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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树英 1922年 10月出生，大连市前
牧城驿人，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和教
育家 。 历任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中国辩
证唯物主义学会名誉会长，全国政协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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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领导小组成员，曾主编《通俗哲学》、
《马克思主义哲学纲要》、《毛泽东哲学
思想》等著作 。

韩伟 1956年2月出生，大连市旅顺
人 。 大连韩伟集团董事长 。 历任中国人民
政治协商会议第八、九、十届委员，全国
工商联第七、八、九届常委 。 现任全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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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顺博物馆副馆长 。 主编著作有{大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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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大韩氏成和后家谱》等 。

韩悦行， 1932年 12月出生，大连市前
牧城驿人 。 中学高级教师，著有《辽东古
邑一大连牧城驿》一书，参与主编《大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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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在中国历史上，国家撰正史，井i县编方志，宗族修家谱，成

为一种传承有绪的人文传统，是中华民族特有的历史文化

现象。

家谱，又称宗谱、族谱，是谱朦的一种。它记载着一个血缘

家族的世系源流、家族迁徙、人物事迹、风土人情等。中国家谱

历史悠久，其起源可上捞到先秦时代。魏晋南北朝时期，国家专

设谱局"谱牒学"应运而生。直至唐宋，官府修谱一直盛行。明

清两朝私家修谱蔚然成风，尤其是在经济、文化发达的江南地

区，更是姓姓修谱，族族有谱，代代续修，绵廷不绝。

作为封建宗法社会产物的家谱，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宣扬封

建伦理与迷信思想的糟箱 5加之不少修谱者为了"光宗耀族"、为

本宗族英占金，在撰述中往往出现一些不切实际的溢美之词，更使

家谱有失真之嫌。但家谱作为一种历史文献，涉及历史学、民俗

学、社会学、教育学等多门学科，从一个侧面展示了中国社会的

发展轨迹，具有重要的资料价值。其中的"族规飞"家法"、"家说"

等，有些内容在今天看来确己过时，但诸如孝敬父母、尊敬师长、

崇尚勤俭、禁戒恶习以及忧国忧民、自强不息等，至今仍然具有

借鉴意义和教化功能。

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国家的重视和倡导，撰史、编志工作陆

续结出累累碟果。与此同时，民间修谱之风也悄然兴起。其吕

的，就是为了慎终追远，不忘银本。从现在所能见到的一些新谱

书看，无论在内容上还是在写法上，都不同程度地体现了与时俱

进的精神，显示了社会的进步，充满了时代的气息。

近闻家乡大连的几位热心族人正着手编修《大连韩民族

谱儿并拟将长期分别立谱的"大韩"与"小韩"合为一谱。此次认

袒归宗的合谱，乃辽东韩氏家族一历史大事;也是修谱志士的一



大功，有功于先人，荫及子孙。我相信，大连地区的族人通过这

次续修族谱，进一步寻根认同，必将进一步"敦本联枝，相亲梧

颜"，为家乡的发展与社会的和谐做出有益的贡献。对于此举，

我这年逾八旬的"游子"深感欣慰，并乐观其成。是为序。

竹刺茨
二00五乙百年仲夏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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