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山毛氏宗谱》散摆在地上，坐着看了两小时，“本来不喝酒的我还倒了
一小杯红酒，心里那个美啊，所有的辛苦都值了”。

励双杰所说的“全璧”，是指“收齐了二修、三修、四修的22卷22册
《韶山毛氏族谱》”。如此全的毛氏族谱在民间现知只有两部，还有一
部在一个武汉网友处。另有一些毛泽东的家谱，包括残本也只有五六
部，现收藏在吉林大学和天津图书馆等处。

家谱不仅记载了一个家族的兴衰更替，也暗藏着许多有趣的名人
故事。毛泽东在《蝶恋花·从汀州向长沙》中提到的黄公略的世系，就
是励双杰在研读族谱时发现的，对考证黄公略谱名、牺牲时间、葬处等
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陈氏宗谱》：研究陈潭秋的一座金矿
陈潭秋家族的《陈氏宗谱》，在清代道光、同治、光绪直至民国九年

（1920）曾有过4次修纂，陈潭秋的曾祖父、祖父、父亲以及兄弟等，都
分别参与过这4次修谱活动，因此，家谱中关于陈潭秋的资料非常丰
富，堪称是研究陈潭秋的一座金矿。

在这部家谱中，陈潭秋写了一篇序言，直接用他的书法雕刻上版，
虽然是印刷品，但其实就是他的手迹，我们可以从中看出，陈潭秋的书
法功底极为深厚。

除了陈潭秋，我们还可从这部宗谱中看到很多鲜明的身影。陈潭
秋在兄弟中排行老七，他的五哥陈树三是武昌起义的实际领导人之
一，也是陈潭秋的引路人。他的八弟陈森在《五兄树三先生行述》中
说：“先生乃与同志建立军政府于武昌，经营计划，多出其手”“汉阳失
守，随黄元帅克强南下至金陵为根据地，组织临时政府”“冬十一月十
二日赴席元师府，适促坐者拂拭手枪，误中先生脑部”，对于这位民国
元勋有详细的介绍。

红色家谱：非常稀少愈显珍贵
国有史，家有谱。翻开一套套家谱，不光有每个姓氏家族的兴衰

荣辱，还有那个时代的纪实，其中蕴含着家族制度、姓氏文化、地方史
志等重要信息。

“一部家谱就是一部演变着的历史，传承着中国的千年文明。”励
双杰说，既然收藏了这么多的家谱，就得充分挖掘它们的价值，让需要
的人看得见、用得着。

励双杰的思绥草堂一共收藏了新中国成立以前的各形制家谱
2000多种、合2万多册，每一部都来之不易。了解到这一情况后，上海
图书馆特意派出专家，来思绥草堂作了考证。专家表示，这几部家谱
存世非常稀少，关于一大代表的资料又相对丰富，所以愈显珍贵。

得到核实后，上海图书馆郑重向思绥草堂提出联合举办这次红色
文献览。目前，《韶山毛氏族谱》《陈氏宗谱》《沩宁何氏族谱》等三部家
谱，即将由上海图书馆派专车前来思绥草堂接送到上海图书馆布展。

“在社会的进程中，中国一些传统的优良文化被掩盖，但‘树有根，
水有源’，没有了根源，文化便失去了生命力。”励双杰认为，重修家谱对
中国传统文化的复兴有着极大的帮助。

记者 陈晓旻 实习生 胡心宁 文/摄

《沩宁何氏族谱》：中共一大代表总纂的家谱
1921年，中共一大在上海举行。毛泽东、何叔衡、董必武、陈潭秋、

王尽美、邓恩铭、李达、李汉俊、张国焘、刘仁静、陈公博、周佛海等13人
参加会议。

何叔衡是年龄最大的代表，时年45岁。会后，何叔衡匆匆赶回家，
他要完成一件重要的“家事”——族谱纂修的扫尾工作。

这部由何叔衡总纂的族谱正是湖南宁乡《沩宁何氏族谱》，全38
册，印刷完成于1921年冬天。一部家谱的纂修，花费的时间比较长，少
则一两年多则数年。从多达38册的家谱可知，宁乡何氏家族的庞大，
由此可见一斑。

励双杰告诉记者，这部家谱是他2004年1月6日在湖南长沙买
到的，仅33册，缺了5册。回到家后仔细翻阅，他发现这是何叔衡总纂
的，家谱“修谱名录·总纂”中，用的是何叔衡的字“玉衡”，而序言落款
则为何叔衡的学名“瞻岵”，由此基本可以确定这就是何叔衡家族的家
谱，但翻遍全谱，却怎么也找不到何叔衡的世系记载，他怀疑应在所缺
的5册之中。

无巧不成书，几天之后，励双杰在长沙另外一位书商那里，买到了
这部家谱的几册残本，恰巧正是所缺的几册，何叔衡的世系就在其中。

书中记载：“启璿，字玉衡，号琥璜，学名瞻岵，行五，前清邑庠生
……娶袁氏……子二，佑权，次殀，女四……”励双杰说残本之所以能
配上，跟当时家谱不受关注、收藏的人很少有相当大的关系。

据悉，湖南宁乡《沩宁何氏族谱》是目前为止已发现的一部与中国
共产党同龄的家谱，而且是由中共一大代表亲任总纂，意义自是非凡。

《韶山毛氏族谱》：世间罕有的全璧之册
励双杰曾写过一篇《韶山毛氏族谱全璧记》，在《藏书报》上发表。

文中介绍，励双杰于2001年6月2日得到其中的15册，直到2007年
12月28日才配齐了完整的22册，前后6年半时间，共花费40800元。

励双杰说，《韶山毛氏宗谱》完璧之时，他欣喜万分，把这22册《韶

中共一大代表的家谱都写了些啥？
不仅记载了家族的兴衰更替
也暗藏许多有趣的名人故事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97周年，三位中共一大代表的家谱将受邀参加上海图书的红色文献展，分别为毛泽东家族的《韶山毛氏
族谱》、陈潭秋家族的《陈氏宗谱》、何叔衡家族的《沩宁何氏族谱》，全收藏于著名家谱收藏家励双杰设在慈溪老家的思绥草堂中。

目前，除了《韶山毛氏族谱》（全本两部、残本五六部）在吉林大学和天津图书馆等处有收藏外，其他的都是“有且仅有”这一部，连
收藏中国家谱原件最多的上海图书馆也没有。这些家谱是怎么集聚到同一个收藏家手中的？它们记录了怎样的历史痕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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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的家谱及世系图。

陈潭秋家谱及他写的序言。 何叔衡的家谱及他的世系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