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淺論中國的族譜 
 

  1  

 
 
 
 
 
 
 

篇名： 
血脈相連–淺論中國的族譜 

 
作者： 

許惠珺。私立曉明女中。高二甲班 
 

指導老師： 
楊婷雅老師 

 
 

PDF 檔案使用 "pdfFactory" 試用版本建立 www.ahasoft.com.tw/FinePrint

http://www.ahasoft.com.tw/FinePrint
http://www.ahasoft.com.tw/FinePrint


淺論中國的族譜 
 

  2  

壹●前言 
 
日前在報紙上看到大陸重慶有位程姓先生，無意間發現自家的族譜上寫著「程咬

金」三字，經過他 12年到處打聽、收集各方資料，證實俗諺裡「半路殺出個程
咬金」的程咬金，是自己的祖先，並藉由這些收集來的族譜，聚集了大陸各地方

的程氏親友。 
 
這讓我開始好奇這個可以串起人與人之間關係的族譜是如何產生的？從何時開

始流傳下來？裡面記載著什麼內容？跟歷史課本裡所提及的譜牒是否相同或者

有什麼樣的淵源?而這些族譜對於維繫中華文化長久以來的家族制度有沒有貢
獻？ 
 
在這報告中僅探討普遍性的族譜編篡原則，而不個別研究各家內容。 
 
貳●正文 
 
一、維繫家族制度三要素 
 
歷代中國在基層社會的管理上，有「皇權不下縣」的傳統，縣以下的治理多依賴

建立自治型的鄉里制度。鄉里制度本質上是一種以鄉紳為骨幹的家族治理機制，

因此在廣大鄉村地區，「宗族和家庭」就如同一張大網，籠罩著中國社會的各個

方面、各個角落；宗族和家庭好似無孔不人的水，滲透了中國社會意識和精神的

最深處。 

 
家族制度是由祠堂、族田和家譜等三要素所維持。祠堂供奉祖先神祖牌位，家族

成員在此祭祀先祖為首要功能。『祠堂的設立，在強化家族意識，延續家族血脈，

維繫家族團結方面發揮巨大的作用』（註一）族田為家族的公共田產，主要用於

招佃收租，維持家族物質基礎。家譜是家族的檔案、經典、法規。家譜的出現是

由於上古至周朝，『氏族一面分化為家族，使家族組織完整；一面則擴大轉變為

國家，』（註二）然而皇室本身即為一大家族，所以宗法必然是血緣的結合，又

是封建貴族的親屬團體。『若就族外婚而言，即指同姓不婚，於是姓氏間有錯綜

複雜的血緣關係。』（註三）為了能夠使家族權力得以延續和穩定，財產的繼承

能夠平靜實現，而不落入外人手中。因此家譜的作用是防止年代久遠或居處異處

而發生血緣關係的混亂。 

 
二、年譜、家譜與族譜的差異 
 
年譜是一種人物傳記，『以譜主為中心，年月為經緯，敘述譜主一生事蹟。』（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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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雜揉紀傳與編年二體，並以譜牒、年表、宗譜、傳狀等演變自成一體。 
 
族譜為中國史籍的一種，『由各姓氏族譜可窺視家族之組織與傳統；由家譜則可

研究家族、遺傳與婚姻關係。』（註五）但由於後來譜牒的興衰，與各家撰修族

譜，因此族譜與家譜具有相同的功用。 
 
三、族譜的內容 
 
族譜的別稱包含：『家譜、家乘、家史、族志、宗譜、世系錄、譜牒、玉牒、血

脈譜、源脈譜、族姓招穆記、帝系。』等不同說法（註六） 
 
內容則有：『序文、凡例、世系、家傳、家訓、族規、輩序、祠堂、像贊、塋墳、

恩榮紀錄、五服圖、姓氏淵源、修譜人名等。』（註七）不過每家修譜不同，內

容詳略、格式、排列次序都會有所不同。 
 
1、譜序 
 
敘述修選緣起，包含內容大要及修訂年月等，作用是宣揚本譜主旨。 
 
2、 譜例 
 
『介紹本譜的編寫體例，收錄範圍，各種著錄規則、結構特點、本譜中各類目的

立類理由，適用範圍。』（註八） 
 
3、 姓族源流： 
 
敘述家族得姓的來源，以及他們遷徙甚至改姓的歷史。 
 
4、 世系表 
 
以圖表說明每一家族成員之間血緣關係。 
 
四種譜圖的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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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歐陽修－歐陽氏圖譜 
（資料來源：陳捷先。中國的族譜。（台北市：文建會，民 88）。頁 35。） 

 

圖二：蘇洵－蘇氏宗譜法 
（資料來源：陳捷先。中國的族譜。（台北市：文建會，民 88）。頁 39。） 

 

圖三：寶塔式圖譜 
（資料來源：陳捷先。中國的族譜。（台北市：文建會，民 88）。頁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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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牒記式的世系表 
（資料來源：陳捷先。中國的族譜。（台北市：文建會，民 88）。頁 42。） 

 
5、 恩榮紀錄 
 
記載歷代皇帝對本家族或某些成員的褒獎，當然有些族譜裡的恩榮記事是誇張失

實的，我們研讀時也要注意。 
 
6、 傳記 
 
世系錄是本家族每個男性成員均有，而傳記則為家族中特殊事蹟、豐功偉業、名

可行世的入傳。傳記又分為列內傳、外傳等兩部分。外傳記族中有德行的男子，

內傳記族中有懿行的女子。 
 
7、 世系錄 

 

用於解釋世系表，記錄一個人的生老病死。 

 
四、族譜的流變 
 
1、三代 
 
夏商以來，王室、諸侯及部分貴族都有自己的族譜專門紀錄家族世系。今日我們

在殷商甲骨文資料中發現家族世系的紀錄，就明證世系資料出現極早。三代末

期，宗法制度成熟具備，帝王諸侯的世系表便由專門的官員掌理。『《周禮春官》

「小史奠繫世，序昭穆」即指負責分別家族裡父子、親疏、長幼、遠近等關係

的官員。』（註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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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國愛國詩人屈原其官位為三閭大夫，主要掌管楚國昭、景、屈三姓的事務，編

寫三姓的家譜。 
 
2、 秦漢 
 
秦朝統一中國，廢除了封建，宗法制度也有了變化，譜牒的編制與譜牒之學都受

到一定程度的影響。 
 
西漢修譜的特色：家族世系注明生卒、官爵、字號、葬所，位尊者諱起見稱字不

稱名。東漢採察舉制度選拔人才，因此根據社會議論判別品德、才能，由於評論

由社會人士進行，所以並不注重普通人家，由此可見門第和家世的重要。 
 
漢代司馬遷在撰寫《史記》時，曾大量參考春秋以前的種譜牒資料。由於《史記》

記述了上古以來政權更替及諸侯貴族的家系歷史，是我們今天了解上古時期歷史

最權威的著作。 
 
3、 魏晉南北朝 
 
魏晉南北朝是中國最重門第觀念的時代，不論是政府選官、家庭娶嫁，都與家族

的背景有關，憑藉家庭的資料做決定，這可以說這是中國譜學的一個高峰時期。 
 
『北朝魏所撰的二十四史之一的《魏書》，即是一本家譜式的正史。』（註十） 
 
4、 隋唐 
 
門閥政治仍盛行，政府修撰的譜牒具明顯的政治作用，此外，譜牒在婚姻中也占

有相當的地位。 
 
唐末黃巢之亂徹底摧毀門閥制度新興權貴者仍由戰功升遷，更替快速，造成魏晉

以來的政府譜學消亡。 
 
5、 宋 
 
繼續唐代科舉制度，婚姻少講門閥，所以唐以前譜牒的政治作用消失，造成族譜

修撰衰弱。直到歐陽修編修《新唐書》後，為了使族人和子孫能夠了解祖先遺德，

『他採用史書的體例和圖表方式，將五世祖安福府君歐陽萬以來的家族遷徙、婚

嫁、官封、名諡及其行事編成一部新型的家譜。』（註十一）在此同時，蘇洵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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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編修原則和具體方法、體例。兩人皆使用「小宋之法」編寫族譜，以五世為

家族紿祖，只有皇族採「大宋之法」修族譜，回溯十百代。又歐蘇兩人將自己的

見解寫於族譜的敘、例、記、後錄之中，因此兩人的修譜理論和實踐影響深遠。 
 
6、 明清 
 
此時族譜的編修達到高峰，主要為記錄家系、和睦家族、教育族人，提升本家族

在社會的聲望和地位，因此多採「大宗之法」，並且增加傳記著述、祠堂、家規、

家訓等內容，也規定各種入譜限制。 
 
五、族譜利用與價值 
 
商周到漢代主要作用為祭祀祖先，證明血統辨別世系及權力財產繼承依據。魏晉

南北朝從政治、社會、婚姻都以族譜為依規，使得族譜由文獻轉變為一種政治工

具。宋朝族譜政治作用消失，在修譜上頭有重大變化，導致明清纂修族譜的用意

為教育後代、紀錄家族歷史，對於傳播倫理，穏定社會秩序發揮一定作用。 

 

今日族譜對於我們了解過去仍有重要作用，其價值表現在古代人物研究，人口研

究，移民研究，古代宗族度研究等四個方面，族譜彌補了史書的不足，也提供我

們許多保貴的資料。對於歷史學、人類學、民族學、民俗學、人口學、社會學、

文化學、經濟學、生命科學等學科領域來說，族譜文獻的確具有很不錯的利用價

值。 

 

參●結論 

 

族譜起源可追溯至三代，中國傳統倫理思想及宗法制度助長了族譜的興盛，而各

朝代所施行的制度和社會風氣則會影響族譜的內容，明清以後的族譜記載各種事

項，包含政治、經濟、社會、文化、教育各方面的資料，使得族譜成為各氏族的

史書縮影。由於族譜不僅能維繫家族間的關係，還有約束子孫、傳承家風的功能，

使得族譜在維持家族體系中佔有相當重要的地位。 
 

血緣關係形成中國以家族為基礎的社會結構，因而產生族譜，並且創造出影響中

國社會數千年的宗法制度，雖然宗法制度早已不在，但宗法制度中的家族精神仍

深深影響著後世。 

 

因此，在整理與研究的過程中，筆者認為，中國自古因為通婚、聯姻導致「天下

一家親」錯縱複雜的血緣關係，由於族譜的出現，可以讓我們了解各家族間的往

來關係，並且穩固社會安定。直到今日社會由大家庭走向小家庭後，仍可找到自

PDF 檔案使用 "pdfFactory" 試用版本建立 www.ahasoft.com.tw/FinePrint

http://www.ahasoft.com.tw/FinePrint
http://www.ahasoft.com.tw/FinePrint


淺論中國的族譜 
 

  8  

己的根源，不過擁有族譜並不能表示家族成員互相認識，還是要互相聯絡才有實

質的用處。在了解族譜之後，若有機會，筆者試圖學有所用，進一步落實於自己

家族中，嘗試整理自家的族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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