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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东北民间满族谱牒的历史演进及其特征

孙 明

（吉林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吉林 四平 １３６０００）

　　摘　要：民间满族谱牒是地域、民族及其历史特征明显的记忆性档案资料。就地域性而言，民间满族谱牒
是东北区域文化的典型代表，对它历史演进的研究可以折射区域社会空间特征；就民族性而言，它所承载和传

递的信息，不仅仅是满族部族、家族的内容，而且也是满族家族世系相传的有力证据；就历史性而言，民间满族

谱牒是记录下层社会历史重要载体。对上述问题的解释，需先从民间满族谱牒的历史演进入手，探寻它的本体

变迁特征。

　　关键词：满族；口传；谱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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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伴随着区域经济开发进程的加快，对
民间文化的调查与研究也成为人类学者们关注的

热门课题。谱牒作为一项重要的民间文化内容，

自然也是学者们研究的对象之一。其中，民间满

族谱牒以其特有的区域性、民族性和历史性特征

尤为受到重视。以历史性特征为对象，当前研究

主要集中于民间满族谱牒的史料价值，以及与国

史、地方史研究的互证关系。而就民间满族谱牒

史料性的深入挖掘与本体历史演进关系问题则很

少提及，就此本文拟对东北民间满族谱牒的历史

演进及其特征作一探讨，以揭示其应用层次上的

本体演进特征。

　　一、关于谱牒起源问题的一些看法

　　目前，关于谱牒起源问题学界存在两种不同说
法：一种认为，谱牒起源于“口述家谱”，继之而来的

是“结绳家谱”、“文字家谱”。“口述谱牒是文字产

生前最为古老的一种谱牒，通过人们的口传心授将

宗族的世代谱系传承下来，我国古籍文献中记载的

上古传说时代的家族世系，……就是以口述谱牒为

依据写成的。在没有自己文字的少数民族中，口述

谱牒相当普遍。”［１］“口传家谱已具备‘血缘集团’

和‘世系’两个基本要素，是中国家谱中最原始形

态的家谱，也是最古老的家谱。”［２］８上述是传统说

法，且得到普遍共识，这种说法的依据是口述谱牒

已具有谱系传承、血缘等谱牒的基本特征；另一种

认为，人们以口耳相传、结绳记事的方式记忆家族

世系，“不是我们所说的谱牒”“谱牒分为口述家

谱、结绳家谱、文字家谱的种种说法，是不正确

的。”［３］２０２很显然，这是对传统说法的否定，是新观

点。持这种说法的学者认为谱牒的产生必须具备

两个前提：“一是家族制度已经形成，需要谱牒来记

录它内部的血缘关系；二是文字已经产生，并且有

了简单的书写工具，如简册等，这样才能形成一种

文献、簿籍。”［３］２０２这两个条件，无论是口传还是结

绳记事都不具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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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上述观点，本文认为谱牒作为记载家族世
系关系的特殊档案文册，在它形成的历史进程中

应该包括精神性层面及实态性层面。从精神性层

面讲，口述史不仅带有原始性，而且也具有口耳相

传过程中的导向性。对于口述史中的家族史内

容，虽然以家族中英雄先祖作为主体谈论，且并未

像文字谱一样涉及家族中历代各个人物，但此形

式已经表现了口述传承的特征。这种以世系为脉

络对家族早期历史的勾勒，很明显带有早期祖先

谱的特征，是完整文字谱产生前家族世系记忆的

原始形态。从物态性层面讲，结绳记事是谱牒的

雏形，文字谱是谱牒最为成熟的形态。因为无论

是结绳谱还是文字谱，世系是它们作为谱牒文化

意义的最典型特征。就家族制度、文字产生这两

个条件，正是成熟谱牒或者说完整意义上谱牒形

成的标志。所以，在谈及谱牒起源问题时，应该做

到以下两点：其一，不要以现存实物谱牒为点看待

谱牒的起源问题，即不要用现在的眼光看待而要

弄清楚完整谱牒的身前及身后，用动态的视角，从

谱牒整体发展脉络中探寻其历史演进的过程及特

征；其二，要从谱牒史料价值的角度，对谱牒口述

性及实态性特征加以辨别，进而确定每一种谱牒

在历史演进过程中的作用。

　　基于上述论断，本文认为民间满族谱牒历史
演进主要包括萌芽时期（口头）、形成时期（子孙

绳）、确立时期（文字谱）三个时期。

　　二、民间满族谱牒的萌芽———英雄祖先谱

　　满族谱牒“按谱的性质可分为宗室谱、世职
谱和家谱，是由原籍东北或一度在东北居住，后迁

居到北京或华中的满人制作的宗谱。”［４］１８０宗室谱

是指满洲皇族谱牒，如清代《玉牒》；世职谱是指

满洲功臣贵族“世袭官职”谱牒，如《满洲旗世袭

武职及世管佐领家谱》；家谱是指一般满人谱牒，

即民间满族谱牒，如《满族镶蓝旗常氏族谱》。在

日本学者多贺秋五郎著的《中国宗谱的研究》一

书中，把满族谱牒称为“满人谱”，并且按照居住

地域，把满人谱划分为“华中居住满人谱”和“北

京、东北居住满人谱”。本文根据他的说法，仅列

举清代居住北京、东北满人谱牒情况如下表：

　满族谱牒分类表

宗室谱 世职谱 民间家谱

宗室王公表传 八旗满洲氏族通谱 萨克达氏家谱

宗室王公世职章京爵秩袭次全表 满洲旗勋旧管世袭佐领家谱 萨嘛喇氏族谱

太宗文皇帝位下第一子和硕武肃亲

王之女孙

正红满洲旗光绪十九、二十九年分世管佐领家谱 满洲镶黄旗哈扎力氏族谱

多罗诚毅勇壮贝勒穆尔哈齐子孙谱 满洲旗世袭武职及世管佐领家谱 辽阳满族乌苏氏宗谱

和硕裕亲王福全等子孙谱 正白旗满洲三甲喇公中佐领图门氏家谱 赫舍哩氏宗谱

广略贝勒褚英子孙谱 镶蓝旗马鲁佐领下陈满洲赵姓氏谱 瓜尔佳氏谱书

和硕庄亲王舒尔哈齐等子孙谱 开国佐运功臣弘毅公家谱 大连庄河萨格达氏宗谱

宗谱纪略 珲春满族孟氏族谱

和硕武肃亲王豪格等子孙谱 吉林他塔喇氏家

和硕定安亲王永璜等子孙谱 吉林永吉那氏宗谱

奉恩镇国勤敏公阿寿拜等子孙谱 满洲赫舍里氏康族世谱

太祖高皇帝下和硕瑞忠亲王之子孙 满族镶蓝旗常氏族

恩封宗室王公表 那拉氏族谱

清皇室四谱 伊尔根觉罗氏石屯谱书

　　资料来源：（日）多贺秋五郎著《中国宗谱的研究》，东京：日本学术振兴会，１９８１年版，４７１页；吉林师范大学八旗谱牒馆藏本。

　　上表三类满族谱牒的区别是：第一，满族宗室
谱、世职谱是官职承袭依据，“凡系世职官员，令其

预先缮造家谱，存于都统衙门；其后若有应行增入

者，令于岁底俱保增入。”［５］如乾隆四十一年敕修

的《恩封宗室王公谱》“明确分为承袭贝勒、承袭

王爵、承袭公爵、承袭将军系列。”［４］１８０又如《满洲

世袭武职及世管佐领家谱》，在“标志血缘关系的

系图上把对标者标为佐领，然后依次标明初次、二

次、三次、四次……。”［４］１８０民间满族谱牒编修则不

是为了承袭官职，而具有谱牒“溯本追源”的一般

意义，如《索绰罗氏谱书谱序》载：“凡人皆宜重本

原，况我满人尤宜郑重，而不容遗忘也！回溯我先

祖自长白山遂我朝太祖高皇帝创业，东方乾坤一

统。圣祖仁皇帝将我先祖自京拨往盛京岫岩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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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迄今三百余年……。”［６］

　　第二，满族宗室谱、世职谱名称繁琐，常常含有
官职或始祖名，如《多罗诚毅勇壮贝勒穆尔哈齐子

孙谱》、《满洲旗世袭武职及世管佐领家谱》等。而

民间满族谱牒题名简单，一般仅记姓氏或家族居住

地，如《赫舍哩氏宗谱》、《珲春满族孟氏族谱》。

　　第三，满族宗室谱、世职谱内容、卷数虽多，但体
例单调，基本是以世系为主，缺少序文、凡例等谱牒派

生体例。而民间满族谱牒虽内容、卷数少，但谱牒体

例略显完备，除世系外，一般民间满族谱牒都有谱序、

凡例等谱牒派生体例，用以交代家族变迁及谱牒纂修

情况。在此需要提及的是，一些民间满族谱牒中有恩

荣禄的内容，而宗室谱、世职谱则无。

　　第四，满族宗室谱、世职谱多为官修，民间满
族谱牒多为私修。

　　除上述区别之外，满族宗室谱、世职谱与民间
满族家谱在口述家族历史时也存在差异，一般来

讲，“口传家谱，就是口传心授流传下来的反映家

族世系的家谱。……这些家族世系，首先是通过

世代口传心授流传下来，成为口传家谱，然后才被

形成文字所记载下来。”［２］７满族的口传家谱主要

包括创世祖先神话及祖先中英雄神神歌。其中，

创世祖先神话以满族宗室谱中爱新觉罗家族三仙

女传说为代表，这类神话在皇族玉牒及官方史料

中均能见到，如《清史稿》中载爱新觉罗氏：“始祖

布库里雍顺，母曰佛库伦，相传感朱果而孕。稍

长，定三姓之乱，众奉为贝勒，居长白山东俄漠惠

之野俄朵里城，号其部族曰满洲。”［７］当然，此处的

创世始祖是最高统治者为了提升本家族地位而臆

造的人物，与民间满族家谱及萨满神辞中所记祖

先英雄神有区别。

　　祖先中英雄神神歌是民间口传家谱的典型内
容，这类神歌主要通过萨满诵唱的方式一代代流

传下来。可以说，这是满族民间口传家谱中最为

特别，流传最为久远的方式。如“满族杨姓萨满祭

祀神歌”中对大英雄祖先神事迹的描述：“阿布卡，

其，瓦西卡；按巴，瞒尼。乌朱，得，翁库莫；达拉

的，得，扎吉莫；笔沙，得，乌奴莫；标坤，娘们，得；

牙路莫，多西笔……。”［８］２１８此段大意是“大英雄神

降临后，附体于小叉玛之身，大英雄是一位神射

手，他是海东青的救命恩人……。”［８］２２０这样的祭

祀神歌在满族许多家族萨满祭祀神辞中都有记

载，本文在此就不作过多论述。满语文字产生之

后，这些神歌大部分以《神本》的形式流传，但至今

也有口耳相传的形式。

　　三、民间满族谱牒的形成———子孙绳及
条子式谱

　　（一）“子孙绳”的谱牒文化意义
　　“我国西部地区的谱牒文献资源类型多样。
有实物谱牒，如鄂伦春族的马鬃结绳法、满族的索

绳彩线法、锡伯族的丝绳骨弓法等。”［９］上述实物

谱牒统称为“结绳家谱”，所谓“结绳家谱”就是指

“用结绳记事的方法反映家族世系的家谱。”［２］７其

中，满族的“索绳彩线”也称为“子孙绳”，它是

“结绳家谱”中最具谱牒文化意义的一种形式。

“子孙绳”是一种没有文字、图片记载的满族最

原始谱牒形式，也是“满族内部各家族成员生长

轨迹及人生习俗的具体表现。”［１０］１０３其形制结构

是以彩绳为主干，以弓箭、噶拉哈、红布条为枝叶

的树状特征。

　　彩绳，象征生活幸福快乐的子孙们。弓箭，是
男性生命的象征。噶拉哈，一说是女性生命的象

征；一说是隔代的象征。这里从谱牒的角度看，本

文认为它是隔代的象征物。就红布条得象征特征

在下面我们将作论述，在此就不作论述。为何，我

们把子孙绳定性为满族谱牒形成时的最原始形态

呢？这要从谱牒与子孙绳的共同特征谈起，人们

普遍认为谱牒具有记载家族信息、传递家族文化、

传承血脉的作用。在许多满族谱牒中都记有这样

的词语，如满族《洪氏谱书》载：“谱也者，乃明宗

辩支，敦伦睦族之最要者。”［１１］又如《满族镶蓝旗

常氏族谱·序》载：“族谱之作，所以别支派，叙昭

穆，明亲疏，睦宗族。使阖族之人尊祖敬宗，慎终

追远，故为一世之重典也。”［１２］而子孙绳的意义也

是希望家族繁衍生息不断，如“子孙绳绳累世不

绝。”［１３］“子孙绳绳，子孙振振。”［１４］“子孙绳绳，继

继之相传于无穷。”［１５］

　　在此，需要提及的一点是，满族的“子孙绳”记
事方式既属于“结绳记事”的范畴，又与普遍意义

上的 “结绳记事”有所不同，一般来讲，“结绳记

事”是在文字产生之前“用绳子打结帮助人们记

忆。”［２］８所记内容不单纯是世系传承，也包括一些

重要事件，满族的“子孙绳”则是以记世系传承为

主。“结绳家谱与口传家谱一样，已含有‘血缘集

团’和‘世系’两个要素，也是中国最原始形态的

家谱。与口传家谱不同，结绳家谱是中国最原始

的实物家谱。”［２］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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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条子式谱”是满族谱牒由结绳谱向文
字谱的过渡形态

　　子孙绳上的红布条，又称“索罗条子”，一般研
究者认为是女性生命的象征，与男孩弓箭的象征

意义相对比，如果一家族内部有女性婴儿降临时，

就在该家族的子孙绳上拴一个红布条。长此以

往，绳子上所记布条渐渐增多，在众多的布条中很

难再分清该布条属于那一代。且随着家庭记忆工

具、手段以及意识的提高，人们开始以布条记名的

方式，区分各代成员。此种家族记忆方式，本文认

为这是满族谱单的雏形，是满族谱牒由结绳谱向

文字谱的过渡形态。“索罗条子”具有谱牒文化特

征，还因为，谱牒的主体结构是世系人名，这是构

成谱牒的基本特征，也是谱牒档案与其他档案形

式的根本区别。而记名索伦条子从谱牒的形制特

征讲，它与成熟、完备的谱牒相区别的，只不过是

记载载体的不同。也就是索伦条子用布条，而完

备的谱书或者谱单则用纸或者布绸。就谱牒的主

体特征，索伦条子已经具备。就此，可以说，索伦

条子已经具有谱牒的基本特征。

　　四、民间满族谱牒的确立———文字谱

　　清入关后，随着清政权的稳定，“皇室的修谱活动
趋于兴盛，八旗中的修谱活动也随之活跃起来。”［４］１８２

至康雍时期，此时谱牒开始成为满族家族“官职承袭和

人丁身份、地位的主要证明和重要凭证。”［１６］

　　目前，学界普遍认为，民间满族文字谱确立的
标志是乾隆九年《八旗满洲氏族通谱》的编纂，自

从《通谱》修成后，“满人修谱蓬勃开展，由过去只

是个别家族的个别行为发展成为全民族的普遍行

为。”［１７］１３７“满族家谱集大成者《八旗满洲氏族通

谱》的问世，促进了满族的修谱活动，致使修谱之

风日盛。”［１７］２５此时，“谱图世系，未能证实”的情况

得到了改变。《八旗满洲氏族通谱》的编纂带来了

民间满族谱牒的兴起，许多民间满族修谱时都借

用了《八旗满洲氏族通谱》中本家族的内容，其中

尤以姓氏来源及家族中显赫人物介绍为最多。

　　文字谱产生之后，民间满族文字谱根据不同
划分标准，可以划分两大类：一是按记载载体可划

分为谱单与谱书；一是按书写文字可划分为满语

满文式、满语汉文式、汉语汉文式。

　　（一）谱单
　　清初至清中期，民间满族谱牒主要以谱单为
主，满族谱单的主要特点如下：

　　第一，以世系为主，体例简单。谱单所表现的
形式基本都具有内容简单的特征，人们修谱单的

目的就是能够使后人对本家族的世系传承有更直

观的了解，至于家族历史则很少有记载。即使在

谱单世系旁由些许介绍家族迁徙历史的文字，但

在整个谱单中则处于非显要的位置。如以西克图

讷为始祖的满族家族谱单，仅在谱单左旁注“原籍

吉林长白山，由雍正六年移住伊通镶黄旗，齐姓佛

满洲。”从这里可以看出，其实谱单在显示谱牒特

征方面，虽简单，但具体明了。

　　第二，以廉价载体为主，书写方便。民间满族
谱单主要以棉、绸、白布、纸、布与纸合成等材料作

为谱衬，如一份在辽宁征集的谱单，就是以棉布作

为谱衬制作的，这样的谱单随着家族人口的增多

常常使用几块棉布拼成。在我们征集的满族谱单

中，以纸为记载载体的谱单较多，可能因为纸相对

于其他材料具有廉价、便捷、易书写的特点，制作

谱单的纸多选用坚硬的高丽纸或麻纸。如珲春孟

氏家族谱单就是由几块高丽纸拼凑而成，整张谱

单呈长方形，平时可以折叠起来放在祖宗匣内。

　　第三，以满语满文为主，民族特征明显。民间
满族谱单在文字表达上却呈现出明显的民族性。

按谱单记载文字划分，满族谱单一般包括汉语汉

文式及、满语汉文式、满语满文式三类。其中，满

语满文类谱单带有明显的民族特征，如吉林师范

大学八旗谱牒馆藏的一份伊通的谱单就是满语满

文式，整张谱单，都使用满语进行书写，这张谱单

仅记载七代世系人名，留存至今的大多数满语满

文式谱单都呈现这一特点。满语满文式谱单多数

是在清中前期形成的，后期这类谱单则很少见。

　　（二）谱书
　　清中期以后，满汉文化之间的碰撞与交融达到
了平衡状态，在许多方面都体现出了满汉融合的特

征。体现在满族谱牒上则大量出现与汉族谱牒相仿

的成卷谱书，“满蒙人修谱表现的是他们对汉族文化

的模仿或同化的过程。”［４］１８２此间，不仅仅有《八旗满

洲氏族通谱》的出现、皇室谱书的不断完善，如顺治、

康熙两朝所修的皇室玉牒都是由满文书写“雍正元

年（１７２３），方才准许汉宫参与。”［１８］于是，以满汉两种
文字书写的玉牒出现。而且，民间满族谱书的纂修也

开始兴盛起来，在内容体例上也从单纯的世系演变成

谱序、凡例、宗派、世系源流、世系谱表、迁徙情况、祠

堂宗庙、族规、家传著述和家训等完整谱书形式。“满

族谱书的编撰相对于汉族谱书来说，具有后发性的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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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正是这一特征使满族谱书能够更多的对汉族谱书

吸收和借鉴。”［１０］１０５

　　就其形制而言，按照装订方法的不同满族谱
书可划分为：线装、经折装、蝴蝶装、胶装等装订方

式。就满族民间谱牒而言，人们在修谱时一般都

选取简单的、廉价的装订方式。如我们征集来的

满族谱牒多以线装为主，而少部分是折子装；按照

书写、印刷选择材料的不同可划分为：白棉纸、麻

纸、印刷纸及牛皮纸等类材料，我们收集的谱牒以

印刷纸作为材料的居多。如《长白山地方瓜尔佳

氏谱书》、《襄平地方满族佟氏族谱》、《绥远地方

满族佟氏宗谱》《凤城卢氏谱系》、《城厂陈满洲赵

氏谱》、《呼兰瓜尔佳宗谱》等等；按照书写、印刷

的方法不同可划分为：稿本、抄本、雕版印本、铅印

本等。其中，稿本和抄本居多。

　　以上是本文对东北地区民间满族谱牒历史演
进及其特征进行的探讨，回顾民间满族谱牒演变

的历史，从满族无文字的口传、结绳家谱到体例完

备的八旗谱书，不仅可以看到，民间满族谱牒演变

过程中的民族性特征，而且也充分体现了满汉文

化的交融性特征。正是这种学习与交融，使满族

在北方各民族文化交融中，以及对汉文化的吸收

都处于领先地位。文化是多元的，多元文化形成

的前提，当然也是彼此的交融。可以说，满族入主

中原后，能够在几百年间实现或完成帝制社会的

统治任务，这与其开放的民族特征分不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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