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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氏族谱》即将问世
， 是值得高兴的事情

。

中国人有撰写或续写族 (家 ) 谱的习惯
， 其对于明辨世系

、 敦亲睦

族
、
教化子孙

， 有着独\ 而不可替代的意义
。 《郭氏族谱》 定是小海

子郭姓宗亲良好的心声流露
。

郭姓是 个古老的姓氏
， 其或曰源自姒姓

、
姬姓

，
或曰源于地名

，

《郭氏族谱》作了大量的考证
。 我相信

，
她具有 4 0 o 0 年左右的历史是可

能的
。

小海子郭氏宗亲秉承郭姓的优秀传统
，
于周秦文化沃土的关中西部

隅
，
在千百年的经历中制造了多多情景

，
值得回味。 本书记述的风物

胜迹如郭氏祠堂
、 大堡子

、
三义庙

、
三 官殿

、
墩台

、 沙家巷
、

四堵墙
，

优秀人物如铁匠书阁
、
兽医郭尚福

、
铡面匠郭春和

、 情系回族患者的好

医生郭雅
、
凤翔商会会长郭鼎

，
等等

，
表达的就是郭姓人对养育他们这

块热土的真情厚爱
，
是对创造美好生活的本族先人的感激和颂扬

。 不能

不说是小海子郭姓宗亲们的精神财富。

小海子我有着深刻的印象
ツ

上世纪七十年代初
，

自己在县上工 \
，

下乡常去陈村
，
公务造访过小海子村

，
吃过派饭

，
村民们淳朴厚道

、 礼

貌待人的高尚品格
，
使我心中暗暗佩川¢。 那里有着让人难以忘怀的风物

景致 进入村庄蜿蜒的沟坡窄路； 因地势而错落布局的住户 满身沧

桑皂角树所点缀的涝池 ； 长满酸枣枝 (的士窑人家窑山í； 甚至需要使出

攀岩之功才能爬过的陡峭旒坡 $ 至今 Į己忆犹新 ，
不时在眼 1l打闪现 。

小海子村
，
着实称得 J 是个经典 ，

面参ı j创造和田 ÏĪ这 经典的郭



姓家族
，
亦当为 个经典的群体 。

近些年由于工业建设及城市化大潮的洗礼 ，
不少村落包括有着成百

上千年历史的村落
，
其传统格局发生或正在发生莫大的变化

，
以至于消

失。 使得维护固有的家族历史与文化内涵的物化载体 去而不返
，
但记

录自己家族的历史对于其后人的精神诉求是多么的要紧 ! 因此
， 编撰族

(家 ) 谱甚至具有了抢救的性质 。
在此意义上

，
我以 个坚定文化人的

角色
，
给 《郭氏族谱》创意和为完成编写而付出智慧与努力的小海子郭

姓精英们点赞
，
并表达我衷心的敬佩和慰问 !

愿小海子郭姓宗亲明天更美好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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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0 16 年 1 1 月于古长安

(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教授
、
博士生导师 赵丛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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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自古以来
，

国家有史
，
地方有志

，
家族有谱 。 而家做为国构成的基

本组织单位
，

直流传 "

国有国法
、 家有家规 " 其说

，
可见家族之重要 。

近年来
，
随着对于传统文化精髓的重视

，
编撰宗谱时下颇为盛行 。

人们之所以如此热衷于编撰族谱
，

来是探寻自己姓氏的来源及历

代谱系
， 二来在于人们对于姓氏族谱后面所蕴藏的浓厚文化的探究 。 通

过姓氏族谱
，

了解其文化渊源
、
道德风尚

、
崇仁尚义的思想精髓

，
有助

于人们更好地构建和谐之家
。 当下社会

，
物质文明迅速发展

，
人们的观

念 意识也随之趋于利益化
、

自我化
，
而中华民族五千年文化的精髓之

道忽于淡化
，

此时编撰族谱
，
对于提高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

能起到 定的辅助作用 。

对于小海子郭氏族人而言
，
如今的村落已经成为工 业园区

，
大部分

族人迁移
，
或许数年

、
数十年以后

，
族人们四分五散

、
居于八方

，
面对

先祖后辈
，

不至于
。 家 族为何物

，
己 身何所出。

，
族人们倡议

，

有识之士出谋
，
共议 く郭氏族谱》之事 。

《郭氏族谱》的编撰工作从 2 0 13 年起开始搜集资料
，
进行前期准备 。

遗憾之处在于小海子村郭氏族人近千年的生存历史
，

没有留下任何文字

性的记载
，
更无从谈起留存 " 族谱。

，
而唯 仅存的 " 祖案 "

也在 " 文革 "

中毁于 ĺ ：ı
，
这就是 部断代史

，
悲哉 !



面对如此情况
，
编撰工作还得进行

，
甚好有 辈辈老人流传下来的

有关族人的名人轶闻 、
趣事传说等

，
编撰人员才对其进行 口头阐述记录

、

整理分析考证
、
研究借鉴查阅

，
最终形成文字性的稿件

， 编撰出 《郭氏

族谱》。

郭氏族人繁衍生息
，
耕耘劳作

，
述写了 段智慧勇敢的生存历史

，

创造了 脉纯朴善良的族风民情 。
编撰人员为了将 个真实的郭氏族人

面貌还原于后人
，
或求教于辞典网络

、
或取经于行家

、 或切磋于同行
，

甚至多次奔走外地査访见证人
，
力求做到措词必有章

、
言出必有据

。

在编撰过程中
，
依据现有搜集到的资料

，
参阅了大量的文献

，
其中

包括 《风翔县志》、 《凤翔地名溯源》、
王 大良的 《当代百家姓》和 《百家

姓寻根探秘 》
、 郭世和的《中华郭氏源流考略》以及近现代有关的历史等

书籍
，
同时参考各地近年来的优秀族谱

，
借鉴各族谱编撰的成功做法

，

实际考察现存的遗迹古地
、
碑文旧址

，
参考文献 对照核实

，
去伪存

真
，
归璞返真

，
还原 个真实的村容村貌

，
族风民情 。

经过几年的资料准备和整理编撰
，
《郭氏族谱》终于完稿付梓

，
这是

值得小海子郭氏族人庆贺的 件大事 。 这里面不仅包含着编撰人员的辛

劳付出
，
更是郭氏族人的众望所归

，
《郭氏族谱》牵动丁族人的寻根心扉，

汇集了族人的智慧心血
， 更寄托了族人的希望愿景 。

唯望郭氏族人读谱之后
， 明其所出

、 知其所理
、
晓其所义 。

其中的

"

世系名录 。

部分
， 可根据自家直系脉络从族谱的某 代起 ，

增补世代

记载完善
， 成为自己小范围的房谱或家谱

， 这也是留给族人 自己今后应

2



该做的善后事情。
以谱为鉴

，
唯愿郭氏族人继往开来

，
励志进取

，
安居

乐业
，
前程似锦 !

鉴于编者才疏学浅
、 识愧固嗵

，
虽勉凑数字

，
终也浅尝辄止

、
不尽

如愿 。 谨望本族同仁不吝赐教
、 诚请斧正

，
终盼续修族谱者不断完善

，

更上 层楼 。

最后
，
编者谨向各位郭氏族人以及所有关注

、 支持
、
参与的编撰人

士致以诚挚的谢意
。

编 者

二 O 六年十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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