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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纂王氏族谱二分谱》由我国著名历史
学家张海鹏教授修订而成，2013 年由社会科学
文献出版社出版。该谱乃居住于湖北省孝感市
肖港镇王家河村( 群富村) 的王姓二分( 房) 族
谱，全谱分为四卷: 卷一为序卷，记有序语、凡
例、字派、族规、祭祖文、修谱芳名录及谱考等;
卷二为族谱世系，记载了王家河开基祖宗二公
至今的世系传承，略古详今; 卷三为突出贡献
卷，记载族人中的功成名就者，主要以图片方式
呈现;卷四为艺文卷，为族人的著述与创作。此
外谱首还收录有古槐图、地望图、编委会成员
照、题词等。《新纂王氏族谱二分谱》可谓是新
时期民间修撰族谱的代表性著作。

中国谱牒学渊源流长，据研究最早可追溯至
商代，民间修谱风气的盛行也可回顾到北宋时
期，正如钱大昕所言“五季之乱，谱牒散失，至宋
而私谱盛行，朝廷不复过而问焉”。①正是在漫长
的历史长河中，传统族谱的编纂已形成了一套行
之有效的规范。同时，因应时代背景、居住地域、
家族规模、内容繁简等因素，不同时期、不同地区
族谱的编纂也会呈现出特殊性，展现出对传统规
范的创新。这种传统与创新的融合在《新纂王
氏族谱二分谱》中都有着良好表现。

据族谱记载，王家河开基祖宗二公元末时
由江西迁居湖北麻城。明朝初年朱元璋下令江
西填湖广，湖广填四川，在此背景下，宗二公于
洪武二年( 1369 ) 又迁居于孝感县白云乡杨桥
村一带，即今日的王家河。自宗二公而下，传至
五世时家族壮大并分为五房，其中良梅公即为

二房第一代。张海鹏教授对该家族的渊源传承
进行了严谨考证，认为“五世五分”的记载也许
有误。根据五分族人收藏的《王氏五分支谱》
及孝感王氏的来历和演变历程，其认为在五世
之前应该再加 4 － 7 代才符合历史事实。只是
由于族内对于此说持不同意见，故该谱仍采用
“五世五分”说，但也收录了《孝感〈王氏族谱〉
考》一文，留待后人考辨。良梅公生于明嘉靖
年间，至其后人王长久时已繁衍了 18 代，族人
遍布北京，湖北武汉、孝感、应城、红安县、京山
县及河南郑州、信阳等地。

传统族谱之编纂，于家族而言，在于“收宗
族，厚风俗，使人不忘本”，若谱牒废，则“人家不
知来处，无百年之家，骨肉无统，虽至亲，恩亦
薄”。②简言之，族谱的编纂是为了更好地加强血
脉联系，凝聚家族力量。于社会而言，“若立宗子
法，则人知尊祖重本。人既重本，则朝廷之势自
尊”。③换言之，即利于有效的社会控制。这两种
目的在该谱书中都有所体现。如其在新定族规
中规定“父子兄弟，诸姑姊妹，都要讲究孝悌仁
爱，敦睦和谐”，强调“孝敬父母，是人生第一要
义。孝敬父母，也是敬宗法祖第一要义”。这与
传统的孝悌之道是相符的，同时也指出“爱族、爱
乡与爱国是统一的”，要求族人“拥护中国共产
党，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拥护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道路”，“行为处事，要遵纪守法”。此
类将爱族与爱国、家族团结与社会管理有机结合
起来的做法，亦符合传统族谱的价值追求。
《新纂王氏族谱二分谱》在继承传统和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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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上时有所见。从编纂目的、内容与方法等维
度考查，该谱的编纂体现对传统的继承，反映了
传统文化对当代社会的强大影响。与此同时，族
谱也因应了时代的变迁，其对传统又有所突破。

其一，传统族谱采用繁体竖排，但今日的书
写阅读习惯已与往时不同，故该谱的编排采用了
流行的简体横排方式。其二，地望图大胆采用了
电脑制图，较之传统的地图更加科学、详细、精
确，只是若能把地形的卫星图像一并列出也许更
好，如此就能将王家河一带的地形起伏、河流湖
泊、农田山地、建筑等尽收眼底。其三，尊重女性
地位，主张男女平等。当今社会与传统的父权社
会不再相同，女性不再是男性的附庸，而是与男
性拥有同等的法律权利与义务、享有同样的社会
地位，该谱的编纂努力践行着男女平等观念。传
统族谱的编写基本不记女性，先妣无名只载某
氏、生女不入家谱、娶妻曰配，该谱虽仍以男性为
谱主但记录女性姓名，生女亦入族谱，且还列出
出嫁女儿的夫婿、子女状况，直称娶妻不再使用
“配”字。此外，若有嫁入本族的妇女再行改嫁，
亦会将其改嫁信息记录在案，如再嫁何地何人、
再育何人等，这在传统族谱中应该是不曾有过
的。这些关于女性信息的增加，反映了新时代下
女性地位的提高及男女平等观念的加强，更是对
传统观念的突破与创新。

该谱将传统性与创新性有机结合，展现出
时代风貌，体现了其社会价值与历史价值。同
时，创新又提出了新的问题，引发新时代背景下
族谱该如何编纂的新思考。如上所述，男女平
等已成为社会共识，那在族谱的编写中该如何
操作才能将这一观念贯彻执行呢? 在世系谱
中，该谱书详细记录了女性的各项身份信息，但
在世系简图中却对女性没有丝毫记录。那在世
系简图中是否也可以将妻子加入，使其和丈夫
具有同等地位? 是否可以将女儿列入，使其与
儿子具有同等待遇? 再进一步，族谱的编纂是
否存在着以女性为谱主的可能? 但是无论如
何，《新纂王氏族谱二分谱》在这方面所进行的
探索，都是十分值得肯定和借鉴的。

当今社会，很多人都将个人信息视为隐私，
认为其对自己的人身、名誉、财产安全具有重要
影响，而族谱中记载的父母信息、生卒时间、婚
姻关系、子女情况、教育情况、任职信息、迁居情

况等多涉个人隐私。以该谱为例，其中就多记
有谱主的离婚、再婚状况，以及嫁入本族的妇女
再嫁状况，若遇当事人或其子女不愿将这些个
人信息记录在案时，又该如何处理? 这种个人
隐私与族谱信息记载之间所产生的矛盾也许会
随着安全意识、个人意识的加强而逐渐突出，从
而可能成为将来族谱编修过程中不得不面临的
一个棘手问题。应该说，《新纂王氏族谱二分
谱》较好地处理了这些问题，为今后民间族谱
的编撰，提供了一个比较好的时代范例。

当然，《新纂王氏族谱二分谱》在正式出版
时，也存在着某些校对者的疏忽之处，如: 如第
54 页万国一脉有“家晶”，但第 108 页则变为了
“家毅”。第 55 页万寿一脉有“德阳”，但第 72
页则记为“德元”; 有“光晖”，第 75 页则为“光
暉”;另有“光绿”，第 72、75 页则皆记为“光
禄”。第 55 页万选一脉有“光剑”，第 72 页德
伟名下亦记“生子光剑”，但到第 75 页时就变
成了“光钊”。第 56 页万青一脉有“安翔”，第
119 页变成了“安邦”。第 58 页万方一脉有“德
敏( 道薰) ”，第 73 页则为“道熏”; 有“家旺”，
第 113 页则记为“家望”。第 90 页心六名名下
记生子有“圣明”，至 102 页则变为了“胜明”，
等等，假如该谱在出版校对时能够进一步精益
求精，那就更加完美了。

族谱的编纂关系到追根溯源问题及血缘的
纯洁，以及族谱对于维护社会秩序与社会文化传
承等重要问题，理应以科学的态度对待之，正是
基于此，张海鹏教授才会以现有历史资料为基
础，科学、严格地对“五世五分”之说加以怀疑并
考证。该谱详细记述了自开基祖以来的世系传
承，展现出了家族发展与时代变迁、历史环境的
紧密联系;其编纂坚持将传统与创新相结合，表
现了时代精神与社会追求，并引发了新时代下关
于族谱编纂的新思考，这正是其价值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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