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是谁？从哪里来？”家谱能告诉你答案！

穿越时空的“家族聚会”
重修家谱热，寻找自己家族发展的“基因图谱”

□ 记者张铮 通讯员杨淑雯

“我们积极响应号召，把珍
藏 100 多年的家谱无偿捐赠出
来，拿到《收藏证书》我们也感
觉很自豪。”4 月 2 日，襄城县颍
阳镇洪村寺村村民李永超捐赠

《李氏家谱》后，激动地说到。
不 久 前 ，中 共 许 昌 市 委 党

史和地方史志研究室发布“征
集令”，面向社会征集家谱。活
动开展以来，受到社会各界积
极响应。许多市民为丰富许昌
谱牒文献贡献了力量。

在 古 代 ，家 族 是 社 会 的 基
本单位，家谱是记录家族成员
和家族历史的重要手段。通过
家谱，人们可以了解自己的家
族 历 史 ，家 族 成 员 的 姓 名 、籍
贯、血统关系等信息，从而维护
家族的传统和血脉。同时，家
谱 也 被 视 为 家 族 的 荣 誉 和 象
征，具有强烈的家族认同感和
归属感。

那 么 ，我 市 为 何 开 展 家 谱
征集活动？中共许昌市委党史
和地方史志研究室主任郭汶青

说，中国记载历史的文献有三
大类，国史、方志和家谱，家谱
也是记载历史的重要载体。家
谱除了记录族人的血脉繁衍，
也记录了村落的变迁、族人大
事记、家训家规，但家谱产生于
民间也保存于民间。

河南是中国姓氏的重要发
源地，而许昌地处“中原之中”，
从中华民族的三大人文始祖黄
帝、炎帝和蚩尤，到夏、商、周；
从许地、许国、许县、颍川，到今
日的许昌，处处都留存着中华
民族的印记。其中许、方、雷、
高 、牧 、夏 、禹 、启 、杜 、翁 、康 、
翟、陈、褚等 30 多个姓氏源于许
昌。

“ 我 们 这 里 保 存 的 家 谱 还
很少，仍有很大空缺。”郭汶青
说，希望通过征集家谱，使家谱
不断丰富，这样不仅能方便各
界群众查阅，还能促进各地同
姓联谱、寻亲，也可以保留民风
民俗记载，为社会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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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 话 说 ：“ 乱 世 藏 金 ，盛 世 修
谱。”

近几年来，在中原兴起了“修
谱热”，一些有文化的老同志退休
后想为家族出一点力，纷纷从事重
修家谱的工作。

除了纸质家谱，记者发现，这
两 年 网 上 也 兴 起“ 电 子 家 谱 ”热 。
各类家谱网站一个个冒出来，家谱
网、中国家谱网、百姓家谱……网
上修家谱正热。借助网络技术，以
前 30 年乃至 50 年才重修一次的家
谱，如今可以随时更新，不少年轻
网民饶有兴趣地上网寻根。记者
登录发现，这些网站都有现成的模
板，分清辈分、填入姓名即可，登录
者只需填写简单资料就能创建一
棵“家族树”。

采访中，屈保卫还向记者介绍
了现代修谱的一些新变化，其中变
化最大的是，修家谱不再“重男禁
女”。在封建社会，女人是进不了
家谱的。而现在续修的家谱中，开
始有新的时代特色，不但女性可以
进入家谱，而且优秀的女婿也可以
进家谱。在家谱中的位置和篇幅

并不以地位论，而是以对社会的贡
献来决定。

一个家族可以通过多种方式
形成凝聚力，但是修谱建谱是最有
凝聚力的途径。古人认为，家谱有

“聚其骨肉以系其身心”的教化作
用。修撰家谱过程中，加强了家族
内各家庭之间的交流沟通，增进了
家族内部的彼此了解和信任，凝聚
了人心。

“家谱是活的精神，涵育了家
族的文化，也注入了家族的情愫。”
郭汶青认为，在修家谱寻根的过程
中，前人的奋起、磨砺、责任，成为
重要的精神财富。家谱的使命就
是“承前启后”，把家族精神代代相
传，其中的家风、家训更有强大的
教 化 作 用 ，让 一 个 家 族 不 偏 离 主
线。

“亲不亲，故乡情。”如今，人们
纷纷走出家门甚至走出国门，遍及
天涯海角。人在他乡，路人不如乡
人，乡人不如亲人，有了家谱哪怕
你走到天涯海角，都可以感受到血
肉亲情。

家谱是传承文化的载体

寻 根 问 祖,是 中 国 的 文 化
传统，中国人自古重视家的根
系源流。每一个生命叶片，都
因“根”的滋养，而愈发充满生
机。除了名人传记外，家谱让我
们看到了普通百姓的家族变迁。

家谱是什么？是在连绵不
断的家族史中给每个人一个有
所归依的位置。浸润了血浓于
水的寻根之情，不管过了多少
年，都会有人知道你，记住你，
认可你，哪怕你再平凡卑微。

禹州市家谱文化研究会会
长楚长江曾经编写了《禹州姓
氏》一书。在参与编写《楚氏家

谱》时，他对楚姓的来源以及生
活在许昌的楚姓有哪些故事进
行了深入考究。

“我们这支楚姓居民，是从
荥阳迁到禹州市鸠山镇楚黄庄
村的。”楚长江说，明末清初，豫
北荥阳楚姓一支为躲避战乱漂
泊至此后，历经 400 余年时光，
如今已是枝繁叶茂，楚姓居民
占全村总人口的 80%。

屈原《九章》云：“鸟飞反故
乡兮，狐死必首丘。”这句话说
的就是人们的寻根溯源情结。

屈保卫是建安区小召乡大
屈村村民，也多次参与续修《屈

家谱是宗族之根

发布“征集令”为许昌存史

“我是谁？从哪里来？”
家谱是平民百姓的史册，

被称为老百姓的“小史记”。它
不仅关乎血脉，更关乎记忆、文
化、传统等。

自中共许昌市委党史和地
方史志研究室征集家谱活动
开展以来，记者在采访中发
现，不少家族开始重修家谱，
以寻找自己家族发展的“基因
图谱”。

那么，许昌为何要发布“征
集令”？家谱是什么？带着诸
多问题，记者进行了采访。

核心
提示

氏家谱》。“这个家谱最早是从清道
光年间开始编写的，每 12 年续编一
次。”屈保卫说，他们村有村民 2960
人，其中 90%的村民都姓屈。

那么，许昌的屈姓和屈原有何
渊源？“家谱序言上很明确地写着，
我们是‘三闾大夫’之后裔。”屈保卫
说，他们这支屈姓是元末明初从山
西洪洞迁到这里的，经过几百年的
繁衍生息，目前是许昌屈姓人比较
多的村庄。

2019 年 端 午 节 ，来 自 郑 州 、开

封、许昌等地的 200 多名屈氏后人
会聚许昌护城河畔，以古代祭祀礼
仪祭奠屈原，并开展与端午节有关
的民俗活动。

当时组织活动的许昌屈氏宗亲
会会长屈福彬提到，许昌的屈氏宗
亲主要是在宋代由屈氏分支迁徙而
来，后人现多聚集在建安区小召乡
大 屈 村 ，村 里 的 屈 姓 村 民 有 数 千
人。经过中国屈原研究会的考证，
河南的屈姓人应该是屈原第三个儿
子的后人。

李姓村民（右一）捐赠《李氏家谱》李姓村民（左一、左二）向中共许昌市委党史和地方史志研究室
工作人员介绍家谱修订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