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代名人论谱

家谱专门辟有谱论一章，收录历代名人名贤对家谱论述以

及古代谱学经典的摘录，为本谱的撰写提供理论依据。主要是

摘录前代名人学者关于谱学理论的论述，对修谱的作用、功能、

意义、历史、原理和方法等加以阐述，其中尤以孙中山、毛泽

东、周恩来、邓小平等现代伟人和欧阳修、苏洵、朱熹、程颐

等宋代文学论述最为普遍。也有将明、清皇帝关于修谱的谕民

榜、谕民诏令等载入谱中的，作为另一种类型的谱论。

【孙中山论家谱】

《族谱》记述中华民族由宗族的团结，扩充到国家民族的

大团结，这是中国人才有的良好传统观念，应该加以利用。

——孙中山三民主义

欲兴民族，先从团结宗族人入手。

——孙中山《谈国、论家、论谱》

孙中山先生在论宗族组织中指出：“中国国民和国家结构的

关系：先有家族再推到宗族，然后才是国家......敬宗睦族的观念，

深入中国人的脑筋，若遇到亡国灭族的危机，他就怕祖宗血缘

断续，不由得拼命奋斗。有了民族的团结，还怕什么外患，还

怕不能兴邦吗？”



孙中山先生在年 1912 年 5 月曾赴广州参加孙氏宗亲会，并

发表演说：“一四万万同胞皆黄帝之子孙，其始均无所谓氏族者。

自人民繁衍，而姓氏生；姓氏生，而家族之见重，由是家族以

起。然此家族亦甚好，合无数之家族而即成为国家。”

【毛泽东论家谱】

搜集家谱、族谱加以研究，可以知道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

也可以为人文、聚落地理等研究提供宝贵的资料。

——摘自毛泽东《一九五七年在成都会议上的讲话》

研究现代史不能不去搞家史和村史，从研究最基层的家史、

村史的微观入手，这是进而研究整个宏观社会历史的基础。

——摘自《毛泽东读书》1964 年
【习近平论家庭家教家风】

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是重视家庭，重视亲情。家庭是社

会的基本细胞，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

不论时代发生多大的变化，不论生活格局发生多大的变

化，我们都要重视家庭建设，重视家教，重视家风。

发扬光大中华民族传统家庭美德，促进家庭和睦，促进

亲人相亲相爱，促进下一代健康成长，促进老年人老有所养，

使千千万万个家庭成为国家发展，民族进步，社会和谐的重

要基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