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论
文
选
登



谈
修
族
谱
的
意
义

杨
宏

改
革
开
放
以
后
，
特
别
是
近
几
年
来
，
各
族
各
姓
掀
起
了
修
撰
家
谱
的
热
潮
。

家
谱
，
也
称
“
族
谱
”
、
“
家
乘
”
或
“
宗
谱
”,

是
一
个
家
庭
延
续
的
唯
一
存
在
证
明
，
自
古
以
来
，

特
别
是
唐
代
以
来
，
历
代
政
府
对
撰
修
、
研
究
家
族
给
予
强
大
的
支
持
。
家
谱
就
是
一
个
家
族
的
百
科
全
书
，

一
个
家
族

“
家
庭
的
历
史
文
化
记
录
和
历
史
档
案
。
后
人
可
由
此
了
解
家
族
的
历
史
沿
革
，
世
系
繁
衍
，
人

口
变
迁
，
支
派
迁
徙
；
每
个
族
人
的
生
卒
年
月
与
婚
姻
状
况
，
以
及
本
家
族
成
员
在
社
会
生
活
中
的
地
位
、
作

用
、
事
迹
和
贡
献
。
因
此
，
从
家
谱
的
历
史
渊
源
可
以
看
出
最
原
始
的
功
能
是
明
辨
祖
宗
和
世
系
传
承
。

参
天
之
木
，
必
有
其
根
，
环
山
之
水
，
必
有
其
源
。
家
谱
不
仅
是
寻
根
间
祖
的
重
要
依
据
，
也
记
录
了
一

个
氏
族
的
产
生
、
发
展
和
变
迁
。
我
是
从
哪
里
来?

这
是
每
个
人
都
在
人
生
过
程
中
要
遇
到
的
问
题
，
都
要
关

心
我
的
祖
先
是
谁?

为
何
生
活
在
这
里?

而
能
准
确
、
清
楚
回
答
这
个
问
题
的
，
只
有
家
谱
。

通
过
家
谱
，
可
以
查
证
自
己
的
血
统
，
知
道
同
一
家
族
家
庭
之
间
血
缘
关
系
的
亲
疏
远
近
。
知
道
祖
宗
，

才
能
尊
敬
祖
宗
；
心
系
血
缘
，
才
能
孝
敬
父
母
，
尊
敬
长
辈
。



同
时
，
族
谱
也
成
为
地
方
志
和
正
史
的
可
信
度
提
供
了
有
力
的
支
持
和
佐
证
。
对
历
史
学
、
民
俗
学
、
社

会
学
和
经
济
学
等
方
面
的
研
究
有
着
不
可
替
代
的
独
特
功
能
。
并
且
它
有
明
显
优
于
史
志
的
特
点
。
国
史
容
易

受
统
治
阶
级
政
治
倾
向
的
约
束
，
难
以
客
观
公
正
。
如
三
国
的
曹
操
，
是
历
史
的
显
赫
人
物
，
但
有
人
认
为
他

是
枭
雄
，
有
人
则
认
为
他
是
奸
雄
。
明
成
祖
朱
棣
，
弑
君
篡
位
，
三
改
《
太
祖
实
录
》,

硬
把
自
己
本
是
庶
出

改
为
嫡
出
，
使
明
史
真
实
性
大
打
折
扣
。
而
家
谱
记
录
的
姓
名
，
性
别
，
年
龄
，
文
化
，
职
业
和
业
绩
几
乎
都

是
真
实
的
。
因
此
，
家
谱
对
本
氏
族
历
史
名
人
的
记
录
，
对
氏
族
发
展
的
记
录
等
常
被
地
方
志
所
引
用
，
地
方

志
中
宝
贵
的
资
料
或
地
域
名
人
的
记
述
又
常
被
国
史
引
用
，
这
都
充
分
体
现
家
谱
的
历
史
价
值
和
社
会
作
用
。

所
以
续
修
、
新
修
家
谱
是
一
个
家
族
的
头
等
大
事
，
也
关
系
到
中
华
民
族
优
秀
文
化
传
统
的
继
承
和
发
扬
。

一
个
家
族
可
以
通
过
多
种
方
式
形
成
凝
聚
力
，
而
修
谱
是
最
有
凝
聚
力
的
途
径
，
古
人
认
为
，
家
谱
有
“
凝

其
骨
肉
以
系
身
心
”
的
教
化
作
用
。
通
过
修
谱
过
程
中
的
反
复
交
往
，
不
断
了
解
情
况
，
追
根
溯
源
，
寻
根
问

祖
，
加
强
了
家
族
内
部
人
员
和
家
庭
之
间
的
交
流
沟
通
。
增
进
了
家
族
内
部
的
彼
此
了
解
和
信
任
，
凝
聚
了
人

心
，
使
得
族
人
受
到
深
刻
的
族
系
传
承
亲
情
教
育
，
激
发
起
对
祖
辈
的
敬
意
和
怀
念
，
并
在
族
中
崇
尚
亲
热
之

气
，
倡
导
和
睦
之
风
。



随
着
国
际
文
化
交
流
的
增
多
，
寻
根
问
祖
之
风
越
来
越
盛
，
海
内
外
同
胞
回
乡
祭
祖
的
现
象
也
越
来
越
普

遍
，
“
水
有
源
，
树
有
根
，
落
叶
要
归
根
”,

正
是
这
种
对
祖
根
的
依
恋
，
对
血
脉
亲
情
的
重
视
，
对
中
华
传

统
文
化
的
认
同
，
激
发
着
海
内
外
同
胞
寻
根
问
祖
的
热
情
。

孙
中
山
先
生
说
过
，
“
族
谱
记
述
着
中
华
民
族
由
宗
亲
团
结
，
扩
充
到
国
家
民
族
大
团
结
。
”
家
谱
虽
然

是
记
述
一
家
一
族
为
主
体
的
史
实
，
但
它
必
然
涉
及
到
许
多
家
族
，
因
此
它
不
但
有
利
于
家
族
家
庭
的
团
结
和

幸
福
，
更
有
利
于
社
会
的
和
睦
和
和
谐
，
有
利
于
民
族
的
团
结
和
巩
固
。

家
谱
中
还
包
含
许
多
祖
训
家
规
，
都
是
具
有
道
德
教
化
的
作
用
，
都
是
中
华
民
族
几
千
年
的
优
秀
传
统
文

化
精
髓
，
一
部
家
谱
，
也
是
一
本
教
科
书
，
对
一
个
家
庭
，
一
个
家
族
子
孙
后
代
的
影
响
将
会
世
代
传
承
：
如

敬
父
母
，
尊
长
辈
，
睦
族
人
，
和
友
邻
，
恤
贫
孤
，
尚
节
俭
等
。
有
的
家
谱
还
记
载
着
有
先
辈
族
人
们
孝
敬
老

人
，
忠
君
爱
国
，
造
福
桑
梓
，
刻
苦
学
习
，
奋
发
拼
搏
，
斥
腐
败
，
倡
清
廉
的
典
型
事
迹
。
这
些
都
是
对
族
人

和
后
代
起
到
人
生
教
育
的
生
动
教
材
。



治
国
先
治
家
，
治
家
先
育
人
，
正
人
先
正
己
。
一
个
国
家
，
一
个
民
族
，
一
个
家
庭
，
想
要
自
立
于
世
界
，

自
立
于
社
会
，
最
根
本
的
还
是
要
培
养
出
众
多
品
德
高
尚
，
能
力
出
众
的
人
才
，
好
的
家
训
家
规
就
能
弥
补
现

代
教
育
只
重
视
知
识
才
能
，
忽
视
品
德
修
养
的
不
足
。
精
心
修
撰
的
家
谱
正
有
着
这
样
的
功
能
。

当
然
，
有
的
家
谱
也
存
在
一
些
糟
粕
的
东
西
：
如
封
建
专
制
的
思
想
，
重
男
轻
女
的
观
点
，
攀
附
假
托
的

现
象
以
及
扬
善
隐
恶
的
行
为
等
等
。
这
些
，
我
们
都
要
在
修
谱
中
注
意
剔
除
。

纵
观
历
史
，
朝
代
可
换
，
家
庭
可
散
，
个
人
可
亡
，
惟
有
家
族
历
史
长
存
。
生
生
不
息
，
只
有
一
个
个
家

族
的
存
在
和
延
续
，
只
有
一
个
个
家
族
的
团
结
，
才
能
构
成
整
个
民
族
的
团
结
，
保
证
一
个
国
家
的
团
结
，
只

有
一
个
个
家
族
的
兴
旺
和
稳
定
，
才
能
维
系
整
个
国
家
的
兴
旺
和
稳
定
。

国
有
史
，
方
有
志
，
家
有
谱
，
自
古
以
来
，
家
谱
承
载
着
伦
理
规
范
，
塑
造
着
人
格
精
神
，
维
系
着
社
会

秩
序
。



浅
论
谱
牒
文
化
之
价
值

剑

芳

参
天
之
树
，
必
有
其
根
，
怀
山
之
水
，
必
有
其
源
。
炎
黄
同
心
，
华
夏
一
脉
；
血
浓
于
水
，
叶
落
归
根
。

中
国
谱
牒
历
史
文
化
源
远
流
长
，
博
大
精
深
。

家
族
有
谱
，
地
方
有
志
，
国
家
有
史
，
其
义
一
也
。
中
国
的
姓
氏
，
实
际
上
是
国
家
的
根
系
，
它
盘
根
错

节
，
根
系
相
连
，
追
根
溯
源
，
中
国
人
都
是
炎
黄
的
子
孙
，
其
血
管
流
淌
的
都
是
炎
黄
的
血
液
。
常
言
道
：
同

姓
同
宗
的5

0
0

年
前
是
一
家
，
不
同
姓
不
同
宗
的5

0
00

年
前
是
一
家
。
血
浓
于
水
，
因
此
均
是
血
亲
。
中
国

人
崇
尚
祖
宗
，
膜
拜
祖
宗
，
是
几
千
年
的
传
统
。
修
撰
谱
牒
的
重
要
和
最
终
目
的
，
就
是
要
通
过
姓
氏
这
根
纽

带
，
凝
聚
宗
族
力
量
，
增
强
民
族
凝
聚
力
，
进
而
增
强
其
综
合
国
力
。
故
谱
牒
具
有
重
要
的
价
值
取
向
。

谱
牒
是
一
个
家
族
的
历
史
记
载
。
通
过
谱
牒
，
可
比
较
真
实
地
了
解
当
时
的
历
史
面
貌
，
时
代
精
神
、
社

会
风
尚
，
了
解
在
那
个
历
史
背
景
下
人
们
的
生
产
、
生
活
情
况
。
谱
牒
和
正
史
、
方
志
是
重
要
的
历
史
典
籍
，

是
史
学
的
重
要
组
成
部
分
。
谱
牒
是
一
个
巨
大
的
资
料
宝
库
，
它
蕴
藏
社
会
学
、
历
史
学
、
考
古
学
、
经
济
学
、



民
俗
学
、
人
口
学
、
民
族
学
、
文
学
、
政
治
学
、
宗
教
学
、
法
学
、
姓
氏
学
、
人
物
传
记
、
家
族
制
度
等
资
料
。

极
具
文
物
保
护
、
学
术
研
究
、
道
德
教
育
等
价
值
。
现
对
谱
牒
的
价
值
作
如
下
阐
释
：

一
、
谱
牒
和
宗
法
的
关
系
从
一
开
始
就
密
不
可
分
，
宗
法
制
度
是
封
建
王
朝
维
护
其
统
治
的
重
要
手
段
之
一
，

而
谱
牒
中
的
族
规
、
族
约
、
家
法
、
乡
约
等
，
正
是
加
强
宗
法
制
度
的
有
力
工
具
。

二
、
族
规
、
家
规
中
保
留
了
许
多
对
我
们
今
天
极
为
有
益
的
东
西
，
如
孝
父
母
、
和
夫
妇
、
勉
读
书
、
尚
节
俭
、

戒
赌
博
、
戒
淫
秽
、
戒
懒
惰
、
戒
奢
侈
等
，
对
建
设
现
代
家
庭
道
德
和
精
神
文
明
都
有
借
鉴
意
义
。

三
、
家
族
制
度
是
利
用
血
缘
关
系
治
理
族
人
的
社
会
制
度
。
如
家
族
的
组
织
系
统
、
财
产
管
理
，
赈
济
方
法
等
，

为
研
究
家
族
在
古
代
社
会
中
的
地
位
、
作
用
、
组
织
形
式
、
管
理
方
法
等
，
均
提
供
了
丰
富
的
资
料
。

四
、
谱
牒
中
保
存
着
相
当
数
量
的
经
济
史
资
料
，
这
些
资
料
包
括
家
族
的
集
体
田
产
，
林
地
、
祠
宇
、
墓
地
等

的
数
量
、
形
成
、
经
营
、
管
理
、
收
支
情
况
等
，
这
些
都
为
研
究
古
代
经
济
史
提
供
了
很
好
的
素
材
。

五
、
谱
牒
的
中
心
部
分
是
家
族
人
口
的
世
系
传
承
，
家
谱
记
录
了
家
族
人
口
的
数
量
、
迁
徙
、
分
布
、
婚
姻
状

况
等
，
对
研
究
古
代
人
口
问
题
提
供
了
翔
实
的
佐
证
。



六
、
谱
牒
的
主
要
篇
幅
是
世
系
的
记
录
，
许
多
家
族
既
有
简
而
准
的
世
系
，
又
有
详
尽
的
传
记
、
墓
志
、
年
谱

等
，
这
些
对
研
究
历
史
文
物
及
其
家
世
大
有
帮
助
。

七
、
谱
牒
是
地
方
文
献
的
重
要
组
成
部
分
。
方
志
中
所
包
含
的
内
容
如
选
举
、
官
职
、
人
物
、
户
籍
、
祠
宇
、

碑
记
、
艺
文
等
谱
牒
都
涉
及
到
，
这
对
编
修
地
方
志
书
具
有
重
要
的
参
考
价
值
。

八
、
谱
牒
又
是
一
个
民
俗
学
资
料
库
，
它
记
录
了
许
多
民
俗
内
容
，
尤
其
是
家
礼
中
的
婚
礼
、
葬
礼
、
祭
礼
等
，

对
本
地
的
风
土
人
情
，
岁
时
习
俗
、
本
族
的
礼
仪
习
俗
都
有
相
当
的
体
现
。
为
研
究
民
俗
提
供
了
依
据
。

九
、
谱
牒
中
有
关
章
节
记
录
了
族
规
、
家
法
、
仕
宦
录
、
科
甲
记
、
教
育
志
、
族
学
、
传
记
等
宗
族
教
育
、
科

举
仕
途
、
助
学
、
教
育
方
法
等
内
容
。
为
理
清
古
代
教
育
提
供
了
宝
贵
的
素
材
。

十
、
谱
牒
对
中
国
历
史
上
一
些
重
大
历
史
事
件
，
都
有
不
同
程
度
的
记
录
，
虽
不
完
整
系
统
，
但
却
十
分
具
体
，

这
是
十
分
重
要
的
资
料
，
至
今
仍
有
借
鉴
意
义
。

除
以
上
所
述
外
，
谱
牒
还
提
供
有
关
古
代
妇
女
、
古
代
伦
理
道
德
、
遗
传
学
、
人
才
学
、
宗
教
史
、
华
侨

史
等
多
方
面
的
史
料
。
由
此
可
见
，
谱
牒
作
为
史
书
之
一
，
其
作
用
和
价
值
是
相
当
突
出
的
，
它
所
保
存
的
家



规
、
家
训
及
治
家
格
言
等
，
均
具
有
积
极
、
进
取
的
人
生
价
值
和
社
会
价
值
，
这
些
足
资
我
们
借
鉴
其
有
益
的

优
秀
成
分
。

谱
牒
已
成
为
一
种
种
类
繁
多
、
内
容
丰
富
、
记
事
详
实
的
独
特
史
料
。
它
从
家
族
史
的
角
度
来
阐
释
、
反

映
、
印
证
中
华
民
族
的
历
史
进
程
，
对
我
们
今
天
弘
扬
民
族
文
化
，
增
强
民
族
凝
聚
力
具
有
十
分
重
要
的
价
值
。

谱
牒
亦
能
满
足
海
内
外
炎
黄
子
孙
“
寻
根
渴
祖
”
的
需
求
。
“
树
高
千
丈
，
叶
落
归
根
”,

海
外
华
侨
看

到
祖
国
繁
荣
昌
盛
，
欣
喜
之
情
，
溢
于
言
表
。
他
们
纷
纷
回
国
寻
根
觅
祖
、
探
亲
访
友
，
增
强
了
中
华
民
族
的

向
心
力
和
凝
聚
力
。

察
诸
当
代
，
编
修
谱
牒
风
气
正
盛
，
我
们
要
推
陈
出
新
，
在
研
究
挖
掘
传
统
谱
牒
内
容
、
体
例
、
结
构
中

其
优
秀
成
分
的
同
时
，
坚
持
古
为
今
用
的
原
则
，
采
取
推
陈
出
新
的
举
措
，
构
建
能
适
应
社
会
主
义
新
时
代
所

需
要
的
新
型
谱
牒
。
以
利
顺
应
现
代
社
会
的
发
展
。
但
也
要
传
统
谱
牒
的
“
敦
宗
睦
族
”
、
“
凝
聚
血
亲
”
的

功
能
作
用
。
让
谱
牒
这
门
古
老
而
又
年
轻
的
学
科
不
断
发
展
，
日
臻
成
熟
完
善
。
正
由
于
谱
牒
具
有
以
上
价
值
，

伟
人
们
均
对
谱
牒
进
行
了
系
列
论
述
：



一
九
五
七
年
毛
泽
东
主
席
于
四
川
成
都
召
开
中
央
政
治
局
会
议
，
在
讲
话
中
指
出
：
“
搜
集
家
谱
加
以
研

究
，
可
以
知
道
人
类
社
会
的
发
展
规
律
；
也
可
以
为
人
文
地
理
、
聚
落
地
域
提
供
宝
贵
的
资
料
。
”

孙
中
山
先
生
在
宗
族
组
织
论
述
中
指
出
：
“
中
国
国
民
和
国
家
的
结
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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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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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江
泽
民
总
书
记
指
出
：
“
尊
重
和
怀
念
祖
先
功
业
，
是
中
华
民
族
一
种
美
德
，
如
能
自
己
的
祖
宗
都
忘
记

了
，
那
个
民
族
还
有
什
么
希
望?

族
谱
是
中
华
民
族
的
传
统
文
化
，
收
集
研
究
族
谱
，
有
助
于
中
华
民
族
团
结

和
中
华
文
化
的
传
播
，
研
究
宗
谱
可
增
强
民
族
凝
聚
力
…
…
”
。

以
上
三
位
领
袖
都
对
谱
牒
文
化
给
予
了
高
度
评
价
。
由
此
可
见
，
谱
牒
文
化
具
有
重
要
而
深
远
的
历
史
和

现
实
价
值
。



略
谈
姓
氏
文
化

姓
氏
文
化
是
中
华
民
族
传
统
文
化
中
的
瑰
宝
。
它
博
大
精
深
，
源
远
流
长
。
它
深
入
到
我
们
生
活
中
的
各

个
领
域
，
深
入
到
每
个
人
的
心
中
。
尤
其
是
漂
泊
在
异
国
他
乡
的
炎
黄
子
孙
，
都
对
“
家
”
、
对
“
根
”
有
一

种
深
深
的
渴
望
，
正
因
为
如
此
，
之
所
以
中
华
姓
氏
文
化
颇
受
华
夏
儿
女
的
青
睐
。

自
古
以
来
，
“
家
”
就
是
华
夏
儿
女
一
切
社
会
关
系
的
基
础
，
是
维
系
生
存
和
发
展
的
纽
带
，
是
人
们
进

行
社
会
交
往
的
必
要
条
件
之
一
，
涉
及
千
家
万
户
。
中
华
民
族
的
姓
，
起
源
于
原
始
社
会
的
母
系
氏
族
，
而
氏

是
姓
的
衍
生
，
它
起
源
于
父
系
氏
族
时
期
，
是
古
代
贵
族
系
统
的
称
号
。

据
中
国
科
学
院
遗
传
研
究
所
统
计
，
中
华
姓
氏
多
达1

1
96

9

个
，
其
中
单
姓5

3
27

个
，
复
姓4

32
9

个
，

三
个
字
以
上
的
姓2

3
13

个
。

目
前
全
国
仍
通
用
的
姓
氏
约3

0
50

个
。
这
些
姓
氏
源
远
流
长
，
丰
富
多
彩
，
个
个
都
有
一
番
意
味
深
长

的
来
历
，
蕴
含
着
一
件
件
一
桩
桩
有
趣
的
故
事
。
正
因
为
如
此
，
中
华
姓
氏
才
成
为
一
种
超
越
时
空
，
贯
穿
古

今
的
文
化
现
象
，
才
能
成
为
中
华
五
千
年
文
明
史
的
一
个
重
要
组
成
部
分
。



研
究
中
华
民
族
的
姓
氏
，
不
仅
是
对
祖
国
文
化
遗
产
的
继
承
和
发
扬
，
而
且
可
以
为
诸
多
海
外
华
人
提
供

寻
根
问
祖
的
依
据
。
从
姓
氏
学
中
我
们
可
以
看
到
祖
先
所
经
历
的
苦
难
与
辉
煌
，
感
受
到
祖
先
在
政
治
、
经
济
、

教
育
、
文
化
等
领
域
的
成
就
，
还
可
以
了
解
祖
先
的
生
存
状
态
和
立
身
处
世
等
状
况
。

以
杨
氏
为
例
，
先
祖
不
乏
帝
王
将
相
，
忠
勇
豪
雄
。
在
华
夏
素
享
“
精
忠
报
国
，
清
白
传
家
”
之
美
誉
，

为
国
家
民
族
作
出
“
文
能
治
国
，
武
能
安
邦
”
之
辉
煌
业
绩
。
历
代
文
臣
武
将
斑
斑
辈
出
：
有
拒
贿
辞
金
，
为

官
清
廉
之
东
汉
丞
相
、
大
尉
杨
震
。
有
历
史
上
锐
意
改
革
政
要
，
一
统
中
华
，
兴
科
举
之
隋
文
帝
杨
坚
父
子
；

有
战
功
卓
著,

铸
英
雄
群
体
，
树
满
门
忠
烈
，
之
宋
朝
名
将
杨
业
父
子
。
历
代
杨
氏
忠
臣
良
将
而
载
入
国
史
者

逾
越
千
人
，
故
国
人
对
杨
氏
之
史
迹
而
有
口
皆
碑
。

至
近
现
代
，
有
抗
日
名
将
杨
虎
城
，
原
国
家
主
席
杨
尚
昆
，
开
国
上
将
杨
勇
、
杨
德
志
、
杨
成
武
，
巾
帼

英
烈
杨
开
慧
等
等
，
述
不
胜
述
。

具
有
五
千
年
文
明
史
的
中
华
民
族
，
承
传
着
广
博
深
厚
，
源
远
流
长
的
姓
氏
文
化
。
它
包
含
着
深
邃
的
历

史
内
涵
，
极
具
姓
氏
特
色
。
姓
氏
文
化
最
直
接
的
表
现
形
式
是
对
联
。
对
联
历
史
悠
久
，
内
容
丰
富
多
姿
多
彩
，

其
用
字
遣
词
凝
练
准
确
。
生
动
含
畜
，
其
引
典
造
句
独
出
心
裁
，
它
凝
聚
着
姓
氏
文
化
的
价
值
取
向
，
反
映
血



缘
相
承
的
执
着
信
念
，
尊
祖
敬
宗
的
虔
诚
情
怀
和
励
志
耕
读
的
殷
切
愿
望
。
如
杨
氏
宗
祠
神
殿
前
联
云
：
脉
承

关
西
忠
孝
传
家
枝
繁
叶
茂
成
旺
族
。
支
分
吉
水
贤
良
处
世
起
凤
腾
蛟
展
新
元
。
就
充
分
体
现
了
杨
家
均
杨
氏
脉

络
系
关
西
夫
子
杨
震
的
后
裔
，
素
以
忠
孝
传
家
为
宗
旨
。
其
迁
基
祖
是
从
江
西
吉
水
分
支
来
浏
阳
的
，
一
直
是

贤
良
处
世
的
家
族
。
仅
一
副
对
联
就
高
度
概
括(

剑
芳)

了
全
部
内
容
，
是
最
具
特
色
的
佐
证
。



试
论
家
族
文
化
与
民
族
文
化
的
关
系

剑

芳

文
化
自
信
是
最
基
本
、
最
深
沉
、
最
持
久
的
力
量
。
中
华
文
化
源
远
流
长
，
博
大
精
深
。

在
宗
亲
们
心
中
，
回
忆
是
心
灵
之
途
，
是
渗
入
血
液
中
的
文
化
。
以
家
族
为
单
位
延
续
、
传
承
，
进
而
扩

散
到
社
会
和
国
家
。
因
此
由
家
至
族
，
由
族
至
国
是
心
灵
的
道
场
，
是
薪
火
相
传
的
地
方
，
是
做
人
的
责
任
所

系
。
千
山
万
水
挡
不
住
宗
亲
团
聚
的
步
履
，
家
族
成
为
文
化
的
载
体
，
使
生
命
昂
扬
，
人
生
愉
悦
。

认
祖
归
宗
是
义
无
反
顾
的
自
然
之
举
，
既
是
对
游
子
的
召
唤
，
又
是
游
子
对
祖
宗
的
眷
恋
。
无
论
怎
样
开

枝
散
叶
，
根
始
终
扎
在
土
中
，
这
是
中
国
文
化
归
宿
与
传
承
之
路
径
。
文
化
之
根
由
人
心
承
载
，
而
召
唤
与
眷

恋
它
本
身
就
蕴
藏
着
家
族
的
凝
聚
力
和
向
心
力
，
凸
显
家
族
的
认
同
感
和
归
属
感
，
中
国
人
血
管
里
所
流
淌
着

的
文
化
血
脉
，
进
而
衍
生
出
中
华
民
族
的
共
同
价
值
取
向
，
这
是
不
争
的
事
实
。

人
之
一
生
都
在
寻
找
回
归
之
路
，
修
身
齐
家
治
国
平
天
下
，
个
体
与
家
庭
家
族
是
宏
大
世
界
的
起
点
，
而

家
和
家
族
是
内
心
，
是
天
地
所
赋
予
的
文
化
载
体
。

孙
中
山
先
生
说
：
“
《
族
谱
》
记
述
中
华
民
族
由
宗
族
大
团
结
扩
大
到
民
族
大
团
结
，
这
是
中
国
人
特
有

的
，
良
好
的
传
承
观
念
”
。
这
位
伟
大
的
革
命
先
行
者
的
论
断
是
完
全
正
确
的
，
也
是
科
学
的
。



中
国
的
姓
氏
，
实
际
上
是
国
家
的
根
系
，
它
盘
根
错
节
而
根
系
相
连
。
追
根
溯
源
，
中
国
人
大
多
数
是
炎

黄
的
子
孙
，
中
国
人
血
管
中
流
淌
着
炎
黄
的
血
液
。
常
言
道
，
同
姓
同
宗
的
五
百
年
前
是
一
家
，
不
同
姓
不
同

宗
的
五
千
年
前
是
一
家
。
中
国
人
之
间
血
浓
于
水
，
因
为
都
是
血
亲
也
。
中
国
人
崇
尚
祖
宗
，
膜
拜
祖
宗
是
几

千
年
的
传
统
。
正
因
为
中
国
人
具
有
血
缘
关
系
，
所
以
具
有
民
族
凝
聚
力
，
这
种
民
族
凝
聚
力
，
是
构
成
综
合

国
力
的
重
要
标
志
。

在
中
华
民
族
大
家
庭
中
每
一
支
族
姓
，
皆
是
由
作
为
今
日
中
华
民
族
的
始
祖
炎
黄
二
帝
派
生
出
来
的
，
每

个
族
姓
都
是
经
过
繁
衍
而
构
成
的
。
姓
氏
是
人
根
，
是
祖
先
之
魂
，
是
标
志
家
族
系
统
的
称
号
，
是
人
们
进
行

社
会
交
往
的
名
片
。
中
华
姓
氏
在
世
界
文
明
史
上
独
树
一
帜
，
没
有
一
个
国
家
的
姓
氏
传
承
得
像
中
国
这
样
完

整
而
有
内
涵
，
它
涉
及
到
历
史
学
、
考
古
学
、
民
俗
学
、
社
会
学
、
人
类
学
等
诸
多
领
域
，
生
动
而
具
体
地
反

映
着
我
国
历
史
上
的
文
明
起
源
，
社
会
形
态
演
变
，
民
族
融
洽
，
中
外
交
流
，
以
及
历
代
的
政
治
、
经
济
、
文

化
、
社
会
习
俗
的
发
展
和
变
革
，
是
中
华
民
族
五
千
年
文
化
一
个
重
要
的
组
成
部
分
，
是
中
华
民
族
同
族
同
源

同
质
文
化
的
象
征
。



中
国
人
历
来
十
分
注
重
姓
氏
，
人
们
常
说
“
行
不
改
姓
，
坐
不
改
名
”
。
足
见
姓
氏
在
国
人
心
中
的
位
置
。

对
待
荣
誉
及
有
深
厚
文
化
底
蕴
的
家
庭
而
言
，
有
着
至
高
无
上
的
地
位
，
在
家
族
成
员
中
占
据
着
举
足
轻
重
的

位
置
。
是
一
个
家
庭
精
神
力
量
之
所
在
，
是
家
庭
精
神
凝
聚
力
的
集
中
表
现
，
引
领
着
整
个
家
族
走
向
兴
旺
发

达
和
辉
煌
。

一
个
家
族
的
文
化
形
成
，
需
要
数
代
以
至
数
十
代
人
共
同
奋
斗
而
积
淀
，
通
过
不
懈
的
努
力
，
才
能
形
成

富
有
特
色
的
家
族
文
化
，
家
族
精
神
。
几
乎
每
个
经
久
不
衰
的
家
族
都
有
自
己
的
、
独
有
的
文
化
特
色
和
家
族

荣
誉
感
和
责
任
感
。
正
是
这
种
精
神
支
撑
着
整
个
家
族
走
向
辉
煌
发
达
，
也
就
是
千
万
个
家
族
文
化
和
家
族
精

神
，
千
百
年
来
汇
聚
传
承
形
成
了
今
天
中
华
民
族
文
化
和
民
族
精
神
。
家
族
文
化
之
所
以
是
中
华
民
族
文
化
的

基
石
，
是
因
为
中
华
民
族
文
化
是
由
无
数
个
家
庭
文
化
千
锤
百
炼
所
凝
结
，
升
华
而
来
的
成
果
。

在
中
国
传
统
文
化
概
念
中
，
姓
氏
一
直
占
据
着
重
要
位
置
。
姓
氏
已
经
具
有
强
烈
的
文
化
意
味
，
它
是
文

明
的
曙
光
，
是
血
缘
的
标
志
，
是
婚
姻
的
纽
带
，
是
部
族
的
开
端
，
是
社
会
的
细
胞
，
是
民
族
的
根
基
。

盛
世
修
谱
，
重
鉴
未
来
。
就
是
形
成
由
家
庭
而
家
族
，
由
家
族
而
民
族
，
由
民
族
而
国
家
的
观
念
。
只
有

更
好
地
凝
聚
人
心
，
汇
集
智
慧
共
同
建
设
和
谐
社
会
，
才
能
达
到
新
时
代
文
化
自
信
之
功
能
和
目
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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