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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２全國兩會專輯

一 盛世修典，意義重大

世界上每個民族都有㠥屬於自己的文化形態和文化內容，由此
構成這個民族特有的思想體系和價值取向，在其他文化發展

過程中逐漸形成文化依同和文化崇拜，從而形成民族親和力和凝
聚力，形成維繫民族團結、社會進步、國家昌盛的精神紐帶。
1、有利於整合姓氏資源，梳理姓氏源流。
中華民族有近五千年的姓氏歷史文化，曾經產生過上萬個姓

氏。姓氏，在中國歷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和特殊的文化內涵。由於
歷史的原因，中華民族權威性的姓氏專著一直沒有問世。在眾多
姓氏族譜、家譜中，殘缺斷代者多，幾臻完善者少；在諸多姓氏
著作中，個姓單著者多，經典權威者少。因此，編纂《21世紀中
華姓氏大典》就是站在歷史的高度和全國的廣度上，重新整合姓
氏資源，梳理姓氏源流，弘揚華夏民族姓氏文化。
2、有利於傳統文化的研究與傳承。
姓氏文化，博大精深。中華民族的許多倫理道德和優良傳統都

積澱於姓氏文化之中。通過編纂大典，加強姓氏文化的研究和挖
掘，理清中華姓氏形成發展的歷史文脈，使華夏優秀的姓氏文化
發揚光大，代代傳承。
3、有利於尋根溯源，認祖歸宗。
山有根，水有源，人必有祖。此乃如日月煌煌於長空，是亙古

不變之真理。我們中華民族是以知祖、敬祖為始的。炎黃子孫是
中華民族共同之血緣、共同之世系，乃我民族之祖系。而在中國
五千年歷史長河中，在不同時代演繹形成了諸多各自之血緣系
統，書寫出各自不同的認祖歸宗路標。編纂《21世紀中華姓氏大
典》就是為了華夏兒女尋根溯源，認祖歸宗。在新的歷史時期書
寫路標，明白自我，祈福祖先。
4、有利於增強民族凝聚力，構建和諧社會。民族凝聚力是中

華民族賴以生存和發展的內在動力，是國家繁榮昌盛的強大推動
力。而血緣認同對增強民族凝聚力、向心力有㠥不可替代的重大
作用。編纂《21世紀中華姓氏大典》就是以姓氏文化為紐帶和橋
樑，構建炎黃子孫尋根問祖的基礎平台，為實現「萬姓同源，認
祖歸宗，尋根聯誼，合作發展」的宏偉目標，為實現中華民族崛
起做出貢獻。

二 盛世修典，正逢其時
中國改革開放三十年，社會穩定，經濟繁榮，政府倡導構建和

諧社會，民心所向。十七屆六中全會以「文化興國，文化強國」

為今後戰略方針，彰顯出中國從經濟強國向文化強國轉變的偉大
決策。這一方針的實施，必將為我國傳統文化的弘揚和傳承起到
積極深遠的影響，為繁榮我國的文化產業提供了更為廣闊的空
間。盛世修典，正逢其時，應了天時、地利、人和。條件初步具
備，時機已經成熟。
1、姓氏研究人才濟濟。國內各省擁有大批姓氏研究人才，各

重點大學都有姓氏文化研究的專家、學者。還有無數的民間關心
姓氏文化研究人才。近年來大批姓氏專著、學術刊物不斷問世。
為姓氏文化研究創造了一定條件。
2、收集資料，充分準備。河南省炎黃姓氏歷史文化基金會成

立後，及時展開了大典編纂的籌備工作。多次召開專家學者參加
研討會，就大典編纂徵求意見；基金會派人赴外地拜訪專家學
者，收集了大量的學術資料；積極聯繫各姓氏研究機構、宗親團
體，進行文化交流活動。

三 編纂大典的指導思想
指導思想：編纂《21世紀中華姓氏大典》要以辯證唯物主義和

歷史唯物主義理論為指導，以歷史事實為依據，以科學態度為準
則，以他人研究成果為借鑒，精心組織，群策群力，努力編成一
部全新的、完整的、有特色、高水平、圖文並茂的《21世紀中華
姓氏大典》。

四 學術定位
1、集成性和科學性。站在歷史發展的高度，集百家之長，系

統科學地總結中華姓氏文化的豐碩成果；全面展示中華姓氏的豐
富厚重、博大精深；精心謳歌華夏民族創造燦爛文明的豐功偉
績。
2、權威性和經典性。立足國內、面向世界，匯集歷史學、文

化學、姓氏學、考古學、方志學等諸多學者專家、大師精英，群
策群力、嘔心瀝血，精心打造成一流的文化精品工程，代表中華
姓氏文化領域的最高學術成果和姓氏文化研究的最新水平。
3、實用性和資料性。大典的問世既可以為中華姓氏的文化研

究和相關學科的開發構築一個基礎平台，又可以作為完整、準確
體現中華姓氏文化的工具書。

五 規模計劃
《21世紀中華姓氏大典》擬編纂12卷260部，約一億兩千

萬字，另配插圖6萬餘幀，預計總投資3.6億元人民幣，二零

一二年開始分期分批陸續出版。預計用五年時間全
部完成編輯工作。

六 目的意義
編纂《21世紀中華姓氏大典》的目的意義是讓全

世界的中國人團結起來，弘揚中華民族文化，促進
祖國統一，增強民族大團結，增進全世界華人的凝
聚力，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

全球華人共同的責任和事業

■河南省炎黃姓氏歷史文化基金會趙建軍理事

長（左一）向時任河南省委常委、宣傳部部

長、副省長，現任河南省政協副主席孔玉芳

（前排右一）介紹姓氏資料。

中華姓氏，源遠流長，姓氏文化，博大精深。為了弘揚中華民族姓氏文化，河南省炎黃姓氏歷史文化基金會自二○○

五年成立以來，一直積極籌備編纂《21世紀中華姓氏大典》工作，目前條件初步具備，時機已經成熟。大典編纂工作

即將全面展開，現制定工作方案如下：

21世紀中華姓氏大典編纂委員會 地址：河南省鄭州市花園路2號 聯繫電話：0371—0317—65902402
傳真：0371—63218083 郵編：450003 網址：www.zhxsw.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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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紀中華姓氏大典》編纂邀您關注

■《21世紀中華姓氏大典》的編纂

是一次驚天動地的壯舉。這部大典

將成為一部偉大的曠世巨著和炎黃

子孫的傳世之寶。

一 編纂宗旨
1、貫徹落實黨的十七屆六中全會關於建設社會

主義先進文化，構建和諧社會的戰略部署，弘揚中
華傳統文化，普及姓氏文化知識，強化家庭美德教
育，適應海內外炎黃子孫尋根問祖的需求，增強中
華民族凝聚力、向心力，進行愛國主義教育，提高
中華民族的整體素質，擴大中國在當今世界的巨大
影響。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提高國家文化軟
實力和綜合國力。
2、全面、系統地展示中華姓氏產生、發展、遷

徙、演變的歷史軌跡及博大精深的文化內涵，汲取
和薈萃歷代先民和當今專家學者的研究成果，編纂
權威性的《21世界中華姓氏大典》，奠定姓氏文化
研究的理論基礎，建立新型的姓氏文化學學科體
系。

二 編纂原則
1、「《21世紀中華姓氏大典》」將運用歷史唯物

主義的觀點，以「血緣姓氏為經，以地域流佈為
緯」，以「族譜、家乘為本，以正史、方志為鑒」，
抒寫千家萬姓的發展演變、繁衍播遷、興衰更迭的
歷史脈絡及其社會功業和文化特色，使之成為縱貫
五千年華夏文明，涵蓋古今名門望族，可與正史、
方志並列的「平民史冊」，創立可與「紀傳體」、
「編年體」相媲美的「姓氏體中華通史」。

2、《大典》將採用圖文並茂、擷英聚萃的表述方
式，以通俗易懂的現代語體文進行編寫，熔學術性、
普及性、知識性、可讀性於一爐，兼具收藏價值與實
用價值於一體，使之成為雅俗共賞、中外皆宜，既有
社會效益，又有經濟效益的姓氏文化讀本。

三 編纂方法
編纂大典是一項龐大的文化工程，需舉國之力，

集社會各界精英及海內外有志之士關注、支持和合
作方能完成。
1、堅持政府重視與文化團體支持相結合。大典

編纂離不開政府及有關部門重視和支持，必須在政
府及有關部門立項，列入國家文化重點項目，以得
到政府的支持，同時要得到社會及有關文化團體、
院校，包括姓氏宗親團體傾力支持和幫助。
2、堅持先進科技與傳統文化相結合。大典編纂

要充分利用現代科技手段，快捷廣泛收集信息，同
時重視傳統文化的研究和挖掘。
3、堅持專家學者與民間力量相結合。大典編纂

需要各方專家、學者謳心瀝血研究和整理，同時要
注重民間力量的發揮，廣泛收集搶救散落民間的珍
貴資料。
4、堅持查證歷史資料與實地考察相結合。大典

編纂需要專家學者查證大量歷史、文物、方志、族
譜、家譜資料，同時還需要組織力量深入到各地實
地考察，挖掘第一手資料。
5、堅持政府主導與市場化運作相結合。打造這

一浩大文化工程，必須以政府為主導，方能完成，
同時還要實行在社會資金籌措，出版發行等方面的
市場化運作。
6、堅持突出重點與兼顧一般相結合。圍繞編纂

宗旨，突出工作重心，重點方向、主要姓氏的論
述，同時不能忽略工作中的一般問題。
7、堅持統籌規劃與分卷出版相結合。編纂大典

需要多年時間，必須做好整套叢書出版計劃，同時
做到成熟一卷出版一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