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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 据《张氏宗谱》口功迹源流”记载，我们东营张姓族户，原籍是直隶

扬州府高邮州时堡镇通济桥。始祖名僬，是辅助明太祖朱元璋靖山河定一

统的开国功臣。洪武九年(1 3 7 6)，往怀远(自元代设立、包括我仍这

地方在内的县)屯种(带领部属军户一边驻防一边种田)，营扎荆湖(始

祖扎营之地，原名荆湖。后因与王戚(相传我族始祖与西营王姓族祖是表

亲)分兵定居，改名东营(王姓定居地名话营)。洪武三十年(1397)，

始祖镔公才由原来的总旗职(管军五十户)加封为大河卫中所，世袭

百户(旧时允许子孙继承先代职位的制度称世袭，中所是管军百户的长

官，与昭信校卫同属六品军衔)．这就是我们始祖定居、受封以及在明代

十世袭职的原诿，由于始祖是行伍出身，所以把我族与八旗(当时有朱陆

刘黄彭张严唐八姓，均属小旗职，一，／J、旗职管军十户)以及全所军户，称

为军籍；共同开垦的土地，称为军田；全所所属的范围．称为张伍．当时

对军民所有的土地还有过限制：只准军籍人买民田，不准民籍人买军田。

所以在四次续修的《张氏宗谱》中，绘有张伍图，在周围还标有军民界

址．这只是为了保留这个历史古迹，实际自清德宗中叶，卫所裁撤，就废

除了这个限制曩

我《张氏宗谱》史修于明万历三十七年(1608)，是我九世祖有庆公，

为了使始祖的功迹源流有所记载?子孙蕃衍的世系不致紊乱，而手书的革

谱。第二次修于清康熙三十年(1691)、与第一次修相隔八十三年，是几世

祖亲手修订，现已无法查考。只从“第二次修宗谱弁言”后的时间，确定

谱成之Et该是如此。自此，又过了二百一十七年，到清光绪末年(19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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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由族伯父锦波(名振标)、尧夫(名振勋)二公，作第三次修订．第一次修

谱距三世祖仅一百四、五十年，致使仅相隔百里支分清江的三世叔祖镛、

奇二公的后裔失序，这三修与二修竟隔二百一十多年，无怪翻开世系表

看，从t二世到十四世间，出现了大量的失序现象，更加那时只有手抄

本，数量太少，．实在是在所难免的了。先父(作朋)与族兄恒宾，接受了前

人失误的教训≯在仅隔十六年的民国十三年(1924)，毅然发起作第四次修

订，先父并在世系考前增绘了世系总表，但也因资金难筹及时局混乱，未

达付印‘的目的。仅隔宝年，虽1]f民国十七年，族兄恒康、亚筹奋然继起续

修，。并将参与续修人的序、志、图、表等文献载人谱书，接着筹集资金，

石印三十六部正谱，按房分存保管。

。1第四次修续宗谱，至今又己过去六十年头了。特别在这六十年中，经

历了战火纷飞的：八年抗日战争和三年解放战争的洗劫；抗日民主政权建立

初期破除封建迷信运动的销毁；十年浩劫中嬲日立新浪潮‘的涤荡，这三十

六部石印正谱，几乎损失无遗。纵观宗谱的经历，难怪有人说： “危险啦，

危险!”：若不是有细心人当贝宝一样收芷、幸存这一、二部“遗产” ，

我们今天要写族志，只能是一句空话，或者只能以“据传”、 “听说”一

类含糊之词应酬罢了。

’我们因年龄与身体关系、退、离休后，正是党、政、地方、部门大写

史志的时候，想为地方志提供点滴素材，为破除封建宗族观念，维护新的

道德风尚，推进两个文明建设，特聚族中代表性人士，商量并推我等编写

1部具有地方志性质的《张氏族志》，借以反映我族的历史人文情况，作

为我等退、．．离休后的余热奉献。当然，也在所难免的有为我族世系承续的

因素，。但这不是我们主要的目的动机。

‘。?现将全书内容分述如下：

一．¨ ⋯ j j

一、 《张氏宗谱》文钞



《张氏宗谱》已经包含着人物、事迹、地理、文化等内容，粗略地呈

现出志的形象．唯其中存在着大量封建糟粕，但这又为时代所限。我们只

将它作为我族的文化遗迹去看待，将其中的序、志、凡例、弁言、跋⋯⋯
L ?

全部猎收入志。这样，—方面可以作为我们分析批判的材料，—方面可起

到激励我们后起者奋发学习，秀超前辈的作用。

二、历世珍鉴 一

为数动、孑少年奋发向上，将自始祖以来，直至今天，对国家民族建有

功勋，具有较高职位、较高文化、专业技术、有著作、有建树，及虽非如

上所述，但蕊社会上有影响、有威望的人给予记述，有的还载人了他们的

较详经历，给青少年附立了学、赶、超的目标。

三、 耆 贤新秀

为推进文明建设，树立尊老爱幼、和亲睦邻、团结互助、谦逊礼貌、

公正无私的良好风尚，除订立族约外，还表彰了具有代表性、男女老少兼

有的％德优良的人和事，使族人学有榜样，行有准则。

四、 荣 哀 录

志中还载入了在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中负伤致残的荣军、壮烈牺牲的

烈士，以及他们负伤、牺牲的时闻和战役地点，有的还为他们立了传，阪

表示对他们的。鬃敬和怀念。使后起者懂得今天的幸福与他们抛头颅、洒热

血的密切关系，从而珍惜今天的幸福生活，树立为保卫祖国、建设祖国的

正确目标丽勤奋地学习、劳i为和j]二作。

五． 寿 星 座

志中还记人j‘近f弋年满八十以上的老人(包括已故)。古有‘‘人生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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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古来稀”的说法，我们却只记载了八十岁以上的人，这是因为今天医药

水平的提高，生活条件的改善，特别社会安定，减轻并解除了大量的思想

负担和精神枷锁，人的寿数普遍延长了。七十岁是“古稀1，而在今天不

算太稀了。从而提醒人们自觉地维护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努力攀登文化

科学高峰，为实现更高的文明世界而拚搏，做一个有理想、有抱负、有作

为：’向人。

六、 世 系 表

我们的世系表，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世系承续与支派呈述的事实。但稍

一留神；即可发现其中的潜在目的，还在于革旧创新。

原《张氏宗谱》的世系表，把长子列在其父亲的名下，其余各子只能

依次往后排列，并在第三次“凡例”中的第一条首先阐明： “父大书于

上，宗子(嫡生的长子)书于下，支子(指次子、 三子⋯⋯一)续于

旁⋯⋯·”，这就给人们树立传宗接代的一个重要偏见。如特殊遗产、职

位、技术专氏等，都有传长不传次的惯例。始祖百户这个六品武职，到明

末。卜代世袭，但每代都是氏子袭职。我们在志中将这表式改了，并将女

jL、尥养的子女，以及入赘的女婿，同亲生子一样列入表tI-I，打破女儿、

养子女不能承嗣接代的封建观念，破“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谬论，立

同是炎黄子孙，谁能养老准就黾后代的新观念，自觉地晚婚、少生、 优

育，提高入u素质。

七、 户 口 登记

这一部分的内容，是为全族入口登记。其目的：一为写志服务；二便

族人相互r解与联系；三为辨别同名字入的各自所居地址，所属支系，父

是阿人，子女是谁，不致混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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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罩分 趟字表

第四次续修的宗谱，已经分别于永禄、永寿二公及联宗升环公的后

裔，从二十世往后，排好八个辈份用字。现我们几经深思熟虑，一为避免

重名现象出现太多，特从二十一进起再多排两个同辈份用字；二为长远

汁，在原已排到二十八世的情况下，特再往下多排八个字，以供今后之

霈。希我族人能按所属支系，取规定的字为子女起名为好。
●

‘

九、 备 考
! i

我们对迁居外地、工作他乡、侨居海外的本族人，虽经多次发函、专

人采访，还有多数人未得详情，特别是迁居外地，对间较长、地址不详或

有变更的，下辈已不知原籍、不记得或不知道始迁的上辈的名字等原因，

至今仍无着落。现仅将原迁出时已知的人列入世系表中，并在备考中仍然

记下他们在原来《张氏宗谱》中所载的名字和迁入地址，以便今后取得联

系，弄清情况后，待机补入。 ．

我们在工作中，曾得到不少人敦促鼓励、支持帮助，撰文献策，奔波

操劳，在此一并致谢。我们受水平和能力所限，遗误之处难免，希在阅读

中善于发善，并及时以口头或书信与编写组联系反映，以便勘误补救。

十九世永洁撰稿

编写组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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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国家有史、地方有志、家族有谱．今我辈所撰纂者何不谓谱而言志?

其为家族所居要在地方。族者，乃地方一部分同宗之民也，不言谱而言志，

因属地方志之一部份也。目今我乡编写之乡史谓乡志。我族今所为者，

不仅序世系，重在言及人和事，其谓志不亦宜乎?修志之重要，乡志已言

极是，观乡志之重要，即知族志之重要矣。

凡修志须于盛世。现值民富国强，百业臻荣、上至国家下至乡镇，无不

纂史修志、继往开来。故我族退离休干部及关心地方史志之族人，有鉴于

此，于八八年三月间初商编修《张氏族志》之事。其目的是在使族人明嘹

世系支派，确立新时代伦理观念；记载前辈族人功绩，启迪后世子孙；教

育族人热爱人民，热爱中华民族，为振兴中华建设祖国而奋斗；重视科学，

破除族正族长和重男轻女等封建观念， 讲求民主、平等、和睦； 监与在

台族人通信，欢迎他们回乡探亲，与族人团聚，为统一祖国大业作出贡献。

故此次修志，与以往历次修谱不同。往H修谱，只重序世系、分支派，

讲亲疏，论辈份，以致造成以宗族代行政， 讲宗不讲理， 大族压小族，

同姓欺外姓等弊端。今日修志，亦序世系，但不以封建礼教为圭臬来约束

族人；亦不以族势欺凌外姓．而以宗族为学校，教育族人重社会道德，讲

民主．守法制，以利家内团结；族内团结； 地方团结。 绝非恢复封建制

度，搞宗族主义。如以己往之观念，来否定今日修志之意旨，则谬矣。

我族族谱失修，已阅六十余年，子孙蕃衍，人口日增，晚辈令名，己

呈紊乱现象。若再不续修．则不惟世系不明，称谓无依，即合理之观念，亦

6



将难以建立；科学之优生，亦将遭受妨害。尤其客居他乡之族人，随岁月

之流逝而不知乡族为同宗矣．为此，我侪一经倡议修志，本地外地族入无

不欣然赞同，监积极提供宝贵意见，以利进行。爰于去岁五月二十五日下

午在陆庄召开各房族数十人代表会议，具体研究落实创办事谊，当即成立

筹备组织，分头夙夜从事，草拟调函和有关文件及派专人往外地访察，与

本地同工，逐户登记草表，筹集经费等．此次修志，校旧创新，事务繁多，

其详情恕不尽述．经同仁年余之努力，得多方襄助，巳纂成付梓。户存一

编，裨得普阅，以昭后世，是为序。

十九世迎春、恒荣同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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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氏宗谱》

文钞



第 一 次 修

淮阴张氏族谱世系图序

余谢仕归林时，正歇农讲武时也。进谒桑梓旧戚世亲，及登张氏堂，

l见昭穆群列。济济簇簇，鹄立森严。观其语，询其情，尽谓今日之事，乃

荐亲之举也。余欣然有喜色：因其家族淮海、果称云林；耳其家声淮海，

果称秉礼；接其次序淮海，果称雍容；考其原由淮海，果称世胄，俱非他

姓所及。因经事毕之余，携余静居，促余之膝，捧其谱诰，置余之前，语

日：“三世不修谱，律之不孝。吾族世宝祖诰，授之宗子，如周之桐封，

岂遍及于余支耶! ”余因阅其本源出自始祖讳缫者，实佐太祖高皇帝定一

统靖山河之功臣也。源籍有派，此真可以成谱矣!故修谱其何所仿乎?殆

斑马之遗意乎!其何所宗乎?殆欧苏之遐轨乎!夫谱以欧苏为宗，当以欧

蒜兼酬之。其法：首叙重创始也，次诰以慕勋也，次图昭世系也，次行实

以定趋也，次书父以示本也，次书子以观后也，次书妻以观内也，次纪生

以纪年也，次书殁且葬以志终也。夫世系昭则源流清矣，勋慕则追本忠矣。

沛辨则称谓审矣，行派一则亲疏联矣，行实核则品节详矣，因子而及父则

擘道著矣，后可观则继述善矣，内可观则妇顺彰矣，年有纪则序不紊矣，

殴且葬有志则远不忘矣，统纪秩如有伦有脊，君子日可以观族矣。於戏!夫

潜之从言者华也，贵实也，实则足征矣；言之从谱者溥也，贵详也，详则

可考矣。或者托虚以为实，举亲而遗疏，言不足征，事无可考，甚至谱不

必作，作不必继，继不必善，历世而不知祖之源流；今之荫袭，而不知祖

之汗马。倘令其世袭，从何考证其条例?是谱也，于张氏之之后裔，亦当

揆厥所由，念厥祖考，修其身，毋忘其先，培其根，毋忘其本。务贤愚相

劝，贫富相恤。尊卑相体，亲疏相睦，举族之人如初一人之身， 则天心助

顺，可与国家相悠久矣!派清谱成，余述为之序。

万历互十七年岁次己酉十月朔日
R，



苏州府昆山县仔学教授邑人石仕官谨识。

功 迹 源 流
气

、

考始祖讳僳公系直隶扬州府高邮州时堡镇通济桥人，于吴元年三月绍

兴于李千户下归附从军，．九月克苏州，拨羽林卫。洪武二年选充小旗，征

济南等处。洪武三年克益都等处，特授昭信校尉。洪武四年回卫调风阳，

乃为卫守御。洪武八年归并风阳燕居。洪武九年往怀远屯种。洪武十四年

除水运右卫总旗，营扎趔湖。后霹王戚分兵，号日东营。洪武二十年钦命

以水运右卫左所，总值几人予海运粮。洪武三十年以年深总旗，十一月

十八日钦除大河卫中所，世袭百户。为因老疾，告替子安公残疾，未蒙袭

职，孙山公于永乐八年六月十八日钦准替授大河卫中所，世袭百户，后亦

因老疾，告替长男键公，于宣德七年七月初二日钦准替职，授昭信校尉本

卫所，世袭百户。父山封昭信校尉，管军百户，母曹氏封安人，妻陈氏封

安人。

兔字贰百贰拾陆号

张忠年四十九，系键嫡长男，键于正统十年十月十三日病故，忠于正

统十一年六月二十二日钦准袭职，授昭信校尉大河卫本所，世袭百户，妻

马氏封安人。

字叁百肆拾捌号

张瓒年四十三，系忠嫡长男，忠病故。瓒于成化二十一年四月钦准袭

职，授大河卫中所，管军百户，授昭信校尉，妻王氏封安人。

时字捌拾玖号

谨按昔年草牒内载四世键公明英宗正统问蒙赐诰命兹照录原文于下：

诰命继世禄绵子孙

奉 ’ 一

q



天承运

皇帝制日昔者圣王之治天下也必资威武以安黔黎未尝专修文丽不演武朕特

仿古制设武职以卫治功受斯任者必忠以立身仁以抚众智，以察微防奸御侮

几无暇时能此则荣及前人，福延子孙而身家永昌矣敬之勿怠

正统四年十二月初五日 授诰命一道

张氏宗谱跋

窃闻图书以统山河，宗谱以纪宗派，盖木同本水同源，几千里翁隆地

脉，远志高曾，近至云襁，所在敦崇一体。既祖有功，宗有德，数百年敕

赐金章，上庇先人，下启后裔，迄今余荫休光。虽淮海之勋胄，故有所

自来，而淮海之乔木，羡张氏之贤裔，彬彬诗礼，永作良谋，善继善述，

焕然维新，真足以为淮海之观望，实有隆予谱谊也。谨跋

． 邑庠生卢炜顿首撰

第 二 次 修

宗 谱 弁 言

闻之秋霜春露源本，兴思族谱其由来矣!淮阴张氏，阀阂名门，支派

森然，趾角婚然。考厥所由实出自故明勋裔。呜呼! 矢忠良。 饮汗呶，

功在河山，名垂彝鼎，其子孙蕃衍食报于今宜哉!独虑世邈年湮，依屯野

处，世系不明，故益之远。况老成日以谢，后进日以增，迟之又久，一或

顾及空桑，未有不怨及昔之人无闻之者。以是知谱之重修所裨益良非浅鲜

也I。且夫谱之难也，～以清源流，一以昭世次，至生于何时，殁于何地，

子若而入，孙若而人，二P条万绪，弗可胜数，稍有遗略，匪直患在后嗣，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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