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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图书馆学会第２５次科学讨论会征文 

 

广西家谱收藏现状分析与对策 

刘小兰 

（广西柳州市图书馆，广西  柳州   545001） 

 

［摘  要］家谱是中国特有的历史文化遗产，是中国历史的三大典籍（国史，地方志，谱牒）之一，是中华民族

优秀传统文化的一个独特形式，流传至今已有数千年的历史。本文阐述了广西家谱的分布与收藏情况，分析了收

藏现状和存在问题，提出了加强广西家谱收藏的对策。 

［关键词］家谱；广西家谱；收藏；征集 

 

家谱，也称为族谱、宗谱、世谱、支谱、房谱、世牒和家乘等，它是记述一个地方某家族繁衍发展的书籍。

一部完整的家谱往往是纵横几百年，上下数千人，内容丰富，包罗万象，能充分反映家族与当时社会的政治、经

济、军事、文化等多方面的关系，为我们后人研究社会、了解历史提供并展示了极为丰富的内容和可靠的数据，

具有其他书籍不可替代的文献价值和较高的学术研究价值。 

一、广西家谱的分布情况 

广西位于我国南部，世居有壮、汉、瑶、苗、侗、仫佬、毛南、回、京、彝、水、仡佬等 12 个主要民族，少

数民族人口占广西总人口的 38.54％。历史上各地民族间经济、文化发展不平衡，在桂西地区及边远山区要落后

于桂北、桂东南、桂中地区。人口分布也不均匀，桂北人口较稠密，其次是桂东和桂东南， 少是桂西南和桂西。

从所掌握的资料看，广西家谱主要分布在桂北、桂东南、桂中，大约有家谱 300 种，占广西家谱总数的 75％。这

也说明了这些地区的经济、文化历来先进于其他地区。而汉族及客家人的家谱又多于少数民族，占广西家谱总数

的 80％以上。这是因为汉族及客家人是移民而来，他们的文化背景和习俗有别于世居少数民族，较之先进，其宗

族观念强，崇本敬祖，聚族而居，有建宗祠、修家谱的风俗。 

二、广西家谱的收藏现状  

据不完全统计，全区共藏有广西本土家谱（族谱、宗谱、统谱、通书等）400 多种 700 多册，是西南地区家

谱藏量较少的省区之一。 

据了解，目前已知公藏家谱的单位主要有：广西图书馆、桂林图书馆、柳州市图书馆、广西通志馆、广西博

物馆等市级以上单位。广西本土家谱藏量 多的是桂林图书馆，有 190 种，380 多册；民间收藏 多的是柳州，

有 100 多册。 

从纂修年代来看，收藏有民国前的广西家谱 100 多种，其余 300 多种大都是改革开放后的二十世纪八十年代

以后编修的。以家谱版本来分，民国前的家谱抄本、复印本较多，新修家谱多为铅印本（含胶印），电脑排印本在

2000 年后开始增多。 

从广西籍家谱纂修所在地来看，主要分布桂北地区的全州、灌阳、兴安、桂林、灵川、临桂等地，以及桂东

南的容县、玉林、北流、博白、藤县、陆川、平南等地。如全州收藏的《刘氏族谱》民国六年（1917）2 册，《俸

氏族谱》民国二十一年（1932）2 册；玉林收藏的《苏氏族谱》同治年间刻本 3 册；容县收藏的《容州封氏家谱》

民国二十三年（1934）10 册等。 

少数民族（主要是苗、侗等民族）的家谱较少，多见的是壮族的韦、覃、廖、黄等姓。还发现有一些土司家

谱留传于世。如《续修忻城莫氏族谱》，为民国 25 年（1936 年）编修。在谷口房男、白耀天编著的《壮族土官族

谱集成》中也记载一部分。少数民族民国时期的家谱在抄本或碑刻中也可见到一些。如：《龙胜苗族杨氏族谱》，

中南民委及广西民委调查组 1953 年收集；罗城县四把石门仫佬族包氏宗支家谱《万古流芳碑》，清光绪二十五年

乙亥（1899 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吉立等。 

广西历史名人的家谱收藏较少。目前已发现的名人家谱有桂林图书馆所藏的《宗谱源流》，是 1924 年陈乃光

录本，该谱载有清雍正元年进士、历任江西、江苏等七省巡抚，两广总督的临桂人陈宏谋家世；柳州市图书馆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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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的柳州明代八贤的《徐养正家谱》抄本（复印本）等。还有些名人家谱未收到，如由郑寿生等于 1985 年编修的

记载清代南方才子、经学家郑献甫（又名小谷）家世的《郑氏族谱》，还有李宗仁、白崇禧等近代名人家谱，都有

待我们寻访。 

三、广西家谱的征集对策 

家谱是史学的组成部份，具有较高的学术研究价值，具有不可替代、不可再生的特点，因此，更应该引起我

们的重视。 

1、重视家谱的收藏工作 

广西家谱对研究广西社会史、经济史，及入桂移民对广西的发展，民族融合与习俗演变等方面是不可缺少的

佐证资料。像一些较有影响的农民起义，由于牵涉到家族成员，家谱中会有详细的记载，而正史不一定有详细记

载，因此，家谱便成为史记书籍重要的补充和佐证之一。柳州家谱收藏爱好者郑节余先生所藏的横县《黎氏族谱》

清宣统年稿本记载，黎氏有三支，从山东省青州府益都县迁移入广西横县，其中一支迁入越南，“在夷邦升宝殿”，

即后裔当上了越南国王（有待考证）。一些原版本的早期家谱，不只具有史料价值，还具有较高的文物价值。如广

西图书馆馆藏《藤县白马何寿谦族谱》朱（石朱）卷
［注］

记载：何寿谦为何达昆十四世孙。太始祖讳达昆，乃五郎

德高公裔也。原籍广东顺德县董连乡，明成化年举人，官玉林知州，诰授奉政大夫，固隶籍玉林。桂林图书馆藏

（灌阳）《王氏族谱》清同治九年（1870 年）刻本中记载：“明洪武定鼎之初，我祖德铭公顺君定鼎初之，辽东三

万卫驻镇四十年，嗣改调西粤屯田于灌始宅，崇祯继迁江口迄今二百五十余载…”。 

2、应加大对家谱文献的征集力度。 

家谱文献不同于一般的文献，有“秘不示人”，“不准外传”等规定，较难征集，必须讲究方式方法，还要采

取多种形式、多渠道、多途径来征集。 

①主动征集。图书馆工作人员平时注意收集相关信息，和读者保持广泛良好的关系，随时向读者宣传征集地

方文献的重要意义，一旦发现线索，即向持谱者宣传捐赠文献的意义及图书馆永久保存文献的条件及措施，动员

其捐赠。对捐赠者，发放入藏证书，并视捐赠家谱文献价值，在报刊媒体上予以宣传或给予一定的物质奖励。 

②委托征集。主要是委托各县志办、县乡图书馆及知情人协助征集家谱。一般县志办的同志都是乡、村修谱

的指导老师，而县乡图书馆具有地域优势，他们更熟悉和掌握家谱的信息，可与他们签定代征与交换协议。 

③网上查询征集。通过相关网站，了解家谱信息，对查询到的新编家谱主修人，积极联络，宣传动员，可购

买或得到捐赠。因为当今家谱主编者，大都是本家族中思想开放、观念更新、文化素养高、并有一定社会地位或

家族中有威望之人，他们希望将自己的才华在修谱中发挥，并得到社会上的认可与好评，留名于世。 

④与古玩商及民间收藏家合作。如今在古玩市场或旧书市场较难寻购老家谱。但是，与那些走村窜巷的古玩

商约定，可以通过他们买到难得的老家谱。而民间收藏家由于长期从事收藏，他们寻购家谱信息广、渠道多，经

验丰富，可以通过他们代购或获得捐赠。 

⑤与各文博部门交流。经常与各图书馆、市志办、文物办、通志馆等单位联系，互通信息，互相交换复品或

复印，可以增加馆藏。 

⑥复制征集。家谱是不能够再生的资源，且随着时间的流逝，一些老家谱（即民国前的）就显得更加珍贵和

难得了。若发现民国前家谱或名人家谱，持谱者不愿捐赠或出售者，复制也是一种较好的方法。但要做好思想工

作，不能勉强，必要时给予一定的经济补偿。 

柳州市图书馆即与当地一位家谱收藏爱好者达成友好协定，除了双方互通有无，他还将其持有的复本家谱赠

送或转让给图书馆，并将其收藏的家谱借给图书馆复印保存，反之亦然。 

通过上述方法征集，使柳州市图书馆的家谱收藏量迅速增加，从 2005 年的 40 多种增加到现在的 96 种，其中

不乏较为珍贵的原稿家谱。 

3、建立广西地方文献征集网络。 

从目前各地市图书馆得知，大多数图书馆都是将家谱归为历史文献部管理，因此，各馆历史文献部之间的交

流与沟通就显得更为重要了。建立广西地方文献征集网络，定期召开研讨会，通过这个网络，各馆之间可互通信

息、交换文献、互相探讨，交流征集经验，这对一些县乡图书馆的地方文献工作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和作用。据

了解，横县图书馆就是在2000年参加了广西地方文献征集工作会议后，才开始重视收藏家谱的。目前该县已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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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当地家谱10多种，并有意识地向农民宣传捐赠文献的意义，使当地农民在修好家谱后，主动赠送给图书馆永久

保存。 

4、建立广西家谱联合目录。 

图书馆的基本职能，就是通过各种目录的编制来揭示藏书，介绍藏书，吸引读者，指导读者。家谱由于其数

量巨大和收藏分散，给人们了解、掌握和使用带来了极大的不便。尤其在收藏方面，家谱的分散程度远远超过其

他类型的文献。为了便于时人和后人的了解、掌握与使用，应该建立广西家谱联合目录。即将广西区内各市县图

书馆、档案馆、博物馆、通志馆及民间收藏家谱目录收集整理，每种家谱均详细著录谱籍、姓氏、题名、卷数、

编纂者、编纂时间、版本、堂号、藏书单位、馆藏卷数等信息,部分家谱还可附有内容提要。联合目录，由于能够

反映文献的收藏处所，非常适合于记录与揭示家谱这类价值相对较高，内容较为独特而收藏又较分散的文献。既

展示了馆藏，又便利读者使用。 

四、结束语。 

长期以来，我们的家谱调查、编目及研究相对滞后，特别是民间收藏的家谱，尽管数量大，但是由于保存不

善，正在不断地风化、霉烂。抢救这份珍贵遗产，保存、整理、开发、利用家谱资源已成为广大有识之士的当务

之急。 

 

［注］朱卷即明清两代科举考试的履历，是以家谱的形式记载始祖以下尊属的官职、功德等。现今留存极少，

十分珍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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