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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徽州善本家谱的考查故事

鲍国强

前年 10 月起，我从国家图书馆古籍馆舆图组退休，因需要照顾病妻，诸般皆歇，往事

成烟，惟有一部数次经眼过的徽州善本家谱那可怜的模样老是萦绕在我的脑海里，久久不愿

意散去。

故事的第 1 个镜头先聚焦到这部家谱的卷

端：

本谱卷端及其他各处相当破烂缺佚，谱名

等信息靠家谱自身很难明确。古籍善本怎么会

破损成这个模样呢？这是 2010 年 6 月，我安排

拍摄“徽州善本家谱印刷资料数据库”书影时

见到的这个样子，但书库里这样的情况很多，

修复得慢慢来。我虽已将本谱著录事项弄清楚

了，但修复的事急也没用，只能小心翼翼地往

书叶背面衬了纸，拍了再说。

第 2个镜头回溯到 2003 年，我第一次见到

这册家谱（索书号 14240）。当时是需要核查这

部家谱书目信息，赶紧报送给上海图书馆主编《中国家谱总目》。核查中经与馆藏清抄本（后

经考证改清雍正抄本）《新安程氏诸谱会通》（索书号 12677）核对，认为同属一书，遂将谱

名“程氏会通谱”改为“新安程氏诸谱会通”上报。实际上，12677 号谱《北京图书馆古籍

善本书目》第 507 页原著录为“程氏世谱八卷诸谱会通六卷各派续谱不分卷”，我据该谱目

录前所题将正题名改为“新安程氏诸谱会通”。

第 3个镜头是我第二次再见这本家谱，2006 年 10 月份。因为编制中国国家图书馆与法

国远东学院合作项目“徽州善本家谱印刷资料数据库”需要，我从善本书库将这册家谱提上

来，交给编目员著录填表。因书叶破烂絮化，纸叶弯曲，书册变得很厚，比较蓬松，编目员

需要十分小心地翻阅内容。由于许多信息看不清楚，编目员只得依据报送上图款目与《北京

图书馆古籍善本书目》等相关记录著录为“新安程氏诸谱会通不分卷 明刻本”，作者也不得

图 1 ：明景泰刻本《新安程氏诸谱会通》卷
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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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知。我看也没有太特殊之处，也就没有过多关注，编目员用完，我即将它送至地库注销出

库记录，放回原来的书架上。

第 4个镜头到了 2009 年 8 月，我审校“徽州善本家谱印刷资料数据库”数据表时又第

三次看到了这部家谱。因职责所在和时间比较宽裕，我便细心地查考了有关情况。

有关古籍书目记载这部家谱情况如下：

《北京图书馆古籍善本书目》第 502 页著录“程氏会通谱 明刻本”。

《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史部）第 617 页著录“程氏世谱□卷 明刻本 存？卷（二至□）”。

《中国家谱综合目录》第 511 页著录：“程氏世谱 明刻本”。

《中国家谱总目》第 3425 页著录：“新安程氏诸谱会通不分卷 纂修者不详 明刻本”。

《中国家谱总目》所著录谱名“新安程氏诸谱会通”因与馆藏清雍正抄本《新安程氏诸

谱会通》（索书号 12677）核对而来，为慎重计，我再次逐叶核对了该抄本：

14240 号本谱现存正文内容 12677 号“新安程氏诸谱会通目录”

（全佚） 程氏古今所居郡国之图、新安六邑程氏所居

之图、会谱刊谱记、散谱字号、集谱图序、

谱例、书名爵辩

（“制诰敕”以前全佚）

制诰敕、爵谥、庙食、群书所载、累代编续

总谱人名、会通谱、不通谱、未会谱、闻望

甥婿、纪述程氏文章名士

总目：原文、原姓、程国、程氏得姓、郡望、

迁居郡地、人品、制诰敕、爵谥、庙食、群

书所载、累代编续总谱人名、会通谱、不通

谱、未会谱、闻望甥婿、纪述程氏文章名士

程氏世谱：卷之一（开元谱图）、卷之二（开

先谱图）、卷之三（开国谱图）、卷之四（仕

晋谱图）、卷之五（仕西汉谱图）、卷之六（仕

东汉谱图）、卷之七（仕魏谱图）、卷之八（仕

西晋谱图）

程氏世谱：卷之一（开元谱图）、卷之二（开

先谱图）、卷之三（开国谱图）、卷之四（仕

晋谱图）、卷之五（仕西汉谱图）、卷之六（仕

东汉谱图）、卷之七（仕魏谱图）、卷之八（仕

西晋谱图）

新安程氏诸谱会通：卷之一（仕东晋谱图）、

卷之二（仕宋齐谱）、卷之三（仕梁谱图）、

卷之四（仕唐谱图上）、卷之五（仕唐谱图

中）、卷之六（仕唐谱图下）

新安诸谱会通：卷之一（仕东晋谱图）、卷

之二（仕宋齐谱）、卷之三（仕梁谱图）、卷

之四（仕唐谱图上）、卷之五（仕唐谱图中）、

卷之六（仕唐谱图下）

已（原文如此）后系各派续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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槐塘程氏续谱

大程村程氏续谱

歙槐塘续谱：上府前派、上府后派、下府派、

新宅派、旧府前派、旧府后派、正府前派、

正府后派（家世、文翰）、洁湖派、黄山汤

口派、大程村派、岑山渡派

（残缺） 范川续谱

（原缺） 休宁率滨续谱（未刊）

（残缺） 芳干续谱

（残缺） 山斗续谱

祁门善和程氏续谱 祁门续谱：善和派（家世、文翰）

龙首山程氏续谱

婺源彰睦程氏续谱

婺源环溪程氏续谱

婺源城西冲山程氏续谱

龙陂程氏续谱

婺源续谱：城东派、城西周溪派、龙陂派、

长径龙首山派、彰睦派、香田派、株村派、

环溪派、盘谷派、芳春派（家世、文翰）、

港源派

前坦程氏续谱 旌德续派（应为“谱”字）：前坦派、板桥

派、练山下派、寨口派

浮梁锦里景德镇东山程氏续谱 浮梁续谱：兴田派（上程、苏村、式溪）、

锦里派（大塘、景德镇）、程山派（未刊）

寓岩程氏续谱

程氏外谱 程氏外谱目录：

川房、济州房、洺州房、洛阳房、郑州房……

休宁汊口房、德兴南溪房等

川房、济州房、洺州房、洛阳房、郑州房、

定州房、相州房、沧州房、吴门房、河南房、

景德房（已上俱旧谱载）、黟县南山派、休

宁会里近派、休宁汊口近派、德兴南溪近派、

德兴新建近派、郡北双溪派（已上会谱新增）

兴田程氏续族谱

核对中发现，12677 号谱正文中，“总目”前有“程氏世谱”4字，“新安诸谱会通”为

“新安程氏诸谱会通”；本谱末尾“兴田程氏续族谱”为景泰五年（1454）楷字增刻。

因本谱“制诰敕”以前全佚，谱中较为完整的谱系自“程氏世谱”开始，而“新安程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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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谱会通”等内容不仔细翻阅不易发现，此即诸目著录为“程氏世谱”的由来。又因为《程

氏世谱》卷之一首行模糊不清，往后又极难翻阅清楚，便成了《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史部）

著录为“存？卷（二至□）”的源头。（见图 1）我是在极其细心地抻平该叶卷端后，赫然发

现“程氏世谱卷之一”完整在目，卷一内容连“开元谱图”卷名在内全部文字共计 6行字，

并无缺佚。

至此，两谱正文中均出现了“新安程氏诸谱会通”谱名，但似乎作全谱题名依据仍有不

足，卷数著录也没有着落。

第 5个镜头到了文津街我馆古籍馆的普通古籍阅览室，时间还是 2009 年 8 月。我实地

查阅了普通古籍书库藏民国彝本堂抄本（传 776.27/73）《新安程氏诸谱会通》（此册实为善

本库 14298 号错题为“休宁芳干程氏续谱”清抄本的上册，详见文末括注）。其书名页及目

录前均题“新安程氏诸谱会通”：

图 2 ：民国彝本堂抄本《新安程氏诸谱会通》（传 776.27/73）

再结合 12677 号清雍正抄本《新安程氏诸谱会通》“编谱凡例”载：“今所编总谱凡十四

卷，前八卷标以程氏世谱，盖以祁公（即程祁，宋景德镇族人，曾修辑谱系）所立之名也；

后六卷标以新安程氏诸谱会通。”考虑到谱中“各派续谱”和“程氏外谱”的实际情况，本

谱的谱名卷数应著录为：新安程氏诸谱会通十四卷各派续谱不分卷程氏外谱不分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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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个镜头还是回到善本库藏书查对，时间同上。《中国家谱总目》第 3425 页著录《程

氏世谱八卷新安程氏诸谱会通六卷各派续谱不分卷》（清初抄本）纂修者为（明）程孟，尚

缺书证，本谱考查继续。（《中国家谱总目》是品种目录，所涉“清初抄本”是若干抄本的版

本及藏本归纳而得，故不一定是该谱的新版本。）

12685 号明万历十四年（1586）刻本《槐塘程氏宗谱》卷六正府第 35 叶载程孟行实：“孟

孙，字文实，回善公长子。……积集成卷，名曰《明良庆会》……类成十卷，名曰《世忠事

实源流录》。会集六邑宗谱，名曰《新安程氏会通谱》。复为各氏编纂谱图。应召同修郡志。

六邑斯文率多交好。尝以清淡自持，作为诗文，号《澹斋集》。性不嗜酒，饮少輙醉。含容

巽顺，喜怒不形。持论公平，酬应曲当。有志兴创元潭公祠，立本里世宗庙碑，与同志通纂

郡志，未就。生洪武己卯（1399）八月十五日壬子酉时，殁成化乙酉年（1465）四月二十五

日。”此中“孟孙”为程孟谱名。至此，本谱纂修者也就可以确定了。

上述“新安程氏会通谱”也是包括了本谱全部内容，只不过同“程氏会通谱”（见程孟

撰于景泰二年《程氏会通谱后序》）一样，均为孤证，且所处来源的重要性不如目录前和书

名页所题，只可作为“新安程氏诸谱会通”的其他谱名处理。

第 7个镜头需要聚焦本谱的版本年问题，时间同上。本谱原定版本年为“明”。

安徽省博物馆藏有一部与本谱类似的家谱，诸目记载：

《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史部）第 614 页著录：“新安程氏诸谱会通十四卷明程孟纂修明

景泰二年刻本”。

《中国家谱综合目录》第 511 页著录同

上。

《中国家谱总目》失载。

馆藏 12677 号清雍正抄本《新安程氏诸

谱会通》，其“刊字”（见图 3）中载：“景泰

元年（1450）八月以各支所付工食银货均俵

各匠领揽去刊约一百廿余板。次年邀请谧斋

鲍先生（笔者按：棠川鲍宁）校正总本文字

行实。……次年二月至六月半总本粗成，其

后各派节次续刊。……至三年九月方毕。”

可知此谱于景泰三年（1452）刊竣。

因为本谱“制诰敕”以前全佚，谱中原

图 3：清雍正抄本《新安程氏诸谱会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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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详细之印刷资料，如“会谱刊谱记”等均缺佚，致使仅凭此谱本身难以确定刊刻年代，此

即诸目著录为“明刻本”的由来。

經耐心逐叶翻检，知本谱尚存 24 篇原镌序跋，年代最晚者 4篇如下：

1.程孟，《续序》，景泰二年（1451）龙集辛未二月朔旦。

2.程孟，《程氏外谱序》，[明景泰（1450-1456）]。

3.程万忠，《兴田程氏续族谱序》，景泰甲戌夏六月甲申（五年，1454）。

4.程孟，《程氏会通谱后序》，景泰二年（1451）冬季中吉。

其中虽有“景泰二年”程孟撰《续序》和《程氏会通谱后序》，但两序中均未言及刊谱

竣工之事，如此“以序定年”失之偏颇，何况谱中已明确存在“景泰甲戌夏六月甲申（五年

1454）”程万忠撰《兴田程氏续族谱序》及已楷字增刻之《兴田程氏续族谱》。

至此本谱版本可著录为：明景泰三年（1452）刻五年（1454）增修本。

第 8个镜头可以落在作为本次考查小结的“徽州善本家谱印刷资料数据库”本谱数据表

上。2009 年 8 月 3日我一校此表完毕，法国远东学院教授米盖拉和我分别于 2010 年 7 月 15

日和 2013 年 2 月 12 日完成此表的二校工作。

图 4：“徽州善本家谱印刷资料数据库”数据表

此表确认了谱名著录，卷数、纂修者及版本年（含增刻版）均已补齐，书名项再补上后

来所加“各派续谱不分卷程氏外谱不分卷”字样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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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安程氏诸谱会通》成谱较早，颇有影响，国内外各馆所藏明刻谱极少。能确认者仅

我馆和安徽省博物馆两部。此谱不应继续默默无闻。

程孟（1399—1465），字文实，谱名孟孙，徽州人士，明前期学者、谱学家，著《澹斋

集》《明良庆会》《世忠事实源流录》十卷。所修家谱还有《城南叶氏族谱》不分卷（叶添朗、

叶高勇纂修，程孟编辑）、《新安汪氏重辑渊源谱》八卷（程孟等纂修）。

程孟所撰家谱序跋，除上述 3篇之外，已知者还有：

1.《重修谱序》，明宣德三年（1428）撰，载《新安程氏诸谱会通》，明景泰三年（1452）

刻五年（1454）增修本。

2.《程氏世谱叙》（裔孙孟谨跋），载《槐塘程氏宗谱》，明万历十四年（1586）刻本。

3.《又》（是次仲冬吉裔孙孟续序），载《槐塘程氏宗谱》，明万历十四年（1586）刻本。

4.《会通宗述》，明景泰二年（1451）撰，载《槐塘程氏宗谱》，明万历十四年（1586）

刻本。

5.《岑山渡程氏续谱序》，明景泰三年（1452）撰，载《槐塘程氏宗谱》，明万历十四年

（1586）刻本。

6.《叶氏续谱序》，明天顺六年（1462）撰，载《城南叶氏族谱》，明天顺七年（1463）

刻本。

7.《椆里汪氏族谱后序》，明天顺八年（1464）撰，载《新安汪氏重辑渊源谱》，明成化

元年（1465）刻本。

由上简要所列可知，程孟的谱学造诣不但在程氏本族内大有影响，在当时徽州各族修谱

界也是名声不小。

第 9个镜头转到 2012 年，本谱 1厚册是国家典籍博物馆开馆举办的国家图书馆馆藏精

品系列大展之一“咫尺天下——舆图”第九单元“族姓地图”中展出的重要展品。

族姓地图主要包括含有姓氏族居特征的迁徙图、村居图、宗祠图、墓图和景观图等专类

地图。此间展出的是《新安程氏诸谱会通》之《浮梁锦里景德镇东山程氏续谱》中的《浮梁

程氏所居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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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新安程氏诸谱会通》中的《浮梁程氏所居之图》

展板介绍：本图为《新安程氏诸谱会通》所附浮梁县程氏迁徙地图，传世罕见，年代颇

早，弥足珍贵。图中祠堂、寺院、墓葬、古树和山峦等为形象画法，刻画精细，双曲线河流、

拱形阶梯型桥梁等与后世图例吻合，地图要素比较齐备，制图技艺娴熟高超。且此图与方志

地图将府衙县治放在中心位置惯例不同，其制图重点是寺庙、程氏祠堂与先祖墓葬，在县治

的位置上仅简单标出“镇埠”两字，绘图用墨多寡迥然有别，族姓地图特征十分明显。

此幅《浮梁程氏所居之图》是我馆数百种明代族姓地图中版刻年代最早者，但图绘技术

及图例应用已相当成熟，地图学意义比较重要。

故事的最后一个镜头应对准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历史地理专业硕士学位论文答

辩会：2019 年 5 月 18 日上午，洪姓女硕士生进行了题为《明代徽州族姓地图研究》的学位

论文答辩。我被作为答辩主席厕身其间。其《明代徽州族姓地图研究》的前导材料是我在

2017 年 10 月 14-15 日由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古典学学院和清史研究所举办的“古地图学

术研讨会”上宣讲并于 2018 年在《文津学志》（第十一辑）发表的《明代族姓地图述略——

以国家图书馆藏徽州善本家谱所含地图为例》。本谱及《浮梁程氏所居之图》在上述研究中

均占有鳌头地位。

而《新安程氏诸谱会通》谱名、卷数、纂修者和版本年的有关学术考订，我此前已写入

《古籍普查所见四部早期稀见家谱考略》一文，2013 年发表在《文津学志》（第六辑）。

本故事结束时，我的希望是：明景泰刻本《新安程氏诸谱会通》能够早日修复，并能附

上据清雍正抄本（12677 号）、民国彝本堂抄本（传 776.27/73）和清抄本（14298 号）摹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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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佚文补册（两地分居的传 776.27/73 谱“上册”和 14298 号谱“下册”能够合璧更好，此

两册原著录版本不同，经考查，我以为善本著录为“清抄本”理由更足，详见《古籍普查所

见四部早期稀见家谱考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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