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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资料记载，自秦汉以后，汉族移民
开始陆续进入海南岛，一般认为，当时的
移民主要以家族形式迁徙到海南。历经
隋唐、宋元，至明清时期，汉族人口已占据
海南岛人口的大多数，其携自中原的家族
制度随之在海南生根开花。

整体而言，海南族谱编修在古代已
颇为兴盛，清代至民国时，族谱日益普
及，大量存在于民间，形成了独特的族谱
文化景观。

近几十年来，海南族谱、家谱研究已
取得了一些成果，从王俞春的《历代过琼
公传》到周伟民、唐玲玲、陈虹等的《海南
家谱移民人口史料与研究》，不一而足。

“在我国浩如烟海的历史文献资料
中，族谱是一块亟待开发的土地。”中国社
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研究员、
研究项目主持人兼首席专家张继焦表
示。然而，对于这片埋藏丰富的学术旷
野，我国目前的开发者甚少。有人因它是

“杂学簿”不登大雅而不予探析，有人视它
为“封建糟粕”而不敢沾边，还有人尚未认
识到其重要价值，当作一堆废纸。

近20年来，虽然地域族谱的研究渐

受重视，但主要集中在广东、福建、安
徽、浙江等地。海南族谱研究总体上比
较滞后且薄弱，研究的方向比较单一，
对族谱史料的挖掘尚欠缺。“倘若不尽
快加以收集整理，有可能日渐损毁、湮
没。”张继焦说。

为此，自2016年起，张继焦带领研
究团队多次赴海南各地进行田野调查，
对海南民间遗存珍稀族谱文本进行研
究。“我们调查研究保存在海南岛上的
古老族谱文献，这些文献记录着海南各
家族的源流、世系、族谱图谱等信息，可
能以传统纸质形式存在，也可能以其他
媒介形式存在，比如碑刻、侨批等。”张继
焦说。

记载海外移民相关信息，是海南族谱
的一个显著特点，研究项目首次运用海南
族谱研究海上丝绸之路人口迁徙路线。

“海南族谱中记录的东南亚移民及其他民
族的迁徙现象，凸显了历史上海南岛与东
南亚移民的互动过程。这些互动的细节
和特征对于研究海南移民史、海上丝绸之
路沿线的交流互动等具有重要的学术意
义。”张继焦补充道。

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
家。家族是推动历史发展
的基础社会单元。那么，家
族从哪里来？有怎样的发
展脉络？有一样东西能跨
越时空作答，它就是族谱。

作为对国史、方志的重
要补充，族谱记录了家族的
起源、传承和演变，是包含
家族世系、重要人物事迹等
信息的特色文献，具有凝聚
血亲、寻根问祖等现实意
义。海南民间自古就有修
纂族谱的传统，那些一代代
保留下来的谱牒，有着丰富
的历史文化内涵。

2024年3月，“海南民
间遗存珍稀族谱文本的收
集、整理与海上丝绸之路人
口迁徙路线研究”项目（以
下简称研究项目）被列入国
家社会科学基金“冷门绝
学”研究专项，为海南族谱
保护与研究提供了新的方
向和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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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海南，高校是收集和管理海南族谱
的重要阵地之一。

据悉，海南大学图书馆十分重视族谱
资料收藏整理工作，从20世纪90年代后
期开始收集族谱，收藏覆盖范围广、族谱
姓氏多、版本质量高。主要通过两种方式
获得：一是持谱人以捐赠的方式送给图书
馆；二是该馆工作人员到民间收集地方文
献，向持谱人出资购买或复印。

海南师范大学图书馆从2002年开始
收集族谱，主要通过征集、购买、捐赠和复
制等方式获取。“目前馆藏大约涉及50个
至60个姓氏，共有家谱600余册，包括多
位历史名人的家谱。”海南师范大学图书
馆古籍与特藏部主任龙净林介绍。

目前，海南师范大学图书馆已实现初
步的电子文献管理（图片收集），后续将持
续强化家谱文本的电子化处理。“这不仅
为课题研究提供了文献资料查询路径和
交流环境，也为民族研究所与海师图书馆
合作创建家谱‘智库’奠定了基础。”张继
焦表示。

张继焦说，除了采用数字化手段保
存，借助新技术对族谱的内容加以完善，
或将取得更好的传播效果，“例如可以绘
制一幅电子地图，将海南各个姓氏的迁徙
路线标注出来，这样会更加一目了然，尤
其便于广大海外侨胞寻根问祖”。

2013年，“侨批档案”入选联合国教
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名录》，成为广东首项
世界记忆遗产。张继焦认为，海南民间遗
存珍稀族谱文本记录了海南特定族群的
家族信息和文化传承，同样具有真实性、
唯一性、不可替代性、罕见性和完整性。

“如能申报进入《世界记忆名录》，可强化
各方面对海南民间遗存珍稀族谱文本的
重视，促进其保存、研究和传承，同时为文
化保护工作提供范例。”

目前，张继焦的研究团队仍在推进海
南族谱保护、研究工作。“除了收集整理海
南族谱文本，我们也计划继续深入研究如
何修缮族谱等问题。”他说。

既为“冷门绝学”，族谱文本的收集、
整理自然并非易事。

经过调研，张继焦的研究团队发现，
海南族谱多收藏在私人藏家手中。这些
族谱通常只供小范围使用和交流，不轻易
示人，平时束之高阁。时间久了，许多族
谱已经丢失或残缺不全。

张继焦回忆，他曾在一次走访中遇
到一位耄耋老人。当老人小心翼翼地
打开家中的箱柜，用颤抖的手拿出一本
尘封的族谱，族谱封面上的皮革早已被
时间侵蚀得凹凸不平，泛黄的纸张上布
满了斑驳的污点和褪色的墨迹。有些地
方甚至无法辨认，老人凭记忆才勉强识别
出些许内容。

随着记得族谱信息的老一辈家族成
员逐渐凋零，许多史料面临被“装在肚里
带走”的窘境。受城市化等因素影响，年
轻人关于族谱的概念渐渐淡化，缺乏保护
传承的动力。

“一方面是人们对族谱的价值认识不
足，另一方面是族谱的保存条件普遍较
差，尤其是在潮湿闷热的海南，保存更
难。”张继焦介绍，他曾在海口、文昌等地

翻阅过一些族谱，它们均按接收时的样子
堆放，有些已大面积虫蛀、霉变。

在不少农村地区，村民们出于尊祖敬
宗的心态，也想保管好族谱。但由于缺乏
保管条件和保管知识，纸张受潮、被虫蛀，
或遭火灾的情况不少，一些族谱损毁严
重，甚至面临丢失的风险。

为了寻觅失散的族谱，对其加以整
理、保存和研究，张继焦的研究团队多次
到海南开展田野调查，目前共获取了近
60万字的宗族人员访谈资料，以及17个
姓氏共计101册族谱资料。此外，通过走
访海口、文昌、三亚、琼海、乐东等地的50
余个入琼始祖或入村始祖所在的代表性
村庄，已收集到30余册相关文史资料和
各宗亲联合会的内部期刊。

“族谱整理后还需公开、共享，只有将
族谱的信息公开化，才能为研究者、家族
成员和对海南历史感兴趣的人士提供更
多资源和参考。”张继焦说，为此，研究团队
积极与有关机构、学者及家族成员建立合
作关系，共享资源和信息。同时，他们与
当地档案馆、文化遗产保护机构等联系，
获取已收集到的族谱文本和相关资料。

有特点：海南族谱记载海外移民信息

继绝学：已获取近60万字访谈资料B

C 新探索：电子化后的应用可能

张继焦团队在海南调研所见王氏族谱。

张继焦团队在马来西亚调研所见海外
族谱。 本版图片除署名外均由受访者提供

张继焦在马来西亚槟城调研。

清光绪年间重修的云氏族谱。
海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陈耿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