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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 年以来国家图书馆家谱捐赠的回顾与展望 

杜立功 

    捐赠是国家图书馆家谱采访的重要途径。为进一步做好家谱捐赠工作，现对

2000 年以来的家谱捐赠进行简要回顾，分析存在的不足之处，提出进一步做好

此项工作的建议。 

 

一、国家图书馆馆藏家谱采访的历史回顾 

家谱是以记载一个血缘家族世系与事迹为主要内容的文献资料，以其价值的

独特性，成为国家图书馆自建馆以来的特色专藏之一，也是我馆地方文献采访工

作的重要内容。上个世纪京师图书馆创立之初，我馆就十分重视家谱资料的收藏

工作，1928 年北图即致函各界，征求家谱。解放后在土改等历次运动中，北图

以“人弃我取”的原则，广为搜集家谱，馆藏家谱数量不断增加。为进一步加大

收集和整理地方志、家谱的力度，我馆于 1990 年 4 月 1 日专门成立了“地方志

和家谱文献中心”，时馆藏家谱数量已达三千多种。新世纪以来，我馆开始接收

新编家谱的捐赠，随着赠谱数量的增多，接收家谱捐赠逐渐成为我馆补充家谱馆

藏的重要途径之一。特别是 2009 年 1 月 4 日，国家图书馆正式成立方志馆并对

外发布“地方文献征集函”以来，我馆接收家谱捐赠数量不断提高，再加上采购

等的稳步推进，馆藏家谱数量迅猛提高。目前我馆家谱馆藏量已超过一万余种。 

     

二、2000-2014 年国家图书馆历年家谱捐赠统计 

从 2000 年 1 月始，截至 2014 年底，国家图书馆接收个人或者单位新编家谱

资料（含家谱、族姓资料、姓氏研究、谱学研究等）捐赠共 1989 种，计 6683

册，约占馆藏家谱种数的 20%。接收家谱捐赠已经成为我馆丰富家谱专藏的重要

来源。 

下面分别从历年家谱捐赠种册数、捐赠家谱地域（谱籍地）、捐赠家谱姓氏

三方面对我馆 2000 年以来的家谱捐赠数据进行统计和分析: 

1、接收家谱捐赠种、册数统计表与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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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 年以来国家图书馆接收家谱捐赠种册数统计表 

年度 种数 册数 

2000 年 18 37 

2001 年 23 40 

2002 年 46 135 

2003 年 55 212 

2004 年 65 128 

2005 年 95 247 

2006 年 97 199 

2007 年 111 306 

2008 年 151 322 

2009 年 209 562 

2010 年 165 972 

2011 年 239 885 

2012 年 240 813 

2013 年 246 871 

2014 年 229 954 

总计 1989 66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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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图所见：2000 年以来我馆接收家谱捐赠种数主要表现为： 

第一，捐赠种数按年度总体呈增长态势，其中只有 2010、2014 年略有下降， 

2000 年我馆接收家谱捐赠 18 种，2014 年家谱捐赠数为 229 种，12 年间捐赠种

数增长了近 12 倍。 

第二，家谱捐赠种数增长态势大体分为两个阶段。2009 年以前，捐赠家谱

种数增长迅猛，增速较快。2009 年以后，家谱捐赠种数稳中有升，但增速放缓，

2014 年甚至出现了负增长。 

之所以呈现以上态势，主要是因为：随着政府对于传统文化的重视和提倡，海

内外华人寻根问祖热潮的兴起，民间有识之士宗族续谱责任感的抬头，民间修谱

之风复兴，家谱纂修数量激增。同时修谱宗族为了长久保存家谱，为了给各地宗

亲的寻根问祖、联宗续谱提供资料和线索，也愿意将新编家谱捐赠给图书馆等公

益机构。再加上我馆出于对家谱文献的重视，千万百计扩宽采访渠道，大力征集

民间家谱，因此我馆接收家谱捐赠数量逐年上升。特别是 2009 年我馆对外发布

“地方文献征集函”以来，随着我馆征集地方文献社会影响力的扩大，家谱捐赠

数量和增长量也随之逐步达到高峰。2010 年由于我馆馆舍改造和库房搬迁，接

收家谱捐赠数量略有下滑。2011 年以后，我馆接收家谱捐赠种数稳中有升，但

增速放缓，究其原因，首先是因为近十年间家谱捐赠数量的连续增长，使得捐赠

基数已经比较大，我馆要继续取得过去捐赠数量和增速的提高已经变得越来越困

难；其次是很多地方修编家谱的个人和宗族并不了解我馆的征集内容和范围，因

此不会主动向我馆捐赠家谱，需要加大宣传和主动采访征集的力度。综上分析，

一定程度上可以说，近年来我馆的接收家谱捐赠工作已经遇到瓶颈，这就倒逼我

们转变工作思路，创新工作方式，拓宽采访渠道，争取使我馆的接收家谱捐赠工

作突破瓶颈，更上一个新台阶。 

 

2、接收家谱捐赠地区（谱籍地）统计与分析 

    2000 年以来国家图书馆接收家谱捐赠地区（谱籍地）统计表 

地区 种 册 

北京 9 23 

天津 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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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 93 185 

河北 47 201 

山东 136 405 

黑龙江 7 12 

吉林 6 8 

辽宁 70 90 

内蒙古 12 15 

新疆 1 2 

甘肃 13 20 

陕西 14 24 

河南 94 170 

湖北 112 245 

湖南 105 551 

安徽 75 541 

浙江 154 688 

江苏 282 1825 

上海 10 28 

江西 68 263 

福建 107 151 

广东 96 168 

广西 30 61 

云南 24 28 

重庆 61 69 

贵州 21 36 

四川 106 141 

海南 8 19 

台湾 3 6 

全国/地区性 148 540 

海外 6 7 

谱籍地不详 67 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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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数 1989 6683 

从统计表可以看出，我馆接收的捐赠家谱在地域分布上有以下特点： 

第一，地域上分布广泛。捐赠家谱遍布全国除西藏、青海、宁夏、香港、澳

门以外的二十九个省、直辖市和自治区，另有全国或者地区性的家谱资料（以统

谱、通谱、姓氏研究为主）共计 148 种，海外包括韩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

新加坡的捐赠家谱 6 种 7 册。此外还有部分家谱计 67 种，由于信息不详，无法

确定谱籍地。 

第二，区域分布不平衡。东南沿海地区捐赠家谱 947 种，占总数（除地区性

和谱籍地不详的家谱）一半以上，其中尤其以江苏、浙江、山东、福建、广东为

多。内地中部地区次于东南沿海，但如湖南、湖北、山西、安徽、江西、河南各

省分布较为均衡，西南地区的四川、重庆也有一定数量，其他如东北、西北地区

数量较少。 

我馆接收捐赠的家谱数量大，地域分布广泛，这间接反映出全国各地民间修

谱蔚然成风。与此同时，家谱捐赠数量多寡与各地区家谱修纂数量、经济状况，

族姓聚散、文化传统、信息获取等多方面因素有着直接关系，具体而言:经济较

发达、宗族文化和修谱风气更盛的东南沿海捐赠家谱量较大，而其他经济相对落

后、修谱风气淡漠的西北、东北内陆地区家谱捐赠数量较少，因此家谱捐赠就会

在区域上呈现分布不平衡的特点。不过辩证来看，虽然 2000 年以来我馆接收的

新编家谱捐赠呈现由沿海向内陆地区递减的不平衡特点，但是相较我馆馆藏的民

国及更早的古籍家谱来说，地域上则呈现着逐渐平衡的态势。举例来说：我馆

2000 年以前藏普通古籍家谱（不含近年来新采古籍家谱）共计三千多种，其中

东南沿海地区 1470 种，约占馆藏百分之六十，其中江苏 685 种、浙江 600 种、

依次安徽 321 种、湖南 158 种、四川 55 种、江西 41 种1。由此数据可以看出：

我馆 2000 年前古籍家谱的谱籍区域分布更为集中在浙皖苏等南方修谱大省，南

方地区在家谱数量上也占据绝对优势；浙皖苏三省的家谱数量即占我馆总藏量的

一半以上，数量排名第一的江苏谱占我馆家谱藏量近四分之一，竟然是数量排名

第六江西谱的 17 倍之多。而从新编家谱的捐赠量来看，虽然江苏浙江谱量继续

一马当先，但是相较其他各省捐赠量已经比较均衡，特别是北方的山东、山西、

                                                              
1  杨晏平：《北京图书馆藏普通古籍家谱综述》，《文献》，1999年第 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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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辽宁、河南等省的捐赠量基本上已与南方各省并驾齐驱了。 

3、接收家谱捐赠姓氏统计与分析 

2000 年以来国家图书馆接收家谱捐赠姓氏种册数表 

姓氏 种册 姓氏 种册 姓氏 种册 姓氏 种册 

艾 1 种 4 册 边 6 种 16 册 查 3 种 8 册 崔 6 种 8 册 

安 2 种 4 册 卞 4 种 48 册 常 7 种 19 册 戴 7 种 39 册 

敖 2 种 2 册 别 1 种 1 册 车 2 种 2 册 但 1 种 3 册 

把 1 种 2 册 宾 1 种 24 册 陈 64 种 151 册 党 1 种 1 册 

白 7 种 11 册 卜 4 种 8 册 成 4 种 26 册 邓 19 种 46 册 

柏 1 种 52 册 补 1 种 1 册 承 3 种 6 册 邸 1 种 2 册 

包 1 种 70 册 才 1 种 1 册 程 9 种 63 册 刁 1 种 1 册 

鲍 12 种 21 册 蔡 9 种 50 册 储 1 种 1 册 丁 10 种 42 册 

毕 2 种 34 册 曹 10 种 42 册 钏 1 种 1 册 董 2 种 2 册 

窦 11 种 18 册 冯 5 种 13 册 耿 6 种 9 册 管 1 种 7 册 

杜 10 种 15 册 符 3 种 6 册 宫 3 种 5 册 桂 1 种 1 册 

段 4 种 17 册 傅 15 种 28 册 龚 7 种 16 册 郭 26 种 43 册 

佴 2 种 2 册 改 1 种 1 册 巩 1 种 1 册 海 2 种 5 册 

樊 4 种 5 册 甘 4 种 5 册 勾 1 种 1 册 韩 15 种 42 册 

范 7 种 14 册 刚 1 种 3 册 古 5 种 6 册 郝 4 种 8 册 

方 8 种 35 册 高 18 种 62 册 顾 5 种 32 册 何 30 种 83 册 

费 1 种 7 册 葛 4 种 21 册 关 4 种 4 册 贺 4 种 4 册 

费莫 1 种 1 册 富察 1 种 1 册 瓜尔佳 2种 2册 赫舍里 1 种 1 册 

洪 2 种 2 册 暨 4 种 4 册 瞿 1 种 2 册 冷 1 种 2 册 

侯 3 种 3 册 冀 1 种 2 册 柯 1 种 1 册 黎 2 种 2 册 

胡 23 种 80 册 贾 5 种 23 册 孔 5 种 11 册 李 74 种 203 册 

花 2 种 7 册 江 4 种 7 册 寇 2 种 2 册 梁 6 种 6 册 

黄 63 种 92 册 姜 4 种 24 册 匡 1 种 1 册 廖 6 种 8 册 

惠 3 种 3 册 蒋 16 种 102 册 来 1 种 1 册 林 15 种 29 册 

霍 3 种 5 册 焦 2 种 9 册 蓝 3 种 8 册 蔺 1 种 3 册 

姬 4 种 4 册 揭 1 种 8 册 郎 1 种 1 册 凌 4 种 39 册 

嵇 2 种 2 册 金 8 种 27 册 劳 1 种 4 册 刘 53 种 113 册 

吉 7 种 13 册 经 1 种 1 册 乐 1 种 2 册 柳 6 种 9 册 

纪 1 种 1 册 井 1 种 1 册 雷 5 种 8 册 龙 6 种 46 册 

楼 3 种 33 册 落 1 种 1 册 祕 1 种 4 册 倪 2 种 3 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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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 12 种 47 册 马 16 种 88 册 明 2 种 3 册 聂 5 种 82 册 

鲁 1 种 1 册 毛 9 种 39 册 缪 6 种 65 册 牛 1 种 1 册 

陆 10 种 21 册 梅 3 种 4 册 莫 1 种 21 册 欧 1 种 3 册 

路 2 种 2 册 孟 5 种 9 册 牟 2 种 29 册 欧阳 3 种 3 册 

吕 20 种 65 册 糜 2 种 3 册 穆 1 种 1 册 潘 12 种 34 册 

罗 12 种 26 册 米 2 种 2 册 南 3 种 3 册 庞 3 种 12 册 

裴 7 种 23 册 裘 1 种 3 册 尚 2 种 7 册 苏 2 种 8 册 

彭 16 种 54 册 曲 1 种 1 册 邵 11 种 43 册 眭 1 种 2 册 

戚 1 种 10 册 冉 3 种 3 册 佘 3 种 10 册 孙 32 种 103 册 

漆 2 种 22 册 饶 2 种 2 册 沈 6 种 15 册 褟 1 种 1 册 

齐 1 种 2 册 任 6 种 13 册 盛 4 种 25 册 覃 1 种 4 册 

钱 18 种 40 册 荣 1 种 2 册 石 11 种 12 册 谭 3 种 9 册 

乔 1 种 3 册 阮 2 种 7 册 时 1 种 8 册 汤 11 种 40 册 

秦 6 种 34 册 芮 3 种 8 册 史 15 种 94 册 唐 22 种 129 册 

卿 1 种 3 册 闰 1 种 2 册 舒 2 种 4 册 陶 4 种 17 册 

庆 1 种 1 册 萨 2 种 3 册 帅 1 种 38 册 滕 1 种 1 册 

丘 5 种 290 册 沙 1 种 20 册 司徒 1 种 1 册 田 8 种 19 册 

邱 5 种 6 册 上官 1 种 1 册 宋 6 种 9 册 仝 2 种 2 册 

佟 3 种 3 册 魏 9 种 18 册 武 2 种 2 册 胥 2 种 3 册 

童 1 种 8 册 文 2 种 7 册 奚 1 种 1 册 徐 47 种 222 册 

涂 2 种 10 册 闻 1 种 8 册 席 2 种 13 册 许 16 种 70 册 

完颜 1 种 1 册 翁 1 种 1 册 夏 4 种 4 册 续 1 种 2 册 

万 1 种 1 册 乌苏 1 种 1 册 向 10 种 23 册 薛 8 种 113 册 

汪 15 种 95 册 乌雅 1 种 2 册 萧 8 种 13 册 严 6 种 11 册 

王 100 种 315 册 邬 2 种 2 册 谢 25 种 69 册 阎 4 种 12 册 

危 1 种 3 册 巫 1 种 1 册 辛 1 种 1 册 颜 6 种 7 册 

隗 1 种 3 册 吴 36 种 102 册 邢 2 种 3 册 杨 40 种 110 册 

蔚 7 种 17 册 伍 1 种 1 册 熊 2 种 2 册 姚 7 种 8 册 

叶 13 种 26 册 印 1 种 1 册 郁 2 种 4 册 恽 1 种 38 册 

伊 1 种 5 册 尤 2 种 12 册 喻 5 种 10 册 曾 6 种 28 册 

伊尔根觉 1种 2册 莫 俄 1 种 1册 原 1 种 3 册 翟 4 种 4 册 

游 3 种 4 册 于 3 种 9 册 袁 20 种 55 册 詹 5 种 22 册 

易 4 种 7 册 余 13 种 55 册 苑 3 种 4 册 张 78 种 268 册 

殷 7 种 34 册 俞 3 种 5 册 岳 4 种 19 册 章 4 种 18 册 

尹 16 种 24 册 虞 1 种 1 册 雲 1 种 10 册 赵 36 种 137 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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甄 3 种 3 册 钟 9 种 16 册 朱 28 种 101 册 竺 1 种 1 册 

郑 18 种 23 册 周 40 种 182 册 诸 2 种 21 册 祝 2 种 3 册 

庄 4 种 8 册 宗 1 种 1 册 踪 1 种 1 册 邹 10 种 10 册 

左 3 种 3 册 伏 1 种 3 册 过 1 种 72 册 季 2 种 3 册 

赖 1 种 8 册 鹿 1 种 1 册 门 1 种 1 册 慕\慕容 1 种 1 册 

穆罕默德 1 种 2 册 蒲 1 种 1 册 穰 1 种 1 册 申 1 种 2 册 

税 1 种 1 册 卫 1 种 2 册 温 2 种 2 册 乌 拉 纳 1种 1册 

郗 1 种 1 册 咸 1 种 1 册 项 2 种 11 册 轩\轩辕 1 种 1 册 

鄢 2 种 2 册 晏 1 种 12 册     

姓 氏 研 53 种 59 册       

姓氏合计：294 姓 姓氏合修谱：10 种 12 册。 共计  1989  种    6683  册 

   

 

2000 年以来国家图书馆接收捐赠家谱姓氏种册数（10 种以上）表： 

姓氏  种  册 

王  100  315 

张  78  268 

李  74  203 

陈  64  151 

黄  63  92 

刘  53  113 

徐  47  222 

周  40  182 

杨  40  110 

赵  36  137 

吴  36  102 

孙  32  103 

何  30  83 

朱  28  101 

郭  26  43 

谢  25  69 

胡  23  80 

唐  22  129 

吕  20  65 

袁  20  55 

邓  19  46 

高  18  62 

钱  18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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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  18  23 

蒋  16  102 

马  16  88 

许  16  70 

彭  16  54 

尹  16  24 

汪  15  95 

史  15  94 

韩  15  42 

林  15  29 

傅  15  28 

余  13  55 

叶  13  26 

卢  12  47 

潘  12  34 

罗  12  26 

鲍  12  21 

邵  11  43 

汤  11  40 

窦  11  18 

石  11  12 

丁  10  42 

曹  10  42 

向  10  23 

陆  10  21 

杜  10  15 

邹  10  10 

总  1263  3895 

 

经过统计，2000 年以来我馆接收的捐赠家谱共计 294 姓，姓氏种类非常丰

富，既有王、张、陈、李、刘等大姓，同时又有许多稀见姓氏，比如：敖、把、

别、宾、但、补、才、邸、钏、佴、改、勾、刚、揭、郎、经、井、祕、眭、褟、

卿、奚、危、印、踪等等。捐赠数量上王姓夺魁，共 100 种，其次为张、李、陈

等大姓。捐赠数量在 20 种以上（含 20 种）有 20 姓，捐赠量为 857 种，占捐赠

总量的 43%；捐赠数量在 10 种以上（含 10 种）有 50 姓，捐赠量为 1263 种，占

捐赠总量的 63%。捐赠家谱中也出现了许多大部头的姓氏联谱和通谱，比如《中

国丘氏大宗谱》1种竟有 283 册，湖南娄底《聂氏宗谱》1种也有 78 册。另外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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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赠家谱中也初步发现有近 10 种汉文满族谱，汉文蒙古族谱 5 种，彝文汉文对

照彝族族谱 1种。 

我馆接收捐赠家谱中，种数排名前二十名(20 及 20 种以上)的姓氏有：王，

张，李，陈，黄，刘，徐，周，杨，赵，吴，孙，何，朱，郭，谢，胡，唐，吕，

袁。而据袁义达、张诚著《中国姓氏：群体遗传和人口分布》一书所载，我国当

代常见的按人口数排名的 19 大姓氏（人口占总人口百分之一以上）为：李，王，

张，刘，陈，杨，赵，黄，周，吴，徐，孙，胡，朱，高，林，何，郭。将两组

排序数据两相对照，如下图： 

我国当代人口数 19 大姓氏 

 

 

 

 

我馆接收捐赠家谱数量前 20 大姓氏 

    

通过上图可以看出： 

第一，我馆接收捐赠家谱种数 20 种以上（含 20 种）的 20 个姓氏中，有 16

个位列我国人口数量排名的前 19 名中。第二，在我馆捐赠家谱种数 20 种以上（含

20 种）的 20 个姓氏排序中，诸如王、张、李、陈等姓氏的捐赠种数与我国姓氏

人口数量的排序较为吻合。除此以外，我馆捐赠家谱种数 10 种以上（含 10 种）

的其他 30 个姓氏无一例外也都是我国的人口大姓。究其原因，虽然我馆接收捐

赠家谱的姓氏数量涉及的影响因素比较多，诸如家学庭训的姓氏文化和修谱传统，

又如我馆捐赠家谱数据样本的特殊性和偶然性，再如我馆征集家谱的影响力和捐

赠家谱的地域性特点等，因而接收捐赠家谱的姓氏种数与姓氏人口数量并不存在

着必然联系，但是从概率方面来看，姓氏人口数的总量排序仍然是影响姓氏编修

家谱数量以及我馆接收捐赠数量的基础性因素之一。 

另外，我馆接收捐赠家谱的姓氏状况也部分符合姓氏人口数量分布的一些特

点。我国某一姓氏人群在全国范围的分布中具有不均衡性，比如吴、朱姓南方地

区的分布频率显著高于北方地区，我馆接收捐赠吴姓谱 36 种，其中南方 31 种；

李    王    张    刘    陈    杨    赵    黄    周    吴    徐    孙    胡    朱    高    林    何    郭      马 

王    张    李    陈    黄    刘    徐    周   杨   赵   吴   孙   何   朱   郭   谢    胡  唐  吕  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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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馆接收捐赠朱姓谱 28 种，其中南方 25 种。又比如某一省区会出现某些相较其

他省区高频率的姓氏，林姓在东南沿海福建、广东等地为大姓，我馆接收捐赠的

林姓谱 15 种，除 1种马来西亚谱和 1种林氏姓氏研究以外，有 11 种谱来自于福

建、广东两省。 

 

三、国家图书馆家谱捐赠工作的不足 

自 2000 年我馆开始接收新编家谱捐赠以来，经过我馆多名工作人员的持续

接力工作，我馆接收捐赠家谱的数量不断增加，质量也不断提升，接收家谱捐赠

已然成为我馆家谱文献采访的重要形式，并在丰富我馆家谱馆藏方面发挥着不可

替代的作用。虽然我馆在接收家谱捐赠工作方面取得了巨大成绩，但仍有诸多不

足之处，主要表现为： 

第一，虽然我馆接收家谱捐赠在十多年间基本上保持着稳定增长，但是近年

来增长量有限，增速放缓，家谱捐赠工作遭遇瓶颈。 

第二，捐赠家谱覆盖的地区相对不平衡。我馆接收的捐赠家谱主要集中在中

东部沿海地区，尤其集中在诸如江苏常州，安徽徽州，福建福州等地区，东北，

西南，西北和中东部其他地区的捐赠较少。家谱捐赠地区多数集中在有一定知名

度和影响力的地区。 

第三，接收捐赠的家谱结构性不合理。比如：捐赠家谱多数为创修家谱，数

次递修家谱的捐赠较少；大部头家谱和通谱统谱捐赠较少；特色家谱、少数民族

家谱、稀见姓氏家谱、名人家谱、海外家谱捐赠较少；具有比较重大资料价值的

家谱捐赠较少等。 

第四, 家谱捐赠在人力配备、资金支持、宣传推介方面的投入还有待提高。

在我馆日常接收捐赠工作中，主要有读者来馆捐赠和邮寄捐赠两种方式，无论哪

种捐赠方式，大多是读者获悉我馆的征集方针和内容之后主动与我们联系进行捐

赠，相当多的民间家谱修纂者不了解我馆征集地方文献的办法。一直以来，我馆

从事家谱等地方文献采编工作的工作人员由于资金有限，以及人手紧缺，进行民

间家谱修纂的调研显得较为欠缺，也就无法对民间修谱状况进行摸底排查，很难

全面的了解到地方上家谱编纂的具体情况和发行规律；同时也无力外出进行采访

和宣传，无法去和各地的宗亲会、出版机构等进行沟通联系，制约了我馆接收家



采访专刊 

 

16 
 

谱捐赠工作的发展。 

 

四、国家图书馆家谱捐赠工作的设想和建议 

第一，建立和完善我馆与读者就家谱捐赠的前期沟通、捐赠办理及后期反馈

机制。首先，读者一般会就我馆的征集范围和捐赠流程进行电话或者邮件咨询，

因此进一步完善电话、信件、网络邮件、中华寻根网等读者与我馆取得联系以及

沟通的机制就尤为重要。具体说来，采访工作人员要定期对中华寻根网网站、家

谱捐赠信箱进行维护；对读者来访进行热情、细致的接待；对读者来信来电应积

极、及时、准确的给予回复。其次，收到读者捐赠家谱以后，及时进行登记、打

印捐赠证书，并将捐赠证书发送给读者。同时不积压，尽快将捐赠家谱编目并送

交阅览。 后，完善家谱捐赠的后续反馈机制。建议我馆在官网文献征集模块建

立“赠书芳名录”、“赠书鸣谢”版块，刊登读者捐赠情况，并由专人维护，定期

上传，以此既宣传了我馆的征集内容、范围和办法，扩大了影响，又是对读者捐

赠的公开反馈与嘉奖，有利于促进我馆和捐赠者的良性互动，也鼓励了更多个人

和单位进行捐赠。 

第二，加大对家谱文献征集的政策支持力度和资金、人力投入，加大我馆文

献采访的宣传力度，增强我馆文献征集的社会影响力。具体来说：1，鼓励采访

人员进行家谱文献纂修的调研和摸底调查；鼓励采访人员到各地进行家谱文献采

访；鼓励采访人员参加各地家谱文献研究会议。总之就是鼓励采访人员“走出去”，

化被动为主动，通过各种途径宣传我馆的文献采访政策、征集范围、收藏办法等，

将潜在的家谱文献捐赠者“引进来”。2，积极与各地各姓氏宗亲会取得联系，宣

传我馆征集办法，利用宗亲会的号召力和影响力，引导各地各姓氏各宗族将新修

家谱捐赠我馆。3，加大对中华寻根网支持力度，凭借中华寻根网工程的发展建

设，助推我馆家谱采访的发展。4，千万百计宣传我馆家谱文献征集办法，扩大

我馆家谱文献征集的社会影响力。鉴于家谱文献的特殊性，可制作和发布专门的

家谱文献征集函，并在官网文献征集的显著位置滚动显示；在地方文献阅览室显

著位置发布家谱文献征集公告等。 

    第三，拓宽家谱文献捐赠和收藏范围。包括家谱、姓氏研究、宗族资料、宗

亲会资料、刊物档案、谱学研究、家谱丛编、家谱工具书等家谱资料我馆都要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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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收集。探索数字家谱资源接收捐赠和收藏的实现方式。加强对古籍家谱胶卷、

影印本的征集和收藏。 

第四，扩大家谱捐赠的地域范围，加强对港澳台地区以及海外华人聚集区所

修家谱文献的征集与捐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