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虞万里研究员台湾讲学之行 

[2007-12-25]
 

  搜 索 文 章  

 

  

标题内容

全站搜索

提交

钱杭研究员结束学术访问，自日本归国

2005-10-7 

    历史研究所研究员钱杭结束了在日本国立东北大学东北亚研究中心的访问研

究，已于2005年10月初回国。访日期间，钱杭按计划完成了题为《中国古代的

世系与谱法——兼与日本相关制度的比较》的研究报告，全文共4万余字，将于

2006年3月在日本正式发表。 

 

中国古代的世系与谱法  

——兼与日本相关制度的比较 

内 容 提 要 

中国古代世系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可分为两大类型，即大

宗世系学和小宗世系学。两大类型具有不同的历史前提、形成过程、社会基

础、规则内容和功能表现。与两种世系类型相应的，有两种不同的谱牒记录形

式，即大宗谱法和小宗谱法。由于大宗世系学具有浓厚的理想色彩，大宗谱法

几乎就成了联姓的记录；而小宗世系学的目标是确切划分此族与他族的界线，

因此，小宗谱法比较客观地反映了现实中以五世代为限的实体宗族规模。 

日本古代的谱学传统相当悠久，却没有产生中国式的大宗世系及相应的大

宗谱法。日本的口头传承系谱和文章系谱自不必说，即使其形成时代与唐代约

略同时的竖系图——海部氏系图、和気氏系图中，也没有证据表明已经有了关

于大宗世系及谱法的清晰理念。从这些图中所能见到的，只是若干个虽然局部

关系大致清楚、整体世系却不甚明了的家族集团。这种对模糊世系关系的模糊

记载，至多只能说反映了正在形成或完善中的父系世系关系，而不能说就是中

国式的大宗谱法。 

日本虽然也有“同族”的概念，但无论在原则上还是在实践中，都没有中

国宗族制度对小宗世系“五世则迁”的数量限定。即使在日本民间广泛存在的

家族世系记录中，也没有体现出中国式小宗谱法的基本特征。 

中、日两国古代的世系学和谱法无论在个别的细节上有多少相通或相似之处，

但由于日本古代世系制度中没有一大宗、四小宗这一组最核心的理念及其规

范，因此就整体而言，日本的“宗”“族”制度与中国的类似制度之间存在着

根本的区别。 

    中、日两国世系学与谱法所存在的一系列区别，说到底并不是由于两国学
者、谱匠在这类文献的编撰技术上有多少不同的见解（事实上两国历史上已有

很多形式颇为接近的系图和谱牒），其真正深刻的原因，还是因为建立在不同

历史发展方式基础上的两国的现实生活——包括文化传统、家庭结构、民俗习

惯、财产观念、法律制度等方面——属于不同类型的缘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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