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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龄成员：
60多岁学会电脑打字

即墨谱牒研究会的工作人员绝大
多数是年过半百的老人，常驻工作人员
7位，平均年龄 71岁，在即墨市史志办
公室指导下工作。谱牒研究会的常务副
会长孙鹏虽已 85岁高龄，但头发花白
的他依旧精神矍铄，每天坐公交车来
“上班”，满怀热情地开展工作。孙鹏告
诉记者，他研究地方史已有40年，即墨
的边边角角他都走过看过，对地方文化
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也都有研究。即
墨谱牒研究会是由一群对历史感兴趣
的群众自发形成的一个民间机构，“没
有编辑部，我们自己写、编、校《即墨谱
牒》期刊”，并与史志办合作帮助群众
寻根问祖。
谱牒研究工作的精细和繁琐超出常

人的想象，孙鹏透露，有的来稿不够专
业，要很仔细地修改，去年他刚做完白内
障手术，现在“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改稿
子。
67岁的焦升志退休后，就经常到谱

牒研究会来，孙鹏介绍说：“当时他还不
是谱牒研究会成员，但是他每天都过来，
迷上了谱牒文化。为了校对族谱，60多
岁的他硬是对着电脑学会了打字，现在
都是盲打”。焦升志还自费跟着工作人员
去辽宁等地修族谱，“现在他不但熟悉族
谱，还可以指导别人修族谱，对古文也非
常感兴趣”。王敬祥57岁，孙鹏介绍说：
“他退二线后，有公司高薪返聘他，但他
不去，专门到我们研究会工作。”
最重要的一点是，他们没有工资，全

凭着对中华谱牒文化的热爱开展工作。
孙鹏说：“有人问，你们是不是傻？但为地

方文化尽自己的绵薄之力，我是心甘情
愿的，能做多少就做多少。”

姓氏修谱：
工程浩大考验体力精力

作为中华文化的一部分，家族文化
卷帙浩繁，可谓浩如烟海，谱牒是中华文
化中熠熠生辉的瑰宝。孙鹏介绍，谱牒文
化源远流长，其起源可追溯至战国时期，
当时记述氏族世系的书叫“谱牒”。即墨
地区文化底蕴深厚，谱牒的修纂工作也
取得很好的口碑，为各地谱牒开发与利
用提供了借鉴。
孙鹏介绍，当今家谱编修进入一个

新的高峰。谱牒研究会成立以来，先后为
即墨杨氏、蓝村黄氏、官庄孙氏、敖山卫
杜氏、何氏、焦氏、城阳不其王氏、惜福镇
街道小庄王氏等诸多姓氏进行修谱业务
指导，指导30多个姓氏编印《周氏族谱》
《黄氏族谱》《蓝氏族谱》《孙氏族谱》《江
氏族谱》等，现在正在编印的还有10余
个姓，“有时候会有二十几个村合在一起
修，是非常浩大的工程，对工作人员的体
力和精力都是个考验”。

与时俱进：
旧时代的范例不再适用

在指导协助各姓氏修族谱的过程
中，谱牒研究会要帮助修范例、制订规
则，孙鹏介绍，“很多旧时代的范例不再
适用，新时期也要与时俱进”。比如“旧社
会女性不能上家谱，但新时期的族谱要
贯彻男女平等原则，男女都一样上家
谱”。孙鹏介绍，在指导即墨董氏家族修

谱的过程中，就遇到了这方面的阻力，
“他们非要延续旧范例，说那是老祖宗制
定的，不能改，我们谱牒研究会去了三个
人，跑了三次，又找了在他们中间比较有
威望有地位的人来做工作，最后才达成
共识”。
明清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家

谱，只记载朝廷命官的职务及政绩，不记
载经商、从艺的家族成员状况，新修家谱
在职务方面要制定一个统一的标准，对
经商、从艺的家族成员统一记述，“有的
家谱在学历方面只写大学生，不写高中、
初中和小学，而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中
学毕业生就算很有文化了，我觉得不同
时代有不同的学历要求，只写大学生不
能反映当时的时代精神”。
孙鹏透露，2016年他们先后无偿地

对10多个续修族谱的家族进行了指导，
比如大金家金氏、牛齐埠董氏、袁家屯袁
氏、西北里车氏、泉子头杨氏、龙湾头王
氏、荆沟王氏等，并帮助校点谱序等。

寻根问祖：
帮刘长春后人即墨寻根

谱牒文化的发展也促进即墨各姓氏
之间的团结和交流，便于海内外游子寻
根问祖。孙鹏介绍，中国人最讲究叶落归
根，漂泊在外的游子通过谱牒勘查血缘
关系，成为寻根谒祖的重要途径。
采访中，孙鹏介绍了 2011年中国

“奥运第一人”刘长春后人到即墨寻根的
过程，“大连的刘运章先生打来电话，说
他与中国最早参加奥运会的刘长春是一
家，刘长春的高祖在清乾隆中期由即墨
刘家庄徙居大连，是山东即墨刘姓家族
的一支，但不知具体所在村庄与宗族谱

系”。他们查询了谱牒研究会收藏的城
阳流亭、莱西埠子、即墨南山东、刘家
庄、张家西城、刘家后戈庄等十余种
《刘氏族谱》资料，最后在即墨宋哥庄
《刘氏族谱》查到刘姓同大连的刘姓先
祖辈分基本相符，终于实现了刘运章寻
根问祖的愿望。
在助人寻祖的工作中，谱牒研究会

会员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店集东河北村
《刘氏族谱》续修负责人刘建敏帮助两名
网友分别寻到了鳌山卫刘氏和龙泉南贡
刘氏祖源地。另外，谱牒研究会会员还帮
助现在天津工作的孙旭峰先生查寻了
《东夼孙氏族谱》中记载的其先祖孙道修
的世系及有关记载。
为了进一步挖掘即墨作为青岛文化

之根的内涵，更为了填补和完善即墨的
地方历史，谱牒研究会开发谱牒资源，为
地方志编修积累资料。截至2016年12
月底，档案库存总数达到162个姓氏资
料，合计631种，1914册。研究会继续制
作了部分谱牒资料电子版，对牛齐埠《董
氏族谱》、袁家屯《袁氏族谱》、温泉东夼
《孙氏族谱》、百里《蓝氏族谱》、大金家
《金氏族谱》等25部族谱进行了整理和
扫描刻录，制成电子版，供前来寻根问祖
的人员查阅。

记记者者探探访访即即墨墨谱谱牒牒研研究究会会，，工工作作人人员员没没有有工工资资全全靠靠兴兴趣趣

□半岛全媒体记者 黄靖斐

清明节后，随着海内外各种宗亲寻根活动接踵而至，掀起修家谱、续家谱的热潮。博大精深、源远流长的谱牒文化广泛泛受到关注。即
墨谱牒研究会在纂修谱牒方面，以水准高且史料丰富而为大家所熟知。4月11日，记者探访即墨谱牒研究会发现，研究会常驻的7位工
作人员，平均年龄71岁。谱牒研究会自2011年8月成立以来，应邀指导30多个姓氏修谱。他们没有工资，靠着对纂修谱牒的热爱，默默
传承着姓氏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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