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泱泱何氏，自汉迄今，历2000多年的繁衍发
展，可谓树大概深，枝繁叶茂，其先人及今辈宗
亲修过多少谱牒，因年深日久，时序变迁，多经
兵燹战乱，散佚者多、幸存者少，今已不可能窥
其全貌。现有文献可考的最早的何谱牒是《隋书
-经藉志-史部》中列的三卷本《何氏家传》及
《何顒使君家传》一卷的存目。（《隋书》系唐
代魏征，颜师古等人修撰，中列纪传85卷，成于
贞观十年〈公元636年〉，十志30卷成于显庆元
年〈公元656年〉）后《新唐书艺文志》中有二
卷本《何妥家传》（《新唐书》为宋代欧阳修等
人撰于仁宗庆历四年〈1044年〉至嘉佑五年
〈1060年〉）这些古老的谱牒今也已难觅踪影了。
现可见的何氏家谱多是隋唐以后修撰的，尤以清
朝和民国时期的居多。《中华何氏源流大典》抄
录的何氏牒谍目录中有《百家姓书库》载的150
种，有中华书局出版的《中国家谱综合目录》和
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图书馆馆藏家谱提要》中
的何氏谱目317种；上海图书馆家谱研究中心家
谱目录中的何姓谱135种及湖南省图书馆藏的何
氏谱11种，这11种谱还记录了各自的派源。以上
谱牒也只能是丰富的何氏家乘谱牒中的一小部分
而已。因为还有更多的何氏谱牒已失传或散落民
间未能入藏国家的图书馆和档案馆。（《中国家
谱总目》于2009年7月正式由国家出版，它是我
国现存各族家谱的总汇。）我们严塘何氏已五修
其谱，均未能列入其中。上述谱目中以《庐江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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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谱于2002年由浙江何德宝，广西何琼羽缩
印再版，分上、中、下三卷装帧。

何氏大同宗谱》收录的内容最广泛，篇帙最大，
从1918年至1921年历四年完成，统11省宗亲，共
152股(支派），其中安徽64股，江苏8股，江西
14股，河南4股，福建11股，浙江2股，湖北17股，
湖南10股，陕西1股，广东16股，广西5股。该谱
由何毓琪，何丙晟、何雯、何则霖任总纂，这些
人均是各省地方议员或官场要员，何毓琪在晚清
时官至二品。另有名誉总纂8人，收掌6人，分纂
28人，采集286人，编辑15人，校勘12人，都是
各地硕彦精英，当过总理兼外交大臣的孙宝琦为
宗谱作序，谱内还有朱熹，杨溥、王锡爵、孙承
泽、姚鼐、李鸿章、张謇等人的撰文。该谱在安
徽安庆市编辑成书，全书铅印4函，26册，2562
页，共500万字。其中卷一为序文，卷二至卷六
是世系图，卷七至二十六为传记、坟墓、宗祠、
选举、职官、艺文等。该谱以秦汉之际何允为受
姓一世祖，第九世何武（？—3年）为西汉庐江
刺史，封汜乡候，何氏遂著迹于庐江，第十七世
祖何桢任幽州刺史，由任城迁居于潜（潜：汉代
置皖县，晋为怀宁县，元代析置潜山县，地处安
徽西南部）子孙遂以庐江为宗。

近来有关何氏的姓氏书籍，出版了多种，其
中以《中华何氏源流大典》篇幅最大。该书由浙
江丽水的退休干部何德宝主编，他长年致力于姓
氏文化研究，据称曾历时20年，遍访25省市、数
百个县市的图书馆，档案馆等部门查阅和收集了
数以千计的国史，方志，谱牒中的有关资料，同
时，在编撰过程中还得到了不少何氏宗亲的热情
支持，或提供资料，或捐助资金，而致完成了伍



佰万字的宏篇巨著，可谓为1700万何姓人，作了
一件功德无量的大好事。其内容上及三皇五帝，
下至当代何氏名人传略，面及国内外，广收博聚，
遍涉何氏的由来、演变、迁徙、分布、郡望、宗
祠、传记、家训、谱牒等方方面面。当然，限于
多方条件，无论是该书或前面讲的《何氏大同宗
谱》，都是未能也不可能收罗所有我国何氏宗亲
的资料的，如我严塘何氏，自元善公至今已近
700年，其后裔数以万计，谱牒也已五修，憾均
未见者文字。《大同宗谱》也只不过是收罗了11
个省份中的部分何姓分支，如四川是何姓人聚居
的大省也未及收录。

据了解《中华何氏源流大典》的出版是与有
关单位协作发行的，受商业操作的影响较大，而
致编辑、排版、校勘均欠精细，在细读此书时，
令人感到内容芜杂，条绪欠清，错讹较多，甚至
一页文字中可见几十处的错讹，连姓名、年月也
多有差错，笔者在引用该书内容时，常要去与有
关史籍核对清楚方敢收录。这也许是当今“无错
不成书”的浮躁心理和垢病所致，诚愿它再版时
克服以上瑕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