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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世文献里，关于普通人的记录鲜见。
家谱作为特殊文献，此前只流传于家族内
部。当家谱进入图书馆馆藏，我们可以从文
献角度来理解、定义家谱——家谱是中华五
千年文明史当中最具平民特色的一类文献，
可以联系到我们每个人。

家谱是以姓氏来分类的。据资料统计，古
往今来，中国人约使用过23000余个姓氏，有单
姓、复姓、三字姓、四字姓等等。伴随着历史进
程，许多姓氏因迁徙、战乱、灾荒、瘟疫、避祸、避
讳、民族融合等原因而消失在历史长河中。现
存的4000余个姓氏中，又有一些姓氏因人数稀
少，罕为大众所知，成为生僻稀见姓氏。

此次展览中，湖北省图书馆将展出部分

稀见姓氏家谱。例如湖北大冶《蓝氏宗谱》，
谱序里记述蓝氏是因祖先获封蓝侯，而以官
命族。大冶的蓝氏是明末由江西瑶湖迁来。
黄冈浠水《游氏宗谱》记述始祖为西周时期郑
国公子偃，字子游。后代以先祖名字为姓，元
朝中叶，游氏由江西南昌府新建县迁居浠水。

我国传统家训内容丰富，影响广泛，是最
有中国特色的传统文化精髓，且多刊刻于家
谱之中，是家谱中极为重要的部分。家训一
般有“训”与“诫”两种形式，名称多种多样，如
家诫、家规、家范、家箴、庭训等等，是各家族
制定的教化或约束家族成员的规章约定，是
家族文化的具体体现。

在此次展出的四川犍为《牟氏宗谱》中，

观众可以看到牟氏重视子孙读书上进，家谱
里收录的《家训八条》有“勤学寻”一条，《家训
十二则》有“读书”一则，《牟氏应试科条》中列
16条文武科体现出有关奖励的内容，如“文武
生入乡试者奖茶钱贰仟肆佰文”。

修家谱并非是家族第一代人决定的，而
是在家族发展中由族人对社会关系的需要而
引发出来的，是一种倒叙家族谱系的共同活
动。也是因为这样追忆过去的模式，产生了
附会祖先、移民传说等故事。家谱保存了大
量史料，在历史中为普通百姓留存了一席之
地。家谱回应了人们对历史感和归属感的追
求，确认了个人和群体的身份，有利于家族凝
聚力的形成。

《韩家往事》是作者徐泓母亲家族的
故事，记述了天津“八大家”之首的“天成
号”韩家所经历的百年风云，出版后也广
受好评。在这本书中，作者借着往事与故
人刻画了一代知识分子的历史群像，他们
的人生经历和精神世界不仅吸纳了厚重
的历史容量，也折射出丰富的时代底色。

从家族史展现更广阔的历史视域

韩家五姐妹是20世纪中国女性中
最早接受现代教育的一代先驱，五姐妹
中的韩升华、韩咏华入读的是严修先生
开办的严氏女塾，而韩恂华、韩权华则赶
上北京大学首开女禁，后双双赴美留学
继续深造。

新式西学与传统文化在她们这里相
互交织，她们的婚姻又将各自的人生卷进
了时代的漩涡。五姐妹中有四位嫁给了
海归知识分子，有一代教育大家、清华大
学校长梅贻琦，有著名哲学家、西北大学
校长傅铜，有尊奉实业救国的矿业专家邝
寿堃，小妹韩权华则与著名的抗日将领卫
立煌喜结连理。借着中国传统亲情社会
盘根错节的关系网，作者奠定了此书的基
本布局，以此为线索，在铺陈家族史的同
时展现了更广阔的历史视域，不断去探讨
在转折时期所面临的重大的公共议题。

除此之外，书中所旁及的著名学者
专家更是不下百人，像教育家张伯苓、地
质学家袁复礼、社会学家陶孟和、数学家
丁石孙、作家杨绛等。在历史巨变时期，
这些拥有西方文化视野的现代知识分子
面对启蒙与救亡，面对新思潮、新思想，
他们于国于家于己做出了怎样的求索与
选择，经历了怎样的苦痛与彷徨，又怀抱
着什么样的希望与梦想，同样引人深思。

为了在突出主线的同时吸纳更多的
历史信息，全书以五大地点为纬，以时间
为经，采取了主文+附文的形式，将一些
不属于主线脉络但又颇具史料价值的内
容以附文的形式呈现。例如，“生母的身
世之谜”一节用层层史料揭开了韩德常
的生母、韩诵裳原配夫人王敏的身世；

“燕大音乐系出身的两位歌唱家”一节，
以细腻的笔触生动述说了女高音茅爱立
先生和男高音沈湘先生的故事；“父亲北
上求学的同窗”一节则带出了沈福彭先
生、孙令衔先生那令人悲欣交集的往事。

面对纷繁的史料、众多的人物，作者
常提到“打捞”一词，这是她的一种紧迫
感，也是一种责任感，害怕他们隐于历史
的烟尘，也担心他们的功绩没于时代的
波涛，因为他们应当被今天铭记，这也是
本书写作的初衷之一。

记者的敏锐与学者的严谨

作者徐泓是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
院教授，有多年新闻写作经验。在这本
书中，我们既可以看到她身为记者的敏
锐，也可以看到她作为学者的严谨。

书中很多鲜活的访谈文字、来自家
人的亲笔记述，将读者一下子拉回到了
历史现场。外婆高珍的一段口述，保留
了当年大宅门里的持家之道；姨姨韩德
庄的日记和口述分外可爱和可贵……一
个个具有历史意义的镜头在她笔下被定
格。在读者眼中，书中提到的众多人物
都是与20世纪历史巨变紧密相连的风
云人物，但在作者笔下他们首先是家人，
是朋友，是长辈，家人的笔下不仅有为了
教育事业鞠躬尽瘁的梅贻琦，还有那个
爱好园艺的梅贻琦、给儿子梳头的梅贻

琦。这种对于日常的珍视与回归我觉得
尤为可贵。从书中可以看到，历经劫难
团聚的父女俩津津有味地吃的那份干烧
黄鱼，在上班的路上为儿女织毛衣的母
亲，校长夫人卖定胜糕的始末，汪德昭与
妻子的琴瑟和鸣，等等，这些日常的细密
之处正是历史的针脚所在。自此，历史
不再停留于抽象的表述，而是一个个鲜
活的人、一段段具体的事。

而在家族史之外，这本书的另一条隐
线是对于中国近代教育的注视与思考，既
谈到了近代教育大家严修先生的办学精
神，也有对于留美幼童的历史考察。由于
母亲和家人的关系，作者对于近代幼儿教
育的起步与发展也着墨颇多，在学前教育
方面，她还特意提到了关瑞梧先生、骆涵
素先生和卢乐山先生，殊为难得。

冷静克制可以说是这本书的基调，
作者在这里并非是给出定论，而是非常
扎实地在历史场景中展现每一个人的多

面性和立体性，并以此来弥补宏大叙事
的缺失和不足。

书中有大量的老照片，有些已经百年
之久，翻阅时就犹如在看一本老相册，既
有岁月斑驳，也带给人一种沉静的力量。

母亲韩德常在“铸新”照相馆拍摄的
人生第一张标准像为这个百年家族故事
拉开了序幕。韩家、梅家的大合影十分
珍贵，从这张照片又引出了对天赋很高、
才智过人的梅家老太太的记述。在韩德
庄的私人照相簿里，合照的照片都经过
剪裁，没有了亲朋好友，只留下她孤零零
的一个人，以一种具象的方式刻下了时
代的裂痕。

徐泓在书中说“历史就在每一个人
的生活中”，这既是她对于历史的理解，
也包含了她对历史的态度。书中虽然讲
的都是韩家的家族往事与故人，但他们
在当时所面临的国家、社会、政治和个人
的矛盾，至今仍然萦绕不去。

《韩家往事》：一代知识分子的历史群像

湖北日报讯（通讯员肖曜）《纵览云飞——中央驻
鄂新闻单位简史》日前由武汉出版社出版。该书介绍
了人民日报社、新华社、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15家中
央新闻单位常驻湖北机构的发展史。

中国新闻史学会副会长、华中科技大学新闻学院
原院长吴廷俊教授认为，由湖北省老新闻工作者协会
主编的该书填补了湖北新闻史关于中央驻鄂单位领域
的空白，为中国新闻史编撰提供有益的借鉴和参考。

《纵览云飞——
中央驻鄂新闻单位简史》出版

□ 王振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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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展出的家谱，绝大多数都是1949年
前的老谱。家谱大体包括谱序、凡例、谱论、恩
荣录、像赞、姓源、族规家训、祠堂、五服图、世
系、传记、族产、契据文约、坟茔、名迹录、仕宦
录、年谱、艺文、字辈谱、领谱字号、余庆录等部
分。家族从何而来，是家谱重要的内容之一。

湖北省图书馆馆藏的民国时期湖北黄冈
《方氏宗谱》、湖北黄冈《陈氏宗谱》、湖北江夏
《傅氏宗谱》将在展览中展示。《方氏宗谱》记
录：始祖方兴一，明洪武初自江西瓦屑坝迁湖
北黄冈；《陈氏宗谱》记录：陈文三自江西省饶
州府瓦屑坝迁入黄冈谢蒲庄；《傅氏宗谱》记
录：始祖傅铭九，由江西南昌府瓦屑坝迁居湖
北武昌府江夏县东乡保安一里五堡仓基岭。

江西瓦屑坝为何成为不同历史时期多个
家族叙述中的故乡？

湖北人由自己向上追溯三代基本都能发现

迁移的痕迹。结合史料和统计数据，明清时期，
移民在湖北总人口中的占比超过了本土居民。

元末明初，江淮地区战事频繁，加上水旱
灾害的侵袭，造成人口锐减，生产破坏，田地
大片荒芜。而江西饶州路等地则较少受到战
乱波及，人口增长较快，人地矛盾突出。在明
政府一系列激励政策措施的刺激之下，饶州、
南昌、吉安、九江四州府，尤其是饶州府的鄱
阳、德兴、安仁、余干、浮粱、乐平等地百姓纷
纷外出移民，形成“江西填湖广”的移民浪潮。

当时，鄱阳瓦屑坝是鄱阳湖边靠近鄱江
的聚落和水运码头，移民们就以瓦屑坝为集
散地和出发地，背井离乡，沿水路迁往鄂、皖、
湘等省。因此，瓦屑坝就和山西洪洞大槐树
一样，成为“江西填湖广”移民后裔认同一致
的根，也成为他们追溯记忆的文化符号，从此
在移民的故乡叙事中有了“北有大槐树，南有

瓦屑坝”之说。
除明清时期的“江西填湖广”“湖广填四

川”波浪式的迁徙运动，清末民初又有三次大
的移民运动，封建政策松弛、生产资源需求等
因素驱使山东、华北地区人民“闯关东”，山西
一带人民“走西口”，以及广东、福建人到东南
亚谋发展的“下南洋”。

安土重迁的华夏儿女为何会频频移民？
学界用“推拉理论”来解释——迁出地的推力
以及迁入地的拉力。前者包括自然灾害、战
争动乱、人口密度大、赋税重压等，后者包括
土地资源丰富、人口稀少、环境优美、气候良
好等。在相关历史时期也有强制迁移，例如
朱元璋迁移江南富户到凤阳；朝廷为稳定边
疆采取屯田制，将内地居民迁移到边疆地区
等。也有民众主动迁移，这种移民大多具有
改善生存环境的投资性质。

历经上述移民运动后，如今华人世界移
民寻根问祖主要指向了以下几个地点：华北
人认定自己由山西洪洞大槐树而来；长江中
游即湖广地区的人们多认为自己的根在江西
瓦屑坝；珠江三角洲众多姓氏发祥于广东南
雄珠玑巷；四川移民的祖先在麻城孝感乡。

四 川 省 图 书 馆 收 藏 的 清 光 绪 九 年
（1883）《牟氏宗谱》刻本将在此次展览展
示。在这份由清代人纂修的家谱里，介绍四
川犍为牟氏始祖原籍湖北麻城孝感乡，于明
洪武年间迁四川省乐山市犍为县。在这份
家谱藏本里收录了自始祖至九世承字辈子
孙世系源流。

“问我祖先在何方，湖广麻城孝感乡”，是
川渝地区广泛流传的谚语。

在“湖广填四川”的移民大潮中，两湖人
口入川最多，两湖人口中，又以麻城人最多，
因此有“湖广填四川，麻城过一半”之说。据
清光绪《广安州新志》记载，湖北、湖南合计约
占入广安州人口的60%，而湖北黄、麻籍人口
又占到26.64%。

麻城孝感乡作为移民入川的起始地和集
散地，与山西洪洞大槐树、江西瓦屑坝等齐
名，成为许多移民后裔寻根问祖的圣地。

家谱展为观众画出了历代移民进入湖北
的路线。湖北处于中国中心的地理位置，通

达便利，是北人南迁的必经之路，历来被称为
南北东西大熔炉。以宋代北人南迁的路线为
例，当时移民主要有三条路线：一为中路，从
今河南中部大致经今京广线一带进入；一为
西路，从南阳盆地进入襄阳以后，往南可入江
陵，往东南可入汉阳一带；一为东路，从淮南
的西部经蕲州、黄州而入。北来移民进入湖
北，大多会首选襄阳和荆州等地定居，然后再
南下到今武汉等地区。

依据家谱并结合其他史料，可以明确明
清时期江西移民在湖北的分布，是由东向西
渐次展开，即鄂东——江汉平原——鄂西北
——鄂西南而拓展的。

北有大槐树，南有瓦屑坝 ——波浪式移民潮中的家族记录

问我祖先在何方，湖广麻城孝感乡 ——检视移民潮中的湖北路径

国有史，地有志，家有谱 ——特殊文献里的百姓身影

《母亲的料理时代》，一个朴素的书名。显然，与亲
情有关，与饮食有关。

然而，并不只如此。母亲的料理时代，它指向的，
还有一个逝去的年代。那个年代，是木心先生所说的

“从前慢”，从前的车马都慢，从前的料理，也是慢慢地
拾掇出来的。

“母亲掌厨的年代，还是农业、手工业时代，一般人
的生活都简朴。家里的三餐，也都很简单。人少，两菜
一汤；人多，四菜一汤。以蔬食为主，配米饭和面食。”

作者蒋勋如此写道。这样的场景，也是我熟悉
的。《母亲的料理时代》，也是我的母亲的料理时代。
甚至可以说，连“料理”这两字，都太洋气了，我们小
时候，就叫“做饭”。“妈，我饿了，我要吃饭……”一顿
饭，包括几道简单的下饭菜，这便是普通百姓的日
常，再平常不过。

可是，被中国文化熏养着，蒋勋看到了更多。他
说：“母亲的料理是我最早五行的功课。”蒋勋说，他喜
欢走进普通百姓的厨房，看大灶柴火熊熊，锅勺铛铛，
大水沸沸，热气腾腾，陶瓮陶碗，土石厚重，听大板刀切
剁时砧板利落响亮的声音。

只要稍微留意，我们就能发觉这段描述里所包含
的“五行”元素。可是，平常的时候，我们有谁会注意到
这些情形呢？又有谁会驻足观赏这种场景里热闹活泼
的生命力呢？

木、火、土、金、水。所谓五行，是我们熟悉的物质
元素，中国人认为这是构造世界的基础。甜、酸、咸、
辣、苦。所谓五味，是我们熟悉的饮食滋味，中国人认
为这是料理的基本味道。

蒋勋将两者挂钩，做了一番人生功课。普通百姓
的居家生活，五行与五味，构成了意蕴丰富的因缘关
系。它牵连着母亲在战火硝烟里的离乱岁月，牵连着从
废墟里整理起锅碗瓢盆的日子，还有那些在厨房里挥着
刀的每一天，她用那把刀做出了千变万化的菜肴。

“用五行的观念来看，那时候厨房有炉台，是土做
的，炉子里面烧的是木柴。烧饭时跟兄弟姊妹帮忙母
亲生火，先选细树枝，用报纸点燃，等火上来了，再添加
大一点的柴…… ”

从前，人们使用灶台，掌握火候很重要，而木柴，要
在平时晾晒，尽量去掉水分。急不得，慢不得。从前的
日子，有着自然而然的节奏，有着自然而然的秩序感。

这样子说起来，似乎有点矫情。仿佛在物质丰富
的今天，仍然执意要回到匮乏的过去。而我们都知道，
没有谁真要回到过去，回到吃穿都发愁的年代。我们
只是“想”要回到过去，想要弥补现代生活缺失的那部
分。

在蒋勋看来，母亲料理中“平衡”的观念，一直影响
着他对身体或生命的看法。

小时候，母亲带他去菜场，那些绿绿的青菜，一把
一把，用草绳扎着，蒋勋说，他后来读到《诗经》里“采采
卷耳，不盈顷筐”，心里想到的，就是帮母亲放进菜篮的
包心菜，“卷耳”成了生活的意象，美丽而鲜明。所以，
他很难接受太过人工化的料理，而敬重能把平凡日常
做好的料理。他说：“五行的料理，强调的是当地当
季。食材的当地当季，是我的身体渴望与土地对话，渴
望与季节对话。”

是的啊。我们所追忆的，是那些制造、充盈生命感
的重要活动，是母亲的料理所浸润的情感，是“五行”所
容涵的人与世界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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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几年，我曾有一段时间独处。一下班就写作、阅
读和喝茶，随心所欲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刚开始觉
得挺好的，自由自在，无拘无束。但过了一段时间，内
心就很空虚，没有人陪伴的日子虽然自由，也很孤独。
后来读到奥地利心理学家阿尔弗雷德·阿德勒的《走出
孤独》才彻底治愈了我的人生孤旅，那就是在合作中学
会为他人做贡献，在处世中从索取向付出转变。

阿德勒被称为个体心理学创始人、人本主义心理
学先驱、现代自我心理学之父，与弗洛伊德、荣格并称
为深蕴心理学的三大奠基人。阿德勒认为人天生是一
种社会存在物，在社会生活中，人们进行交往，相互依
赖，相互合作，在社会活动中成就独立的自我，对现代
人的自我成长有着巨大的影响力。《走出孤独》共十五
讲，从自卑的心理根源谈起，抽丝剥茧，把独立人格形
成的过程逐步展现，使人学会平衡自我与这个世界的
关系，弥补内心信任感、安全感和存在感的缺失，走出
孤独。

人为什么会感到孤独？阿德勒认为，人的孤独感
源自深层的自卑。自卑是我们心灵的一个黑洞，需要
向外界索取很多东西，比如爱、存在感和安全感。一旦
索取受阻，就会导致过度自我保护，封闭内心，切断与
他人的联结，从而滋生出寂寞、空虚和内心匮乏的孤独
感。这种由自卑所引发的孤独，即便你整日呼朋引伴，
也难以消除。

怎样才能走出孤独？阿德勒认为，能在与别人的
关系中获得成长的人，才能真正超越自卑，成为一个与
他人有着良好联结的人。只有能和别人心意相通的
人，才能真正不受别人眼光的影响，塑造出健康而独立
的人格。只有拥有健康而独立的人格，才能真正建立
起安全感、信任感和存在感，即便独来独往，也不会与
社会脱节，不会孤单寂寞。

“有人说，性格无法改变。其实这种说法只适用于
那些找不到性格钥匙的人。”阿德勒认为，如果你发现
自己陷入了孤独，并且害怕被别人看到你是孤独的，唯
一的出路就是学会与人合作，这是解决任何人生问题
最有效的方法。只有互利合作，才能解决问题。而想
要学会合作，首先必须明白一件事——人生的意义在
于奉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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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家谱中探究移民记忆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王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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