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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明代浙江官僚士大夫编纂族谱ꎬ从“一本万殊”的宇宙观出发ꎬ视修谱为利用宗法观念治理宗族ꎬ
欧苏族谱学和家史犹如国史的认知也影响到明代的修谱ꎮ 明初编纂的族谱比较简单ꎬ明中后期族谱内容更加充

实ꎬ浙江大族较为重视对族人的规训ꎮ 明代浙江族谱修纂较为流行ꎬ浙东山区聚族而居ꎬ修谱尤为突出ꎻ浙西水

乡析居异财ꎬ修谱弱于浙东ꎮ 明代浙江人修谱求真不诬祖、忽先者有之ꎬ修谱攀附作伪而牵连附合、填隙补空者

亦有之ꎮ
〔关键词〕一本万殊ꎻ欧苏谱ꎻ方孝孺ꎻ浙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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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代是中国族谱学发展史上的重要时期ꎬ其
中浙江的族谱修纂占有重要地位ꎮ 学者已对明

代浙江族谱学的重要人物、〔１〕 修谱现象、〔２〕 宗族

治理个案〔３〕以及金华、温州等区域的族谱修撰〔４〕

有所探讨ꎬ但是缺乏全面的论述ꎮ 本文尝试利用

明人文集中的谱序等资料ꎬ结合现存明代浙江族

谱ꎬ就明代浙江族谱作一较为全面系统的探讨ꎬ
不足之处ꎬ尚请方家指正ꎮ

一、族谱修纂的思想

明代浙江官僚士大夫编纂族谱ꎬ主要有四方

面的考量:一是从“一本万殊”的宇宙观出发ꎬ主
张人性需要知本而修谱ꎻ二是强调利用宗法观念

治理宗族ꎻ三是受欧苏族谱学的影响ꎻ四是家史

犹如国史的认知ꎮ

(一)“一本万殊”的知本观

北宋张载 «西铭» 说: “民吾同胞ꎬ物吾与

也ꎮ” 〔５〕后被概括为 “民胞物与”ꎮ 程颐认为:
“«西铭»理一而分殊ꎮ” 〔６〕即天地间有一个理ꎬ而
这个理又能在万事万物之中得以体现ꎬ即每个事

物中存在自己的一个理ꎮ
明代诸多士大夫从“一本万殊”的角度思考

问题ꎬ明初儒者浙江绍兴余姚人赵撝谦(１３５１—
１３９５)指出:

天下事物之理ꎬ皆一本而万殊者也ꎬ有大

而旷漭ꎬ可循而知者ꎻ有小而浅近ꎬ不可得而

知者ꎮ 如天下之山千支万派ꎬ起伏散峙ꎬ若不

可得而知者ꎮ 苟求其所自ꎬ虽南北西东之异ꎬ
支派贯达ꎬ要必宗于五岳ꎮ 五岳之大ꎬ脉则总

于昆仑也ꎮ 此虽大而旷漭ꎬ由万殊而求一本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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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循而致也ꎮ〔７〕

这种“一本而万殊”如天下之山宗于五岳ꎬ五岳

总于昆仑一般ꎬ而祖先之于子孙亦是同理ꎬ修族

谱则是“万殊而求一本”ꎮ
潘希曾(１４７６—１５３２)ꎬ字仲鲁ꎬ金华人ꎬ弘治

十五年(１５０２)进士ꎬ官至兵部左侍郎ꎮ 他也以树

木之喻宗族ꎬ重视“一本而无二”ꎮ 他说:
嗟乎! 世之人孰不爱其身? 惟目前之图

而不重其本ꎬ轻其身者也ꎮ 抑孰不爱其子孙?
规规身后之利而无以维系其心ꎬ弃其子孙者

也ꎮ 枝干峥嵘ꎬ必植其根ꎬ而后千花万叶于焉

以荣ꎮ 天下未有本拨而末茂者ꎬ独木乎哉!
是故祖父吾本也ꎬ兄弟其枝干ꎬ子孙其花叶

也ꎮ 吾父之视吾兄弟犹吾于子也ꎻ吾祖之视

吾从兄弟ꎬ犹吾于孙也ꎮ 自鼻祖至于耳孙ꎬ愈
远愈分ꎬ而气脉所贯ꎬ固一本而无二ꎮ 世之人

惟不知本也ꎬ是以骨肉之亲至同途人ꎬ喜无庆

而戚无吊也ꎮ 平居不相得ꎬ而患难不相拯也ꎮ
贵且陵贱也ꎬ贫且忮富也ꎬ将其身之不保而欲

以及其子孙不可得也ꎮ 家之有谱所以重本ꎬ
始而维系乎族属ꎬ君子之善爱其身与其子孙ꎬ
舍是无所用心矣ꎮ〔８〕

修谱是重本始而维系族属的行为ꎮ
绍兴府余姚新河吕氏«家训睦族»要求:

宗族之广ꎬ不能无亲疏长幼尊卑之分ꎬ自
吾一身视之ꎬ则有亲疏ꎬ自祖宗而视之ꎬ则一

体也ꎮ 有曰:四海为家ꎬ万物吾一体ꎬ家视四

海ꎬ体视万物ꎬ又安有彼此视宗人哉! 惟理一

分殊ꎬ故服有等杀ꎬ而情无亲疏ꎬ施有缓急ꎬ而
恩无差等ꎮ 幼必敬长ꎬ卑必承忠ꎬ喜必庆ꎬ忧

必吊ꎬ未有漠然休戚不相关者也ꎮ 今立祠堂

以祀四祖ꎬ置祭田以供春秋ꎬ无非敦睦以劝孝

友之意ꎬ子孙永遵ꎬ可弗替焉ꎮ〔９〕

其睦族的指导思想即是“理一分殊”ꎮ
(二)谱系之法为先王宗法遗意

元末明初的士大夫多有从宗法论述修谱必

要性的ꎮ 郑真(约 １３８３ 年前后在世)ꎬ字千之ꎬ宁
波鄞县人ꎬ自号荥阳外史ꎮ 他认为ꎬ族谱可以立

宗:“士大夫家敦睦之法ꎬ莫重于立宗ꎬ立宗莫先于

叙谱ꎮ 谱所以辨昭穆ꎬ明长幼ꎬ分远近也ꎮ 古

者九宗五两之法既已废矣ꎬ有能叙其得姓之由ꎬ
自源而流ꎬ由枝而叶ꎬ以永一家之传ꎬ岂非先王遗

意哉?” 〔１０〕将修谱作为立宗的措施ꎮ
方孝孺是明初著名学者ꎮ 洪武三十一年

(１３９８)惠帝即位ꎬ遵太祖遗训ꎬ召方孝孺入京任

职翰林院ꎬ他继承并光大了其师宋濂有关宗族建

设的思想ꎮ 他认为:
先王之世ꎬ井田之法行ꎬ百姓知相拯恤ꎬ

一国犹一族ꎬ一里犹一家ꎬ况其同姓之人乎?
然犹恐其未至也ꎬ复立大宗小宗之法以维持

其心ꎮ 是以上下亲睦ꎬ风俗和厚ꎬ历世长久ꎬ
六七百年而不坏ꎬ岂非治之得其道故耶?

自井田隳废ꎬ人各顾其家ꎬ家各务其私ꎬ
至于兄弟且相攘夺ꎬ况他人乎? 井田王制之

大者ꎬ吾末如之何ꎬ可以稍见先王之遗意者ꎬ
惟谱系之法可为耳ꎮ 一乡之中ꎬ一姓之人ꎬ少
者数十家ꎬ多者数百家ꎬ其富贫贵贱强弱之不

同ꎬ至相悬也ꎮ 苟无谱以列之ꎬ几何富者之不

侵贫、贵者之不凌贱、强者之不暴弱也乎? 得

其人谨书之于谱ꎬ取而阅之ꎬ曰:“是虽贱与

吾同宗也ꎬ是虽贫与吾同祖也ꎬ是虽弱亦吾祖

之子孙也ꎮ” 默而思之ꎬ盖恍然悲而惕然惧

矣ꎮ 匪惟一乡一姓者为然也ꎬ同邑同郡之一

姓皆然ꎮ 岂惟郡邑之一姓者为然? 一国之中

其始徙必本于一人ꎬ人能思之ꎬ则虽相去千

里ꎬ可合为一宗ꎬ视之如一家也ꎬ奚有争夺哉!
是法也ꎬ先王之遗意存焉ꎬ而废也久矣!

亲亲之道息ꎬ而风俗浸衰ꎬ一乡而同俗者且不

思其本ꎬ况郡国乎? 郡国之不可知而合者ꎬ势
远而无征也ꎮ 势吾亦莫如之何ꎬ幸而可谱者ꎬ
惟同乡者尔ꎮ 尚古之士间能为之ꎬ则又往往

循私而失实ꎬ或谬制字名加于不可考之世ꎬ或
旁援贵显之人加诸其谱之首ꎬ而弃其所出之

祖者众矣ꎮ 是不亦愈失古之意哉!〔１１〕

在方孝孺看来ꎬ大宗小宗之法协助井田之法维系

“先王之世”ꎬ自井田隳废社会失序ꎬ惟谱系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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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先王之遗意ꎮ 修谱可改善贫富、贵贱、强弱

关系ꎬ促进一乡一姓、同邑同郡乃至一国的社会

和谐ꎬ人之“思其本”可以促进“亲亲之道”ꎬ改变

风俗ꎮ 可惜的是ꎬ一些修谱者“循私而失实”ꎬ有
失古意ꎮ 方孝孺还自称“有志于先王善俗致治之

道”ꎬ故看到«楼氏宗谱»编纂者“独自十世祖以

下书之ꎬ凡生仕卒葬之详ꎬ苟有闻者无不备载ꎬ阙
其所不知ꎬ而信其所知也”ꎬ是“有识而合于古

者”ꎬ正合其志向ꎮ〔１２〕

(三)欧苏谱以及宋儒的影响

北宋欧阳修、苏洵的修谱思想以及族谱体例

在明代影响很大ꎬ很多明人修谱都要参考欧苏

谱ꎮ 如潘希曾说:“宋儒欧阳氏、苏氏慨然有感乎

此ꎬ乃考古大小宗之意ꎬ修立谱法ꎬ其见远矣ꎮ 由

宋以迄于今ꎬ士夫家多遵用其法ꎮ”绍兴府余姚人

吕本说:“虽然谱废亦久矣ꎬ至欧、苏二公而始重ꎮ
六一谓谱之传在得其人ꎬ老泉谓贤者之不尽传ꎬ
由谱不立之过ꎮ”强调欧阳修、苏洵对于族谱传承

的人物的重视ꎮ〔１３〕

修谱者在欧、苏谱之间ꎬ也会有所选择ꎮ 有

的对欧谱情有独钟ꎬ浙江慈溪人乌斯道指出:“明
之卿相家ꎬ甲第相望ꎬ皆以儒业显ꎬ必有谱牒贻厥

后谱牒之存否ꎬ实系子孙之存否ꎮ 子孙之存

否ꎬ又在乎子孙之贤否也ꎮ 余方以此为叹ꎬ郡之

胡公鼎氏效欧阳公家谱法ꎬ缉宗谱余尝宦游

庐陵ꎬ知欧阳之家不能不替ꎬ其子孙不能皆贤ꎬ第
其声名事业为世所重ꎬ其所缉之谱又可法ꎬ故传

世久而不坠ꎮ” 〔１４〕 他以胡氏宗族为例ꎬ说明修谱

对于宗族存续的重要性ꎮ 胡氏谱就是参考欧谱

编辑而成ꎬ恰好乌氏游历过欧阳修的家乡ꎬ据他

的观察ꎬ欧阳修的宗族在明代有所衰落ꎬ但是名

声很大ꎬ且其族谱传之久远ꎮ
有的族谱依据苏氏谱例ꎮ 杭州的钱塘柴氏

家谱ꎬ“直效苏文安公不祖刺史味道ꎬ而惟以详其

所可详ꎬ亲其所可亲者收之ꎮ” 〔１５〕淳安许氏“后谱

仿苏氏例ꎬ于所亲则图系于前ꎬ谱列于前称府君

行第ꎬ尊所自出也ꎮ 生没娶葬毕书ꎬ详所自出

也”ꎮ〔１６〕潘希曾有感于苏谱兴孝之说ꎬ“苏氏之作

族谱也ꎬ尝曰:‘观吾之谱者ꎬ孝弟之心可以油然

而生矣ꎮ’则斯谱之作不徒然矣ꎮ” 〔１７〕

浙人修谱的思想ꎬ还受到北宋思想家张载的

影响ꎮ 如潘希曾说:“横渠张氏亦曰:‘宗法既

立ꎬ于朝廷大有所益ꎮ’或问之ꎬ曰:‘士大夫各知

其祖ꎬ忠义岂有不立ꎬ朝廷岂无所益ꎮ’呜呼! 此

先儒立谱之深意也ꎮ” 〔１８〕张载立谱以维持朝廷统

治秩序的想法得到体现ꎮ 嘉兴海盐人陈廷器重

辑族谱ꎬ向同邑张宁索序ꎬ张宁答曰:“先正云:管
摄天下人心ꎬ收宗族ꎬ厚风化ꎬ须是明谱系使人不

忘本ꎬ立宗法使人自知来处ꎮ 子能行古之道ꎬ余
何辞?” 〔１９〕将为族谱作序视作关乎“管摄天下人

心ꎬ收宗族ꎬ厚风化”的崇高行为而乐意从事ꎮ
明人在修谱实践中有所创新ꎮ 台州太平(今

温岭)人谢铎为家乡黄氏族谱作序ꎬ说黄某人

“复取欧苏之法因旧谱而增修焉ꎮ 曰大宗图ꎬ则
因其所为宗绪图者而修之ꎻ曰小宗图ꎬ则因其所

谓六世图者而修之ꎻ曰谱传ꎬ则因其所谓世事录

者而修之ꎮ 而复益以坟墓志ꎬ居徙考ꎬ婚姻世考ꎬ
则又欧苏之所未备者也ꎮ 於乎! 其为法亦详

矣”ꎮ〔２０〕黄氏族谱内容比欧苏谱要完善ꎮ
(四)修谱犹如修史的认知

王畿(１４９８—１５８３)ꎬ字汝中ꎬ号龙溪ꎬ绍兴府

山阴人ꎬ师事王守仁ꎬ为王门浙中派创始人ꎻ嘉靖

十一年(１５３２)进士ꎬ授南京兵部主事ꎬ进郎中ꎻ后
谢病归ꎬ来往各地讲学 ４０ 余年ꎮ 王畿从春秋大

义论述家谱借鉴国史ꎬ还引入心学解释修谱ꎮ 万

历五年(１５７７)ꎬ他赴宣歙论学ꎬ应太平县杜氏之

请ꎬ为之作序ꎬ阐发了他对谱学的看法:
夫有国史有家乘ꎬ乘者史之流也ꎮ 按凡

例修国史者必知«春秋»之义ꎬ然后可以明王

道而正国体ꎬ修家乘者亦当知«春秋»之义ꎬ
然后可以明人伦而正风俗ꎬ可谓得其意矣ꎮ
予谓欲明«春秋»之义ꎬ莫先于辨是非ꎬ究明

一体之学ꎮ 良知者是非之公ꎬ自圣以至于途

人ꎬ皆所同具ꎬ无是非之心非人也ꎮ 良知者天

地之灵气ꎬ原与万物同体ꎬ手足痿痹ꎬ则为不

仁ꎬ灵气有所不贯也ꎮ 有人于此以县寓为家ꎬ
—２７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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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昊天为祖ꎬ以四海为兄弟ꎬ以万物芸芸为同

体ꎬ谁曰不可ꎬ故同之则楚越一家ꎬ以其心之

同也ꎬ异之则肝胆易处ꎬ以其心之异也ꎮ 今夫

聚族而居ꎬ父子伯叔兄弟咸在ꎬ出入则同ꎬ吉

凶庆吊则同ꎬ序ꎬ事则同堂ꎬ会食则同席ꎬ由是

而及其所自始ꎬ一体相授ꎬ俨然如将见之ꎬ以

其谱之存也ꎮ 古者敦睦以合族ꎬ君子难之ꎮ
夫合族之难ꎬ非合之难也ꎬ以身范族之难也ꎮ
非身范之难也ꎬ能以族范身之难也ꎮ 故勇可

以夺三军ꎬ而不可以加一族ꎬ力可以抗万乘ꎬ
而不可以藐周亲ꎬ顾躬行何如耳ꎮ 子也ꎬ既明

一体之义ꎬ以身为范ꎬ不患出之无本ꎬ一人倡

之ꎬ众皆从而和之ꎬ使伯叔兄弟共明一体之

学ꎬ以其所范ꎬ概于子之身一体相承ꎬ绳绳不

绝ꎬ人伦将自此而可明ꎬ风俗将自此而可正ꎬ
合并为公ꎬ以实行将之ꎬ不徒科条粉饰之具ꎬ
始足称为善俗耳ꎬ予故乐而道之ꎮ〔２１〕

欲认识春秋大义ꎬ需要究明一体之学ꎬ合族需要

有人以身范族ꎬ从而一体相承ꎬ明人伦而正风俗ꎮ
有人在家谱与国史之间加上了方志ꎮ 如宁

波慈溪人郑满认为:“谱之作尚矣! 国有史ꎬ郡县

有志ꎬ家有谱一也ꎮ” 〔２２〕

二、族谱的内容

经历了元末的社会动荡ꎬ明初编纂的族谱比

较简单ꎮ 以台州府为例ꎬ黄岩的吏部员外郎陶汉

生修谱ꎬ“列图于前ꎬ系谱于后ꎬ以明世次ꎬ名曰陶

阳图谱ꎮ” 〔２３〕这个图谱由图与谱构成ꎮ 童氏有家

谱一编ꎬ“图以系世ꎬ录以著行ꎮ” 〔２４〕 图和录组成

家谱ꎮ 宁海葛氏“辑其支派分别、名字年寿、卒葬

之详为书”ꎮ〔２５〕仙居陈氏在旧谱基础上新纂:
其家旧藏世系图ꎬ为三纸ꎬ其一纸始自始

祖至于六世ꎻ其次纸始于六世独列十二解元、
十二朝奉、十三解元、十六郎四人ꎬ余若干人

皆不列ꎬ而表为近派ꎻ又其次纸始列十二朝

奉ꎬ次及特进ꎬ而表为本派ꎮ 盖作此图者ꎬ特

详于其所自出ꎬ固无足怪也ꎮ 但其所谓近派

者ꎬ于六世七世之间失著支系ꎬ是以于世代莫

知所属ꎮ 故今谱于六世之下ꎬ惟十二朝奉特

著特进一人ꎬ而余皆缺所生不著ꎬ所谓信以传

信ꎬ疑以传疑ꎬ盖其慎也ꎮ〔２６〕

这个洪武二十七年(１３９４)所序的图谱原来只有

“三纸”ꎬ续修的内容也不会太多ꎮ
一些文献被收入族谱ꎮ 嘉兴府海盐人张宁

为同邑陈氏族谱作序ꎬ谈到陈氏分为东西两派ꎬ
“六世派各空其左方ꎬ以俟修续ꎮ 次之以铭志ꎬ终
之以名儒送赠诗文焉ꎮ” 〔２７〕收录了墓志、诗文ꎮ

也有内容丰富的族谱ꎮ 温州瑞安锺氏族谱

有谱例、系图、世谱、家规、家仪、诰敕、碑志七项ꎬ
“首之谱例ꎬ明作谱之法也ꎬ次之系图ꎬ著承传之

序也ꎮ 又次之世谱ꎬ纪行实之详也ꎮ 亢宗鸠族ꎬ
必有规范ꎬ故家规次之ꎮ 禔身正家ꎬ必有仪榘ꎬ故
家仪次之ꎮ 附以列圣之诰敕ꎬ昭天宠也ꎮ 继以名

贤之碑志ꎬ表卓行也ꎮ 其立例严ꎬ其考据精ꎬ真得

古人作谱之良法矣ꎮ” 〔２８〕 值得注意的是ꎬ该谱有

谱例ꎬ给人以规范的印象ꎬ而设有“家规、家仪”
表明重视家族规训ꎮ 又如黄岩谢氏ꎬ“旧谱称典

农中郎将缵ꎬ盖自缵至仆射伷若干世ꎬ为一图ꎮ
自伷子经略使鞅徙居黄岩者ꎬ又若干世ꎬ为一图ꎮ
世乱阙逸ꎬ多不可考ꎮ 其后或妄加补缉ꎬ遂成完

书ꎬ虽其子孙亦莫之知也ꎮ 成化庚寅ꎬ温岭郭端

朝氏修于翁山之塾ꎬ以会稽派远ꎬ始削其图ꎬ而鞅

以下犹因其旧ꎮ 知宝庆府愚得先生世修尝侍其

季父梅坡翁性玉ꎬ获闻同异之实ꎮ 辛卯之岁ꎬ乃
取旧谱ꎬ参用欧苏家法ꎬ阙疑去伪ꎬ揭鞅为始迁之

祖ꎬ断自滦为一世ꎬ世经而支纬之ꎮ 既又与其从

子太史君鸣治推义广例ꎬ为名录ꎬ为谱传ꎬ为宗

范ꎬ为居址世考ꎬ为祠墓志ꎮ 又系以累朝诰敕及

士大夫所著述者ꎬ类为若干卷ꎮ 篇有序ꎬ序有义ꎬ
可谓无遗法耳矣ꎮ” 〔２９〕该谱不断编纂ꎬ删去远派ꎬ
新谱有名录、谱传、宗范、居址世考、祠墓志以及

诰敕与文献ꎬ而“黄岩之黄氏ꎬ自昭武镇都监绪兄

弟为三族ꎬ惟都监所居洞黄族有谱ꎮ 至十四世孙

松坞处士公尚修之ꎬ其子职方主事彦俊又修之ꎮ
其孙文选郎中世显又增义益例ꎬ考其居址、坟墓、
婚姻甚备ꎬ附以诰敕诗文ꎬ征诸大夫士为序跋ꎬ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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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干卷”ꎮ〔３０〕也是多次编修ꎬ有世系ꎬ有文献ꎮ 可

见这些浙江大族重视对族人的规训ꎮ
明中后期族谱内容更加充实ꎮ 杨廉(１４５２—

１５２５)所作台州«天台卢氏家乘序»ꎬ“其谱之为

类ꎬ有本支图焉ꎬ有恩命录焉ꎬ有什一纪焉ꎬ有先

茔志焉ꎬ有文献考焉ꎬ有祀典焉ꎬ有家训集焉ꎬ所
载可谓详矣ꎮ” 〔３１〕内容分为七项ꎮ

以上是依据谱序等资料的介绍所知族谱的

内容ꎬ下面考察存世明代浙江族谱的内容ꎮ 笔者

经眼过四部明代浙江族谱ꎬ其中绍兴府、严州府

各两部ꎮ
绍兴府两部明谱均是余姚的ꎬ都修于万历年

间ꎮ «余姚江南徐氏宗谱»ꎬ明徐师道纂修ꎬ上海

图书馆藏明稿本ꎮ 该谱分为金木水火土五卷ꎬ是
一部包含两支派的“宗谱”ꎬ有序跋、赞引、凡例、
诰敕、先祖事迹、瓜瓞图、宗谱传、像赞、传记、诗
歌、记文、墓志、族规、家训等ꎬ内容丰富ꎮ 修复族

谱ꎬ意在加强宗族的凝聚力ꎬ维持族内秩序ꎮ
«余姚新河吕氏家乘»ꎬ国家图书馆藏ꎬ１２ 卷

附录 １ 卷ꎬ现残存卷 ４—９、１２ꎬ计 ７ 卷ꎮ 具体内

容ꎬ卷 ４、５、６、７ 分别为世考一、二、三、四ꎬ卷 ８、９
分别为«文献一史传记载» «文献二诔墓

志铭行状传赞»ꎬ卷 １２ 为«文献五»ꎬ也就

意味着卷 １０—１１ 是«文献»三至四ꎮ 卷 １２«文献

五»中收录了行第诗、家训、文移ꎮ 附录则有«大
明集礼纂要»ꎬ含冠礼、昏礼、丧礼(附本宗五服

之图等)、祭礼(附“祠堂图” “正寝陈设序立之

图”)ꎮ 该谱显示出“家乘”的特色ꎬ注重收录文

献ꎬ附录«大明集礼纂要»强调宗族的礼仪建设ꎮ
严州府的两部族谱都是遂安县的ꎬ也均修于

万历年间ꎮ 明人张邦聘纂修«重梓遂邑纯峰张氏

宗谱» 一卷ꎬ明万历三十九年 (１６１１ ) 活字印

本ꎮ〔３２〕该谱首载明永乐(二篇)、宣德(三篇)、成
化、弘治年间时人所撰序言七篇ꎻ接着详载张邦

重、张世卿同述的«纯峰张氏家训»十七则(内含

附录一则)ꎻ还有张邦重、毛一公、凌大震三人所

作的«路口八景诗»二十四首及贺寿诗三首ꎻ文
末附有张邦聘、凌大震和余学文所撰«跋»三篇ꎮ

引人注目的是该谱不载世系图ꎮ 其«家训»符合

儒家修齐治平的意识形态ꎬ以治家维护社会秩

序ꎬ忠于国家ꎬ显示出家国一体的特色ꎮ
洪汝仲等纂修«遂安洪氏家谱»ꎬ上海图书

馆藏ꎬ明抄本ꎮ 该谱载序、源流、凡例、祖姓、迁徙

图、分派图、列传、寿序、宗约、祭仪等ꎮ 该谱的宗

约、祭仪详尽ꎬ给人以强烈印象ꎬ反映了万历时期

士大夫重视宗族建设ꎬ维护社会秩序的努力ꎮ
上述四部现存明代浙江族谱的名称是宗谱、

家乘、家谱ꎬ依据本文前面论述所引文献来看ꎬ明
代浙江宗族谱系之书的名称有族谱、家谱、宗谱、
图谱、世谱、家乘ꎬ这些名称基本呈现了当时的一

般用法ꎮ 此外还有其他名称ꎬ如“世谱”ꎬ崇德赵

氏据说出自宋太宗之系ꎬ修«崇德赵氏世谱»ꎮ〔３３〕

有«东嘉王氏世录»ꎬ莫如忠称:“东嘉王氏之为

家录、世录也ꎬ亦犹国史之遗焉ꎮ 夫曰世录ꎬ录其

世系者ꎬ凡详于记事ꎬ则左史法也ꎮ 曰家录ꎬ录其

家藏者ꎬ凡详于记言ꎬ则右史法也ꎮ” 〔３４〕此“世录”
录其世系ꎬ详于记事ꎬ以别于录其家藏、详于记言

的“家录”ꎮ

三、族谱的体例

明代是族谱体例完善的时期ꎬ突出表现在族

谱体例的扩展ꎬ谱例借鉴史、志体例ꎬ会通谱、统
宗谱的出现ꎬ族谱的政治化倾向四个方面ꎮ〔３５〕 这

里从其他侧面论述明代族谱体例问题ꎮ
修纂族谱ꎬ有一定的叙述法则ꎬ称之为书法ꎬ

或曰书例ꎮ 方孝孺重视族谱纂修ꎬ自家族谱纂修

有十条例:
一序得姓之根源ꎬ二记族数之远近ꎬ三明

爵禄之高卑ꎬ四序官阶之大小ꎬ五标坟墓之所

在ꎬ六述妻妾之外氏ꎬ七载适女之出处ꎬ八彰

忠孝之进士ꎬ九扬道德之遁逸ꎬ十表节义之乡

闾ꎮ〔３６〕

这个条例就性质而言ꎬ比较重视道德规范的彰

显ꎮ 其中记载妻妾之外氏、适女之出处、彰忠孝

之进士、扬道德之遁逸、表节义之乡闾ꎬ带有明显

的表彰忠孝节义的成分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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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希曾所制定的«谱例»有谱图以及传等:
姓氏之所从来远矣ꎬ时代变迁ꎬ其上世多

不可知ꎮ 吾所可知之世ꎬ吾尊以为始祖ꎬ可

也ꎮ 谱图界上下旁行ꎬ上自高祖ꎬ下止玄孙ꎬ
为五世ꎮ 玄孙再提为九世ꎬ又再提为十三世ꎬ
以至于无穷ꎮ 图后略疏名字、事迹为传ꎬ各以

其世列焉ꎮ 异姓冒嗣者不得书ꎬ同姓而失其

宗派者不得通谱ꎮ 凡嫡长子继始祖者ꎬ族人

世宗之ꎬ所谓大宗也ꎮ 继祢者ꎬ兄弟宗之ꎮ 继

祖者ꎬ同堂兄弟宗之ꎮ 继曾祖者ꎬ再从兄弟宗

之ꎮ 继高祖者ꎬ三从兄弟宗之ꎮ 所谓小宗也ꎮ
大宗百世不迁者也ꎬ小宗五世则迁者也ꎮ 世

远族众ꎬ其势必分ꎬ续图谱者各自其所亲之为

玄孙者提焉ꎬ以下系其子孙ꎬ亦小宗意也ꎮ 而

皆以吾谱冠焉ꎬ则大宗可互见也ꎮ 谱掌于宗

子ꎬ支子各藏其副ꎬ每岁必会族以读之ꎬ生子

长孙增书之ꎬ是为谱之例云ꎮ〔３７〕

图谱五世一提ꎬ各支为图ꎬ前置大宗图ꎮ 最后是

藏谱、读谱规定ꎮ 卓发之(１５８７—１６３８)ꎬ字左车ꎬ
号莲旬ꎬ杭州仁和人ꎬ其族谱包括谱图、家传、大
传、外传、后录ꎮ〔３８〕费宏介绍温州永康«芝英应氏

家谱»前为图、传计六卷ꎬ附录为墓图、家训、时文

凡三卷ꎬ称赞该谱记载甚备ꎬ义例甚严ꎬ“盖图以

派分ꎬ则宗之大小不至于混而无别ꎻ传以齿列ꎬ则
族之少长不至于紊而无序ꎻ墓以图识ꎬ则虽祖之

迁殁不至于樵牧弗禁ꎬ如后山之所虑也ꎮ” 〔３９〕 台

州府«天台童氏族谱»其例有五:“一曰图谱ꎬ合
族为一图ꎬ迄五世又分为宗图ꎬ各疏其行业显晦ꎻ
其次曰内外谱ꎬ凡姻戚之家事迹显著者亦附见

之ꎻ又其次曰事谱ꎬ载先世事迹善行可为后世法

者ꎻ又其次曰文谱ꎬ则自唐以来奉敕修谱、表状及

先世遗文ꎻ又其次曰墓谱ꎬ凡先世之丘墓皆具载

焉ꎮ” 〔４０〕

两部现存明代族谱内含“凡例”ꎬ先看严州

府淳安县的«遂安洪氏家谱»:
一曰谱义ꎮ 夫谱者普也ꎬ溥博而无遗也ꎬ

审本源ꎬ别支派ꎬ叙昭穆ꎬ辨同异ꎬ明嗣续ꎬ芟

繁黜伪ꎬ传信阙疑ꎬ务在明实ꎬ使观者知世数ꎬ

虽疏而皆本诸祖宗之一体ꎬ感动联属ꎬ蔼然有

仁让之风ꎬ此作谱之本意也ꎮ 若夫冒祖以自

诬ꎬ饰赝以夸俗ꎬ吾则无取焉ꎮ
二曰书法ꎮ 谱体多仿欧苏ꎬ以世次为提

首ꎬ今谱图于父下明列其子ꎬ下必本其父ꎬ断

以一世、六世、十一、十六世ꎬ为提首ꎬ连续无

间ꎬ百世可知矣ꎮ 宗人世次项下ꎬ讳行字号生

娶卒葬及出身履历ꎬ皆例书之ꎬ上下旁行分注

事实ꎬ书世次ꎬ书派名ꎬ书迁居ꎬ盖所以重一本

也ꎮ 其迁居之下ꎬ即以始迁之人为一世ꎬ总其

世次ꎬ尤当以分注下见之子ꎬ不可以拟一律论

也ꎮ
三曰传信ꎮ 先祖有善而不知不明也ꎬ知

而不传不仁也ꎮ 无善而称之ꎬ是诬之也ꎮ 今

之人祖考初无可纪ꎬ偶因繁富气势ꎬ假托通

显ꎬ伪为状志表传ꎬ附之谱牒ꎬ适以诬之ꎬ非所

以荣之也ꎮ 若祖考生平实有贤行ꎬ当时失于

表著者ꎬ追而为之ꎬ无乖实录ꎮ
四曰阙疑ꎮ 史迁作«史记»ꎬ自陶唐以后

世守天官ꎬ然亦不能致审于洪荒之世ꎬ汉太皇

上不得其名ꎬ则阙之ꎬ所谓史阙文也ꎮ 谱ꎬ家

史也ꎮ 有名则书名ꎬ而以字行注之ꎮ 不得其

名ꎬ则但以行第书之ꎬ不得其行ꎬ则书失讳ꎬ先
后并列于上ꎬ而下无所承者ꎬ则书失续字讳生

娶卒葬ꎬ远不可稽者ꎬ姑阙之ꎬ妄有增益ꎬ是自

欺也ꎮ 欺世吾弗为之矣ꎮ
五曰谨严ꎮ 夫亲不容于伪ꎬ是吾宗者虽

贫贱不弃ꎬ非吾宗者虽富贵不攀ꎬ图所载者ꎬ
行以叙齿ꎬ事以纪实ꎬ葬以稽藏ꎬ娶以明配ꎬ子
以著代ꎬ女以重婚ꎬ均书之也ꎮ 继妻必书ꎬ为

嗣亲也ꎮ 妾子必书ꎬ重继体也ꎮ 若夫子孙自

底弗类者不书ꎬ以其自绝于祖祢也ꎮ 女再醮

者不书ꎬ妇出于其夫ꎬ或夫亡者再改适者不

书ꎬ以其失妇道也ꎮ 再娶无子者不书ꎬ异姓随

母者不书ꎬ以其非吾宗也ꎮ
六曰嗣续ꎮ 夫无嗣应取本宗昭穆之子为

后者ꎬ则注名于本生父下ꎬ以见所出之同ꎬ刊

图于所后父下ꎬ以明世嗣之义ꎬ其异姓来继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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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书ꎬ有妻无后者书无传ꎬ未冠而卒后书早

世ꎬ以释老比无后例ꎮ
七曰嫁婚ꎮ 夫婚姻之家族尊者书其地ꎬ

否则例书氏ꎬ所出有显者书其父之名ꎬ若有节

义德行之实ꎬ有关内教ꎬ则书名以注小传以彰

之ꎬ女归有显者ꎬ则书其婿之名ꎬ再嫁及犯名

分者不书ꎮ
八曰纪载ꎮ 谱之后必有附录ꎬ先状志、铭

表、碑传ꎬ次序记、题跋、诗歌ꎬ有关谱者ꎬ悉皆

录之ꎬ以见吾祖考之所交游者ꎬ皆有道之士

也ꎬ外此ꎬ不得以概入ꎮ
九曰宗约ꎮ 盖宗者吾身之所自出ꎬ实国

与天下之本也ꎮ 使无礼以约之ꎬ则生齿日繁ꎬ
卜筑日广ꎬ犹惧涣焉而无统纪也ꎮ 即乃抚接

见颁乡约、宗礼ꎬ参以家规ꎬ而名之曰宗约ꎮ
上以宣扬圣谕ꎬ下以唤醒人心ꎬ使成人有德ꎬ
小子有造ꎬ彬彬乎礼义之俗ꎬ而无忝于厥祖

焉ꎮ 否则有不醒焉者ꎬ必非贤子弟矣ꎬ约中叱

之、罚之ꎮ
十曰宗仪ꎮ 宗嗣之祭ꎬ有岁定于秋冬ꎬ秋

则孟月望日以荐新ꎬ冬则季月二十四日以谢

岁ꎬ如清明佳节ꎬ各以坟墓拜扫ꎬ其盥献之礼ꎬ
详见祠堂节仪ꎮ 然主祭者必先严己之精神ꎬ
率卑幼起敬起孝ꎬ以昭祖考如在之诚ꎬ如有惰

慢不恭ꎬ及一切失容之事ꎬ许约正副议罚ꎬ以

警其余ꎮ〔４１〕

该凡例 １０ 条ꎬ包括谱义、书法、传信、阙疑、谨严、
嗣续、嫁婚、纪载、宗约、宗仪ꎬ从中可见对于修谱

十分讲究ꎬ具有知本推仁的修谱理念ꎬ反对“冒祖

以自诬ꎬ饰赝以夸俗”ꎬ追求实录ꎬ反对增益阙文ꎬ
出于强调贞节与孝道ꎬ对于再醮、僧道予以抑制ꎬ
附录所载文献丰富ꎬ宗约与宗仪反映出该族乡约

化ꎬ选举约正副ꎬ使宗族组织化ꎮ
再看绍兴府余姚«江南徐氏族谱凡例»ꎬ〔４２〕

共计 ２４ 条ꎬ详尽规定了谱例ꎬ其依据史书体例以

及欧苏谱例ꎬ第 １ 条录诰敕ꎬ第 ２ 条叙世原ꎬ第
３—１１ 条围绕系谱之图表所定ꎬ多依欧谱ꎬ第

１２—１６ 条为书例ꎬ第 １７ 条为谱中人的名称问题ꎬ

第 １８ 条是像赞之例ꎬ第 １９ 条是宗谱所录文献之

例ꎬ第 ２０ 条是族人事迹采择规定ꎬ第 ２１ 条是女

性事迹的记载问题ꎬ第 ２２ 条为族规家训ꎬ第 ２３
条是序跋收录规定ꎬ第 ２４ 条是入谱年龄不限的

主张ꎮ

四、族谱的修纂

明代族谱修纂盛行于南方地区ꎬ在浙江也相

当流行ꎮ 族谱修纂依据宗族墓记等文献ꎬ世系分

合是修谱需要处理的重要问题ꎬ族谱修纂存在着

求真与作伪现象ꎬ同时重视对族谱的保管ꎮ
(一)族谱流行的地区

多有明朝人认为自古以来北方战争多于南

方ꎬ故包括浙江在内的南方宗族与族谱保留较

多ꎮ 山东人于慎行指出北方经历的战事ꎬ并与南

方相比较:
自汉魏以后ꎬ晋有羌胡之扰ꎬ唐有两河藩

镇与五季之乱ꎬ宋有金元割裂之虞ꎬ大江以北

无虑二千余年连州跨域ꎬ鞠为荆棘戎马之场ꎬ
一二遗黎ꎬ出没兵燹ꎬ仳离流散ꎬ往往存一线

之息ꎬ而保其族姓ꎬ故虽大国大邑ꎬ亦鲜百室

之聚ꎬ何言谱牒! 吴楚闽越之间ꎬ被兵则后而

缓ꎬ即不无散失ꎬ易于生聚ꎬ故百里之域ꎬ必有

望族ꎬ或不下千万余指ꎬ而有贵且贤者出焉ꎬ
因得捃摭网罗以为谱牒ꎬ岂非所谓足则能征

者与!〔４３〕

战事对北方的破坏重于南方ꎬ吴楚闽越所在的南

方存谱盛于北方ꎮ 罗洪先也指出ꎬ战争是造成谱

牒修纂在北方衰落而在南方兴起的原因:
江北古来战争地ꎬ滁和以东ꎬ五代至国

初ꎬ尤当兵冲ꎬ蹂践抄掠ꎬ莫计启辟ꎮ 夫土无

宁宇ꎬ人无强宗ꎬ转徙靡常ꎬ见闻弗逮ꎬ厚本敦

爱ꎬ感无缘生ꎮ 士人非甚好古ꎬ视谱咸若赘

余ꎬ其势固然也ꎮ 惟江以南ꎬ中原限绝ꎬ祸非

难首ꎬ定自传檄ꎬ间入割据ꎬ败不旋踵ꎬ宋元遗

构ꎬ僻隐宛存ꎮ 故谱牒莫盛于江南ꎬ而附援亦

惟江南为甚ꎮ〔４４〕

南宋元明江南谱牒兴盛ꎮ 史学家王世贞也说:
—６７１—

　 ２０２３. ５学术史谭



五季之中原日寻于干戈ꎬ至靖康而悉以

委敌ꎬ衣冠之士脱锋刃而窜匿于吴越、闽广之

间ꎬ抱其遗编以诲其子弟ꎬ出而当太平之用ꎬ
故天下之所称贵姓者渐不在北而在南ꎮ〔４５〕

五代以后ꎬ北方士大夫移民到吴越、闽广一带ꎬ有
这些“贵姓者”在ꎬ自然修谱也“不在北而在南”ꎮ

浙江人陈鹏为徽州休宁金氏族谱作序说:
“吾浙久不续谱ꎬ惟徽独重之ꎮ 沿乡接境ꎬ款延学

士ꎬ无论岁月ꎬ盖徽多大姓ꎬ而源流甚远ꎬ故子孙

日见蕃蔓ꎬ分处于各邑异郡者ꎬ非旦夕可考也ꎮ
不由谱录ꎬ 孰通信义ꎬ 如此岂得不萃精于是

哉!” 〔４６〕认为徽州多大姓ꎬ重视修谱ꎬ而浙江不可

比拟ꎮ 徽州休宁人程嘉燧也指出:“自唐衰谱牒

沦废ꎬ士大夫不讲久矣ꎮ 今新安、豫章山谷间故

家遗俗ꎬ其载籍犹有存者ꎬ吴越废著ꎬ迁徙不常ꎬ
虽公卿巨室亦往往邈然迷其所自出ꎮ” 〔４７〕 将江浙

人迁徙不常ꎬ不知所自出作为谱废的原因ꎮ
浙江的修谱其实存在着地区的不平衡ꎮ 嘉

兴秀水人陈懿典论述谱牒时有专门探讨ꎬ他说:
“夫古宗法诚未易复ꎬ有谱牒则宗法可渐复者ꎮ
今两浙之中ꎬ浙以西杭会嘉湖之区ꎬ风俗凋敝ꎬ鲜
世家巨族ꎬ为谱牒之倡纵有一二ꎬ亦落落如晨星ꎬ
其析产异居、单孑孤姓者比比也ꎬ其法在谱牒之

未具ꎮ 浙以东江左王谢之家声犹在ꎬ往往聚族为

居ꎬ赤城古括天姥之区ꎬ衣冠淳庞ꎬ有先进之风ꎬ
大都俗推一人以为长ꎬ其谱牒已具ꎬ特宗法之未

尽举耳ꎮ 斯二者所为风气异也ꎬ诚能体大禹之

心ꎬ遵成周之纪ꎬ用司马之法ꎬ宗欧苏之旧ꎬ浙西

则先倡以谱牒而后率以家法ꎬ浙东因其既具之谱

牒ꎬ而令以宗法行之ꎬ直易易耳ꎮ 惟司世教者留

意焉ꎮ” 〔４８〕认为浙西鲜世家大族ꎬ多析产异居ꎬ修
谱较少ꎻ浙东旧族犹在ꎬ族长、谱牒已具ꎬ建议浙

西修谱行家法ꎬ浙东以宗法行之ꎮ
绍兴会稽人陶望龄也有类似的看法ꎮ 他说:

“浙东诸山郡多大姓故家ꎬ柱础碑碣往往有唐宋

间物ꎬ其人重本难徙ꎬ贵族望ꎬ谨姻连ꎬ家庙鲜饬ꎬ
系牒明备ꎻ其长老率能抗举宗法ꎬ以训定其子弟ꎬ
有先王遗风ꎮ 而时复有贤者生其间ꎬ为讲求废

坠ꎬ弥纶不逮ꎬ以为之倡ꎬ故其俗久而不坏ꎮ 至渡

江而西ꎬ通都泽国ꎬ冠绅之里或不能名其祢祖以

上ꎬ父子兄弟傧介而后见ꎬ族属弃远ꎬ转徙如脱ꎮ
盖声利之相薄ꎬ风会之相靡ꎬ每敝于奢丽之乡ꎬ而
犹幸存于庞固俭朴之地ꎬ其势然也ꎮ” 〔４９〕 陶望龄

强调的是基于浙西水乡与浙东山区生态的不同ꎬ
造成两地族居及修谱情形的相异ꎮ

(二)修谱的依据

明人修谱ꎬ往往依据前代遗留的各类文献ꎮ
明初金华义乌人王祎为«龙泉章氏族谱»作序ꎬ
说道:

«龙泉章氏族谱»四篇ꎬ二十一世孙溢之

所著ꎬ而章氏有谱自溢始ꎮ 前乎此ꎬ非无谱

也ꎮ 盖其族盛于建之浦城ꎬ而分于处之龙泉ꎮ
其居温之永嘉、婺之永康者ꎬ亦本于浦城ꎬ与

龙泉为同祖ꎮ 四族子孙ꎬ硕大繁衍ꎬ在故宋

时ꎬ每间岁或数年辄为会ꎬ会则各出谱牒ꎬ互

考而续书之ꎬ曰«庆系图»ꎮ 则其族各有谱旧

矣ꎮ 龙泉之谱ꎬ尤称详备ꎬ然皆荐经兵燹ꎬ亡

轶弗存ꎮ 溢为是惧ꎬ乃因本房小谱及历代坟

记之仅存者ꎬ复旁搜远采ꎬ裒集而次第之ꎬ著

为是书ꎮ 本支原派ꎬ秩然有序ꎮ 于是章氏号

为东南巨族者ꎬ益可考不诬ꎬ则其族之有谱ꎬ
虽谓始于溢可也ꎮ〔５０〕

该谱是学者章溢所著ꎬ其族在宋代就有谱牒«庆
系图»ꎬ可惜因兵燹遗失ꎮ 章溢修谱依据的是遗

存的“本房小谱及历代坟记”ꎮ 王祎还说金华俞

氏修谱也参考了宗族的坟墓资料:“十四世孙庆ꎬ
惧愈久且益坠ꎬ博考精求ꎬ画为谱图ꎬ并裒汇墓记

遗文及他杂述ꎬ总为十卷ꎬ书成题曰 «俞氏家

乘»ꎮ” 〔５１〕

浙江盛行佛教ꎬ佛教文献也成为修谱的参

考ꎮ 仁和人沈谦撰«安隐寺志»十卷ꎬ其中有该

寺法师之笔ꎬ所写传记识大ꎬ法系追始ꎬ既详且

晰ꎮ 沈谦与法师开玩笑说ꎬ安隐寺得您而传ꎬ杜
氏得您而不传ꎮ 指法师俗姓杜ꎬ因其出家而少了

传宗接代之人ꎮ 法师领悟此语ꎬ于是“遍叩宗老

乡耆ꎬ征其支流行迹ꎬ又稽二氏冥荐之籍ꎬ生年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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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咸备录之ꎬ自其祖勤乐公ꎬ迄犹子珮玉ꎬ为世

八ꎬ为传一ꎬ自正室小妇迄女子为外传三ꎬ虽不知

所从来ꎬ时远不可稽ꎬ中衰不可述ꎬ法师意在传

信ꎬ弗敢溢美ꎬ实有谨言之意焉”ꎮ〔５２〕 法师修成的

这部«杜氏族谱»ꎬ依据的是宗老乡耆的口述ꎬ特
别是搜集了佛道“冥荐之籍”ꎬ得以备录先人生

年卒日ꎮ
有的宗族比较幸运ꎬ有旧谱可以参考ꎬ进行

续作ꎮ 如朱右为浙江绍兴杜氏族谱作序ꎬ说:“予
始居越之上虞ꎬ祁公之十一世孙肃修其世谱ꎬ补
其缺略ꎬ序历官爵谥ꎬ旁考国史传志ꎬ缮写成帙ꎮ
自岐国以前ꎬ则太子宾客信所修者ꎮ 信ꎬ岐国之

长兄也ꎮ 祁公以下九世ꎬ则肃之高曾所遗旧谱

也ꎮ 有元更化以来ꎬ世殊事迁ꎬ或弗能袭而益之ꎬ
则肃为之补也ꎮ” 〔５３〕该谱既有旧谱ꎬ又参考了“国
史传志”ꎮ

(三)世系分合问题

世系问题ꎬ包括始祖或始迁祖以来的世代传

承、祖先以来分衍支派的通谱合族等ꎬ我们以温

州平阳林氏为例ꎬ略作考察ꎮ 据说该族五季时自

长溪赤岸来居四溪ꎮ 宋中叶ꎬ自四溪析居岭门ꎮ
明初岭门之族字敬伯者ꎬ持其谱图请苏平仲作

序ꎮ 据敬伯说:“惟我林氏ꎬ自周博陵公历十八代

而至于今ꎬ二千七百余年ꎬ其名字世次ꎬ皆于此见

焉ꎮ 今吾世谱顾详于远而难稽者ꎬ略于近而

易考者ꎬ由唐而上ꎬ全而有征ꎬ由唐而下ꎬ不
全而无征故也ꎮ 吾于其有征者既不敢忽而不录ꎬ
于其无征者亦不敢旁求曲证ꎬ故以旧谱置于前ꎬ
而断自所可知者ꎬ为岭门谱系附于后ꎮ 盖林氏之

在平阳也ꎬ皆祖福唐尉ꎮ 后若干世ꎬ徙四溪ꎮ 又

七世ꎬ徙岭门ꎮ 又五世ꎬ支为四房ꎬ曰文、曰行、曰
忠、曰信ꎮ 其初兄弟也ꎬ服虽穷ꎬ亲虽尽ꎬ而同所

自出也ꎮ” 〔５４〕该谱包括新谱与旧谱ꎬ旧谱为自周

至唐的平阳林氏世代ꎬ新谱记载宋以后的岭门谱

系ꎬ传五世分支四房ꎮ
(四)修谱的求真与作伪

修谱是尊祖敬宗的大事ꎬ许多纂修者求真纪

实ꎮ 明初浙江平阳林氏修谱ꎬ作序者苏伯衡说:

“君子重乎谱者ꎬ非以夸门地也ꎬ所以慎同异ꎬ别
亲疏也ꎮ 故无所据而强加之ꎬ是谓诬其祖ꎻ可据

而反遗之ꎬ是谓忽其先ꎮ 诬祖ꎬ不孝也ꎻ忽其先ꎬ
亦不孝也ꎮ 今敬伯之所为不妄援于己远ꎬ不轻弃

于己疏ꎬ真知孝之道哉ꎮ” 〔５５〕强调修谱不得诬祖、
忽先ꎬ否则是不孝ꎮ 平阳林氏修谱态度谨严ꎮ

夏鍭(１４５５—１５３７)ꎬ台州天台人ꎬ字德树ꎬ号
赤城ꎬ成化二十三年(１４８７)进士ꎮ 他说:“近时

人家立谱ꎬ多取名人显宦为宗祖ꎬ而以己之宗祖

为他人子孙ꎬ冒昧可笑ꎬ此谱之不时修之故也ꎮ
吾邑妙山陈氏之谱ꎬ尝一再修于元延祐国朝永乐

间ꎬ嗣兹累累修葺ꎬ皆不妄攀附ꎬ可以观家风

矣ꎮ” 〔５６〕探讨修谱攀附的情形ꎮ
关于修谱ꎬ严州府桐庐县人姚夔认为:“近世

士大夫家鲜知讲及于此ꎬ间有及者ꎬ或牵连附合ꎬ
如剪桃接柳ꎬ气味不相入ꎬ或填隙补空ꎬ如断港绝

潢ꎬ脉络不相贯也ꎮ” 〔５７〕将牵连附合、填隙补空视

为两大谱弊ꎮ 除了世系、图谱外ꎬ作伪还表现在

传记方面ꎮ «遂安洪氏家谱»所载“凡例”谓:“今
之人祖考初无可纪ꎬ偶因繁富气势ꎬ假托通显ꎬ伪
为状志表传ꎬ附之谱牒ꎬ适以诬之ꎬ非所以荣之

也ꎮ” 〔５８〕

江南重视谱牒ꎬ但附援名宗问题严重ꎮ 福建

邵武人谢兆申有具体事例为证:“淳安汪氏之谱

则有异ꎬ溯其身而上至鲁公之族ꎬ且七十余世矣ꎬ
而讳字卒葬历然如日注ꎬ则其详也ꎬ殆不胜伪ꎬ呜
呼! 伪详则诬ꎬ若祖诬则背本矣ꎮ” 〔５９〕 认为淳安

汪氏谱始祖为周朝分封的鲁公ꎬ历世七十余代ꎬ
而名字卒葬像日历一样清晰ꎬ属于伪详ꎮ

(五)族谱的保存

族谱修好之后ꎬ有发放与保存的制度ꎮ 绍兴

余姚陈氏«增辑宗谱凡例»规定:“宗谱梓行ꎬ每
堂长给予一本收藏之ꎬ不得假借损失ꎬ及与人抄

录ꎬ自弃宗乱族ꎬ其或有之ꎬ宗长痛责摒绝之ꎬ别立

堂长ꎬ所以重源本也ꎮ” 〔６０〕该族由堂长收藏宗谱ꎮ
遂安洪氏«宗约»要求:“谱牒修完俱朱亲笔

纪录ꎮ 各宜珍藏ꎬ置箱封锁ꎬ岁时家长检点ꎬ毋许

损坏疏失ꎬ如有任情借看及不肖盗卖者ꎬ以不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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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罪ꎬ各房不多给者ꎬ正以谨防此弊也ꎬ族众子

孙ꎬ各宜慎之儆之ꎮ” 〔６１〕族谱不仅置箱封锁、岁时

检点ꎬ还控制颁给各房的数量ꎬ防止盗卖ꎮ

五、结　 语

明代浙江官僚士大夫编纂族谱ꎬ受到宋儒思

想的深刻影响ꎬ他们从“一本万殊”的宇宙观出

发ꎬ主张人性需要知本而修谱ꎮ 他们也视修谱为

利用宗法观念治理宗族ꎮ 欧苏族谱学和家史犹

如国史的认知ꎬ都会影响到修谱ꎮ
明代浙江族谱的编撰有较大发展ꎬ内容渐趋

丰富ꎮ 明初编纂的族谱比较简单ꎬ明中后期族谱

内容更加充实ꎬ浙江大族较为重视对族人的规

训ꎮ 明代的族谱体例完善ꎬ现存的淳安县«遂安

洪氏家谱»、绍兴府余姚«江南徐氏族谱»的凡

例ꎬ均是很好的例证ꎮ
明代浙江族谱的普及程度虽不及徽州、江

西ꎬ但仍较其他地区流行ꎮ 浙江宗族的聚集与修

谱具有两浙的差别ꎬ浙西鲜世家大族ꎬ析产异居

普遍ꎬ少有修谱ꎻ浙东聚族而居ꎬ旧族传统尚存ꎬ
已具谱牒ꎮ 两浙生态也有所不同ꎬ浙西水乡与浙

东山区生态ꎬ均影响到族居与修谱ꎮ
明代浙江修谱往往依据宗族的坟墓资料ꎬ佛

教文献也成为修谱的参考ꎬ还有参考旧谱与“国
史传志”的ꎮ 修谱需要处理世系分合问题ꎮ 强调

修谱不得诬祖、忽先者有之ꎬ修谱攀附而牵连附

合、填隙补空者亦有之ꎮ 族谱的保存受到重视ꎬ
采取了相关的措施ꎮ

注释:
〔１〕盛清沂:«论方孝孺先生之谱学»ꎬ«第三届亚洲族谱学

术研讨会会议记录»ꎬ台北:国学文献馆ꎬ１９８７ 年ꎻ常建华:«试论

宋濂的宗族思想»ꎬ«明代族谱研究»ꎬ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ꎬ
２００５ 年ꎮ

〔２〕曾龙生:«明初士人的修谱睦族热潮再探———基于黄灵

庚新编‹宋濂全集›的讨论»ꎬ«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 ２３ 卷ꎬ天

津:天津古籍出版社ꎬ２０１９ 年ꎻ冯志洁:«明代江南望族谱牒中的

祖先建构———以嘉兴项氏为例»ꎬ«学海»２０１４ 年第 ４ 期ꎮ
〔３〕常建 华: « 宗 族 与 风 俗:明 代 中 后 期 社 会 变 迁 的 缩

影———以浙江余姚江南徐氏为例»ꎬ«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２００８ 年第 ４ 期ꎻ常建华:«隐逸与治家:明万历浙江‹重梓遂邑纯

峰张氏宗谱›探析»ꎬ«史林»２０２０ 年第 ４ 期ꎮ
〔４〕钟翀: «北江盆地———宗族、聚落的形态与发生史研

究»ꎬ北京:商务印书馆ꎬ２０１１ 年ꎻ曹凌云主编:«明人明事:浙南

明代区域文化研究» (人民出版社ꎬ２０１２ 年)收录一组宗族研究

的论文ꎬ其中英桥王氏的明代族谱受人关注ꎬ对该谱最早的研究

有陈学文:«万历‹东嘉英桥王氏族谱›的初步研究»ꎬ«谱牒学研

究»第三辑ꎬ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ꎬ１９９２ 年ꎮ
〔５〕〔宋〕 张载:«张载集»ꎬ章锡琛点校ꎬ北京:中华书局ꎬ

１９７８ 年ꎬ第 ６２ 页ꎮ
〔６〕〔宋〕程颐、程颢:«论书篇»ꎬ«二程集»河南程氏粹言卷

第一ꎬ北京:中华书局ꎬ２００４ 年ꎬ下册ꎬ第 １２０２ － １２０３ 页ꎮ
〔７〕〔明〕赵撝谦:«陈氏族谱序»ꎬ«赵考古文集»卷一ꎬ文渊

阁四库全书ꎬ第 １２２９ 册ꎬ第 ６６６ 页ꎮ
〔８〕〔明〕潘希曾:«王氏家谱序»ꎬ«竹涧集»卷六ꎬ文渊阁四

库全书ꎬ第 １２６６ 册ꎬ第 ７２２ 页ꎮ
〔９〕«家训二十一条»ꎬ«余姚新河吕氏家乘»卷一二ꎬ国家图

书馆藏明吕本辑、明刻本ꎮ
〔１０〕〔明〕郑真:«跋番阳范氏宗谱»ꎬ«荥阳外史集» 卷四

十ꎬ文渊阁四库全书ꎬ第 １２３４ 册ꎬ第 ２３８ 页ꎮ
〔１１〕〔１２〕〔明〕方孝孺:«楼氏宗谱序»ꎬ«逊志斋集»卷一

三ꎬ文渊阁四库全书ꎬ第 １２３５ 册ꎬ第 ３８９ － ３９０、３９０ 页ꎮ
〔１３〕〔明〕吕本:«重修海昌徐氏家谱序»ꎬ«期斋吕先生集»

卷七ꎬ四库全书存目丛书ꎬ集部第 ９９ 册ꎬ第 ４８２ 页上ꎮ
〔１４〕〔明〕乌斯道:«题胡公鼎宗谱»ꎬ«春草斋集»卷四ꎬ文

渊阁四库全书ꎬ第 １２３２ 册ꎬ第 ２３８ 页ꎮ
〔１５〕〔明〕魏骥:«钱塘柴氏家谱序»ꎬ«南斋先生魏文靖公摘

稿»卷五ꎬ四库全书存目丛书ꎬ集部第 ３０ 册ꎬ第 ３８４ 页ꎮ
〔１６〕〔明〕柯暹:«淳安许氏族谱序»ꎬ«东冈集»卷四ꎬ四库

全书存目丛书ꎬ集部第 ３０ 册ꎬ第 ５３７ 页ꎮ
〔１７〕〔１８〕〔明〕潘希曾:«萧氏族谱序»ꎬ«竹涧集»卷六ꎬ文

渊阁四库全书ꎬ第 １２６６ 册ꎬ第 ５４３ 页ꎮ
〔１９〕〔明〕张宁:«秦溪陈氏宗谱序»ꎬ«方洲集»卷一五ꎬ文

渊阁四库全书ꎬ第 １２４７ 册ꎬ第 ３８５ 页ꎮ
〔２０〕〔明〕谢铎:«重修洞黄黄氏族谱序»ꎬ«桃溪净稿» 卷

二ꎬ四库全书存目丛书ꎬ集部第 ３８ 册ꎬ第 ３２０ 页下ꎮ
〔２１〕〔明〕王畿:«太平杜氏重修家谱序»ꎬ«龙谿先生文集»

卷一二ꎬ四库全书存目丛书ꎬ集部第 ９８ 册ꎬ第 ５１３ 页ꎮ
〔２２〕〔明〕郑满:«宗谱序»ꎬ«勉斋遗稿»卷一ꎬ四库全书存

目丛书ꎬ集部第 ４６ 册ꎬ第 ２９０ 页ꎮ
〔２３〕〔明〕徐一夔:«陶阳图谱序»ꎬ«始丰稿»卷五ꎬ文渊阁

四库全书ꎬ第 １２２９ 册ꎬ第 ２１３ 页下ꎮ
〔２４〕〔明〕乌斯道:«题童氏族谱»ꎬ«春草斋集»卷四ꎬ文渊

阁四库全书ꎬ第 １２３２ 册ꎬ第 ２３８ 页ꎮ
〔２５〕〔明〕方孝孺:«葛氏族谱序»ꎬ«逊志斋集»卷一三ꎬ文

渊阁四库全书ꎬ第 １２３５ 册ꎬ第 ３８５ － ３８６ 页ꎮ
〔２６〕〔明〕王原采:«仙居陈氏世谱序»ꎬ«静学文集» 不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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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ꎬ文渊阁四库全书ꎬ第 １２３５ 册ꎬ第 ８２４ － ８２５ 页ꎮ
〔２７〕〔明〕张宁:«秦溪陈氏宗谱序»ꎬ«方洲集»卷一五ꎬ文

渊阁四库全书ꎬ第 １２４７ 册ꎬ第 ３８５ － ３８６ 页ꎮ
〔２８〕〔明〕何乔新:«瑞安鍾氏族谱序»ꎬ«椒邱文集» 卷一

二ꎬ文渊阁四库全书ꎬ第 １２４９ 册ꎬ第 ２００ － ２０１ 页ꎮ
〔２９〕〔明〕李东阳:«谢氏宗谱序»ꎬ«怀麓堂集»卷二三ꎬ文

渊阁四库全书ꎬ第 １２５０ 册ꎬ第 ２４１ 页ꎮ
〔３０〕〔明〕李东阳:«黄氏族谱序»ꎬ«怀麓堂集»卷二六ꎬ文

渊阁四库全书ꎬ第 １２５０ 册ꎬ第 ２７２ 页ꎮ
〔３１〕〔明〕杨廉:«天台卢氏家乘序»ꎬ«杨文恪公文集»卷一

八ꎬ续修四库全书ꎬ集部第 １３３２ 册ꎬ第 ５２４ － ５２５ 页ꎮ
〔３２〕浙江遂安«重梓遂邑纯峰张氏宗谱»ꎬ明张邦聘纂修、

明万历三十九年(１６１１)活字印本ꎬ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编:«北

京师范大学图书馆藏明刻孤本秘笈丛刊»第十二册ꎬ南宁:广西

师范大学出版社ꎬ２０１０ 年ꎮ
〔３３〕〔明〕徐一夔:«崇徳赵氏世谱序»ꎬ«始丰稿»卷八ꎬ文

渊阁四库全书ꎬ第 １２２９ 册ꎬ第 ２６０ － ２６１ 页ꎮ
〔３４〕〔明〕莫如忠:«东嘉王氏世录总叙»ꎬ«崇兰馆集» 卷

十ꎬ四库全书存目丛书ꎬ集部第 １０４ 册ꎬ第 ５１７ 页下ꎮ
〔３５〕常建华:«宗族志»ꎬ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ꎬ１９９８ 年ꎬ第

２８９ － ３００ 页ꎮ
〔３６〕〔明〕方孝孺:«族谱序»ꎬ«逊志斋集»卷一三ꎬ文渊阁

四库全书ꎬ第 １２３５ 册ꎬ第 ３９１ － ３９２ 页ꎮ
〔３７〕〔明〕潘希曾:«谱例»ꎬ«竹涧集»卷八ꎬ文渊阁四库全

书ꎬ第 １２６６ 册ꎬ第 ７４７ 页ꎮ
〔３８〕〔明〕卓发之:«族谱序»ꎬ«漉篱集»卷一一ꎬ四库禁毁

书丛刊ꎬ集部第 １０７ 册ꎬ第 ４９９ － ５００ 页ꎮ
〔３９〕〔明〕费宏:«芝英应氏家谱序»ꎬ«太保费文宪公摘稿»

卷一四ꎬ续修四库全书ꎬ集部第 １３３１ 册ꎬ第 ５４１ 页ꎮ
〔４０〕〔明〕金实:«跋天台童氏族谱»ꎬ«觉非斋文集» 卷二

八ꎬ续修四库全书ꎬ集部第 １３２７ 册ꎬ第 ２２４ 页ꎮ
〔４１〕〔５８〕〔６１〕〔明〕洪汝仲等纂修:«遂安洪氏家谱»ꎬ上海

图书馆藏明抄本ꎮ
〔４２〕〔明〕徐师道纂修:«余姚江南徐氏宗谱»卷一ꎬ上海图

书馆藏明稿本ꎮ

〔４３〕〔明〕于慎行:«云山家谱叙»ꎬ«谷城山馆文集» 卷一

二ꎬ四库全书存目丛书ꎬ集部第 １４７ 册ꎬ第 ４３７ － ４３８ 页ꎮ
〔４４〕〔明〕罗洪先:«‹滁阳胡氏族谱›序»ꎬ«罗洪先集»卷一

二ꎬ上册ꎬ第 ５５０ 页ꎮ
〔４５〕〔明〕王世贞:«陈氏族谱序»ꎬ«弇州四部稿»卷七十ꎬ

文渊阁四库全书ꎬ第 １２８０ 册ꎬ第 ２０５ 页下ꎮ
〔４６〕〔明〕陈鹏:«金栗斋族谱序»ꎬ«梅樵先生集»卷五ꎬ四

库全书存目丛书ꎬ集部第 ８６ 册ꎬ第 １０６ 页下ꎮ
〔４７〕〔明〕程嘉燧:«侯氏世略序»ꎬ«松圆偈庵集»卷上ꎬ崇

祯刻本ꎬ续修四库全书ꎬ集部第 １３８５ 册ꎬ第 ７５５ 页上ꎮ
〔４８〕〔明〕陈懿典:«谱牒»ꎬ«陈学士先生初集»卷二四ꎬ明

万历四十八年曹宪来刻本ꎬ四库禁毁书丛刊ꎬ集部第 ７９ 册ꎬ第

４２９ － ４３０ 页ꎮ
〔４９〕〔明〕陶望龄:«管氏续修家谱序»ꎬ«歇庵集»卷三ꎬ续

修四库全书ꎬ集部第 １３６５ 册ꎬ第 ２３４ 页ꎮ
〔５０〕〔明〕王祎:«章氏族谱序»ꎬ«王忠文集»卷五ꎬ文渊阁

四库全书ꎬ第 １２２６ 册ꎬ第 ９９ － １００ 页ꎮ
〔５１〕〔明〕王祎:«金华俞氏家乗序»ꎬ«王忠文集»卷五ꎬ文

渊阁四库全书ꎬ第 １２２６ 册ꎬ第 １０８ － １０９ 页ꎮ
〔５２〕〔明〕沈谦:«杜氏族谱序»ꎬ«东江集钞»卷六ꎬ四库全

书存目丛书ꎬ集部第 １９５ 册ꎬ第 ２３５ 页下ꎮ
〔５３〕〔明〕朱右:«杜氏族谱序»ꎬ«白云稿»卷五ꎬ文渊阁四

库全书ꎬ第 １２２８ 册ꎬ第 ６１ － ６２ 页ꎮ
〔５４〕〔５５〕〔明〕苏伯衡:«林氏族谱序»ꎬ«苏平仲文集»卷

四ꎬ文渊阁四库全书ꎬ第 １２２８ 册ꎬ第 ５８８ － ５８９ 页ꎮ
〔５６〕〔明〕夏鍭:«题妙山陈氏族谱»ꎬ«夏赤城先生文集»卷

一七ꎬ四库全书存目丛书ꎬ集部第 ４５ 册ꎬ第 ４５８ 页上ꎮ
〔５７〕〔明〕姚夔:«四明月湖陆氏宗谱序»ꎬ«姚文敏集» 卷

六ꎬ四库全书存目丛书ꎬ集部第 ３４ 册ꎬ第 ５１９ 页ꎮ
〔５９〕〔明〕谢兆申:«德清澉溪嵇氏族谱序»ꎬ«谢耳伯先生初

集»卷五ꎬ四库全书存目丛书ꎬ集部第 １９０ 册ꎬ第 ４１０ 页下ꎮ
〔６０〕〔明〕陈雍纂修:«陈氏增辑宗谱»ꎬ嘉靖十九年陈孟庄

刻本ꎬ国家图书馆藏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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