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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源“老张家”的那些事儿
张姓是中华大姓，人口近亿，在全国各省市

自治区，排名基本不出前五位，张姓随处可遇，
不奇怪，只是，在辽蒙冀三地交界的凌源，张姓
尤多，这就是一个值得关注的“文化现象”了。

凌源张姓人口众多的历史解析

凌源张姓多，与其临近的河北省有直接关
系，因为张姓起源于隶属今河北邢台的清河县，
清河有张姓祖祠。历史上的张姓，在河北势力
不小，例如“张家口”这个地名，为什么不叫李家
口、刘家口、王家口呢？您琢磨琢磨。

张家口域内过去有个县，现改为区：宣化
区。宣化在辽史学界非常有名，因为那里有出
辽墓：宣化辽墓。

宣化辽墓不是契丹人的墓，而是汉人墓，是
辽代官绅张世卿、张文藻、张世古等人的家族
墓，张家曾与耶律氏联姻，所以，宣化张氏墓地
里也埋契丹人，张家的契丹媳妇。

在辽代的中央政权里，韩刘马赵为汉人四
大姓，特别是韩姓，在大辽朝可谓“一人之下，万
人之上”，大辽摄政王、堂堂二当家，那赫赫威
权，不是清代多尔衮比得了的！

不过，辽代的汉姓四大家族也存在一个共
同问题：“胡化”，太严重了。也就是说：权力有
了，地位有了，财富有了，面子有了，但你的祖宗
是谁呢？你的民族之根、文化之根在哪儿呢？
你是“韩德让”而不是“耶律隆运”呢！

张姓则不同。张家认为，我们可以臣服契
丹，我们尊重现政权，我们认可民族融合，我们
可与耶律拉亲家……但，我们是汉人，炎黄是我
们的先祖，所以我们要读汉书、说汉话、遵循汉
人的生活方式、信奉汉人的三观理念，而且，我
们必须姓张，永远姓张，行不更名，坐不改姓！

因为这份坚守与穷志气，人口众多的张姓，在
辽朝的政治地位很一般，拼死拼活熬个小官小吏，
到了辽代晚期，还出了个加速辽朝灭亡的张孝杰。

自张姓有史料记载的祖宗“挥”（黄帝之
子），一个不盯老爸位置、不跟兄弟抢权的老实
巴交造弓箭、甘于寂寞搞发明的人开始，许多张
姓之人形成了这样的价值取向：当手艺人、做劳
动者、成为承上启下的“职场中层”。

这个理想实在是太不高大上了，与中华诸
姓比实在太没亮点了，但当您翻阅中华千年史，
各朝各代，无论谁当家，张姓无处不在，而且所
起的作用相当的微妙与重要。如在十六国的大
动乱时代，被四面围攻，仍无比艰难地维系华夏
文明根脉的，正是西北的前凉，西北的“张”。

宣化辽墓之所以有名，因为它保存了“汉人
的传统”。在色彩缤纷的宣化辽墓壁画中，画中
人几乎全是汉人，汉人的衣冠、汉人的器皿、汉
人的饮食、汉人的乐器……只有几个契丹人，小
孩，端茶送水、备马升炉、打杂儿的。

别看宣化辽墓是汉人墓，但对外名气，可不
逊于任何一座契丹辽墓！在辽史界，若不知宣
化辽墓，将被嗤之以鼻，视为外行。

宣化墓室中出土的大量珍贵文物和精美壁
画，引起了国内外学术界的广泛关注。辽史专
家纷纷来宣化，对此墓的各个课题展开研究，著
书立说，把宣化辽墓誉为“地下艺术长廊”、“文
化艺术宝库”！中国文物代表团曾携带宣化辽
墓壁画摹本和出土文物出国展览，引起了轰动。

在匈奴、鲜卑、羯、氐、羌占山为王的纷乱时
代，弱势的张氏，在甘肃武威，用“文化”顶着；

在契丹人当家的辽代，不过是干活的、小中
层的张氏，在河北宣化，用“文化”顶着；

……
后世之人赞武威，赞宣化，到底赞什么呢？究

其实质，就是赞古代汉人张氏那份“不合时宜”的
良知坚守，赞张氏那份“不随波逐流”的穷志气！

宣化辽墓里葬着的那些张姓之人，就这脾
气，如张世卿，辽代归化州（今宣化）清河郡人，
汉族，地方绅士。

辽代大安年间宣化遭灾，饿死者无数，张世
卿拿出谷物2500担，以解灾民之难。为此，辽帝
特授其创业右班殿直，之后又累升到银青崇禄
大夫、监察御史、支骑尉等官职，张世卿死后葬
于宣化城西下八里辽墓群中。

其子张恭谦任辽国枢密院留承，并与耶律氏通
婚，是辽代“以汉治汉”、“辽汉亲善”的一个范例。

宣化张氏，与邻友睦，乐善好施，为人正直，
急公好义，而凌源的张氏，是与这枝辽代张姓血
脉相连的。

辽宁的张姓，若是外迁户，主体应从河北而

来，而非山东。河北有张家口、辽宁建平有张家
营子、康平有张家林场……他（她）们中的很多
人，祖先是河北人，而非山东人。

只是，过去没有辽宁省、河北省的行政区
划，这个区域的品牌标志性国号，是大辽国，再
早一点，是大燕国，因此，辽宁张氏是古辽人、古
燕人，是血统纯正的土著居民、土著汉人。

所以，当人数众多的凌源张氏跟您讲辽宁
历史时，须内心敬肃，洗耳恭听。

凌源张氏历任辽代榆州刺史

辽宁的城镇化建设及其密集程度，在全国
位列前茅，这可不是从今天开始的。

真正意义上的辽宁城市群，是在辽代出现
的，今日辽宁的许多城市名，是辽人起的，例如
朝阳叫霸州、北票叫川州、建平叫惠州、喀左叫
利州、凌源叫榆州……锦州，今天还叫锦州。

当年的古榆州刺史，相当于今天的凌源市
长，姓张，名字起得很“现代”：张建立。

张建立死后，他的两个儿子张彦英、张彦胜
先后接班，刺史之位，父子相袭，张家治下的凌
源，百姓的幸福指数很高，活得很开心、很快乐。

上述信息的考证者，是凌源文化局的张龙
兴老师，他看了很多书，查阅了很多文献，并把
这些封尘的历史信息，一条条梳理出来，很珍
贵。

张氏管凌源时，重视农业生产。凌源处于
大凌河、青龙河两大水系间，水源充沛、水草丰
美、土地平旷、气候适宜，特别适合耕种稼穑。
所以，辽代的凌源人，家有余粮，吃喝不愁，周边
地区都闹过饥荒，在凌源没听说过。

张氏管凌源时，重视商贸交流，建过“榷
场”，鼓励老百姓做生意。所以，辽代的凌源人
不差钱，但“凌源不穷”这件事，现在反而知者不
多。

凌源出土的古钱特别多：秦半两、汉五铢、
清通宝……古代的凌源人还自个“造钱”，居然
造出八边形的铜币，谁见过？

有人在凌源发现过一枚特殊的秦汉古钱，
错版钱，俩钱没铸好，叠一块儿了！当年，这是

“废钱”，现在却增值了，一枚过千。
家有粮，又不缺钱，张刺史就鼓励百姓“玩

文化”：修佛塔（十八里堡塔）、做鼓乐（榆州鼓
乐）……辽代张氏给凌源打的“文化底”，挺厚。

直至今天，凌源人还爱看皮影、看平剧，一
看一个月，遗风犹存。

凌源人感戴张氏之功，为张氏父子建了“三
官庙”，以纪念张建立、张彦英、张彦胜。

凌源张鹏飞曾与张作霖分庭抗礼

在辽宁地面，历史上出过很多“王”，基本上
是胡姓王，汉姓王则屈指可数，仅三家：公孙氏、
冯氏、张氏。

《三国演义》家喻户晓，实际上，当年是“四
国”，除了魏、蜀、吴外，还应包括建都襄平（今辽阳）
的公孙燕国，燕王为公孙渊，后被司马懿灭了；

这之后的十六国时代，出现一个建都龙城
（今朝阳）的冯氏燕国，史称“北燕”，坚持了 29
年，后被北魏灭了；

辽宁最后的汉姓王，也是最后的“东北王”，
就是中国人很熟悉的“二张”：张作霖与张学
良。张作霖殒命的“皇姑屯事件”、特别是张学
良引爆的“西安事变”，是中国近代史的分水岭。

在东北张氏政权里，除二张外，还有若干需
要注意的“张”，如果说张作霖、张学良父子是

“海城张”，那么张作霖的结拜兄弟、后任伪满洲
国总理大臣的张景惠则为“台安张”，当过朝阳
镇守使的张鹏飞算是“凌源张”。

张鹏飞的名号鲜为人知，他的位置却不可
小视，何谓“朝阳镇守使”？以今天视角看，相当
于辽西军分区司令。

从大面上讲，张鹏飞属“奉系”，但他可不是
张作霖的嫡系班底，他是自己拉人马，凭个人本
事起家的。当时以医巫闾山为界，辽东归张作
霖，辽西归张鹏飞。

一笔，竟然写出了两个“张”，早晚是要兵戎
相见的！果然，张鹏飞最终死于一场至今说不
清细节的“奉系内讧”，他死于“谋杀”。

张鹏飞的史料记载很少，如下：张鹏飞(1876
一1927)，又名张翘，热河凌源（今属辽宁省）人，

中华民国军事将领。张鹏飞生于清德宗光绪二
年(1876 年)，出身富有家庭。民国二年（1913
年），张鹏飞任凌源县议会议员，后混迹官场，亦
官亦绅。1925 年 4 月，张鹏飞任热河省全区保
甲总办。10月，任热河承平镇守使兼陆军第三
混成旅旅长。同年冬，张鹏飞率从保甲改编而
来的七个营的兵力进占朝阳县，任朝阳镇守
使。任内，曾就阜新县的归属而同奉天省行政
公署几次交涉。1926年，汤玉麟任热河督军后，
张鹏飞遭逮捕。1927 年，张鹏飞在热河承德病
逝，终年51岁。

从这些记载看，张鹏飞是自己拉的人马；镇
守使之位的获得，属“先斩后奏”；朝阳，是他率
兵抢过来的；他还和张作霖争过阜新，他与辽东
奉系的矛盾很深。

据凌源李志先生讲，张鹏飞曾想拍张作霖
的马屁，派一营人马护送张作霖的财宝去奉天

（今沈阳），哪想到那营长见财起义，杀了张家
人，抢了张家宝，跑了……张作霖勃然大怒，张
鹏飞不幸成了替罪羊！

而据官方史料分析，张鹏飞是栽在张作霖
的铁哥们汤玉麟手里的，汤玉麟当上热河督军，
一山不能容二虎，必然对坐地户张鹏飞下手，这
是张鹏飞必然的宿命。

这里需要讲一下“热河”与东北的区划。在
中国近代史上，“东北的省”规划很乱。日本侵
略者曾给东北划了大大小小 19个省，如用心叵
测的“间岛省”，等于把东北大卸八块了！

日本侵略者倒台后，东北区域划为 6省：黑
龙江省、松江省、吉林省、辽东省（省会在安东）、
辽西省（省会在锦州）、热河省；再后来，东北变
为4省：黑龙江省、吉林省、辽宁省、热河省。

热河是个地盘很大的省，后来热河省被拆
解了，张家口随了今河北，内蒙收了今赤峰，至
于朝阳啊、阜新啊，就并入辽宁。

当年，张鹏飞吃定朝阳后，又与张作霖争阜
新，他是占了上风，却也招来了日后的杀身之祸。

仅此而言，当年的奉系联盟中，存在一个
“奉天帮”、一个“热河帮”，“奉天帮”的舵主是张
作霖，“热河帮”的老大是张鹏飞。

二张斗法，最终，“奉天帮”笑到了最后。

沙果子沟村里的“张家老宅”

张鹏飞祖籍河北围场，如前所述，张氏在河
北势力很大，这种情势从辽代就开始了。

如果把辽宁作为一个近代移民省，那么辽
宁张氏就又存在一个“山东张（张作霖）”与“河
北张（张鹏飞）”的区分。

张鹏飞当年势力北进，就在凌源选了一处
风水宝地，作为家族安身之所，留个后路。据
说，当年他来今凌源河坎子乡沙果子沟村，见一
头吊晴白额猛虎卧于此，一眼相中此处，这是旺
家吉地啊，一眼缘，就这儿了！

凭心而论，此地叫“沙果子沟村“，太通俗，
太不上档次，应叫“张家台卧虎地”，名字才既响
亮又大气！

沙果子沟村的张氏老宅犹在，依山而建的
高大石墙、旧屋、石臼、马槽、仓库皆在，那气派，
一看就是大户人家的底子。

这个村的百姓，大多姓张，张鹏飞的直系、
旁枝，俱在，当年的有钱人，今天的普通人。当
地人杨印讲，这里的张家，旺了三代。

后来，张氏遭了劫难惨遭洗劫，“老张家那
是真有钱呢！听老人讲，美元，当了糊墙纸；齐
白石的画，剪成了鞋垫子……”杨印回忆道。

杨印也得过一件老张家祖宅的“物件”：好
像是几件书画。他没当回事，以很便宜的价钱

“半卖半送”给了一位外地的朋友，后有明白人
提醒，那书画老有讲究了，传世之宝啊，哪能卖
啊？！他再找朋友要，再也要不回来了。

张鹏飞虽然倒了，但凌源张姓的面子还
在。如民国时凌源安权子乡魏沟的张姓女子，
全嫁给财主、军官级别的人，过去特别讲究门当
户对。凌源市内有个姜家大院，当年主政的女
人，不姓姜，姓张。

姜家大院后来拆了，一个精明的南方人把
木料买走，回到南方建古宅，宣传本土文化。

也显贵过、也风光过、也破败过、也折腾过
的张鹏飞后人，三穷三富走过来的凌源的“老张
家”，终于明白一个似乎谁都懂，其实没几人真
明白的大道理：热闹一场终是散，平平淡淡，才
是真呢！

辽沈晚报主任记者 张松

凌源河坎子乡沙果子沟村张家老宅的高大石墙。 辽沈晚报主任记者 张松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