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你是否知道你家族的故事？
日暮途远，乡关何处？千山

万水，客从何来？这些或能在家谱里找
到答案。学习家谱，了解家谱，知所从
来，方明所去。在家谱的世界里，沿着
历史的脉络，聆听祖先的教诲，人们找
寻自己生命的坐标。

国有史，郡有志，家有谱。家谱，作
为家庭、家教、家风传承的重要载体，与
正史、方志一起，共同构建起中华民族
历史文献的三大支柱，是我国珍贵历史
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

近年来，随着“中华古籍保护计划”
的深入实施，家谱类古籍通过再造、数
字化、整理研究等多种方式得到科学保
护与开发利用，家谱中蕴含的历史人文
价值进一步彰显。

8月10日上午，“宝树繁花——巴蜀
家谱文化展”在四川省图书馆开幕，并
将持续到10月10日。本次展览由四川
省图书馆（四川省古籍保护中心）、重庆
图书馆（重庆市古籍保护中心）主办，得
到了中国国家图书馆（国家典籍博物
馆）的指导。

七个单元
展示90多种代表性家谱古籍

本次展览围绕家风、家教、家训的

传承与弘扬，策划谱牒生辉、巴风蜀韵、

皇族玉牒、名人谱萃、民族一家、稀见姓

氏、祖堂家影七个单元，通过实物展出

90多种代表性家谱古籍，综合运用文

献、图片、音视频、多媒体互动等多种展

陈形式，融合图文、短视频等多种数字

资源，集中展现家谱文化风貌。

巴蜀地区的家谱收藏成就斐然。

据四川省图书馆（四川省古籍保护中

心）馆员宋瑞介绍，四川省图书馆现收

藏有民国及以前旧家谱近700部，3000

余册，涉及16个省份的70多个姓氏；重

庆图书馆现有民国及以前旧家谱131

部，532册，涉及12个省份的52个姓氏。

热衷修谱
欧阳修苏洵用“独图式表谱”

不少文化名人作为族贤代表，十分

热衷于编修家谱，为长盛不衰的家谱编

修浪潮增添了活力。如出生在四川的

“唐宋八大家”中的欧阳修和苏洵就分别

纂修了《欧阳氏谱图》和《苏氏族谱》。这

些名人所修家谱及所撰序跋，是弥足珍

贵的文献资源，蕴含着深厚的历史文化

和家族记忆，体现了他们的哲学思想、家

国观念、道德准则、教育理念，为丰富灿

烂的家谱文化增添了别样魅力。

欧阳修从司马迁《史记》的“表谱”

形式得到启发，首创《欧阳氏谱图》；而

苏洵则在欧阳氏的基础上改进创修《苏

氏族谱》。在本次展览展出的展品中可

以看到，这两家家谱的体例形式均为世

系和世表相结合的“独图式表谱”，在内

容上均以“谱系”为主线，以“牒注”为辅

助，构成谱与牒的组合体；在排列上从

上至下按“高曾祖父子”依次布局，从右

及左由兄及弟不断延续。两者在形式

上的主要区别在于：欧阳谱是“世代分

格”，即每世每人都占有一格，将人物的

世系和世表组合于一格之内。苏谱则

是“垂珠体”，取消了欧阳谱每人一格的

形式，而是上下父子之间用“垂线”纵

贯，左右兄弟之间用“横线”相连，形成

以一个页面为一张大图表，如同倒置的

树形，寓一本而连万枝之意。

四川地多腴壤，物阜民丰，素有“天

府之国”的美誉。自古以来，孕育了许

多历史名人，如文翁、司马相如、扬雄

等，更有众多文化世家，他们以经、史、

百家之说传家，以孝悌忠义为修身立德

之本，睦族亲邻、行善乡里，倡节俭、重

执业，形成了“忠义爱国、耕读传家、清

正廉洁、孝亲敬长”的巴蜀家风。

宋代，有眉山苏氏家族以持正立

节、诗书传家，造就了苏洵、苏轼、苏辙

“一门父子三词客，千古文章四大家”，

形成了“读书正业、仁慈孝爱、非义不

取、为政清廉”的“三苏”家风。明代，新

都杨氏家族的“四重”“四足”家风成就

了以杨春、杨廷和、杨慎为代表的“一门

七进士，宰相状元家”，而杨慎更在临终

遗训里教育后代：“临利不敢先人，见义

不敢后身。”清代大儒刘沅，以《豫诚堂

家训》和《蒙训》，会通“天下为一家，中

国如一人”“正心乃修身，齐家而治国”

的家庭教育与社会治理的道理，形成以

“槐轩推十学”为核心，精于琴棋书画百

科六艺的学术家族。

特色鲜明
巴蜀家谱彰显移民记忆

自先秦时期开始，巴蜀地区便大量

吸引外来移民，每逢战乱，便有大批移

民避难入川。明清时期，出现大规模移

民潮“湖广填四川”。大量移民从湖南、

湖北、江西、福建、广东、广西等地出发，

携家带口进入四川糊口谋生，为四川地

区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植

根于华夏民族内心深处安土重迁、落叶

归根的观念，让他们不愿意忘却这段刻

骨铭心的移民历史，于是就记录在数不

清的故旧家谱之中，成为绝大多数四川

人的集体记忆。

正因为移民历史的特征，巴蜀家谱

也具有一些独有的特性。比如因为始

祖多是在清初才迁入四川，所以现存的

巴蜀家谱多是清道光以后修撰的，年代

较近；同时有不少家谱直接称作“蜀

谱”，突出强调地域性；也正是由于入川

的历史相对较短，宗族人口相对较少，

使得巴蜀家谱中记载的世系较短，一般

册数较少，绝大多数在10册以内。但巴

蜀家谱记载的内容却十分丰富，有关于

先祖迁居创业过程的叙写、关于女性祖

先的传记、对重大历史事件和地方社会

的记录等，这都是其他地区的家谱所少

见的。

综观现场展出的巴蜀家谱，还有不

少精美的手抄本家谱、稀有姓氏家谱、

少数民族家谱等，不仅见证了巴蜀丰富

多彩的家谱文化，也为四川的历史研

究、社会学研究、文化研究提供了宝贵

资源。

展品丰富
从“皇族玉牒”到生僻姓氏

本次展览中的“皇族玉牒”单元，展

示的是中国古代皇帝的部分谱牒。皇

族谱牒也称为玉牒。从秦汉时起，皇族

谱牒编修和管理制度逐步开始建立完

善，朝廷设置宗正一职，专事皇族事务

管理和皇族谱牒纂修。

历代皇族谱牒均属当时国家高度

机密，除皇帝本人和极少数宗亲、高官

外，其他人均不可览阅。殊为可惜的

是，宋以前的所有皇族谱牒均已亡佚。

从展出的皇族谱牒可以看到，其开本阔

大，装帧富雅，迥非民间家谱可比。同

时，因其记载对象特殊，文字信息丰富，

有着极高的历史文献价值，故而弥足

珍贵。

据资料统计，古往今来，中国人约

使用过23000余个姓氏，有单姓、复姓、

三字姓、四字姓等，形成了蔚为大观的

姓氏文化。伴随着历史进程，许多姓氏

因迁徙、战乱、灾荒、瘟疫、避祸、避讳、

民族融合等原因而消失在历史长河

中。现存的4000余个姓氏中，又有一些

姓氏因人数稀少，为大众所陌生，成为

生僻稀见姓氏。本次展览展出四川省

图书馆馆藏若干生僻稀见姓氏家谱，如

别、闵、亢、茹、门、漆、钮、劳、补、於、仲、

晏、蓝等姓，观者可一览生僻稀见姓氏

风貌，令人大长见识。

家族百科全书
国家历史文献重要组成部分

家谱，亦称族谱、宗谱、家乘、世谱

等，是以血缘关系为纽带，记录家族的

世系繁衍、迁徙发展、婚姻仕宦及文化

素养等方面的历史图籍，彰显家族价值

追求、气质风貌，堪称家族的百科全

书。家谱既是国家历史文献的重要组

成部分，也是中华民族精神血脉赓续、

文化传承的重要依托。

宋代以前，家谱以官修为主，主要作

为官吏铨选和巨姓望族婚姻门第参考的

依据。宋代以降，私家修谱日渐兴盛，家

谱的编纂主要转为说世系、序长幼、辨亲

疏、尊祖敬宗、睦族收族。明代，家谱体

例臻于成熟和完善，奠定了后世家谱基

本格局。清及民国，中国家谱数量之多、

质量之高、内容之丰富、卷帙之浩繁，堪

称中国家谱发展的高峰时期。当前世界

各大图书馆收藏的中国家谱总数约有三

四万种之多，而散布在中国民间的家谱

更是浩若繁星，不胜枚举。

家谱大体包括谱序、凡例、谱论、恩

荣录、像赞、姓源、族规家训、祠堂、五服

图、世系、传记、族产、契据文约、坟茔、

名迹录、仕宦录、年谱、艺文、字辈谱、领

谱字号、余庆录等内容。

家谱乃家族之史，一个家族的生命

力在于其世代繁衍，生生不息；一部家

谱的生命力则在于其世代赓续，递修不

辍。按照中国传统惯例，修编家谱一般

是60年一大修，30年一小修。目前所

知，族谱中续修最多者有20余修。然因

天灾、人祸诸等不虞，时有中断者，能全

部完整保留下来的绝少，多已成断简残

帙，甚至散佚无寻。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张杰
见习记者 袁子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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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修、苏洵如何修家谱？
到省图书馆看“巴蜀家谱文化展”

展览现场的三苏像

“宝树繁花——巴蜀家谱文化展”现场

展出的家谱 “祖堂家影”单元展区

眉山苏氏家族世袭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