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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满族家谱是记载满族家族发展变迁的文字载体，具有记述满族姓氏源流、维系满族亲族联络

和承袭官职之重要凭证等作用。而从其功能和内容上来讲，皆仿效汉文化。满族借鉴汉族家谱“说世系、序

长幼、辨亲疏、尊祖敬宗、睦族收族”之宗旨，编纂家谱。从满族家谱发展过程可知，其按字排辈、满姓变汉姓、

满人取汉名、满汉通婚、满人学习汉人文学和汉文取代满文书写等内容，均体现了满汉文化交往交流交融的

历史面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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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族家谱作为满族群体发展变迁的文字载体，记录着家族的繁衍与传承。现存的满族谱书可以

明显地体现出满汉文化的交融。目前关于满族家谱研究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果①，但现有研究多集

中于满族家谱的内容、史料价值及其受汉文化的影响等方面，很少有透过满族家谱对满汉民族间的

交往、交流和交融进行系统性研究的成果。故此，本文以满族家谱为核心，多方位、多角度对满汉民

族间的交往交流交融进行探索。

①代表性的论文主要有：李林：《从家谱中探讨满族文化的发展——满族家谱研究之一》，《满族研究》，1987年第4期；

何溥滢：《满族他塔拉氏家谱中的汉文化因素》，《满族研究》，1993年第1期；杜家骥：《从取名看满族入关后之习俗与

文化》，《清史研究》，1993年第2期；孙明：《论满族家谱序言的内容及其史料价值》，《满族研究》，2014年第4期；李学

成：《满族老姓汉化的历史嬗变——以满族八大姓为例》，《满族研究》，2016年第2期；杜家骥：《清代满族家谱的史料

价值及其利用》，《吉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5期；柴星男：《浅析满汉文化交融在满族谱牒中

的体现》，《戏剧之家》，2018年第30期；阎丽杰：《中华传统文化视野下满族家谱的文学元素》，《北方民族大学学报》，

2020年第6期；何晓芳：《满族民间家谱满汉文体书写嬗变的历史叙事》，《地域文化研究》，2021年第4期；张欣阳：《满

族家谱体现民族文化融合发展》，《中国社会科学报》，2022年2月7日，第6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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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满族家谱功能的融合与发展

汉族家谱的主要作用与功能为说世系、序长幼、辨亲疏、尊祖敬宗和睦族收族。满族受汉文化影

响纂修家谱，满族家谱的基本功能与汉族相同，但因满族发展所处的历史环境和民族特点，满族家谱

具有其独特的作用与功能。

（一）记述满族姓氏源流

明初女真人多以居住地或部落名称为姓，沿用辽、金、元时期的旧姓，据《皇朝通志·氏族略》统计

旧姓共有 35个。《满洲源流考·金君姓氏考》记载：“《金史》所载姓氏，均与满洲氏族相合，第译对字

讹，今悉据八旗姓氏通谱改正。”[1]86八旗制度的建立打破了原有的地缘和血缘关系，姓氏相同的满族

人分驻各地，同宗的满族人亦分属不同旗分，相互之间称名而不称姓的习俗无法延续。随着满汉民

族长期的交往、交流和交融，满族逐渐学习汉族冠汉姓，称满族原始族姓为“老姓”。如《满洲苏完瓜

尔佳氏全族宗谱》记载：“关姓者，乃满文瓜尔佳之译音也。凡满洲关姓，虽有旗佐不同，殆无不为我

瓜尔佳氏之同族也；溯自有清龙兴辽沈，定鼎燕京，开国元勋，庶有八大家之称，而我瓜尔佳氏即其一

也。于是乎，内而阁臣，外而疆吏，暨各省下之驻防旗族等，咸不乏我同族。”[2]2《牛庄萨克达氏族谱》

记载：“始祖姓萨克达氏，讳里富哈，择本城东门外吉地而葬之，即为立主［祖］。始祖之呼，盖本于此，

从此即以‘里’字为姓也。”[2]553从满族共同体形成到离开长白山入关，满族被中原地区高度发展的汉

族文化深深吸引。满族人民为顺应时代发展趋势，同时也为方便各地分支追溯祖先源流，将满族老

姓首字或音译或意译成汉文，同时在各家家谱中详细说明本族满族老姓，依然保留着满族本身的姓

氏。故而“说世系”辨明原始族姓，成为满族家谱的一项功能。

（二）“溯本求源”，维系满族亲族联络

汉族家谱有着强烈寻宗问祖和维系宗族的目的，满族家谱基于汉文化的影响及其特殊的民族文

化，亦具备此功能。满族先人在历史上曾经历了多次迁徙，规模最为庞大的是清朝建立全国统一政

权后，满族八旗大量人口“从龙入关”，大部分被派驻各地，这就使得同宗同族的满族人被分散。《吴俄

尔格氏家乘·谱序》记载：“尝闻国有史，家有谱，所以昭信纪实，重本笃亲，使世世子孙乃昭然知所自

出焉。况沧田几变，支派繁衍，又经东西迁析，若非笔之于谱，则奕 而下茫然莫考，未有不相视如秦

越者，故家谱之作于繁衍之日者固亟，而作于迁析之后者尤不可缓也。”[2]698《满洲苏完瓜尔佳氏全族

宗谱·序》记载：“苟无谱书以记载，恐宗支藩庶，难保无紊乱之虞。故于民国四年，经家叔宝泰公遵旧

日之谱书，复参考而修纂，追源溯本，别派分支，编集成书，籍垂久远。揆诸斯举，诚谓善矣。无如日

居月诸，星霜屡易，延及今日，数载于兹，其中之死者若干人，生者若干人，统京、奉、余、杭之间，又不

知为数几许。前谱既未能加入，后谱又无人纂修，长此以往，姑无论后世小子有遗弃之虞，即骨肉至

亲亦不免视同陌路。予也厕［侧］身学界，苦无余闲，然笃念同族，不禁生亲亲之感。”[2]3《伊尔根觉罗

氏谱书·谱序》所述：“现届前清逊政，国体变更，旗署裁撤，各旗署户口档册均失根据，旗族渊源将要

泯灭，宗谱如不乘时而修，再拖延数年，将不堪设想矣。思之痛心，言之浩叹，是以余等，怵然惊惕，编

辑谱书，而须臾实不可缓也。”[3]12《福陵觉尔察氏谱书》：“迨顺治元年，奉旨命班布理之长子达喀穆、次

子他察，均着看守福陵外，其余从龙入关，因差而分驻防焉。只以族繁支茂，旗官世职，难以枚

举。”[2]744以上满族家谱清晰地记载了族内各支拨入其他旗分的情况，而在通信费时费力的清朝，可想

而知，同宗族的各个支系一旦由于驻防或其他原因分散各地，彼此的联系将会变得十分艰难，同宗族

各支便很难得知其他分支的消息，几世之后宗支紊乱的可能性大大提升，甚至可能有些支系与其宗

族失去联系而无法得知其先祖姓名。为了维系亲族之间联络，使得宗族子弟知其统系来处，满族家

谱详细记载了各支迁徙与人口情况。由此可知，满族家谱维系了各宗分支之间的联系。

-- 11



（三）承袭官职，有案可稽

在清代，满族家谱除了具有鉴别亲疏远近功能外，还是承袭官职的重要凭证。为了维护等级承

袭制度，谱书一度受到清朝统治者的高度重视。《钦定大清会典则例》记载：“顺治年间，定旗员于承

袭官爵时承造家谱，故将有分亲支子孙不行造入者，降三级调用。若承造家谱，将同祖亲属姓名疏

忽遗漏者，罚俸三月。”①“（顺治）三年奉旨，嗣后八旗世袭佐领，家谱内着将原立佐领人之子孙，按

其名数尽行开入，如一谱不能尽书，即缮两谱具奏”②。雍正五年（1727）议准：“嗣后凡系世职家谱，

预取保结，校对钤印，存贮本旗衙门。遇有世职缺出，查对明晰，奏请承袭。”[4]825《佟氏宗谱》记载：

“览八旗定议，进呈家谱，可知承袭及继嗣，嫡派承袭之有分嗣，将袭职之家谱并敕书抄录定分，移

送王大臣处查办等云，是八旗之家谱固与敕书并重。”[2]1092八旗佐领中世管佐领、勋旧佐领和八旗世

爵均属世袭性质，因此在承袭官职时，为了证明血统渊源，必须附家谱以为证，体现出家谱在满族承

袭官职中的重要地位。满族在编修家谱时，若疏漏子孙亲属姓名，则要对有关人员进行惩罚。因

此，满族家谱因“承袭”需要，多以简单记载身份的谱单为主，与汉族家谱形成鲜明对比，更像一种

档案户口册。

满族家谱的基本功能与汉族家谱相同，但满族家谱因满族自身的民族文化和民族特色衍化出既

具有汉族风格，又具有满族特色的新功用，可见在生活之中满汉民族文化与风俗的交融。

二、满汉文化交融在家谱内容上的体现

满族入关后，在与汉族的交流和交往中，二者在文化和思想上均有一定程度上的相互渗透。满

族家谱作为满族民族文化中的重要部分，充分显示了汉文化对满族文化的深远影响。

（一）按字排辈，体现宗法制度

中国古代封建社会施行的宗法制度是以家庭为核心、由父系家长制转变而来，并以血缘远近分

配权力的一种制度，而此制度的文化核心是对血缘的高度重视。宗法制度在命名上的体现，一是在

于无论子女均冠父姓，二是以族谱中的辈次命名。这种取名方法是以父姓加辈分字再加上名，而用

这种方式取的姓名，从姓氏和辈分字便可知其血缘远近及长幼尊卑。这种命名制度对于封建社会维

系等级身份制度和人伦关系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满族入关之前在取名方面并未有按照排字取名的习俗，入关后较早仿效汉族按字排辈取名的是

清朝皇室。康熙皇帝为其子孙拟定排字，按辈分取名，上行下效，这种取名原则在清朝民间也逐渐流

行。如《镶黄旗佛满洲哲尔金佐领下王氏谱》详细记载了王氏家族一世祖至第三十世所用字，上十辈

为“达、平、太、阿、那、士、德、魁、贵、升”[2]525。《萨克达翁氏宗谱》更是单独记载翁氏宗派取名所用字达

40字之多。[2]588有些满族家谱虽未正式记载字辈，但我们据世系可以推知。如根据《正蓝旗满洲萨格

达氏宗谱》的世系记载可知，第六世至第九世所用字分别为文、里、吉、福。上起皇室，下至宗族，都逐

渐和汉族一样在取名中使用字辈。不同阶层的满人群体随着与汉族宗族的共处，在满族家谱中也逐

渐体现出宗法制度，映现了满族在与汉族交往的过程中受到了汉人宗族礼法的影响。

（二）推崇儒学，接受儒家思想

儒家学说为孔子所创，中心思想是仁、义、礼、智、信、恕、忠、孝、悌、勇，它是中国古代的主流思

想。在满族家谱中，处处渗透汉族的儒家伦理道德观念。在清入关以前，皇太极时期已经形成崇尚

儒学的风气。皇太极自幼受教于龚正陆等汉族文士，内心向往儒家文化。他在位时平等对待满汉两

①光绪朝《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650《兵部一》。

②光绪朝《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1130《八旗都统二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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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人民，推崇儒学，为满族吸收儒家文化奠定了重要基础。清朝历代皇帝为了维护封建统治，纷纷效

仿汉族统治阶级，将“三纲五常”“孝治天下”等儒家伦理思想推而广之。这点在满族谱书中体现得较

为典型的是《吴俄尔格氏家乘》中的满文碑文，碑文多次提到“妇道”一词，如“妇人之道，殉夫而死者，

缘于无嗣”[2]705“克尽妇道，堪谓内室之楷模”[2]705。碑文大致讲述的是一位无嗣孀妇一心殉夫求死的

故事，此事报送礼部后，礼部“奉旨旌表，赏给立牌坊银两”[2]705。同时碑文记载“凡吾族人，见此碑石，

当敦孝悌，重节义，以传之永久”[2]708。女子的殉夫求死行为在清朝被称为“楷模”，而对“夫为妻纲”事

件的嘉奖，足见随着与汉族的交往交流交融，三纲五常的儒家思想已深深印入满族人的心中。

（三）汉文取代满文成为书写语言

明代万历二十七年（1599），努尔哈赤命人创制满文，皇太极时期对其加以改进，清朝建国后推行

满文。17世纪中期以后，由于满汉人口迁徙和文化交流，逐渐形成汉文取代满文的趋势。早期的满

族家谱还有用满文撰写的，但18—19世纪的满族家谱则多用汉文撰写，很少有满汉文对照之处。从

满族家谱所使用的文种也可以看出满族接受汉文化的程度。《呼兰府志》记载：19世纪末年，满族人

“能通清（满）文者，不过百分之一；能操清语者，则千人中一二人而已”①。如《正蓝旗佛满洲乌苏哈拉

家谱》为满汉文双语所写家谱，谱单中存在三十余处满文谱注，至今虽已近200年，但保存较好的满

文谱仍颇具价值。《马氏宗谱》首次修纂于乾隆年间，但原本遗失，现存谱书为后人据前本续修而成，

虽为石印本，但在谱书中仍可见满文姓名与汉文并用的情况，可知族中依然存在懂满文的老人，但汉

文已逐渐被满族人所推崇，故而使用满汉双语来进行撰写。《瓜尔佳纳音关氏谱书》记载“历代相传至

今，若不译成汉文，急力修葺，而满字再行失传，所遗家族之历史，只字不识，岂不成为无用之废纸

也”[2]796。于是，“满文公牍经验颇多”的关祥玉将满文谱译为汉文，并印刷成书。《宁古塔正黄旗梅和

勒氏宗谱》记载：“于民国五年兴修宗谱，规定族秩，恐满文失传，改修汉文，迄今二十余年。”[2]661以上

两本家谱直观地讲述满文已近失传的状况。《满族赫舍里康族世谱》初修时即用汉文书写，族人至此

已不通满语。前两本家谱满汉文尚且并存并互相对照，而后一本初修之时便完全使用汉文，此番变

化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汉文逐渐替代满文在满族人交流和记述中的地位。这进一步说明了满文在

满族的历史舞台中逐渐退场，汉族语言文字对于满族的影响便可略见一斑。

三、姓名方式变化，循从汉族礼俗

满族入关以后，具有数千年文明传承的汉文化对满族产生了深远影响。满语姓名是满族文化中

重要一环，满族人以汉名逐渐代替满名，可谓是对汉文化的高度认同。

（一）“满姓变汉姓”

在满族形成阶段，姓氏绝大多数由两个或两个以上汉字组成。清朝定鼎全国后，满族人与汉人

深化交往交流交融，满族姓氏受到汉文化影响，逐渐定为单一汉字，即单音节形式。

满姓变汉姓有三种形式：取满族老姓首字谐音作汉姓，富察氏简化为“富”，瓜尔佳氏简化为

“关”，赫舍里氏简化为“赫”。以满族老姓汉译为姓，钮祜禄氏汉译为狼，便以同音字“郎”为汉姓，尼

马哈氏以汉译“鱼”为姓，巴颜氏汉译为富有，便以“富”为姓。取先世首字音为姓，即“随名姓”。如

《赫舍里王氏族谱全书》记载：“天福系索罗长子，缘外祖之嗣。因冒其籍而继其姓。以‘王’易‘索’，

遂永世焉。”[2]247因先世入赘，故而此支赫舍里氏随之改姓为王。随着满汉民族间日常生活中的交往

和交流，越来越多的满族人为符合时代发展和称呼方便而由满姓改为汉姓。满族人取汉姓的行为，

是随着与汉人间的交往产生的。满族家谱反映了满族学习并接受汉族文化的这一历史进程。

①（民国）黄维翰编：《呼兰府志》，1915年铅印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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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名字变化，效仿汉人取名习尚

满族入关以前，满族人对于其姓名蕴含的意义并不考究。对于这样一个以狩猎为主要生存手段

的民族，姓名只是他们用来称呼和区别彼此的一种工具。以努尔哈赤家族为例，如多尔衮（词义为

“獾”）、阿敏（意为“后鞍桥”）和博和托（意为“驼峰”）等与禽兽、狩猎相关的名字一直被沿用，这在汉

族鲜少得见。入关前的满族人还热衷于以数字取名，像那丹珠（七十）、乌云珠（九十）等。而在满族

入关以后，与广大汉族人民共同生产生活，汉文化对满族产生了广泛深刻的影响，满族在对名字的取

用上也逐渐发生了变化。

1.以汉文数字取名。以数字取名是许多少数民族的风俗。《康族世谱——满洲赫舍里康氏族谱》

记载第五世佛宁又名七十二；《京都吉林宁古塔三姓等处镶黄旗陈满洲关姓宗谱》中可见七十八、五

十六、六三、八十、六十一等数字名；《常氏宗谱》中第二世和第三世共8人，仅1人姓名无数字，四儿、

六儿、七十、五十七、五十三、六十五、六十七、六十八、六十九、七十二、七十八、八十四、八十七、九十、

九十一等汉文数字名在世系中频繁出现。据满族家谱可知，清入关后这项习俗依然盛行。满族入关

以前，是以满语数字为名，如乌云珠（九十）、尼音珠（六十）等。入关之后，以满语数字为名者并不多

见，以汉文数字起名者屡见不鲜，这反映出以数字取名的满族旧俗已经具有鲜明的汉化色彩。

2.名字文雅化。入关前满名中出现率较高的奴、儿、厄等粗鄙字眼已慢慢淡出满族家谱，满族人

开始以汉文取名，选取文雅、优美的字词，如明、灿、桂、芳等字词，借此美化自身的形象。这种用字选

词，不仅是取名习俗的变化，而且反映了满族对汉族文化的接受程度与欣赏。如《满洲苏完瓜尔佳氏

全族宗谱》第十二世恒企、文岱、世杰、忠明，第十六世恒玉、文喜、荣恩、承恩、庆恩、德海、德山、德喜、

德明、德昌、德清、德亮、德安；《汪氏宗族谱书》第十世逢泰、逢唐、逢禹、逢辰、逢书、逢瀛、逢瀚、逢睿、

逢淇、逢昱、逢臣、逢谦、逢亭、逢洲、逢尧、逢渠、逢石、逢滨；《那氏族谱》第六世永明、永亮、永隆、永

兴、永清、永宁，第九世广来、兴德、长德、兴茂、兴海、兴有、兴盛、文镐、文焕、文荣等。

3.名字寄托对美好愿景的追求。汉族在名字的用字方面，偏好于福禄吉祥，此习俗对满族亦产

生了一定程度的影响，上至皇室王公，下至寻常百姓，皆喜欢在起名时用蕴含福寿吉祥寓意的字词。

满族人借汉字寄托对子孙后代的美好愿景，体现出满汉文化在日常生活中的交融。如《姜尔佳氏族

谱》第六世福宝、福禄、祯宝、常禄，第八世福德、福太、福宽、福海、福有、福恒、福深，第九世德禄、德

纯、德成、德海、德庆、富明、富春、富住、富顺、富太、富临、富钟、富生；《富察氏谱书》第十四世云升、云

鸿、云瑞、云祥、云龙、云凤、云福、云功、云泰，第十六世明海、明春、明耀、明长、明祯、明金、明德、明

恩、明连、明国、明景、明群、明成、明本、明喜、明宝；《完颜世谱书》第九世恩福、德喜、连惠、连喜、连

禄、福祥等。

入关以后，满族的取名方式发生显著变化，体现出明显的汉化色彩。从形式上看，满族逐渐以汉

姓为姓氏，以汉文取名者也逐渐增多。在取名方面，日渐注重用词文雅、按字排辈和图吉祥等与汉族

取名一样的习俗，使得满族在取名方面刻上了汉文化的深深印记。

四、满汉通婚，民族融合

清朝统治者为了维护满洲贵族统治，制定并推行了一些限制满族人与汉人的婚配政策，但是从

实际情况看，无论是统治阶级上层还是普通百姓，满汉通婚现象在整个清朝都是存在的，而且在乾隆

以后，满汉通婚越来越多。

在清代满汉通婚中，汉军旗人是两族通婚的桥梁和纽带，他们既可以与满洲旗人通婚，也可以与

汉人通婚。如明代辽东总兵李成梁的后代在入清后隶属汉军八旗，《李氏谱系》对嫁入李氏的满洲八

旗女子及出嫁至满洲八旗的李家女儿之出身及生卒年进行了详细记载：“八世李荫祖，娶祝氏少保兼

孙守朋等 从满族家谱探析满汉文化交往交流交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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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子太保、户部尚书、都统、世袭二等阿达哈哈番祝世胤之女，生于明崇祯庚午年六月十八日午时，国

朝顺治辛卯年诰封恭人，己亥年再封一品夫人，卒于顺治己亥年七月初九日亥时，年三十，公殁合葬。

继娶觉罗氏三等侍卫、世袭一等阿达哈哈番觉罗氏达哈塔之女，生于顺治戊子年八月十五日子时，无

育，自十七岁守节，至康熙癸巳年四月二十五日巳时卒，年六十有六，以子 官诰封一品夫人，与公合

葬”[2]980；“八世李辉祖，娶郎氏一等阿达哈哈番兼一拖沙喇哈番、户部郎中兼参领郎公廷辅之女，生于

明崇祯癸未年三月初三日申时，国朝康熙丁未年诰封淑人”[2]981；“八世李兴祖，娶纳喇氏吏部尚书马

希纳公之女，生于顺治庚寅年七月十九日午时，诰封夫人”[2]981；“九世李 ，娶觉罗氏内弘文院大学

士、吏部尚书加一级觉罗公伊图之女，且其女二，俱伊氏出，长适觉罗，都察院左副都御史觉罗公孙果

之子”[2]976；“十世阿思哈尼哈番李林隆，继娶西林觉罗氏内大臣席尔根公之孙女，生于顺治己亥年四

月初四日未时，诰封一品夫人，卒于康熙甲戌年正月十五日子时，年三十有六，与公合葬”[2]975；“十一

世李杰，继娶马家［佳］氏正白旗副都统嗦尔希公之孙女，生于康熙丁未年十月十九日子时”[2]976；“十

二世李建基，杰公长子，娶郎氏满洲镶黄旗副都统郎公之女，生于康熙辛酉年三月十五日巳时”[2]977。
虽然有清一朝，在满汉通婚方面多有政策限制，但在实际执行过程中，并没有那么严格，查处后

对其的处罚也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渐渐减轻。到了清末，满汉之间的通婚已经不受任何限制，甚至不

再受到舆论的谴责。

有学者在研究东北吉林地区《他塔喇氏家谱》记载的婚嫁情况时发现：“共得719例，其中与当地

满洲旗人结姻者为509例，占总数的71%。与汉姓通婚为210例，占总数的29%，这210例中，明确为

汉军旗人的为80例，其他130例中，很多是明确写作‘民籍’汉姓人。其未写民籍的汉姓人，满洲旗人

当很少。”[5]“统计数字还表明，这210例与汉族血统通婚之事中，该家族男性娶汉姓之女者又占大多

数，为158例，占75%。而该家族之女嫁汉姓人者较少，为52例，占25%。进一步说，在这一满洲旗人

家族与汉血统人通婚事例中，该家族所娶汉姓女生育的满汉混血的满洲旗人，要多于该家族出嫁给

汉姓人的满人女所生育的汉满混血汉人”[5]，“这一家族有记录的婚姻人口有近十分之三是与汉族血

统人通婚，这是一个不小的比例，反映出东北地区不设驻防满城而散居各镇、屯的驻防满洲旗人与汉

人通婚较多的情况。由此产生其后裔的满汉民族融合，也可想见”[5] 。
从以上所列满族家谱中的婚娶情况，我们可知即便清代满汉通婚关系受到“旗民不婚”“旗女不

外嫁”等种种限制，但在旗内依然存在着大量汉军旗女和汉女嫁入满洲八旗以及满洲旗女嫁入汉军

旗等现象，也有少量满洲旗女嫁给汉人，而在通婚的过程之中，汉文化与满族文化从最小单位的家庭

中开始交互融合。

五、满汉文学元素融合

与家族有关的人与事一般都可写入家谱，因而在满族家谱中，一些族人的文学作品或与族人有

关系的人也在其中，如作序的作者。有情感的地方就会有文学的存在，因为文学是审美情感的表现

形式之一。满族家谱中有大量用汉文编写的家谱，其中有情感灌注和歌颂赞美等文学元素，因而形

成了文史互映的现象。其实，满族家谱的编修可以显示出一个家族的文学修养。满族家谱孕含着丰

富的满族民间文化资料，也包含了大量的文学元素。优秀的满族家谱文字往往文采飞扬，激荡人心，

满族家谱的文学元素不可忽略。为了写好满族家谱，满族人积极学习汉文经典书籍和历代文学名

篇，学习诗词格律，因而编纂出来的满族家谱体现了满汉文化交融。[6]

（一）修辞优美，蕴含汉文化

在满族家谱谱序和祭文中，经常运用恰当的修辞方法，使其写得颇有文采，词语隽永，从而增强

了家谱的可读性。好的满族家谱往往是一部优秀的文学作品，既不失历史之真，又不失瑰丽之色，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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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人更加喜欢阅读和传承。满族家谱所运用的文学修辞方法主要有对仗、排比、比喻和借代等。如

《马佳氏族谱·祭文》：“国家隆报功之典，视亡如存；朝廷笃念旧之情，有加无已。尔图海，谟猷重地，

弼亮元臣，服事累朝，多历年所。入参密勿出总戎，行柱石之望攸归，鼎钟之铭不没，奄逝一旦，辇盖

痛奚穷。呜呼!泉壤沈冥，良抱股肱之戚，河山巩固，永彰带砺之荣。载展几筵，庶其歆格。”[2]153“临朝

思社稷之臣，抚几切腹心之寄。尔图海才德全备，忠爱性成，既有翼以有冯，复不矜而不伐。成劳茂

著，报礼宜隆。呜呼！气炳日星，嘉明良之既遇；云归乔岳，缅飏拜以如存。三锡牲牢，用光原

壤”[2]153。满族家谱在编写过程中善于运用修辞手法，使得家谱能够吸引读者，传承了家族文化。如

“国资良弼，纪勋绩于旗常；礼重明禋，萃芬芳于秬鬯。惟嘉猷之未艾，宣特典之优崇”[2]153。“德必追

崇，俾泽流于封树；功宜报祀，爰宠锡以尊彝”[2]153。满族家谱既是家族的历史文化记录，又是代代传

承的文学作品，可观可赏，使子孙后代对满族家谱充满兴趣。如“功在旗常，诞畀优崇之典；荣施堂

构，永垂奕叶之光。维乃绩之可嘉，斯惟馨之宜荐。尔图海殚心奉职，宣力服劳。出典戌麾，寄干城

之重任；人参密勿，作心膂于王家。秉奉国之诚、初终无间；凛匪躬之义，夙夜惟寅。念尔殊勋，频加

渥泽，考彝章而立祠宇，灵爽式凭；因时序而奠几筵，蒸尝不替。所司竣事，牢醴载陈。呜呼！风度犹

存，念谋猷于往昔；系纶重布，荷宠锡于无穷。庶克祗承，尚其歆格”[2]153。《吴俄尔格氏家乘·谱序》记

载：“虽时移地易，而按谱以稽，森若雁序，不致茫然莫考，视若秦越，辟诸黄河之水千里九曲，其穿龙

门、过积石以达于海者，皆同源星宿也。”[2]699以上谱文所撰内容对仗工稳、修辞雍容文雅、词句朗朗上

口，足见修谱人深厚的文学底蕴。

（二）引经据典，源出汉文典籍

随着满汉生活交集与日俱增，至清末，满族对于中华民族经典文学作品已十分熟稔，在族人取名

方面源出经典。如《镶红旗满洲邓氏族谱》记载：“天启”源自《左传·闵公元年》“以是始赏，天启之

矣”[7]46；“其昌”出自《左传·庄公二十二年》“为妫之后，将育于姜，五世其昌，并于正卿”[7]39；“天钧”源

于《庄子·齐物论》“是以圣人和之以是非，而休乎天钧”[8]22。《康族世谱——满洲赫舍里康族世谱》记

载：“明志”出自《诫子书》“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9]135；“明德”源于《大学》“大学之道，在

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①。《库尔喀地方舒穆禄氏家谱》记载：“克勤”出自《尚书·大禹谟》“名言

克勤于邦，克俭于家”②；“有德”源于《周礼》“凡有道者有德者，使教焉”③；“永年”源于《尚书》“资富能

训，惟以永年。惟德惟义，时乃大训”④。以上所举均可展现满族吸收汉族文化，逐渐融会贯通，学养

不断提高，从而进一步促进了满汉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三）诗歌抒情，传汉文化瑰宝

诗歌是汉文化的瑰宝，来源于上古时期的劳动号子，后发展为民歌及祭祀颂词，是一种以富有韵

律的语言和丰富的想象来表情达意的文学体裁。满族在汉文化的濡染下，开始形成借诗歌抒情和抒

怀的习尚。在满族家谱之中存有许多不同类型的诗歌，有歌颂祖先的，有关乎祭祀的，有御试诗，也

有抒发个人情感的。如表达宗族情感，《佛满洲佟佳氏全谱》中的“万枝归一本，千派总同源。定鼎功

常在，承恩世不休”[2]312。如抒发解甲归田、抱子弄孙之个人情感，《吉林成氏家谱——正黄旗汉军吉

林成氏家谱》中的《中宪公归里诗》：“吾谋适不用，归卧旧田庐。去矣冠裳远，萧然风月疏。青山容对

酒，白发渐盈梳。招集儿童辈，还来读我书。”[2]1078包含寓情于景和节日抒怀的御试诗，体现了满族的

文化与景观特点。在《吴俄尔格氏家乘》中存有许多御试诗，如下页表1所示。

①《礼记·大学》。

②《尚书·大禹谟》。

③《周礼·春官·大司乐》。

④《尚书·周书·毕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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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吴俄尔格氏家乘》御试诗文表

标题

寒食哭母

秋日感怀

游鹿苑

赠英文菴

咏雪

咏蟹

诗文内容

野淀风光好，风和畅物情；年年春声色，处处水同清。霞影长流静，云华万顷平；恩波随地阔，庶汇尽
欣荣。

错节盘根已十年，从今须着祖生鞭；珠来合浦逢隋氏，剑耀延津待茂先。鹏翮久丰高北溟，霓裳首唱
大罗天；榜花一发皇都日，名世文章彩笔传。

一片青青遍草莱，数枝松柏几年栽；三迁有教亲何愧，一第无荣子不才。人泪萱花俱是血，纸钱心事
共成灰；追封总及存时养，今日椎牛亦枉哉。

万卉逢迎共媚春，慵生剩我事秋吟；经纶未许时流议，学术宁为老俗尘。落叶雁鸿增逸兴，空庭蟋蟀
暗秋旻；世情翻覆谁知己，付与金风语句真。

迤平原一望通，兽肥草浅卧春风；岐王别业原争丽，洛客途穷满眼空。嫋嫋杨枝合嫩绿，纤纤杏蕊
吐微红；遥知兔苑频延士，惭愧相如赋未工。

知君仙骨几多斑，逸兴自飘然。才高八斗，青云客，最堪羡，笔底江山。争道文园已去，胡为又度人
间。挥毫落纸起云烟，只作等闲观。辋川画就诗中景，其中趣，妙得真传。深愧薛涛笺短，致令摩诘
才捐。

围炉博尽闲风雅，梨花片片檐前洒。听去寂无声，飞琼映璧明。轻盈疑落蕊，浸透诗人髓。深树笼寒
雅，蹁跹玉带瑕。

湖海遨游事已非，旧时芦月望依稀；双螯角抵终谁胜，八足纵横失所归。带甲果能冲利刃，无肠空自
蕴珠玑；从今侧目看俦侣，鱼跃鸢飞好见几!

资料来源：根据《吴俄尔格氏家乘》整理。

尽管清朝一再强调“国语”（满语）学习不要荒废，然而满族无法避免与广大汉人交往交流，无法

不学习汉语言。语言是掌握文化的基础，满族在学习汉语后进一步娴熟掌握了汉文化，在编修满族

谱书时，接受了汉族传统文化因素。

六、结 语

满族入关前，满族家谱初始于“结绳记事”。满族各户都有“子孙绳”，一根以五彩线拧成的线绳，

若生了男孩，便系上一把小竹制弓箭；若生了女孩，则系上代表女性的彩色布条，这便是满族先民最

初用以记录家庭成员的实物载体。入关后，随着八旗制度的确立，旗丁分属各个旗档之中，这种户口

档册就是“子孙绳”的继承与发展，同时世袭职位需以家谱辅证身份，亦使得满族修家谱风气日盛。

乾隆以降，满族渐染汉族文化习俗，自身素质得到提升，在撰修家谱上也吸收了汉族家谱的体例和内

容。满族家谱在体例上沿用汉族家谱的欧体、苏体或欧苏合体，内容较之前也愈发完善，同时仍保留

了一部分满族特有元素，如满文和旗属等。满族在与汉族日渐紧密的交往之中，深受汉文化熏陶，满

族家谱也逐渐在汉文化的影响下发展，满族自身文化因子在其中也得到体现，最终呈现出独具特色

的满族家谱。满族家谱是满族学习、吸收和融合汉文化的重要成果，反映出满汉交往交流交融的历

史进程，对于满汉交往交融史研究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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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约编辑 龙 晟】

Exploring the Communication and Integration of Manchu and
Han Cultur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anchu Genealogy

SUN Shoupeng，SONG Qingying
（Research Institute of the Chinese Ethnic Community，Dalian University，Dalian, Liaoning 116600，China） Minzu

[Abstract] The Manchu genealogy is a written carrier that records the development and changes of the
Manchu family, and ha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recording the origi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Manchu surname,
maintaining kinship with the Manchu people, and inheriting official positions. In terms of its function and
content, it all imitates Chinese culture. The Manchu people drew inspiration from the Han family genealogy
to compile a genealogy based on the principles of“explaining lineage, prioritizing elders and children, dis⁃
tinguishing family relationships, respecting ancestors, respecting ancestors, and harmonizing ethnic
groups”. From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of the Manchu genealogy, it can be seen that the arrangement of
generations according to characters,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Manchu surname into the Han surname, the
Manchu people taking the Han name, the intermarriage between Manchu and Han, the Manchu people
learning Chinese literature and replacing Manchu writing with Chinese, all reflect the historical aspect of
cultural exchange and integration between Manchu and Han.

[Key words] Manchu genealogy；Manchu and Han；ethnic integ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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