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民俗研究 1 9 9 4年第 3期 (总第 31期 )

修 谱
:

收 族 的 法 门

一清 代 孔 氏修 谱 档 案 论 析

周 柞 绍

衍圣公是孔氏宗族的大宗主
,

他有收

族的责任
。

所谓
“

收族
” ,

就是衍圣公有

领导和管辖孔氏族人的权力
,

用续修族谱

的办法将孔氏后裔收编起来
,

形成完整而

庞大的谱系
。

孔氏向来有
“

三十年小修
,

六十年大修
”

之例
,

孔氏裔孙都把修谱当

作一件隆重的大事
,

每次修谱有封建王朝

的支持
,

只要成为
“

孔 氏嗣孙
” ,

既能光

耀门相
,

又能
“

优免差摇
” ,

衍圣公也能

以此大壮声势
,

所以总是搞得很热闹
。

自清代以来
,

大规模的修谱有两次
。

前一次是乾隆九年 ( 甲子 1 7 4 4年 )
,

后一

次是近代的一。 2 8一 1 9 5 5年
.

为 了保持孔氏裔孙的纯正
,

在孔氏族

规中反复强调
“

严锄非种
” 、 “

严防乱宗
” 、

“

异姓勿抚
” ,

主要是严禁
“

乞养异姓义

子以乱宗支
” 。

因而
“

谱碟家规
,

正所 以

别外孔而亲一本
。

子孙勿得勾相誊换
,

以

混来历宗枝
. ”

出于这个目的
,

在修谱时

有繁琐的规定
.

修谱的步骤
:

第一是先由衍圣公府制

定和公布修谱条规
,

凡例
,

榜示
,

同时族

长也相应发出各种晓谕
, “

凡例
”

不外乎

是一些修谱的体例和办法
。 “

榜示
”

是修

谱的布告
,

确定修 谱 的 日期
、

机构
、

原

则
。

特别规定了
“

严核假冒
” 、 “

详查遗

淤
、 “

表彭遨行
, 、 “

斥除匪类
, 、 “

务

秉至公
”

等几条
.

具体负责修谱的有篆编

馆 ( 又称 修 谱 馆
、

谱馆 )
.

设立的职务

有
: “

鉴定
,

( 乾隆九年修谱时
,

是由衍

圣公孔昭焕兼 )
、 “

监修
” 、 “

提调
” 、

“

编扩
、 “

掌收
” 、 “

校阅
” 、 `

誊

录
” 、 “

督刊
” 、 “

收发
” 、 “

供应
”

等

十种
,

这祥从纂修
、

印谱到发行
,

都是有

专人负责
.

乾隆九年的修谱是从二月十七

日开始
,

当然
,

届时举行开馆修谱的告庙

仪式
。

第二是
,

命令各户户头户举
“

速造

各户履历格册
” , `

刻期呈送
”

修谱雄篆
修

.

第三是纂修谱册
.

第四是科印
,

同时

发布告示
,

严禁搅扰刊修作坊
,

最后是
“

旗

谱
” ,

即发行
,

同时备办花红筵席酬劳纂

官
。

流寓外地的孔氏族人在修谱期凤
,

纷

纷送呈 l日谱
,

加入续修
.

修谱的
“

条规
.

都是很具体的规定
,

包括格册样式
,

各步

骤的做法和要求等等
。

修谱活动的规模之

大
,

办法之细
,

又是孔府所特有的
.

估得一提的是几条不许入谱的规定
,

如
:

“

以义子承挑者不许入谱
。

以赘婿奉祀者不许入谱
。

再酿带来之子承祀者不许入谱
。

流入僧道者不许入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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午犯名义者不许入谱
.

流入下残者不许入谱
. ”

而且
,

凡入谱者 都 必 须连名至结
,

保证
`

并无假冒
,

过恶
、

有干家范等情
” 。

大规模修谱所需要的高额费用
,

并非

由衍圣公承担
,

而是规定
; “
旧例族人每丁

捐银八份
,

为一应剥删工料之费
. ”

衍圣

公下令
“

火速照例催交
” “

如肴怠玩抗违

者
,

即指名申报
,

除依家范重惩外
,

仍不

许注名谱碟
” 。

如此在
“

不许入谱者
”

中

恐怕还要加上一条
,

即
:

不交修谱捐银者

不许入谱 ! 费县族人 孔 兴 壁等因未交谱

费
,

被改为 梦卜族
” , “

乃受公罚
” , “

立

碑免惧
” , “

始输银四钱
”

之后
,

才
“

序

其名于贫谱以内
” 。

私吞谱费的事也有发

生
。

乾隆 6 。年
,

孔传诗等在直隶开州借修

谱事
, “

骗银二百余两
” ,

将外孔
“

潜入

谱内
” .

还有借修谱为名
,

招摇撞骗
,

从中

谋利
,

如嘉庆年间
,

四川垫江县孔继铭
,

更名冒充
,

到由东修谱
,

借端敛钱
。

由于

以外地孔氏回曲阜
“

观光
”

的身份
,

得到

衍圣公府暂委五品执事官
,

在孔庙供事一

次
.

孔继铭回川后
,

居然以五品顶戴的圣

庙职官身份
,

私刻铃记
,

讴骗银钱
.

后被

查 出
,

判到
“

云贵两 广 烟 痹少轻地方充

军
” 。

这样
,

本来是尊祖敬宗光耀圣裔的

大典
,

结果弄得乱七 八 糟
。

类 似这种情

况
,

还有贪贿受嘱
,

挟嫌勒索
,

假冒遗漏

等等事件
,

在孔府档案中泛泛可见
.

孔氏裔孙
,

虽为 一 族
,

总 有贪 富之

分
。

孔府档案中有关宗族的内容
。

由于强

调血缘关系
,

往往掩盖了贫富悬殊的真实

现象
.

在修谱过程中
,

名义上孔氏族人应

该共续家谱
,

但是穷苦族人往往因为缴不

起谱费而受到不平等的待遇
。

档案中选录

的泅水县古城户孔兴皋申请入谱所费的周

折
,

颇能说明问题
.

孔兴皋祖居古城村
。

七岁时
, “

因年歉
,

在家度日不过
” ,

随

父逃荃牺水大平庄姑母苗姓家居住
,

十兰

岁时
,

其父死
, “

因家贫办不起知结
” ,

遂寄埋在古城村其叔家园内
。

十四岁时
,

户头孔衍平到 太 平 庄
, “

言目今修谱
,

每一名要银八分
” 。

孔 兴 皋 因
“

乞食为

生
,

无银给他
” , “

伊遂挟小嫌于谱内
”

定孔兴皋之父
“

无传
” 。

二十二岁时
,

孔

兴皋回古城村居住
,

因
“

不识丁
” ,

又无

人向其言
,

至三十四岁始知此事
,

遂与孔

衍平较理母于族 长 案 下
。

待了二日
,

孔

衍平向其言
, “

族长谱内使朱笔添上你兄

弟两个的名字了
,

不必糊嚷
” 。

兴皋
“

即

以为入谱
,

心全无疑
。 ”

康熙 57 年
,

其母

死于太平庄
,

兴皋
“

欲殡送母丧
,

启父坟

入林
”

启明宗 主
。

结 果
,

衍 圣公府批复
“

宁失一真
,

不认一假
。 ”

在乡民岳光先
、

族

人孔兴周等其结具保之后
,

衍圣公府批复
“

两次本府批词甚明
,

谱系枚关重大
,

祖训

森严
,

岂可滥入
,

入谱历来罕闻罕见
,

非

木府过于严刻
,

事断不可行
。

尔等无庸再

三琐读
。

不准
. ”

这样
,

孔兴皋父母之枢

只能停于街中
, “

皆不获葬
” 。 “

往来人

等询其情由
,

无不伤心
。 ”

六十户户头孔

衍魁等再次恳请准孔兴皋入谱
。

衍圣公批

答
. “

尔等不可情托一时之私起见
,

而废

数百年列祖谱例定训乎
。 ”

命令族长汇齐

呈内人等及阖邑绅矜
, “

赴府公仪
” 。

最

后
,

在族长及合族绅铃六十户族人公同恳

请之下
,

衍圣 公 才 承 认
“

谅属 真 派无

疑
” , “

令其添入谱内
。 ”

孔兴皋入谱的

事
,

前后经过五十年之久
,

总算解决
。

在修谱当中
,

既有真孔假孔之别
,

也

有富孔贫孔之分
。

像孔兴皋这样的贫孔入

谱
,

很费周折
。

相反
,

富孔入谱
,

就不怎

么费难
。

乾隆54 年
,

全乡县孔毓修要求入

谱
,

由于
“

殷富
,

多捐谱资
, ”

( 孔毓修

自称按每名交京钱二百二十文计
,

十七人

共交三千七百 四 十 文 )
,

又能
“

贿通户



头
砂 ,

因而
`

照例入谱二 但是引起族人

的不满
,

认为
“

但知有援例捐职之说
,

未

闻有输财纳姓之条
” ,

甚至提出誓不与伪

孔同谱
,

恳求退出大谱伤入民籍
,

造成所

谓
“

以孔避孔
,

孔恳不孔
”

的事件
,

结果

被衍圣公
“

押管听候严讯
” 。

孔氏嗣孙有优免差摇的好处
,

使得寄

居外地的族人纷纷申请续修支谱
,

来争取

这种
“

优待
” ,

以减轻负担
.

这样就产生

了孔氏宗法贵族地主与其他贵族地主之间

的矛盾
。

试摘取几例说明之
。

乾隆 3 年
,

奉天锦州府义州孔衍俊等

申请入谱
。

其祖于明朝崇祯末年因
“

兵焚

蹂瞒
,

本地荒歉
” ,

携带家口移至关外义

州
,

租种为生
” ,

与庄头高文暇
” “

_

比邻

而居
” ,

高拜其祖为义父
。

到高文暇之孙

高维屏时
, “

暴横无度
,

势倾民族
” 。

雍正 3

年衍圣公
“

谕帖来召
” ,

孔衍俊遂回乡序验
,

“

蒙给印照
” 。

但高维屏
“

朦天作弊
,

诡

挪年月
,

于雍正十年内捏载数小名
” ,

谓

孔衍俊等
“

俱伊仆人
” .

而且义州本管衙

门
, “

始称由来不知
,

继云内务府丁册有

名
,

委系高维屏家奴
” 。

这场官司打到奉

天将军衙 门和户部衙门
,

后来内务府一查

明高维屏并非固伦公主陵上供应庄头 ( 按

例
,

园寝庄头系内务府所管之人 )
,

应由

锦州府处理
,

因高维屏指孔家为奴的证据

不足
,

而且应 由锦州府处理
,

由于从前即

有卖身族下
,

经伊主婚配之事
,

亦应准令

开挡归宗
,

未便将至圣子孙听令庄头久占

为奴
。 ”

所以
“

查明孔衍俊等档案
,

销毁

开除
,

听令归宗
。 ”

嘉庆年间
,

奉天锦县孔传广等得到衍

圣公传照令其
“

迅速来曲
,

续修友谱
。 ”

但孔传广认为
`

身祖居住义 ( 州 ) 界充当

庄头迄今陆拾余年
,

虽系圣裔
,

从前并未

修续支谱
,

即身上年亦未赴曲投呈恳修支

谱
.

今既靠衍圣公来文
,

理宜亲身抵曲
,

但身系族人
,

现充庄头
,

应办各项差摇
,

身等实不能前往
” 。

这里虽 系族人
,

现充

族人庄头
,

不愿修谱的例子
,

像这样不愿

修谱的族人并不多见
,

与其所处的地位和

环境有关
。

道光年间
,

豫亲王门下司库范文亮向

盛京将军控告孔成珠 ( 后改名孔传增 ) 等

冒认圣裔抗违王差
。

但孔氏族人一再申诉
“

并未报名
,

投族行 京
,

亦 未 经选绣之

差
,

惟每年纳丁银 于 王 府
,

借可久居无

虞
,

何得算为王府壮丁
。 ”

并要求释放被

押族人
,

官司打了几年
,

结局如何
,

档案

中无说明
。

即此一例
,

可看出贵族地主之

间利益争夺的迹象
。

总起来说
,

孔府续修族谱
,

是维系血缘

关系和加强宗法统治的手段
,

一方面为了

维护孔氏后裔尊贵的社会地位
,

另一方面

是壮大封建宗法势力来为封建统治服务
.

这样
,

孔氏宗族就可以同封建制度一样
,

“

与世共存
,

与 国咸休
” 。

孔氏宗族之所

以成为
“

天下第一家
” ,

究其历史原因
,

实在是孔 氏族权与衍 圣 公 特权结合的结

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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