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三节  文摘 

一、胡锦涛主席五年前赠族谱宋楚瑜湿了眼眶 
2010 年 8 月初，湖南省委副书记梅克保拜会亲民党主席宋

楚瑜，两人公开会面并开放让媒体拍摄，除了公开会晤之外，
又促膝长谈 20 多分钟。宋楚瑜提到胡锦涛主席 5 年前（2005
年 5 月）赠送的族谱，他率领亲民党代表团，进行首度访问大
陆的搭桥之旅，胡锦涛总书记准备了一份秘密礼物，将一份宋
楚瑜家族在湖南湘潭的族谱在瀛台夜宴亲自送给宋楚瑜，让他
十分感动。 

根据了解，胡锦涛相当有心，嘱咐专家费了千辛万苦，历经考

证搜寻，把宋楚瑜家族近二、三百年的族谱全都网罗在内，将

各个族系有系统的搜寻，看起来相当详实，这也是宋楚瑜第一

次看到如此完整的族谱。甚至连宋的姐姐都在名单当中。族谱

全部经线装本制成，高度超过一米。这让宋楚瑜相当感动，而

这份族谱现在珍藏在家中，成为宋家的“传家之宝”。当时宋楚

瑜，则 

是回赠一幅国画大师欧豪年的画作。 

宋楚瑜特别提到来自湖南的湘军，清朝时在台湾抵御法国，

最后牺牲 5000 多人的故事，强调湖南人爱台湾绝对不是只用嘴

巴，而是用鲜血来保护台湾。 

宋楚瑜在公开会晤结束后，又特别与梅克保聊了 20 分钟，

祖籍湖南湘潭的宋楚瑜虽然平日经常与大陆各省市代表团会见，

看到来自湖南的乡亲显得格外激动。在媒体退场之后，不仅语

调高亢，还不时比手画脚，肢体动作相当丰富。和以往沉稳内

敛的形象形成相当大的对比。 

（录自 2010 年 8 月 4 日环球网） 

二、习近平主席在海外华裔青少年“中国寻根之旅”活动时的

讲话北京 7 月 25 日电（记者孙立极、李章军） 
来自世界 51 个国家和港澳台地区的 6000 余名华裔青少年



25 日欢聚北京，参加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的 2010 年海外华
裔及港澳台区青少年“中国寻根之旅”夏令营开营式。中共中央
政治局常委、当时的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出席并讲话，向营员代
表颁授营旗。 

习近平代表中国政府和人民向来自五大洲的华裔青少年朋

友表示热烈欢迎。他说，中华民族历来有着浓厚的故乡故土观

念，认祖归宗是中华儿女重要的文化品格。同世界其他国家的

寻根热相比，生活在全球各地的中华儿女的寻根热情更高、寻

根历史更早。海外中华儿女到中国寻根，说明大家对祖籍国有

强烈的亲近感，都认识自己血管中涌动的是中华血脉，都愿意

传承和发扬历经数千年形成的中华文化。 

习近平指出，团结统一的中华民族是海内外中华儿女共同

的“根”。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的形成，不仅仅是共同的地缘和

生活环境，更重要的是共同的历史命运把我们密不可分地联结

在一起。认清了这一点，就能加深理解华夏大地自开创幅员广

阔的统一国家以来，民族团结、国家统一始终成为中华民族发

展主流的原因，就会更加自觉地珍惜中华民族的团结统一。 

他说，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是海内外中华儿女共同的“魂”。

中华文明是世界文明中唯一始终没有中断、连续 5000 多年发展

至今的文明，中华民族在漫长历史发展中形成的独具特色的文

化传统，是海内外中华儿女共同的宝贵财富。特别是中华民族

在漫长历史进程中锻造的伟大民族精神，是海内外中华儿女世

世代代自强不息、团结奋斗的强大精神支撑。认清了这一点，

就能牢牢把握中华民族得以薪火相传、绵延不绝的民族之魂。  
习近平指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海内外中华儿女共

同的“梦”。鸦片战争以后西方列强的侵略蹂躏、封建统治的腐

败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深重苦难，无数仁人志士奋起寻求救国救

民，振兴中华的道路。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结束了中

国连续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为中国的进步打开了闸门。新

中国的成立，开启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革命。新中国成



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

中国国际地位和国际影响力显著上升，极大振奋了海内外中华

儿女的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辉历程

中，中国将始终高举和平、发展、合作族帜，同各国人民一道

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中华民族将为人类

文明进步作出更大贡献。 

习近平指出，海外华裔青少年是海外华侨华人社会的希望

和未来，衷心希望海外华裔青少年继承和弘扬祖辈的光荣传统，

从中华民族的历史和文化宝库中汲取精神营养，成为中华文化

的热情传播者；广泛学习借鉴世界各国优秀文明成果，博采各

种文化之长，成为中华民族文化同世界各国文化交流互鉴的积

极促进者；积极参与各种形式的文化交流活动，让更多国家和

人民了解丰富多彩的中华文化，成为住在国人民同中国人民友

好交往的民间使者，为中华文化发扬光大和世界文明共同进步

发挥积极作用。他相信，港澳台地区广大青少年也会在这些方

面努力作出自己的贡献。 

 

 

 

 

 

 

 

 

 

 

 

 

  



  
三、國家檔案局、教育部、文化部文件 

國 家 檔 案 局 
教  育 部   文件 

文 化 部 
國檔會字（1984）第 7 號 

關于協助編好《中國家譜綜合目録》的通知 

各省、自治區、直轄市文化廳（局），文管會、檔案局、

北京圖書館、各高等院校： 

家譜是我國寶貴文化遺產中亟待發掘的一部分，蕴藏着大量

有關人口學、社會學、民族學、民俗學、經濟學史、人物傳記、

宗族制度以及地方史的資料，它不僅對開展學術研究有着重要

價值，而且對當前某些工作也起着重大作用，但是，由于國内

收藏的家譜極為分散，又没有專門目録，因而長期以來國内對

家譜的發掘、研究工作做得不够，這與國外學者、機構對中國

家譜的收集不遺餘力，研究多有成果的狀况很不相稱。同時對

外開放政策的實行，許多根在大陸的臺灣同胞，海外僑胞思鄉

之情日趨濃烈，他們也亟需利用家譜來尋找自己的血緣關系。

為了推動國内外對家譜的研究利用，發掘家譜這一祖國文化寶

藏，改變中國家譜研究的内輕外重狀况，充分發揮家譜在學術

研究和統戰工作中的重要作用。國家檔案局二處，南開大學歷

史系、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圖書館等單位，擬將分

藏于各圖書館、博物館、文化館、檔案館等單位的家譜編成一



部比較完整的《中國家譜綜合目録》。計劃在一九八五年底完成

編撰工作，（1997 年 9 月才由中華書局出版發生。收集家譜條

目 14719 條，使用相當方便）公開出版。為了協助編好這一目

録，特請你們通知各地圖書館（室）、博物館、文會館、文化館、

檔案館（室）等收藏單位，將其收藏的家譜和所知道的個人收

藏家譜目録，按照該書的編輯的凡例，于一九八五年三月底以

前報送國家檔案局，個别收藏量大的單位，也不要遲于一九八

五年六月底報送。 

特此通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