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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黃文瑞，〈臺灣省文獻委員會沿革〉，《臺灣文獻》，45：2（1994.6），頁 201-227。
[2] 地方文獻數位化模式及相關標準研究小組編，《地方文獻數位化模式及相關標準研究研究報

告》（南投：臺灣省文化處，1999），頁 32。

摘 要

本文是以一個愛書人的角度與實際經驗，介紹如何採集地方文獻，並舉族譜

文獻之採集門徑與範圍為例，分析與回憶歷年來的訪書經過與陳述一點小成果，

希冀以個人在舊書攤淘書之心得，提供給公共圖書館進行圖書文獻採集之參考。

一、 前 言

族譜是一種重要的地方文獻，地方政府在編修地方志時，通常會博採各姓氏

族譜資料，將它做為縣志或鄉鎮志中，「氏族誌」一章資料內容的素材。過去臺

灣地區省、市、縣之文獻會，在其組織規程中就有一條徵集「本省市縣人民私家

譜牒」之規定。
[1] 

最近，在文建會主辦的地方文獻數位化相關研究報告中，發現

照片、方志與族譜，都是屬於國內相關機構採集數量較多的地方文獻。
[2] 

在〈香

港史研究書目〉一文中，作者收錄了 7 0 本譜牒書目，把它與方志、彙書、輿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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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志、筆記等，併列為研究香港地方史的重要文獻史料。
[3] 

因此，重視地方文獻

收集與典藏機構，及有志於地方史研究的學者，絕不可錯失對族譜文獻的採集與

利用。

族譜也是屬於一種灰色文獻，一般人要採集它都很不容易。看看歷代各家各

姓族譜，當初手抄本極少會有複本，而刊印者其數量也是非常有限；現代人編修

族譜，又沒有申請一個國際標準書號（I S B N）的觀念與做法。族譜是記載祖宗

名諱及先人事蹟的家族史料，在慣例上，它是密藏祠堂而不對外人披露的，因此

它是否能在人間長長久久流傳下去，常會因人、地、事之異而有不同之命運，在

幸與不幸間，實有天壤之別。在國內外典藏中國族譜文獻之眾多單位中，紙本數

量最多的要算是上海圖書館了，考其累積龐大數量的原因與經過，可說是在因緣

巧合情況下匯聚而成的，說它是一種偶然也是必然的結果也不為過。因為中國人

編修族譜之風氣，要以江南的浙江、江蘇、安徽及上海四個省市較為普遍，上海

圖書館佔盡地利之便，加上老館長顧廷龍（1 9 0 4 - 1 9 9 8）是一位知名的古籍版本

學者，在破四舊與文革等政治運動中，家譜被視為「封資修」的產物，而憑顧先

生的膽識與眼光，能及時搶救從各處搜括而來的舊式族譜，其過程確實艱辛而難

得。加上館方後來又能繼續進行採集行動， 1 9 9 5 年底，由市政府專門撥款的

「家譜搶救工程」正式啟動，因此造就今日上海圖書館之族譜文獻，總數約有 1

萬 2 千部、10 萬冊以上之豐富館藏。[4]

二、 採集經驗談

基於上述原因，採集族譜文獻確實無法像採訪、蒐集一般通行書籍的方便順

利。但原則上，採集族譜也可借鏡圖書採集方法，在這一方面的文獻，已有很多

前人的經驗可供參考，筆者也另有專章論述，於此恕不贅述。[5] 以下謹就個人多

年來的採集族譜門徑與心得，簡略介紹幾種比較令我難以忘懷的訪書經驗，在此

野人獻曝一番，如能提供大家參考，實為幸甚。

(一)逛舊書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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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舊書攤淘書，是文人雅士的生活樂趣之一，大陸的北京、上海、杭州、廣

州，都有名聞遐邇的古籍書店或舊書攤集市；世界上知名的大城市，如東京、倫

敦、莫斯科、紐約，也都有歷史悠久的舊書攤點綴其間。據說，蘇俄目前古書店

已超過 4,000 家，日本東京一地，僅在導遊圖上的專業古舊書店就有200 多家。

[6] 有舊書攤的存在，正可以反映一個都市的文化氣息，同時也是吸引觀光客的好

景點。臺灣的舊書攤經營史不知源於何時，但臺北市的舊書攤市卻已日漸凋零，

過去以牯嶺街為大本營，現在則是以光華商場為多，汀州路仍有二家，而信義路

國際學社旁四家，早被夷平而劃入大安公園了。據多位書攤老板們的反映，現在

舊書貨源短缺及買書人口減少等因素，逼迫他們不得不收攤或改變經營項目，因

此目前光華商場已有淪為電腦與光碟販售店之趨勢了。中南部的舊書攤情況，更

是微不足道，何況店中舊書不像舊書，像臺中市、臺南市的一些舊書店，歇業關

門者大有人在，而店去書不在之景象，卻屢屢可見。

筆者收藏族譜的來源管道很多，包括從舊書攤淘書、姓氏學會同儕贈送、兩

岸文化交流交換、在國外旅遊獲得等，其中六成以上是經年逛舊書攤的成果，這

還包括族譜名家羅香林的一批舊藏遺物。史學家羅香林教授（1 9 0 6 - 1 9 7 8），一生

奉獻於族譜學的研究與教學，其私人藏書頗為豐富。[7] 談起羅香林的舊藏族譜文

獻，其總數至少在 2 0 0 部以上，但我所購得者只有 5 2 部，其餘流向不明。記得

在民國 7 7 年底，在臺北新光華商場的百城堂林漢章處，首次看到這一批羅氏舊

物，幾經還價後，於次年1 月一次購下，自此視它為珍貴文物。兩年後的80 年 4

月間，臺北市文獻會聞訊來函請我割愛，他們希望我能轉售羅氏族譜藏書，將它

與該會圖書室的 500 多部族譜一起典藏，但因自始難捨而未果，今日特此記下這

起遞藏因緣。

要在臺北舊書攤買族譜，已經變得很困難了，有時要逛數月才能見到一部自

己還沒有的版本，店家稀稀落落而一譜難求，若要專程去逛店購譜，確實會令人

感到心灰意冷。回憶過去還有一次購進十數本的機會，這種情況最能鼓舞我多逛

舊書攤的衝勁，但是好景不常而令人懷念不已。記得在牯嶺街與寧波西街交界

處，就有一家店面黑黑暗暗的文史書局，於民國7 8 年 6 月，曾向該店老李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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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得 1 8 部族譜，事實上這是一批臺灣出版的普通本族譜，但據他說，這批族譜

也是準備寄賣給美國大學圖書館的舊書，此書店現已關門大吉。南昌街上蔡老闆

開的妙章書局，當然也是我常光顧訪譜的舊書店，這裡舊版臺灣史籍很多，偶爾

也會批進一些族譜佳本，但價位都要比他處貴一些。其它的舊書店，如牯嶺街的

書香城莊先生、易林書局蔡先生、人文書舍張先生，早期光華商場的潘先生、曾

先生、張先生、陳先生、廖先生，及現在還在繼續奮鬥經營的老吳、老劉、老林

等幾位資深的書攤老闆，平常和他們就已建立起較好的友誼關係，他們也都知道

我的收集嗜好，因此把收集到的族譜，都儘量地保留賣給我，他們的熱心真令我

感動不已。

(二)旅遊訪書

離開臺北到國內外旅遊出差時，也是我擴大採集族譜文獻的好機會。過去二

十多年來出差各地，經常都會有一些意外的收穫，不管是參加學術研討會、族譜

展覽會、拍攝宗祠多媒體、進行田野調查等等，藉著開會、工作、旅遊在外的方

便，也打聽一下當地的族譜出版概況，或向各地編譜者索閱譜書，甚至抽空逛逛

舊書攤，都是接觸地方文獻的最佳機會。我在中南部參加過幾次族譜展覽會，因

參加譜展而能認識更多的同好，因此獲得贈送族譜之機會自然增多。例如，洪敏

麟教授就送我一部他主編的《洪氏族譜》；曾任臺灣省各姓淵源研究學會理事長

的林瑤棋醫師，也送我二部他主編的《西河青龍族譜》。1 9 9 5 年 11 月首次參加

在福州舉辦的海峽兩岸姓氏族譜研討會，當場就獲贈幾部大陸出版的族譜。2 0 0 0

年 5 月參加在上海舉辦的族譜資源開發研討會，也同樣獲得熱誠友人贈送他們所

編的譜書。最近有機會到南部拍攝祠堂古蹟，在拜訪各姓氏宗祠、家廟的同時，

順便調查他們編印族譜之狀況，也很榮幸獲得了主人的慨然贈書。例如，由雲林

西螺「程氏家廟」編印的油印本《程氏族譜》及鉛印精裝本《西螺埔心程氏族

譜》，即因拍攝宗祠之機緣而獲此二譜。

讀萬卷書而行萬里路，這是一句耳熟能詳的勵志話。過去二十多年，由於貿

易經商以及在國外工作之關係，經常有機會跑遍海外各大城市，在工作之餘或匆

忙行程中，順便遊覽當地的舊書攤，應該算是一樁旅遊兼訪書的休閒好事。舉例

來說，前兩年在新加坡服務期間，有機會就近接觸一些僑社及舊書店，並和當地

的華裔館、宗鄉總會及各姓氏宗親會建立起良好關係。經過一段交誼往來後，很

自然地有緣獲得熱心人士的持譜相贈。以新加坡呂氏公會為例，他們和臺灣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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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籍一樣，會員原鄉大多來自福建、廣東一帶，「呂氏公會」複印了一系列的呂

氏族譜史料，已經出版的數部呂氏族譜，我也都收集到了。事實上，我在過去就

已收藏幾部新加坡刊印的族譜，其中有一套八冊、原刊於乾隆年間的福建金門

《陳氏世譜》，它於 1 9 1 3 年又在新加坡「翰墨林」石印再版，這是多年前在光華

老吳的書攤上找到的。2 0 0 0 年 8 月中旬，我將此譜帶到新加坡，並將它借給華

裔館與宗鄉總會合辦的族譜展覽一起展出。另有一套十冊平裝的海南《符氏族

譜》，原書有 1 0 1 卷之多，它於民國 2 7 年由海南「義陽堂」編纂，1 9 8 2 年再由

新加坡「符氏社」重印。此譜體例嚴謹而內容相當豐富，我在光華曾錯過一次機

會，直到最近再度碰上就馬上購下。新加坡四百萬總人口中，華裔約近八成，當

地有很多金門人及海南人的移民後裔，這兩本族譜均屬珍貴的鄉邦文獻，在時空

轉變之後，竟然還能雙雙獲得他鄉裔孫的再版重印，今日保有它們，更覺它的可

貴。

(三)拍賣取得

族譜文獻列入拍賣市場到處可見，收藏家及圖書館都可利用拍賣競標機會，

出價取得珍貴而喜愛的族譜文獻。據說幾年前在紐約的一場孔、宋舊宅傢俬品拍

賣會中，還夾雜著一部孔祥熙所有的《孔氏宗譜》，所幸後來經由香港陸姓知名

報人取得而轉贈給國史館典藏。民國 8 1 年，由誠品書店主辦的「第一屆臺北古

書拍賣會」，在拍賣書目中，也有一部清朝版本的《暨陽洋湖祝氏宗譜》，內含手

繪祖先畫像 177 幅，其裝幀精良而資料珍貴。[8] 據說這部一套四冊的族譜，最後

是以新臺幣八萬元之高價，由設在臺中市的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取得。

大陸是中文古籍最多的地方，近年來的各家古籍拍賣會中，亦出現過一些稀

有罕見的族譜文獻。在《中國拍賣古籍文獻目錄》一書當中，著錄大陸七家拍賣

公司在 1 9 9 3 - 2 0 0 0 年間的古籍拍賣書目，其中約含 2 0 部中國族譜文獻，內有幾

部是屬於名人家譜。例如，目錄編號「中 9 6 . 9 - 1 4 4」的《愛新覺羅宗譜》，是清

朝皇室的族譜；編號「萬 2 0 0 0 . 11 - 4 4 5」的《吉州歐陽氏通譜》，是歐陽修的家

譜；編號「萬 2 0 0 0 . 11 - 4 4 6」的《徐氏宗譜》，是徐向前的家譜；而編號「博

98.6-209」的《合肥李氏宗譜》，就是李鴻章的家譜。[9]

網際網路興起後，電子商務是網路業者力圖生存的不二法門，因此各種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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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網路拍賣生意因勢而起，其中古籍亦已成為拍賣商品之一。利用網路拍賣選購

古書倒是方便無比，個人最近就曾利用網路拍賣網資訊，成功購得一部出版於民

國 1 9 年的《焉氏族譜》。[10] 焉氏是相當稀罕的姓氏之一，在臺北、高雄兩市均

有焉姓人士，而此部族譜在現有族譜目錄中均無著錄。

三、 採集的範圍

族譜文獻的採集內容，除了以刊印的各姓氏族譜為主要項目外，其它可做為

編修族譜之素材，及有利家族史收藏與研究的檔案文書及相關文物，都是典藏單

位必須加以留意並進行採集的範圍。國內學者在研究報告書中所界定的「地方文

獻」，是指和地方歷史、地理、人文、產業等相關之資料；若就資料的載體形式

而言，地方文獻的類型有圖書文獻、文物文獻、視聽與電子文獻等。
[ 11] 

以族譜

文獻為例，舉凡紙本形式的圖書文獻，包括各種版本的族譜、家族檔案、戶口謄

本、日記、分書、黃冊、魚鱗冊等都屬之。文物文獻方面，則有族譜的木刻板

片，家族的金石碑刻、匾額、鬮書、婚契，家人的函牘、照片、傳家寶物等。而

視聽與電子文獻，則以唱片、錄音帶、錄影帶、C D、縮影族譜、光碟族譜、數位

化族譜等為主。在國外的公共圖書館，一向很重視地方文獻的採集，他們所採集

與提供讀者閱覽的地方文獻種類，又以地方史（Local History）及家族史（Family

H i s t o r y）之相關資料為主要範圍，其中家族史更以族譜文獻（G e n e a l o g y）為主要

項目。以下簡要介紹個人的幾項收穫，並希望藉此能與同好們分享一點樂趣。

(一)木刻板片

木刻板片是研究圖書版本及印刷發展史的重要文物資料，也可以透過實物來

佐證前人整理出版地方文獻的心血，清同治十年（1 8 7 1）板橋林家醵資刊刻的

《淡水廳志》就是一例，目前該志的大批板片仍庋藏於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另外

方豪教授（1 9 1 0 - 1 9 8 0）亦曾購贈國家圖書館及故宮博物院各一片，以供典藏與

研究之用。
[12] 

此外，在國立臺灣博物館也曾展示過一塊《噶瑪蘭廳志‧卷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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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雅虎奇摩‧拍賣」，《焉氏族譜》。網址：h t t p : / / t w. b i d . y a h o o . c o m / t w / a u c t i o n / 11 0 2 3 2 3 3 7 9；另

一部《林氏族譜》。網址：http://tw.bid.yahoo.com/tw/auction/1102401424, 2002/7/3。
[11] 同註 2，頁 43。
[12] 國家圖書館所典藏之木刻板片，收錄於《滿目琳瑯：國立中央圖書館善本特藏》（臺北：國立

中央圖書館，1993），頁139。



之板片，及二塊《臺灣府志》之板片。
[13] 

臺北市的新光華商場及其週邊店面，

是港澳人士擺設古董攤的聚集地之一，記得在民國8 1 年 1 月底，偶然在這�看

到一批族譜木刻板片。在1 月 25 日先買下三片，隔日再得11 塊，到 2 月初又買

下所剩的二片。總計所購16 片之頁次，分別為：1, 2, 3, 4, 5, 6, 8, 9, 10, 11, 12,

13, 15, 18, 19, 20, 21, 26, 27, 30, 31, 32, 33, 34, 37, 38, 又 27, 又 33, 又 36, 又 38,

及附頁，板片是兩面都雕刻的，購買當時板片已缺頁不全。

此批板片之版心題名為《九和雍睦堂派題名譜》，全板框高 1 9 . 5 公分，寬

2 3 . 2 公分，半頁 8 行、行 2 0 字，小註夾行、行 4 0 字；白口，無魚尾，四周雙

邊。板片原為宗聖後人曾氏僱工所刻，雕梓時間推估約在清道光年間。據所存

1 6 片之文字內容看來，應為曾氏歷代之世系譜與功名錄，包括從宗聖曾子為始

祖至第 5 9 派（世）之大宗世系表，及第 60 至 7 5 派題名科舉金榜之裔孫芳名

錄。譜中第八頁第一行，書有譜名《閩漳九和曾氏雍睦堂派題名譜》，並註明

「族繁不及備載第即累代有功名者摘錄以為敬避觀感」之文字，由此可知刊刻此

譜的主要用意，一方面在於表彰與榮耀具有功名的祖先，另一方面是提供後代子

孫命名避諱之參考依據。

族譜板片隨木刻版本族譜之日漸消失而更難尋覓，此後每次逛舊書攤時，偶

而也會順道繞一下新光華商場的古董攤碰運氣，但是對於族譜板片卻是難得奇蹟

再現。在過去十年當中，僅只再得「林氏續修族譜序」小板片一塊，本片無欄

邊，其高、寬為 14.8 公分及 20 公分。另有墳塋風水圖之板片兩塊，也是近年所

得者，這是一般木刻本族譜所常見到的傳統版畫之印版。直到2 0 0 1 年 4 月，因

從新加坡工作地回臺北參加「第二次兩岸中文文獻資源共建共享會議」，乘開會

之餘暇再瀏覽一下老地方，居然喜獲一塊較大的族譜木刻板片，此片版心題《玉

溪彭氏族譜》，內容為雙欄式之「世系」第258, 259 兩頁，全板框高26 公分，寬

為 39 公分；下欄半頁 12 行、行 15 字；白口，單魚尾，四周雙邊。另外，以木

活字版擺印之族譜，在現存之族譜文獻中，其所佔之數量比率相當高，但通常一

版擺印數十、至多一、二百次之後，木子與版框隨即拆開以備他用，欲見一個完

整的木活字版面，確實很不容易，個人目前亦僅得舊的木活字兩小盒。近年來，

在各家的古籍拍賣會中，已有不少圖書館或文物典藏單位，紛以高價爭購木刻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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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民國 81 年 3 月 30 日，當時陪家人參觀省立博物館之臺灣史料展覽中所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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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同註 9，頁 129, 148, 181, 182, 208, 392, 414, 691。

片及各種舊材質活字之記錄
[ 1 4 ]

，這已顯示他們保存地方文獻之用心，此種重視

各種與地方文獻有關文物之現象，頗值得令人敬佩。

(二)家族史料

家族史料範圍相當廣泛，一般是指與家族的人、事、物有關的族譜與檔案資

料。以歐美圖書館及檔案館能採集到的資料為例，其家族史料係涵蓋私家纂修的

族譜（G e n e a l o g y），及官方保管的人口普查紀錄（Census Records），出生、婚

姻、死亡紀錄（Vital Records），及社會福利與保險索引檔（Social Security Index）

三項檔案紀錄為大宗。其它還有教會受洗紀錄、軍隊當兵紀錄、移民船隻到岸旅

客名單、老照片、舊報紙、古地圖等等。在國內，除了關係人才可申請複印的戶

籍資料外，其它各種官方檔案資料一概不易取得，因此如有編修族譜計畫，就只

好依靠民間自己平日所抄寫、收藏的各項文書資料了，而這些私人文物常隨故人

消隕而不幸流落到舊書攤。事實上，它們能被人發掘而再現世間的機會，也是相

當渺小的。

在過去幾年的淘書歲月�，從舊書攤找到的家族文書並不算多，但種類卻包

羅萬象。這些史料包括：舊的文書檔案、大幅舊抄世系圖、財產所有權狀、除戶

戶籍資料、祖先畫像、祖傳秘方簿、證件、任職令、詩文集、鬮書、婚契、田

契、符錄、命書、帳冊、魚鱗清冊、畢業同學錄、家族老照片等等。其中，有幾

項比較具有意義及研究價值的，特此記上幾筆以供回味一番。

《全臺鄭姓宗親會議事錄》是一本日治時期的姓氏家族檔案，它記錄昭和九

年以降（1 9 3 4 - 1 9 3 8），鄭姓宗親會第六回至第十回的理事會紀錄，內附「鄭姓宗

親會會則」小冊子、大宗祠第一回晉主芳名及鄭成功神像鎮座式剪報。據資料顯

示，全臺鄭姓宗親以紀念與崇奉開臺始祖鄭成功為名，於昭和三年在彰化街字北

門五番地，起案成立全臺鄭姓宗親創立事務所。該檔案是以漢文毛筆字書寫，內

容甚為豐富，可做為考證鄭姓宗祠興建始末及與役宗親之人名。《盧氏宗圖》記

得是在妙章書局購得者，全幅高、寬為 9 5 公分、1 7 8 公分。據此份舊鈔宗圖觀

之，它以譜序、凡例及盧氏世系表為主要內容，圖中還記載著：「移居臺灣北路

淡水艋舺街」（臺北萬華），原籍福建盧氏十四世的來臺始祖盧允霞，於「清嘉慶

十三年（1 8 0 8）仲冬，回家稽閱族譜，敬錄宗圖全幅，根本支分、奕葉相承聯



續，得以便觀。掛於祠堂之上，俾子姓人等，得以日睹而時醮誠，使之家喻而戶

曉也。」另外，多年前亦買到一幀日治時期名人家族聚會老照片，其尺寸大小為

25 公分 x30.5 公分，下端題字：「謝氏宗親會滿洲國謝大使歡迎會紀念、於篷萊

閣、昭和十年十月二十九日」。按謝大使當指新竹人謝介石（1878-1946），民國 5

年由臺籍回復為中國籍，因識清朝遜帝溥儀，當滿洲國成立後，即出任首任外交

總長。民國 24 年（昭和十年）轉任偽滿駐日大使，26 年 5 月退職移居東京。抗

戰勝利後，以漢奸通敵罪被拘禁，最後竟老死於南京監獄中。[15]

民國 34 年 10 月臺灣光復以後，大陸人士陸續來臺者頗多，多年來，在舊書

攤亦陸續出現一些他們所攜出的善本古籍或家族文獻。民國2 6 年浙江鄞縣籍的

馬氏「分書」兩冊，及攢造於明末清初的「魚鱗清冊」一本，是目前所見的重要

家族文獻之一。馬氏所遺兩冊「分書」，係交幼兒「臻房」及妻子「胡氏」收執

者，這是當事人預立遺囑分配財產給妻兒，並經法院公證之一項法律文書。魚鱗

清冊為去年友人所贈，這本舊鈔魚鱗冊未見書簽題名，編造年份與地方亦有待詳

考。其「見業」人員係以俞姓、鮑姓、江姓、胡姓、戴姓、董姓為多；其「經理」

字號自「貞字第 1 號」編至「貞字第 1 4 8 0 號」止，共抄錄 1 , 4 8 0 筆土地之新丈

量與計稅額數據。在族譜文獻中常見的祠堂、祭田契據與祖墳標示，就是這種魚

鱗清冊上的經理字號。魚鱗冊亦名保簿、魚鱗圖冊或魚鱗清冊，善本魚鱗冊存世

者已不多見，它也是拍賣場合中受到喜愛的古籍之一。[16] 魚鱗清冊與黃冊都是

明清時期，有司丈量田土及登錄戶口，以做為課徵稅賦、徭役之主要依據，國立

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也藏有一部份清末在臺攢造的魚鱗圖冊。根據學者研究指

出，魚鱗冊中所載仍不失為一種十分珍貴的原文書資料，通過對其所載資料的統

計分析，至少可以作為了解當時農村各階層的土地占有情況，及租佃關係等一種

抽樣性的考察。[17]

四、 結 語

坦白說，本文所介紹的三種採集族譜之門徑，可能需要花費較多的時間與心

思，若要順利獲得心愛的文獻資料，更要付出高一點的代價。但是，內容好又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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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國家圖書館編，《臺灣歷史人物小傳：日據時期初稿》（臺北：編者，2002），頁 263-264。
[16] 同註 9，頁 527, 675。
[17] 欒成顯，《明代黃冊研究》（北京：中國社科出版社，1998），頁 451。



孤本的地方文獻，往往是可遇不可求的，良機稍縱即逝，再回頭時常有扼腕興嘆

之憾。還有，本文第一部份是針對紙本原件之族譜採集而論，若真要達到豐富館

藏及方便讀者利用之目的，圖書館還可考慮採集影印本、微縮膠捲及數位化等不

同載體的族譜。例如，臺灣曾有書局計畫出版55 冊的《臺灣關係族譜叢書》，第

一期四種 2 9 冊已出版，第二期計畫再出版八種2 6 冊（龍文書局，1 9 9 5）。大陸

至少也有三大套影印本族譜問世，包括：《中華族譜集成》共100 大冊（巴蜀書

社，1 9 9 5）；《家譜叢刊閩粵僑鄉卷》共 5 0 大冊（北京圖書館，2 0 0 0）；及

《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早期稀見家譜叢刊》共364 冊（文津書店，2002）。第二部份

所敘述者，木刻板片與家族史料都是珍貴而不易取得之地方文獻，若有幸能從舊

書攤買到一、二件，就有如獲至寶的喜悅。其中有關微縮膠捲族譜部份，以美國

猶他家譜學會動作最快且複製數量最多，據說已經拍攝完成的家譜已達二萬種以

上，臺灣有多處圖書館及研究機構，已購藏其中的一部份微捲。族譜數位化是未

來發展的趨勢，以歐美國家的公共圖書館為例，他們在擬定典藏數位化計畫時，

都會優先選擇地方文獻做為數位化的項目，因為地方文獻以資料老舊及具有地方

性之特色，正可避免著作權問題與收藏品多館重複的困擾。國內目前已有少數單

位正在加緊規畫製作中，有興趣採集數位化族譜的公共圖書館，正可拭目以待。

筆者個人收藏族譜文獻已經超過 2 0 年，各種家族史料不計算在內，以紙本

族譜收藏之總數而言，目前已近一千部。說起過去蒐集族譜文獻的心路歷程，也

算是相當複雜的，在淘書樂趣中還夾雜著幾許的苦衷。採集族譜文獻並無捷徑，

事實上它與古代藏書家及近代圖書館館員的訪書方式大致相同，而最普遍採行的

方法與原則，無非是要多跑、多問、多看。多跑書局、舊書攤，才能有捷足先登

的好機會；多問書攤老闆、專業人士打聽書源，才能發現你所要的是在何方；多

看相關書目、譜展與譜訊，才能獲取可靠的訊息。總而言之，訪書人欲圖好成

果，只要勤跑與多用心思就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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