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试述家谱与名镇志编纂
———以江苏名镇志 《湖塘镇志》编纂为例

臧秀娟

　　提　要：江南地区保存有丰富的家谱族谱，为名镇志编纂提供了比较真实反映历史面貌、时代精神和社会
风尚的参考资料。江苏湖塘镇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良好的地域条件和经济发展基础，该镇志的编纂重视

利用本地区的家谱资料，充分体现乡村社会的基本状态，突出当代乡村的变革特色，反映名镇文化特色及其多

源性的原因，使该镇志具有鲜明的地域性。其所引用的家规族约、家训和一些名人事迹，对弘扬良好的社会风

尚有着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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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名镇志编纂经过两年多实践，由探讨、探索逐渐走向成熟。其中名镇志资料的搜集，

由单纯重视档案资料向调研报告、家谱等多范围扩展，使志稿内容更为丰富与真实。家谱，是同

宗共祖的血亲集团以特殊形式记载本族世系和事迹的历史图籍。① 由于江南的缙绅社会在清乾嘉

以后已完全成熟，江南家谱也大多成于该时期。清朝末年，江南出现编撰家谱的一次热潮；１９７８
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出现编修家谱的又一次热潮。江南地区保存有丰富的家谱资料，

为名镇志的编纂提供了能翔实反映区域历史面貌、时代精神、社会风尚的第一手资料。湖塘镇以

织造名镇和境内拥有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淹城遗址而闻名天下；清代曾形成 “阳湖文派”“常

州画派”，文风鼎盛。且该地是现代 “苏南模式”发祥地之一，经济和社会发展居全国乡镇前

列。编纂 《湖塘镇志》搜集资料时，编纂人员重视区域内家谱资料的引用，弥补了镇志编纂深

度不够、特色不丰厚的遗憾，收到良好的效果。

本文试以名镇湖塘镇为例，阐述名镇志编纂与家谱的关联性、重视家谱资料的意义以及家谱

在名镇志编纂中可利用的范围及作用。

一　名镇志编纂重视家谱资料的意义
常州谱牒文化底蕴深厚，早在明清时期及民国年间，常州地区修谱业已十分兴旺发达，曾与

浙东绍兴、皖南徽州同为江南谱事的三大中心。２００５年８月出版的 《常州家谱提要》收录了常

州地区１９６个姓氏的１５９８部宗谱。② 上海历史学会会长姜义华在该书序言中写道：“我国修谱以
徽州、浙东、苏南为最盛，而苏南主要是以常州为最。”③

至清朝晚期，常州城尚存麟玉山房、日新书庄、宛委山庄、文新堂等书铺，刻印诗文集与家

谱，兼售书籍。除书坊外，民间有谱师、技工，携带字船闸盘工具，上门修谱。据 《常州赵氏

宗谱》载：“光绪年间，有名惠泰者，精于版艺之长，有条不紊，诚修订家乘中卓越人物。”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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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州地区书店兼营刻印家谱，民间有专职修谱师，若没有一定数量的相关业务，是不可能产生这

类特殊行业的。

晚清至民国时期，常州家谱纂修进入高峰期，现存家谱中有 ３５％是光绪宣统时期所修，
５２％是民国时期所修。抗战时期仍然有大量的家谱被编纂出来，如盛宣怀家族的 《龙溪盛氏宗

谱》和汪洵家族的 《汪氏合谱》均修于１９４３年，周腾虎家族的 《临濠周氏宗谱》和蒋维乔家族

的 《新安蒋氏宗谱》修于１９４１年。而１９７８年至今常州地区修成家谱５００多部，武进图书馆收藏
与常州湖塘镇地区有关的家谱４５部。①

民间修谱的目的是为了敬宗收族。１９１４年，《上海闲话》作者姚祖晋及其兄长姚祖颐、姚祖泰
参与编纂 《姚氏宗谱》，姚家兄弟认为，修谱的重要目的在于记录近世家族成员的言行、生卒、葬

配。② 即淡化家谱的宗法属性，而强化其资料文献的工具属性。家谱蕴含人类学、社会学、历史

学、地理学、民族学、民俗学、人物传等学科的文化元素，为研究人口、遗传、迁徙、民俗、教育

等资料宝库。名镇志编纂重视区域范围内现存家谱资料，具有下面三方面的意义：

（一）了解名镇发展渊源

城镇由乡村聚落成长而来。乡村聚落是社会人群聚居、生息、生产活动的集结体。家谱往往

记载有乡村的地理分布、形态特点、内部结构，以及周围山水园林、地形水系的情况。如 《毗

陵前文荡张氏宗谱》记载：“榴花坝村，以村西有一土坝称 ‘榴花坝’而得名。又因居住者以张

姓为主，又称张家村。”“前张村西侧杨树河岸边杨柳树郁郁葱葱，高大参天。西北角燕竹园茂

盛翠绿，村东黄杆竹园粗壮挺拔，是人们炎夏避暑纳凉最佳之处。后张村东有一大土墩，有小河

环绕土墩，状如挂月金钩，故名墩钩河。村后有一树林，林后有陈泥河，东接上漕河，南通杨树

河，北连下漕河，下漕河通长沟河。长沟河南接西太湖，北连乌龙潭大通浜，直通大运河中。”

“榴花坝祖辈以农耕为主，兼营蚕桑。亦有开豆腐作坊者，或制作粉丝、粉皮或做小买卖者，民

国时始有家庭织布作坊。”③ 上述文字反映出湖塘镇榴花坝村的风光风貌及生产生活风情。

湖塘镇自古是商贸重镇和纺织名镇。清初商贸业已臻繁荣，晚清时期家庭手工业、手工工厂和

近代资本主义工业发达。流传下来的 《萧江氏家谱》《恽氏家乘》《董庄李氏宗谱》《董墅王氏宗

谱》等，均记载了该地生态环境、耕作方式、生产工具、生活用具以及族人从事手工业的特色，还

有现代工商业的产生、发展与布局的情况。尤其是蒸汽和电气作为动力的近代工业与远途运输在湖

塘镇的渊源和发展情况、现代工商业创业的艰难过程。如 《陈氏宗谱》记载，湖塘陈水胶家村人陈

济峰从常州裕泰义布行辞职回乡，在村里创办常州地区第一家布厂———利华布厂，厂里有百台手拉

织机，生产石门布、宜布、格子布、昌布等。《姚氏宗谱》记载，１９３３年年底，湖塘邵舍村的姚廷
桢在纺织巨商刘国钧的帮助下，创办邵舍村铁机织布合作社，组织一些农村个体机户入社，促进个

体机户的生产。这些资料在镇志上的应用，揭示了湖塘镇是 “常州南门第一大镇”的由来。

家谱包含村落历史、地理、建筑、民俗、风土、人情、社会结构、景观、环境、艺术等资

料，是村落产生与发展研究的重要文献宝库，也反映出所属乡镇历史的渊源和特点。

（二）丰富名镇志文化类内涵

湖塘地区望族发达，好文轻武的特征明显，每部家谱均记载有 “艺文以及碑刻遗墨、御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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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文”等内容，且以较多的笔墨放在著述类上，即著述、艺文志、经籍志等，反映家族成员的

著作情况和学术水平。要探讨阳湖文派的源流、特点，离不开对现存张氏族谱、家谱的分析；要

研究常州画派，除了实物遗存外，《恽氏家乘》保存有相当数量的研究专著，这些资料如一块块

历史的色块，以独有的方式映现着一个群体、一个区域的历史文化，而这些内容正是名镇志编纂

的重要内容。如 《湖塘镇志》第６篇名镇旅游下设目：遗址古墓、历史建筑、古桥遗存、古寺
庵堂；第９篇特色艺文下设目：常州画派、阳湖文派、锡剧之乡、留青竹刻、诗词选录、碑记选
录、文艺著述；第１０篇风土民情下设目：风俗习惯、家谱宗祠等，湖塘镇所存 《恽氏家乘》

《小留徐氏宗谱》等家谱均有上述内容的丰富记载。又如志稿中的 《前坟荡记》摘自 《毗陵前文

荡张氏宗谱》，《芦庄村记》摘自 《徐氏宗谱》。这些家谱为 《湖塘镇志》编纂提供了可信的资

料来源。

（三）彰显名镇志人物亮点

家谱要反映家族的历史，必然要谈与此有关的时、地、人等史学要素。从 《毗陵庄氏族谱》

看，谱中最大部分是传记：世系录、年谱、事述、铭状、家传属述等。其传记共１１卷，占全谱
的一半，不仅有出名人物的传记，也有平常人的传记。谱中记载其族自明万历起代代榜上有名，

出状元、榜眼、传胪各一名，进士３５名，有 “兄弟鼎甲”“兄弟会魁”“兄弟三进士”“七世十

九进士”等殊荣。现代续编的家谱，吸取历史上编纂家谱的精华，又将每人的世系、生卒年月、

学历、专业、经历、婚姻、成就等都记载下来，还配有反映重要人物及事件的短文，为名镇志的

资料搜集提供更为丰富的人文资料。如 《毗陵十里牌周氏宗谱》收录了参加全军第二届英模大

会的志愿军某部救护队女战士周守玉和当地民营企业家。这些资料使当下名镇志人物传的编纂更

加鲜活灵动，内容更加具体和 “接地气”。

二　家谱在名镇志编纂中可利用资料的范围
武新立在 《中国的家谱及其学术价值》中说：“随着历史科学的发展，如同方志学一样，目

前已出现一门独立的学科———谱系学。家谱内容宏富，记事具体，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研究

各时代、各地方的历史，都离不开这部分著作。历史学者都把谱系之学看成是一门重要的学问，

是史学的组成部分。”① 名镇志编纂可利用家谱资料的范围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较完整的世系资料，可了解姓氏的变迁、人口的状况

家谱，是以表谱形式记载以血缘关系为主体的家族世系繁衍及其重要人物事迹的特殊图书体

裁。② 谱者记载家族男性血缘传承，竖不断线；牒者记载世表名讳、字号、排行、生卒墓葬、科

名仕宦、婚配、子女、姻娅，横不缺门。通过家谱的世系表，可对名镇望族的渊源、姓氏的起源

地等基本情况有大致了解。

于右任题签的 《张氏宗谱》 （即张惠言家谱）详细介绍每一个亲族的起源、演变、分支、迁

徙、繁衍的历史，从湖塘走向全国各地的过程③，反映了家族远绍近继、仰承踵接，描绘了家族文

化史上生生不息、代代有人的生动景象。梁启超在 《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指出：“欲考族制组

织法，欲考各时代各地方婚姻平均年龄、平均寿数，欲考父母两系遗传，欲考男女产生比例，欲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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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生率与死亡率比较……无数问题，恐除族谱、家谱外，更无他途可以得到资料。”①

又如 《毗陵庄氏族谱》中 “世系录”，著录该族男子的年龄、职业、文化、功名、婚姻、子

女等状况，且提供的多是数字资料，是进行姓氏、人口量化分析的很好资料。１９３１年，南京国
学图书馆馆长柳诒徵撰 《族谱研究举例》②，通过将太仓王氏与毗陵庄氏进行比较，分析人口的

数量与增加，是利用家谱进行人口问题研究的典型。

（二）体现乡村社会的基本模态，可掌握乡村的变革情况

家谱是研究宗法制度、人口迁移、乡土文化等方面的珍贵史料。在我国，宗族结构的解体，

阶级关系的确立，是当代乡村变革的重要内容。这一变革的历史与逻辑起点都在新中国成立初

期，这一时期的乡村变革决定了此后直到当下乡村社会的基本模态。③

乡村宗族改造，打破了几千年来乡村社会的血缘纽带，即乡村社会经长期演化形成的十分完

备的观念、制度和行动结构，重构一套具有现代特征，国家政权完全掌控的、以阶级为纽带的乡

村社会结构和秩序。马克思曾在 《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将法国小农比喻为 “一袋马

铃薯中的一个马铃薯”④，意在说明小农先天地存在保守、落后的思想意识和道德观念，只有通

过商品化大生产代替传统和封闭的小农生产和生活方式，才能实现对小农意识的改造。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在经济上对乡村宗族的存在与运作基础进行分离，制度上对

乡村宗族权威体系予以解构，文化上对乡村宗族空间与符号实施改造，使乡村宗族不再在乡

村社会生产和生活中占据主导地位。一是对乡村经济结构的重组。乡村宗族问题是与小农自

然经济结构紧密相连的。在土地改革完成后，立即开展集体合作化运动，用阶级关系为纽带

的合作社取代乡村宗族村落，将乡村民众由宗族成员变成公社成员。二是对乡村文化的再造。

乡村宗族除了有着坚实的经济基础外，还有着浓厚的文化心理氛围。中国共产党用科学无神

论、历史唯物论消除传统乡村的有神论、宿命论、血统论，为重构现代乡村秩序奠定了坚实

的文化心理基础。

乡村宗族的改造，基本确立以现代理性、世俗日常和阶级话语为基础的乡村文化观念体系，

使广大乡村社会成员能够生活在社会主义文化氛围中。

湖塘镇的众多家谱以表谱形式记载了一个个以血缘关系为主体宗族的建设与发展，特别是中华

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在乡村经济结构重组中的活动信息，生动客观地展现了湖塘地区乡村的历史变

革情况。

（三）反映族人的商业和产业活动，可掌握名镇经济集聚、发展的特色

家谱记叙的家族史，反映的是社会最基本的状况。正常社会秩序下与非正常状态下生活对

比、社会变革对人们生活的影响、所造成的人们思想意识的更新等，在家谱中均有所反映。经济

是维系族人生存的基础，因此族人农业、手工业特色，近现代工商业的产生、发展与布局，都被

详细地记入谱册。尤其是以蒸汽和电气作为动力的近代工业与以远途运输为标志的近代商业，现

代工商业创业的艰难过程，肯定它们在地方现代化中的作用和对族人所作的贡献。族人对科学技

术所作出的成就，大至科学家的创造发明，小至工人的技术改进，或是勤劳朴实的劳动态度，家

谱都有所记载，体现了湖塘镇经济发展的雄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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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著，朱维铮校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复旦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６年，第３７６页。
参见柳诒徵：《族谱研究举例》，《国学图书馆第四年刊》，１９３１年８月。
参见谢迪斌：《从血缘到阶级———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的乡村宗族改造》，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７年。
参见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革命》杂志第１期，［美］纽约出版，１８５２年。



（四）详细的宗族文化资料，可了解名镇文化特色及其多源性的原因

常州地区家谱不仅记述名人望族出资修建书院、学校的倡教兴学之举，也记述族内名人文士孜

孜苦学的精神，以及本族文士著述的书目、文传、诗词等文学作品，保存了大量家族性著述。它可

以是一个家族或某一代成员的作品，亦可包含二三代乃至数十代成员的作品，少则数十首 （篇），

多则二三百首 （篇），最多的是 《毗陵庄氏宗谱》，仅格律诗就收录１０７８首。借用希尔斯 《论传

统》中的说法，家族作品的编纂是一种 “文化复制行为”，“一个社会是一个由数不胜数的行为、

观点和思想组成的自我复制过程。……一个社会不只是一个存在于特定时刻的共时现象。如果没有

持续性，社会就不成其为社会；复制的机制赋予社会以持续性；这一持续性是社会之所以被定义为

社会的条件”①。由此可推想中国地域文化作为强大的传统具有 “跨时间的同一性”的原因。

一个家族通常会订立一份综合性规范条约，对族人诸多方面的行为都作出规范，其中包括家

训、家规、宗祠祭祀、墓地保护等，内容围绕着礼教、教化、国法３个原则。家规族约中，家训占
了很大一部分。家训的内容基本是孝顺父母、尊敬长上、教训子女、和睦乡邻、勤俭节约、各安生

理等注重教育感化的儒家思想。这些都彰显着该地区的文化风尚。

三　家谱在名镇志编纂中的作用
以往名镇志编纂的资料主要以档案、年鉴、政府工作报告和统计数据等为主，加强对家谱资

料的分析引用，有利于提升名镇志的地方特色和深度。

（一）可以使名镇志具有鲜明的地域性

地域研究的基础是地方文献，而家谱正是第一手资料的地方文献。② 家谱是一种基于某地方

或家族的集体记忆。就单个人物来说，包括人物的籍贯、行迹、社会关系的地理分布；就家族来

说，包括一个群体的地理分布和迁徙轨迹；就非生命的物体来说，也有其存在、分布和变化的地

理区域；就一个乡镇来说，则包含了既往时间里人、事、物等信息的总汇。通过对该家族的考

察，可对该地区的历史有所认识。明代至清代常州名家撰写的 《城南书院八景》 《谢庄八景》

《戴溪八景》《夹山八景》《何墅八景》《夏坊八景》《东坂八景》等组八景诗散见于家谱，每一

组八景诗就是该区域地理环境、人文状况的原始写真，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这些诗词选编放入

名镇志，既能够提升镇志的文化意境，又能够增强镇志的亲和力。

（二）可以补充正史、方志记载的缺漏

传统社会，国有史、地方有志、家有谱牒、人有传记，形成一个历史文献记录保存的完整体

系，而又各有侧重，互为补充。正史、方志现在利用的较多，但家谱文献尚少被人利用。清代章

学诚撰 《湖北通志·凡例》即主张方志之中应采入谱牒文献，认为 “谱牒自以科甲为主……须

进士二人以上乃得谱列。此就湖北一省约言之也。大省、小省，准是以为宽约，亦可备谱学

矣”③。

明清两代，前街 （现常州青果巷）董氏共有１６位进士，其中明代２人、清代１４人。《董氏
宗谱》１４卷总传、胥井分传、前街分传中，在叙述先人事迹时，涉及当时的政治、经济、军事、
文化等方面情况，这些根据当事人亲身经历写的珍贵史料，可丰富编写视野，补充正史、方志记

载的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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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爱德华·希尔斯著，傅铿等译：《论传统》，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第１８０页。
参见骆伟：《地方文献学概论》，澳门文献信息学会，２００８年，第８５—９１页。
章学诚：《文史通义新编》，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第８６１页。



家谱与族谱的主体部分，如世系、多数人物资料、族规家法、族产、艺文以及碑刻遗墨、御

赐诗文、坟场等，是可信的。当然，其中也存在一定的失实之处。 《毗陵庄氏族谱》凡例云：

“家乘与国史不同，史家立传严加严核，家乘则祖父一行之善实有可据，子孙必宜表扬垂后。”①

由于慕虚荣的谱法观念及方法，导致家谱带有不实的成分，主要有族源、姓源、初祖、始祖、远

年先人世系的某些不真实，即早先的容易不实，而晚近的则较真实。如 《毗陵庄氏族谱》提出，

其得姓于楚庄王后，楚国在长江中游，庄氏家族在宋代由北南迁，其为楚庄王后，似可置疑。运

用族谱资料时，应当注意考察其真实性和可靠性。

诟病族谱者谓其书写原则的 “隐恶扬善”，实践 “家丑不可外扬”的处世之道，本族人在撰

写家谱时往往夸大或捏造本族的显赫历史和优良传统，宣扬封建忠孝节义、族长专制等封建伦理

规范。国史从国家的角度来总结历史的得失，族谱从宗族的角度研讨人生的经验。名镇志利用家

谱尤其是旧谱资料时应该重视识别，选择资料一定要去粗存精、去伪存真，摒弃旧封建宗法思

想，适应新时代名镇志的编纂要求。

（三）摘编家谱中的家规族约、家训对社会风尚有积极作用

家谱中敬长老、孝父母、尊师长、崇俭朴、戒奢侈、禁赌博等伦理规范，以及家谱记载的志

士仁人的爱国主义精神、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追求真理的奉献精神等，入编镇志对促进地域精

神文明建设有着催人奋进的积极作用。 《湖塘镇志》设家风家训目，收录 《庵头吴氏宗谱》家

训：“王者以一身能使天下顺治者何？纪纲存焉也。君子以一身能使家人向化者何？家规存焉

也。纪纲不立，则天下不平；家规不设，则家人不齐。盖家之中，长幼异分，内外异等，公私异

情，亲疏异势，贤愚异心，欲其情意浃洽，次序秩然，俾人各守其分者，非一之模范，虽圣人不

能齐也。愚因鉴家道之所由盛衰，人品之所由邪正，酌为一定可守之规，使世世守之，其所以保

家声而长厥世者，岂曰小补之哉。”② 要求顺父母、敬长上、和兄弟、训子孙、亲师友、睦宗族、

恤孤寡、修谱系、毋奸渎、勤本业、省冗费、毋学赌博、毋结冤仇……这些修身齐家思想至今仍

有一定意义。

家谱中反映出来的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等优秀的传统伦理，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来

生活和奋斗的结晶。推进农村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建设，对提高乡村文明

程度和农民道德素质有着重要作用，其中记载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和移风易俗活动，乡村春晚、

道德讲堂等活动，以及乡村厚葬薄养、人情攀比等陈规陋习的改变，封建迷信活动的减少，农民

的公共秩序意识、生态环保意识、理性消费意识、和谐包容意识的提升，都对促进当代文明的建

设亦有着重要的激励作用。

随着城乡一体化，新农村建设、村庄拆迁、建设新社区，聚族而居的时代基本已成过往，单位

的统合力度也急剧削弱；职业、分工、教育等逐渐取代根据家庭、血缘和等级划定的传统秩序。为

了更好地反映一镇自古而今的基本面貌，重视家谱资料的搜集，对名镇志编纂有着重要意义。

（作者单位：江苏省常州市地方志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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