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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世系。 他也应我们邀请非常

流畅地背诵了自己的家谱：付、

聪 、章 、松 、肯 、乐 、相 、雷 、车 、

听、朋、盖 、平、克、克勒、揑娘 、

生、吹、冷、很、配、额、司感 、司

岗、里……共 29 代。 其中“聪”

是他本人 ，第 28 代 ，“付 ”是他

的儿子，第 29 代。

岩聪背诵的口传家谱与彝

族、 哈尼族等的口传家谱明显

不同。 一是彝族等口传家谱一

般是以始祖为第一代， 自上而

下延伸，直到最后的世系代数，

而岩聪背诵的佤族口传家谱是

逆反上推口传家谱， 即从本人

或其子算起， 一代一代往上延

伸， 追溯到最老的始祖或始迁

祖。 二是彝族等口传家谱一般

是连名家谱， 而上述佤族岩聪

家谱世系，显然是不连名的，这

样背诵记忆传播要困难些。

岩聪告诉我们 ，他是 1960

年出生的，到 5 岁的时候，他爸

爸“章 ”就开始教他背家谱 ，不

断背诵， 家族世系就一直印在

脑子里。我们问他，有没有教自

己的子女背诵家谱？他回答：他

有一个女儿 ，今年 12 岁 ，一个

儿子，今年 11 岁，女儿 8 岁时，

他就开始训练她背家谱了。 岩

聪的两个孩子从附近读书的小

学利用课间休息时间来到我们

采访现场， 非常流利地为我们

背出了 29 代家谱。

我们采访过彝族、纳西族、

哈尼族的口传家谱传承人 ，年

龄一般在四五十岁， 他们都十

分担忧口传家谱的传承后继乏

人， 因他们的子女很少愿意继

承父亲口传家谱的文化习俗 。

而佤族文化名人岩聪的子女在

父亲的教育下， 却能继承父辈

崇祖祭宗的传统， 传承家族的

世系，这是难能可贵的。

我国台湾地区的高山族

没有自己的民族文字 ， 因此 ，

今天所保存的高山族家谱皆

为口传 ，大多由部族首领或头

目口述 ，然后由整理者记录并

经后期加工而成 。 《台湾高山

族系统所属的研究 》一书中所

收录的 309 份世系资料 ，全系

口传家谱 。 其中 ，父系社会的

泰雅 、赛夏等族群 ，其口传家

谱实行的是 “亲子连名制 ”，即

儿子名字后面一般连上父亲

的名字 ，女儿的名字后面则连

上母亲的名字。

除了彝族、 纳西族、 哈尼

族、佤族、高山族外，我国怒族、

白族、羌族、苗族、傈僳族、普米

族、拉祜族、独龙族、景颇族、基

诺族、布朗族、珞巴族等少数民

族都流传和保留有心授口传家

谱的文化习俗。

实物家谱

所谓实物家谱， 就是以某

一物体作为记载家族世系 、人

口的载体， 这是少数民族家谱

中最具特色的一类家谱。 遗留

当今的少数民族实物家谱主要

有结绳家谱、猪下颌骨家谱、绣

片家谱等类别。

满族在入关之前 ，就已经

具有采用结绳记事的方式来

记载本家族世系 、人口的文化

习俗 。 这条绳索满族称其为

“子孙绳”。 吉林长春九台市胡

家乡小韩村石氏宗族至今仍

保存这种古老的 “子孙绳 ”的

文化习俗。

满族尚西。 在族长石文继

家西墙的正中位置， 挂有祭祀

先祖的 “祖宗板 ”，又称 “祖宗

龛 ”。 在 “祖宗板 ”旁边的墙角

上， 挂有棕黄色的装着 “子孙

绳”的 “子孙口袋 ”，又称 “锁口

袋”，俗称“妈妈口袋”。

满族人家平时将 “子孙绳”

放在“锁口袋”中，遇重大节庆或

家族生子、 新房上梁等喜庆大

事，要将“子孙绳”取出挂起来。

2016 年 9 月 15 日上午，课

题组采访时， 石文继等专门从

“锁口袋 ”中取出 “子孙绳 ”，向

我们展示。据他介绍，“子孙绳”

又名“索络条子”，是一条由黑、

白、蓝或黑 、白 、黄三色线拧成

的绳索， 每年农历十月或十一

月时，先要祭祖，族人将家谱供

于西墙的 “祖宗板 ”上 ，摆上供

果，烧香拜祭。再从“祖宗板”旁

边墙上的 “子孙口袋 ”取出 “子

孙绳 ”，自西向东 ，从 “祖宗板 ”

挂到东面的墙上， 或屋外的柳

枝上，约有 20 米长。

过去一年家有添丁， 如果

生育男孩 ，就在 “子孙绳 ”上拴

一个小弓箭，如果生育女孩，就

在“子孙绳”上拴一个红色或黄

色等彩色布条， 隔代之间会用

猪的后膝骨隔开。

石氏宗族这条“子孙绳”已

有 200 多年了。 这条“子孙绳”

就是石氏家族节日敬宗祭祖的

实物家谱。

东北的鄂伦春人，也一直保

留有结绳记事的习俗，他们不但

用打绳结的方法来记数，而且用

打绳结来记录自己的世代。一直

到 17、18世纪，他们还在马鬃绳

上打结以表示每一家有几代人，

有 3代就打 3个结，有 5代就打

5个结。 他们对这表示世代的结

绳非常崇拜，一般都把它挂在自

家房子的木梁正中。这种打结记

录一家世系的马鬃绳，就是他们

原始的家谱。

锡伯族也有类似的结绳家

谱，称“喜利妈妈”。他们在屋子

对角拉一条长约两丈的丝绳 ，

锡伯语叫 “喜利 ”，每生一子添

一小弓箭、箭袋，每生一女添一

小吊床、小布条，而增添一辈人

就系一块羊背式骨。 这样一代

接一代，从不间断。后辈对自己

先祖的情况就一目了然了。

由上述满族的子孙绳 、鄂

伦春族的马鬃绳、 锡伯族的丝

绳可看出， 这些结绳家谱已具

有家谱中“血缘”和“世系”两个

要素，同口传家谱一样，是中国

家谱最原始的形态， 是中国家

谱最原始的实物家谱。

生活在四川黑水县色尔古

藏寨的嘉绒藏人则以猪下颌骨

这种实物来表达自已尊崇祖

先、牢记世系传承的情感。所谓

猪下颌骨家谱， 就是用排列在

门楣上首的猪下颌骨来记述家

族世系的实物家谱。

据调查，色尔古藏寨有 150

多户人家， 历史上较有地位的

土司、头人等，其门楣上首一般

都挂有猪下颌骨。 一块猪下颌

骨代表一代， 门首上挂几块猪

下颌骨， 表示本家族世系传承

已达多少代。如白金特，他是色

尔古藏寨土司的后人，2015 年

我们前往采访时， 他已 45 岁，

他家门楣上首悬挂两排共 38

块猪下颌骨， 表明他的家族从

西藏阿里地区迁到色尔古藏寨

已有 38 代， 他是家族第 38 代

传人。 这些猪下颌骨必须是没

阉割过的公猪， 表明尽管色尔

古藏寨嘉绒藏人生活习俗中尚

有一些母系氏族社会的遗留痕

迹， 但社会生活中男子已占据

了主导地位。

云南楚雄彝族自治州禄丰

县中村乡阿勒村彝民也藏有家

谱 , 但他们的家谱不是写在纸

上， 而是绣在色彩鲜艳的 “绣

片”上。 “绣片”上绣了若干朵鲜

花，并且有一条“根”，“根”按一

定方向蔓延， 表明这个家族的

“根 ”在何处 ，是按照一定的迁

徙路线， 经过若干代到达中村

乡阿勒村的。 这个“绣片”保存

了彝民对列代祖先的记忆 ，也

是一种实物家谱。

如果我们进一步深入少数

民族居住区域调研， 或许还能

发现若干新的颇具少数民族特

色的实物家谱。

谱单

所谓谱单， 就是从本家族

始祖或始迁祖开始， 将历代家

族成员按世系先后次序或按分

支世系先后次序用文字平列记

载在一幅或几幅纸、布上，包括

姓名、任职等内容。平时收藏起

来， 逢时过节挂在中堂或平摊

在长桌上进行祭拜。

我国许多少数民族都流传

和遗存有谱单，以这种形态来揭

示本家族历代世系成员的简况。

2016 年 9 月 14 月 ， 课题

组采访满族纳齐布录后裔赵

东升保存的 《乌拉纳喇氏谱

单 》， 这份谱单称得上是满族

谱单的代表。

赵东升是吉林师范大学满

族文化研究所的兼职教授 ，任

吉林省民俗学会名誉理事长 ，

虽年至耄耋，但精神矍铄，侃侃

而谈。据他介绍，他的家族一共

修过六部满文谱单和一部汉文

谱书， 最早可追溯至清顺治年

间。 “文革”时期“破四旧”，毁了

其中六部， 如今剩下唯一的这

份满文谱单 《乌拉纳喇氏谱

单》，是光绪末年所修，记有 15

世代 ，200 多人。 谱单长约 2.5

米、宽约 2 米，整体呈宝塔形。

赵老说：“文革”时，这份谱

单被糊进别人家的天花板 ，才

躲过一劫。 如今，他主编的《乌

拉纳喇氏家谱全书》，则已成为

一册内容丰富、 稍具规模的书

本家谱了。 采访之后， 赵老将

《乌拉纳喇氏家谱全书》赠送上

海图书馆作为馆藏。

蒙古族也有以谱单形式书

写家谱世系族人姓名、 简历的

文化习俗。 2016 年 9 月 12 日，

我们采访了内蒙古社会科学院

图书馆已从事 30 多年蒙古文

献研究的流通部主任、 研究馆

员伯苏金高娃。 高娃一看就是

蒙古族人———金黄的头发 、圆

圆的脸庞、高高的颧骨。

在图书馆， 高娃向我们展

示了“镇馆之宝”———伊克昭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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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族原始结绳家谱“子孙绳”

云南楚雄彝族自治州禄丰县中村乡阿勒村彝民收藏

的绣片家谱

佤 族

非 遗 文 化

传 承 人 岩

聪 与 子

女 ， 他 们

都 能 够 背

诵 口 传 家

谱 (2017

年 4 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