”姓。根据《明
史》《明实录》《日知录之余》等史料记录，

移民分布在全国30个省市，2217个县，其
中河南有123个县市，汝州包含在内。在
那个饱受战乱之苦，可以说是赤地千里

的当下，移民让河南迅速休养生息，恢复

生机。

据资料显示，中原一带，尤其是河南、

山东等地，一半以上的村庄都是在明代建

立的，大多数的村庄留存的家谱、墓碑及口

头传承中，都笼统地说先祖来自洪洞县。因

此，有后人大胆猜测，怯氏先人在迁徙之前

或许并不姓“怯”，只是到了迁徙地后，思念

故土，才以家乡为姓。

而说到家乡，就不能不提怯绿连河。

怯绿连河有着“蒙古人母亲河”的美

誉，它发源于蒙古国的肯特山东麓，从肯特

山向南流出后折向东，经过肯特省和东方

省的广阔草原地带进入我国境内的内蒙古

呼伦贝尔市，注入呼伦湖，成为额尔古纳河

- 黑龙江水系最西的源头。
怯绿连河流域是蒙古草原历史上众

多游牧民族的活动区域，包括匈奴、鲜卑

和蒙古等民族。成吉思汗早期活动的地

域基本上在怯绿连河两岸，称汗在怯绿

连河，传说中的埋葬地之一也在怯绿连

河，怯绿连河成为蒙古民族形成的核心

地带。

在成吉思汗崛起之前，怯绿连河流域

有一个不可忽视的部族———克烈。克烈，

是辽、金时代蒙古高原的强大部族。或译

作克列夷、怯烈、怯里亦、客列亦惕、凯烈

等。怯烈即克烈之异译，在元时为蒙古一

部，以部为氏。《元史》分克烈、怯烈为二

姓，实系同源。据《史集》记载：古昔此部之

王生有八子，皆皮肤黝黑，因被称为“克

烈”，后来诸子之裔各成部落，自立姓氏，

唯继承王统的一支以克烈为名。因此，有

怯氏后人觉得，或许他们这一支是克烈王

族之后。

“怯烈”在《姓氏词典》中收载，其据《中

国人名大辞典》注：“（怯烈）蒙古族姓。元顺

帝时右丞相搠思监，姓此氏。”关于克烈族

属，学者意见不一，有主突厥说，也有主蒙

古说。元朝人视克烈为蒙古，陶宗仪在《南

村辍耕录》将克烈列于“蒙古七十二种”（即

七十二大姓）中。

克烈族与成吉思汗铁木真的关系匪

浅。其首领王汗脱里与成吉思汗之父也速

该结为“安答”，故铁木真有很长一段时间

都尊称王罕为父。

公元1203年，王罕忌铁木真势力日盛，
发兵攻打，铁木真出奇兵偷袭王罕营帐，彻

底打败克烈军。王罕逃入乃蛮部境，为乃蛮

边将所杀；其子亦剌合·桑昆到处流窜，最

后逃到曲先（今新疆库车），为当地首领所

杀，克烈亡。

元朝时期，成吉思汗建国后，将克烈

人分编入各千户。在蒙古国和元朝时期

的后妃、大臣、将领中，有不少著名的克

烈人。王罕弟札阿绀孛之女克烈·唆鲁禾

帖尼嫁给成吉思汗幼子拖雷，生蒙哥、元

世祖忽必烈、旭烈兀、阿里不哥四子，由

于她的这四个儿子都做过皇帝，因此她

被后世史学家称为“四帝之母”，地位最

尊。

克烈人作为蒙古民族的组成部分，一

直存在着，后来的卫拉特蒙古和鄂尔多斯、

察哈尔等地蒙古族中，均有克烈姓氏。若据

此来论，“怯”氏为克烈后裔的可能性更大

一些。

据史料记载，怯薛是蒙古铁骑中最精

锐的一支，成吉思汗成立怯薛时要求极严，

在其带领下，巅峰时刻的怯薛人数才只有

万余。但也正是由于这支精锐的队伍，才使

得蒙古帝国在成吉思汗的带领下，横扫亚

欧大陆。

不过，据考证，在成吉思汗早年时

期，怯薛却是他的一支私人卫队，虽人数

少，但因是大汗的贴身卫队，所以选入其

中的每个人不仅政治素质过硬，而且都

是军事素质极高的人才，这从元代诗人

张宪的作品《怯薛行》中“怯薛儿郎年十

八，手中弓箭无虚发”可以看出。随着成

吉思汗权势的日益增长，这支队伍扩充

到10000人。
怯薛成员享有很高的政治待遇和特

权，成吉思汗曾当众宣布，一个从四品的千

户级别的官员，如果与普通的怯薛士兵发

生争执，无论对错，都要首先认定千户有

罪。怯薛士兵不用遵循朝廷对于官员任职

的选拔，可以直接由皇帝（大汗）提拔任用，

甚至可直接提拔为一品高官，元朝将这一

方式称为“别里哥选”。

怯薛分四班入值护卫大汗，其最高长

官为怯薛长，由成吉思汗时期的“四杰”博

尔忽、博尔术、木华黎、赤老温担任，并由他

们的后人世袭此职。元朝定都后，怯薛主要

承担宫廷宿卫，为皇室提供服务，并成为元

朝高级军政官员的主要来源。

公元1253年，元世祖忽必烈率领包括
怯薛在内的10万大军，兵分三路奇袭大理，
即历史上有名的“元跨革囊”。由于战线过

长，虽然取得了胜利，但也损失惨重，10万
铁骑仅存2万。
部队在回撤过程中，途经现汝河南岸

的怯庄所在地时，看到辽阔的北汝河像镶

嵌在汝州大地上的一颗明珠，波光粼粼的

水面上，有水鸟在闲适地追逐，岸边青青

的草地与不远处一望无际的原始森林唤

起了长途跋涉的游子的思乡之情，蓝蓝的

天空，清清的湖水，绿绿的草原，洁白的羊

群……现实与思念重叠，遥远的怯绿连河

仿佛近在眼前。对母亲河的依恋让3名怯
薛队员觉得此地水草丰美，气候怡人，因

此将其视作故乡，就地安居，并以“怯”为

姓，繁衍至今。

不过，这一说法目前也缺乏相应的理

论依据，尚不足采信。

作为一个只有千余人的小众姓氏，

“怯”氏族人主要分布在汝州市汝南街道的

怯庄社区。

2006年，《大河报》组织了一场名为“推
荐河南最罕见的姓氏”主题活动，该活动本

着人口较少、有姓氏渊源、姓氏用字非冷僻

字、确有其人等几个原则，将揣、豁、歹、漫、

伽、耍、怯、湾、岁、遵等10个姓氏确定为“河
南十大罕见姓氏”，怯氏后人怯富申作为怯

姓代表，参加了当年在郑州举办的“2006年
新百家姓商都大团圆”系列活动。

据怯庄社区会计张青霞介绍，怯庄社

区作为行政村，截至2020年底，共有1100余

户3800余人，下辖4个自然村，分别为戎庄、
马庄、桂庄和怯庄。怯庄自然村共有350余
户1500余人，其中怯姓居民占比达90%以
上。

另外，据《怯家庄怯氏家族》记载，在台

湾的高雄、台中、桃园，广东的深圳、佛山，

陕西、新疆、湖北、北京及加拿大等地也有

此姓。不过，据考证，这些地方的怯姓人口

均为怯庄村民迁过去的。甚至有些地方，一

个城市只有一户怯姓人。

除此之外，在平顶山市新城区幸福

村，也有一个小怯庄自然村。据传，民国

时期有一怯氏后人逃荒至宝丰县滍阳

镇，并在此落户。1964年，滍阳地区遭遇
洪灾，为彻底治理灾害，国家决定在这一

区域规划建设白龟山水库。根据这一规

划，包括小怯庄在内的附近几个村庄需

要搬迁，已在此定居的怯氏村民借此机

会迁回汝州老家。而搬迁后的小怯庄仍

按原村名划归平顶山市新城区幸福村管

辖。幸福村下辖四个自然村，分别为吴

寨、南王庄、北王庄和小怯庄。现村内居

民主要为田姓和陈姓，没有怯姓。

在台湾定居的大部分怯氏后人，主要

是建国前后跟随国民党部队过去定居。而

在其他省份定居的怯氏后人，主要是建国

后因各种原因散居在当地。

怯氏后人多有长寿者，根据《怯家

庄怯氏家族》统计，村内寿星就有80余
人。村民思想淳朴，为人豪爽，好客善

饮。在民族大融合的历程中，其生活习

性与汉民无异。若按明初建村算起，怯

氏后人在怯庄生活已600余年，繁衍24
代。口口相传中，怯氏族人时刻不忘先

祖，力所能及时，均尝试着寻根归祖。只

是史料浩如烟海，在没有灯塔的瀚海拾

遗，能查有实证的实在少之又少。希望

笔者考证的这些方向，能够为怯氏后人

认祖归宗提供些微助力。

关于移民的考证

二 关于怯绿连河的考证

关于怯薛的考证

“怯”氏现状

怯氏家族八世祖怯旭杰墓 来源：《怯家庄怯氏家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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