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件摘录·

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局、教育部、文化部
文 件

（ 国档字【1987】第7号）

家谱是我国宝贵文化遗产中极待发掘的一部份， 蕴藏着
有关人口学、社会学、民族学、民俗学、经济学、人物传记、
宗教制度及地方史资料， 它不仅对开发学术研究有重要价值，
而且对当前某些工作也起着很大作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文件

关于协助编好《中国家谱总目》的通知
【2001】第29号

家谱是记载同宗共祖的血缘集团世系人物和事迹等方面情
况的历史图籍， 它与方志、正史构成了中华民族历史大厦的三
大支柱， 是我国珍贵文化遗产的一部分…… 对寻根认祖， 增
强民族凝聚力也有着重要意义。……

国家部、局及报刊论谱（文摘）
国家档案局、教育部、文化部关于协助编好 《中国家谱综

合目录》的通知
家谱是我国宝贵的文化遗产中亟待发掘的一部分， 蕴藏着大量

有关人口学、社会学、民族学、民俗学、经济史、 人物传记、宗
族制度以及地方史的资料， 它不仅对开展学术研究有重要价值，
而且对当前某些工作也起着很大作用。



但是， 由于国内收藏的家谱极为分散， 又没有专门目录，
因而长期以来国内对家谱的发掘、研究工作做得不多， 这与国外
学者、机构对中国家谱搜集不遗余力、研究多有 成果的状况很不
相称， 同时随着对外开放政策的实行， 许多根在大陆的台湾同
胞、海外侨胞的思乡之情日趋浓烈， 他们也亟需利用家谱来寻找
自己的血缘关系。

为了推动国内对家谱的研究利用， 发掘家谱这一祖国文化
宝藏， 改变我国家谱研究的内轻外重状况， 充分发挥家谱在学
术研究和统战工作中的重要作用， 国家档案局二处、南开大学历
史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图书 馆等单位拟将分藏于各
国书馆、博物馆、文化馆、档案馆 等单位的家谱编成一部比较完
整的《中国家谱综合目录》， 计划一九八五年底完成编纂工作，
公开出版。为了协助编好这一目录， 特请你能通知各地图书馆
（ 室）、博物馆、文管会、文化馆、档案馆（ 室） 等收藏单位，
将其收藏的家谱和所知道的个人收藏的家谱目录， 按照该书的编
辑凡例， 于一九八五年三月底以前报送国家档案局。个别藏量较
大的单位， 也不要迟于一九八五年六月底报送。特此通知

国家文化部办公厅关于协助编好

《中国家谱总目》的通知

摘自国档会【1984】7号文件
家谱是记载同宗共祖的血缘集团世系人物和事迹等方面情

况的历史图籍， 它与方志、正史结构成了中华民族历



史大厦的三大支柱， 是我国珍贵文化遗产的一部分。家谱蕴
藏着大量有关人口学、社会学、经济学、历史学、民族学、教
育学、人物传记以及地方史的资料， 对开展学术研究有重要
价值， 同时对海内外华人寻根认祖， 增强民族凝聚力也有着
重要意义。

摘自文化部办公厅2011年2月7日文件

家谱， 是宗族繁衍和活动的记录， 在我国源远流长，
对家谱的研究也就成为一门学问， 被称作谱牒学， 晚唐以
前的谱牒， 以官修为主， 以后转为民修。中国文化历来注 重
血缘传统， 注重历史经验， 所谓国有史， 方有志， 家有谱，
这是世界上任何国家与民族都不能与中国人相比的。中国传
统姓氏家谱追溯得姓渊源， 彰扬受姓始祖， 探索血缘演变记
录和传承脉络， 是中国文化尊重生命， 尊重历史， 尊重传统
的生动表现。对于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 具有特殊作用。从
历史角度来看， 宗族家谱还保存了很多政治、军事、经济、外
交、文化的史料， 对历史研究具有极高的参考价值。从社会角
度来看， 也有利于对当地社会、民族变迁的研究。

因此， 一些专家提出， 为了尽快把散落在民间的家谱收
集起来， 为我国的社会学、历史学、民俗学、人口学、民族
学研究提供一份宝贵资料， 为增强世界各国华人的凝聚力，
有着重要作用。尽快成立中国宗族家谱信息库， 使得家谱研
究适应信息时代的需要， 真正成为一门科学。

摘自1998年11月20日《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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