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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前人不修谱，后人不知古。吾有修谱之念久矣!

吾乃龙子村成氏第十七世孙。十八岁投笔从戎，转业后就读於山

西师范大学，毕业后分配到太原市化工系统工作直至退休。

我族初修谱书年代不详，现已无法考证。只记的上个世纪六十年

代初，先严曾组织过一次修谱(当时族人叫造家谱) ，今天推断那次

修谱应该是二修。 当时因我年纪尚小，少不更事，不知家谱谓何物

也 。 只因后来在文革初期先严因此而遭批判，才触发我好奇之心，故

而"造家谱" 一事一直萦绕于心头，直到我上了大学，才真正懂的了

家谱的价值。

鱼龙寂寞秋江冷，故乡平居有所思。在年近花甲之时， 一种怀旧

思乡的情感渐渐浓厚起来，禁不住时常想回老家看看。近年来，因闲

来无事，于是乎在老家住的时间多点。

前年清明节上坟祭祖，目睹坟平墓毁、碑石涅灭，触景伤情，无

限感慨。 归与族人谈起深感愧疚。 去年腊月，祖宗神幢因被雨淋湿而

发霉。 族人约我商议重画祖宗神幢，然因旧谱早毁而散存于个人手中

的谱单又不全，为将祖先月卢列于神幢之上，委实费了一番功夫，尽管

如此，也没能尽如人意。于是又触动我重新编修家谱之念想，和族人

商议响应者众多，且推举我当此重任。吾自当以精卫填海之心，为家

族发展做一件善事。

然而，在一无旧谱可看， 二无资料可查的条件下，要想编一部比

较完整的家谱谈何容易。在记忆中，我所见到的家谱也就是一幅世系

图(当地人习惯叫神幢) ，每逢冬至、过年，族人总要将其挂出来，

前面摆上一张供桌，上面再摆上供品，让全族人等祭祀祖先，从未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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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比较完整地记载本族世系源流的谱书。

据《史记·世家》记载，我成氏历史渊源世泽流长，产生于公元

前1066年。授姓始祖叔武公为周文王姬吕之第五子，周武王姬发立帝

时，将其同胞兄弟叔武分封于那(今山东宁阳县北)建立邸国。后代

去邑以"成"为氏，成氏自始立。约公元前700年前后，叔武公第十

一世孙春生公迁居平阳(今山西临汾一带) ，娶妻党氏，生三子，长

子经，次子纶，三子绞。后纶公迁居广东，而经公、绞公则一直袭住

平阳。根据这一史实推断，春生公应为最早进入山西境内的成氏族

人。而经公、绞公则是今山西境内成氏族人的先祖。我祖德仁公于明

初洪洞大移民时只身避迁，最后流落于古交大} 11 (当时属交城县) , 

而后在此繁衍生息，现后辈已达千人以上。

成氏世系上接远古黄帝，下至今人，传世己达一百多代。几千年

来，在中华民族历史发展的长河中，可谓人才济济，贤能辈出。远如

春秋时期抚琴妙手伯牙的师傅成连，古代思想家、教育家孔子的成名

弟子成回，楚国大将成得臣，西晋文学家成公绥，唐代隐士成芳，宋

代抗金名将成闵，最早诠释《伤寒论》的金代医学家成无己，明代礼

部尚书成基命，清代秘书院大学士成克巩等都是历史上的成姓名人。

当代则有空军副司令员成钧中将，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成思危，

周恩来总理的卫士长成元功等都是成氏一族的骄傲。再如本宗族人上

海中华书局的股东成茂堂，在当地及太原、古交开设并经营着《德盛

全》、 《广盛裕》、 《景全成》等多家商铺的成履安家族，也是我国

民族工商业的先驱。当今又有巾榈不让须眉的原古交市妇联主任成继

娥，中国戏剧梅花奖得主、山西省忻州市北路帮子剧团著名演员成凤

英，中专毕业不忘本、回乡带领族人致富的全国劳模成拉旺，以及在

外担任县处级以上领导职务的本族贤哲，他们的奋斗精神和业绩，不

仅光宗耀祖，而且充分体现了中华民族奋发向上的伟大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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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谱具有扬忠臣奸，彰善痒恶的教化功能。赞扬先祖恩德，褒奖

优秀子孙，让其在谱中流芳千古，无疑是对扬名显亲，孝子贤孙的极

大鼓励。

家谱详渊源嗣续，书血亲世系。本谱持"同姓不婚"之理念，明

血缘、别婚姻，既秉承家谱编修的传统规矩，也有推陈出新的创意，

如旧时修谱有女姓不准入谱的规定，而本次修谱则坚持男女平等的原

则。

本谱以自愿认同、实事求是的原则进行编撰，并且尽可能依据旧

谱单来判断、考证各宗支是否同宗共祖成德仁。其史料依据有黄楼村

成志荣编写的《成氏家谱)) ，龙子村成富海珍藏的麻纸谱单，成润蝉

珍藏的手抄本谱单。还有成二拉、成来年、成计财等提供的手抄旧谱

资料。此外还访问了郭家社的成履聚和龙子村成福海等年长的族人。

对龙子村支系五世祖成柱为赘婿一说，众口不一，又无法考证，实属

一大憾事。

本次修谱原本只计划编写郡望龙子村支系家谱，但随着社会调查

范围的不断扩大和深入，加之郭家社、瓦屋沟、南岩、清阳河、黄楼

村、及涧沟村各支系都认可同宗共祖成德仁，且各村族人普遍对编修

宗谱表示赞同和支持，于是决定将各支系都列入收编范围，并梳理出

本宗世系源流的总系和三大支系。故将家谱更名为宗谱。

《大川成氏宗谱》载有龙子村、郭家社、瓦屋沟、南岩共三支加

一个分支的家谱，经考证各支系均认可同宗共祖成德仁。另有晋源区

清阳河、黄楼村和清徐县涧沟村的三个分支为德仁公长子友千公的后

裔，其先辈由龙子村迁出，本次修谱因时间关系未能收入本谱，其人

数大约在600人以上。

上善若水，厚德载物。为缅怀先人，慎终追远，编撰一部比较规

范的谱书是功在子孙，利及国家之善举。否则，再过数年，我辈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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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后辈对家族历史及先人业绩一无所知。况我成氏一族历经百世，

生衍繁多，徙迁无定，散居星罗，如今人丁日众，非辑谱不足以联

宗，恐日后源流不辩，支脉不分，大有交臂莫识，子孙难析之嫌，

无需几代，就会只知其姓，不知其宗，同宗共族，难以觅祖:甚而至

于辈谱用字紊乱，出现幼犯祖讳之现象。那将上愧对列祖列宗，下有

负后辈子孙。

今值国运昌隆，谱学复兴之际，喜三房聚会，合族共倡，三修我

成氏宗谱，我辈当广仁孝之思，厚亲睦之谊，秉宗功笃庆，承祖德流

芳。余不敏，为光我成祖，荣我成宗。谨以此序三修宗谱，冀后昆再

续四修华章。

是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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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论修谱

国有史，方有志，家有谱。家谱又称为族谱、宗谱、仕谱、支谱

等。它是同宗共祖的血亲集团以特殊形式记载本族世系和事记的历史

图记。它上而溯之，可知先人之本源，沿而下之，可知本族之宗支。

古语曰"家之谱犹国之史，史不作无可知一代之圣哲，谱不叙无可

知一姓之英奇。"可见家谱对于历史人物的研究，是非常权威的参考

资料。

对于已经成为过去的历史而言，我们今天能够直接看到、并触子

可及的那些，除了猿人化石、甲骨文字、秦砖汉瓦，文史典籍之外，

还有一种至今仍然生生不息地延续着的，那就是家谱。家是社会的细

胞，家谱可以说是家的生命史。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家谱与血缘是中

华民族姓氏文化的一个重要内容。

中华姓氏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作为中华五千年文明的一个

重要组成部分，姓氏文化的内涵十分丰富而深广，它涉及历史学、考

古学、民俗学、社会学、民族学、语言学、遗传学、文化人类学等诸

多学科。生动而具体地反映着我国历史上的社会形态演进、文明起

源、民族融合、中外交流以及历代政治、经济、文化与社会习俗的发

展与变革。中华姓氏文化在世界文明史上独树一帜，具有世界上其他

民族姓氏文化所没有的鲜明特色。正因之，它才理所当然地成为一种

超越时空、贯通古今的文化现象，才成为中华五千年文明的一个重要

组成部分。

有姓氏而后有家谱。最早的家谱是殷商时期保留下来的甲骨文家

谱。再后来到西周时期有铭刻在一些兵器、礼器上的青铜铭文家谱。

到了汉代则有了石刻的家谱。我国现存最早的纸谱则是距今一千四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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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的隋、唐古墓中出土的家谱残片。自宋、元以来，刻印家谱一直流

行于民间，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虽几经挫折，几度消沉，但人们对

谱牒的编修和研究却从未间断过。

家谱的演变以五代时期为一个界限，五代之前主要是官修家谱，

其作用是为了证明家族血统。血统在中国整个政治、经济、文化发展

中是十分重要的，它牵扯到财产的继承、官职的传袭。尤其是从曹魏

开始实行九品中正制之后，门阀制度开始兴起，在这种情况下，血统

只能通过家谱来证明。所以当时有很多由官府设立的谱局来收藏各家

的家谱。因此，中国古代有"做官问出处，婚姻问阀阅"的说法。这

说明家谱的政治功能跟经济功能是很明显很突出的。

五代之后，特别是宋、元以来，编修家谱逐渐演变成一种民间的

文化现象。宋朝以来出现了许多谱学名家，像欧阳修、苏询、文天

样、朱嘉等都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谱学家，他们曾经给很多家族编修

过家谱。至此，风行于民间的修谱现象久盛不衰，其经年之久远，范

围之广阔，参与人数之众多，是任何一种文化现象所不能比拟的。因

此家谱这一最具平民基础的史学著作，与国史、方志并列称为中国史

学的三大支柱。

从古到今，家谱历来都受到政府的关注。明太祖洪武九年(公元

1376年)诏"天下百姓、文武官员皆得修宗谱、立班派，以昭画

一，以定上下。"民国十七年(公元1928年)北京图书馆致函全国各

界，家谱世系，历代所尊，罔不崇玉。 1984年国家档案局、教育部、

文化部联合发文，要求各省、市、自治区协助编好《中国家谱综合目

录)) 0 2001年文化部的通知又进一步强调"家谱是记载同宗共祖的

血亲集团世系人物和事迹等方面情况的历史图籍，它与方志、正史构

成了中华民族历史大厦的三大支柱，是我国珍贵文化遗产的一部分。

家谱蕴藏着人口学、社会学、历史学、民族学、民俗学、教育学、人

物传记以及地方史的资料，同时对海外华人寻根认祖，增强民族凝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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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也有着重要价值。"已故领袖毛泽东主席1958年在成都召开的中央

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对历史问题讲话时指出"搜集家谱、族谱加以研

究，可以知道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也可为人文、地理等研究提供宝

贵的资料。"

当今喜逢盛世，政治清明、经济繁荣。国家关于谱牒编修的一系

列指示，对铲除文革余毒，消除思想余悸，端正对编篡家谱的认识，

推动家谱资源的开发与利用，进一步加强对中华文明的认同感，起着

重要作用。 1989年成立了中国谱牒学研究会。之后上海、山西、福

建、河南等地相继成立谱牒学研究会。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社会上

逐渐恢复和形成了尊祖寻根的氛围，编修家谱被愈来愈多的人所重新

认识，于是各地、各族、各宗都兴起了编修家谱的热潮，尤其是南方

各省修谱之风更盛，近年来呈现出一派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繁荣景

象。

然则，家谱这一产生于殷商，成熟于宋、元时代的民族传统文

化，虽经数千年的发展、演变，但仍未抹去其封建统治阶级腐朽思想

的痕迹，这对正确发挥家谱对后辈的教化功能必然带来一些负面影

响。因此，为使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得以发扬光大，今人修谱应

本着"古为今用，推陈出新"的原则，去其糟柏，取其精华，与时俱

进，让家谱这一优秀的家族文化传统，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

对发扬爱国主义精神，增强民族凝聚力、向心力，乃至促进祖国统一

大业的早日实现，推动全世界华侨、华人的认同，发挥积极作用。

衷心祝愿我成氏一族，通过三修家谱，秉承先辈优良传统，启迪

后人团结奋进，形成个人有品格，家庭有美德，宗支有特长，氏族有

良风的崇高风尚，在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中光宗耀祖，层楼更上。

十七世孙成履光谨记

公元2007年(丁亥) 3月於古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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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例

《大川成氏宗谱》包括始迁祖成德仁及其后裔，古交市共有

三大支系，其中郡望龙子村支系中又分出古交市邢家社乡南岩村成

氏、太原市晋源区清阳河、黄楼村成氏和清徐县涧沟村成氏四个分

支。

二、本谱世系录和世系图，各支系均从各自始迂祖开始记载。并

按长子、次子、三子为顺序和主线分列。

三、入谱之名为谱名(官名) ，谱名一律用字辈谱规范排序。本

谱沿用先祖名讳结构，姓名由三个字组成，首字为姓，中间字表示辈

份，后一个字为名。

四、重名(同名)问题，本着五服之内者改之，改名原则为:改

活不改妓，改少不改长，改字不改音。改名时注明原因。

五、世系录、世系图，从始迁祖开始按世序排列，同辈按房序排

列。横书上为长，下为次，竖书左为长、右为次，依序列载。

六、世系录以【成xx】形式列名目，包括生卒年月，生地葬址，

学历、职称、职业、职务:娶妻姓名(娘家住址) ，生育子女数及名

讳，女儿出嫁地，丈夫姓名及其子女等。其中娶妻有名者一律书姓

名，无姓名者书X氏。

七、世系圈中，总系图末行与各支系图首行为支分接续点，可出

现重名。

八、凡过继立嗣，异姓养子入谱(需征的本人同意)在世系图中

均按过继后的父子关系列出，但在世系录的父辈名目中，过继者名后

加括号说明其子过继到谁名下，过继者为谁人第几子。

九、男为赘婿有子，夫妻离婚子随母另嫁，父卒子随母改嫁等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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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其嗣非成姓者不得入谱。

十、自始迁祖以来，凡本宗族人，对本族的发展做出过贡献者:

建国前参加革命工作，在部队担任过排长以上职务，或为革命事业献

出宝贵生命的烈士:建国后在政府部门担任过副科级以上职务，在企

事业单位担任过车间或部门主任以上职务，或虽未担任行政职务却有

中级以上技术职称者，不论男女都可收入人物简志名录。

十一、自有科举制度以来，凡取得秀才以上功名:建国以来凡取

得中专以上学历的本族学子都可以收入功名榜。

十二、 《大川成氏宗谱》是记载我宗族历史渊源的重要文献，是

祭拜祖宗、示教子孙的传家之物，故不得传于外氏他人。

十三、 《大川成氏宗谱》留有空白数页，为续谱篇，用于续记世

系录，不的随意乱记。

十四、三修《大川成氏宗谱》共印260册。赠送古交市史志办，

省、市图书馆，山西省社科院家谱研究中心，中国谱牒学研究会各两

本。

十五、 《大川成氏宗谱)) 30年小修， 60年大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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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二)龙子村 1日村一角

(图三)龙子村新村及蔬菜大栩



(图由)西红柿丰收在望

(团五)菜地{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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