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杨氏命脉回溯>>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杨氏命脉回溯>>

13位ISBN编号：9787532555109

10位ISBN编号：7532555100

出版时间：2010-7

出版时间：上海古籍出版社

作者：杨年建

页数：886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杨氏命脉回溯>>

前言

我国的历史学家们把历史上的好时期称为“盛世”，其标志是此时的社会安定、政治清明、经济文化
发达、人民生活有所提高。
每逢“盛世”时代，都会出现文化的勃兴，我们中国这三十年也是一个文化勃兴的时代。
文化勃兴的重要标志之一，就是国家修史、地方修志、家族修谱，总结以往的历史经验和教训，为将
来的更大发展作思想上的准备。
从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在全国出现了编修史、志、谱的热潮。
在中国的“百家姓”里，几乎每个姓都在编修本姓的宗族、家族谱。
杨姓也不落后，据我所知，杨姓已编修完成印刷出版的全国性的、地区性的、一个家族宗支性的族谱
，就达十余部之多，还有正在从事编纂的也有好几家，杨年建先生编著的《杨氏命脉回溯》就是其中
的一家。
杨年建先生在阅读了多家已出版的杨姓族谱后，觉得它们虽各有自己的特色，但都还存在着不足，不
能令他满意，所以决定暂时放下自己公司的事务，着手编著一部满意的杨氏族谱。
编写族谱，首先要弄清楚的是本族的源和流这样两个问题。
所谓“源”就是“族源”，杨姓的族源就是谁是第一个以“杨”字为氏姓的人。
所谓“流”就是子孙后裔的世系。
姓氏的起源是个十分复杂的问题，说者都归于黄帝时期，《国语·晋语》“黄帝之子二十五人，其得
姓者十四人，为十二姓”。
但在先秦时期，姓是比较少的，据统计只有二十来个，“杨”字还没有作为“姓”使用，即是说杨姓
在先秦时期还没有出现。
先秦时期出现的人名“杨某”、“杨某某”等的“杨”是氏称而不是姓。
先秦时期姓、氏是肴区别的：姓永不变，氏却是随时可变更的。
父子、兄弟、祖孙可各有不同氏名称；甚至同一个人前后可有不同的氏名称。
但有血缘关系的一群人，虽然各有不同的氏名称，姓却是共同的。
古人在相互打招呼时，对“男子称氏，女子称姓”。
女子称姓是出于“同姓不婚”的需要。
战国后期到秦汉时期，姓氏不分，先秦时期大量出现的“氏”名就都成了姓，所以姓才大量出现，方
有“百家姓”的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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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杨姓在中国“百家姓”中属大姓，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至今已发展到好几千万人，遍布世界各地。
近几十年来，全国出现了编修史志族谱热，有关杨姓族史的出版著作也有十余部，但因所据的资料不
足及受限于研究的方法，均不够理想。
本书编著者广泛搜罗各地族史，结合正史，在前人的基础上，编写出一本堪称迄今为止最为全面的杨
氏族史。
本书有考有论，具有一定的资料价值与学术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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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远古先有世系，后派生姓氏，维系了中华民族数千年的历史，从原始走向文明。
历史的运动创造了社会关系，而世系是国家民族姓氏历史文化的载体。
姓氏是血缘的标志，是一种把不同人群区分开来的符号。
同姓不婚，有效避免了近亲婚姻造成的遗传不优问题，又可解决血统范围内的财产继承处理问题。
姓氏更是人与人之间团结的符号，力量的聚汇，联系的纽带。
原始社会时期世系以母系计算，故称母系社会。
其后男子逐渐代替了妇女在经济生活和氏族中的主导地位，世系从父系计算，故称父系社会。
在没有文字以前，氏族部落首领兼巫师口传世系。
夏、商、周的古代文明，设有史官，称史佚、瞽史，以职掌世系。
《国语·鲁语》云：“工史书‘世’，宗祝书‘昭穆’。
”《周礼·春官·小史》载：“小史，掌邦国之志，奠系世，辨昭穆。
若有事，则诏王之忌讳”。
《国语·鲁语》日“明者为昭，次者为穆”。
又《礼记·王制》云：“天子七庙：三昭三穆与太祖之庙而七。
”又《祭统》言：“夫祭有昭穆。
”昭穆者，所以别父子、远近、长幼、亲疏之序而无乱也。
何谓姓？
何谓氏？
姓是标志家族系统的称号，其本义是表示血统；氏为姓的支系，用以区别子孙之所由出生。
夏禹时期，我国建立了第一个王朝，原已有之的氏族、部落发展成为世袭制度的国家，于是“胙土命
氏”，氏便由姓的总体或母体分出，成为诸侯国贵族的专利荣称。
至周朝，以王朝宗主姓为主体，通过分封各诸侯国转为氏。
周朝是以国为氏的鼎盛时期。
或因国名氏、因官名氏等等，形式多样。
根据生化遗传学原理，每个人的祖先数目都随世代增加而按几何级数递增，即每个人都有父母计两人
，祖父母和外祖父母计四人，曾祖父母和外曾祖父母计八人，以此类推，上溯十代，即有一千零二十
四个祖先。
我国百家姓就占90％的汉族人口。
理论上纯正的血统十代以后已经甚少存在，孟子日：“君子之泽五世而斩，小人之泽五世而斩。
”当然，遗传是相对稳定的，这主要依据是父母都传给孩子DNA，而父亲传给儿子的Y染色体基因不
变，女性的线粒体DNA在后代中不会重组，如此，亦可以使科学家寻找500年前甚至更加遥远的人是
否是同一家族的宗亲成为可能。
上溯百代，有千千万万个远祖父母和外远祖父母；世系传承又可解决遗传方面的疑难。
于是，倡导姓氏文化的传承，才能发扬民族优秀文化传统，而不应该是“血统论”搞宗派主义。
现中科院遗传所研究员袁义达先生提供的资料为：我国历史上曾出现有一万一千九百三十九个姓氏，
现今共有五千六百六十二个姓在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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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如问我花那么大的精力，上穷碧落下黄泉，求索四千年的家族世系而作成《杨氏命脉回溯》的动因是
什么？
世纪之交，人文学方兴未艾，谱牒学再度崛起，这是盛世的表征，我们有了千载难逢的好时机。
是其一。
改革开放以来的三十年里，一拨拨在世界各地的华人回国寻根问祖，他们的殷殷赤子之心无不动人心
魄，但作为祖国的主人，没能提供可靠的谱牒资料，而已有的谱籍资料往往属于断篇残书，或源头不
清，或套接攀附，随意无序，很是令人遗憾。
是其二。
不同的意识形态，不同的政治理念，面对的是“中华民族”这个词，却始终抱有同一宗祖的情怀，都
有着由衷的归一感。
是其三。
这是多么荣耀的历史性命题，这个命题蕴藏着巨大的无形资产，从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传统美德来
思考去做好这件事，是功德无量之举；从人文学角度来考量，若能完成这一巨著，并非只是抢救了杨
姓一家族史，还将对中华民族史的人口学、遗传学、人文学诸方面作出贡献；谱写辉煌，温故而知新
，意在激扬起后裔追溯前辈业绩，从而获取精神力量。
于是，就有了这么一个大胆的立题与编撰思路。
起步时，资料不足，飞赴甘肃天水查阅《华阴县志》；将信将疑，上陕西华山仙峪找到“杨氏先祖避
难处”以证其实；河东杨的谱籍，是千里行车山东微山湖畔所得；找寻天水杨的资料，三番五次去江
苏如皋说情由；浙江的天姥山不知去了多少回，就是为了觅得珍贵的资料。
如此等等。
所收杨氏典册可谓浩如烟海，在占有了大量的民间杨氏谱籍资料之后，熔裁整理，竭尽驽钝。
本书起稿之初，恰逢温家宝总理访美在哈佛大学演讲，他说：“中华民族的祖先曾经追求这样的一种
境界：‘回溯源头，传承命脉，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于是，因以为题。
章节如何安排？
取舍如何得当？
如何将历史文化沧桑与现代文学的交流完美整合，使辉煌的族史中那波澜壮阔的场景跃然入目？
是谱牒，就得不离谱牒的条件苛求，按代次年考匡正每个细节；是史书，就得按历史的脉络，层层紧
扣，给人以时间流的感觉；是文学作品，就得文字流畅，情节生动；是学术著作，就得按学术的规范
解决一些历史上的世系疑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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