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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
起
家
谱
，
大
家
都
不
陌
生
，
不
少
人
家
里
还
保
存
着
家
谱
，
它
是
一
个
家
族
起
源
、
世
系
传
承
、

迁
徙
以
及
家
族
人
物
等
情
况
的
历
史
记
录
。

中
国
人
重
视
家
庭
，
重
视
家
族
。
在
中
华
民
族
的
历
史
上
，
家
谱
是
影
响
人
数
最
多
、
影
响
时
间
最
长
、

影
响
面
最
广
的
书
籍
之
一
。

最
早
的
家
谱

汉
代
以
前
记
录
王
室
贵
族

家
谱
只
是
人
们
最
常
用
的
说
法
。
在
某
种
意
义
上
讲
，
家
谱
是
人
另
一
种
意
义
上
的
“
身
份
证
”
，

一
种
证
明
自
己
家
族
归
属
的
身
份
证
明
。
根
据
记
载
，
族
群
的
范
围
与
家
谱
属
性
的
不
同
，
较
常
见
的
名

称
还
有
宗
谱
、
族
谱
、
家
乘
、
家
牒
等
。



广
义
地
来
说
，
记
载
家
族
世
系
的
文
字
都
可
以
叫
家
谱
。
司
马
迁
在<

史
记
》
中
，
较
为
详
细
地
记

录
了
五
帝
的
世
系
和
夏
、
商
、
周
三
代
王
室
的
世
系
。
对
于
这
些
世
系
的
可
靠
性
，
尤
其
是
夏
商
及
以
前

各
朝
世
系
的
可
靠
性
，
过
去
学
术
界
是
有
怀
疑
的
，
而
殷
墟
甲
骨
文
的
大
量
出
土
改
变
了
学
术
界
的
怀
疑
，

甲
骨
文
的
记
载
证
实
了
《
史
记·

殷
本
纪
》
中
有
关
商
王
世
系
的
记
载
是
基
本
准
确
的
。

然
而
，
司
马
迁
能
够
准
确
地
记
录
这
些
世
系
，
显
然
必
须
要
有
谱
牒
作
为
依
据
，
否
则
的
话
，
生
活

在
汉
代
的
司
马
迁
很
难
对
三
代
时
期
的
世
系
做
出
准
确
的
记
载
。
从
《
史
记
》
中
对
夏
、
商
、
周
世
系
记

载
的
完
整
性
看
，
夏
、
商
、
周
三
代
当
初
应
该
都
有
记
载
王
室
世
系
的
家
谱
资
料
。

中
国
现
存
最
早
的
实
物
家
谱
便
是
刻
在
龟
甲
兽
骨
之
上
的
商
代
甲
骨
文
家
谱
，
这
也
是
世
界
上
最
古

老
、
最
原
始
的
实
物
家
谱
。
甲
骨
文
主
要
记
载
的
是
商
人
占
卜
的
情
况
，
但
其
中
也
有
一
些
记
载
着
人
物

世
系
的
内
容
，
这
些
记
载
了
同
一
家
族
多
代
人
名
字
的
甲
骨
文
就
被
称
为
甲
骨
文
家
谱
。
根
据
对
现
有
甲

骨
卜
辞
的
研
究
，
共
有
三
件
甲
骨
卜
辞
可
以
被
认
为
是
家
谱
。

商
代
晚
期
，
又
出
现
了
一
种
新
的
实
物
家
谱
，
这
就
是
金
文
家

谱
。
金
文
是
铸
刻
在
青
铜
器
上
的

铭
文
，
因
此
所
谓
的
金
文
家
谱

也
就
是
铸
刻
在
青
铜
器
上
的
家
谱
。

周
代
以
后
，
人
们
普
遍
在
青
铜
礼
器
上
铸
刻
铭
文
以
表
达
对
祖
先
的
崇
敬
，
这
些
铭
文
一
般
先
叙
述



祖
先
的
名
字
及
美
德
、
功

勋
，
然
后
是
铸
器
人
的
名
字
，
涉
及
到
家
族
世
系
的
比
较
多
，
因
此
金
文
家

谱
屡
见
不
鲜
。

当
然
，
能
把
世
系
传
承
刻
在
甲
骨
和
青
铜
器
上
的
，
不
是
王
室
也
是
显
赫
貴
族
了
。

相
传
为
苟
子
编
修
的
《
春
秋
公
子
血
脉
谱
》
，
是
中
国
历
史
上
第
一
部
以
“
谱
”
为
名
的
宗
族
史
籍
，

其
“
血
脉
”
二
字
，
形
象
地
揭
示
了
家
谱
作
为
血
缘
系
谱
的
特
点
。
尽
管
此
书
如
今
已
佚
，
但
却
是
后
世

家
谱
称
“
谱
”
的
滥
觞
。

官
修
家
谱

魏
晋
南
北
朝
开
始
重
视
门
第
高
下

魏
晋
南
北
朝
时
期
是
中
国
家
谱
发
展
的
繁
盛
时
期
，
在
这
一
时
期
，
家
谱
受
到
了
广
泛
的
重
视
，
在

社
会
生
活
中
扮
演
着
极
为
重
要
的
角
色
。
当
时
从
选
官
到
婚
姻
，
都
要
以
家
谱
为
凭
，
家
谱
的
重
要
性
可

见
一
斑
。

魏
晋
南
北
朝
时
期
家
谱
发
展
的
重
要
标
志
是
国
家
设
立
谱
局
和
谱
官
，
专
门
从
事
谱
牒
编
修
和
保
管



工
作
。国

家
设
立
官
员
与
机
构
管
理
谱
牒
，
前
代
也
是
有
的
，
例
如
秦
汉
时
就
设
立
宗
正
一
职
管
理
谱
牒
。

但
是
，
汉
代
的
宗
正
只
是
负
责
管
理
皇
族
事
务
和
掌
修
皇
族
的
谱
牒
。
刘
备
能
够
从
一
个
“
织
席
贩
履
小

儿
”
摇
身
一
变
为
大
汉
皇
叔
，
依
靠
的
就
是
皇
家
谱
牒
的
世
系
记
载
。

然
而
，
魏
晋
南
北
朝
的
谱
局
和
谱
官
与
前
代
相
比
有
了
很
大
的
变
化
。
谱
局
收
藏
的
是
百
家
之
谱
。

按
照
规
定
，
凡
是
百
官
族
姓
撰
修
了
家
谱
的
，
都
必
须
呈
送
谱
局
，
谱
局
的
谱
官
对
私
修
家
谱
加
以
考
核
、

审
定
，
然
后
收
藏
在
谱
局
中
，
成
为
官
方
承
认
的
官
籍
，
称
为
簿
状
。
而
百
姓
家
中
所
藏
的
家
谱
则
是
私

书
，
称
为
谱
系
。
官
籍
与
私
书
可
以
相
互
校
检
，
以
确
保
家
谱
的
可
靠
性
。
由
于
经
过
官
方
审
定
的
簿
状

是
选
官
的
重
要
依
据
，
因
此
除
了
谱
局
收
藏
外
，
负
责
选
官
的
机
构
也
都
有
收
藏
。

家
谱
受
到
如
此
重
视
，
与
当
时
门
阀
士
族
势
力
的
发
展
是
密
切
相
关
的
。
曹
魏
建
立
后
，
在
选
官
制

度
上
推
行
九
品
中
正
制
，
也
就
是
将
各
地
人
物
分
为
上
上
、
上
中
、
上
下
、
中
上
、
中
中
、
中
下
、
下
上
、

下
中
、
下
下
九
等
，
以
备
朝
廷
选
拔
官
员
之
用
。
由
于
评
定
人
物
等
级
的
中
正
都
是
由
各
地
世
家
大
族
的

人
担
任
，
结
果
原
本
应
该
以
德
、
才
为
考
核
标
准
的
评
定
，
变
成
了
以
门
第
高
下
为
评
定
标
准
，
出
现
了

“
上
品
无
寒
门
，
下
品
无
士
族
”
的
局
面
，
加
速
了
门
阀
士
族
势
力
的
形
成
。



在
编
修
家
谱
以
维
护
门
第
的
同
时
，
士
族
对
试
图
伪
造
家
谱
以
混
入
士
族
的
行
为
也
进
行
了
坚
决
的

打
击
。
当
时
一
些
庶
族
为
了
提
高
门
第
而
不
择
手
段
，
最
常
用
的
方
法
就
是
伪
造
家
谱
、
冒
充
士
族
。
梁

武
帝
时
，
尚
书
令
沈
约
在
给
皇
帝
的
上
书
中
曾
经
提
到
，
当
时
有
钱
人
往
往
行
贿
以
求
变
更
谱
牒
，
大
概

花
—
万
钱
左
右
就
可
以
修
改
谱
牒
。
当
然
，
这
样
做
要
冒
很
大
的
风
险
，
因
为
一
旦
被
发
现
，
就
要
受
到

严
惩
，
甚
至
死
刑
。
南
齐
时
，
王
泰
宝
向
当
时
的
谱
学
名
家
贾
渊
行
贿
，
买
袭
琅
琊
王
氏
谱
，
企
图
以
篡

改
家
谱
的
手
段
把
自
己
的
家
族
加
入
当
时
江
左
第
一
高
门
琅
琊
王
氏
的
家
谱
中
，
结
果
被
琅
琊
王
氏
成

员
、
尚
书
令
王
晏
告
发
，
贾
渊
被
捕
入
狱
，
并
差
点
被
处
死
。

由
于
谱
牒
在
政
治
与
社
会
生
活
中
具
有
重
要
的
作
用
，
谱
牒
逐
渐
成
为
一
门
专
门
的
学
问
，
称
为
谱

学
。
魏
晋
南
北
朝
时
，
社
会
上
的
避
讳
之
风
盛
行
，
日
常
交
流
时
如
果
触
犯
对
方
的
祖
、
父
的
名
讳
，
对

方
就
会
当
场
嚎
啕
大
哭
、
让
人
下
不
了
台
，
就
连
皇
帝
也
要
小
心
，
不
能
轻
易
触
及
别
人
的
家
讳
。
刘
宋

时
的
谱
牒
名
家
王
弘
，
是
王
氏
谱
学
的
创
始
人
，
他
能
做
到
“
日
对
千
客
，
可
不
犯
一
讳
”
，
被
当
时
的

人
们
传
为
佳
话
。



谱
牒
消
亡

唐
末
门
阀
制
度
遭
毁
灭
性
打
击

唐
朝
是
官
修
家
谱
最
发
达
的
王
朝
之
一
，
政
府
设
立
专
门
机
构
先
后
组
织
编
修
了
数
部
大
型
谱
牒
著

作
，
著
名
史
学
家
郑
樵
曾
说
：
“
谱
系
之
学
，
莫
盛
于
唐
。
”
其
实
，
唐
代
之
所
以
多
次
编
制
官
修
谱
牒
，

其
原
因
也
还
是
出
于
对
门
第
的
追
逐
。

唐
朝
建
立
时
，
由
于
科
举
制
的
实
行
，
士
族
的
政
治
特
权
已
经
开
始
失
去
，
但
是
士
族
依
然
享
有
很

高
的
社
会
声
望
，
势
力
犹
存
。
唐
朝
的
建
立
主
要
是
依
靠
关
陇
士
族
的
力
量
，
但
关
陇
士
族
的
声
望
门
第

远
不
如
山
东
士
族
，
为
了
提
高
关
陇
士
族
的
门
第
，
贞
观
五
年
（6

31

年
）
，
唐
太
宗
李
世
民
命
令
高
士

廉
等
编
撰
《
氏
族
志
》
。
但
当
唐
太
宗
翻
开
《
氏
族
志
》
时
，
不
由
大
为
生
气
，
原
来
被
列
为
第
一
等
的

仍
是
山
东
士
族
清
河
崔
氏
。
修
订
后
的
《
氏
族
志
》
将
出
身
关
陇
士
族
的
皇
族
列
为
第
一
等
，
将
外
戚
列

为
第
二
等
，
山
东
崔
氏
只
得
屈
居
第
三
了
。

到
了
武
则
天
统
治
时
期
，
朝
廷
又
下
令
编
撰
《
姓
氏
录
》。
提
议
编
撰
《
姓
氏
录
》
的
是
当
时
的
宰

相
李
义
府
，
并
得
到
了
武
则
天
的
支
持
，
原
来
李
义
府
与
武
则
天
都
是
庶
族
，
《
氏
族
志
》
中
没
有
他
们



的
家
族
。
新
修
的
《
姓
氏
录
》
将
后
族
武
姓
列
为
第
一
等
，
其
余
的
以
官
职
高
下
为
等
级
标
准
，
规
定
凡

五
品
以
上
的
官
员
都
可
以
升
为
士
族
，
士
兵
以
军
功
升
到
五
品
的
亦
可
入
流
。
李
义
府
通
过
《
姓
氏
录
》

如
愿
地
使
自
己
成
为
新
士
族
，
但
过
于
宽
松
的
标
准
使
大
批
庶
族
都
升
为
了
士
族
，
因
此
《
姓
氏
录
》
受

到
山
东
旧
士
族
的
抵
制
，
他
们
根
本
不
承
认
《
姓
氏
录
》
的
权
威
性
，
嘲
笑
其
为
“
勋
格
”
，
甚
至
以
名

列
《
姓
氏
录
》
为
耻
。

唐
末
五
代
时
期
，
战
乱
频
繁
，
门
阀
制
度
遭
到
毁
灭
性
的
打
击
，
大
批
旧
士
族
成
员
被
杀
，
所
谓
“
天

街
踏
遍
公
卿
骨
”，
就
是
当
时
情
况
的
真
实
写
照
。
在
这
一
过
程
中
，
谱
牒
也
遭
到
焚
毁
，
荡
然
无
存
。

魏
晋
以
来
以
维
护
门
第
为
主
要
任
务
的
官
方
谱
学
正
式
消
亡
了
。

私
修
家
谱

宋
代
创
制
私
谱
范
式

在
关
于
中
国
家
谱
起
源
各
种
观
点
中
，
有
一
种
观
点
认
为
是
起
源
于
宋
代
。
持
这
一
观
点
的
人
之
所

以
会
置
魏
晋
隋
唐
时
期
大
量
关
于
谱
牒
的
记
载
而
不
顾
，
坚
持
把
宋
代
作
为
家
谱
的
起
源
，
有
他
们
一
定



的
道
理
。
其
实
，
我
们
现
在
的
家
谱
确
实
是
与
宋
代
的
家
谱
一
脉
相
承
的
，
而
与
魏
晋
隋
唐
的
谱
牒
没
有

太
多
的
传
承
关
系
。
这
一
点
，
从
现
在
存
世
的
家
谱
大
都
起
源
于
宋
的
事
实
可
以
得
到
证
明
。

宋
代
的
家
谱
是
在
一
片
废
墟
上
重
新
建
立
起
来
的
。
唐
末
五
代
的
战
乱
，
使
原
来
记
载
士
族
门
第
高
下
的

谱
牒
都
化
为
灰
烬
，
而
在
战
乱
中
崛
起
的
新
贵
往
往
因
为
自
己
原
来
的
门
第
并
不
高
，
也
不
愿
提
及
自
己

的
先
祖
，
重
修
谱
牒
。
由
于
没
有
谱
牒
的
记
录
，
家
族
的
世
系
开
始
变
得
模
糊
不
清
，
人
们
对
自
己
的
父

祖
兄
弟
还
能
知
道
得
清
清
楚
楚
，
但
是
自
己
的
祖
先
就
不
知
道
了
，
对
家
族
中
世
系
稍
远
一
点
的
亲
戚
也

有
些
分
不
清
了
，
不
知
道
相
互
间
是
什
么
关
系
。

这
种
情
况
引
起
了
有
识
之
士
的
担
忧
，
于
是
编
撰
家
谱
又
被
重
新
提
到
议
事
日
程
上
来
。

宋
代
的
时
候
，
社
会
环
境
已
经
有
了
很
大
的
变
化
，
社
会
上
不
再
有
士
族
与
庶
族
的
区
分
，
官
员
的

选
拔
也
与
门
第
没
有
关
系
，
不
需
要
再
查
看
谱
牒
，
因
此
，
宋
代
家
谱
的
编
撰
宗
旨
与
以
前
相
比
有
了
很

大
的
变
化
。

魏
晋
时
期
，
编
撰
谱
牒
的
主
要
目
的
是
维
护
门
第
，
由
于
门
第
与
选
官
有
直
接
的
关
系
，
因
此
政
府

也
参
与
其
事
，
官
府
组
织
编
修
谱
牒
。
宋
代
修
谱
关
注
的
重
点
在
于
“
尊
祖
敬
宗
收
族
”
，
在
于
鼓
吹
“
尊

尊
亲
亲
之
道
”
的
伦
理
道
德
教
化
功
能
。
由
于
与
选
官
没
有
关
系
，
官
府
自
然
不
再
过
问
，
因
此
宋
代
以



后
都
是
私
人
自
行
修
谱
。
随
着
家
谱
政
治
功
能
的
消
退
，
家
谱
逐
渐
从
官
府
、
从
世
家
大
族
走
向
了
普
通

百
姓
。宋

代
士
大
夫
对
新
修
家
谱
表
现
出
很
高
的
积
极
性
，
许
多
著
名
的
士
大
夫
如
范
仲
淹
、
欧
阳
修
、
王

安
石
、
司
马
光
、
苏
洵
、
黄
庭
坚
、
文
天
祥
等
都
曾
亲
自
主
持
家
谱
的
纂
修
。
欧
阳
修
和
苏
洵
还
创
立
了

新
的
谱
例
，
提
出
了
家
谱
的
编
修
原
则
和
具
体
方
法
，
他
们
创
立
的
私
家
谱
法
，
成
为
后
世
家
谱
典
范
，

对
私
修
家
谱
的
繁
荣
起
到
了
重
要
的
作
用
。

欧
阳
修
和
苏
洵
新
编
的
家
谱
，
都
采
用
了
“
小
宗
之
法
”，
也
就
是
以
五
世
祖
作
为
家
族
的
始
祖
。

之
所
以
只
记
载
五
世
，
与
隋
唐
以
前
的
谱
牒
都
已
经
遭
毁
有
关
，
五
世
以
上
的
世
系
，
实
际
上
已
经
不
大

可
能
考
订
清
楚
了
。
加
之
唐
末
五
代
时
期
社
会
动
荡
，
很
少
有
家
族
能
够
保
持
世
代
富
贵
，
追
溯
过
多
很

可
能
会
遭
遇
到
几
世
贫
贱
的
难
堪
局
面
，
未
免
脸
上
无
光
。
当
然
，
也
有
的
家
族
采
用
“
大
宗
之
法
”
，

追
溯
数
十
代
。

虽
然
宋
代
开
始
纂
修
的
新
型
家
谱
与
政
治
没
有
直
接
的
关
系
，
但
考
虑
到
修
谱
可
以
起
到
“
聚
其
骨

肉
以
系
其
身
心
”
的
目
的
，
宋
朝
统
治
者
大
力
提
倡
私
修
家
谱
，
这
在
客
观
上
也
推
动
了
当
时
私
修
家
谱

的
发
展
。



流
入
寻
常
百
姓
家

明
清
纂
修
家
谱
成
家
族
大
事

进
入
明
清
以
后
，
统
治
者
继
续
积
极
鼓
励
家
谱
的
纂
修
，
康
熙
、
雍
正
都
曾
号
召
纂
修
家
谱
，
地
方

官
员
也
热
衷
于
劝
说
百
姓
编
修
家
谱
，
这
使
得
家
谱
数
量
大
增
，
甚
至
达
到
了
没
有
无
谱
之
族
的
程
度
，

纂
修
家
谱
成
为
家
族
生
活
的
头
等
大
事
。

与
宋
代
的
家
谱
相
比
，
明
清
时
期
的
家
谱
体
例
更
加
完
善
，
记
事
的
范
围
也
更
加
广
泛
，
内
容
更
加
丰
富
，

更
加
注
重
伦
理
教
化
的
功
能
。
家
谱
的
内
容
一
般
包
括
祖
先
名
字
、
世
系
、
事
迹
、
官
职
、
得
姓
源
流
、

迁
徙
情
况
、
祠
堂
坟
墓
、
族
规
家
训
、
人
物
传
记
、
艺
文
著
作
等
。

随
着
修
谱
的
普
及
和
人
口
的
增
加
，
明
清
时
期
家
谱
的
规
模
越
修
越
大
，
出
现
了
“
会
千
万
人
于
一
家
，

统
千
百
世
于
一
人
，
的
统
谱
，
一
部
统
谱
往
往
汇
集
了
十
几
个
省
上
百
个
支
派
的
世
系
，
蔚
为
壮
观
。

这
种
风
气
一
直
延
续
到
近
现
代
，
其
中1

9
50

年
纂
修
的
《
吴
氏
大
统
宗
谱>

，
奉
太
伯
为
一
世
祖
，
列
入

者
竟
达5

0
3

支
，
计4

0

册
，
令
人
叹
为
观
止
。

不
过
，
如
此
大
规
模
的
统
谱
，
其
世
系
的
可
靠
性
往
往
难
以
确
认
。
这
种
通
谱
联
宗
的
风
气
，
与
当
时
修



谱
过
程
中
喜
好
依
附
名
人
的
做
法
有
很
大
的
关
系
。
与
宋
代
家
谱
基
本
上
都
采
用
“
小
宗
之
法
”
不
同
，

明
清
家
谱
大
多
采
用
“
大
宗
之
法
”
，
追
溯
世
系
动
辄
几
十
世
，
往
往
将
历
史
上
的
本
姓
将
相
名
人
尽
数

收
录
。由

于
人
们
常
常
以
通
谱
、
联
宗
甚
至
冒
认
名
门
望
族
来
提
高
自
己
的
社
会
地
位
，
有
一
些
贫
困
的
文

人
竟
然
专
以
伪
造
谱
牒
为
职
业
，
他
们
事
先
将
各
姓
在
历
史
上
的
著
名
人
物
都
开
列
出
名
单
，
当
有
人
要

他
们
纂
修
家
谱
时
，
便
根
据
需
要
将
这
些
名
人
编
入
家
谱
。
这
种
做
法
的
流
毒
很
广
，
现
在
存
世
的
明
清

家
谱
中
，
唐
宋
以
前
的
世
系
中
常
常
可
以
看
到
不
少
名
人
，
许
多
就
是
这
样
编
造
出
来
的
。

家
谱
之
最

孔
子
家
谱8
0

世

在
中
国
众
多
的
家
谱
中
，
《
孔
子
世
家
谱
》
有
其
独
特
的
地
位
，
历
时2

5
00

余
年
，
传8

0

世
，
加

之
考
订
严
谨
，
使
之
成
为
民
间
修
谱
中
记
载
世
系
最
久
远
、
最
可
靠
的
一
部
家
谱
，
令
人
叹
为
观
止
。

孔
氏
家
族
正
式
有
谱
始
于
宋
元
丰
七
年
（1

0
84

年
），
迄
今9

00

多
年
。
在
此
之
前
，
孔
府
虽
然
也



有
家
谱
，
但
只
载
嫡
长
承
袭
者
一
人
，
且
是
抄
本
传
世
，
很
不
完
整
。
孔
子
第4

6

代
孙
孔
宗
翰
感
到
抄

本
易
散
失
，
而
且
只
记
载
承
袭
者
，
其
余
族
中
贤
达
显
贵
不
能
入
谱
，
日
久
年
深
，
难
免
湮
没
无
闻
，
于

是
创
修
孔
氏
家
谱
，
在
以
后
的4

0
0

年
间
，
曾
有
过
多
次
的
修
谱
，
但
是
都
没
能
刊
印
，
内
容
也
比
较
简

单
。

到
明
孝
宗
弘
治
二
年
（1

4
89

年
）
，
孔
子
第6

1

世
孙
孔
弘
干
重
修
家
谱
，
并
规
定
以
后
孔
氏
家
谱6

0

年
一
大
修
，3

0
年
一
小
修
，
大
修
以
甲
子
年
为
期
，
小
修
以
甲
午
年
为
期
。

不
过
，
这
一
规
定
并
没
有
被
认
真
执
行
，
在
孔
弘
干
修
谱
后
的1

3
0

多
年
后
，
孔
府
才
再
次
重
修
家

谱
。
成
于
明
天
启
二
年
（1

6
22

年
）
的
《
孔
氏
族
谱
》
现
仅
存
残
卷
三
卷
，
当
时
共
印
了9

8

部
，
这
也

是
现
在
能
看
到
的
最
早
的
正
式
的
孔
氏
家
谱
。
在
此
后
的3

0
0

多
年
间
，
孔
氏
家
谱
仅
续
修
了4

次
，
也

就
是
明
天
启
《
孔
氏
家
谱>

、
清
康
熙
《
孔
子
世
家
谱
》
、
清
乾
隆
《
孔
子
世
家
谱
》
、
民
国
《
孔
子
世
家

谱
》
。

传
承
有
序

名
字
里
排
行
讲
究
多



排
行
又
称
班
行
、
班
次
、
班
派
、
宗
派
、
派
语
、
字
辈
等
，
是
用
以
记
载
家
族
成
员
辈
行
、
世
次
的

排
行
字
语
。
一
般
情
况
下
，
同
一
辈
分
的
家
族
成
员
都
用
事
先
统
一
规
定
的
某
个
字
或
偏
旁
起
头
，
再
与

其
他
字
结
合
而
成
名
字
，
不
同
辈
分
用
不
同
的
字
或
偏
旁
，
世
代
相
传
，
以
示
不
同
辈
分
间
的
区
别
。
这

样
，
同
一
家
族
的
成
员
即
便
遭
遇
社
会
大
动
荡
、
家
族
大
迁
移
等
重
大
变
故
，
依
靠
排
行
这
一
线
索
，
日

后
无
论
散
处
何
方
，
相
遇
时
只
要
查
对
名
字
，
就
可
以
知
道
是
否
同
宗
，
可
以
重
新
认
宗
归
根
。
而
且
，

通
过
排
行
，
可
以
知
道
相
互
之
間
的
辈
分
关
系
，
互
相
称
呼
也
不
会
出
现
失
礼
的
情
况
。

排
行
一
般
由
祖
先
确
定
，
或
请
名
人
拟
定
，
有
的
家
族
由
于
地
位
特
殊
，
排
行
由
皇
帝
御
赐
，
如
曲

阜
孔
府
的
排
行
，
明
清
两
代
统
治
者
都
曾
先
后
御
赐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