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魏晋、南北朝时，门阀制度盛行，家谱成了
世族间婚姻和仕宦的主要依据，于是修谱之风盛
起，可谓“人尚谱系之学，家藏谱牒之书。”至
唐、宋年间，所修谱牒愈臻完善。到明、清时期
谱牒就更为普及了。中国五千年的文明史，赖国
史，方志和家谱的记载而传承，“尚姓氏、重谱
牒”的世风，“认祖归宗、慎终追远”的民俗，
薪火相传，承载着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和人伦美
德，在民生意识中葆蕴着旺盛而永续的生命力。
近60年来虽曾经历过“革命”的洗礼，和“文化
大革命”中的劫难，但在“拔乱反正”、“改革
开放”的30年来，续谱建祠之风。又在中华大地
上蔚然兴起。一些姓氏不惜人力物力联修全国通

谱牒，名称繁多，如宗谱、家谱、家乘、世
谱、族谱、房谱、支谱、会统谱、统宗谱等等。
它是以记载父系家族世系，以人物为中心的历史
图谱。由古代记载帝王诸侯世系、事迹逐渐演变
而成民间赖以“明地望、分宗支、表世系、序长
幼、辨亲疏”的家族生命史。过去谱牒中大都以
记载家族的来源，迁徙轨迹及其生息、繁衍、婚
姻、文化、族规、家训等为主要内容。

何氏谱牒
谱牒缘起

现可见到我国最早的谱牒是《世本》，是战
国时的史官所撰，记载自黄帝迄春秋时期，列国
诸侯大夫的氏姓、世系、居（都邑）、作（制作）
等内容。原书在宋代散佚，清代有钱大昭、王谟、
孙冯冀等多人的辑本，1957年商务印书馆合印成
《世本八种》。



谱。

当今政府有关部门及媒体舆论对谱牒均持肯
定。2000多万字的《中国家谱总目》已由国家在
2009年正式出版。

据2009年9月25日《新华社每日电讯》和
《中国剪报》报导，历时10年，耗资数千万元而
成第五次续修的《孔子世家谱》已正式出版面世
便是一例，该谱录入了自孔子后延续86代200多
万子孙，其中包括14个少数民族的孔姓儿女，还
收录了20多万孔氏女性，及5万多港、澳和海外
孔子后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