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他从事多年档案管理工作，由于一件小事的触动，开始疯狂痴迷

于姓氏研究。一连 20 余年，乐在其中，随后由姓氏拓展到泰安所有的
“老”文化，老物件、老街道、老行当、老习俗……只要泰安历史存在的，

他都想要整出一个“档案”来。他，就是泰山谱牒研究第一人、70 岁的
泰山学者冯钦淮。

缘起：美国人寻根触动寻姓神经

成就：建立泰山姓氏源信息库

20 日上午，记者在温泉路

附近的泰山区政府宿舍见到

冯钦淮时，他正坐在书桌前编

写自己的书稿。一本厚厚的泰
安市市志和一个放大镜摆在

书桌上，旁边一个由月饼盒改
装的“资料盒”打开着，露出了

一摞厚厚的书稿。

第一次见面喜欢问人姓

氏，凭借姓氏猜出被问者的籍

贯。如果猜对了，就露出孩子
般的笑容，并进一步说出此地

还以哪些姓氏为多，这些姓氏

的由来等。这已经成为这位老

人的固定习惯。

谈及自己与姓氏籍贯的

渊源，冯钦淮说，那还是上世

纪九十年代初，他刚刚调到泰
山区档案局工作不久，一名市

民到档案局查询泰安地区
“汪”姓家族的族谱，并称这是

一个在美国的朋友要寻根。但

是当时泰山区档案局并没有

类似的族谱，于是这个人失望

地走了。这件事给了冯钦淮很

大的震动，也成了他立志研究

家族谱牒、谱碑、庙碑抄文的

动力。

冯钦淮的老伴孙启英

说，1993 年她跟着冯钦淮去

黄前走亲戚。走到半路，突然

得知附近唐沟村有个冯氏家

谱是冯钦淮一直寻找的资
料。于是冯钦淮让她在路边

等，一个人去找资料。结果孙

启英足足等了半天，直到中

午才见到冯钦淮疲惫的身
影。

“一部部谱牒，不仅是一
姓家族繁衍流变的反映，也

是一部内涵丰富的史籍。在

泰安各姓族谱中，含有大量

与泰山文化发展有关的族源

姓氏、村史、历史名人、名胜

古迹、风俗习惯等资料。可以

说，一部谱牒能折射出泰山
文化的一个侧面。”冯钦淮

说。

第一次见面喜欢问人姓氏、猜人籍贯

泰泰山山谱谱牒牒研研究究第第一一人人
文/片 本报记者 刘慧娟

对于泰安姓氏源信息库的建成，冯钦淮认为，这仅是

泰山人谱的一条经线，只有把纬线织满、织准，才能成为

一块有用的布。而所谓的纬线，就是指围绕这一经线所

形成的泰山历代姓氏的变迁史、氏族的发展史、经

济命脉的强化史、历代建筑史。

冯钦淮称，这项工作大约还要 10

年，在这期间他会将一些成熟的材

料分别以文、图、声像等形式

向外公开，让有兴趣

的人共享。

心愿：

十年织就族谱纬线

经历了搜集阶段的种种

艰辛，冯钦淮也表现出对资
料收藏者的尊重。看人家的

家谱总要先铺上一块红布，

然后洗手后站着看。

借家谱不叫借，而称为

请。请来之后，有破损处会精

心补好，无函套的就制作一
个新的再送还。因为这种真

诚，很多人愿意将手上资料

借给他看，冯钦淮渐渐成为

泰安族谱研究的权威。

在书房旁边的卧室一角，

放着一台老旧的 286 电脑。冯

钦淮说，上世纪九十年代初，

为了方便资料整理和输入，他

成为当时泰城第二个使用微

型计算机的人，“当时泰安市

的电脑都有编号，除了当时的

岱庙博物馆有一台，再就是我

这有一台了。”

利用电脑，冯钦淮将泰安
600个姓氏的近 4000个族归纳

梳理，建立起《TXWA ——— 泰
山姓氏源信息库》。该信息库

包括从唐代到建国前夕，从省

内外迁入泰安地区的姓氏和迁
入地，也包括部分姓氏区域内

迁 移

情 况 。

使用者可

以从姓氏、

所在地、外迁

地、迁入时间查

找到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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