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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家族“三代还宗”的人类学解释

李醉海
（宁夏大学 政法学院，宁夏 银川 ７５００２１）

摘　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的土家族有返祖还宗的风俗习惯，当地人称此现象为 “三代还宗”“返祖”或“二
姓”。此现象可分为三种类型：怀子再嫁、过继养老、入赘。“三代还宗”的过程其实就是一个相互接济、彼此共担的过

程，再嫁、过继或者入赘的人家到了孙子这一辈人，认为养育之恩、父母之情已经报答，需寻回生父，找回自己的根。这在

一定程度上是对祖先的敬仰，也是尽社会道义的责任，对维系土家族社会结构具有重要的作用，对于民族的发展与社会

的进步有着深远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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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人对于姓氏的重视是全世界独一无二
的，有句老话叫作“君子行不改名坐不改姓”，意

思是无论到哪里都不更改姓名，以示自己光明磊

落。其实这个“姓”对于我们每个人的意义就是

一个人身份的标志，表明我是从哪里来的，我和谁

是一群人，“姓”的主要功能是区分血缘群体，所

以这句话中的“姓”的地位和被重视程度要远远

大于“名”，这种重视的背后就是对于宗族对于血

缘的认同感。我国的姓氏自夏商周起，其历史渊

源错综复杂。姓氏对于国人来说不仅仅是一个字

或者两个字而已，它其中包含着宗族关系、血缘亲

情甚至于家国情怀，每个人一生都只有唯一的一

个姓，这个姓由先祖父辈代代相传从不改变，所以

我们甚至可以说“姓”是国人心中重要的存在，是

灵魂深处的根。然而在我国一部分少数民族中，

却存在着与父辈不同姓的现象。２０１９年７月至８
月间，笔者偶得机会前往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

自治州（以下简称恩施州）白果乡金龙坝村进行

了为期一个月的田野调查，驻扎在当地村民陈群

的家中。期间走访了全村６０多户人家，得到了很
多宝贵的第一手资料，包括土家族“三代还宗”的

民俗现象，本论文以对金龙坝村的田野调查为依

据，以人类学的视角分析这一现象产生的原因以

及现实意义。

一　田野点金龙坝村概况
金龙坝村位于湖北省恩施市白果乡西南部，

地处恩施、利川、咸丰三县交界，西南毗邻星斗山

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东南紧接盛家坝乡，西与利川

市清水洞相邻，北与两河口村和见天坝村相连。

距恩施市区 ６４千米，平均海拔 ９００米，总面积
４５．５平方千米，林地 ５３３７０亩，耕地 ５１４３．３亩。
金龙坝村三面环山，唯一的缺口是粗石溪河口，出

河口即盛宝堡。大鱼泉是这个村最大的水源，它

发源于金龙坝，像一条织带穿村而过，也是恩施境

内第二大河流马鹿河的发源地，因“倒流三千八

百里”而闻名于世。生活在这里的村民用大鱼泉

的水灌溉两岸田地，金龙坝村被称为白果乡的

“鱼米之乡”。金龙坝村辖 ９个村小组，共计 ９５０
户３０８５人①，有汉族、侗族、土家族、苗族四个民
族杂居于此。截止 ２０１８年，金龙坝村共有 ５１个
姓氏，较大姓氏有：龙、陈、周、张、潘、杨、李②。龙

姓主要聚居茅坡和金龙坝龙家大院；陈姓主要聚

居在龙含宝、金龙坝上下两片；周姓主要聚居在榜

上和金龙坝上下两片；张姓主要聚居在龙含宝、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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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坝下片；杨姓主要聚居在柴家湾、焦家营和大岩

洞；李姓主要聚居在金龙坝下片；潘姓主要聚居在

阳寨岭。

在进入金龙坝村的第一天下午，我们去村部

拜访了村支书，他在介绍村里的基本情况时说到

村里有父子不同姓，村支书解释说这种情况在他

们这里叫“三代还宗”，比较普遍，在田野调查过

程中第一次听到“三代还宗”，那什么是“三代还

宗”呢？生活在这里的人又为什么要“还宗”呢？

带着这些疑问我开始了田野调查，调查中我们发

现三代还宗通俗讲就是指某一个人养父姓 ａ，生
父姓ｂ，那么他和他的儿子都要姓 ａ，但是到了他
孙子辈就要姓ｂ，而且孙子辈的再后代也一直姓ｂ
这样一种传宗接代的现象。随着访谈的深入才知

道，这一现象在当地还不是少数。今天的金龙坝

村依然保留着土家人传统的“三代还宗”的传统

风俗，当地人也将其称之为“二姓”“返祖”。

二　土家族人“三代还宗”的类型
“三代还宗”可以分为三种不同的类型。

（一）怀子再嫁

顾名思义就是女子再嫁时怀着或者带着前夫

的儿子到第二任丈夫家。在刚嫁进婆家时孩子就

随着第二任丈夫姓。等到这个孩子有了自己的孩

子，即女子的孙子辈的孩子必须姓回他生父的姓，

这样就还宗了。这种类型的还宗在金龙坝村有

３家。
第１家，张姓还宗为田姓。老大娘告诉我

们，她丈夫姓张，但是他们的儿子现在姓田。主要

是由于她丈夫的奶奶嫁入张家时肚子里已经怀着

他的公公，那时他的公公就随着张家的爷爷姓张

了，他们这一代也随着公公姓张，到了她的儿子这

一代已经是第三代了，所以就还宗，姓公公生父的

姓———田。如图１所示。

图１　 “怀子再嫁”普通类型图例
说明：张的奶奶在嫁入张家时肚子里正怀着田姓家的孩子。

当问及还宗姓田后张家的家族有没有反对，

他说张家不会反对的，这是风俗，已被大家认可和

接受，他们还宗后和张家的关系依旧。还有就是

他的婆婆在张家还生了一个儿子，这样张家也就

有后了。他们也就没什么意见，同时田家也希望

他们还宗，但是由于他们没有家谱，所以他们还宗

回田家按着现在的辈分起名字就可以了。“还

宗”的过程没有签订协议，只是口头约定，后人按

照老人的吩咐办事就可以了。

第２家，杨姓“还宗”为李姓。杨叔叔讲述了
他们家庭“还宗”的事宜。他的母亲当年嫁入杨

家时领着他的哥哥，肚子里怀着他。他哥哥由于

已经出生，所以没有改姓，依然随生父姓李，而他

由于还未出生，出生后就随继父姓杨。这种情况

下就产生了同父同母的兄弟却不同姓的现象，比

较特殊，也比较少见。他的母亲在杨家只生了一

个姑娘，姓杨。杨叔叔的儿子随他姓杨，他的孙子

辈是第三代人了就还宗姓李了。这样就等于杨姓

在他孙子的这一辈就彻底姓李了，杨姓事实上对

于这个家庭就不存在了，只能存在于记忆中。如

图２所示。

图２　“怀子再嫁”的特殊类型图例
注：杨叔叔的母亲在嫁入杨家的时候肚子里已经怀着李家的孩

子，所以他的养父姓杨，生父其实姓李，他的儿子随他姓杨，到了

他的孙子，即第三代就还回养父的姓，李姓。

第３户，孙姓还宗为罗姓。情况基本一样，在
此就不再赘述。

（二）过继养老

一些家庭由于夫妻个人原因未生养子女，将

邻居或者亲戚家的孩子领养或者过继到自己的家

庭中，过继来的孩子改姓养父的姓。这种由于养

老目的过继来的孩子年龄上无大小要求，有的是

在孩子很小的时候，有的孩子已经成人了，没有上

户口的就直接姓养父的姓，已有户口的需在村里

开具证明，在乡政府盖章，到派出所的户籍室办理

更名改户的手续。依然等到他的后代在第三代的

时候还回他生父的姓氏。在金龙坝村有两户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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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由于过继养老而“还宗”的。他们都是生活在

螃蟹阡的山上。一户是魏家，一户是洪家。魏家

是周家还宗家庭，由于周家没有儿子，就将魏家的

一个儿子认为干儿子，过继到周家为周家老人养

老送终，等到他们的这一代已经是第三代了，故而

在这一辈还宗姓魏了，而且他的后代也就跟着他

姓魏了，不再姓周。如图３标所示。
欧阳的父亲是洪家过继到欧阳家里来为欧阳

家的老人养老的，因为洪家与欧阳家是世代的老

邻居，欧阳家因女主人一直不生育，二老近五十

岁，膝下没儿女，他的爷爷就将他父亲过继到欧阳

家，为老人养老送终。那时他的父亲已经二十几

岁，过来后直接改姓欧阳，他也就相应地跟着父亲

改姓欧阳了。等到他的儿子这一辈就要还宗了，

而且洪姓家族也很希望他们还宗，并在家谱的记

录中也留下了他父亲及其后人的位置。当我问

到，在上户口方面会不会遇到麻烦，他说这都没啥

问题，他们在村委会开具证明，到乡政府盖章，再

到派出所的户籍室就可以办理改名或者户口登记

了。现在到他的孩子这一辈已经是第三代人了，

就改姓洪了。

图３　 “过继养老”类型图例
注：周家没有子嗣，将魏家的孩子过继到周家，改周姓，到了魏家

这个孩子的孙子辈又还回魏姓。

（三）男方入赘到女方

这一类型主要是指男方嫁到女方后要改姓女

方的姓，然后到第三代出生的孩子又要改为爷爷

原来的姓。“三代还宗”这一类型在金龙坝已基

本没有了，只是在老一辈人的生活中传承，在田野

调查的过程中发现有上门女婿的家庭，可他们已

不再随女方姓，孩子一出生就跟随父亲姓。

三　土家族人“三代还宗”的渗透与
影响

在金龙坝村居住着汉族、侗族、土家族、苗族

四个民族，由于这几个民族长期居住、生活在同一

个地方，他们在饮食方式上相近，没有宗教束缚，

也没有饮食禁忌，几个民族之间相互通婚，亲上加

亲，细述起来他们村的人都是亲戚，土家族人“三

代还宗”的风俗习惯也影响了其他几个民族的姓

氏走向。

“三代还宗”过程是一个相互接济、彼此共担

的过程。这一现象尤其在生活比较困难的早期与

子女较多的家庭常见。为了生计，能够给孩子一

个健全的家庭，母亲就会怀着孩子改嫁。为了感

谢养父的养育之恩，孩子本人这一代，他的孩子这

一代就随养父姓，一方面使养父觉得有做父亲的

欣喜感与责任感，另一方面会减少街坊邻居对养

父的异议。而到了他的孙子这一辈人，认为养育

之恩、父母之情已经报答，需寻回生父，找回自己

的根。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尽社会道义的责任，也

是对祖先的敬仰。

在金龙坝村，土家族人认为这是本民族的风

俗习惯，村民们对土家族人“三代还宗”这一风俗

习惯或者文化传承保持默认状态，能够做到“三

不”，即不反对、不干涉、不参与。这就使得土家

族人“三代还宗”的传承有了一个较为宽松的环

境：养父家族对于“三代还宗”持不反对态度。使

养子在还宗时不受养父家族的压力，能够顺利完

成“三代还宗”这一过程。生父家族对于即将“三

代还宗”的家庭持欢迎态度。生父家族的族人会

积极欢迎还宗的人，主要体现在：一是在家谱中留

有还宗的家庭的姓氏，还宗回来的家庭直接写入

家谱中；二是举办还宗的仪式，欢迎返祖。在家族

中有威望的族人会带领其一一重新拜访族人，表

示他们已经返祖还宗。

四　“三代还宗”的缘由
土家族人为什么到了第三代必须返祖还宗？

在传统文化与观念中，姓氏乃做人之本，姓代表

宗，宗代表祖，意在一脉相传。在土家族人观念与

意识中认为：如果三代不还宗，后代将不成人（不

成才），会影响后辈的发展。由于这一风俗习惯

已保留并传承甚久，三代还宗无论对于养父家庭

还是生父家庭都是无条件接受的。三代还宗对土

家族社会结构与社会发展意义重大。

首先，“三代还宗”是对自己生父与家族的回

归，这样有利于进一步回到生父家族人的视域中，

更有利于进一步融入生父的家族中。传统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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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认祖归宗对土家人的影响是深刻的，他们即使

在养父家生长、繁衍三代也不忘记自己的根。这

三代人，不仅是对养父养育之恩的报答，也是对养

父家的兄弟姊妹手足情谊的厚爱，更是对生父家

族血缘根深的回守，是对血脉传承的回归。无论

是“三代还宗”的本人以及家族的人，都抱着感恩

之心向养父家族道以厚谢。

其次，“三代还宗”是对自己子孙后代兴旺的

期许。每家都有一个美好的愿望，那就是希望自己

的子孙后代平平安安，兴旺发达。还宗就是不忘

祖，回到生父家族中就是为了让族人能够保佑他的

子孙成才。在土家族人的习俗、观念里，“三代还

宗”不仅是返祖的归途，还是对子孙兴旺、发达的保

佑，就像当地人说的：“忘祖了，后人怎能兴旺！”

最后，“三代还宗”是对土家族人传统风俗的

延续。每一个民族文化习俗都有其自身延续与传

承的过程，间断、丢失的情况常有，民俗保护离不

开民族文化传承的指引，民族文化传承亦需从民

俗保护中汲取能量；民俗保护与民族文化传承作

为我国文化建设的重要环节①。土家族人“三代

还宗”的习俗在现代社会依然存在并延续，这是

土家族人对本民族传统文化一直传承与保护的结

果，一方面体现了土家族人对认祖归宗的厚重观

念的重视，另一方面体现了土家族人对传统文化

的坚守。如果哪家需要返祖归宗的家庭的后代没

有进行“三代还宗”，那他就被视为不仅背弃了祖

宗，更割断了传统文化的链条。

结语

土家族人在“三代还宗”的过程中只有口头

的约定，没有书面的协议或者合同，依然能够世世

代代传承和延续，这是文化习俗的力量，也是土家

族人重视信用、信守承诺的良好品德。虽然在还

宗的过程中会受到一些其他社会因素影响，但是

土家族人一直将这一文化习俗世代延续，不仅体

现出土家族人对传统文化的保护，也折射出了土

家族人在婚姻家庭方面的观念，这对维系土家族

社会结构具有重要的作用②。同时，例如过继养

老这本身承担的是一种社会责任，土家族人用这

一方式解决了无子女老人的养老问题。这对于一

个民族的发展与社会的进步有着深远的现实

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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