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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谱，用文字传承
亲情血脉

11月12日—16日，玉湖吴
氏宗亲举行了隆重的玉湖吴氏
宗祠重建落成暨祔祧荣晋禄位
庆典。在持续4天的庆典活动
中有一个重要的流程，那便是
为新修好的族谱举行“晋谱”仪
式。所谓的“晋谱”仪式是以祭
祖的形式宣告新族谱的修成。
据了解，《玉湖吴氏宗谱》一共
23卷，历时多年修撰完成，详细
记载了玉湖吴氏族人六百多年
的繁衍传承。

几百年来，在闽南建祠堂
过程中必得修谱，而修谱结束
后还必须祭祖，环环相扣，缺一
不可。族谱，是记载一个姓氏
家族子孙世袭传承情况和家族
血缘关系的图册，主要有谱序、
目录、族规、家训、世袭图、世袭
表及家族其他珍贵资料、回忆
文章等内容。它不仅记录着家
族的来源、迁徙的轨迹，还包括
家族生息、繁衍、婚姻、文化、族
规、家约等历史文化的全过
程。因此，修谱一直被宗族当
成头等大事。

修谱，书香中延续
家风传承

石狮的修谱，始于宋元，
盛于明清，继于民国，复于当
代。宋代以前的修谱多限于
官修，民间不允许修谱。宋元
时期，尽管民间修谱逐渐兴
起，但在石狮，民间修谱并不
多。明清时期，石狮的族群普
遍形成，且出现诸多名门望
族，尤其是朝廷准许民间祭宗
族、修族谱，推进修谱之风盛
极一时。关于修谱，历来有

“六十年一大修，三十年一小
修”的说法，修谱先生也应运
而生。

宝盖镇松茂村的吴村牧是
一位有着35年修谱经验的修
谱先生。据吴村牧介绍，修谱
前族人要选择吉日举行开笔仪
式，告知祖宗要进行修谱了，并
将文房四宝摆在供案前，意为
开笔，之后开始收集资料。收
集的资料包括族人的“生死墓
葬、男婚女嫁、出城入继、迁徙
侨居”等内容。资料收集齐全
后才开始动笔修谱。

笔墨纸砚、一根尺子、一张
桌子，这就是修谱先生的全部
工具。在旧谱上将新增人员填
写进去，或根据旧谱整理抄成
一本新的族谱，这是修谱先生
的日常工作。不过，修谱工作
远远不止这些。一般来说，修
谱工作分为通读旧谱、绘制世
系图、查谱、搜集资料、撰写源
流考、初稿完成、审稿等环节。

“修族谱，是一件费时费力的事
情，一般从意向修谱到谱书完
成，需要几个月乃至几年的时
间，尤其是搜集资料环节，是占
据修谱时长最多的。资料搜集
是否完整、无误，直接影响族谱
编修的进度。”吴村牧说道。

族谱修编工作完成后要进
行“请谱”仪式。以往是选择一
个黄道吉日，由族里德高望重
的宗长带着族人到修谱先生家
里进行“请谱”；现在则是修谱
先生将修好的族谱送到村口，
由族人过来“接谱”。遇到族谱
大修，为了显示隆重，有的家族
还会举行热闹的“游谱”仪式。
在这之后，族人会在祠堂里举
行“晋谱”仪式，在喜庆的氛围
里做好修谱交接工作。至此，
修谱工作才算大功告成。

阅谱，增强凝聚力
和认同感

在古代，族谱是不能随便
查看的，尤其是不能给外人查
看，本家族的成员想要查看，也
只能在祭祖时进行。而且在查
看族谱时，还必须遵守相应的
规矩。由于族谱所用宣纸容易
受潮、受损，且古时印刷不便成
本较高，因此，族谱一般都放在
樟木箱里，再用锁锁上，由专门
的族人保管，以此确保族谱的
安全性。

随着社会的发展，如今族
人想要翻阅族谱已不需要那么
多讲究了，只要和保管族谱的
人打声招呼就可以。同时，随
着科技的发展，族谱的载体从
宣纸发展到网络，特别是电子
族谱的出现，打破了时空的限
制，让族人能够更方便有效地
查阅族谱。“电子版族谱满足了
大家随时随地查阅族谱的需
求，特别是侨乡石狮，海外华侨

多，方便快捷地查阅族谱对他
们寻根问祖及增强民族向心
力、凝聚力有着重要的意义。”
吴村牧说道。

不仅如此，在族谱中我们
还能看到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在精神实质上高度相通或者
相容的元素。例如在《玉湖吴
氏宗谱》中就记载了延陵吴氏
族规：“遵纪守法，循规守章；友
爱兄弟，孝顺爹娘；治学求精，
尊敬师长；奋力拼搏，青史流
芳；爱国为民，和谐兴旺。”这些
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文
明、和谐，公平、法治，爱国、敬

业，诚信、友善不谋而合。
从事修谱工作6年的蔡天

奖认为，“族谱，浸透着一个家
族的性情和品格。有了族谱，
做人才能‘有谱’，才能活出一
个家族的精气神。”

一本本记载着家族历史的
族谱，是“根”的代名词，是中国
人尊宗敬祖的一种信仰，是一
种证明自己家族归属的身份证
明，不仅是家族历史的记录，也
是天涯游子落叶归根的精神寄
托和寻根依据，更是支撑我们
文化自信最深厚的根源。

（黄泽芬 蔡第福）

凝聚血脉亲情的纽带
——石狮修谱礼俗

日前，宋元海丝宴烹饪技艺、小吃制作技艺（石狮小吃制作技艺）、海峡传统捕捞技艺、中医诊疗法（传统筋骨疗法）、石狮修
谱礼俗等5个项目，被纳入石狮市第五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增补名录。石狮修谱礼俗作为与正史及方志互为表
里的典籍，其以血缘姓氏为脉络，具体记录了姓氏家族的渊源关系、盛衰荣辱，以及历史功业和文化特色，是一方社会发展的缩
影。

湖滨街道玉湖历史悠久，蕴藏
着深厚的红色基因。上世纪三四十
年代，中共地下组织即在此进行秘
密活动，建立地下联系站、交通点、
掩蔽点，传播革命火种，留下不少的
红色历史印记。

位于玉湖村南的民生街66—70
号，是石狮华侨医院旧址。石狮华
侨医院由名医苏鸿树于 1933 年创
办，是石狮地区建立时间最早、持续
时间最长的地下联络站。为了工作
需要，苏鸿树特意在医院三楼后部
加设两间客房，专门用作地下党同
志接头、开会、住宿的场所。如许集
美、卢明堂、何邦基、郑家玄、王经贤
等地下党负责人就经常在这里开展
革命工作。

苏鸿树在华侨医院为地下党同
志看病、治伤时，为了安全，会让他
们隐蔽在“迦南园”秘密住宿。“迦南
园”是玉湖旅居缅甸的华侨吴金城
的祖宅。吴金城一家虽身处海外，
但一直心系祖国，积极支持国内的
革命活动，将自家住所“迦南园”无
偿提供给地下党使用，作为秘密活
动的掩蔽点和接送地下党同志的接
头点、交通站。

当时从香港邮寄的部分刊物，
如《新华报》《华商报》等都是在此通
过秘密渠道传送给有关负责同志。
解放前夕，为迎接解放军南下解放
石狮，石光中学进步师生组织地下
宣传队，在吴鸿瑞老师的带领下排
练革命歌舞节目，地点就是在“迦南
园”。

“统一战线”是中国革命取得胜
利的“三大法宝”之一。位于民生路
的隘门楼，就见证了石狮抗日战争
和解放战争时期石狮的“统战”工
作。

为组织民众开展抗日救援运
动，“石狮抗敌后援会”于1937年10
月 11 日成立，其会所就设在隘门
楼。“石狮抗敌后援会”成立后，积极
开展工作，宣传抗日、演出话剧、教
唱抗日歌曲，极大地鼓舞了石狮人
民抗日救国的斗志。后来，“石狮抗
敌后援会”相继组建募捐、慰劳等相
关组织，发动捐款、慰问抗日士兵，
救济难民；成立战时夜校，学习战时
知识；开展救护伤员和抵制日货等
活动；创办《民声报》，畅通海内外抗
战信息，成为石狮抗日救国运动的
有力号角。

解放战争时期，石狮一带社会情
况复杂，长期驻扎着国民党军、政、警
等机构，地方势力盘根错节。1947
年，时任福建省银行石狮办事处主任
蔡景和，与石狮《民声报》副刊主编许
新民倡导成立“谊社”。“谊社”由地下
党员骆朝宗、王显增、吴清琪及社会
名流等37位异姓友人组成。

解放前夕，“谊社”成员利用自
身的人际关系和影响力做了大量的
宣传工作，安抚人心、维护治安、稳
定社会秩序，为石狮解放做准备。

“谊社”是这一时期石狮地下党组织
进行统战工作的重要标志。

岁月远去，历史不能忘。为让
“家门口”丰富的党史资源活起来、
动起来，近年来，玉湖社区深入挖
掘本地丰富鲜活的党史资源，把隘
门楼、《民声报》旧址、迦南园等红
色基因活化为可看、可听、可读的

“活教材”，从中汲取奋进新征程的
智慧和力量。 （黄泽芬）

藏在社区里的
“红色印记”

环村踩街仪式环村踩街仪式

““点谱点谱””仪式是修谱礼俗重要的一环仪式是修谱礼俗重要的一环，，
一般由族里德高望重的人来进行一般由族里德高望重的人来进行

““点谱点谱””就是把各个房头的族谱拿给点主官用朱笔点就是把各个房头的族谱拿给点主官用朱笔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