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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家谱史图志》主要收录了《台湾区族谱目录》的编撰、大陆地区编修家谱简况、海内外宗亲共
同编修新谱、新谱对旧谱的继承与创新、《中国家谱总目》的编撰、涵盖全球的《中国家谱总目》、
特大型会通谱、统宗谱、“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中国少数民族家谱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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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4.家谱内容比较丰满。
该谱有一段跋：“按叶氏系出姬姓周武王弟日聃季，食采于沈，春秋时讳尹戌者，为楚司马。
子讳诸梁字子高，楚为叶县尹，号日叶公，卒葬县之城南三十里，子孙遂改沈为叶氏云。
”这段跋语清楚地揭示了浙江金华叶氏的历史渊源：叶氏系出姬姓，食采于沈，以封地沈为姓。
沈子高任叶县令，子孙遂改沈为叶姓。
至于首段刊载宋高宗“敕大理寺少卿叶衡”诏书，更是为了显示叶氏家族的显贵地位。
 总之，《（浙江金华）叶氏家谱书画卷》是一部充分体现宋代特色，同时又有着重要文物价值和艺术
价值的珍贵家谱。
 第八节邓名世《古今姓氏书辩证》 在宋代的姓氏谱牒文献中，有两部著作值得重视，一是邓名世的
《古今姓氏书辩证》，二是郑樵的《通志·氏族略》。
先介绍邓名世的《古今姓氏书辩证》。
 《古今姓氏书辩证》，邓名世撰，子椿年补成，40卷。
邓名世为宋抚州临川人，字元亚，熟读经史，尤精《春秋》。
高宗绍兴四年赐同进士出身，授史馆校勘。
作者以《左传》《国语》所见姓氏为主，按诗韵分部，于《风俗通》以下有关姓氏的著作，取其长而
辨其舛误，又以宋代《熙宁姓纂》《宋百官公卿家谱》二书互为参校，辩证颇为详明，故名《古今姓
氏书辩证》。
该书从北宋政和年间即着手编撰，到建炎初年稍具规模，成书于南宋绍兴四年（1134年），父子相继
，历时20余年，所以比其他姓氏书著作更为详细、精确。
原书已佚，今本系乾隆年间从《永乐大典》中辑出，仍为40卷，基本保留了原书的内容、风貌。
 比较《元和姓纂》《新唐书·宰相世系表》和《通志·氏族略》等几种姓氏谱牒著作，邓名世《古今
姓氏书辨证》的长处十分突出，主要有以下几点： 首先，《古今姓氏书辩证》一书广泛征引了不同类
别的与姓氏相关的古代文献，如先秦及两汉文献，有《世本》、《风俗通义》、《汉书集解音义》、
史游《急就篇》等；魏晋南北朝文献有葛洪《神仙传》、张华《博物志》、皇甫谧《帝王世纪》、虞
豫《复姓录》、何承天《姓苑》、王俭《百家集谱》、贾执《姓氏英贤传》、张诠《南燕录》等；唐
代文献有李利涉《盛氏谱》、孔至《姓氏杂录》、张九龄《姓源韵谱》等；宋代文献则有采真子《干
姓编》、邵思《姓解》、曹大宗《姓源韵谱》等，以及邓名世自己的著作《春秋四谱》等。
 以上文献，虽多藏之石渠秘府，但都饱经历代战火，或残或佚，如何承天《姓苑》、贾执《姓氏英贤
传》、张九龄《姓源韵谱》、采真子《千姓编》等，宋元后都已散佚。
“这些文献在《古今姓氏书辩证》中得以保存，有些虽只存吉光片羽，但仍可用以辑佚或补正其他文
献，在校勘现存古籍、研究古籍的流传及其真伪方面，具有很高的文献价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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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家谱史图志》由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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