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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苏闽族谱内容比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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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明清以来，相对于福建宗族，江苏族谱编撰条目更为丰富；科第也更为昌盛；祠堂义庄数量多，
规模大。江苏宗族对传统儒家传统和教义更为恪守和推崇，现实功利性表现得不是特别明显。而福建宗族对

宗族身份的确认感和归属感需求强烈，更为重视信仰和风水，现实功利性更强。江苏宗族性格特征相对较为

安于现状、遵循传统；福建宗族特别是沿海地区宗族更富开拓冒险进取的性格。族谱记载的内容是这些特征

的反应和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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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谱是宗族凝聚和有序的历史依据。修撰的

原则和方法，晚明趋向成熟。清代已成定式。苏

闽两地大多数宗族在明代嘉靖、特别是万历年以

后才开始编修族谱。尽管各类、各地族谱的格式

基本相同，但在编纂形式、编纂体例、记载范围、

记载内容、编修重点等方面各有侧重。这与社会

发展、宗族形态和区域环境的影响息息相关。就

整体而言，全国各地都奉行同样的文化观念和道

德标准，都遵守着共同的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

但不同区域间的人文性格差别是实际存在且不能

忽视的。因为“儒家宗姓理念传播的源头和扩散

地之差别 ；宗族组织和宗法、家法推行的地方性

差异 ；中国政治文化的传统与变迁造成民众对家

族、宗族观念的不同受容性，交叉文化地区文化

地理的变异 ；还有，区域农业生计特点和环境不

同，商业与经济开发程度以及向外界开放的状况

不一”［1］，因此，尽管宗族的大小、声望、人才、

经济条件等是决定族谱内容繁简详略的重要原

因，但区域自然地理环境、社会政治、经济和文

化环境、宗族来源，以及生产生活方式和社会习

俗所造就的人文性格也成为族谱内容区域差别的

考量因素。明清以来，江苏和福建都是宗族意识

浓厚、宗族组织发达的地区，但族谱记载的内容

不尽相同。本文就可查阅的两地族谱记载的内容

进行比较，分析其异同。

一、苏闽族谱的内容

限于客观的查阅条件和主观的精力，并为了

便于统计和分析，以下仅就所能查阅到的苏闽两

地各75部族谱进行了分类统计①，具体内容见表

1《江苏族谱内容》和表2《福建族谱内容》。

①所查找的江苏和福建各75部族谱，如江苏唐肯纂修 ：《毘陵唐氏家谱》，1948年续修、1990年再版本 ；常州图书馆藏、福建（清）

傅珍纂修 ：《武荣傅氏家谱》，清雍正4年（1726）蓝格钞本等。限于篇幅，不一一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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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江苏族谱内容

序号 内容 数量 序号 内容 数量 序号 内容 数量

1 源流考 30 30

8 世系

世系（图） 59

124

13 祠堂

祠宇 11

78

2 序 75 75 世系考 1 祠堂记 26

3 谱例

题辞 1

55

世表 32 祠堂志 3

凡例 35 世范 1 祠田记 7

谱例 3 世考 1 祠规 14

仪例 2 世谱 2 祠图 12

条例 7 系表 6 宗祠录 1

谱训 1 世纪录 1 祠产 2

谱引 5 年谱 5

14 祭产

祭产记 4

21

族谱录 1 年表 9 祭田记 1

谱传 1 同组录 2 义仓 10

4 嘉言

谱说 1

22

名氏录 1 公田记 1

藏谱说 1 别支考 3 义田 5

阅谱弁言 1 补系待考 1

15 义庄

义庄录 5

18
弁言 1

9 人丁

现丁薄 1

12

义庄志 3

例言 3 添丁录 1 义庄规条 9

言行录 2 字辈记 1 庄祠录 1

嘉言集训 2 撰取名 3

16 规训

宗规（训） 15

62

赠言 4 生齿考 1 宗祠仪制 2

勒石永禁 1 寿翁录 1 宗法考义 2

叙谱短歌 1 生卒考 2 家则 1

格言要览 4 纪名录 1 家规 6

避讳字样 1 寿考志瑞 1 家训 17

5 旌表

纪恩录 3

69

10 图

宗派指掌图 1

12

家礼 2

诰敕（志） 47 坿揌随图 1 家法 2

诏 2 五服图 7 族（规）范 1

纶音 1 祖第图 2 遗训遗言 3

恩纶志 6 贞节牌坊图 1 祖训/法言 3

彝训志 1

11 传纪

碑记 13

158

勤孝歌 2

旌表 5 铭 10 宗礼说 1

褒辞 1 事述 1 宗约说 4

荣褒志 1 雁行录 1 条训 1

旌奖录 1 记略 1

17 著述

遗墨 1

62

盛事 1 之略 1 补遗诗 1

6 列女

贤淑志 1

16

行状 14 佚文 1

德媛传 6 行序录 1 先世遗文 1

贤女 8 行述 6 文移 1

闺秀考 1 行实 2 诵芬录 1

7 先德

先德录 2

33

行略 14 家集志 1

忠义志 1 铭状 2 牋 1

忠节录 2 （家）传 61 宸翰志 2

传忠传 1 列传 3 著述 12

五忠寻录 1 记 13 诔词 2

贤裔传 2 札 3 赠述志 4

历世名贤 2 启 1 艺文志 34

壶行 1 志书 2 18 居徙志 11 11

祖德 1 寿序 9

19 科第

状志录 1

37

孝贞录 2

12 赞

像赞 37

52

科第考 8

节烈志 3 祝文 3 科甲 15

贞节录 8 赞礼 2 科名录 5

忠孝节义 1 赞说 8 乡贡录 2

国府县志 2 传赞 2 学校录 2

言行拾遗 3 13 祠堂 祠生说 2 78 学校志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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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号 内容 数量 序号 内容 数量 序号 内容 数量

19 科第 家校/书院 3 37 22 祭祀 崇祀 1 35

24 附录

给谱编次 1

110

20 仕宦

绅衿录 5

35

23 契约

族茔讼词 1

7

题名分类 1

仕宦录 29 议据 1 编号 1

官爵 1 田契 1 领谱字号 12

21 坟茔

生圹志 1

80

合同 1 检字表 1

墓田 4 民贴 1 投赠 1

墓表 11 税贴 1 后序 2

墓图 22 活子局条约 1 跋 22

茔域图 2

24 附录

任职名单 17

110

叙录 1

茔墓 2 捐助/经费 8 集古录 1

墓志铭 18 账目 1 慎终录 1

祠墓志 13 谱后叙述 1 麟趾录 1

神道碑 1 征信 1 启后录 2

坟墓契纸 1 附言 1 发祥录 1

丛墓记 4 系辩 1 衍庆录 1

亲戚坟图 1 存疑 2 归化录 1

22 祭祀

哀辞 2

35

扩疑志 1 余庆录 7

呈词 1 辩疑 2 序记录 1

祭祀规条 1 补疑 2 外纪 1

祭（仪）式 13 论异编 1 备考寻录 1

祭文 15 杂录 7

25 古迹

牌坊 1

5祭规 2 记余/杂存/勘误 5 园亭 2

祭祀志 2 阙里记 1 庙碑 2

表2   福建族谱内容

序号 内容 数量 序号 内容 数量 序号 内容 数量

1 源流考 41 41

6 先德

孝贞录 2

35

9 传纪
志书 2

122
2 序 75 75 节烈志 1 寿序 5

3 谱例

题辞 1

55

贞节录 1 10 居徙志 9 9

凡例 38 忠孝节义 8

11 赞

像赞 39

59
谱例 3 国府县志传 3 祝文 8

谱联 1 享先纪 1 赞说 9

谱叙 1 说先纪 1 传赞 2

谱志 1 宁先纪 1

12 祠堂

祠宇 1

82

谱论 1 念先纪 1 祠堂记 39

仪例 1
7 列女

贤女 1
2

祠规 5

谱引 5 义姑传 1 祠图 25

族谱录 3

8 图

播迁图 1

29

祠堂楹联 6

4 嘉言

谱说 3

7

宗派指掌图 1 祠产 2

聚族说 1 五服图 2 祠田 4

嘉言集训 1 （地）图 10

13 祭产

祭产记 7

29

勒石永禁 1 祖第图 9 祭产公议 1

叙谱短歌 1 山图 6 祭田记 10

5 旌表

纪恩录 4

37

9 传纪

碑记 25

122

田产租米 2

诰敕 23 纪略 2 暦屋 2

诏 3 行状 8 仝 1

纶音 1 行述 8 店铺 1

恩纶志 5 行实 3 山场 1

旌奖录 1 行略 2 公业 3

6 先德

先德录 3

35

铭状 1 常产 1

忠义志 2 （家）传 57

14 世系

世系（图） 75

91贤裔传 8 列传 2 世系考 2

历世名贤表 3 记 7 世表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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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苏闽族谱内容比较

以上两表的分类统计是结合两地族谱的具

体内容和性质进行的简便归类。考虑到两地同一

性质内容的条目多少及页面排版的需要，两表在

内容的序列上没有强求一致，在同一性质的类别

中，尽可能地把族谱中实际记载的条目名称保留

下来，以便进行对比分析。从两地族谱大的类别

来看，福建族谱内容分为27类，江苏族谱分为25

类。以下就每一类别进行相关分析。

1.谱序

谱序是每部族谱不可缺少的内容。一些大型

的族谱，至清末民国时历经数修之后，序跋多达

十余篇乃至数十篇。如《陈埭丁氏回族宗谱》记载

了十六篇谱序［2］；《泉州桃园庄氏族谱汇编》记载

了四十九篇序［3］。谱序的内容一般包含修谱缘由、

修谱经过、家族的渊源传承以及谱学理论等。两

地75部族谱都有序，这也说明了谱序是族谱不可

缺少的组成部分。

2.源流考

源流考记载的是宗族的原始来源，一般的宗

族都追溯到三皇五帝，且都是官宦人家、子孙满

堂、兰桂齐芳，当然其中不乏附会的成分，这在

福建的族谱中表现得较为明显。江苏30部、福建

41部族谱记载了宗族的源流考，记载源流考的福

建族谱多于江苏，意味着源流考数目的多少，且

续表

序号 内容 数量 序号 内容 数量 序号 内容 数量

14 世系

年表 2

91

19 人丁

耆寿录 5

27
22 契约

地贴 1

24

年谱 2 现丁薄 2 宗规合同 2

别支考 1 字辈记 10 合约 2

15 规训

族（规）范 10

43

撰取名 2 立字 1

族禁 1 户籍记 2 手券 1

族谕 1 人丁统计 2 息稿 1

家规 7 阖族名派 2 绝契 1

家训 10 昭穆 1 营业执照 1

家法 1 纪年 1
23 宗亲会

宗亲会 8
10

遗训遗言 10

20 古迹

牌坊 3

32

联谊会 2

条训 1 园亭 1

24 诉讼

诉状 4

15
封山约 1 匾额 3 供状 3

祖规 1 古迹 10 供词 4

16 著述

补遗诗 1

53

习俗 3 府县批审 4

佚文 1 社记 1
25 义庄

义庄录 4
8

诵芬录 1 庙记 3 义庄规条 4

先世遗文 1 家庙 6

26 祭祀

哀辞 1

36

宸翰志 2 华表 1 祭祀规条 5

著述 1 戏台 1 乡贤配祀 1

诔词 1

21 科第

科第考 2

38

祭仪（式） 14

奏疏 4 科甲 1 祭文 8

艺文志 41 科名录 28 祭规 1

17 坟茔

墓田 2

95

学校录 1 祭祀志 6

墓表 9 家校/书院 3

27 附录

任职名单 17

75

坟山 3 学校志 1 捐助/经费 10

墓图 37 选举纪 2 谱后叙述 2

茔域图 2

22 契约

田契 1

24

征信 2

茔墓 4 山租 1 附言 1

墓志铭 31 房屋契 1 拾遗 1

赐茔 1 赎租记 1 杂录 6

祠墓志 2 买卖契 1 记余/杂存/勘误 3

神道碑 2 山契 2 领谱字号 3

坟墓契纸 1 地契 2 后序 3

丛墓记 1 赎地记 3 跋 17

18 仕宦
仕宦录 33

34
契据 1 备考寻录 11

官爵 1 赎第记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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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表明福建的族谱对祖先源流追溯的重视，也突

出说明福建宗族对宗族身份的确认感和归属感的

强烈需求。当然，福建民间各地区的宗族对于祖

先渊源的合流的认同程度有所不同。

3.谱例

谱例是族谱撰写的规则和对族谱中一些内容

的说明，主要阐明族谱的纂修原则和体例，目的在

于强调宗族血缘的重要性以及族谱记述的真实性。

两地谱例的数量相同，都为55，使用名称最多的

也都是凡例。江苏族谱中使用体例的占第二位，而

福建族谱中未见条例、谱训、谱传的表达方式。两

地75部族谱中未记载谱例的均有20部，表明没有

谱例的族谱在两地的族谱中占到近三成的比例。

4.嘉言

嘉言是对族谱进行概说的一些名言警句，或

者是关于宗族的格言要览。江苏族谱中有20部、

福建族谱中有3部记载了这些相关内容。从比例

上来说，江苏远多于福建，内容的范围也广阔很

多。从承载的实际意义上讲，虽不能说明江苏族

谱编撰者的文化涵养高于福建，但也在一定程度

上表明江苏宗族的文化底蕴较为丰厚，宗族的教

化意识强烈。

5.旌表

族谱的旌表是历代帝王或政府对宗族或宗族

成员的恩赐和褒奖。江苏族谱有69份、福建族谱

有37份记载了对宗族的旌表。这与江苏宗族的官

宦较多有关。江苏的名门望族较福建为多。除此

之外，在记述旌表的名称上，江苏族谱也比福建

族谱丰富。

6.列女

女性在族谱中一般出现在诰敕、家传、寿序、

墓志铭等内容中，宗族的贞节烈女也是在族谱中出

现较多的部分，江苏尤其是苏南的族谱中有不少宗

族才女的记载，主要表现在诗文等才学方面。［4］在

分析的75部族谱中，江苏有16篇、福建有3篇记

载了宗族的列女。江苏宗族列女的记载远多于福

建，表明明清社会，江苏宗族对传统儒家教义更

为保护和推崇 ；江苏不少宗族才女的不俗表现也

是明清两代，特别是清代，江苏尤其是苏南社会

文化较为发达的见证。

7.先德

先德主要记载了宗族历代先人的重要事迹，

包含德行、忠义、节烈、贤能、孝行等内容。江苏

和福建两地宗族在族谱中对先德的记载篇目基本

相同，江苏为33篇，福建为35篇。只是在编排和

先德名称上略有不同，但都体现了族谱尊祖、提

高宗族声望和一般性的教化功能。

8.世系

世系是各宗族血缘传继的直接表述。和族谱

的序一样，世系是族谱不可缺少的内容，最为简

单的族谱即只有世系的记载。世系也是族谱中最

为重要和占篇幅最多的部分。在查阅的两地族谱

中，世系部分记载的篇目均超过了族谱数，是因

为很多的族谱都是图、表、录并用，江苏的族谱表

现得更为明显。这既有行文方式的考虑，也有宗

族对族谱的本质功能——记载宗族繁衍的重视。

9.人丁

人丁是对宗族人口的统计。江苏族谱中有12

篇目、福建有27篇目记载了人丁。福建27篇目中

有10篇记载的是字辈记和撰取名，即宗族成员的

辈行和取名的记载，相对来说，江苏族谱此类记载

较少。这表明福建宗族对成员辈分和取名的重视，

一定程度上也是福建宗族的阴阳五行、风水等观

念较江苏宗族为重，从而在辈分和名字上的体现。

10.图

族谱中江苏有12篇目、福建有29篇目绘制

有各类图。其中江苏有7篇目、福建有2篇目是五

服图，五服图制作的出发点应该是防止乱宗。江

苏族谱的图主要是五服图，其目的不仅是族谱编

撰的五服说明，更深的是宗族传统宗义的心理反

应。福建族谱中较多的是地图，有10篇目。很多

福建族谱中都绘制了宗族所在地的地图，有的宗

族绘制的是宗族所在地的全境图，如《螺江陈氏

家谱》；［5］新时期编撰的族谱则拍摄了宗族的村

图，如《荥阳郑氏漳州谱》。［6］在查阅的江苏75部

族谱中，未见有这样的地形图。福建族谱重视图

尤其是地图的绘制，既与福建多山的地形有关，

也有族谱编撰的习俗因素。

11.传记

传记是族谱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记载了族

人的仕宦政绩、善行忠孝、奉亲教幼等方面的内

容。传记是族谱中除世系之外占篇幅最多的部

分。有些族谱被收入传记的族人达百余人之多。

苏闽两地的传记除使用的名称略为相差外，在篇

目上基本相同，内容也都较多。

12.著述

著述是族人的诗、歌、赋、文集及奏议的总

称，也是宗族文化教育昌盛的体现。江苏族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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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述有62篇目，福建有53篇目。总体的印象是江

苏族谱著述较福建多，且著述的种类和篇幅较大，

在全国有影响的学术人才和作品也相对较多。这

是明清两代江苏文化底蕴更为丰厚、宗族文化教

育更为重视的缘故。

13.祠堂和义庄

在查阅的苏闽两地各75部族谱中，有关祠堂

的记载江苏有78篇目，福建有82篇目，福建的族

谱中还有不少祠堂楹联的内容。江苏族谱关于义

庄的记载有18篇目，福建有8篇目。从查阅两地

族谱的实际情况看，江苏的义庄远多于福建。一

方面全国的宗族义庄都以苏州范氏义庄为范本，

苏南地区的宗族，受到范氏义庄的影响更大。另

一方面，明清两代，江苏的经济条件较福建优越

也是重要的原因。

14.祭祀和祭产

在两地的族谱中，江苏有21篇目、福建有29

篇目记载了祭产的相关内容。尽管篇目相差不大，

但两地在祭产的内容上却有着很大的区别。江苏祭

产中义仓有10篇目，而福建没有义仓的记载；福

建祭产中的田产租米、山场、公业、常产，甚至店

铺都有专门的记载，而江苏族谱没有相关的记载，

尽管江苏宗族也有田产、店铺的租息用于祭祀，并

有相关的描述。山场是福建宗族特有的祭产，江苏

的自然环境决定了没有山场的资产。两地对祭祀的

重视及在祭产的内容上没有原则上的差别。苏闽两

地族谱中有关祭祀的篇目基本相同，分别为35和

36，其中内容较多的是祭祀的仪式和规则。

15.坟茔

坟茔是对祖先坟墓的修建历史、建筑规模、

地理位置等内容进行的记载。江苏族谱有80篇

目、福建有95篇目记载了有关坟茔的内容。其中

坟墓图是江苏有24篇目，福建有39篇目。正如福

建宗族对祖第图重视一样，福建宗族对坟墓图也

很重视，其坟墓图的绘制较为详细和具体。且由

于福建多山的地形，更讲究风水。坟墓的朝向和

溪流的流淌都是坟墓要考虑的因素。江苏平坦的

地形使坟地的安置缺少了不少风水方面的讲究。

江苏族谱中还有一篇专门记载了宗族亲戚的坟墓

图，应算是一种例外。

16.科第和仕宦

在苏闽宗族的族谱中有关科第的记载篇目

也基本相同，分别为37和38，各占查阅族谱的一

半略多。也可以说明近一半的宗族成员获得过高

低不等的功名。而仕宦的记载也基本符合这一比

例。我们很清楚地了解明清两代，江苏的教育和

文化较福建相对发达，科第和仕宦也较福建为多。

族谱中记载的有关科第和仕宦的篇目和比例接近

一致，这是因为福建的族谱中将宗族自三皇五帝

以来的所有科第和仕宦的名录和事迹记载在谱

中，而江苏省的科第和仕宦名录并未全部收入宗

族族谱中，因而，苏闽两地族谱中对于科第和仕

宦的记载内容相差并不大。

17.规训

规训是宗族自己制定的约束和教化族人的家

族法规，也是族谱的又一重要内容。族谱规训主

要的作用是对族人的教化，江苏族谱中记载规训

的篇目有62，福建有43。篇目的多少一定程度上

意味着江苏宗族对儒家传统的恪守，尊宗敬祖收

族的宗族传统本义的心理意识。

18.古迹

牌坊、园亭等建筑物称为古迹。两地族谱中

关于古迹的记载相差较大，江苏只有5篇。而福

建有32篇目，涉及了匾额、家庙等内容。尤其是

家庙，福建的宗族有建家庙或族庙的传统，很多

的寺庙本身就是家族的祖庙。［8-18］而江苏只有极

少数的宗族有家庙的记载，绝大多数宗族没有宗

教的庙宇，仪式信仰和风水观念也较福建薄弱。

19.契约

族谱中重视记载契约、合同是查阅福建族谱

时所留下的深刻印象，从田契、山租、房屋契到

买卖契、绝契 ；从与宗族事务相关的承嗣、婚姻、

过继、分家、遗嘱、断罚到与外宗族的纠纷调解

合同，不少宗族的族谱均有相关的记载。有些族

谱的契约文书数量十分可观，达百余纸。泉州《陈

江丁氏族谱》还收有元代的契抄。［19］而江苏族谱

中契约的记载则较少。查阅的两地各75部族谱

中，福建有24篇目、江苏有7篇目记载了契约的

相关内容。契约从一个层面表明了福建宗族之间

和宗族中纷争的频繁和普遍。纷争本是宗族不能

完全避免的现象，晚清江苏常州宗族之间的纷争

也不断，并呈送到官府。［20］但契约却并未如福建

那么普遍。福建居民长期的生存压力进而形成的

习俗所导致的行事处世方式等地区性格特征是

这一现象的合理解释。

20.诉讼

众多的纷争自然引发相应的诉讼，福建族谱

中关于诉讼的记载有15篇目，而江苏族谱仅有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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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目《族茔讼词》的记载，为便于统计和分析，归

在了契约一栏中。正如契约一样，福建族谱记载

的诉讼较江苏族谱多，是福建的地区自然生态环

境造成的福建人的性格特征较江苏人更为外显和

强悍，并不意味着江苏宗族没有诉讼的发生。在

查阅江苏族谱的过程中，也有一定数量宗族之间

的诉讼没有贯以诉讼的篇目，但实际记载了诉讼

的经过及府县的批复。不同的自然、经济和文化

环境蕴育了不同的生存和生活方式，形成了不同

的人格、性格特征，族谱记载的内容只是这些特

征的某一方面的反映和体现。

21.附录

诸如族谱的跋、族谱编号、领谱字号、编撰

的任职名单、经费捐助者等内容归类在族谱的附

录一栏里，苏闽两地在附录的内容中差别比较

明显。一是体现在篇目上，江苏族谱110篇目，

福建75篇目 ；二是附录的名称上，江苏族谱附

录名称众多 ；三是江苏族谱的领谱字号有12篇

目，福建有3篇目。筹集修谱经费是族谱编撰的

最为重要的内容，江苏和福建宗族在经费的筹

措上相同的途径有三条 ：一是按族丁派摊。二

是由谱局、族房长以及族内的士绅人物率先认

捐倡导，推广于各房派，对于仕宦更有特别的规

定。［21-22］这两种方法也较常见。三是设立修谱产

业，不少福建宗族专门建立修谱产业，如闽西渤

海吴氏宗族。［23］而江苏宗族专门设立修谱产业

的较少。不同的是江苏的不少宗族，特别是一些

名门望族往往是由较为富裕和仕宦众多的宗族

房支单独出资修谱的 ；而福建不少宗族规定族

人凡有添丁娶妇、入泮、科举等喜庆事，均须交

纳谱钱以备修谱。甚至按照入谱的条目、字数

摊钱，或以领谱的数量摊钱。［24］并有族人未按

规定交纳谱费而被载入谱中以示惩戒的记载。［25］

也有些宗族在修纂族谱时，还远到南洋及外省的

族人中去募捐筹集经费，福建新时期编撰的族谱

大多采用这种方法。如同以上相关部分的分析一

样，江苏宗族的族谱在编撰过程中所呈现的传统

儒家意识更为浓厚，循古的心态更为坚实，而福

建宗族的功利性更为明显。

22.宗亲会

福建族谱异于江苏族谱最大的方面是宗亲会

的内容。在新时期编撰的族谱中，福建不少宗族

都有宗亲会的记载。宗亲会是追溯到同一远祖的

同性联盟，宗亲会记载的主要内容是宗亲会筹委

会、组织名称、宗旨、组织机构，章程等 ；同时记

载了宗亲会从事的一些工作，特别重要的是，宗亲

会所有活动的经费大多是由宗族海外宗亲们捐助

的。这其实是宗亲会诞生的重要原因。解放以前，

不少福建人都从事海上贸易，更有不少福建居民

在东南亚各国经商或做工。远在异国他乡的族人

寻根意识更为强烈，数代以后，直系亲属尚存不

多，传统宗族的构建缺少了很多现实的条件，往

往以宗亲会的形式进行同宗的联系。表现最为明

显的就是大量资金的捐助，支持宗亲会的成立和

发展，开展宗亲会的相关事务。而江苏平和富庶

的自然环境和条件，并没有很多人远出南洋或海

外。这也是今天江苏宗亲会并不发达的重要原因。

也许江苏也有宗亲会的存在，但就《总目》收集的

族谱及笔者查阅的族谱中未见有宗亲会的记载。

综上所述，江苏和福建两地每一部族谱中都

有谱序和世系图，谱例的篇目也相同，只是江苏

族谱谱例的表达方式更为多样 ；江苏族谱记载的

嘉言、旌表、诰敕、列女、附录远多于福建族谱 ；

祠堂和义庄是江苏族谱的记载多于福建族谱的部

分 ；江苏族谱的著述比福建族谱略多，且著述的

种类和篇幅较大 ；记载内容相当多的是祖先的先

德、传记、赞、祭祀、祭产、科第和仕宦，只是在

部分种类的名称上略有不同。福建族谱记载的宗

族源流考略多于江苏族谱 ；人丁、图、坟茔比江

苏族谱多 ；古迹、契约、诉讼远多于江苏，尤其

是家庙的内容 ；只见福建族谱有记载而江苏族谱

没有记载的是诉讼和宗亲会的内容。

三、小结

江苏和福建两地族谱记载的内容表明 ：明清

以来，江苏和福建宗族编撰族谱的目的都是为了

明昭穆、序世系，维系血缘的传承，其核心精神

是敬宗收族和慎终追远。一方面，注重血亲传统

的纯洁性与传承性 ；另一方面，通过血亲传统的

追寻，达到联络族众、壮大宗族势力的现实目的。

江苏和福建宗族都重视宗族的建设，在族谱编撰、

祠堂、义庄的建造、义田祭产的置备、宗族祭祀

及对族人的教化等方面都遵循着传统中国尊宗敬

祖收族的儒家理想和实践。但江苏宗族在祠堂义

庄的建设上数量更多，规模更大 ；在族谱编撰的

很多细小条目上更为丰富 ；科第更为昌盛，仕宦

数量更大。因此，江苏宗族对传统儒家传统和教

义更为恪守和推崇，现实功利性表现得不是特别

明清苏闽族谱内容比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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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显。陈支平在研究福建族谱时曾指出 ：福建一

些小型族谱的修谱理念和操作原则，可能比较朴

实无华。而那些大型的宗谱等所制定的规条，则

往往沦为空泛教条。福建的族谱文化，具有夸张

和炫耀的特点。福建宗族对宗族身份的确认感和

归属感需求强烈，更为重视信仰和风水，现实功

利性更强。

明清以来，相对于江苏丰厚富饶的自然生态

环境，多山面海的福建生存条件艰难 ；远离政治

中心的政治环境，以及文化教育的相对落后，使

得福建宗族更侧重于为了生存和繁衍而挣扎和奋

斗。长期的移民开发造就了福建特别是沿海地区

宗族和人民富有开拓冒险进取的性格。另一方面，

福建人的地域观念、集团宗派观念，以及闻名全

国的械斗也都是客观存在的事实。因此，门第相

高、讲求实力、强欺弱、众暴寡的现象长期存在于

福建民间宗族社会里，从而形成了福建居民性格

和个性上的强悍，甚至是暴烈。宗族在遵循儒家

传统的基础上，获取现实的世俗利益表现得更为

强烈。相反，江苏人也许因为缺乏一种海洋文化

气息，冒险和闯劲、个人奋斗的独立精神发育不

良。但在自然和人为的双重作用下，江苏“江南人

民温雅而有智计，以交通便利，百事皆得风气之

先，其弊则有流为浮华者。江北人民朴实而能耐

劳，文明程度逊于江南”。因此，江苏宗族亦儒亦

商，义利相容，稳健中透着精明。宗族性格特征相

对平和，较为安于现状，遵循传统。族谱记载的内

容也是这些特征在某一方面的反映和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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